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6日，一场以“创新引擎 智启
天府”为主题的2021成都新经济“双千”
发布会提升产业功能区创新基础能力专
场活动，在天府新区天府万科云城会议
中心拉开帷幕，来自科研机构、科技企业
的专家大咖齐聚成都，共同探讨产业功
能区如何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的基础能
力，促进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活动现场，《成都市提升产业功能区
创新基础能力新场景新产品清单》正式
出炉，涵盖了400多个新场景新产品，释
放出巨大的城市发展机遇。

转型
产业生态圈引领高质量发展

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城市竞争中，获
得独特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成都始终将产业功能区、产
业生态圈建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主要抓手，加快推进城市发展转型和
经济工作组织方式转变，不断构筑起新
的“护城河”。

自 2017 年开启产业功能区建设以
来，成都15个产业生态圈和66个产业功
能区建设已初步成形，对优化空间布局，
重塑经济地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2020年产业功能区加速释放发
展机遇，促进成都新经济蓬勃发展，新动
能加速壮大——成都新登记市场主体
61.8 万户，居 15 个副省级城市前列，全
市新经济企业逾45万家。

如今，产业功能区已成为区域经济
发展强有力的增长极和动力源。以成都
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为例，在“十三五”
期间其集聚效应凸显，助推成都高新区
经济发展方式全方位变革，独角兽企业
培育实现从“零”到“五”的突破。2020
年，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至2705
家，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400亿元。

一系列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产业功
能区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强大
资源凝聚整合力、巨大的产业培育促进
力与潜移默化的城市发展赋能力。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面临新的发
展机遇与挑战，成都出台了《2021 年成
都市产业生态圈引领产业功能区高质量
发展工作计划》。

此举标志着成都将开启以产业生态
圈引领产业功能区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成都将以产业生态圈推动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形成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关键
依托“两区一城”推动科技创新

今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
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培育经济增长新
动能。其中特别提出：“优化西部（成
都）科学城‘一核四区’布局，规划建设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科
技创新基地，加快组建天府实验室，建
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同时，推进国
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端航
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推动新型光
刻技术、多模态网络与通信等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成都市
科技工作会议上，推进西部（成都）科学
城建设也被列为了 2021 年成都科技创
新重点工作之一。其中特别提到：聚焦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2021 年，成都将
加快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加快推进
重大支撑项目建设，打造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科教设施、交叉前沿平台和高能级
创新平台集群。

据了解，成都未来将重点统筹推进
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西
部（成都）科学城、天府实验室“四位一
体”创新平台建设，构建起“两区一城”
为主要支撑的高能级平台体系。

无疑，对成都而言，无论是产业功能
区三年多来的加快成型，还是未来产业
生态圈引领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科技

创新基础能力都是其关键所在。

载体
“场景营城”释放发展机遇

在城市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
在提升产业功能区创新基础能力的同
时，进一步聚集创新资源，促进创新成果
转化，更好地保障创新要素？

成都近年来积极举办的新经济“双
千”系列发布会已成为了“场景营城”理
念在全市产业功能区落地的重要抓手，
凝聚起不同的资源要素，在政府、企业和
市场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释放出重
大城市发展机遇。

此次专场活动，《成都市提升产业功
能区创新基础能力新场景新产品清单》
正式发布，400 多个新场景新产品清单
新鲜“出炉”。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清单类型涵盖
创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研究基
地，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新兴产业研
发平台，创新研发平台，科技孵化载体运
营，技术转移机构招引，产品或服务采购
等。

其中，204个新场景，包括了分子生
物医学城、成都芯谷展示中心、阿里云创
新中心等科创载体；248个新产品，则有
5G裸眼VR综合体验平台、智能中药房、
Matrix 飞行仿真模拟平台等前沿技术
及应用。

