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部门联合出台意见进一步支持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量身打造建设“路线图”“计划表”

先行先试 川渝这座“城”利好多

03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2023年4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杨弘农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要闻

4月12日，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进一步支持西部科学城加快建设
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个专门支持
西部科学城建设发展的文件。

这份酝酿已久的文件中，首次明确了
西部科学城“2+2”的先行启动区范围，提
出到2025年、2035年的建设目标，还从打造
战略科技力量、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区域交流合作、组织
实施保障等方面，全方位提出建设措施。

这份为西部科学城量身打造的建设“路
线图”和“计划表”有哪些特点？哪些内容值
得关注？又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带来哪些利好？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高定位
首次明确西部科学城先行启

动区范围

《意见》由12个国家有关单位和川渝
两省市联合出台。第一条开宗明义，西部
科学城要“努力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纵深承载地、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
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引领示范地、

‘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开放新高地”。
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王

楠表示，这“四个地”给了西部科学城极
高的定位。

建设西部科学城是党中央作出的战
略部署。2020年1月，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重大战略部署，西部科学城随之
而生。2021年10月，《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出台，明确了“一
城多园”的共建模式。

在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
张志强看来，西部科学城所在的成渝地
区，具有地理区位优越、科技创新实力较
强、产业基础较好、创新环境优良等优

势，能够更多更广地积聚全国、全球创新
要素，并且对外形成辐射带动作用，其影
响不仅辐射到中西部地区，还可以辐射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因此，《意见》中点明，建设西部科学
城对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为带
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
动力源，支撑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出台的《意见》指出，以西部（成
都）科学城、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西部
（重庆）科学城、中国（绵阳）科技城作为
先行启动区，首次明确了“一城多园”的
先期建设范围。

张志强分析，“2+2”的模式，从数量
上看，四川和重庆是持平的；质量上看，
四地都极具高能级创新优势。

西部（成都）科学城聚集了国家级创
新平台93个，落地国、省大科学装置6个；
中国（绵阳）科技城汇聚了国家级科研院
所18家、两院院士29名；西部（重庆）科学
城、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等核心承载区
加快建设，集聚各类研发平台964家，成
为重庆市科技创新主引擎。

高要求
15条措施为西部科学城建设

赋能

对高定位、高起点的西部科学城，国
家部委有高要求。

不少受访者均注意到，目标中提
出--到2025年，西部科学城全社会研发
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达到80件以上。

这是事关科技研发投入和产出的两
项关键指标。对比近期数据来看，2021
年川渝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仅为2.22%，距离5%差距甚
远。此外，2021年川渝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仅11.18件。而高价值发明专利则
是在发明专利中“优中选优”，数量更少。

“对比现状来看，尽管西部科学城聚
集了川渝两地高能级、高密度的创新资
源，要实现两项目标，仍需全力突破。”张
志强表示。

为此，《意见》中列出涵盖战略科技
力量打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体制
机制改革、区域交流合作、组织保障等五
大方向15条具体措施，为西部科学城建
设赋能。

重庆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
举措“能纳尽纳地满足了川渝两地科技创
新重大需求，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
支持川渝共建联合实验室、规划建设成
渝中线科创走廊等两地在2022年末提出
的合作项目，也均被纳入《意见》中。

“此次出台的举措务实可行。”张志
强以战略科技力量打造为例说，《意见》
明确支持西部科学城的优势科技力量参
与国家实验室“核心+基地+网络”建设，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新利好
首提培育创建成渝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

对比以往的文件，此次出台的《意
见》中，还有不少对川渝地区的新提法、
新利好。

《意见》提出，围绕绿色技术、智能技
术相关领域，整合成渝地区创新资源，培
育创建成渝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记者了
解到，这是国家层面首次提出支持在川
渝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且明确了领
域方向。

这一高能级的产业创新平台，对国

家重点产业领域技术创新发挥战略支撑
引领作用，分为综合类和领域类布局建
设。当前，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仅
有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家。
一旦获批建设成渝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全国创新版图中
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也有助于突
破制约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的重大科技
问题。

《意见》还提出“创建国家未来产业
先导试验区”。这也是首次提出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布局这一平台。张志强
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前瞻布局未
来产业是题中之义。

先导试验区是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
重要载体。布局建设先导试验区，可进
一步汇聚高端科技资源，支撑区域创新
高地建设，对于探索培育发展未来产业
的试点示范机制和新模式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和价值。

新利好还体现在《意见》提出了不少
给西部科学城先行先试的任务中。例如，
允许在西部科学城试点实行更加开放、更
加便利的人才吸引集聚政策。中科院成
都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陈云伟介绍，《意
见》中明确提出，允许中央企事业单位科
技人才按有关规定在西部科学城兼职并
取得合法报酬，实行专业技术人才落户

