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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两江新区日前与腾讯公司签署
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数字内容产业、
智慧生活体验园、工业互联网、“智
慧+”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引人关注
的是，双方将共建两江新区智慧医疗健
康平台、智慧教育平台、智慧社区平
台、智慧环保平台以及“智能两江”数
智制造平台，打造“工业互联网云平
台+超算中心”。

作为我国内陆首个国家级新区，两
江新区当前正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
领，从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以及智能制
造、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着手，
不断推动“智慧两江”建设，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集聚制造升级动力
在位于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的金康

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内，冲压、焊装、
涂装、总装及电池PACK五大工艺车间
内部署了 1000 多台机器人，整个生产
线的焊接、涂胶、绲边、工位间输送、
大件上料均采用机器人操作，焊接、涂
胶的自动化率达到100%。

不仅自动化，而且智能化。据了
解，金康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内的汽车
零部件等生产物料，主要使用激光自动
导航无人车运输配送，AGV 运输机器
人能识别物料，并具备自主记忆和学习
功能。整个生产指挥中心由“数字大
脑”来掌控，可智能地做出分析、判
断，实时实施生产计划，指挥作业。

金康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仅仅是两
江新区推进智能制造的一个缩影。两江
新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两江新
区正积极推进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程，
鼓励和支持汽车、电子信息、装备等行
业龙头企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机器人等
新一代装备开展数字化设计、数字化车
间、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物流等建设，
实现设计智能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决
策管理智能化。

近两年，两江新区把智能化作为推
动制造业升级的新动力。一方面，以工
业互联网、企业上云、智能化改造推动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培育
壮大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通用航空等 10 大新兴产业，

以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
势。

去年12月，总投资465亿元的京东
方重庆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
目在两江新区正式开工，是继重庆第
8.5 代 TFT-LCD 生产线、重庆智慧电
子系统智能制造生产线后，京东方在重
庆布局的又一重大项目。如今，随着京
东方、莱宝、奥特斯、康宁等企业项目
的开工投产，两江新区实现了在“芯屏
器核”智能终端的全产业生态链布局。

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保税港区，
“保税+智能制造”引领加工贸易高质量
发展。据了解，重庆保税港区积极承接
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引进了旭硕、纬
创、仁宝、翊宝 4 家智能终端生产企
业，加工产品已涵盖苹果、惠普、宏
碁、华硕、LG、SONY、华为7大一线
品牌。数据显示，2018年，重庆保税港
区全年生产智能终端产品约 3121 万台

（件），同比增长约35.7%，逐渐成为全
球智能终端生产基地。

以数字经济为引领
两江新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打造新
产业新业态，数字经济成为撬动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新支点。

2018年1月份，总规划面积40.8平
方公里的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正式
挂牌成立，重点发展数字基础型、数字
应用型、数字服务型三大类产业。成立
以来，两江新区依托软件通信、数字金

融、互联网等数字经济产业良好的发展
基础，着力打造国际一流、公平竞争的
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政府服务的精准
度和有效性，让数字经济的“种子”茁
壮成长。

“两江新区为入驻数字经济产业园
企业打造了完善的设施建设、配套服
务，并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使园区内企
业有了更加稳定的发展空间。”中科云
丛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监唐玲告诉记
者，公司在2018年研发了3D结构人脸
识别技术，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并
实现了人脸识别技术向金融、安防和民
防领域拓展。

在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照母山片
区，阿里云创新中心 （重庆） 将于2月
底正式开放。阿里云创新中心 （重庆）
负责人曹麟介绍，该中心将从空间孵化
载体、企业基本配套服务以及数字经济
产业资源服务三方面为入驻企业提供全
链条、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有 40 多家
数字经济行业企业入驻，涵盖智能城
市、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截至目前，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已
累计吸引投资超过500亿元，聚集数字
经济类企业 3000 多家。按照计划，到
2020 年，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的
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500亿元。

加快建设“智慧两江”
在两江新区，占地 10 平方公里的

礼嘉智慧城正在紧张有序地建设中。未
来，在这一片区，智慧技术将与城市发
展的多个领域实现深度融合，更好地满
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加快建设以信息化、智能化为重要
支撑的智慧城市，是“智慧两江”建设
的一大重点。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两江新区正在不断完善智慧城市信
息基础建设，包括升级光网、搭建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等。

以“惠民、便民、利民”为原则，两江
新区围绕市民对健康医疗、教育文化、交
通出行等方面的需求，利用新一代信息
技术和先进理念，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丰
富服务内容、整合服务渠道，打造普惠宜
居、以人为本的智慧生活环境。

