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優化經濟結構 通用智能等七大領域齊頭並進

在廣東東莞松山湖的材料實

驗室，光子技術團隊正在攻克

超高功率激光的技術難題，他

們的突破將帶來未來產業的新一輪革命。中科微精公司依託該技術，正

在通過飛秒激光實現材料的高精度無損加工，這項技術可廣泛應用於量

子信息、精密製造等尖端領域，直接推動了產業的轉型升級。而量子科

技正是廣東布局的未來產業之一。

未來產業，這條全球競爭的新賽道，已經成為大國爭相布局的焦點。

不久前，廣東出台《關於加快培育發展未來產業的行動方案》（下稱

「方案」），對未來產業布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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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力爭

到2035年成為全球未來產業創

新策源地和發展高地。業界專

家指出，廣東的布局體現了

前瞻性和戰略性，此舉不僅有

助於廣東搶佔未來產業競爭制

高點，更將推動其經濟結構優

化和競爭力提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黃寶儀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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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突破只是未來產業的起點，如何實現技術的規模化產業應用是
更大的挑戰。廣東在方案中提出，基礎科研是未來產業發展的源

頭。目前廣東已經啟動源頭創新供給行動，依託國家應用數學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廣東）量子科學中心等重大科研平台，開展基礎與應
用基礎研究，着力解決未來產業領域的重大科學問題。

搭建中試平台 助規模化生產
松山湖實驗室的創新樣板工廠為科研團隊提供了從研發到中試再到
規模化生產的全流程支持，幫助企業跨過「量產化的死亡之谷」。正
如中科微精公司現場負責人李海鴿所說：「技術的突破只是第一步，
松山湖為我們搭建了完善的中試平台，幫助我們實現了超快激光微加
工設備的規模化生產。」
在商業航天領域，廣東同樣大展拳腳。未來產業中的「未來空
間」，是指推動低空經濟、商業航天等新業態發展。廣東省近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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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億元人民幣的商業航天產業規模。航天
領域總給人「高大上」的印象，而廣東的商業航天不局限於發射火
箭和衛星，未來更多的經濟增長點將集中在衛星地面設備製造和應
用服務領域。

立足產業鏈優勢 發展商業航天
在廣州南沙，力箭系列火箭模型矗立在中科宇航（廣州）公司內醒
目的位置。中科宇航（廣州）工作人員黎先生透露：「我們從2021年
就開始研製太空旅遊飛行器，有望在2025年實現太空旅遊的項目。」
粵港澳大灣區強大的製造業基礎，為商業航天企業尋求產業合作提供
了便利。黎先生表示：「中科宇航希望立足於大灣區，布局航天產業
鏈上下游。在研發新產品的過程中，我們也會到大灣區的供應商工廠
考察他們的機加工能力。有的已經與我們開展合作，承擔上游的一些
加工業務。」
中山大學航天航空學院副院長張錦繡教授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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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
區，廣東的廣闊市場和完善產業鏈為商業航天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應用
環境。他認為，未來，通過低軌衛星通信網絡，廣東將進一步提升汽
車行駛的安全性和智能化水平，同時推動無人機、飛行汽車等新興領
域的快速發展。

聚焦前沿領域 緊跟技術變革
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規劃處處長鄒勇兵介紹，廣東的未來產業布
局不僅關注當前的科技趨勢，更從全球視角出發，精心選擇具有戰略
意義的前沿技術領域，「我們選定未來產業的標準有三個：戰略意義
突出、知識技術密集、產業基礎扎實。這確保了我們能緊跟技術變
革，充分利用廣東的產業優勢，形成全球競爭力。」
為何選中「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鄒勇兵解釋說，未來產業是由
突破性和顛覆性的前沿技術所驅動，其數字化、信息化和高端製造化
趨勢突出，跨界、跨行業、跨產業融合特徵顯著。需要以未來技術
突破催生新動能，統籌推進科技和產業融合，按照適度超前原則，
進一步聚焦前沿引領技術、顛覆性技術、卡脖子技術等硬科技的產
業方向，有利於鞏固廣東創新能力全國領先地位，邁向全球一流創新
高地。
事實上，廣東的未來產業布局並不止步於此。作為全國的製造重
鎮，廣東在科技創新的綜合能力上連續7年位居全國第一。以「深
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為核心的創新體系，憑借其強大的資源吸
引力和政策支持，正快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科技創新集群。鵬城實驗
室、廣州實驗室等「國之重器」也陸續落地，為廣東在未來產業的競
爭中提供了強有力的科研支撐。

受益於科創生態鏈的豐富與完整，廣東不

少民企深入細分領域，發現了新的市場機

遇，創造了新的市場需求。從深圳成長起來的移卡科技就

是這樣一家企業，創始人劉穎麒此前曾擔任騰訊財付通總

經理，具有深厚的第三方支付行業背景和經驗。劉穎麒的

創業動機源於他對數字化服務的敏銳洞察，隨着數字化時

代的到來，支付服務不再僅僅是資金流轉的工具，而是成

為了連接商戶和消費者的橋樑，具有巨大的商業潛力。

產業基礎完善 形成集群效應
從最初為中國移動電子商務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移動

