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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级产业集群 发展新经济优势得天独厚

发展新经济，自然离不开能够培育新经济的土壤。从
整体产业优势上来说，成都已经拥有多个千亿级产业以及
其他颇具潜力的优势产业，比如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航空航天产业、轨道交通产业，为新经济发
展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单从新经济产业发展程度来看，一方面，以科技创新、
集成创新为核心的新技术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以科技型
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风投机构为主角的新组织异军突
起。近两年，成都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共 58.4 万户，年均
增速达 34.1%。其中，科技企业 24396家，潜在独角兽企业
31家。根据统计，成都新经济总量指数、发展指数、竞争力
分别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四、第六和第七位，大数据、云计
算、数字金融等新经济代表行业在全国城市位居前列。

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科
技服务、科技金融、网络视听、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
态在成都不断涌现，金融服务不断提升，科技人才资源丰
富，消费市场广阔，这些优势都让成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
有更坚实的基础。

除了产业、市场等因素，交通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
也同样影响新经济的发展条件。在国家发改委城市中
心综合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看来，航空和高铁主导的
高速交通系统可以实现人的高效、快速流动，对应于对
时间成本敏感度高的新经济等信息集聚型产业。而成
都今年正式获批设立临空经济示范区，高水平建设国际

空港枢纽以及国际铁路枢纽、国家级高速公路枢纽，打造
全国重要的信息通信节点、数据中心和国际信息港，持续
提能蓉欧快铁，带动了资源要素的聚集，有利于新经济的
发展。

此外，成都地域文化基因独特。无论是世界最早的无
坝引水工程都江堰和纸币“交子”等发明创造，还是成都人
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度、包容度、接受度，都为新经济发展提
供丰厚滋养和创意源泉。

海归吸引力全国第三 培育新经济人才的沃土

“从新加坡回成都创业已经5年了，深感这里是一片创
业的热土。”但虹曾是SOHO中国最年轻的销售总监，也曾
在新加坡留学并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一次偶然的经
历让她决定在成都创业，创办了 WorKING 文创孵化器。
在她看来，成都发展很有潜力，除了产业基础好、市场大，
对于人才的尊重也是她很看重的一点。

近年来，成都推出了一系列人才新政，从对顶尖人才
的资金资助、海归人才的引进到鼓励青年大学生在蓉创
新创业，从“蓉城人才绿卡”到“人才公寓”，从工作到生
活，新政增强了成都对优秀人才的吸附力。

新经济人才快速聚集，天府人才行动“海外行”“城市
行”和“校园行”专项引才工程硕果累累，已成功引进5名诺
贝尔奖获得者、14 名院士、国家“千人计划”105 人。今年
1-9月，落户成都高新区的人才数超过4万，累计聚集各类
人才总量40.3万人。

吸引外来人才是一方面，盘活本地人力资源和智力优

势同样是成都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支撑。高校、科研院所聚
集，科技人才资源富集，增添了成都培育新经济的肥沃土
壤。目前，成都拥有56所高等院校，30余家国家级科研机
构，318家军工企事业单位，近500万各类人才，在大数据、
5G、机器人等领域人才储备丰富。人才可获得性位居中西
部第一，在海归吸引力上升最快城市榜单中排名全国
第三。

政策支持力度大 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

殷晓舜所在的途图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共享经济
领域的新企业，其主要共享的是停车资源，即停车位。这
次新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将共享经济明确为成都市聚焦的

“六大新经济形态”之一。
为了盘活新经济现有发展的优势，实现更大跨度更高

层次的发展，成都确立了以新技术为驱动、以新组织为主
体、以新产业为支撑、以新业态为引擎、以新模式为突破的

新经济发展路径，提出了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
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六大新经济形
态”，以及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等七
大应用场景。

根据《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成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提出更多
具体而实际的政策举措。比如支持新经济企业上市，
拟最高给予 500 万奖励补贴；建立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
的新经济人才库，根据人才贡献，在政策兑现、户籍办
理、安居保障、子女入学、投资置业、金融产品和医疗保
健等方面提供分类分级优先服务保障；设立 100 亿元规
模的新经济发展基金，对新经济企业成长段进行引导
投资等。

此外，设立全国第一个新经济发展委员会、加强国
际创新平台合作、推进公共数据库开放……一系列措施
的推出都让大家看到了成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的信心
与实力。 （文力）

11月9日，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大会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热议成都新经济发展态

势、优势和机遇，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近年来，成都新经济发展迅速，方兴未艾。2017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在蓉召开、锤子科技的总

部落户成都、58集团计划投资30亿元在蓉打造“58新经济产业园区”……关于新经济、新产业、新未来，

众多知名企业将目光投向成都。

为什么成都能够不断吸引各路创新团队和精英人才扎根蓉城大地？为何成都在发展新经济方面

信心十足，其优势和实力何在？

发挥中国—欧洲中心优势
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在成都高新区，一座高达192米的“人”字形建筑矗
立在这片土地的天际线上，这里正是中国首个对欧合作
综合服务平台——“中国—欧洲中心”的所在地，已成
为中国西部对外交往、对欧全面合作的新平台，带动区
域发展的开放新高地。