在利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强化城
市功能、提升信息化的同时，两江新区还
不断加快港口、口岸等的智能化建设。
以果园港为例，集装箱功能区先期已完
成4台场桥远程智能操控系统改造，实现
码头闸口无人管理、堆场智能引导、客户
自助服务，实现电子单证自动识别认证，
准确率达到100%；件散货功能区完成管
控一体化系统一期建设，实现业务流程
全生命周期监控、生产业务数据全港实
时共享、作业动态实时监控。

值得一提的是，两江新区创造性地
提出了“以市场吸引投资、以投资吸引
项目”的智慧城市发展思路，吸引了越
来越多企业将自己优势板块的总部放在
两江新区。2018年，重庆两江智慧城市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吸引了包括中煤科
工、成都平伟科技、烽火科技、成都四
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智慧城市建
设领域的龙头企业落户两江新区，投资
金额达到16亿元。

以大数据、智能化引领高质量发展——

重庆两江新区“智能”唱主角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陆牧

在位于安徽合肥市经开区的国轩电
池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
忙碌有序地运转。“这个项目从投资建设
到投产，只用了一年时间。”国轩高科经
开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贺狄龙告诉记
者，这里将逐步建设形成15G瓦时的产
能，到2020年有望成为全国最大的动力
电池基地。

国轩电池的建成投产，拉长了合肥
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自2018年以
来，该区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致力于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基
地，江淮大众首款纯电动汽车投产，蔚
来汽车生产基地整车批量下线，加上江
淮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 7 万余辆，

实现产值200亿元。“随着多个龙头项目
扩量放产，合肥经开区在新能源汽车产
能、品牌集聚度、技术等方面走在了全
国前列。”合肥经开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峰说。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合肥经开区摸
索 出 一 条 以 技 术 融 合 为 引 领 的 发 展
之路。

去年底，江淮大众新能源乘用车项
目研发中心在合肥经开区正式开工。该
研发中心由江淮汽车、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与西班牙西雅特公司三方合资建
立，在电动化、车联网、自动驾驶等核
心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合肥经开区招商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该研发中心的设
立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由以往依赖西方
发达国家技术向共同研发、技术共享方
向迈进。

“我们就是要聚焦高端，瞄准前沿，

把握制造的内涵特质，体现智能融合的
时代特点。”合肥经开区工委办副主任俞
光远说，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
业、行业和产业集群，是提升开发区制
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影
响力的关键。基于这种思路，去年合肥
经开区多项经济指标实现了“两位数”
增长，特别是产业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全区创新产业产值增长15%，占比首次
突破50%；规上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比
达到74.9。

在今年的合肥经开区产业规划中，
把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内的先进制造
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1月28日，江淮汽车新款纯电动车
型iEVS4开始接受市场预定，该车60公
里/小时等速续航里程将达到 530 公里，
成为目前国内纯电动汽车中续航里程最
远的车型。超过500公里续航里程的纯

电动乘用车，相比10年前的150公里提
升了不止一个档次，也体现了合肥经开
区科研实力和推进速度。与此同时，更
加智能、先进的制造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江淮与蔚来合作的纯电动智能SUV产
品生产中。

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关键，合肥
经开区在动力电池方面已逐步形成面向
国内多车企、多档次、多技术路线产业
链条。

国轩电池在合肥经开区落地，获得
了500亩土地的专项发展支持。贺狄龙
预计，15G瓦时全部达产，年产值将达
到 200 亿元至 250 亿元。同时，国轩电
池还将与经开区合作建设行业高端人才
培训及研发平台，瞄准中高端乘用车的
三元电池产品等。按照规划，合肥经开
区基地今年预计产出三元电池产品1000
万只，产值可达20亿元。

合肥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李长龙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马双军 王聪报
道：近日，总投资 100 亿元、规划新能源整车年产
能 30 万辆的山东烟台长江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启
动。仅仅一年半时间，3 家新能源整车项目相继落
户烟台开发区，预计新能源整车年产值规模将超过
1000 亿元。

2003年龙头企业上汽通用东岳基地落户烟台开发
区，如今这里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单体轿车生产基地，
成为山东汽车产业龙头，累计实现产值5158亿元，烟
台开发区仅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就有 300 余家，世界
500 强项目 14 个。在半径 30 公里范围内，拥有汽车
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冲压、内外饰件、悬挂、制
动、排气等完整的全产业链配套。烟台市汽车产业人
才达 15 万人，地方高校每年可输送近 4000 位汽车相
关专业人才。

