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重庆市大渡口区“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政策解读 

 

“十四五”时期，是大渡口区抢抓新发展机遇，践行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时期。根据《重庆市“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和《重庆

市大渡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

大渡口区委关于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等文件，编制了《大渡口区“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规划》紧紧围绕科技如何支撑促进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进行了研究，共包括 4 部分内容。首先，总结了我区“十三五”期

间科技创新工作的成效，分析了现阶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次，

紧紧围绕国家、重庆市的大政方针，特别是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十

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我区实际情况，

提出了“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目标；然后，根据国家、市、区重

要文件、会议精神，结合发展现状和目标，提出五个方面工作任

务 21 项具体举措；最后，提出了五项保障措施。 

一、第一章“科技创新回顾与面临的形势” 

本章主要包含 2 个部分。一是“十三五”时期科技创新回顾。

重点总结了“十三五”期间我区科技创新工作情况：全社会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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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提高至

3.98%，为全市平均水平的 2 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高新技术

企业、市级及以上研发平台等指标超额完成，为“十四五”科技创

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形

势，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 

二、第二章“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  

指导思想：把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作为主目标，把融入全市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作为主动力，把产业科

技创新作为主战场，把推动企业主体创新作为主方向，把建设高

新区建桥园作为主平台，把科技成果产生转化应用作为主抓手，

把优化创新生态作为主任务。坚持三大原则：一是高点定位，重

点突破；二是协同开放，集聚资源；三是深化改革，体制创新。 

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全区总体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环重点

产业创新生态圈基本建立，产业创新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创新主

体活力持续迸发，科技成果转化更加高效，创新体制机制和生态

环境进一步完善，初步建成以“四大支柱产业”为依托的特色优势

明显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人文科技融合新城。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以上，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4%；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9.5 件；市级及以上研发平台达到

60 个；科技型企业数量达到 550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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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家；“专精特新”小微企业达到 30 家；重庆 OTC 科创板挂牌企

业数量达到 26 家；新型研发机构达到 5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达

到 20 家；市级以上孵化（众创）平台达到 20 个；战略性新兴制

造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6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到 2035 年，全区整体创新水平

稳定保持在全市科技创新第一方阵，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在全市

处于先进行列，能够为重庆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三、第三章“主要任务” 

一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技术创新，高质量推动产业发展。围

绕大数据智能化、生态环保、大健康生物医药、文化休闲旅游“四

大支柱产业”，汽摩配、建工建筑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强

化重大技术攻关，构筑大渡口区环重点产业创新生态圈，支撑“高

质量产业之区”建设。 

二是加快集聚用好创新力量，高效能激发创新主体活力。采

取政策引导、资源整合等多方举措，实施科技企业成长工程，提

升企业创新主体引领地位。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创新科技人

才引进、培养、评价和服务机制，加速高精尖缺人才引育。 

三是加快推进协同创新体系建设，高水平强化创新支撑。围

绕重点领域发展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强化研发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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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网络化衔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实现科技创新支撑大渡口高新区

拓展园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四是加快推进双创环境优化，高品质服务创新创业。全面完

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深化创新创业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创新创

业服务体系，提升创新创业服务能力。拓展双创宣传途径，丰富

双创活动，大力营造创新创业氛围。进一步打造大渡口区特色孵

化品牌，推动现有孵化（众创）平台提档升级。 

五是加快推动创新生态赋能，高效率保障科技创新。深入开

展科技服务改革创新，破除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障碍，持续完善科

技创新政策体系。发挥科技金融对科技创新的重要助推作用，壮

大科技投资基金规模。加强科普宣传，推动科技创新服务民生。 

四、第四章“保障措施” 

主要提出 5 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健全统筹协调机制；二

是完善政策激励机制；三是强化投入保障机制；四是完善监督考

评机制；五是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