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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成都未来科技城国际教育园
区，第一个实际落地的校地合作办学项
目——电子科技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项
目已启动，首批约 600 名师生正式入
驻；在天府国际生物城，天府国际医疗
中心加快建设，积极导入与园区发展相
匹配的产业和商业资源，区域项目建设
集群和产城融合形象正在形成。

视线转移到清水河高新技术产业
走廊（高新片区），京东方成都车载显
示基地生产车间呈现一片繁忙的景
象，正在加速生产车载显示屏；而在
成都交子金融商圈，作为商圈引入的
首个高端百货业态，成都 SKP 已正式
开门迎客，科技、艺术和时尚相结合，
为消费者营造多样化的时尚潮流消费
场景。

今年的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将聚焦深化“三个做优做强”，加快
建设重点片区提升城市整体功能。坚
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以重点片区建设为引领，全面提高城市
规划、建设、治理水平。

以“项目集群”为重点，今年成都高

新区将加快推动四大重点片区建设。
其中，清水河高新技术产业走廊（高新
片区）要在“优化调整”上作示范，全年
推进实施项目 113 个、总投资 1443 亿
元；未来科技城要在“功能转向”上求突
破，注重从主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向聚
人兴产和城市建设并重，夯实“国际一
流应用性科学中心、国家未来先进制造
业基地”核心功能；天府国际生物城将
在“项目提质”上开新局，着力建设具有
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生物经济创新
极；交子金融商圈将在“做优特色”上见
实效，加快成都银行总部、省金控总部
等项目建设，重点在“科技金融、产业金
融”等核心功能上实现突破。

统筹平衡增量资源布局优化与存
量资源质量提高，适度前瞻性布局、高
标准引入重大功能性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项目，提高城市宜居品质，增强人
口和产业吸引力，是落实重点片区建设
的重要工作。

为此，成都高新区将以筹备大运会
和助力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
契机，通过“微网实格”和智慧城市建

设，推动城市现代治理提质提效，力争
通过“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云上一
座城”推动城市有机更新，打造公园城
市社区场景，建设 15 分钟服务圈，推动
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优质供给。

同时，将以天府大道为门户流量入
口，加快芙蓉岛运营、中和老码头建设，
持续推进玉林等 5 个老旧居住片区提
升，打造更多休闲打卡地、社区商业新
亮点。为更好解决潮汐式交通拥堵等
问题，高新南区还将加快“4+6 轨道及
高密公交”线网建设，高新西区将重点
提升改造西源大道等 4 条主干路，打通
西区大道等3条跨区重点道路。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早日让每个
家庭不再为学位而焦虑，让患者不再为
就医而发愁，让市民出行不再为拥堵而
烦心。”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全区 18 到 45 岁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超过 50%，具有国际人才多、青年人才
多、高层次人才多的特点。为此，今年
将新开办幼儿园 1 所、中小学 2 所，新投
用三甲医院 1 家、新开工三甲医院 1 家，
解决创业群体后顾之忧。

以“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为统
揽，成都高新区正加快构建高品质生活
供给服务体系，打造人产城融合的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助力成都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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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GDP迈上迈上30003000亿台阶亿台阶
成都高新区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动力源主支撑

“成都高新区经济总量超过
3000 亿元”“高质量发展成都高新
区”⋯⋯今年的成都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多次提及成都高新区，这
不仅是对成绩取得的肯定，更是向
外界展示出成都高新区自身发展
的韧性与潜力。

解读 2022 年成都高新区经济
发展情况，不难发现，在经济总量
突破 3000 亿元背后，是成都高新
区着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加
快产业建圈强链破局起势，全力促
进科技创新蓄势提质，推动重点片
区建设成型成势，推动城市现代治
理提质提效，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各项工作稳中有突破、稳
中有进位、稳中有新高。

一个区域的发展能级，归根结
底还是要取决于实体经济发展水
平的高低。在经济发展方面，成都
高新区过去一年来聚焦实体经济
的发展，重点关注先进制造业。

作为成都制造业主阵地之一，
成都高新区已拥有产值上千亿元
的工业企业3家、百亿级企业6家，
制造业上市企业 26 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0家。

“在推进制造业建圈强链中，
聚焦链主引育是关键。”成都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聚焦“龙头升
链主”，引聚上下游企业，成都高新
区以京东方为中心，聚集出光兴产
等新型显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43
家。同时，聚焦“潜力股变生力
军”，推动本土企业能级跃升，加速
极米科技、迈克生物等一批具备链
主潜质的企业成长为产业新赛道
的生力军。

此外，成都高新区围绕电子信
息、医药健康、数字经济三大主导
产业，加快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取
得一系列成绩：电子信息产业支撑

有力，2022 年富士康成都园区年
产值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医药健
康产业规模突破 1200 亿元、同比
增长 20%；数字经济产业也保持增
长 态 势 ，数 字 服 务 业 实 现 营 收
1431.4亿元、同比增长8.9%⋯⋯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
动力。成都高新区实现高速发展、
展现巨大经济韧性的背后，正是创
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所练就的

“内功”。
“成都高新区坚持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多角度
出台政策鼓励引导企业创新发
展。”成都高新区科技创新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2022 年，成都高
新区新增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40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达
4320 家 ，净 增 量 首 次 突 破 10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达 3900
家、增长约 25%，稳居全国高新区
第一方阵。

