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区是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医药健康产
业是成都的优势产业，产业总规模已突破3500亿元。

“海枫生物所在的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园区
聚集了大量优质资源，创新氛围浓厚，为企业发展
和项目落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近日，成都海枫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顾问左敏告诉记者，
作为上海医药前执行董事、总裁，因成都医药产业
的迅猛发展，他欣然回归故乡。

左敏口中具有强大“磁吸力”的成都天府国际
生物城作为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成都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圈的主要承载地。

当前，成都正扎实推进“优化提质、特色立园，
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提
升园区竞争能力。

5月，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首批次发布《建设
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手册》，共集成40余项服
务指南。其中，“审批服务”板块集成帮办代办、项
目立项、土地竞买等9类增值服务。

“这份手册是政务服务从‘便捷办理’向‘增值
赋能’转变的实践载体。”天府国际生物城相关负
责人介绍，原本分散在12个部门的审批事项整合
为“一件事”办理流程，使产业项目开工前准备周
期平均缩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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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效应加持
本地配套率超75%

案例11

每天，成都轨道交通资阳线车
辆从福田站出发，途经成都东部新
区、简阳市和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雁江区，最终停靠在资阳北站。
短暂的停留后，资阳线车辆又从资
阳北站出发前往成都。

这是四川省首条跨市域轨道交
通线路，依托全国首列基于 5G 车车
通信全自动驾驶的时速 160 公里新
一代市域 A 型列车技术平台，是国
内速度最高的市域 A 型列车。自去
年 9 月开通运营以来，轨道交通资阳
线已成为成都都市圈的新动脉。

“ 这 是 全 国 首 列 基 于 5G 车 车
通信全自动驾驶的时速 160 公里新
一 代 市 域 A 型 列 车 ，它 融 合 了 5G
通讯、全自动驾驶、智能运维、本构
安全、轻量化等先进技术。”中车成
都公司技术部车体分管设计师葛
天说。

历经多年发展，中车成都公司
已成长为四川省轨道交通装备“链
主企业”。以园区为核心承载的产
业集群不断壮大，为“链主企业”发
展提供支持。

中 车 成 都 公 司 城 轨 事 业 部 市
场经理李键苇告诉记者，目前中车
成都本地配套率超 75%，真正实现
了“成都车、成都研、成都造、成都
配套”。

“能够形成这样的产业集聚效
应，得益于成都轨道交通产业的快
速发展。如今，成都的 16 条地铁线
路中，有 10 条采用了公司的列车，比
如 2 号线、7 号线、18 号线、19 号线
等。仅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企业所
在的新都区现代交通产业功能区就
有 70 多家企业在给我们提供配套。”
李键苇说。

“深化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日前，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支持成都做优做强极核功能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成都发展寄予厚望、提出更高要求。
国家赋予成都“三中心一基地”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聚焦“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目标，《意

见》从深化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出发，提出支持成都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建设特色化专业化产业园区3条举措。

已有基础，接下来还将怎么干？

提升园区核心承载力 打造培育产业集群
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5月19日，华为在成都发布两款
首次应用鸿蒙操作系统的商用电脑，
这标志着国产操作系统在商用电脑
领域实现重要突破。

2024年10月，英特尔宣布再次扩
容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封装测试基地，
距离其首次签约落户已过去20多年。

知名企业纷纷“扎堆”增资成都，
与城市产业集群关系紧密。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意见》给出的指引是——推动电子
信息产业率先迈入世界级产业集群
行列，增强软件和信息服务、高端能
源装备等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围绕“抓住大企业、盯住大行业、
做实大产业”，深入推进产业建圈强
链、立园满园，成都不断做强做优做
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知名企
业在成都良好发展，本土企业也快速
成长，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

华鲲振宇高级副总裁刘东透
露，基于“鲲鹏&昇腾”根技术，华鲲
振宇已上市50多款自主品牌计算产
品，成为数字基础设施国产计算首
选品牌。

“《意见》不仅为成都建设全国先
进制造业基地指明了方向，更让我们

这样的企业清晰目标。未来，我们将
继续扎根成都，以自主算力底座助推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刘东说。

