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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头条

“5+8”重大（重点）专项，即人工
智能等5个重大专项和新材料等8个
重点专项，其组织实施的目的很明确：
立足“四个面向”，以行业产业重大技
术需求为导向，着眼于解决创新链、产
业链短板和弱项，通过不断探索完善
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加强科技资源统
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融合发展。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
来、讨不来的，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必
须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市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重大（重点）专项各有侧重。其
中，重大专项更加突出“产品化”，以重
大创新产品产出为导向，聚焦我市支
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
注重发挥龙头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
主导作用，构建产学研协同、大中小企
业融通的有组织科技创新机制。

重点专项则更加突出“应用性”，
以创新成果的应用示范为导向，关注
未来技术产业发展需要，坚持“创新
性、引导性、集成性、应用性”，支持培
育科技型企业和优秀人才团队。

根据《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
展重大（重点）专项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重大（重点）专项都是由若干重
大（重点）项目组成。其中，每个重大
项目财政经费资助强度为1000万～
3000万元，每个重点项目财政经费资
助强度为100万—500万元。

记者了解到，生物医药和核心软
件是2022年率先启动的两个重大专
项，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的需求不断增加，2023年，我市新
增实施人工智能、高端器件与芯片、先
进制造3个重大专项，并启动了新材
料、新能源、农业前沿等8个重点专
项，共同构成“5+8”重大（重点）专项。

“5+8”重大（重点）专项发力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300余项

重庆科技创新

前不久前不久，，20242024年度重庆年度重庆
市十大科技进展出炉市十大科技进展出炉，，涵盖涵盖
数智科技数智科技、、生命健康生命健康、、新材新材
料料、、绿色低碳等领域绿色低碳等领域，，其中既
有基础研究的突破，也有重
大产品问世，彰显了重庆科
技创新的“硬核”实力。

“硬核”成果背后，是“硬
核”支持：从 2022 年起，重
庆启动实施“5+8”技术创新
与应用发展重大（重点）专
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2月12日，记者从市科
技局了解到，“5+8”重大（重
点）专项实施3年来，已累计
支持科技攻关项目611个，
总投入超90亿元，其中财政
投入近18亿元、带动社会投
入超72亿元。 上大分

去年底，通过“公开竞争”“揭榜
挂帅”“赛马比拼”“定向委托”等多
种方式，2024年度重庆市技术创新
与应用发展重大（重点）专项科技攻
关项目正式立项。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聚
焦“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此次共
立项支持重大（重点）专项科技攻关
项目152项，总投入近28亿元，其中
财政投入超6亿元，带动社会投入近
22亿元。

“这些项目紧紧围绕我市产业
发展和行业安全的重大技术需求选
题，立足重点领域，在前期充分挖掘
科技创新真需求的基础上立项，力
求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
术问题。”该负责人表示。

例如，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承担的人工智能
重大专项项目“基于大模型的汽车
网络安全测评技术服务平台研发”，
将针对汽车网络安全测评服务智能
化水平和效率低等行业关键问题展
开攻关，构建汽车网络安全测试知
识图谱，形成一套科学、系统且可量
化的评估体系和汽车网络安全风险
评估量化模型，研制智能化、自动化
的汽车网络安全测评技术服务平
台。

由重庆云脑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牵头承担的生物医药重大专项
项目“脑功能障碍数字诊疗装备”，
针对脑功能障碍患者发病机理不
明、现有干预手段疗效差等难题，
围绕认知和睡眠障碍等脑疾病展
开攻关，研发脑电大规模精准采集
系统，寻找患者的精准干预靶点，
以期实现对大脑状态的动态监测
与智能调控。同时，将搭建基于脑
机接口康复系列产品的智能辅助
诊疗决策和康复云平台，建立个性
化智能诊断和治疗体系，力争在项
目实施期内，进入20家以上医疗机
构开展验证。

据悉，此次“上新”的项目中，
数智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

色低碳项目支持数量占比
分别为 17.1%、29%、12.5%
和 41.4%，资金支持强度占
比 分 别 为 32.1% 、32.4% 、
11.6%和23.9%。

值得一提的是，由企业牵
头（参 与）的 项 目 占 比 达
87%，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得到
强化。同时，40岁及以下青
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担任
项目负责人和骨干的项目占
比达70%。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智能风控、智能获客、智能营销、智能客
服……在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科
技展厅，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天境”大模
型的各项功能。在接受超150TB中文语料
的“投喂”之后，这个零售金融领域的首个大
模型，变得很“聪明”，可应用于智能营销交
互、数据决策支持、防伪安全等8大场景。

马上消费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陆全说，
目前，“天境”大模型已赋能2亿用户、300余
家金融机构。

在汽车领域，多材料混合车身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

在众多混合车身类型中，钢铝混合车身
最为典型，被誉为兼顾轻量化和高性能的最
佳技术路线，引起了汽车行业的广泛关注。

阿维塔科技车身开发总监徐小旭表示，
铝合金的比刚度、比强度高且耐腐蚀性好。
目前，阿维塔的车身材料中，铝合金占比达
30%～40%。

与此同时，钢铝混合车身也面临着“疲
劳和碰撞分析”精度低这一行业难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在重点专项项目“钢&
铝混合车身焊铆复合连接工艺及失效预测
仿真关键技术”的支持下，阿维塔科技牵头，
联合湖南大学、湖南大学重庆研究院、长安
汽车等，历经两年时间攻关，成功建立了钢
铝混合车身接头性能高精度仿真预测方法。

这一成果不仅提升了钢铝混合车身材
料连接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更让阿维塔科技
具备了轻量化、高性能钢铝混合车身自主正
向设计能力。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布局科技
攻关任务，让重庆科技创新频频“上大分”。

来自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5+8”重大
（重点）专项实施以来，已先后解决关键技术
问题300余项，突破了一系列行业关键技
术，助推一大批创新产品问世，智能汽车操
作系统、纳米时栅传感器绝对位移测量等多
项成果入选近两年重庆市十大科技进展。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重大（重点）专项各有侧重，项目
资助强度最高达3000万元

科技创新“上大分”
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300 余项，突破系列
行业关键技术，助推
大批创新产品问世

2024年度专项亮点多
152项科技攻关项目“上新”，企
业牵头和参与项目占比87%

数读
“5+8”重大
（重点）专项
5个重大专项

人工智能
高端器件与芯片
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
核心软件

8个重点专项

包括新材料、新
能源、农业前沿
等

成效显著

“5+8”重大（重点）专
项实施3年来，累计支
持科技攻关项目611
个，总投入超90亿元

先后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300余项，突破一系列行
业关键技术，助推一大
批创新产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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