值得关注的是，2022 年，成都
高新区新增上市企业 8 家，科创板
上市企业达 10 家，全区上市及过
会企业总数达 55 家，位居中西部
第一。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在成都高
新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着力培育市场主
体、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的政策
赋能下，2022 年成都高新区市场
主体规模快速增长，市场主体累计
存 量 达 33.14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25.8%，其中企业 20.54 万户、同比
增长20.64%。

如今的成都高新区，正在积极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并努力将其转
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现实发展优
势，以便找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最优解”。

“以投资人的身份链接产业基金与
企业资源，在投出好项目的同时助推产
业结构升级发展，也为当地的重点产业
建圈强链作出贡献。”在 2 月 16 日举行
的成都产业基金生态大会上，多位投资
机构负责人表示，成都高新区汇聚人才
和产业优势，带来很多机会。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城市
功能的重要基础、市民就业的重要依
托，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血液”。

如何以产业基金链接资源，充分发
挥产业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作
用，扎实推进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提升
区域经济动能？今年，成都高新区将持
续构建“天使基金、产业基金、股权投
资”全生命周期产业基金生态，加速前
沿科技项目孵化落地，全年将新增天使
基金 40 亿元、产业基金 600 亿元，股权
融资企业达 130 家，将成都高新区打造
成为产业资本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我们将锚定‘3000 亿元产业基金
组建计划’，积极拓展与国内外龙头
企业、顶级投资机构合作，发力未来
赛道前沿领域。”成都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乘势而上，成都高新区定下目标：
围绕电子信息、医药健康、新经济三大
主导产业，大力发展产业资本，并以产
业基金为纽带，深挖产业资源，做强产
业支撑，提升城市动能。

方向既定，成都高新区超前布局一
系列三年攻坚计划，突出发展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创新药、高端
医疗器械、人工智能等 9 个重点产业
链，制定了翔实且具体的行动路径。

以日前发布的医药健康产业建圈强
链三年攻坚计划为例，将通过实施产业
能级跃升、创新能力提升、创新活力提升、
服务能力提升、产业生态优化“五大工
程”，持续提升医药健康产业规模能级。

紧盯目标抓落实，成都高新区正强
力推动工作落地见效。百亿级项目绿
叶生命科学集团研发及产业创新基地
项目落地天府国际生物城；阿斯利康支
持打造的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创新空间
开馆；精准医学产业创新基金正式启
动，首期规模10亿元⋯⋯

抢抓产业发展新机遇，成都高新区
还进一步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落
子布局，精选未来赛道，在车载智能系
统、XR、元宇宙等产业细分领域引育链
主、准链主，整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上下游左右岸，力争打造全产业链，加
快形成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 6 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走出第二增长曲线。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科
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完善新型举
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

“成都高新区将始终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牢固树立‘科技即产业’的理念，在
科技工作体系、创新能力、创新载体建设
三个方面集中发力，让科技创新这一‘最
大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
量’。”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今年，
成都高新区将在大企业大集团、本土培
育企业等方面开展专项行动，力争新增
上市企业 10 家、上榜企业 60 家、上规企
业 455 家、高新技术企业 820 家，上云企
业、上楼企业实现新突破。

此外，成都高新区还将持续实施
“岷山行动”计划，推动揭榜项目转化落
地，力争攻克“卡脖子”技术和产品；深
入实施科技创新十大计划，加速建设天
府绛溪实验室、天府锦城实验室（前沿
医学中心）“两大实验室”；大力实施中
试跨越行动计划，力争聚焦主导产业落
地高能级中试平台，打造全国科技成果
中试首选地。

借势
而进进

万物拔节的阳春三月，全国
两会胜利闭幕之际，千里之外的
成都，同步感知时节脉动：抢开
工、拼进度、开好局，起步就是冲
刺，奋力争先。

如果有一幅成都的“高质量
发展热力图”，成都高新区一定是
最火热的部分之一。

数据显示，2022年成都高新区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15.8亿
元，迈上新千亿台阶；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713.6亿元、同比增长8.5%，
其中工业投资206.4亿元；实现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265.2亿元。成都
高新综保区进出口总额连续5年在
全国综保区中位居第一。

今年，成都高新区将锚定方
向强力攻坚，以“十大重点突破”
推动各项工作开新局，在建圈强
链、做优做强新区功能、稳增长核
心支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赋
能、城市建设、开放协同、商贸服
务业、优化营商环境、社会事业上
重点突破，为打造带动全国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
源提供坚强支撑。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立于新时代潮头，长江经济
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
相互交汇，给成都带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

站在新征程起点，成都高新
区紧紧把握时代大势，主动服务
国家战略全局和省市发展大局，
超前谋划、全面布局，在“三个做
优做强”、产业建圈强链、“四大结
构”优化调整、智慧蓉城建设等重
点工作上下功夫出实招，奋力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成都加
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贡献高新力量。

迈上新千亿台阶
GDP突破3000亿元

重点片区建设提速增效
做优做强城市整体功能

产业基金赋能经济稳进提质
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聚势
而强强

乘势
而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