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力量为重庆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何为科技“赋能”？何为科技“赋智”？
“科技对城市发展从‘赋能’到‘赋智’

的演变，恰好体现了科技对城市作用从
基础能力提升到智能决策和创新发展的
深化。”高新波说。

在“赋能”阶段，科技主要为城市的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提供基础能力的
提升，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初步
升级。“在这个阶段，人工智能、生物科
技、量子物理等技术开始在城市的各个
领域得到应用，提高了城市的运行效率
和产业竞争力。”高新波说。

近年来，重庆加快实施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通过引进和培育一批智能
产业企业，重点对汽车、装备制造、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实施智能化改
造，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汽
车制造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技术，已实现从传统汽车产业向新能源
化、智能化初期转型。

高新波以长安汽车为例，在科技力
量的推动下，其数智工厂已实现整体制
造效率提升20%、碳排放减少19%的行
业引领目标。

全自动柔性化一体压铸车间，仅需
100秒便可将163个零部件合成两个超
级压铸件，为整车减重20%；焊接车间85
个焊接工位、471台机器人协同工作；总
装车间大型配件均可自动装配和投放，
电动工具100%扭矩数据在线监控和追
溯，实现了整车端到端产品质量全周期
管控。

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上，重庆推出了
“生猪产业大脑”，通过智能饲喂系统和数
据采集，实现了生猪养殖的智能化管理，
提升了养殖效率，保障了食品安全。

高新波认为，在“赋智”阶段，科技不
仅为城市提供基础能力，还能为城市的
决策、管理和创新提供智能支持，推动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在这个阶

段，科技与城市深度融合，形成了智能决
策、智能管理、智能创新等新的城市发展
模式。”

正因为有了科技“赋智”，重庆的智
能产业企业能不断创新，推出一系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产品和解决方
案，助推城市向“新”发展。

例如，西部科学城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中心（重庆）有限公司已投用的智能交
通——车路云一体化系统云控平台，推
动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已在重庆多地
投用的一体化治理智治平台；涵盖智能
导诊、报告解读、用药指导等功能的智能
医疗解决方案；重庆生物科技企业在基
因测序、生物医药等领域也取得了一系
列创新成果，为城市的健康产业发展提
供着新动力。

“总的来说，科技力量为重庆带来的
不仅是提升了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还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高新波
表示。

建议重庆从五个方面
迎接科技带来的机遇

“创新是科技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这
是永恒不变的。我认为，未来DeepSeek
采用的开源模式将会成为主流，无论是
科技企业还是城市，都将面临更加激烈
的国际竞争，但也会有更多机会参与国
际合作。”对于未来的科技发展，高新波
这样说。

他认为，在未来科技的影响下，重庆
的城市发展将迎来快速变化，建议从五
个方面迎接科技带来的无限机遇。包括
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科技
创新政策体系；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
项目的扶持力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
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传统产业
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
度融合，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方
向发展。

“如正在推进实施的‘416’科技创新

布局（重庆在科技创新方面构建的4大科
创高地和16个重要战略领域）、高新技术
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计划、

‘AI+’科技创新行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行动等，都是重庆积极适应新一轮科技
革命带来的变化，推动城市和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具体措施。”高新波说。

同时，高新波还建议重庆要着力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构建城市大脑，实现城市管理的精
细化、智能化；打造开放包容的创新生
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吸收借鉴国际先
进的科技创新经验和管理模式，不断提
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当然，新科技也意味着需要更多适
‘新’人才，才能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提
供更强大的支撑。”高新波认为，重庆可
以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支持高校
和科研机构开展跨学科交叉创新研究，
培养一批懂科技、善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新科技需要更多适“新”人才
高校需创新培养模式

高新波提到的适“新”人才，恰恰和
他的本职工作“丝滑”切合。

作为重庆邮电大学的负责人，高新
波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来到重庆后，不
仅一直致力于推动学校聚焦“信息科技”
特色，深化“人工智能+学科群”建设，还
强化产学研合作，促进与华为、腾讯等企
业的联合实验室建设。

显然，这些举措都是高新波对于适
“新”人才培养的实践。他认为，高校对
于适“新”人才的培养，可从课程体系变
革、产教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
多个方面进行。

首先，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构建多层
次课程体系，设置从基础到高级的 AI、
芯片制造、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前沿领
域学科的相关课程。同时，强化跨学科
课程设置，推动相近学科的交叉融合，培
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注重实践课程比重、
搭建实践平台，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
创新能力。

“近年来，重庆邮电大学以‘智能科
学与技术’为主体，结合通信工程、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等领域，形成了‘一体两翼’
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倡导并发起重庆
市‘人工智能+’学科建设行动计划，促进
传统优势学科与人工智能学科的交叉融
合等。”高新波说。

其次，高校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
进和培养具有前沿领域学科研究背景和
实践经验的高层次人才，充实师资队伍；
邀请企业界的专家作为兼职教师或客座
教授，开展校企联合培养项目等，使企业
深度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现学
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加强教
育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提升人才培
养的国际化水平。

此外，高校还要加强伦理与法律教
育，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和法律素养，使
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遵循伦理和法
律规范，合理、安全地应用科学技术。

“对于高校来说，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本
身就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高新波曾说。

适“新”人才一旦作为生产力要素转
化到具体学科、具体研发领域，势必迸发
出源源不断的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接受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同时催生
和形成新的产业方向，为新一轮科技浪
潮“锚定”坚实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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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校长高新波：

科技“赋智”助推重庆向“新”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喻言

“这辆车汇集人工
智能芯片、5G智能驾驶
等前沿技术”“出现很多
无人值守的‘黑灯车间’

‘黑灯工厂’”“通过高效
整合企业和科研院所的
力量，有力推动荣昌猪
育种技术新突破”……3
月6日，在全国两会重庆
代表团开放日上，代表
们如是描述着科技创新
带来的变化。

3月9日，全国政协
委员、重庆邮电大学校
长高新波在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时表示，当前，以人工
智能、生物科技、量子物
理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
技浪潮，正在重塑城市
和产业形态。“科技从

‘赋能’城市到‘赋智’城
市的演变，体现了科技
对城市作用从基础能力
提升到智能决策和创新
发展的深化，急需培养
更多适‘新’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邮电
大学校长高新波

受访者供图

◀ 3月6日，工人在位于
重庆市渝北区的长安汽车
数智工厂电池车间作业。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 西部（重庆）科学城智
能网联汽车示范区一期项
目。 雷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