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
解读

03 20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读四川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责编叶红 版式段意茜 校对张晓

自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首先提出“新经
济”以来，新经济迅速席卷全球，不断重塑世界
经济结构、改写国家竞争格局。在国内，以北
上深杭等城市为引领、部分区域中心城市竞相
追赶的新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成都，这座
崛起中的城市也正在为发展新经济理清思路、
明确方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突破，智能经济
蓬勃发展，正在引发链式反应，深刻改变人类
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着力发展智能经
济，成为成都破局新经济的路径之一。

记者获悉，锤子科技已经把位于北京、深
圳等地的行政、供应链、研发、设计等总部管理
和服务部门整体迁入成华区，截至9月底，锤子
科技售后部门、软件研发部门等总部已搬迁至

成华区，入驻办公约200人，这个数据，占了此
前锤子科技团队的一半。

“我们后续还想整合多方资源，包括我们
珠三角合作的工厂也想带过来。后期，京东方
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罗永浩告诉
记者，锤子科技自己还有一些小的工厂，过去
的合作方，如今也将带到成华区来。

业 内 人 士 分 析 ，随 着 锤 子 科 技 的 落
地，成都缺乏本土的通信终端知名品牌的
空白将被迅速填补。成都在通信终端上
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知名品牌，这对打造城
市的通信全产业链，强化城市“五中心一
枢纽”功能，加快发展新经济都将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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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成都建设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

世 界 向 东 ，中 国 向
西。2017 腾讯全球合作
伙伴大会、小米的投资生
态年会、锤子科技新品发
布会、香奈儿2018早春发
布会，以及中国国际科幻
大会，一系列重磅活动，无
一例外地选择了成都。

而以倡导工匠精神著
称的锤子科技更是一马当
先抢到先机，不仅与成都
市成华区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还于今年 6 月-8 月陆
续在龙潭新经济产业集聚
区、猛追湾街道注册成立
了成都锤子科技集团、成
都野望数码科技、畅呼吸
科技（成都）3 家公司，并
同步启动了锤子科技总部
整体迁往成华区计划。

刚刚结束的成都新
经济发展大会提出，着力
发展“智能经济”是实现
新经济目标的路径之一，
锤子科技的落户，既展现
了成都投资环境的吸引
力，也将为成华区的数字
经济、智能智造注入新的
科技活力。

而以锤子科技等一批
极具竞争力的企业的到来
为缩影，着眼于全球视野
下的新成都正在全力打造
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
新型城市。

来自新经济发展大会
现场的信息显示，成都已
确立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
标，到 2022 年，基本形成
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
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成为新经济的话语引领
者、场景培育地、要素集聚
地和生态创新区，建成最
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
型城市。新经济产值达
5000 亿元以上，新经济总
量指数排名进入全国第一
方阵。

发展新经济，构建具备具有全球竞争力和
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成都已经提早
布局。今年9月末，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成
立，其作为成都市新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全过
程的重要推手，定位为立足成都、辐射全国、影
响全球的新经济发展研究方面的顶级智库，将
为成都市新经济发展提供态势感知、趋势预
测、政策设计、决策判断、平台运营、对外合作、
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服务和支撑，使成都尽快迈
入全国、全球新经济发展第一梯队，成为全国
新经济制度创新高点和发展引领高地。该研
究院执行院长周涛表示，研究院将为成都新经
济发展提供从行业宏观到技术微观方面的咨
询建议，并帮助成都汇聚相关行业的创新要素
和核心资源。他认为，通过新经济能帮助成都
找到未来经济的支柱。

11月9日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
成都确定了发展新经济的基本路径。包括坚
持以新技术为驱动。聚焦前沿技术，打破转化
壁垒，让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坚
持以新组织为主体。推动各类创新组织、创新

企业迅速成长，培育扶持一批独角兽企业，聚
集一批新经济领域高端领军人才。坚持以新
产业为支撑。顺应新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工艺
流程、产业场景、创意设计和生产要素组合再
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造一批新经济
聚集区。此外，还有坚持以新业态为引擎、坚
持以新模式为突破等。

成都依此描绘出新经济最新蓝图，到
2022年，成都的科技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前列，
R&D经费支出占比达4.3%左右，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67%以上；全市新经济企业达到10万
家以上，其中，独角兽企业7家以上，潜在独角
兽企业60家以上。科技创业者规模突破28
万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
重达50%以上，形成电子信息万亿级产业集
群和生物医药、汽车装备、智能制造、轨道交
通、节能环保、文化创意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过2.2万亿元，大型企业
电子商务应用率达到100%等。新经济产值
达5000亿元以上，新经济总量指数排名进入
全国第一方阵。

