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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府办发〔2021〕80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

升工程实施方案》《重庆市制造业产业创新能力提升行动实施方

案》《重庆市制造业智能化赋能行动实施方案》《重庆市制造业

绿色发展行动实施方案》《重庆市制造业领军企业培育行动实施

方案》等 5 个重点专项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8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工程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决策部署，深度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中共重庆市委重

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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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意见》《重庆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

规划（2021—2025 年）》（渝府发〔2021〕18 号）等文件精神，

特制定本方案，实施期限为 2021—2025 年。 

一、总体思路 

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加强战略谋划、总体设计、

精准施策，围绕重点产业，找出重点链条，系统推动补链、延链、

强链和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加快补齐“短板”、持续锻造“长

板”，构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全力保障供应链稳定，

不断深化创新链、价值链与产业链融合，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

定，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开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源和增

长点。 

二、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产业链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

材料、工业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五基”

能力显著提升，产业链主要产品附加值持续提高，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实现深度融合，供应链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形成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条，建设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

造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支撑全市工业总规模达到 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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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总规模超过 1 万亿元，成为我国构建

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支撑。 

三、主要任务 

围绕构建“6+5”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

保 6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发展电子、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

消费品、原材料 5 个支柱产业），重点打造集成电路、新型显示、

被动元件、计算机、智能手机、印刷电路板（PCB）、智能家电、

MEMS（微机电系统）传感器、软件、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燃油汽车、摩托车、增材制造装备、卫星及应用、机器人、数控

机床、轨道交通装备、通机装备、轻合金、先进钢铁材料、装配

式建筑、聚氨酯、聚酰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酯、高端聚烯

烃、特色纺织品、绿色包装、个护美妆、特色食品、基因工程药

品制品、体外诊断试剂及设备、化学药品及原料药等 33 条重点产

业链。 

（一）持续完善和提升重点产业链。聚焦重点产业链领域龙

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滚动实施和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引领项

目和重大平台。推动现有计算机、手机、汽车、摩托车、工业机

器人、数控机床、轨道车辆等领域主机企业进一步扩大在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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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抓好上述领域市外其他主机企业引育，形成更大规模效应，

促进更多关键零部件企业、原材料企业来渝布局。发挥我市在集

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传感、机械传动等零部件领域和轻合金、

天然气化工等原材料领域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后端部件级、主机

级企业来渝投资。支持现有企业立足自身积累，积极向重点产业

链中与现有主营业务关联度较高环节延伸布局。加强创新链、供

应链、价值链招商与产业链招商协同，依托生产制造类项目同步

引进企业研发设计、营销结算中心等生产性服务类项目，不断提

升我市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责任单位：市经

济信息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招商投资局，各区县（自治县，含

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区县）〕 

（二）加强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基础领域研发攻关。聚焦

重点产业链，分链条梳理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

件）、关键基础材料、工业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等基础领域

需求。加强重点产业链协同创新，积极争取相关国家大科学装置

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研发平台在渝布局，加快制造业创新中

心、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三大类公共创新平台规划建设，

推动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产业链产学研联盟，聚焦关

键环节和基础领域开展联合攻关，加快实现堵点技术突破和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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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迭代。深入实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倍增计划，推动企

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品开发，促进技术突破

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积极争取大院大所、跨国企业在渝布局

研发总部或区域研发总部，大力发展独立法人新型企业研发机构，

持续壮大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科技金融、研发服务等科技服务

业规模，进一步优化重点产业链创新生态，提高创新效率。（责

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市市场监管

局、市商务委，各区县） 

（三）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重点产业链中融合应用。聚焦

重点产业链，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加快智能化装备及信息管理系

统普及，大幅增加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数量，积极参与国际标

准制定（修订），构建技术、专利、标准协同机制，进一步巩固

现有优势产品质量优势、成本优势和标准优势。推动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加快重点产业链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引育面向全

产业链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化 5G、数字孪生、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互联网中的应用，引导更多产业链企

业“上云赋能”，促进产业链供需信息高效对接，不断提升产业

链整体效率。推动重点产业链向服务环节延伸，壮大个性化定制、

设备健康管理、产品远程运维、共享制造、总集成总承包等典型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