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位于重庆高新区西永微电

园的一个实验室内，几名科研人员正在

一个不足 7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对一堆

芯片进行测试封装。

别看实验室面积小，但它的来头却

不小。“它名为硅光实验室，是全国首个

能够实现硅基光电子芯片全流程封装测

试的实验室。”位于重庆西永微电园的联

合微电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硅光中心总

监冯俊波说。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像这样的科

技创新时刻都在发生。今年以来，重庆

高新区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加

快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增强

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加快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对外开放高

地，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添加新动

能。

“创新引擎”为科学城
增添新动能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高质量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是其核心。

今年以来，重庆高新区创新思路，积

极谋变，聚焦“高”“新”产业，建设新经济

产业生态：以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为牵引，构建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

型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

建好凤凰巢，引得金凤来。如今包

括联合微电子中心、基板级扇出封装、光

大人工智能产业基地等重大建设项目纷

纷落户西部（重庆）科学城，为西部（重

庆）科学城建设夯实底子。

未来，西部（重庆）科学城将围绕大

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高技

术服务等主导产业，瞄准 5G应用、集成

电路、精准医疗等细分领域，引育一批科

技含量高、投资金额大、带动效应强的重

大项目，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和大健康产

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为西部（重庆）

科学城建设增添新动能。

创新聚焦“高”“新”产业的同时，重

庆高新区还在建设科学创新中心上进行

大刀阔斧的创新布局。

今年起，重庆高新区将高水平打造

一批科技研究创新中心，围绕高校、院

所、企业建设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

研究等研发创新平台，布局建设大科学

装置、大科学工程、国家级实验室，进一

步增强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原始创新能

力。

随着重庆大学产业研究院、清研理

工等一批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平

台相继落户，先进半导体研发中心、新材

料研发创新中心、智慧物联研发创新中

心等相关重大建设项目正在推进。另

外，在重庆高新区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

内，众多高校聚集，未来这些高校不仅将

为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提供人才支

撑，还能带来前沿科学技术及优质项目、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领

和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按照初步规划，未来，西部（重庆）科

学城将集聚一批大科学装置和一流大

学，打造一批创新创业载体，孵化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形成千亿级高端产业集群，

成为原始创新和新兴产业策源地。

高层次推动对外开放
加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

……如今，西部（重庆）科学城已经集聚

多个开放平台和通道，具备开放的天然

优势。

今年，重庆高新区将以支撑载体建

设为重点，高层次推动对外开放，做好开

放这篇大文章，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陆港经济区。

高层次推动对外开放，构建大通道、

大平台。今年，重庆高新区将利用好多

个开放平台和通道，加强同海外高科技

园区和国内先进高新区、科学城的交流

合作、共建互惠；开展自贸区体制改革和

机制创新，做特做活重庆西永综保区等

开放平台，提挡升级国家留学人员创业

园；做实做亮陆海新通道，让国际物流大

枢纽大通道畅起来、活起来、亮起来。

除了原有的开放平台之外，重庆高

新区将继续建设新兴载体。依托已落地

的美国通用、法国施耐德、韩国百纳科思

等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建设国际合作园

区。同时，加快科学会堂建设，打造传播

科学思想、开展学术交流、展示科技成果

等功能的国际交往中心。此外，加快建

成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际社区，提升

国际化形象。

高层次推动对外开放，还需要打造

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重庆高新区将

不断在营商环境上下功夫，继续优化开

放环境，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

系，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营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立

完善国际化公共服务体系，吸引更多国

际化企业、人才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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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总投资 480 亿元的厦门天马

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第 6 代柔性 AMO⁃
LED 生产线项目，在厦门火炬高新区

全面开工。这是厦门史上投资最大的

单体高科技制造业项目，年度计划投

资 70亿元。

以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为开工

代表，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共 7 个，总投

资约 510.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约 76.9
亿元。这 7个项目均为产业项目，主要

