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的科技創新競爭力在全國位居前列，背後離不開 「店
小二」 式的高效政府服務。記者在一線採訪時，感受到廣東政府

在企業發展中扮演了 「有事必應、無事不擾」 的服務角色。不少
企業家告訴大公報記者，廣東各級政府在不干預企業自主運營的
同時，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服務企業，積極回應企業需求，以簡化
流程和貼心服務為企業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廣東政府的 「店小二」 精神體現在這樣的細節中：對企業項
目遇到的堵點、難點，主動上門服務、現場辦公；在政策層面
上，從科技研發資金的資助到減稅降費的落實，都做到 「聞聲而
動、快速反應」 ，切實為企業排憂解難。

天下創科，唯快不破。為了讓企
業少跑腿、搶時間、快發展，廣東各

級政府不斷完善政策簡化審批流
程，不斷提高辦事效率，讓
企業將時間和精力專注於
創新和市場拓展，助科企
搶佔先機，贏得更廣闊的
發展前景。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提速提效
貼心服務記者手記

數讀廣東創新布局數讀廣東創新布局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南方都市報南方都市報

國家產業技術國家產業技術
基礎公共服務基礎公共服務
平台平台：： 2727家家

國家級企業國家級企業
技術中心技術中心：：

6767家家
國家技術創新國家技術創新
中心中心：： 33家家

國家級製造業國家級製造業
創新中心創新中心：：

55家家

省級以上製造省級以上製造
業創新中心業創新中心：：

4040家家

省級工程技術省級工程技術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75897589家家

全省新型研發全省新型研發
機構機構：：277277家家

▲▲位於佛山市國家火炬創新創業園的位於佛山市國家火炬創新創業園的
有研有研（（廣東廣東））新材料技術研究院新材料技術研究院。。

▲▲位於東莞市大朗鎮的南方光源研究位於東莞市大朗鎮的南方光源研究
測試平台測試平台。。

▲▲坐落在東莞市松山湖科學城的中國坐落在東莞市松山湖科學城的中國
散裂中子源散裂中子源。。 中新社中新社

支持企業
科技成果轉化

•鼓勵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等單
位採取 「先使用後付費」 等方
式，將職務科技成果許可給中小
微企業使用。 「先使用後付費」
是指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等單位
允許企業在一段時間內免費使用
科技成果，後續根據實際使

用情況來支付許可
費用。

支持企業
組織和承擔科研項目

•鼓勵科技領軍企業開放創
新鏈、供應鏈資源和應用場
景，牽頭整合集聚創新資
源，建設跨領域協同創新平
台，推動產業鏈大中小企

業融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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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甲辰年九月廿七日 第43543號
今日出紙二叠七張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2024年10月29日 星期二

技術創新，唯
快不破。資金火速下

撥、拿地立即動工、
拎包進駐…… 「廣東的服

務細緻到位，資金、場地和
產業基金的支持都讓企業如
虎添翼！」 「專精特新」 企
業中科賽凌執行總裁陳卡軍對
當地政府部門的戰略遠見、服務意
識及高效執行力印象深刻。

廣東之所以能連續七年蟬聯區域創新綜合能力
全國榜首，並孕育出華為、騰訊、比亞迪、大疆等
一批科企巨頭，背後是地方政府敢於擔當、主動作
為的真實寫照。他們精心制定產業規劃，出台系列
精準扶持政策，搭建創新平台，提高行政效率，以
「店小二」 服務精神，讓科企把精力專注於市場

開拓拚殺。這些成功舉措，對於正在大力發
展創科的香港，很有參考價值。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帥誠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新一份施政報告指出，在 「大學科技
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下獲資助的非常早期初創企業，累計總
數由2022年的330間增加至2027年的600間。要加速創新成
果落地，除了充裕資金，制度創新被視為另一關鍵突破口。
廣東省為了幫助高校和科研機構創新成果更好落地，推出
「技術股+現金股」 的制度。