数据显示，成都拥有科技企业24396家，
潜在独角兽企业31家；去年，成都新经济产业
增幅超过10%，目前已聚集共享经济企业超过
100家……发展新经济，成都已具备充足的基
础和潜力。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
心主任吴金希指出，新经济不仅是世界的潮
流，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我非常看好成
都，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成都的经济
结构正向好的方向快速推进。”吴金希表示。

如何发展新经济？吴金希认为，首先要做
的是打造适应未来和新经济的“创新生态体
系”。对于城市而言，区域“创新生态体系”非
常重要，而不同的城市“创新生态体系”有差
异，有的适合传统产业，有的则适合发展新经
济。在发展新经济“创新生态体系”方面，美国
硅谷是全球的标杆。

吴金希表示，放眼国内城市，深圳和北京无
疑走在了新经济发展的前列。他指出，深圳的
创新创业氛围很浓，成功案例很多，小企业层出
不穷；而北京的人才层次最高，创业、创新氛围
也很好，创新平台国际知名。此外，吴金希还指
出，国内还存在一批较具新经济发展潜力的城
市，“成都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它作为西南的
中心，未来无论其辐射力还是潜力都相当大。”

根据成都的规划，成都将在发展新经济中
聚焦“六大形态”，即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
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

济，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新经济产业体系。对
此，吴金希指出，成都提出的“六大新经济形
态”确实代表了当前新经济发展的重点，且主
要集中在新一代IT和新能源领域，它们既是国
家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全球创新的热点，这
些产业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且带动能力强、
渗透率高、演化速度快。同时，成都还聚集了
一大批崭露头角的新兴软件、创意与服务企
业，假以时日，这些产业一定能够在成都生根
发芽成为主导产业，带动成都经济迈向新台
阶。除了确定新经济的重点发展形态外，将技
术和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需要应用场景
的辅助乃至支撑。

为此，成都的做法是构建“七大应用场
景”，即通过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科技创新创业、人力资本协同、消费
提档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和现代供应链创新应
用，培厚新经济发展的市场沃土。

在吴金希看来，这“七大应用场景”实属接
地气之举，任何新经济的发展，既要考虑到其
突变创新的方面，又要考虑其继承和延续的一
面，新产业与传统产业、消费升级结合非常重
要，具体而言，“要注意通过引导消费升级从而
拉动新经济的成长，一个社会的创新型消费趋
向极其重要，没有创新型消费就没有创新型经
济。所以要加大数字消费、艺术消费、创意消
费、智慧消费和低碳消费等引导，‘七大应用场
景’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什么样的土壤更适宜新经济的生长？成
都到底适不适合培育新经济？能回答这个问
题的，当属身在其中的创业者、企业家。王洪
振是成都智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依托
成都自贸试验区开放的市场环境，8成产品销
往海外。王洪振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创业是
需要土壤的，我只是找到了一片最适合的土
壤。”自贸试验区经常会举办创新交流会，在这
个平台上，王洪振不仅获取了行业前沿信息，
还和其他优质合作伙伴对接，“通过这些实在
的帮助，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方便我们在不同
区域开展业务。”

数据显示，近两年，成都拥有科技企业
24396家，潜在独角兽企业31家；去年，成都新
经济产业增幅超过1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8446亿元……历经十多年沉淀，成都新经济积
蓄了巨大的市场。

“在苗圃配置创新共享平台，推动科研设
备、试验室和生产线共享开放，实现从创意
到样品的突破”，新经济发展大会上诸多新

提法，让成都洪泰智造工场副总裁李强强感
到欣喜。洪泰智造工场是人工智能与智能
制造投资服务平台，“这种商业模式比较少，
一开始来到成都很忐忑，担心没有市场。不
过，现在一年半过去了，我们在成都完全站
稳了脚跟。”

在李强强看来，成都的上游研发端强大，
有全国一流的高等学院和科研院所，下游制造
端也实力雄厚，有英特尔、富士康、戴尔等制造
基地，具备全球领先的电子产品供应链加工生
产能力，这为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产业提供了
就近大规模生产的便利性。11月2日，10台
IDEALENS K2VR一体机在成都洪泰智造工
场正式下线并成功测试，以此为契机，成都理
想境界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将生产基地从深圳
迁回了成都。见面会上，首席技术官李薪宇信
心十足地说，随着成都新经济业态、供应链的
逐渐丰富和成熟，公司把生产业务迁回成都，

“看好人才、生态环境以及扶持政策等等一系
列适宜新经济发展的要素。”

明确新经济发展路径
新经济总量指数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消费升级拉动新经济成长
打造“创新生态体系”整合传统产业

发展新经济需要土壤
看好成都人才、生态环境及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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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成都新经济发展
锤子科技“西迁”落户成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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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