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2021·04

先锋经验J 他山之石

保税港区空港功能区的重庆翊宝智

慧电子装置有限公司就按下了新发

展的“加速键”，10多条生产线同

时开足马力投入生产。

“我们上半年的订单已经基本

排满。”3月18日，重庆翊宝智慧电

子装置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经理姚

广春告诉记者，从开年到现在，翊

宝的生产经营状况持续稳中向好，

产值同比去年有明显增长。

谈及增长原因，姚广春认为，

一方面，翊宝服务的客户是大品

牌，受国际芯片市场波动的影响较

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翊

宝响应政府号召，倡导员工就地过

年，春节期间不停工，劳动生产力

得到了保障。“春节过后我们又招

收了一批员工，进一步扩大了产

能。”姚广春透露，目前，翊宝已

经有超过3万名员工投入正常生产

经营。

对于企业今年整体走势，姚广

春也给出预判：“下半年翊宝应该

会有新的产品上线，目前与客户的

沟通也比较顺畅，预计今年的生产

经营状况较去年会有提升。”

翊宝生产经营的提升状况，折

射出了重庆电子产业今年以来产销

两旺的现状——由于笔记本电脑的

配套供应体系能满足多种智能终端

的生产，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智

能电子笔等关联产业也在重庆蓬勃

发展。

在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旭

硕、纬创、仁宝、翊宝等重点加工

贸易企业，不仅加工生产笔记本电

脑、台式机、一体机、平板电脑，

还生产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

智能终端产品，加工包括华硕、宏

基、苹果等智能终端品牌，年产能

达5000万台（件），形成千亿级产

业规模。

如今，重庆正在积极优化电子

信息产业的供应链，已建成“IC设

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原材料

配套”集成电路全流程体系，建成

了集运营商、品牌商、代工厂和配

套商于一体的智能终端产业链。

截至目前，重庆计算机整机及

配套产业占比高达51.7%，手机及配

套产业占比为19%，电子核心部件、

智能仪表等其他电子产业合计占比

为29.3%，初步形成多点开花、错位

发展、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

让产业链“落地生根”

作为重庆市电子产业的核心阵

地，目前，重庆两江新区聚集了康

宁玻璃、联创电子等27家核心配套

企业，基本形成包含玻璃基板、精

密注塑、精密冲压、光学膜、背光

源、导光板、大宗气体等的完整产

业链。

重庆仁宝公司行政资深经理

万良憬表示，目前，重庆笔电配

套企业贯穿产业上中下游，除处理

器芯片、显卡等核心元件外，仁宝

集团约一半的零配件已实现“重庆

造”。如果加上四川内江、遂宁等

相邻城市，配套率还能更高。

物流方面，重庆构建了相对完

善的多式联运体系，仁宝的产品可

通过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

长江黄金水道等运往世界各地。

“重庆的物流条件日臻完善。”万

良憬感叹。

除此之外，重庆近年来积极推

行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也让

仁宝等公司尝到了“甜头”。

2018年，在两江新区保税港区

支持下，重庆仁宝公司开始对生产

线进行升级，效果立竿见影——最

多时生产线需要220人，如今生产线

只有40人，且都是技术工。目前，

重庆仁宝公司SMT表面贴装生产线良

率由98.5%提升至99%，组装线良

率由97%提升至98.5%，人力成本减

少31%。

除此之外，如何进一步做大做

强电子信息产业？两江新区给出的

答案是：利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政策扶持等方式，集中重点、着力

发展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智能终

端以及汽车电子四大板块。

在招商引资领域，两江新区一

手抓研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

全力构建“芯屏器核网”全产业链

和“云联数算用”要素集群。

构建“芯屏器核网”全产业

链，两江新区已经培育引进了京

东方、紫光华智、奥特斯、万国半

导体等一批龙头企业，形成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智能硬件等产业

集群。

围绕“云联数算用”要素集

群，两江新区聚焦工业软件、高

端行业应用软件等重点方向，引进

了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信息产

业领军企业，并积极推动中移物联

网、马上消费等企业开展工业互联

网、区块链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从两江新区的探索可以看出，

在系统性推动下，重庆创新加工贸

易方式使产业链落地生根，带来了

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纵向整合产

业链带来了品类的横向扩散，也催

生了重庆“芯屏器核网”等新兴产

业发展，推动重庆电子信息产业

加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