作為香港首批創科創業團隊成員、中大工程學院副院
長、創新科技中心主任黃錦輝教授表示 「應該要這樣」 ，並
且他們也是這樣布局。黃錦輝指出，如果科研人員不投資的
話，科研成果知識產權是完全屬於學校，研發當中若以技術
入股投資，科研成果售出後，到手盈利自然增多，無形中帶
動科研創新發展。

破知產轉移堵點 開拓商機
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鼓勵在大學和高等教育界推動初

創發展，並投入大量金錢資助學校與學生進行初創。對此，
黃錦輝認為還需繼續加大財政投入。初創前期與商界聯繫很

重要，很多學校已成立知識轉移與科技轉移機構，促進與外
界交流。他又指出，現實來說，香港這批 「紅娘」 人才遠遠
不足，希望政府和大學投放更多資源，邀請更多具有知識產
權轉移和科技轉移經驗的人才，或者開設專門班級培養此類
人才，幫助學生或老師創新創業。

「大概6年前，學校的教研KPI評估機制就增添了社會貢
獻這項。」 黃錦輝表示，社會貢獻包含創業，但佔比不高，
估計在15%以下。他強調，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優
勢，不同大學的評估標準應該不一樣，應用型大學在創意創
業的比重可以偏重一點。

黃錦輝提到，香港中大設有學校投資基金、政府基金和
校友基金，為創業人士提供資金支持，校方亦設有研究及知
識轉移服務處，創業人士可前往諮詢相關事項，或者獲得知
識轉移和科技轉移方面的專業意見。黃錦輝表示，校方有向
初創公司的學生與老師提供辦公室，並在對外市場推廣方面
提供支援，如不定時開設展覽，邀請業界人士前來參觀，從
而吸引外來投資，擴闊市場空間。 大公報記者陳煒琛

資金人才欠政策支持
香港初創急需制度創新

穿針引線

輕盈流動的液體屏幕、仿生機器人搬重物、商業火箭載
人遨遊太空……這些曾經只存在於科幻電影中的場景，正逐
漸成為現實。不久前，廣東出台《關於加快培育發展未來產
業的行動方案》，布局未來網絡、通用智能、生命與健康、
低碳能源、先進材料、未來空間和量子科技領域等7大未來
產業，力爭到2035年成為全球未來產業創新策源地和發展
高地。近年，廣東在科技創新領域展現出非凡的規劃能力和
領導力，通過一系列前瞻性的政策，引導科企布局前沿產
業，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助力科企高質量發展。

近日，廣東又發布了《廣東省推動商業航天高質量發展
行動方案（2024-2028年）》，目標是到2026年實現3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商業航天產業規模。位於廣州南沙
的中科宇航（廣州）公司，就是一家致力於研製太空旅遊飛
行器的商業航天科企。 「未來衛星製造和發射服務只佔整個
產業鏈的20%，而80%的潛力集中在地面設備和應用上，
如車聯網、無人駕駛、低空經濟等。」 中山大學航天航空學
院副院長張錦繡教授指出商業航天的巨大商機。10月17
日，廣東召開全省科技大會，頂層謀劃，再次吹響 「打造具
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的號角，引導企業和社
會資本布局前沿，搶佔未來。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廣東，不少科企的 「糧草」 ，
來自政府的風投基金。在中科賽凌（中山）的總部，生產車
間的工作人員正在為數十台精密儀器進行出廠前最後的測
試。完成測試後，這批儀器將從這裏運往全國各地航天航
空、國防軍工、核工業、汽車船舶等企業。這家年產值
2300萬元人民幣的 「專精特新」 企業，在北京扎根11年。

陳卡軍回憶，此前從沒想過會來到廣東發展，後來一家
投資機構對他們的技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邀請其落戶中
山。 「在了解了當地的招商政策後，我們決定南下考察；經
過大約半年的評估，最終做出了搬遷的決定。」

