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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9 日，从成都传来重磅消息，京东方第 6 代

LTPS/AMOLED 生产线二期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高

新区举行，京东方在一期投资 220 亿元的基础上增加

二期投资 245亿元，两期投资总额达 465亿元，项目全

面建成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将达 340亿元。

好的开端，建立在成都高新区坚实的产业基础和

创新创业成果上。

在刚刚过去的 2015 年，成都高新区主动适应经

济新常态，打好创新创业和“稳增长”攻坚战，全力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全口径产业总

产值 570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达 3085亿元，成为四

川首个工业总产值突破 3000 亿的工业园区，规模在

全国国家级高新区中位居前列。

站上产业总产值 5000 亿元、工业 3000 亿新台

阶，肩负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使命及四川省、成

都市转型升级引领发展重任，未来成都高新区目标

明确——瞄准国务院确定的“三区一极”（创新驱动

发展引领区、高端产业集聚区、开放创新示范区和西

部地区发展新的增长极）战略定位，力争到 2020 年，

实现全口径产业总产值 10000 亿元，聚集科技企业

10000 家，聚集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10000 人，发明

专利授权累计超过 11000 件等，成为万亿级国际创

新创业中心。

围绕上述目标，今年起成都高新区将启动实施

“七大行动”——实施产业大智造行动，打造“国际

智造谷”，建成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地，形

成 5 个 以 上 新 千 亿 产 业 集 群 ；实 施 双 创 大 引 领 行

动 ，打 造“ 世 界 双 创 试 验 田 ”；实 施 人 才 大 汇 聚 行

动，打造“国际创客天堂”；实施开放大融合行动，

打造“全球投资首选地”；实施产城大提升行动，打

造“ 国 际 现 代 新 城 ”；实 施 体 制 大 突 破 行 动 ，打 造

“全面创新改革核心引领区”；实施民生大保障行

动，打造“文明和谐首善区”。

新起点 新机遇 新目标

2015 年，成都高新区受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全国“双创”氛围等红利影响，市场主体快速增加，

全年新登记各类型企业 18196户，同比增长 58%；新增

各类在孵科技型初创企业 3020家，同比增长 300%。

截至 2015 年底，成都高新区累计入驻各类企业

数量首破 6万大关，达到 60274家；拥有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680 家，占全省的 25%、全市的 39%；在孵科技型

企业累计已达 6730 家，孵化体系完善，孵化水平和服

务能力位居四川省首位、全国前列。

与此同时，重大产业化项目布局成都高新区的势

头不减，区域未来发展的动力继续增强：

先进制造业方面，园区先后引进总投资 1 亿美元

的业成科技下一代显示屏关键元器件生产基地、15

亿元的镇泰投资总部及医药生产基地、5.5 亿元的立

航科技航空装备制造及旋翼机生产基地、25 亿元的

中电国际分布式能源项目。现代服务业方面，园区先

后落户总投资 30 亿元的中国铁塔四川总部、18 亿元

的小米金融投资服务平台、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西部综

合检测基地、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西南登记中心等重点

项目，新增美国 3M 公司、利宝保险 2 家世界 500 强企

业。同时，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总投资

16 亿美元的英特尔“骏马”项目已完成投资 1.5 亿美

元，预计今年正式投产；总投资 16.9 亿美元的德州仪

器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及 12 英寸晶圆凸点项目整体

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聚集了世界 500 强和国

际知名企业 120 余家、各类人才 25 万余名，在全国、

全球的产业影响力持续提升。2015 年，全年实现

GDP1277.6 亿元，增长 10.1%，在成都市 GDP 中的占

比提升至 11.8%，成为四川省、成都市经济密度最高

区域。

上述数字清晰表明：经过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历

经一次、二次、三次创业的开拓进取，成都高新区已经

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之一，未来建设国际创新创业中心，正是多重机

遇叠加下，在新起点上的一次再出发。

从宏观环境上看，成都高新区拥有建设国际创新

创业中心的扎实基础。去年，面积仅 130 平方公里的

成都高新区用占四川省万分之 2.7 的面积，贡献了全

省 4.2%的产业增加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140.9 亿

元，为加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力基础。当前，国

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互联网+”“中

国制造 2025”计划等，正为成都高新区新一轮发展提

供了广阔空间。特别是去年 6月，成都高新区成功获

批成为西部首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拥有先行先试

的政策红利、国家省市多层面大力支持等形成的新一

轮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从微观环境看，当前成都高新区已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上占有先机，并储备了“双创”的强劲动能。

园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全球产业版图的重

要一极，移动互联网产业被公认为国内四大重点区域

之一，生物产业保持了年均 18%以上的高速增长，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基础进一步夯实。随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深入实施，成都高新区去年启动了“创业天

府”高新区引领工程，出台了成都高新区“创业十条”，

每年投入 10亿元支持创新创业，打造了全国一流、总

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蓉创广场，深入开展“创业天府·
菁蓉汇”成都高新区系列主题活动，举办了走进中关

