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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标条件

封面传媒被认定为第四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目前正进一步推进相关建设工作及打造

工作成果展示系统工作。该基地建设计划在四川日

报报业大厦8楼中庭及A区、B区进行建设。针对发

展需要现采购一批交互展示屏幕、多媒体服务器、

LED显示屏、视频处理矩阵、接收卡、三维扫描仪、

3D打印机、渲染系统、AR眼镜等，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封面传媒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建设相关采购；

3.项目最高限价：43万元

4.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

媒大厦8楼B区；

5.招标内容：多媒体服务器、LED显示屏、三维

扫描仪、3D打印机、渲染系统、AR眼镜等；具体技术

要求、售后服务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四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独立法人资格的，或

为经独立法人资格授权合法登记注册的非法人分支

机构；

2.投标人若非投标产品制造商，必须获得产品制

造商针对本项目核心产品专项授权（多媒体服务器、

LED显示屏、视频处理矩阵、接收卡）。

3.财务状况报告。投标人须提供：经第三方审计

的2021、2022年财务报告。

四、领取招标文件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上

证件应为加盖鲜章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以上证件

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领取招标文件地点和时间

领取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

日报报业大厦10楼A区；

领取时间：2023年 4月7日—— 4月13日（上

午9点-11点，下午2点至6点）

六、投标文件递交地点及时间

投标（或邮寄）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0楼A区

投标（或邮寄）时间：2023年 4月 21日下午6

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招标人拒收,不接受

电子邮件、传真等投标。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蒋老师，电话：028-8696016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4月6日

招标公告

创新之于经济，犹如血液之于肌
理。在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创新往往被视作其关键动能。

3月28日，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
中心重磅发布《2023年赛迪创新百强区
研究报告》。榜单显示，在全国创新百强
区中，四川共13个区上榜，其中9个区来
自成都，分别是武侯区、龙泉驿区、双流
区、青羊区、锦江区、金牛区、成华区、新
都区、郫都区。

这份榜单透露出哪些信息？成都的
底气从何而来？榜单前十的创新之路给
成都、四川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启示？4月5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赛
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和产业经济、区
域经济的专家学者，试图寻找答案。

看榜单
成都在“四川军团”中表现亮眼

今年，是赛迪顾问发布创新百强区
研究报告的第二年。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提升
创新发展水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已经
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而城区
是中国创新主体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
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对城区来说既是使
命担当也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核心。

在此背景下，赛迪顾问对城区的创
新环境、服务、主体、成效等方面开展了
持续研究，进行系统评估和全面分析，
总结案例经验，并于2022年开始正式
发布赛迪创新百强区。赛迪顾问城市
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王玥表示，创新百
强区集聚了12.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共
拥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14家，
是我国创新主体蓬勃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引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全面优化创
新生态、探索突破性创新实践等方面均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四川来看，最高排位来自成都武
侯区，名列第15位。龙泉驿区名列第
43位，双流区名列第50位，青羊区名列
第62位，锦江区名列第65位，金牛区名

列第67位，成华区名列第86位，新都区
名列第87位，郫都区名列第89位。 与
此同时，绵阳市涪城区名列第33位，宜
宾市翠屏区名列第69位，泸州市江阳
区名列第88位，德阳市旌阳区名列第
91位。

创新百强区是如何诞生的？据悉，
赛迪创新百强区（2023）构建了“创新生
态、创新动力、创新主体、创新成果”4个
一级指标、“地区生产总值、R&D投入强
度、高新技术企业数”等16个二级指标
的城区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区创新
环境、服务、主体、成效等城区创新要素
进行系统评估，开展了全面分析。基于
统计数据及赛迪产业大脑，对全国（除直
辖市、国家级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外）地级市市辖
区创新水平进行全面评价，形成了榜单。

看成都
上榜区“创新生态环境”为共同优势

与来自全国其他城市的百强区相
比，此次评选成都展示出哪些特色与亮
点？王玥透露，对比2023年创新百强区
的平均水平，成都的主要城区在创新源
头动力、创新主体集聚、创新服务生态方
面均表现出了一定优势。

