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开新局起好步

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十三五”时期，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2 万亿元“门槛”，达到 2.27

万亿元，年均增长 8.1%。● “十四五”时期，全市工业产值总量将突破 3

万亿元，建成汽车、电子、装备等一批千百亿级产业集群，其中今年全市

规上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到 2.4 万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工业投资和利润均

增长 6%，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65%。

2 月 19 日，2021 年全市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举行，唐良

智市长出席会议并讲话，郑向东副市长主持会议。

市经济信息委主任陈金山在会上作工作报告，总结回顾“十三五”及

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对“十四五”及 2021 年重点工作做了安排部

署。涪陵区政府、荣昌区政府、两江新区管委会、垫江县政府在会上作交

流发言。

有关市级部门、中央在渝单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自治县）

政府和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分管工业



负责人，产业园区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重点企业负责人在

分会场参会。

“十三五”成绩：规上工业总产值破 2 万亿

“十三五”以来，重庆工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高质量发展态势日趋向好。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2 万亿元大关、达到 2.27

万亿元，年均增长 8.1%。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4%，占全市 GDP 的比重 28%。

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8.8%。

●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庆牢牢抓住“战疫情”“抓复工”

“稳增长”“提质量”等关键工作，工业经济实现快速恢复并呈现向好趋势。



● 2020 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利润、投资分别增长 5.8%、17.3%

和 5.8%，分别高于全国平均 3 个、13.2 个、5.7 个百分点。

“十四五”目标：全市工业总量突破 3 万亿元

会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主要工作目标：

① 制造业在全市经济发展中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工业总量突破 3 万

亿元，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占 GDP 比重达到 30%。建成一批千百亿

级产业集群。

② 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体现。战新产业规模达 1 万亿元以上，

占全市工业比重达 35%。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 2%左右，全员劳动生

产率达到 40 万元/人。智能制造深度实施，两化融合发展总体水平居全国

前列。

③ 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更加彰显。川渝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态势更加良

好，汽车、电子、装备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加速构建。中心城区制造业高端

化、服务化升级，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地；主城新区制造业规模化、集

群化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两群”地区制造业绿色化、特色

化转型，形成绿色生态发展示范区。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十四五”重庆工业经济发展将以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为着力点，奋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创新发展、融合发展、绿色发

展、协同发展，壮大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努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



今年如何开好局？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开局影响全局，启程关系全程。2021 年，重庆要着力推动产业链供应

链优化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深入推进智能

制造，做优做强市场主体，科学精准施策，努力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确保“十四五”工业和信息化工作开好局。

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2.4 万亿元、增长 6%，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左右，工业投资增长 6%左右，利润增长 6%，企业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65%。

围绕上述目标，重庆将着力“三大工程”、筑牢“四大支撑”、抓实“五项

举措”。

着力“三大工程”，构 建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体系。

● 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迅速做大新兴产业规模。

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趋向，加快培育建设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

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软件信息服务等领域集群化、融合化、

生态化发展，全力构筑全市经济发展新优势。

其中，将着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壮大，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

破 6 万辆。加速充电桩、换电站、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全力推进

两江新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



● 实施“支柱产业提质”工程，筑牢经济发展基本盘。立足我市电子、

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消费品、材料产业规模优势和体系优势，实施支

柱产业提质工程，推进支柱产业转型升级。

●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工程，增强经济发展稳

定性。围绕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支柱产业，梳理形成 33 条重点产业

链，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推动全市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筑牢“四大支撑”，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深入实施智能制造、着力

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强化园区特色发展，夯实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抓实“五大举措”，精心呵护中小企业、继续狠抓“三上”“三降”、

全力做好要素保障、精准抓好运行调度、深入推进“三服务”专项行动，

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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