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

济三大优势产业齐头并进，创

新动能澎湃涌动，人才生态活力

迸发……成都高新区，这座中西部

创新高地，正朝着“世界一流高科

技产业园区”目标阔步前行。

“今年，我们将坚持敢字为先、

干字当头，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建

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成

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高

新区将围绕奋斗目标，明确“以改

革创新为驱动、以开放合作为引

领、以科技产业为支撑、以严实作

风为保障”四个实践路径，确立打

造“中国式现代化一流样板、对外

交往一流窗口、新质生产力一流示

范、营商环境一流标杆”的攻坚行

动，切实以“四个一流”助力区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优势产业火力全开
三大产业规模达6934亿元

作为成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成都高新区深入开展“立园满园”

行动，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

经济为核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2024年，三大优势产业规模达

6934亿元，同比增长10.4%，成为

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撑。

在电子信息领域，成都高新区

以“链式思维”推动产业升级。

2024年12月19日，沃格光电

AMOLED显示屏玻璃基光刻蚀精

加工项目、德国梅塞尔大宗气体供

应配套项目签约落地成都高新区，

总投资8.78亿元。两大项目均为

京东方第 8.6代AMOLED生产线

项目的定制化配套项目。

目前，京东方第8.6代AMOLED
生产线项目正加快建设，进行内装

及全专业包冲刺阶段。

京东方第 8.6代AMOLED生

产线项目总投资630亿元，设计产

能为3.2万片/月玻璃基板，是四川

省迄今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

项目，建成后有望实现我国 OLED
显示领域从“跟跑”到“领跑”的历

史性突破。

“‘立园满园’行动以来，成都

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重大项目积

极构建本地化的配套产业链供应

链。”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持

续壮大，集成电路领域产业规模居

中西部第一，柔性显示、Micro LED
等细分领域全球领先，世界级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建设。

2025年 2月 24日，成都高新

区与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润医药”）在成都天府新

城会议中心举行签约仪式，华润

医药西部创新中心正式落地成

都高新区，这标志着成都高新区

与中国生物医药行业领军企业

华润医药的合作进入实质性落

地阶段。

“华润医药是全国领先的综合

医药集团，我们相信本次合作将为

成都乃至全国的医药健康产业带

来新的活力。”成都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华润医药西部创新中心落地

仅仅是成都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

成都高新区已聚集3900余家生物

医药企业，累计引进项目超300个，

聚集波士顿科学国际有限公司、阿

斯康利制药有限公司等重点跨国

企业10余家，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康诺亚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等本土上市企业10家，国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四川省

专精特新企业超50家，全球独角兽

企业 2家，潜在独角兽企业 7家。

在2024年发布的“2023中国生物

医药园区竞争力排行榜”中，成都

高新区排名晋升至第3位。

在数字经济领域，2025年，成

都高新区数字文创赛道率先开花，

“成都高新造”《哪吒之魔童闹海》

屡破纪录，已成为全球动画电影票

房榜冠军。其诞生地天府长岛数

字文创园成为新晋“网红地标”。

此外，成都高新区还储备了一批数

字经济领域潜力选手。高端软件

产业赛道着力建设天府软件园、四

川省密码科创产业园等专业化园

区，落地全国唯一密码科技国家级

工程研究中心，菁蓉联创科技有限

公司、成都精灵云科技有限公司、

虚谷伟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茁

壮成长；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赛道，

正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

业地标——5G互联科创园和诸葛

空间，聚集45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

发布46个行业大模型。与此同时，

成都高新区在低空经济等赛道全

面发力，沃飞长空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全球总部基地开工，打造载人

飞行器研发制造中心，彰显硬核科

技实力。

创新动能源源不断
汇聚各类人才超80万人

成都高新区深谙“抓创新就是

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之

道。北大成都研究院、清华芯华创

新中心等创新平台高效运转，形成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

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难题，成都高新区首创“中试+”
生态，建成中试平台72个，累计服

