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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名片

2022年，川渝两地装备制造业合
计实现营业收入 14023.7亿元，其中
四川 8815.5 亿元，重庆 5208.2 亿
元。当前，川渝两地正全力共建世界
级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带动德阳经
开区、重庆空港等产业园区形成合作
示范。

“结对子”
川渝装备制造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高高的山岗上，巨大的风车不停旋转。

完成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生产、组装、

运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知道，一

套风电机组主要零部件就有300多个，包

含电控系统、传动部件及发电系统等，每个

零部件都涉及研发、制造和运行维护。

“形成高水平的风电产业链配套供应

体系，必须开展全产业链协同，总的来说就

是‘专业分工、目标导向’。”中国船舶集团

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

装）供应链管理中心副总经理胡开东说，从

2017年开始，他们着手实施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主要是通过建立协同研发平台，让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在平台开展相关研

发，以此汇聚产业链各方力量，共同寻求技

术突破。

因地理相邻，一批在风电装备制造业

领域具备产品和技术优势的四川企业，成

为中国海装的重要合作伙伴。

成都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阜特）就是在这条风电产业链上，为

中国海装提供变桨系统的核心供应商。变

桨系统是大型风电机组控制系统核心部分

之一，对机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具有重要

作用。稳定的变桨控制是当前大型风力发

电机组控制技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

“我们经常邀请成都阜特的研发人员

来渝，共同开展项目研发对接，参与中国海

装科研计划制定，以此实现研发前端信息

传递扁平化。”胡开东说，在风电机组生产

制造时，中国海装也会与成都阜特等一批

上游企业加强信息互联互通，方便了解彼

此的生产计划。

与此同时，成都阜特也协助中国海装

搭建移动式实验平台，并与后者共享研发

生产变桨系统的经验。

“成都阜特分享的柜内器件布局，以及

电磁兼容和柜体散热的设计方法经验，为

我们加快变桨系统的研发速度提供了很大

便利。”中国海装研究院电气设计所副所长

吕彬坦言。

在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上“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互为配套，这样的合作案例在川

渝两地企业之间还有不少。

5月下旬的一天，位于重庆两江新区

水土园区的川崎（重庆）机器人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川崎），宽敞明亮的厂房

里，数名技术人员忙着对一台刚下线的机

器人进行技术调试。在产品仓储区，上百

台已完成调试的点焊机器人、双腕机器人

身裹遮尘袋，等待运送出厂。

“这些机器人都是市内外的汽车制造

企业定制生产的。”重庆川崎董事长廖旭东

举例说，一汽丰田汽车（成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都一汽丰田）就是近年来重庆川

崎机器人的“大买家”——从2019年以来，

成都一汽丰田先后从重庆川崎采购了220

台机器人，用于焊接、涂装、总装等生产线。

“好用、耐用，质量过硬！”对重庆川崎

提供配套的一系列机器人产品，成都一汽

丰田总务人事部部长闫增智伸出大拇指称

赞。他说，企业与重庆川崎在产业链上“结

对子”，不仅因两家企业同为中日合资企

业，还与彼此产品具有互补性有关，“特别

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以来，两

地企业互动更加频繁。”