村、波士顿等主题活动。

在创新体系方面，成都高新区 2015 年新增众创

空间和孵化器 30 家、孵化载体面积 65 万平方米，新

认定公共技术平台 9 家，新增市级以上企业科技研

发机构 15 家；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落户，获批国

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牵手美国诺贝

尔奖获得者共建大核酸研究院，引进了一类原创新

药品种、新一代基因测序仪、锂离子固态电池等一批

创新型项目。

在企业培育方面，帮助 300 多家（次）中小企业获

得担保贷款 18 亿元、20 余家中小企业获得风险投资

10 亿元以上，新增创业板上市企业 6 家、新三板挂牌

企业 27家。目前，这里已有上市企业 26家，约占成都

市一半，上市企业数量在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北京中关村。

在高层次人才方面，2015 年，成都高新区引进产

业急需紧缺人才超过 1万名，引进海外留学和博士创

业人才 343 人，累计发放 4.2 亿元的人才资助资金。

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成都高新区已聚集国家“千人

计划”人才 85人，占四川省的 38%。

优势的政策环境、坚实的产业基础、丰沛的创新

资源为成都高新区汇聚大众创新创业合力、研发和转

化一批领先科技成果、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催生新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转型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根据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成都高新区将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全口径产业总产值 10000 亿元，聚集科

技企业 10000家，聚集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10000人，

发明专利授权累计超过 11000 件，制定国际、国家和

行业标准 1000 项。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

中心的基本框架体系，形成要素聚合、发展强劲、机制

健全、环境友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形成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新兴产业集群，实现全球创新要素资源充分汇

聚、创新创业高度活跃、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突破。

再优化 再提升 再出发

新春伊始，成都高新区围绕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的“国家使命”，确立了打造万亿级国际创新创业

中心的总目标。“十三五”期间，将实施双创大引领、产

业大智造、人才大汇聚、开放大融合、产城大提升、体

制大突破、民生大保障“七大行动”计划，力促区域发

展全面转型升级。

去年 10 月，随着与电子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成都高校院所创新资源发掘方式，在成都高新区实现

“升级换代”。园区通过启动“一校一带”计划，将与高

校共设“双创”前端的成电创新创业学院、合创空间、

创新创业孵化基金等，未来集教育实训、孵化转化、加

速发展等功能为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将在成都

高新区逐渐形成。

这仅是成都高新区“七大行动”的“一小步”。围

绕打造国际创新创业中心的目标，园区还将加大对创

新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今后五年将每年安排不低于

10 亿元资金、连续 5 年，支持知名大学科研成果在区

内转化；每年安排不低于 10亿元资金、连续 5年，支持

国内外顶尖企业研发中心在区内落户；每年安排不低

于 10 亿元资金、连续 5 年，支持引进高端人才到成都

高新区发展。

在“产业大智造行动”中，成都高新区将围绕“国

际智造谷”的目标，谋划出一系列转型升级、提档加

速的产业领域，为未来发展供给“新能量”。为让积

淀已久电子信息产业“提档升级”，园区将加快培育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增长点，重点发展新一代信

息终端、网络设备、新型显示器件等产业，引进发展

大数据、物联网等融合性新兴产业等实现“路径更

优”。为让已具规模的生物产业、高端装备产业、金

融产业、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电子商务产

业等形成优势，园区提出了集群化千亿产业的目标，

打造“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生物产业基地、全国金

融业创新发展基地等实现“凤凰涅槃”。要探索产业

发展新路径，着力培育产业发展新生态，园区提出推

动现代服务业优化升级、创新商业模式、大力发展平

台经济等，通过建设“高端中央商务区”，培育发展生

物医药研发外包、第三方集成电路设计、大数据等服

务业态等“腾笼换鸟”。

为了支撑未来五年发展“新蓝图”，成都高新区已

确定：将每年安排不低于 10亿元资金、连续 5年，支持

知名大学科研成果在区内转化；每年安排不低于 10

亿元资金、连续 5 年，支持国内外顶尖企业研发中心

在区内落户；每年安排不低于 10亿元资金、连续 5年，

支持引进高端人才到成都高新区发展。

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高新担负为省市

转型升级引领发展重要责任。在“体制大突破行动”

中，成都高新区提出打造“全面创新改革核心引领

区”，创新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优化发展环境，加快形

成行政审批高度集中、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市场执法

适度融合、政务信息高度聚合的政务服务体系。

今年，成都高新区将用好用活示范区这块“金

字招牌”，全面落实推广示范区 10 条政策，积极推

动西部内陆自贸区核心区落户，复制推广上海自贸

区的相关政策。始终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大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院校地协同创新，引

导大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引进领军型高层次人才和

团队，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为广大企业转

型升级提供强劲支撑。同时，成都高新区还于近期

出台了《支持项目加快形成投资实物量的若干政

策》，围绕产业发展“降成本、补短板”，提前布局未

来产业发展新动力。

“我们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高效

便捷智慧的政务环境，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力量

更好地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

开放式的创新创业平台。”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将加大政策兑现力度，打好政策组合拳，有效帮

助企业发展。”

今年 1月 27日，成都高新区、中国(绵阳)科技城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推进产业发展、对外开

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未来，绵阳科技城制造

业、军工科研、人才等资源；成都高新区高端产业、国

际合作、创新平台等优势，将通过互设子公司、共享优

惠政策，“抱团”走出去、引进来，共建产学研用联盟等

崭新合作方式擦出耀眼火花。

而这次站在成德绵创新高地的“强强握手”，也是

成都高新区“开放大融合行动”的起点。未来，成都高

新区将围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推进国际开放合

作、区域创新联动，加大有效政策供给力度。仅在省

内，园区就提出“一区多园”模式、“并肩行动”计划等，

通过异地孵化、飞地经济、园区管理模式输出、成立跨

区域园区联盟、布局跨区域产业链等方式，深化与绵

阳、乐山、自贡、泸州等省内国家级高新区的联动发

展，打造引领创新发展的“四川力量”。

站上 5000亿新台阶 瞄准“万亿级”新目标

成都高新区全力打造国际创新创业中心
□ 本报记者 盛 利 实习生 郭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