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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潮涌两江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重庆两江新区明月湖畔，占地 30 平方公里

的两江协同创新区里，创新潮涌，动能澎湃，40

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在此落户。北京理工大学

重庆创新中心自主研发出 5G 云大脑无人车，在

零售、物流等领域开始应用；华东师范大学重庆

研究院突破光刻技术瓶颈，研发出重庆第一款

超快激光产品；哈工大重庆研究院研发推出航

空航天飞行器雷达罩用电磁超材料⋯⋯

两江协同创新区是两江新区智慧之城的重

要板块，也是重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两江新区坚持

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高标

准打造两江协同创新区，强化产业协同、人才

协同、生活协同、生态协同，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大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重要策源地。

7 月 12 日，北京化工大学重庆研究院签约落

户两江协同创新区。该研究院将围绕生物化

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绿色低碳能源利用、汽车

轻量化材料等方向，建设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和

研发平台，推进产业创新创业孵化、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

两江协同创新区公司董事长王飞介绍，聚

焦产业发展需求和新兴前沿技术领域，两江协

同创新区目前已引进知名高校、科研院所、龙头

企业和顶尖人才团队设立开放式国际化高端研

发机构 49 家，集聚科研人员超过 2200 人、院士团

队 25 个，获批国家级和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18 个、市级新型高端研发机构 19 家，一大批科技

成果正在加快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自 2019年落户两江协同创新区以来，北京理

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围绕先进车辆、新一代电子

信息、智能化与大数据、新材料等领域建立了 10

个先进的科技创新研发平台，并孵化出重庆睿行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云智车（重庆）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等 4家企业，开展无人车、毫米波雷达及高

光谱成像系统等产业化运营。

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韩

恺告诉记者，该创新中心已经与红宇精工、上汽

红岩、重庆地矿院、四川大学等 50 余家成渝地区

龙头企业及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并

加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技术转移联盟和重庆

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协同创新产业旗舰联

盟，与联盟成员协同推进产学研体系建设。

“下一步，两江协同创新区将以更大力度推

动科技创新，加快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创新生态

系统，促进科技、产业、金融、人才良性循环，打

通连接通道，营造‘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

王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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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重庆果园港通过数字化改造重庆果园港通过数字化改造，，装卸货装卸货、、理货理货、、提货等多提货等多

个区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个区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陆牧吴陆牧摄摄

图图②② 长安汽车智能工厂内长安汽车智能工厂内，，操作员在查看监控数据操作员在查看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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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 重庆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绿意盎然重庆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绿意盎然，，呈现出一幅秀呈现出一幅秀

美的生态画卷美的生态画卷。。 曹永龙曹永龙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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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这条主线，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持续

发 力 ，全 市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取 得 新 成 效 、迈 上 新

台阶。

重庆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一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平台不断壮大，高

端创新资源加快聚集，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

质量效益不断提高。

推进智能化转型

走进位于重庆璧山高新区的蓝黛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里一台台智能机

器人有序忙碌着，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各项生产数

据。“通过数字化车间建设，公司实现了产品从设

计到制造全流程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效率提高

了 15%以上，经营成本降低了 20%以上。”蓝黛科

技公司副总经理汤海川说。

制造业是重庆立市之本、强市之基。近年

来，重庆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抢抓数字经济窗口机遇期，以智能制造

和制造智能为主攻方向，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关

键支撑，利用大数据、5G、区块链等新技术，对制

造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推动传统制

造迈向“智造”。

汽车产业是重庆工业经济主要支柱产业。

在长安汽车智能化工厂，机器人灵活地进行冲

压、焊接等一系列操作。“工厂设备自动化率已

达到 92%。”长安汽车新闻发言人陈卓说，长安

汽车以智能化运营、生产为抓手，不仅大幅提

升了智能制造能力，还掌握了智能互联、智能

交互、智能驾驶、七合一集成电驱等 600 余项智

能低碳技术。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重庆累计推动实施

4075 个智能化改造项目，认定 105 座智能工厂、

574 个数字化车间。其中，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生

产 效 率 平 均 提 升 59.8% ，运 营 成 本 平 均 降 低

22.5%，产品不良率平均降低 42.3%，单位生产能

耗平均降低 19.5%。

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

体。近年来，重庆积极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持

续推动制造企业“上云上平台”。目前，重庆已集

聚 131 家具有一定服务能力的工业互联网服务

商，累计为 11.3 万余户重庆制造企业提供“上云”

