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建议加快推进珠海-江门大型产业园区建设

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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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建议，
我市应当积极、主动地争取大园
区规划建设的主导权，争取工作
中的主动。一是要抓住窗口期，
先于省和江门市完成大园区跨越
式发展的路径研究，提出实操精
度的园区管理模式，体制机构构
架模式和资产运作模式，招商策
略和政策建议。二是表达我市期

望统筹主导大园区建设的意愿和
信心，展现珠海敢于担当，敢于作
为的发展魄力。三是要设法统筹
产业发展基金等产业资源和符合
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可转移
项目资源，率先投入，率先引领，
强化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
和江门市对我市在园区开发建设
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信心。

建议一：

主动担当统筹大园区规划建设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摄影：本报记者 程 霖

2021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打好村
镇工业集聚区升级改造攻坚战，在湛江、珠海-江门、汕
头等区域规划建设三个大型产业园区”。“粤港澳大湾
区要培育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首先要解决工业
转型升级空间载体不足的问题。”在今年的市民主党
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暑期座谈会上，九
三学社珠海市委会主委贺军认为，规划建设珠海-江门
大型产业园区，是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

决策部署，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实施“1+1+
9”工作部署以及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
的重要举措。

对此，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建议，我市应当积极、主
动地争取大园区规划建设的主导权，用足用好省级层面
的高效统筹机制，打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联动牌，加快
建设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平台，创新思路拓展园区投入融
资平台，加快推进珠海-江门大型产业园区建设。

经深入调研，九三学社珠海
市委会认为，规划建设珠海-江
门大型产业园区拥有区域联动
红利、空间发展红利、产业基础
红利、省级政策红利等有利条
件。

区域联动红利。珠海-江门
大型产业园区地处珠江口西岸都
市圈，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凸
显。园区毗邻深珠创新走廊，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隔水相望。
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
持续深入推进，珠海-江门大型
产业园区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地
位与作用将日益凸显。

空间发展红利。珠海-江门
大 型 产 业 园 区 总 规 划 面 积
1172.13平方公里，其中珠海辖
区内面积约545.11平方公里，江
门辖区内面积约627.02平方公
里。江门目前土地开发强度仅为
9%。因此，珠海-江门大型产业
园区是“大湾区一小时经济圈”

内，空间容纳能力最强，产业配套
最完善的产业承载空间。

产业基础红利。2020年，珠海
片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88
家，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800
多亿元，已经初步形成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现代
产业体系。江门土地资源优势明
显，在“十三五”期间江门全市完成
制造业投资是珠海2.5倍，其工业
后发优势不可忽视。

省级政策红利。省工信厅在
《关于支持大型产业园区建设的政
策意见》中针对用地、资金、项目引
进等方面已经提出了很多支持大
型产业园区的政策建议，其中不乏
珠海发展急需的政策。

不过，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也
指出，推动珠海-江门大型产业园
区规划建设，要解决跨行政区域管
辖使主导权归属、产业统筹规划功
能失效、考核指标同质化以及园区
建设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区域空间产业政策多重利好叠加

发展建议

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指出，目
前，我市对科技与产业合作的目标
导向和激励机制均有所欠缺，导致
企业和研发机构的供需对接效率
不高，实践型人才不足。

对此，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
建议，加快建设高质量的科技创
新平台。一是推动在珠高校及科
研机构建立市场化导向的考核及
评价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的

积极性。二是成建制引进国外成
熟机构或指导国企建立产业转化
第三方服务机构，打通成果转移
转化全流程。三是构建对横向课
题的政策认同机制。对珠澳境内
高校、新型研发机构与企业合作
开展的横向课题，分级分类纳入
我市科技研发计划予以立项，以
更好发挥新型研发机构对产业的
支撑作用。

建议四：

加快建设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平台

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建议，
用足用好省级层面的高效统筹机
制。与广东省大型产业园区规划
建设工作专班做好沟通配合，及
时解决珠海、江门两地意见和分
歧，理顺两地的收益分配机制，发

挥其在两地意见无法统一时的
“一锤定音”作用。同时，发挥工
作专班的省级协调作用，从机制
上主导制定实施差异化的考核指
标和考核机制，引导珠海、江门错
位发展。

建议二：

用足用好省级层面的高效统筹机制

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建议，打
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联动牌。一
是充分发挥“海港”“空港”的双港优
势。积极争取上级支持，争取国家
和省将具有“大规模”“大吞吐”“大
流量”属性的航天、海工等重大战略
性项目布局大园区，加速优质产业
集聚。二是围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配套所需，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在
保税物流、保税加工、税收优惠等方
面，给予大园区一定合作区的政策
覆盖或突破。三是积极争取国家有
关部门、国内知名企业、高校在大园
区内设立国家级的评审中心、质检
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为大园区提
供更有力的产业支撑。

建议三：

打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联动牌

九三学社珠海市委会建议，创
新思路拓展园区投入融资平台。
一是学习借鉴上海张江高科技园
区、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做法，充
分发挥国资、国企在服务当地发展
战略的主力军作用，推动省、市国
有资本合资或合作模式，深度参与
大园区开发建设。二是由省级基
金对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公司
进行资本金出资，形成股债联动，
充分撬动社会资本，为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支持
对新增债券额度，尤其是一般债券

额度分配向集聚区倾斜，力争5年
内，每年统筹安排集聚区新增债券
额度不少于200亿元。四是充分
发挥珠海横琴金融岛作用，园区尝
试QFLP（股权基金出资人）和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定向
引入港澳境外资金投资，降低地方
政府杠杆率。

建议五：

创新思路拓展园区投入融资平台

九三学社
珠海市委会主
委贺军。

发展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