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区：抢抓“双区驱动”历史机遇，做实做好“高”“新”两篇文章

打造国际领先城市发展新轴带

采写：本报记者 宋显晖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通讯员 朱高轩

40年前，珠海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
应运而生，以“敢为天下先”和“杀出一条血路”的
气魄和胆略，开启了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28年前，珠海高新区正式成立。伴随着珠海
经济特区发展的脚步，在一代又一代高新人开拓
创新、奋力拼搏下，珠海高新区从一片荒芜的滩涂
发展成新兴产业的集聚区，从珠海城乡结合的边
缘地带变身为现代化滨海新城。一路走来，朝气
蓬勃，风华正茂。

在珠海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面对粤港
澳大湾区加快发展、建设深珠合作示范区的历史
机遇，作为珠海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主平
台和珠海科技创新的主引擎，高新区如何发展才
能不负韶华，在珠海“二次创业”加快发展的征程
中与时俱进，奋力赢取未来呢？

高新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苏虎表示，高
新区将奋力抢抓“双区驱动”历史机遇，自觉融入
“两点两廊”建设，为澳珠极点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将奋力打造珠海科技创新主引擎，为珠海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
和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范增添强劲动力；将
奋力担当“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初心使命，肩
负起做实做好“高”“新”两篇文章和改革开放先行
一步的时代使命，按照市委“以珠海高新区为重点
对接深圳，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城市发展新轴带”
要求，抢占新领域、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加快
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新兴产业集聚区、转型
升级引领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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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投资千亿，建设创新、美丽、幸福高新

深珠合作独具优势，将先走一步、走快一步

高新区发展历程

1980年，深圳、珠海同时建立经济特区，肩负
着相同的历史使命，多年来两地企业合作和人才
交流密切，都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和
创新基因。在国家“双区驱动”重大战略指引下，
珠海和深圳正积极联动，充分发挥澳珠极点和港
深极点作用，共同推动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
展。去年10月，珠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要以珠海
高新区为重点对接深圳，共同打造国际领先的城
市发展新轴带”的战略部署。今年，在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又明确提出要“谋划建设深珠合作示范
区”，深珠合作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苏虎认为，珠海高新区在建设深珠合作示范
区上具有三大独特优势。一是区位优势，高新区
处于深珠合作区最前沿，唐家湾园区距深中通道
落脚点仅20公里，规划建设的深珠伶仃洋公铁两
用通道，从深圳南山区直通珠海高新区金星湾，下
穿淇澳岛，落站后环片区，两个国家级高新区将跨

海相连；二是创新优势，珠海高新区已经初步形成
与深圳相似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2019年“一区多
园”高企总数达979家，其中主园区高企数达531
家，在全市率先形成从创客空间到孵化器、加速器
的创新孵化链条；三是产业优势，唐家湾主园区
80%是科技型企业，芯片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规模
全国第八、全省第二。而且在金鼎、后环和北围片
区均拥有超过1平方公里以上的连片未利用产业
用地，将为承接深圳产业溢出提供最优发展空间。

苏虎表示，下一步高新区将坚决落实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坚持“对标学习、链接承接、服务支
撑、协同合作”，在深珠合作上先走一步、走快一
步，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推动基础设施联通、科技创
新融通、营商环境畅通，以金星湾为核心区域，稳
妥推进淇澳岛整岛开发、后环片区新城市中心，高
标准建设高新区“一水两岸”深珠合作示范区，举
全区之力加快打造国际领先城市发展新轴带。

珠海高新区从一座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海滨小镇建设成初具规
模的现代化科教新城，逐渐成为珠海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引擎、
主战场、主阵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七个”加速转变，多项事业
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高新区的成长壮大见证了珠海经济特区
40年的改革发展，高新精神也是特区精神的接续传承。

（一）发展格局从单一片区向“一区多园”加速转变

从1992年初创时期仅三灶管理区9.8平方公里管辖范围，逐
步形成了包括唐家湾主园区、南屏工业园、三灶工业园、新青科技
工业园、富山工业园、航空产业园、横琴高新技术和科技研发园区
在内的“一区多园”发展架构，区域面积增加到359.76平方公里。
2000年创建第一个由地方与科技部共建的“科技创新海岸”；2015
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珠海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2019年8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实施《完善珠海国家高新
区管理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逐步构建“一区多园”联
动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169个国家级高新区综合评价排
名中，珠海高新区上升至第22位，创历史新高。

（二）创新发展从先天不足向做优做强加速转变

建区时年营业收入仅3.57亿元，2019年总营收突破3000亿
元大关，2019年高企总数达531家，目前共有上市挂牌企业36
家。国家级重大科技装置天琴计划，省海洋实验室、清华（珠海）创
新中心和珠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等重大科技平台相继落户。

