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16日 星期五
农历甲辰年七月十三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0-0004
代号 77-10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重庆商报社出版

第8687期
今日12版

本报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编401120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承印(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康泰路99号) 发行投诉：63735555 印刷质量投诉：62805041 总编辑 代伟 总值班 王作全 零售价：4元本期统筹 罗文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但雯婷 图编 胡颖 校审 罗文宇 王志洪

A
打造5个特色生产性服务业集群

“18个领域”的基础、潜力有所不同，发展方式也分轻重缓
急。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江表示，结合这18个领域
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重庆选取了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
体系匹配度较高的领域，集中打造5个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特
色产业集群。

其中，我市工业设计发展基础较好，此前成功入选全国第五，
西部第一个“全球设计之都”，已建成设计产业园区、众创空间等载
体300多个，集聚设计从业人员50余万，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
到2027年，建成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5家左右、市级工业设计中
心250家以上。

金融作为我市的传统优势行业，2023年实现增加值2591亿
元，占全市GDP的8.6%。到2027年，争取金融资产规模达到11
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到3800亿元。

同时，我市还将打造科技研发服务业集群、现代物流集群、软
件信息业集群。比如，争取跨国公司、行业龙头企业在渝设立区域
型总部，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领军企业100家。

朱江还提到，重庆提出打造20个百亿级规模、具备较强行业
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培育一批集战略咨询、共性技
术研发、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创新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B
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发展赋能

市经济信息委二级巡视员刘群生介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加持与支撑，如软件信息服务、工业设计服务
等，就为我市制造业发展赋能。

目前，重庆软件信息产业发展氛围浓厚。今年上半年，新增各
类软件企业2901家、累计4万余家，其中包括国家重点软件企业4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软件企业27家。软件产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895.9亿元，同比增长7.5%。

工业设计方面，重庆已培育了青山工业等11家国家级工业设
计中心、207家市级中心和418家设计驱动型企业。

中试平台（用于实验、测试和验证某些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
环境或平台）是制造业生产服务的重要环节。目前，重庆拥有中试
平台30余个，建成了西南地区首个电子产品研发中试共享基地。
同时，重庆也在编制完善《重庆市提升概念验证和产业中试能力行
动方案》。

“重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助力‘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的发展。”刘群生说，比如以软件系统和设计为重要竞争
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年来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市制造业发
展新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市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速，位列全国汽车
产量前十省市的第一名。

C
用科技服务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科技服务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
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关键。

近年来，重庆一直在积极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加快提升科技服
务业规模和效能。2023年，我市全社会研发投入750亿元、增长
10%，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居全国第八、保持西部第一。

“下一步，我们将促进科技研发服务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融合发展。”市科技局二级巡视员杨军说，具体包括壮大经
营主体、提升服务效能、推动集群联动等方式。

比如，在经营主体培育方面，重庆将重点推动研究开发、技术

转移和创业孵化，培育发展科技服务企业；支持行业骨干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建设联合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等多种形式的协同创
新平台；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打造专业化孵化载体，推动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等。

再如，在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方面，重庆将构建“教育+人才+科
创+产业”的创新生态，出台新的举措加大成果转化力度。利用政
府基金等渠道，加快推进种子基金投资改革，探索“政银联动服务
企业创新”改革试点，缓解科技服务业企业研发融资难、贷款难等
问题。

D
电商与会展双管齐下

电商服务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大类，也与市民生活密切相
关。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电商企业10.37万家，各类主体开设网络
店铺71.4万家，跨境电商主体超过3000家。

市商务委总经济师余朝洪介绍，在电商方面，我市坚持招商引
进和培优培强双管齐下，既有抖音、阿里、京东等引入的大项目，也
助力重庆百货等传统零售开辟网上营销渠道。今年上半年，全市
限额以上实物网上零售额496.04亿元，同比增长12.1%。

同时，重庆还积极打造电商新场景、新模式。比如，重庆开展
了“与辉同行重庆专场”“爱尚重庆万物直播季”等活动，组织全国
和全市的MCN机构主播走进产业带、工厂和果园，开启厂播、仓
播、店播等新场景。今年上半年，全市直播网络零售额139.8亿
元，同比增长36.23%，累计直播48.3万场，同比增长51.9%。

会展也是由市商务委牵头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大类。对此，
余朝洪表示，我市将重点从打造会展品牌、做好“会展+”，发挥会
展经济带动综合效应等方面发力。

比如，重庆正在推动建立市级部门、区县政府、会展场馆和会
展企业“四位一体”会展招引机制，鼓励各区县充分结合各自优势
产业，培育“一区一展”“一区一会”特色品牌会展。

再如，重庆将推动商旅文体展融合发展，通过挖掘重庆文化旅
游资源，推动会展业与旅游业要素共享，承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节庆演艺、体育赛事活动。

E
两大开发区将成为重要“载体”

“我们有超15万家经营主体，上半年新增数量全市第一，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广阔。”谈到未来如何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两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斌说。

具体而言，两江新区将以科技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认证
服务等方面为抓手，让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实现融合
发展。比如在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方面，两江新区已获批创建“国家
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集聚了90多家检验检测和
认证机构，机构数量、产业规模均居全市之首，涵盖汽车及零配件、
生命健康、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以提档升级两江国际检验检测认证·良景
示范园为契机，围绕服务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质量强区建设，着
力培育影响力强、含金量高的“两江检测”品牌。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是国务院批复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区。西部（重庆）科学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
副主任，重庆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炎表示，未来，西
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会顺应“两业融合”趋势，坚持“三大融合”、聚
焦“四个领域”。

三大融合，指生产性服务业与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
业与高新区主导产业的深度融合、生产性服务业与生产制造环节的
深度融合。四个领域，则是软件信息、检验检测、现代金融、科技服
务。这些都是科学城高新区优势产业，所以要聚焦发力、重点突破。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上半年服务业实现增加值8566亿元，增速与沪、川并列全国第一

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重庆发布“线路图”

财经头条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
业已成为重庆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促进经济转型
的重要内容。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市服务业
实现增加值8566亿元，同
比增长 5.8%，增速与上
海、四川并列全国第一，对
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52.4%。

为进一步推动现代生
产性服务业发展，今年7
月底，重庆出台了《重庆市
加速推进现代生产性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7年）》，明确
未来四年内将重点发展检
验检测产业等18个领域，
实施数字赋能提升等8大
工程。

具体怎么做？8月14
日，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中
心举行的“重庆市加速推
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相
关部门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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