涉及平板显示、集成电路、新材料等产

业，建成投产后将对各相关产业链，起

到有力的强链补链延链作用，解锁产

业“各美其美”的创新发展方式。其

中，天马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

项目达产后年产值近 260 亿元，并能带

动引进上游芯片设计、发光材料、光刻

胶、高端装备等国际高端技术配套企

业，促进现有当地配套企业的增资扩

产，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厦门平板显示

产业链条。

平板显示产业是厦门市首个产值

超千亿级的产业，也是厦门火炬高新

区首条千亿产业链，更是厦门火炬高

新区的第一大产业。该项目建成投产

后，将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

快厦门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新型显示产

业的重要集聚区域。多年来，厦门火

炬高新区通过外引内培，积极推动平

板显示向产业链和价值链中高端迈

进，交出亮眼成绩单。在各类数码产

品需求量井喷的大背景下，厦门火炬

高新区再次展现超高的前瞻性，紧抓

国际平板显示产业转移这一机遇，在

全球范围内开展产业链招商，相继引

进电气硝子玻璃基板、天马第 6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宸鸿穿戴式及

3D 触控模块等一批重大项目，创造出

新一轮“产业链效应”。在厦门火炬高

新区企业的引领带动下，2019 年，厦门

市平板显示产业实现产值 1465.3 亿

元，同比增长 10.4%，增速居于厦门市

12 条千亿产业链前列。不久前，工业

和信息化部发布 2019 年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质量评价结果，

厦门火炬高新区电子信息（光电显示）

产业获评最高等级的“五星级”。

此次项目的加速推进，对厦门市

“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的战略部署

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也是厦门抢抓国

家“新基建”发展机遇、加快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积极举措，对提升当地产业发

展质量和发展经济具有双重重要意义。

近年来，厦门火炬高新区认真贯

彻落实厦门市委、市政府关于“岛内大

提升，岛外大发展”的战略部署，着力

推动岛内片区坚持做大增量、做优存

量，全面提升园区能级和实效，岛外片

区坚持规划建设和产业招商一体化推

进，全面拉开产城融合规划布局，勇当

“两高两化”城市建设的“排头兵”，力

争将厦门火炬高新区打造成为推动厦

门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初夏的贵阳高新区，处处焕发着生

机和活力。贵阳高新区坚持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全力推动企业、

项目快速恢复正常生产、建设秩序，确保

增长动力不减退。园区 44个项目工地

“火力全开”，加班加点抓质量、赶进度，为

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奋力拼搏。

走进贵阳高新区沙文生态科技产业

园的长通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现场，

工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运输车辆往来

穿梭，焊接声、切割声、锤打声与机器的轰

鸣声，共同奏响夏季里的“劳动赞歌”。

“眼下正是施工建设的黄金季节，为

了抢工期，‘五一’假期我们都没有停工，

力争夺回失去的时间，确保项目可以按

原计划完成。”长通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

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 3月 12日开

工，总占地面积189亩，总投资5.8亿元，

全面建成达产后预计总年产值超过40亿

元。第一期计划于2020年8月完成基础

建设，10月实现投产，建成全面达产后预

计实现年产值15亿元。

同样，在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内，挖

掘机、吊车，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在

占地50亩的贵阳高新区铝合金门窗高端

制造基地，抢抓进度大干特干。据悉，该

项目一期 3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及 2万平

方米配套性用房，主体部分预计在8月完

工，10月投产。

2019年，贵阳高新区积极发展以中

高端消费及中高端制造为重点的实体经

济，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贵州森燃绿色门

窗有限公司，以建设铝合金门窗高端制

造基地为契机，发展中高端铝合金门窗

制造产业链。

“我们落户这里正是看中了贵阳高

新区在科技扶持、区位优、人才等优势，

以及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该公司副

总经理张勇杰说，从工地开始建设，园

区有关负责人便积极帮忙协调项目开

工的各种事宜。“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

间，口罩、体温枪等物资紧缺，本来只想

请园区协调购买，没想到园区直接免费

送给我们，为项目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张勇杰说。

作为贵阳首个产城融合式的人才小

镇、数博大道上的重点项目，科技人才小

镇目前也在紧张地施工中。

近年来，贵阳高新区通过优化待遇

环境、发展平台，持续提升自身对省内外

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大批国内外人才涌

入贵阳高新区，成为贵阳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的“智慧大脑”。为了留住人才，贵阳