服务。

重庆市经信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涂兴永告诉

记者，今年，重庆启动实施了制造业智能化赋能

行动，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数字化改造、

信息技术和制造业融合应用、完善产业发展生态

4 个方面发力，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高质

量发展。

壮大产业化集群

重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依托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优势，以集成电路、新型

显示、智能终端、物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为

重点，加速推进智能产业补链成群，持续壮大“芯

屏器核网”全产业链，塑造智能产业新优势，智能

产业发展位于全国第一方阵。

数据显示，2017 年至 2021 年间，重庆规模以

上电子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 17.5%，高于同期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速 8.8 个百分点，对同期全

市工业增长贡献达 51.1%，成为全市工业经济增

长“压舱石”。

两江新区是重庆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

其打造的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已入驻数字经济

企业超 6500 家。两江新区坚持以大数据智能化

创新为引领，实施“链长制”，推动产业成链成群，

构建起“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发展态

势，“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正加速形成。

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两江新区致力于打造

从原材料、IC 设计到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的全产

业链条，引入超硅光电、万国半导体、奥特斯等企

业。同时，瞄准产业发展前沿，相继引入恩智浦、

锐石创芯、象帝先等一批新势力企业。

走进位于两江新区的峰米（重庆）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一个个智能投影设备映入眼帘。“公司

致力于大屏激光电视整机、新型智慧商显的研发

和制造，在激光光源、光机模组、整机制造等方面

掌握核心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软件系统，可实

现智能电灯、冰箱、空调、窗帘等一系列家居产品

的智能操作。”峰米科技 CEO 赖永赛说，2021 年公

司激光电视产量 41 万台，营收 11.38 亿元。

如今，两江新区已聚集包括京东方、康宁玻

璃、峰米科技在内的数十家新型显示研发制造企

业，形成了涵盖“玻璃基板—液晶面板—显示模

组—整机”的新型显示全产业链。2021 年，两江

新区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实现产值超 600 亿元。

近年来，重庆相

继 建 成 两 江 数 字 经

济产业园、中国智谷

（重庆）科技园、渝北

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重 庆 高 新 软 件 园 等

一 批 数 字 经 济 战 略

平 台 。 截 至 2021 年

底，重庆数字经济企

业达 1.85 万家，重点

平 台 企 业 增 至 351

家，数字产业业务收

入 突 破 1 万 亿 元 ，数

字 经 济 占 GDP 比 重

达 27.2%。

加强数字化治理

在重庆江北区智慧城市运营管理中心，辖区

内 的 实 时 监 控 画 面 和 数 据 在 大 屏 幕 上 不 时 切

换。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江北区整合城市管

理、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网格化管理服务事项，

共享公安、住建等行业数据资源，实现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重庆将数字技术广泛深刻地嵌入政务服务、

社会治理、市民生活，极大提升了城市治理效能，

保障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如今在重庆，数字

城管覆盖面积达到 1500 平方公里，县级以上数字

化城管平台实现全覆盖。

“云长制”让重庆数据“上云”水平得到显著

提升。2019 年，重庆创新推出“云长制”，由市政

府主要领导任“总云长”，全市 110 个市级部门、区

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任各单位“云

长”，构建起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云长”组织体

系。截至目前，重庆全市政务信息系统上云率达

到 100%。

重庆不断强化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制定实施

《重庆市数据条例》，打造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平

台，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国家—市—区县”三级数

据共享交换体系，有效破除数据壁垒，实现数据

资源“聚通用”。截至 6 月底，重庆公共数据资源

管理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10288 个、开放 5472 个，数

据调用量累计超 192.5 亿条。同时，重庆推动川渝

政务数据互联互通，两地 144 个部门实现跨省共

享数据 5460 类。

“面向不同应用场景，重庆构建了基层智慧

治理、渝康码、渝快融、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主

题数据库。”重庆市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重庆在全国率先建成基于数字孪生底座的基

层智慧治理平台，汇聚中心城区数据 182 类 6 亿

条，实现市、区县、街镇、社区四级共享数据，打造

出“社区一张表”“政策找人”“社区智慧党建”等

一批智慧应用场景，为基层智慧治理持续注入源

头活水。

近日，西部数据交易中心在重庆正式投用，

标志着重庆在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发展上迈出关

键一步。“交易中心将面向西部乃至全国开展数

据要素交易，同时聚焦解决数据交易确权难、定

价难、信任难等交易难点，为市场主体入场交易

提供制度保障，激发数据交易活跃度。”西部数据

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奚洋表示，西部数据交易中

心将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服务数字经济全

产业链的数据交易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