务项目2800余个。通过“岷山行

动”计划，这里诞生了 2项全球首

创技术，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

的无缝衔接。

创新离不开资本助力。成都

高新区构建起“资助—种子—天使

—创投—产投—并购”的全生命周

期资本服务体系，产业基金集群规

模达3223亿元，天使母基金跻身

全国TOP 10。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在

这里深入人心。成都高新区通过

产业“链”才、政策“聚”才、服务“惠”

才、环境“留”才，汇聚各类人才超

80万人，国家级、四川省级人才超

2000人。其中，既有以院士、国家

级领军人才为代表的顶尖人才，也

有以海归人才、博士硕士为主体的

高层次创新人才；既有在数字经

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专

业技术人才，也有在传统制造业、

服务业等领域的技能型人才和管

理人才。

《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制片人

刘文章感慨：“成都的艺术基因与

高新区的产业生态完美融合，让创

作者既能保持灵感，又能对接顶级

资源。”依托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

学等高校，这里形成“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动画领

域输送超千名跨界人才。

“成都的‘双创’载体为我们提

供了首年免租的办公空间，‘科创

贷’则解决了早期融资难题，更难

得的是对青年创业者的‘陪伴式成

长’。去年我们参与‘蓉漂杯’创业

大赛，不仅获得千万元级投资意

向，还通过路演结识了产业链上下

游伙伴。”鱼泡网创始人周峰表示。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营造

最优的人才发展生态，构建从企业

家人才、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到产

业技能人才全覆盖的服务体系，让

企业人才支撑更加多元化。”成都

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明确四个实践路径
实施“四个一流”攻坚行动

站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

五”谋划的交汇点，成都高新区锚

定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

奋斗目标，明确“以改革创新为驱

动、以开放合作为引领、以科技

产业为支撑、以严实作风为保

障”四个实践路径，确立打造“中

国式现代化一流样板、对外交往

一流窗口、新质生产力一流示

范、营商环境一流标杆”的攻坚

行动，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改革创新是融入成都高新区

血脉的基因，成都高新区将进一步

统筹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更好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

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

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通过

发展完善以园区为主阵地、以建圈

强链为主路径的产业组织方式，探

索提升“中试+”“基金+”双支撑的

成果转化实效，推进以商招商、科

技招商、链式招商、敲门招商等多

种举措，打造区域产业发展、科技

创新、开放合作、城市治理和管理

体制新范式。

作为四川省成都市对外开放

活跃度最高的地区，成都高新区

将持续增强双向配置的资源运

筹功能、多元包容的要素融通功

能、接轨全球的国际服务功能和

区域协作的引领辐射功能，坚持

引进来、走出去双向互动，高标

准建设中日、中韩等国别合作园

区，集聚用好更多国际国内优势

资源，以高水平开放赋能高质量发

展。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成都高新区始终秉持初心使命，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低

空经济、超高清视频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初具规模，人形机器人、卫星

互联网等未来赛道全面布局。成

都高新区将深入把握好“研与产”

“立与破”“量与质”“引与培”“供与

需”的关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

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持续巩固优

势产业、培育加强战略性新兴产

业、抢滩未来产业，不断向产业链

高端和价值链核心迈进，打造镇园

之宝、未来之星。

抓作风建设就是抓发展、抓营

商环境就是抓未来。成都高新区

将以干部作风的持续改进、行政效

能的持续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

向好，营造最优的政务服务生态、

政策供给生态、亲清社会生态、人

才发展生态，让企业投资“更便

利”，让企业成长“更有底”，让企

业感受“更实在”，让企业人才支

撑“更多元”。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成都高新区将进一步发扬敢

闯善为、敢拼实干的进取品格，

坚持做到“干部敢为、基层敢闯、

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在推进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干好关键

事、干在最前沿、干出加速度”。

敢字为先敢字为先 干字当头干字当头

成都高新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成都高新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
作为成都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2025年，成都高新区以

“改革创新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为奋斗
目标，明确“以改革创新为驱动、以开放合作为引领、以科技
产业为支撑、以严实作风为保障”四个实践路径，确立打造

“中国式现代化一流样板、对外交往一流窗口、新质生产力
一流示范、营商环境一流标杆”的攻坚行动，切实以“四个一
流”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哪吒雕塑

AIAI创新中心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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