支付解決方案和相關運營服務，到基於支付業務不斷延展生

態業務，成立 13 年以來，移卡科技形成了一站式支付服

務、到店電商服務（本地生活服務）、商戶解決方案三大業

務板塊。

移卡公司副總裁付磊這樣評價民企在深圳科創生態鏈中

的位置，「深圳是科技創新之城，擁有非常良好的科創

生態環境，比如在通訊、計算機、醫藥等領域都擁有非

常完善的產業基礎，並形成了產業集群效應。而無數家

民企匯聚成產業鏈的上下游，他們在各自領域的創新和

技術交流為深圳的整體科創提供了技術基礎，科技創新

也反過來助推深圳高新技術企業、產業生態系統的發展

與完善，形成了正向循環。」

以企業為主體 逆向創新發展
矽赫科技創始人洪鵬達受訪時表示，科技巨頭的引領和國

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遇，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發展提供

了強大的動力和廣闊的空間。深圳的科技創新始於民營科技

企業，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生態體系，因而更注重以

市場需求和產業化為目的，是倒推基礎研究的逆向創新。在

深圳，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創新也成就了深圳。洪鵬達認

為，深圳構建科創生態鏈特別注重資源整合與協同發展，深

圳通過建立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平台，促進高校、科研機

構與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這種協同效應不僅提升了技術轉

化效率，還加速了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李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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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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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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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能坐十年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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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凳』，而不用擔心
科研經費。」

建實驗室網絡 貫穿創新生態鏈
目前廣東已經構建了以鵬城實驗室、廣州實驗室為核心，以
省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等為支撐的實
驗室網絡，實驗室的體系設計貫穿了全過程創新生態鏈主要環

節。截至2023年，廣東省已擁有2家國家實驗室、11家廣東省
實驗室、31家國家重點實驗室，並涵蓋了4家「一帶一路」聯
合實驗室和435家廣東省重點實驗室，以及31家粵港澳聯合實
驗室。根據《中國基礎研究競爭力報告2023》，廣東基礎研究
競爭力指數連續兩年排名全國第二。

法規制度保障 優化支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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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正式生效實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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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基礎研究者安心坐十年『冷板凳』」

到2027年，突破一批重點領
域關鍵核心技術，建成一批未來產業
高水平創新平台載體，打造一批未來
產業場景示範，培育一批有國際影響
力的領軍企業、創新企業，未來產業
集聚發展態勢基本形成，未來產

業競爭力大幅提升。

創新主體活力加速迸發
培育形成5家以上未來產業生態

主導型、平台引領型企業，50家以

上具有核心技術優勢的細分行業骨

幹企業。建成 10 家以上未來產業

孵化載體，湧現一批創新能力突

出、產品特色明顯的中小企業。企

業創新成果不斷湧現，部分產品技

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產業競爭力日益增強
聚焦各細分領域，加快產業化

進程，推進概念驗證、應用迭代

與市場拓展。部分產業領域實現

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轉變。在優

勢領域形成5個左右具有國際影響

力的未來產業集群，初步建成未

來產業先導區，未來產業總體規

模實現快速增長。

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
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實現合理有序布局，

有力支撐未來產業原始創新。建成3個左

右未來產業研究院、未來技術學院等平

台。源頭創新供給明顯改善，形成若干顛

覆性技術和重大原創性科技成果。科技創

新國際影響力明顯提高，若干重要領域躋

身世界領先行列。場景示範成果競相湧現
形成重點突出、協調聯動的未

來產業場景創新機制，全省場景

供需雙方實現有效對接，培育打

造 20 個以上具有推廣價值和帶動

作用的應用場景和標杆示範，市

場潛力充分激發，初步形成政產

學研用各方協同合作的場景創新

生態。

到2035年，未來產業全
過程創新鏈基本完善，形成一
批引領科技前沿的未來產業標
杆性產品和服務。在未來網
絡、通用智能、生命與健康等
領域，形成若干全球領先的未
來產業集群，成為全球未來產
業創新策源中心和發展高地。

●國家大科學裝置等基礎科研設備，
是未來產業發展的動力源。圖為位於
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探測器團隊
正在工作中。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中科宇航（廣州）希望立足於大灣區，布
局航天產業鏈上下游。圖為中科宇航「力箭
一號」火箭在發射塔安裝調試。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在第在第2121屆中國光博會上屆中國光博會上，，矽赫科技工矽赫科技工
作人員向觀眾介紹矽赫展品作人員向觀眾介紹矽赫展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廣東東莞松山湖的材料實驗室，光子技術團隊正在攻克
超高功率激光的技術難題。 香港文匯報東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