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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链条初步形成。

二是重点园区建设亮点纷呈。两江新区水土生物医药

创新基地引进和培育了复创医药、药友制药、海扶医疗、

博腾制药等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重点企业超150家。重庆

高新区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已引进健康医疗大数据西部

研究院、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等科研机构，集聚了赛诺生

物、迈德凯医药、高晋生物、明道捷测等13家生命科技企

业。持续开展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大足

区引进重智机器人、喆氏科技等康复辅助项目12个，与宾

夕法尼亚大学、清华大学等17家机构联合研发全自动洗澡

机、电动坐厕轮椅等专利康复设备20多项；永川区成功引

入普康集团等康复辅助器具行业龙头企业，正加快建设生

产基地及医疗器械产业园。南川、石柱、武隆等国家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和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显效。

（三）开放合作水平持续提升

以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契机，扩大健康医

疗领域对外开放，放宽养老外资准入门槛，银发服务开放

水平持续提升。

一是国际合作持续深化。全市建成中外合资养老机

构5家。引入新加坡先进照护理念和服务体系，创新“互

联网+”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落地全市首个“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医疗养老项目——宜康百龄帮养老服务中心，成

为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范项目和深化“一带一路”康养

领域合作创新示范项目。首家中外合资非营利性医疗机

构——重庆中新肿瘤医院开诊运营，首家全外资综合性国

际医院——重庆莱佛士国际医院建成营业。加强中医药开

放合作，成功创建国家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2个，建设中

国（重庆）-巴巴多斯中医药中心，重庆中医院连续两年

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海外中心建设项目资助，重庆太极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

基地。大力开发跨境商业医疗保险产品，成功推出平安健

康、复星联合等6款具有跨境医疗服务功能的保险产品。

二是国内合作纵深推进。签署《川渝民政合作框架协

议》，建立川渝两地区域内养老服务协作协商机制，成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慧健康养老职教集团，在全国先试

先行实施川渝两地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资

金定期结算。上海交大在重庆布局的首个数字医学方向的

科研合作及成果转化平台——重庆国际生物城数字医学联

合技术中心落成投用。重医附二院依托张江生物银行、西

南干细胞产业基地等重点项目，正加快探索构建干细胞生

物技术研用新模式。

三是对外展示平台不断完善。连续成功举办十七届

中国（重庆）老年产业博览会，获评“中国十佳品牌展

独家调查丨Exclusive  InvestigationＥ

会”，历届展会共吸引17个国家、34个省市、6000余家单

位来渝参展参会，展览总面积突破35万平方米。

（四）改革创新取得明显成效

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除各类发展障碍

壁垒，推动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破除制约

银发经济发展的壁垒和障碍，产业转型发展内生动力不

断增强。

一是养老服务改革成效显著。加快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8个区县成功纳入国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区，其中九龙坡区、大足区、渝北区等经验做法入选全

国试点工作优秀案例。实施国家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

动，11个区县先后纳入试点支持范围。深入开展养老保险

制度开展国家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全市投保人数超过

1.5万人，累计保费超过5000万元。持续开展长期护理保险

试点，试点区域由最先的大渡口、巴南、垫江、石柱等4个

区县扩大到全市所有区县，参保人数达到近800万，享受长

护险待遇的重度失能和重度残疾人员已超过2.4万人。

二是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全市涉及生命健康相

关研发平台加快集聚，建成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200余家，其中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4家。依托重庆医科大学、两江药物研发中心等重

点院校和企业培育了健康产业类众创空间17家，成立了重

庆老年科技大学，大健康产业学院正加快筹建。依托现有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立辐射全市及中西部网络平台35个，

建成高血压专病、血管外科学、检验医学等专科医联体5

家，编制老年慢病诊疗适宜技术标准化操作规程18部，推

广基层适宜技术100余项，覆盖全市所有区县。

三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加快推进智慧养老发

展，截至2022年底，累计建成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

企业205家、街道342条、基地86个。推行“潮汐式”医疗

援助新模式，每年特选派专家100余名精准帮扶避暑康养景

区，有效缓解了景区旺季医疗资源紧缺问题。

（五）老年友好社会加快建设

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聚力提升城市设施适老度、老年群体参与感，全方

位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

一是城市公共设施适老度持续提升。全市有序推进

6069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45万户；配套建设

适老化及无障碍设施2000余处，加装电梯4700余部。对

2万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持续改善

居家养老环境。对中心城区2900公里人行道进行“微整

形”，设置轮椅坡道1.3万处、扶手1600余处，对252座

人行天桥、117个地通道安装电梯。投入一级公交踏步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