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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庆）首次在渝举办

承接产业转移 重庆瞄准这六大产业

北京证券交易所11月17日发布消息称，为落实中国
证监会关于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意见相关任务
要求，提升上市公司辨识度，方便投资者搜索、交易北交
所上市股票，北交所启动为上市公司股票使用920代码
号段相关准备工作。

据悉，北交所设立之初，为实现平稳起步和顺畅衔
接，上市公司股票沿用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时的证券代
码。目前，北交所开市满两年，为回应市场各方对北交所
股票启用独立代码号段的期盼，北交所拟为上市公司股

票启用920代码号段。
主要安排为：新增上市公司使用新证券代码一体完

成询价、申购和上市，不再单独分配发行代码；公司上市
后，自上市首日起产生新的交易行情、信息披露等内容，
不再与新三板挂牌期间连续展示；因新三板挂牌公司到
北交所上市导致证券代码变更的，不影响投资者持股余
额及持股时间连续计算，不改变股份质押冻结、司法冻结
（包括轮候冻结）等状态。

据了解，为给各方预留业务、技术准备时间，920代码

号段首先将在新增上市公司使用；对于存量上市公司的
证券代码切换，北交所正在积极研究实施方案，将在方案
成熟时尽快向市场公布。

北交所表示，自即日起，证券公司等各市场参与者即
可启动相关业务、技术准备工作，做好投资者服务和培
训。北交所将在工作全面就绪后，向市场发布通知，正式
启用920代码号段。

据新华社

股票920XXX，要来了
北交所启动股票使用920代码号段准备工作

1场综合活动、6场专题对接活动、800客商齐聚……11月20日至21日，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
动（重庆）首次在渝举办。

近年来，重庆深度跟踪把握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大势，精准确定阶段性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以高水平承接
产业转移，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单2020至2022年间，重庆就累计承接工业投资项目4670个、到位资金6425亿
元，涉及电子信息、汽车、医药、材料、装备制造、食品等产业领域。

如今，重庆这些产业发展情况如何？本次对接活动，重庆将聚焦哪些领域，重点承接哪些产业项目？一起来看看吧。

今年 9 月，第 4 亿台“重庆
造”惠普电脑下线。

作为落户重庆的第一家
计算机品牌商，惠普与重庆
结缘始于2008年。随着惠
普在重庆建成笔记本电脑
生产基地，产业链上的广
达、英业达、纬创等企业也被
吸引过来，重庆电子信息制造
业逐步迈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发展历程，最终形成了“品牌多元、智造多家、配
套多类、产品多样”的完整产业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重庆已集聚规上制造业企业
近800家，并已逐步构建起1个五千亿级智能终端
产业集群，以及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仪器仪表、能
源电子等数个百亿级产业集群。

今年前三季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集
群完成产值超过5000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加速
向高端迈进。

市经济信息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接活动
将聚焦功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汽车电子、太阳能
光伏、锂电池及新型储能、新型显示等多个领域，开
展产业合作洽谈对接，推进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
发展。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
前三季度产值超过5000亿元

作为老牌汽车工业城市，重
庆正聚力打造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群。今
年1至10月，全市汽车产业
实现产值3816亿元；产量
18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32万辆、增长14%。

“重庆在新能源这条新
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背后
既有雄厚基础的支撑，也离不开
产业转移带来的新活力。”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重庆先后承接了比亚迪动力电池、
信质驱动电机等一批核心零部件项目，有力促进全
市汽车产业加速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升级。

本次对接活动将大力引进汽车芯片、汽车软
件、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配套环节企业，特别是
以渝西地区为重点，聚焦12个总成、56种部件再引
进一批补链强链项目，持续推动传统燃油汽车零部
件企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配套转型，打造全国领先
的应用生态，构建国内最为完整的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前10月汽车产值3816亿元

“神舟”系列飞船、“嫦娥”
系列卫星、“长征”系列火
箭、C919国产大飞机……
这些“国之重器”中，使用
了大量“重庆造”关键高
精尖铝合金材料。这些
材料全都来自中国铝业
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中国铝业集团有
限公司与重庆市政府联合组建中铝高端制
造。落地重庆四年，中铝高端制造取得快速
发展，2022 年，产销规模为全国第一、全球第
三。

“中铝高端制造是重庆承接产业转移、加强央
地合作的典型案例。”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全市先进材料产业创建了6个国家级新材料
产业基地，今年前三季度先进材料产业集群实现规
上产值 4754.8 亿元，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
41.8%。

本次专题对接活动将大力引进轻合金、优质钢
材、精品铜材、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端合成材
料企业，加强氢能材料、锶盐新材料等引育工作，打
造产业新增长点。

先进材料产业
前三季度产值4754.8亿元

近年来，重庆先后承接三一
重工西南制造基地、凯盛科
技西南智能装备研发制造
基地项目，助力全市装备
制造行业新增长点快速形
成，吸引了广数、华数、川
崎等机器人以及埃马克、
利勃海尔等中高档数控机
床相继落户，构建起“整机制
造+零部件配套+系统集成”的智
能装备及智能制造全产业链集群。

受益于精准的产业转移承接，全市装备制造业
加速向集成化、信息化方向迈进。今年前三季度，
我市全口径装备制造产业完成产值6657.1亿元，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4.6%。

此次对接活动，重庆将以工业机器人、数控机
床、智能检测装备等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企
业为重点，吸纳制造齿轮、轴承、模具、连接件、密封
件等装备基础件的企业，加强本土对智能装备行业
的配套能力；同时围绕航空物流、安全应急、新兴消
费、勘探勘测等领域，大力引进无人机企业。

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产业
装备制造前三季度产值6657.1亿元

重庆国际生物城，总体规划
面积约64平方公里，是全市唯
一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和生物医药重点关键产业
园，目前已累计引进生物医
药项目100余个，协议达产
产值超1000亿元。

重庆国际生物城的发展
是重庆承接产业转移、打造特
色优势产业集群的一个生动写照。

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千亿级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加快构建“1+5+N”医药产业体系。
其中，以重庆国际生物城为核心，打造1个国家级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
高新区、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涪陵区、大渡口区5
个集聚区为骨干，加快产业集聚发展产业基地；鼓
励其他条件具备的工业园区，根据自身特点建设医
药产业特色园区。

本次对接活动，重庆将围绕抗体、重组蛋白及多
肽药物、疫苗等重点领域加大引进力度，围绕体外诊
断、智能装备、高值耗材等领域发展医疗器械产业，
对生产急性传染性疾病及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
等重大疾病领域一线用药的企业提供发展平台，大
力承接原料药产业转移，做强特色原料药和辅料。

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产业
加快构建“1+5+N”医药产业体系

目前，重庆已创建食品
类市级特色产业基地 11
个，建成100亿级农产品
加工示范园区7个、50
亿级示范园区8个，累
计培育产值10亿元以
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43
家、50亿元以上5家，建
成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平
台9个。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规
模以上企业实现产值同比增长4.3%，新签约项
目共327个，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市经济信息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接
活动，重庆将围绕粮油、休闲食品、预制菜、火锅
食材等特色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在大宗物资
集采集散、保税加工、仓储贸易、区域总部等领
域引进一批产业带动强的龙头企业，在品牌孵
化、技术转化等领域引进一批“小而美”的专精
特新企业。

据华龙网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前三季度新签约项目32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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