“零门槛”。“这是在为人才解绑，有望切实
助力西部科学城柔性引进高端人才。”

如何抢抓机遇，释放政策红利？张
志强认为，《意见》提出的方向和措施都
很务实可行，但要着力进行具体的有特
色的突破，还有很多细节要针对性地打
通。“国家层面给了很多利好，川渝两省
市要抢抓机遇，精准发力。”张志强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徐莉莎

川渝智慧文旅联盟成立 科技赋能巴蜀文旅走廊建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4月13

日上午，“川渝智慧文旅联盟”成立大会
在成都举行。联盟的成立是科技赋能
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向实向深融合发展的又一重要
举措。

记者了解到，联盟将秉承“文化+旅
游+科技”融合创新发展的理念，以“资源
共享、技术创新、互惠互利”为基本原则，
以数字文旅经济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融
合发展。

活动现场，会议审议通过了《川渝智
慧文旅联盟工作规程》。作为联盟首届
轮值主席单位，四川省能投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积极发挥能投优势，履行好
联盟首届轮值主席单位的职责，联合联
盟会员单位及行业企事业单位，聚源汇
力，为川渝智慧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宋秋、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一级巡视员王
增恂出席会议，并分别对联盟的工作提

出了建议和要求，鼓励大家要积极融入
到巴蜀文旅走廊建设中去，为建设富有
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和具有国际
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
地贡献力量。

会议期间，同步开展了“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智慧文旅发展沙发论坛”活
动，来自四川和重庆两地的文旅行业专
家针对川渝两地智慧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进行了分享交流，共谋科技助力巴蜀文
旅走廊建设。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
一季度完成投资超800亿元

4月12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
到，今年一季度，248个共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开门红”，完
成投资超800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24%，今年39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16
个。截至3月底，这些共建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7780.2亿元，累计开工项目225个。

其中，90个现代基础设施项目已开
工74个，一季度完成投资479.2亿元，占比
达58.8%。成达万高铁嘉陵江特大桥主
墩桩基全部浇筑完成，重庆中心城区至永
川线市域（郊）铁路、向阳水库、达州东部
经济开发区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开工建设，
万州五桥机场航站楼扩建项目塔台（航管
楼）和综合楼已建成投用，南充高坪机场

三期航站楼及其配套工程完成50%。
81个现代产业项目已开工77个，一

季度完成投资221.4亿元，占年度投资计
划的27.5%。长寿高性能锂离子电池微
孔隔膜项目1-10号线均已投产，国网信
息通信云网产业基地一期、中电光谷科技
城一期、科伦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生物学综
合评价大楼等项目主体工程已竣工。

48个科技创新、文化旅游项目已开
工47个，一季度完成投资67.9亿元，占年
度投资计划的28.9%。其中，10个科技
基础设施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34%。
川渝高竹新区科技创新基地、国家川藏
铁路技术创新中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川渝段）等项目加快建设。

29个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服
务项目已开工27个，一季度完成投资
46.9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30.1%。成
渝跨境公路运输平台累计发运231班次，
国家西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一批次主体
工程已建成，重庆金凤凰高端人才社区
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下一步，川渝两省市将继续携手会
同相关方面，抢抓政策窗口期，用好中央
预算内、专项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等各类支持政策，抢抓二季度项目施工
有利时机，推动条件成熟的项目抓紧开
工、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完工项目早日达
产达效，为全年促投资、稳增长奠定坚实
基础。 据川观新闻

川渝碳中和
联合服务平台启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茂佳）4月
12日，首届西部国际碳中和技术成果博
览会暨企业家高峰论坛在重庆开幕。
大会上，川渝碳中和联合服务平台正式
启动。

据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
战略部署，按照重庆市委“一号工程”及
四川省委“工作总牵引”相关要求，由川
渝两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合指导，重庆联
合产权交易所集团（重庆碳排放权交易
中心）与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达成共
识，于2023年2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拟按照循序渐进原
则，围绕“开展CCER跨机构合作、推广
自愿减排量进行碳中和、推进西部地区
碳市场能力建设、深化气候投融资试点
合作、共建全国碳市场西部服务基地”
等合作领域，分阶段推进全方位的战略
合作。

双方在碳博会上启动了川渝碳中和
联合服务平台，作为集自愿减排量合作、
碳中和服务、绿色机制研究、碳市场能力
建设等功能于一体的共同服务载体。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总经理
庞国标表示，2023年，重庆联合产权交
易所集团与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将通
过平台推广使用国家或区域自愿减排
量进行机构碳中和，探索开展CCER清
缴履约抵消跨机构合作，共同迈出川渝
两地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合作第一步。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