“这些新场景和新产品，将共同组
成产业功能区科研动力勃发、创新势
能澎湃的未来图景。还将搭建起交流
合作的桥梁，推进各产业功能区与全
球产业链、要素链、供应链、价值链、创
新链深度融合。”成都市科技局相关负
责人说。

据统计，通过这400多个“场景汇”，
成 都 面 向 全 球 释 放 了 投 资 金 额 约
1983.63亿元的产业机会。

此外，作为此次专场活动的重点之
一，包括共建公共服务众创空间项目、共
建新经济创新服务平台等 5 个创新载
体，成都中医药大学天府中医药创新港，
成都智能农机产业技术研究院等重大项
目进行了集中签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刘秋凤

综合川观新闻

成都发布
400多个新场景新产品

清单类型

涵盖创新型基础设施，科
技基础设施研究基地，科研院
所、研究型大学，新兴产业研发
平台，创新研发平台，科技孵化
载体运营，技术转移机构招引，
产品或服务采购等。

204个新场景

包括分子生物医学城、成
都芯谷展示中心、阿里云创新
中心等科创载体

248个新产品

包括5G裸眼VR综合体验
平台、智能中药房、Matrix飞行
仿真模拟平台等前沿技术及应用

4月26日，2021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提升产业功能区创新基础能力专场
活动在天府新区举行。

05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江亨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 四川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知识产权，似乎离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很远。“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知识
产权的消费者。”四川天府新区知识产权
协会筹备组组长印建定说。

4月26日是第21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当天，四川天府新区举办了“走进天
府中央法务区 感受知识产权全链条保
护”活动，70名专家成功入选四川天府
新区知识产权智库，助力新区知识产权
保护驶入快车道。

70名专家入选智库
涉及多种专业领域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专业性要求高
的领域。活动现场，一本“专家名册”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在该名册的“中国（四
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四川省知识产权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专家”一栏中，
划分了不同领域，不仅包括大众熟知的
专利、商标、版权等，也包括了地理标志、
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领域。

“如植物新品种，要求专家既要懂知
识产权，又要有植物品种相关的知识背
景。”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商
标事业部总经理杨明表示，四川天府新
区有很多生物医药领域的企业，如遇到
知识产权纠纷，就非常需要既懂法律规
则又熟悉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杨明有 15 年的商标法律服务从业
经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手上拿着
一本红彤彤的证书——四川天府新区知
识产权智库入库专家聘书。此次有 70
名专家入选智库，他是其中之一。

活动现场，四川天府新区市场监管
局与中国（四川）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签署
了《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合作协议》。在四

川天府新区知识产权智库专家及维权援
助机构授牌仪式上，70名专家入选智库，
23家单位获得智库维权援助机构授牌。

商标受理窗口受理量
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近几
年，四川天府新区的企业对知识产权保
护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知识产权分为创造、确权、管理、运
用、保护等环节。“单从确权的环节来看，
四川天府新区在全国的表现都非常优
异。”杨明说，四川天府新区的商标受理
窗口，受理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4月23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发布会，发布了《2020 年四川
省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状况》白皮书。
发布会提到，设在成都的四川天府新区
商标受理窗口，受理量已经连续 3 年排

名全国第一，不少外省企业来四川办理
各种商标业务。去年，四川省外业务占
比达到了22%。

“这能反映出四川天府新区企业产
权意识活跃，这会让四川天府新区的营
商环境更有吸引力。”杨明表示，四川天
府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后，有技术优
势和品牌优势的企业更愿意来此发展。

名词解释

天府中央法务区

天府中央法务区以天府总部商务区
为核心承载区，打造立足四川、辐射西部、
影响全国、面向世界的一流法律服务高
地，旨在形成“政商学研企”法务资源高度
集聚，以司法及司法行政服务机构，律师、
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功能为
核心，融合发展中介服务、商务会展、现代
金融等多元业态的综合型功能区。

面向全球释放近2000亿元的产业机会

成都发布400多个新场景新产品

70名专家入选智库

天府新区知识产权保护驶上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