像中科賽凌這樣被看中的潛力科企還有很多。在當前如
火如荼的地方 「基金招商」 中，中山國資委下屬企業中山創
投領投的身影十分醒目。在生物醫藥領域投資丹諾醫藥，在
低空經濟方面投資了無人機企業御風未來，其中後者還獲得
了中山國資出手的2億元融資。

通過創業投資基金持續助力 「科技─產業─金融」 良性
循環，是廣東積極探索的經驗做法。10月1日剛剛正式實施
的《廣東省科技創新條例》，專門就如何營造良好的科技金
融環境做出規定，引導各類資本聚力推動原創核心技術、前
沿顛覆性技術突破並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突出對科技型企業
的支持，引導各類金融和資本力量對科技型企業給予覆蓋從

初創到上市的全過程支持。
廣東正不斷推動科技風投創投發展，構建多層次政府

引導基金體系，廣泛帶動社會資本，400億國家級科創基金
落地廣東，500億省產業科技創新基金集群輻射全省，千億
級地市引導基金加快籌建。

拿地即動工、拎包進駐……在珠三
角，很多優越地段的土地資源被打
包優先提供給科技型企業，以吸
引中小科技企業落戶，形成創新
企業的集群效應。

為了吸引科技企業落戶，廣
東多個城市推出了 「拎包進駐」
的便利政策。中山通過 「拿地即
動工」 服務，加速企業建設進
程。東莞則為優質項目預留了區
位優越、連片規模大、半年內即
可交付的產業用地。

佛山成為廣東首個通過政府
購買服務支持企業的城市，幫助400
多家中小企業向專業機構購買3000多次服
務，為企業擴大業務提供保障。位於佛山的捷瞬
機器人（凱碩模具）有限公司也受益於這些政策，成功
從家電行業拓展至新能源領域。

企業是創新的主體，而研發投入是科技企業發展的生命
線。廣東近年在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
化方面，加大對企業支持力度，特別是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稅
收優惠政策，進一步推動了企業在科研領域的大膽投入。

廣州視源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液晶電視主控板

卡的龍頭企業。公司首席戰略
資源官段宇表示，公司已連續
三年營收超過200億元。敢於真
金白銀投入創新，背後的稅收
支持是其 「底氣」 。 「2023
年，公司享受稅收優惠超2億

元，為我們產品研發提供
更充足的資金支持。」

段宇表示，公司持續加
大在人機交互、計算能

力和AI大模型等領域的
技術創新和研發投入，
近年來維持營收7%
左右的研發投入強
度，截至2023年
底，視源股份專利
申請量已突破1.3
萬件，國內專利授
權量超9000件。
稅收優惠等措施齊
頭並進，吸引了越
來越多的科技企業
落戶廣東，並推動
了企業的高強度研
發投入。

▲中科賽凌（中山）科技有限
公司執行總裁陳卡軍介紹公司
生產的高低溫環境模擬設備。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行的2024年世界
移動通信大會上，一名參觀者在華

為展台一輛無人駕駛汽車
前自拍。新華社

◀在今年7月舉辦
的廣東省低空經濟
高質量發展大會上
展示的無人機。

中新社

▲▲廣東精心制定產業規劃廣東精心制定產業規劃，，出台系列精準扶持政策出台系列精準扶持政策，，搭建創新平台搭建創新平台，，提高行政效率提高行政效率，，讓科企把精力專注於市場開拓拚讓科企把精力專注於市場開拓拚
殺殺。。圖為快速發展的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圖為快速發展的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合作區為科企發展壯大提供優質載體合作區為科企發展壯大提供優質載體。。

