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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知联会建议以高新区为依托

加快建设珠海科技创新发展极
今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

见》，明确赋予珠海创新发展先行区等五大战略定位，支持珠海加快建成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沿线重要节点城

市。市知联会会长王红勤表示，珠海正全力构建“一核一极双中心多组团”城市空间格局，高新区唐家湾主园区

被定为“一极”，肩负将区内的深珠合作示范区打造成为“珠海中央创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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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知联会聚焦“以高新区为依托建

设科技创新发展极”这一主题出谋献策。

建设基础

制约因素

对策建议

市知联会会长王红勤。

经深入调研，市知联会围绕“以高新区为依托，
加快建设珠海科技创新发展极”，提出加强顶层设
计、建立“四位一体”科创体系、加快旧工业区更新
提质、推进校地紧密合作、提供一流服务配套等八
点建议，为加快建设珠海科技创新发展极破局献
策。

建议一：凝聚共识，赋能科技创新发展极建
设。推动高新区的发展目标从经济功能区转变为
人才友好型、青年友好型、环境友好型的湾区一流
滨海科创城区。提升“一区多园”管理层次，理顺管
理体制；建立统一的招商平台，提高招商引资要素
配置效率。充分用好特区立法权，编制高新区条
例，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创新创业平台、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能等方面迈上新台阶。

建议二：加强顶层设计，打造我市乃至湾区西
岸的创新极核。深度融入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建
设，推动省大湾区办牵头协调深珠两地成立深珠合
作示范区建设的专责议事机构，建立市级层面对口
沟通合作工作机制。高起点编制深珠合作示范区
规划，共同致力于创新要素流动、创新资源整合、创
新能力提升、创新产业壮大。共同采取鼓励、支持
和保护创新的政策措施，加强技术标准制定应用方
面的合作，促进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同时加强
与国际标准衔接。

建议三：建立研发、孵化、转化、产业化“四位一
体”科创体系。坚持以领军企业为龙头，形成“龙头

企业+”特色创新生态。支持重大科技平台做强做
大，加大引进“大平台、大装置、大载体”落地力度。
推进清华科技园、港湾一号、大洲科技园等孵化器
建设，打造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特色孵化育成体
系。

建议四：加快旧工业区更新提质，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形成全区产业用地一本账加快盘活低效
产业用地，对标深圳、杭州、苏州等先进地区经验，
总结提升“港湾一号”运营经验，加快确定全区旧工
业区更新提质与低效用地再开发的路线图与时间
表，采用挂图作战方式推进工作。

建议五：整合利用高校资源，推进校地紧密合
作。转变高校引进思路，从过去以本科教育为主的
分校引进转向以研究院所、实验室引进为主，办学
方向契合高新区“3+X”产业定位；支持企业与高校
共建工程技术中心，加快高校创新创业成果转化；
由国企牵头，联合区内高校，组建创新发展研究院，
借脑顶尖专家，为高新区发展提供科学决策和智力
支撑。

建议六：坚持围绕科技创新，提供一流的服务
配套。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在15分钟可达范围内
配备居住、就业、服务、休闲等基本服务功能与公共
活动空间，丰富青年人才生活，打造青年友好型社
区，营造安全、友好、舒适的生活就业空间。同时，
要加强人才房建设力度，为人才及其家人提供高品
质的教育、医养、商业服务。

建议七：加大对高新区的政策、资源支持力
度。适当增加高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适当提
高土地的开发强度；推动科技馆等市级公共设施向
高新区集聚，研究珠海市二中在高新区异地扩建的
可能性；营造与创新创业相匹配的包容性强、宽容
失败的创新生态，探索实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
容缺受理制和包容审慎的新兴产业市场准入和行
业监管模式。

建议八：加强产业投资力度，提升科技金融支
撑。发挥政府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杠杆撬动作
用，通过组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引导创投资本、创
新项目、创新人才向高新区聚集。加大国企天使投
资对初创型科技企业的投资扶持力度，助力一批掌
握核心科技的初创企业开好局、起好步。通过设立
各种类型的VC、PE基金，扶持成长型科技企业做
大做强。

同时，创新融资模式，借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的发展契机、特色金融政策和要素的聚集红利，
推动金融资本和科技创新的对接，改善创业投资环
境。

加强顶层设计等多措并举
经深入调研，市知联会认

为，以高新区为依托建设科技创
新发展极具有基础优势。

其一，区位优势突出。在高
新区一小时可直达广州、深圳中
心区，半小时可直达南沙、前海
两大自贸区，是珠海接受广州、
深圳两大城市高端产业和创新
要素溢出的第一站。

其二，产业具备一定基础。
2020年，高新区在全国高新区综
合排名第19位，区内80%是科技
型企业，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全国排
名第5位，初步形成从创客空间到

孵化器、加速器的创新孵化链条。
其三，人才储备相对充足。

高新区内高校资源密集，在校大
学生超过7万人，有全市领先的
11个孵化器加速器，每10万人
口中拥有的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人数高达4万人。

其四，生态环境优美、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开敞空间面积
占全区面积比重达70%，有多
个自然保护区。唐家湾镇是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积淀了厚重
的香山文化底蕴，近现代名人辈
出，是珠海文脉所在。

区位有优势 产业有基础

市知联会指出，高新区建设
科技创新发展极目前存在一些
制约因素。譬如，无论是人口规
模还是经济规模，高新区占全市
的比重只有8%左右，能级量级
小，难以支撑“一极”的发展；尚
未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软件与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两大主导产业缺乏龙头企业带
动，产值规模较小，产业链不全；
缺乏市级高档次公共服务设施，
文教体卫社等基本公共服务配
套不完善，围绕科技创新发展的
产城融合水平较低等。

能级量级小“龙头”企业少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摄影：本报记者 程 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