（三）新兴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聚集群加速转变

2004年珠海高新区软件园获批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为广东第3家获批的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2017年高新
区智能配电网装备产业集群升级为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2018年珠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在全国排名第8、广东排名第2，高
新区占全市近50%。近5年年均增长率超过20%。

（四）开放创新由谨慎探索向先行先试加速转变

2009年、2010年分别设立全国第一家高新区知识产权法庭
和知识产权检察室。2015年在全省率先出台产业人才共有产权
房政策，2018年全市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惠景慧园”656套住房
配售完毕。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港湾1号利用1万平
方米打造港澳青年“1元创业空间”。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在主园
区设立外资企业，在以色列、美国、香港等地设立离岸创新中心。

（五）城市面貌从海滨小镇向科教新城加速转变

1999年珠海市政府与中山大学签订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合作
建设协议，北师大珠海分校、UIC、北理工珠海学院相继落户。交
通枢纽从最开始仅港湾大道一条主干道，初步建成“三纵三横”主
干路网，八大片区市政路网，形成“外联内畅”交通路网体系，深中
通道、深珠伶仃洋通道正在规划建设，珠海北部交通枢纽地位正在
形成。

（六）社会事业从基本保障向优质均衡加速转变

与中山大学合作办学，与北师大签订托管协议，形成金鼎、唐
家两校两翼格局。在全市率先推出户籍人口“小病基本免费，大病
救助兜底”健康高新六大惠民政策；2020年6月，获评“国家级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立全市首个社区网格化治理“数字高
新”通用平台。

（七）党的建设从基础夯实向引领创新加速转变

区党委2018-2020年连续3年出台区党委一号文聚焦基层
党建；构建形成“2+7+N”三级党群服务中心，打造10分钟红色服
务圈，在全市率先成立区党委党校；2018年9月成立全国首个互
联网行业党工委；2019年12月，正式成立高新区“一区多园”大党
委，统筹协调“一区多园”改革创新事项。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
满收官之年，也是谋划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之
年。立足“十四五”，高新区设定的目标是：积极推
动“一区多园”经济规模突破5000亿元，高新技术
企业增加至1500家，力争跻身全国一流创新高新
区；唐家湾主园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40亿元，投
入1000亿元建设资金，人口规模达60万人。

要实现这些目标，高新区须从四个方面努力。
一是全力打造区域创新高地。集聚高端创新

资源，建优“天琴计划”、省海洋实验室等科研平
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联合攻关和产
业化应用，支持UIC建设区域协同创新中心，支
持澳科大在高新区设立研究生院，引进培育高端
人才，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
和高端人才栖息地。建设更多科技资源支撑型、
高端人才引领型孵化载体空间，继续办好“菁牛
汇”创新创业大赛，打造湾区优质创新创业创造热
土。拓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支持企业参与制定
国际标准和规则，开发新兴市场，鼓励企业深度融
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二是全力壮大新兴产业集群。发挥主导产业
引领作用，围绕市委市政府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总体目标，重点打造软件和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
医疗器械、智能制造与机器人等三个百亿级产业

集群，发挥集聚效应和品牌优势，形成“龙头企
业+”特色创新生态。聚焦战略前沿领域，努力打
造海洋经济、新能源新材料、高端打印设备和5G、
区块链等若干个十亿级产业集群，发展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全力建设北部交通枢纽。建设珠海北部
交通枢纽，推动建设“两通道、两地铁、两快线”（即
深中通道、深珠通道、广州地铁18号延长线、珠海
地铁1号线、金琴快线、兴业快线），形成与广州地
铁相接、与深圳跨海相连、与港澳紧密联通的交通
布局，实现“1小时交通圈”，建成“三纵三横”市政
路网，打造“外联内畅”交通体系。

四是全力营建民生幸福湾区。建设承载服务
60万人口规模的滨海新区，再建10000套共有产
权房和人才公寓，深化与中大、北师大托管合办品
牌中小学，继续实施“小病基本免费、大病救助兜
底”惠民政策，建设中山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等
品牌医院，打造高水平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会同片区打造成为全省美
丽乡村标杆；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让天更蓝、水
更清、地更绿、环境更优美。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加快兑现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奖补资金，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和干事创业氛围，确保企业和人
才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陈辉 摄

珠海高新区从一座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海滨小镇建设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科教新城，逐渐成为珠海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引擎、主战场、主阵地。

宽阔、平整的港湾大道是高新区对
外交通便利的缩影。

蓝天、白云、大海、山林，优美的自
然环境确保了市民的生活、居住品质。

从旧厂房蜕变为智慧产业园，港湾
1号已成为高新区企业创新创业的一片
热土。

金 山 总
部基地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