今年 5 月，“中国—欧洲中心”在成都高新区 Icon·
云端正式启动。该项目采用 6+N功能布局，内设欧洲商
品贸易展示交易中心、中欧技术交易中心、欧洲中小企
业 （双创） 孵化中心、欧洲企业总部基地中心、欧洲国
家经济发展促进机构办事中心和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6
大功能区，以及剧院、国际艺术展览、欧洽会永久会
场、中欧企业家联合会、国际酒店等综合配套服务区。

致力于打造中国西部与欧洲进行贸易、投资和技术
合作的综合性服务平台，“中国—欧洲中心”是“一带
一路”对外开放的新旗舰、中国西部对外交往、对欧全
面合作的新平台。它将快速衔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蓉
欧快线等交通枢纽，有效实现全球互联互通，推动中欧
企业在资本、品牌经营、市场拓展、跨国技术转移交
易、项目开发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为加快聚集欧洲
商务、科技、教育、文化和艺术展览等资源提供了极大
便利。

根据成都高新区对外发布的 《关于推动“中国—欧
洲中心”建设的若干政策》，成都高新区对于欧洲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企业、人才入驻“中国—欧洲
中心”，将给予房租减免、运营补贴、一次性装修补贴、

项目启动资金、配套
服务等多项扶持。

成都高新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国—
欧洲中心”将快速衔
接 成 都 天 府 国 际 机
场、蓉欧快线等交通枢纽，有效实现全球互联互通，推
动中国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全方位合
作，带动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

共享全球成功经验
欧洽会收获丰硕成果

10月25日，第十二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
谈会（以下简称“第十二届欧洽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
会议中心开幕。来自中欧双方的近500名代表参与开幕式。

第十二届欧洽会以“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为主题，
结合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和深
入实施“蓉欧+”战略，寻找“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投
资、贸易和科技领域全面合作的契合点和新机遇，共促
蓉欧全方位的深度务实合作。

欧洽会已连续举办十一届，累计参会的欧方企业达
3120余家，中方企业达 5720余家。成功安排企业配对洽
谈 24,500 多场次，达成意向性合作协议 2053 项，并已发
展成为欧盟成员国参与最多、欧方企业参与最广泛、中
欧交流规模最大的投资、贸易和技术创新合作盛会之
一。是中国西部全面开展对欧合作的重要桥梁，在推动
西部企业国际化以及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技术交流
与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积极走向开放最前沿
激发对欧合作新活力

作为中国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都高新
区不断加快国际创新合作，面向全球汇聚创新资源。如
今，成都高新区国际化进程持续加速，已成为中国西部
地区经济外向度最高、国际化参与能力最强、科技创新
实力最优的区域之一。1-9月，全区经济发展保持稳中向
好态势，累计实现产业增加值 1158.1 亿元，同比增长
9.3%。

“中国向西看，欧洲向东看。”如今,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时代背景下，成都高新区与欧洲的创新合作不断升温。

今年6月，一场行程万里的成都高新区科技企业“欧
洲行”活动，从成都高新区出发，迈向万里之外的欧
洲，让高新企业的创新能量在海外市场得以释放。

7 月，继去年与法国索菲亚科技园结为姊妹园区以
来，成都高新区又与英国谢菲尔德创新园区签订“姊妹
园区”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航空航天、运动健康等领域
展开深度合作。

今年 10月，欧盟研究与创新中心“ENRICH中国西
部中心”正式揭牌，将入驻“中国—欧洲中心”，成为欧
盟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 落地中国的第一个区域分中

心。法国索菲亚科技园与成都高新区共同启动索菲亚科
技园中国创新中心和成都高新区 （欧洲·法国） 创新中心
双中心。此外，“中国—欧洲中心”入驻机构文本交换仪
式也在开幕式上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今年与成都高新
区一道，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成都创新合作项目”，
致力于支持高新区建设欧亚新经济自由贸易区，举办欧
亚新经济自由贸易区高峰论坛；支持成都围绕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国际创新合作；支持成都成为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影响力金融创新试点城市，充分利用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影响力金融平台及影响力评估实验室资源；
打造国际化智慧城市示范园区。

在持续深化对欧合作的基础上，成都高新区已在全
球设立 18个海外人才离岸基地，推出连接海内外的“连
锁型”高新技术服务超市，打造链接全球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的高新服务，着力实现创业团队、资本、技术在更
大空间、更深领域的双向流动。

今年4月，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都高新
区在打造开放型经济新载体上再进一步，国际开放创新
合作又上新台阶。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推进“全球顶级
科技园区合伙人 （TSPPP） ”计划，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
链，筹设全球化产业联结基金，以资本为纽带，大力培
育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芯片等基于互
联网的新兴业态。

成都高新区成都高新区对外开放窗对外开放窗口效应凸显口效应凸显
贾振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

放力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成都，地处“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点，正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倡议，实施“蓉欧+”战略，建设中国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而成都高新区作为成都创新、开放的前沿阵

地，更加凸显其现代化、国际化的形象。

成都高新区与素有法国“硅谷”之称的索菲亚科技园结为“姊妹园

区”、携手发起成立世界一流科技园区联盟、启用中国—欧洲中心、成功

举办欧洽会，更体现了开放包容、注重国际合作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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