高新技術企業高新技術企業：：

77..55萬萬++家家

科技型中小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

77..66萬萬++家家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11..88萬萬++家家

專精特新專精特新「「小巨人小巨人」」企業企業：：

近近15001500家家

「「科技創新專板科技創新專板」」
掛牌企業掛牌企業：：

902902家家

科 創 板科 創 板、、創 業創 業
板上市高新技板上市高新技
術企業和科創術企業和科創
企業企業：：

208208家家

廣東科企突飛猛進廣東科企突飛猛進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南方都市報南方都市報

引領科企搶佔未來
前瞻
規劃

讓科技和資本「雙向奔赴」政策
扶持

拿地即動工
拎包
進駐

推動企業大膽投研發
稅惠
禮包

深圳營商環境 「軟實力」 也成為吸引創
科企業的 「強磁力」 。2024年6月，深圳連

發《深圳市2024年優化市場化營商環境工作方案》《深圳市
2024年優化法治化營商環境工作方案》《深圳市2024年優化
國際化營商環境工作方案》等3份重磅文件，圍繞激發經營主
體活力、完善協調監管機制、增強深圳對全球優質要素資源
的強大吸引力和國際競爭力等方面，提出105項主要任務。
這已是深圳營商環境改革的6.0版本。

早在2013年3月，深圳就率先在全國啟動商事制度改
革，正式實施《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2014

年，深圳提出 「牢牢把握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的要
求，為營商環境改革指明方向。2018年起，深圳成為首批國
家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城市，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 「一號改革
工程」 ，從 「搭框架」 「夯基礎」 「補短板」 「促提升」 到
「抓試點」 一路升級。

不斷完善的營商環境，吸引了更多企業用腳投票。截至
2024年2月，全市商事主體總量達425.75萬戶，商事主體規
模和創業密度穩居全國第一，擁有本土世界500強企業11
家，約300家世界500強企業在深落戶。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毛麗娟、胡永愛、郭若溪

為了促進科技創新，廣東省政府
和科研機構多管齊下，助力創新鏈的
每一環節更加暢通。廣東近日接連發
布《廣東省深化職務科技成果管理改
革實施方案（2024-2027年）》等
重磅文件，針對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
遇到的瓶頸出招，為高校和科研人員
的創新成果 「解套」 。

廣東省科技廳廳長王月琴表示，
未來廣東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可以自主
決定成果轉讓、許可或作價投資，甚
至無需報主管部門審批。成果轉化的
收益，科研人員能拿到的比例更高，

獎勵不低於70%。科技廳還專門成立
了法律和技術專家隊伍，為科研人員
的轉化活動提供全方位保障，確保他
們沒有後顧之憂。

廣東工業大學副校長余林表示，
學校不僅是賦權試點單位之一，還創
新推出了 「1+2+N」 科技成果轉移
轉化體系，打造了一個以廣東科技成
果轉移轉化中心為核心的轉化網絡。
「這個體系通過協同創新研究院、校

企合作平台，幫助學校的創新成果更
好地走向市場，實現落地轉化。」

不僅高校在努力進行科研成果轉
化，廣東省科學院等科研機構也在推
陳出新。廣東省科學院黨委副書記顏
國榮分享了他們的 「技術股＋現金
股」 的激勵模式。 「科研人員不僅可
以憑藉技術入股，還能用現金跟投項
目，實現與成果轉化的深度捆綁。」
顏國榮提到，廣東省科學院的技術經
理人制度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像
科技 「紅娘」 一樣，幫助科研成果找
到合適的市場。記者了解到，廣東全
省近400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技成
果轉化收入已達到133.96億元，五年
來增幅達64%。這一串數字背後，正
是廣東科技創新政策的累積效應。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屢屢先行先試，以
特區立法權為建設科技創新型城市提供強大

支持。早在2008年，深圳便率先出台了建設科技創新型城市
的首部法規《深圳市經濟特區科技創新促進條例》，鼓勵深
圳市政府發起或者參與設立創業投資基金，引導社會資金流
向創業投資企業，引導創業投資企業投資於預期良好的科技
項目或者屬於鼓勵發展範圍的初創科技企業，同時，深圳市
政府發起提出通過設立再擔保機構為擔保機構擔保科技創新