“点对点”
川仪股份200多名技术人员常驻四川石化

作为产业链上游配套企业，如何在第

一时间满足下游企业的各项需求？

在川渝两地装备制造产业合作中，许

多重庆企业的做法是：安排技术人员定点

常驻。

“一年中，我有350天都住在这边，每

当成都一汽丰田方面对机器人产品提出各

项需求时，都能够快速到位予以解决。”重

庆川崎成都区域经理饶弢介绍，从2019年

起，他除了每月回渝一次进行述职外，其他

时间都待在成都，“点对点”为成都一汽丰

田提供机器人产品售后服务。

就在几天前，饶弢接到成都一汽丰田

人员反馈一台机器人在作业时出现问题的

电话，他当即赶到现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

对接重庆川崎技术人员进行“远程操控”，

很快解决了问题。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川仪股份）的做法，也是如此。

5月初，记者在位于四川省彭州市的

中石油四川石化工厂（以下简称四川石化）

采访时看到，厂区内绿意盎然。青枝绿叶

间，多套化工生产装置正在满负荷运行。

四川石化是西南地区第一家特大型石

油化工企业，年设计加工能力为1000万吨

炼油和80万吨乙烯，主要为四川省和西南

地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提供

能源支撑和原材料保障。

在这家工厂里，来自川仪股份的200

多名技术人员常驻于此，负责全厂所有常

规仪表及在线分析仪器的运维、检修，并配

合川仪股份下属生产企业与四川石化进行

仪器仪表设备联合研发。

“我们是四川石化主要的仪器仪表和

技术服务配套供应商，近年来双方持续开

展联合研发，共同推进一大批生产设备实

现转型升级和降本增效。”川仪股份四川石

化项目部副总经理雷中华介绍。

以PDS系统高频球阀为例，这款阀门

对四川石化生产装置安全稳定运行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此前，由于该产品长期依

赖进口，存在采购价格高、故障率高、售后

不及时等痛点。

为此，双方研发人员一道，通过多次试

验论证，成功完成首批4台PDS高频球阀

的联合开发及投用。此举不仅直接降低了

30%的采购成本，还降低了阀门故障次数

和检修次数，延长了生产装置有效生产时

间。

“川仪与四川方面的紧密联系，源远流

长，从企业名称就可见一斑。”川仪股份董

事长吴朋说，公司成立于“三线建设”时期，

名为四川仪表总厂，重庆直辖后，企业为保

持知名度仍然沿用“川仪”字号。

“目前，四川是企业的第二大客户区

域，区域产品销售额甚至超过重庆本地。

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员工往返于成渝

两地对接各项合作。”吴朋说，除了石油和

化工，川仪股份还与四川的钢铁、有色金

属、轨道交通等多个制造领域企业开展广

泛合作，并且与四川大学、西南交大、西华

大学等四川高校达成了一揽子产学研合

作。

1+1＞2
装备制造成川渝又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川渝合作，产业先行。继汽车和电子

信息产业之后，装备制造业是两地有基础、

有潜力，能够释放‘1+1＞2’能量的又一个

合作产业。”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涂兴永认

为。

为啥这样说？

四川作为国内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

一，其大型发电成套设备、石油钻采设备和

核电装备的产能、研发能力等，都处在国内

领先水平；而重庆在风力发电、单轨车辆、

垃圾焚烧等领域具有技术优势，细分市场

占有率位居国内前列。特别是近年来，川

渝两地企业聚焦智能装备、航空航天、轨道

交通、节能环保等装备制造领域，走出了一

条协同发展的路子。

来自渝北区的重庆元创汽车整线集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创汽车），很早就与

成都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开展合作。“去年企

业的销售收入中，有一半多来自四川。”元

创汽车副总经理熊平表示，川渝两地制造

业互补性很强，随着双方共建万亿级装备

制造产业集群，企业将在两地合作中挖掘

到更多商机。

围绕装备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川渝各

个方面的力量，都积极行动起来。

“自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启动

以来，渝北空港园区已经同德阳经开区对

接多次。”空港园区开发投资运营公司负责

人介绍，前不久双方又敲定了一个合作项

目，依托空港园区一家企业建立3D打印公

共服务平台，为德阳东方电机、国机重装等

重型装备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川渝共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重在产

业链融合，形成两地互为配套，无疑是关键

一招。”涂兴永表示，目前，川渝已经形成在

装备制造细分领域各有所长的产业体系，

两地装备制造产业关联程度高、互补性强，

具备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条件，

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顺理成章。

据称，川渝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

集群的蓝图，始于2021年——在当年举行

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

党政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实

施方案》出台。

按照该方案，到2025年，川渝两地装

备制造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将合计超过1万

亿元，初步形成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而在2022年，两地装备制造业已实现

营业收入14023.7亿元，提前3年完成目

标，可见两地装备制造业发展潜力巨大。

“围绕两核一带‘做文章’，将是接下来

川渝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

径。”四川省经信厅副厅长敬茂明介绍，“两

核一带”是指成都德阳地区、重庆中心城区

这两个核心区，以及G93成渝环线高速产

业协作发展示范带。“十四五”期间，川渝两

地将在上述区域重点发展能源装备、航空

航天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

据《重庆日报》

川渝合力共建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重庆日报记者 夏 元 两江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赵 鹏

540亿元！
今年年初，川渝共同发布了两地先进制造机会清单目录投资

总额。
这份清单，重点征集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三类川渝两地共同

的优势产业相关典型应用场景、新兴技术、智慧产品和解决方案，
涉及供需信息近300条，每条都与“建圈强链”密切相关。

其中，有151条聚焦装备制造业领域，该领域对川渝合作的重

要性，可见一斑。
制造业是工业经济之本，当前，重庆装备制造业已形成风

电、轨道交通、工业机器人等多个特色产业集群，有规上企业
1100多家，从业人员18万人；四川作为国内重大技术装备制造
基地和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相关科研院所和规上企业多达
3000多家。

强强合作，川渝正携手绘制世界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蓝图。

位于两江新区的中国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总装厂，员工忙着装配风电机组。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