高新区通过优质的服务和栖息环境吸引

人才，打造一批人才小镇和人才服务综

合体。

科技人才小镇就是贵阳高新区又一

人才力作。科技人才小镇将围绕数字孪

生与智慧城市的理念定位，通过人才、乐

居、产业、科技、大数据、创新、智慧、智能、

体验、服务等十大理念，建设高级人才公

寓、高端人才住房、企业总部基地、人才孵

化中心等配套为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复合

型智慧城市综合体。目前，该人才小镇

正在抓紧进行主体施工，项目一期计划

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

本报讯 日前在成都高新区举

行的中日产业合作线上推介会上，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正

式挂牌成立。

据了解，中日（成都）地方发展

合作示范区位于成都高新区，实施

范围为 36.9平方公里，规划三大片

区，包括瞪羚谷片区、骑龙片区及未

来科技城片区，将着力打造新时代

中日双向开放发展引领区、西部文

创产业发展典范区、中日第三方市场

联合拓展先行区，成为国际知名的文

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开放中心。

根据规划，中日（成都）地方发

展合作示范区将以文化创意产业高

质量发展为核心，优化打造中日“双

向开放生态”，创新发展中日高质高

效“双高发展业态”，培育壮大中日

“双边市场主体”，探索构建中日“双

赢发展格局”，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开放中心。

到 2022年，合作示范区建设初见成

效，初步成为中日文化创意产业国

别合作战略平台；到 2025 年，合作

示范区全面建成，文创产业发展良

好、文化贸易往来畅通、运营管理高

效完善、辐射带动作用突出。

推介会上，成都高新区签约伊

藤洋华堂BPO中国区总部、A8国际

音乐产业基地、中日动漫街区等项

目，与日本DAC西南总部及亚太创

新中心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4
个项目将入驻中日（成都）地方发展

合作示范区。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

范区的挂牌成立，以及一批项目入

驻，标志着 2020年成都高新区对日

合作迈出了坚实步伐。”成都高新区

相关负责人说，将高质量推进合作

示范区建设，努力打造成都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开放经济带，助力成都

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打造区域创新开放高地 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追“高”逐“新”的西部（重庆）科学城
▶ 本报记者 叶伟报道

总投资510.2亿元的七大项目集中开工

厦门火炬高新区：全速推进 解锁产业发展“各美其美”

贵阳高新区：火力全开奏响复工复产最强音
▶ 杨婷

▶ 郭伟 李幼君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在成都高新区成立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苏州

产业链全球合作云对接活动上，来

自昆山小核酸及生物医药产业园

的重要投资项目泽璟新药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与昆山高新区签约，签

约金额15亿元。据悉，泽璟制药将

打造新药研发、化学新药制剂生产

和生物新药生产基地，专注于研发

和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安全、

有效、患者可负担的创新药物，满

足国内外巨大医药市场需求。

从 11 年前的天使轮投资到

2013年的政策扶持4000万元投资，

再到全力协调在生物医药产业园

为其提供近2万平方米GMP厂房、

研发场地及5000万元研发设备，泽

璟制药逐渐发展壮大，离不开昆山

高新区的支持。在一系列卓有成

效的举措推动下，泽璟制药不断加

速前行，已成为我国肿瘤、出血和

血液疾病、肝胆疾病等领域新药研

发、生产和商业化销售的领军企业

之一。2020 年 1月，泽璟生物成为

全国首家以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成

功上市的企业。

近年来，昆山高新区围绕生物

医药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坚

持培育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的投资

理念，投资近 2 亿元引入建银中民

医疗基金、华创生医基金等多只生

物医药基金，投资 4.6 亿元吸引新

蕴达、瑞博生物、泽朴医疗、博创同

康、奥素液芯、瑞博夸克、瀚尔西等

一大批医疗项目在园区安家落户。

今年，昆山高新区将继续加大

生物医药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积

极打造昆山生物医药产业新集

群。日前，迈胜医疗高端医疗装备

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已完成框架协

议签约。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30 亿

元，建成后可实现迈胜质子医疗系

统装备分期量产，年产值可达 100
亿元。昆山高新区将提供“最舒

心”的营商服务，培育赋能创新的

最优产业生态，全力支持项目深耕

发展、早日开花结果。

本报讯 近日，武汉东湖高新

区发布的年度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光谷经济总量达1876.77亿元。

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大

学教授李光说，这是光谷经济总

量首次跃居武汉各区之首，标志

着工业重镇武汉，高新技术成为

发展第一动力，实现了从“钢时

代”到“车时代”，再到“芯时代”的

“三级跳”。

1988 年，东湖高新区创建成

立。从一根光纤起步，光谷如今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光通信研发生产基

地、全球最大的高端中小尺寸显示

面板产业聚集地。“芯屏端网”万亿

光电子产业集群、万亿生命健康产

业集群崛起，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

件、下一代信息网络和生物医药等

四大产业，入列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

历史记录了光谷发展的每一个

脚印：2000 年，光电子产业突破百

亿元；2010年，诞生首个千亿产业；

2017年，光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

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现

代服务业五大支柱产业均跨越千亿

大关；2019年，在全国169个国家高

新区中，武汉东湖高新区综合排名

第四。

“位次变化的背后是武汉产业

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湖北省政府研

究室主任覃道明认为，武汉产业发

展划出“钢”“车”“芯”的时代轨迹，

本质上是产业调整转型的结果，是

增长动能的转换。

据了解，“武钢打喷嚏，武汉就

感冒”，曾是武汉经济多年的写照。

上世纪 90 年代起，武汉以“钢、车、

机、新”开启新一轮产业调整，奠基

汽车产业，打出光谷旗号。2010
年，汽车产业超越钢铁，首次成为武

汉千亿产业。2018年，光谷GDP攀

升至武汉各区第二，武汉市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突破万亿元。

在李光看来，光谷的崛起，不仅

是武汉区域经济“老大”位次之争，

更意味着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高端

产业正在成为经济主导，为武汉在

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增加砝码。

严运涛 李墨

昆山高新区小核酸产业集群
发展驶上快车道

2019年光谷经济总量
超18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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