型企業提供再擔保而發生的虧損，實行財政有限補償擔保代
償損失， 「鼓勵創新，寬容失敗」 有了法律根據。

深圳先行先試 立法保駕護航
2020年深圳又發布《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在

全國率先以立法形式規定不低於30%的市級科研經費必須投
向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為深圳科技創新模式轉型提供
有力的支撐。目前，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1880.5億元，已經
連續8年兩位數增長，佔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4.02%提升
至2022年的5.81%。持續高強度的研發投入孕育出大量原始
創新成果。目前，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1.59萬件，連續
20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

圍繞新興產業的發展，深圳也持續通過先行先試立法保
駕護航，包括低空經濟、智能網聯汽車、人工智能產業等。
例如今年2月，深圳推出全國首部低空經濟產業促進專項法規
《深圳經濟特區低空經濟產業促進條例》；2022年8月，全
國首部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法規《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車
管理條例》正式實施；2022年9月，《深圳經濟特區人工智
能產業促進條例》發布，成為我國首部人工智能產業專項立
法。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毛麗娟、胡永愛、郭若溪

在面向未來的創新型經
濟結構和發展模式中，基礎

研究至關重要。 「基礎研究是一項長期投
資，我將和團隊爭取在從事的幾個前沿方向
上繼續攻關，為國家科研事業作貢獻。」 今
年6月，站上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領獎台的中
國科學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學校長薛其坤如
是說。

作為經濟大省、產業大省，廣東不斷做
強基礎研究的 「家底」 。近年來，廣東積極
推進基礎研究十年 「卓粵」 計劃落地實施，
2023年省級科技創新戰略專項資金支持基礎
研究投入30.5億元，佔總支出近40%。在物

理、化學、地球科學等領域組建第一批5家省
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探索基礎學科 「穩定支
持＋長周期考核」 。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吳
世文表示： 「搞基礎研究，常常會遇到 『板
櫈能坐十年冷』 的情況，我們希望出台更多
支持措施，能讓搞基礎研究的人安心坐10年
『冷板櫈』 ，而不用擔心科研經費。」

鼓勵科技人員進行自由探索
為進一步突出基礎研究能力建設，築牢

原始創新根基底座，在今年10月1日剛剛發布
實施的《廣東省科技創新條例》中，還專設
「基礎研究」 一章，將 「省級財政科技專項

資金投入基礎研究的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
的基礎研究投入政策上升為法規；強調構建
符合基礎研究規律的資源配置、人才培養、
科技評價、激勵保障等制度體系，建立多渠
道選題和快速立項機制，鼓勵科技人員圍繞
非共識、新興和交叉學科等方向進行自由探
索，探索建立專家實名推薦的非共識項目篩
選機制。廣東正不斷瞄準先進前沿技術，聚
焦前沿科學，持續攻克阻礙產業發展的關鍵
核心技術，以 「硬措施」 強化基礎研究 「硬
投入」 ，着力打造科技創新 「硬實力」 。相
信未來，將有更多原創重大成果會打上 「廣
東造」 的烙印。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

技術股＋現金股
為成果轉化出實招

現金跟投項目
成果轉化深度捆綁

深圳立法保經費 科企甘坐冷板櫈
融通創新

設再擔保機構 容試容錯撐初創
制度建設

▲廣東政府多管齊下，暢通創
新鏈。圖為2月18日在深圳，
5G人形智能服務機器人為參

觀者表演舞蹈。
中新社

激發活力

支持企業
獲得發展土地空間

•允許科技型企業聯合拿
地，能有效提升科技型中
小企業在土地招拍掛市場
競爭力，為科技型中小企

業發展成長提供空
間保障。

金融支持
•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人

通過出資、捐贈、設立基金等
方式支持基礎研究的，按照有
關規定給予財政、金融、稅收
等支持。對於上述企業，在計
算應納稅所得額時可按實際發
生額在稅前扣除，並可按

100%在稅前加計
扣除。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整理

廣東扶持
中小企科技
創新措施

優化營商環境 磁吸全球資源

▶廣東率先布局
未來產業。圖為
生產航空航天鋁
材的廣東鳳鋁國
內首條20000T擠
壓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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