王玥表示，创新主体方面，成都上
榜的9个城区集聚的高新技术企业平
均数量达1230家左右，集聚的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平均达 18家左
右，创新主体集聚方面的指标表现较为
亮眼。

创新动力方面，王玥指出，成都集
聚了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
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众多双一流高
校，创新动能优势突出。“在创新服务方
面，成都上榜9个城区的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经营主体平均数量达14300家，
武侯区在这一指标上更是接近30000
家，这反映出成都在科技创新服务的供
给方面亦表现亮眼。”王玥说。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与城
市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廖祖君同样注意到了此次榜单的发
布。在他看来，上榜的成都9个城区有
一个共同点：在创新生态、创新环境方
面的表现相对领先，“创新生态、创新环
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个对
外来人口很有吸引力。”也是如此，9个
上榜城区的人均GDP、工业园区发展情
况、人口密度和规上工业企业数量等指
标在成都均处于领先位置。

其次是人均GDP。成都这9个区县
的空间集聚程度比较高，包括工业园区
的发展情况、人口的密度、规模以上的
工业企业的数量，以及在金融方面、信
息方面等信息，在成都都处于比较领先

的一个位置。这样也让他们能够上榜。
城区的创新动能也依托于城市的创

新建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
究所副研究员王芳表示，成都9个城区
组团上榜创新百强榜单，背后折射的是
成都创新环境优化、创新主体集聚、创新
动能强劲。

她提到一组数据，作为产业链供应
链的有力支撑，专精特新企业发挥着“补
短板、锻长板”“填空白”的关键性作用。
成都已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202家，位居全国第八、副省级
城市第五。

看发展
成都如何对标创新“领头羊”

与创新百强区前十的城区相比，四
川及成都上榜的城区在各个维度仍然存
在一定差距。从榜单前十来看，广东占
有6个席位，其中4个来自深圳。浙江、
河南、江苏、湖北分别占一席。

王玥指出，在创新主体集聚上，前十
名城区集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平均超
过30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
平均超过45家；创新产出上，前十名城
区的专利授权量平均超过3万件；创新
生态上，前十名城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经营主体平均达到33000余家。

以创新区“大户”广东为例，位于榜
首的深圳市南山区辖区面积187.53平
方公里，却有着205家上市公司，平均每
平方公里上市公司超过1家，还拥有9
所高校、9家诺奖科学家实验室以及300
多个国家、省、市级创新载体，足以说明
其创新资源的高度富集。

根据经济学家任泽平此前的一篇分
析文章，深圳之所以创新能力强，除了改
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实力本底，还在于深
圳是典型的有为服务型“小政府”+充分
竞争市场的有效融合模式，成功关键是
毗邻香港区位优势+外向型经济+融入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敢为天下先”+优
越营商环境，政府敏锐洞察市场变化，适
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唯才是举”、

“筑巢引凤”。
未来，四川及成都的主要城区该如

何发展创新？王玥表示，成都应该进一
步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重点从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加强创新主体
培育、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营造一流
创新环境等方面入手，推动城区提升创
新水平、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借助科技创
新能力的提升推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再上新台阶。

“成都不仅辐射西南，对于全国优秀
人才同样有着吸引力。”廖祖君提到，该
榜单对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启发，其中
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城市的体量继续做
大，增加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譬如创新
人才等。

对标领头羊，王芳提出了具体的建
议。她提到，主要城区可进一步改善营
商环境，打造优质的创新服务平台。聚
焦产业建圈强链，结合全生命周期管理
服务，分类分段培育工业企业，构建层次
分明、相互衔接的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与此同时，加强要素保障，搭建专精
特新企业专属融资服务对接机制，将专
精特新企业纳入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支持
范围和上市企业培育库，切实提升金融支
持准度和力度。科学合理制定帮扶措施
和奖补政策，建立健全分级奖补机制，激
励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对标创新领头羊，成都学什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陈彦霏

成华区已培育“专精特新”企业29
家。图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卡诺普。

雷远东 摄

作为“东数西算”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成渝枢纽节点的样板工程，成都智算中
心落地郫都区，助力郫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孙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