“先期引进的宏瑞汽车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设计
年产能30万辆经济型纯电动乘用车；随后，开发区还
将与全球最大的六氟磷酸锂生产商多氟多签约，建设
总投资 88 亿元的凌峰汽车项目，设计年产能 30 万辆
新能源乘用车。”烟台开发区汽车产业招商主管李江
介绍说：“新近签约的长江新能源汽车项目则计划 18
个月建成投产。”

“一个开发区整车产能 60 万辆，汽车产业配套如
此完善实属难得。”山东长江新能源汽车总经理丁璐
告诉记者，该项目作为北方总部，在筛选投资地时着
实费了一番功夫，最终历时27个月才决定入驻烟台开
发区，是因为这里的汽车产业基础优势吸引了他们。

“3个新能源汽车项目进驻，不仅填补了开发区在商用
车产品领域的空白，更是带动了现有配套企业满负荷
运转，也必将大大增强区域汽车产业的未来竞争
力。”李江说。

按照规划，到2024年烟台开发区整个汽车产业年
产值将超过2000亿元。千亿元新能源汽车产业，将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烟台在全国汽车产业的地位。

“一辆车”牵引来千亿元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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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计划回家乡发展两
个项目，一是在眉山建立
西藏康养小镇，解决上万
名西藏离退休老干部和在
西藏的眉山籍创业就业人
员回乡养老居住问题；二
是投资一个果品深加工项
目，帮助解决眉山几十万
亩柑橘等鲜果销售问题。”
在四川眉山市日前召开的
在 外 创 业 就 业 者 座 谈 会
上，在外打工多年的祝万
华发言时说。

祝万华是眉山市彭山区
锦江乡村民，1996 年经朋
友介绍，怀揣 1400 元到外
地打工，如今已拥有8家企
业。“正是看到这些年家乡
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家乡党
委、政府真诚对待我们在外
的创业就业者，使我下定了
回家乡创业发展的决心。”
祝万华说。

今天的眉山市，不仅有
许多像祝万华这样准备回家
创业的“归雁”，而且近年
已有近8万名在外人员返乡
创业，已创办工业、建筑
业、服务业等各类企业 1.8
万余家，创办家庭农场600
多家，创办乡村客栈120多
家 ， 带 动 当 地 30 多 万 人
就业。

眉山是劳务输出大市，
全市350万人口中，常年外
出务工人员达110万人，其
中到省外务工的就有 50 万
人。对此，眉山市委书记慕
新海说：“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中，我们必须在支持农
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
方面拿出实实在在的‘干
货’来，确保创业就业服务
工作落到实处。”

为此，眉山市专门建
立了农民工工作机制，在
北京等 12 座城市成立“眉
山市驻外创业就业服务站”，负责提供联络、登记、
走访慰问、协调等服务，专门建立了农民工党组
织，并在创业培育引导、要素保障、金融信贷、财
政支持、人才支撑、创业服务等方面加大对农民工
返乡创业就业的支持力度，确保让返乡创业者得
实惠。

眉山还注重加大财政对返乡创业就业者的支持，
将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从 5 万元调整为 15 万元，
已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6 亿多元、创业补贴 1322 万
元。目前，全市已建成创业孵化园 10 家，有创业主
体 276 家、创业导师 20 人，通过免费培训、免费项
目孵化、免费仓储等，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周到
服务。

同时，眉山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头号工程”，着力筑牢城市产业发展之基，培
育整合做大“3135”产业。近3年来，全市年均实施千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超过200个，为返乡人员创业就业创
造条件。

据新华社电 （记者何宗渝、张
千千） 2018年，重庆两江新区新增各类
市场主体 16410 户，注册资本 954.9 亿
元；截至目前，两江新区市场主体总量达
到 76286 户、同比增长 27.42％，注册资
本10032.5亿元、同比增长10.52％。

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表示，两江新
区市场主体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商事
制度改革的纵深推进。2018 年两江新
区推行了“证照分离”“三十一证合一”、
银行网点代办营业执照试点、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等多项改革，并获得了外商投
资企业登记管理权，从而进一步优化了

区内营商环境，有力带动了市场主体的
增长。

以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改革为
例，2018年7月份起，除涉及前置审批
事项、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重
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的企业名称
外，两江新区不再实行企业名称预先核
准；申请人在拟定企业名称后，可通过
自主申报系统对拟申请使用名称自主查
询、比对、判断、申报，从而简化了开
办企业的流程。截至 2018 年年底，两
江新区市场监管局共接受了12287个自
主申报名称。

重庆两江新区市场主体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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