集链成群。目前，在以先进制造
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中，成都已成功
培育创建 5 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2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2 个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5 个国
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广
泛分布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高端能
源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生物医药等
领域，同时已创建储备4个省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12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培育创建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人工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是按
天算的。”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副总经理陈洋说，这既是行业爆发时
期的特性，也是他们在成都造机器人
的亲身体会。

在2024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
破 1000 亿元后，成都力争 2025 年全
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1300
亿元、增速超过 30%，加速打造全国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

“现在是真正拿订单、做营收，

‘跑出来’的关键时刻。”陈洋道出了
机器人产业的现状。

“《意见》提出，要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加快成势，前瞻布局未来产
业。面向未来，我们要着力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育增量。”市经信
局市新经济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要动力、育增量？
秉 承 用 户 思 维 ，成 都 开 放 场

景，把城市变成“试验场”。今年 3
月，成都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成

立，截至 6 月上旬，已发布场景需求
836 个、场景能力 381 个。“这种高频
场景对接，让研发‘有的放矢’。”陈
洋说。

破解新兴产业发展成本高、技术
门槛高等现实问题，成都鼓励企业

“揭榜挂帅”，联合攻关。这有助于针
对最迫切的科研难题，以开放式创新
的形式，最大程度调动社会各界智力
潜能，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日前，在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GE 医疗中国精准医疗产业基地（一
期）项目顺利通过并联验收，正式投
入使用。这是全球医疗器械巨头GE
医疗近年来在中国西部新增布局的
首个精准医疗产业化基地项目。

在2025年一季度的区域经济版
图上，四川天府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筹）以一组亮眼数据勾勒出强劲的
发 展 轨 迹 —— 主 攻 产 业 增 速 达
154.68%，规上限上营业收入增速突
破 130%，在全市 22 个省级产业园区
中稳居第一梯队……

园区是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
场。“支持成都开展‘立园满园’行动，
建设特色化专业化产业园区。”《意
见》这样指出。

深入推进“立园满园”行动，目前，
全市重大项目向园区集中，重点企业
向园区集聚，重要资源向园区集成。

数据可以说明——
今年 1—5 月，园区新招引重大

项目的个数、总投资分别占全市90%
以上，园区内规上工业企业家数占全
市80%以上，园区内企业获直接融资
金额占全市90%以上。前5月，园区

新引进重大项目480个，新开工重大
项目57个。

“通过开展成都市制造业特色产
业园区培育，我们致力于打造一批产
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深度融合、竞争
能力强、运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园
区。”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高效运营成都市现代产业
发展促进中心，强化“立园满园”工作
统筹，加快把园区建设成为全市高质
量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培育制造业特色产业园

前5月新招引重大项目占全市90%以上

近日，在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崭新的工厂
内，一条条“成都造”工业无人机装备产线正在满
负荷运转。

“我们去年业绩实现了3倍有余的增长，今年
预计也将实现大幅增长。”傲势科技首席技术官谢
瑞强说。企业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深化及产业
链协同等方面的持续突破与创新，订单量是其成
果的直观展现。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核心技术纯自研。”谢瑞
强介绍，“我们在智能控制、飞行器平台设计及制
造、云平台等领域形成了核心技术优势，整体技术
水平国内领先，部分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无人机已交付至北美、南美、非洲以及中东、东
南亚、中亚等地区。”

“成都适合创业创新。作为工业级无人机链
主企业，傲势科技的发展深度融入本地产业生
态。”谢瑞强说。近年来，成都在低空经济领域构
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飞行器产品实现从10
千克到吨位级全覆盖。现在，正积极探索低空经
济场景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速迈向“工业
无人机第一城”。

“聚焦无人机关键技术研发，公司与电子科技
大学等高校保持深度合作，并与成都低空经济代
表企业在飞控系统、航电设备等领域互补合作，从
而降低研发成本。”谢瑞强表示，受益于本地航空
产业集聚效应，企业供应链本地化配套优势显著，
涵盖机体结构件、数据链、吊舱等。

自研技术为“翼”
无人机加速腾飞

生物医药园区
做强生态“磁吸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艳玲 吴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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