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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30%的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和数字经济增加

值，40%的服务贸易额，50%的世界500强企业，60%的

汽车产量，70%的跨境电商交易量，已成为重庆经济发展

的主战场和重要增长极。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两江新区围绕创新引领发

展，坚持走“科创+产业”发展道路，以产业深度转型

加大新产品供给，新技术应用提升生产效率、资源要素

创新配置优化生产力质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聚焦产业能级、产业创新、数字

化转型、产业生态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截至2023

年底，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近2000家，科技型企

业数量达1.3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规模

全市第一，全链条的新质生产力培育体系基本构建。

（一）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两 江 新 区 围 绕 做 好 “ 传 统 ” 与 “ 新 兴 ” 产 业 间 的

“ 守 ” 与 “ 创 ” ， 通 过 实 施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攻 坚 提 升 行

动，在推动汽车、电子等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上做文章，全面建设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加快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23年，两江新区直管区汽车产业

占全市40%；产量116万辆、占全市50%，其中新能源汽

车产量占全市73%。2020年以来，两江新区新能源汽车

年产量累计增长超13倍，燃油车智能网联化率翻两番，

单车价值提升30%。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作为重庆新一

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主阵地”，两江新区围绕新

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三大产业方向，着力实施

补链强链延链，加快提升产业质效。2023年，新区直管

区电子产业产值稳定在1500亿元以上，占新区规上工业

总产值的38.1%，不断提升成渝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

界级先进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强大动能。

（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两江新区加速布局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开拓发展新空间。生物医药产业

方面，两江新区加速打造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化学制

剂三大标志性产业集群，培育发展新中药、新服务、新

医疗三大新兴产业。目前，两江新区生命健康产业规模

增长态势显著，产业规模突破百亿，集聚研发、生产和

技术服务类企业近300家，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26家。

高端装备方面，两江新区已形成以中船重工海装风电等

为龙头的新能源装备，以发那科、ABB为代表的机器人智

能装备，以三一重工为龙头的工程机械，以中车长客为

龙头的轨道交通装备，集聚发展形成良好态势；新材料

方面，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对关键材料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等上的

重大需求，瞄准战略前沿和产业实际，大力发展交通运

载关键材料、电子信息关键材料等，引育了一批新材料

骨干企业，构建了一批高校院所和创新平台。

（三）未来产业超前布局

两 江 新 区 正 以 科 技 创 新 为 引 领 ， 推 动 关 键 技 术 突

破 ， 前 瞻 性 布 局 未 来 产 业 ， 加 快 培 育 新 质 生 产 力 。 同

时，两江新区瞄准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方向，提前

布局发展11个高成长细分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星”产

业集群，包括前沿新材料、人工智能、Web3产业、智能

家居、绿色低碳、虚拟现实、未来通信、AI及机器人、

生命科学、区块链、类脑智能。同时，两江新区加紧推

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提前布局6G产业。作为西部首个

行业跨云跨网跨算力的共享计划，将让企业和创新主体

像使用水电一样便捷地使用算力，解决智算资源短缺难

题，打造按需匹配、动态部署、超低时延、分时计费的

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

两江新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做法

国家级新区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具有技术革命性突破能力强、

科技创新转化能力强、改革创新能力强等突出特点，具

备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出优势。

（一）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为关键积蓄现代产业发

展新动能

1、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速

两 江 新 区 是 重 庆 汽 车 、 电 子 信 息 等 产 业 的 主 要 聚

集地，拥有良好的产业创新基础和广阔的应用场景。一

方面，两江新区找准科技研发和产业发展的结合点，推

动形成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格

局。先后引进了北大博雅正链、国家工信安全中心西部

中心、大陆集团软件与系统开发中心、苏州医工所、丰

鸟 无 人 机 研 究 院 等 多 个 重 点 项 目 ， 创 新 资 源 进 一 步 聚

集。同时，两江新区还在加快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推动

汽车、电子等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2、“科创+产业”深度融合

两江新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目前已建成70多个国

际研发平台，与华为、赣锋锂电等巨头达成深度合作，

推出了七合一超级电驱等一大批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

此外，为让“科创+产业”真正融合起来，两江新区加快

构建全要素、全链条科技金融生态系统，构建企业全生

命周期的金融“政策包”，建立“债权+股权”的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其中在债权融资方面，引导金融机构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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