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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桌 会新闻
嘉宾：
成都智能网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曾邦余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陈志军
西部投资会创始人、富航资本副董事长 张华云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为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推动产业数

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进程找准了主攻方向。

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指引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依托扎实的协同发展基础，逐步构建

“双核引领、联动辐射、多点发展”的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格局，共筑数字双城经济圈。

如何抢抓成渝双城数实融合新机遇？如何以数字经济生态协同赋能中国区域经济“第四极”，共谋

成渝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3月2日至3日，以“协同创新，共建双城数字经济生态”为主题的

2023年成都新经济企业市（州）行——成渝双城数字经济行活动在永川举办。来自成渝两地的相关单位

负责人、优秀企业、专家学者、投资机构等百余名嘉宾齐聚永川，就构建成渝数字经济企业合作联盟、两

地高校与职教结对帮扶、人才联合培育示范等方面进行深度交流。

数字经济的“四化”内涵：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

包括 5G、软件、AI、大数据等技术、产品和服务

等；产业数字化包括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

网等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数字化治理包括数字

政务、智慧城市等；数据价值化包括数据确权、数

据安全等。

2021 年全球平均数字经济占比45%，2020年

川、渝两地数字经济规模分别达到16000亿元和

6300 亿元，并连续三年保持 17%以上的高速增

长。成渝地区逐渐呈现出“双核引领，多点带动”的

良好态势。绵阳、德阳、宜宾等城市也不断集中优

势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步伐，在5G、智能终端、跨境

电商等数字产业领域逐渐形成特色化发展竞争实

力，与成都、重庆“双核”持续深化协同。2022年

1—11月川渝地区汽车产量近270万辆，占全国汽

车产量的11%，年产值超7000亿元，其中，重庆整

车优势明显，四川在智能网联汽车零部件方面具有

行业领先性优势。

建议依托成渝两地的投资公司，设立基金集

群，加大数字经济投资，推动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产

业赋值企业，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西部投资会创始人、富航资本副董事长张华云：

加 大 数 字 经 济 投 资
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渝双城数字经济行 用“数字”点亮“双城记”
渝西都市报记者 徐 灵/文 通讯员 敖民极/图

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路径上，我国的专家学者

提出了区别于国际“单车智能”路径的独特“中国方

案”。中国智能网联汽车是单车自动驾驶与网联式

汽车融为一体的新产品、新模式、新生态。“中国方

案”充分融合智能化与网络化发展特征，推动人、

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发展。

在践行智能网联“中国方案”发展方向上，要

贯彻《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等国家顶层战略规划，

发挥体制机制优势，快速推进车、路、云、网、图等

不同领域协同发展。要加强研发投入，增强关键

领域的突破，尤其是在云控、高精地图、车载终端、

计算以及信息安全等多领域加强研发投入，推动

核心技术突破。要做好场景应用及商业模式探

索，充分调动产业积极性。目前，全国已开放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道路里程超过5000公里，带动智能

化道路改造升级超过3500公里。这标志着智能网

联迎来规模化部署和推广的有利时机。在此基础

上，应做好场景应用及商业模式探索，充分调动产

业积极性。

建议两地政企紧抓成渝双城协同发展机遇，在

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研发、制造、测试、商业化运营及

配套政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交流，同时加强零部

件配套体系互通及智能网联汽车上路试点运行等

领域合作，共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

成都智能网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曾邦余：

紧抓成渝双城协同发展机遇
共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最

大优势，更是改革的难点与重点。要立足职业教育

的类型特色和规律，以深化产教融合为突破口，以

推进职普融通为关键点，以促进科教融汇为新方

向，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需求驱动、开放

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塑职业教育生态，进

而推动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改革重心和服务场域

的转变。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分工

细化的同时也推动着新旧职业的更替，人的职业素

质、职业结构以及职业技能也发生了动态变化。新

时代职业教育应确立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培养

目标，从“惟技偏修”走向“融合发展”。校企应围绕

产业、人才、技术等，深化“产教融合”模式，促进四链

衔接，建立“产学研用”共同体。

要聚焦产业发展态势，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聚焦川渝两地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产业集

群人才与技术需求为方向，以龙头汽车企业和高水

平高校、职业学校牵头，探索“1+1+N”校企合作模

式研究与实践，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产教融合为主

体，科教融汇为动能，促进服务产业发展、企业技术

转型升级，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支

撑。

要创新工匠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产城校融合的

发展体系。要依托产城校互动基础，在学校建设规

划中以产业发展为导向、城市资源为依托、创新驱

动为目标，统筹推进校企、校地、校际合作，建立产

城校融合的发展体系。要优化调整专业群结构，环

院校建设创新创业生态圈，大力开展现代学徒制，

助力永川打造“成就工程师的城市”。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陈志军：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能
创新工匠人才培养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