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因改革开放而兴。进入新时代，“四个

走在全国前列”，立起了广东的新航标。

如果说，广东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从“要

素驱动”不断向“创新驱动”的过程，那么在未来

的征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然是广

东在新一轮发展中的不二选择。

如今，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形

成了磅礴之势。

这种磅礴之势，有来自国家战略的“圈点”。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蓄势待发，大湾区的建

设重点是“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且要在

“科技创新能力和生态环境质量”这两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

5 月，科技部批复支持广东创建珠三角国

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4 月，科技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支持广东省佛山市、东莞

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2 月，国务院发布公

告，同意广东湛江、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东省国家

高新区达 14 家。

这种磅礴之势，也来自广东自身的“擘画”。

6 月 8 日至 9 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十二届四

次全会提出的九大任务中，“以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为重点，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省”被

列为第一。

5 月，由广东省财政出资 71 亿元设立的广

东省创新创业基金正式运营，基金总体规模将

达 350亿元。

而在去年 12 月，广东省正式启动建设首批

4 家广东省实验室，这是为培育创建国家实验

室、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做的准备……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40年是一种发展，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让广

东有了新的风采；

40年是一种蝶变，饱含着艰辛的探索，让广

东有了新的起点；

40年是一种磨炼，镌刻着光阴的色彩，让广

东有了新的追求；

40年是一种希望，凝聚着创新的合力，让广

东有了新的力量。

创新引领发展仍是不二选择

1978 年，广东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经济增速慢于全国平均增幅；广东的国民收

入和财政收入仅为江苏的 75%和 68%——这是

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素描。

然而，历史把广东拉到了前台。改革之风

吹拂南粤大地，浪潮叠起。

1978 年落户东莞虎门镇的太平手袋厂,第

一个试吃外资“螃蟹”。三年时间，该厂的生产

面积就从 200 多平方米做到 1 万多平方米，把

200多万元设备款全部偿还完毕。

外资的注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开放的思想观

念，让广东各地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参与国际分

工，搭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便车”和“快车”。

在改革大潮中，广东发挥各自创造力，探索出

不同风格的发展之路，创造出了“东莞模式”“顺德

模式”“中山模式”“南海模式”“清远经验”等。

广东的困境在发展中得以扭转。2007 年，

全省 GDP 和广东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 12.5%和

15.1%，人均 GDP 高于全国七成多。“东西南北

中，发财到广东”响彻全国各地，“东莞塞车，全

球缺货”更是现实写照。

然而，在辉煌的表面背后，也有着不少隐

忧。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低端廉价的产品，在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一

旦国际市场出现问题……

说来就来。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

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广东自然受到了强烈冲击。

“广东珠三角地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

的转移之痛：上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

闭潮，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迁离这

里。”当时的许多媒体引用了这段话。

彼时，人们不禁在问：中国经济版图上曾独领

风骚多年的珠三角，会就此一蹶不振，走向沉沦吗？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

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

至于不可救。”

人一生有很多的选择，虽然很艰难，但总是

要有个决断。一个地方同样如此。

站在十字路口，广东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

业转型升级是历史的必然，守着“坛坛罐罐”将

会错失良机。2008年以后，广东痛定思痛，提出

了“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升级”，并出台了一系

列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拉开了转型升级的大

幕，开启了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独领风骚的珠三角将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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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紧紧相连；时代的

辉煌，总是与个人息息相关。

在金融危机爆发的 2008 年，袁玉宇从美国

回国创业，在广州开发区创办了迈普再生医学

科技有限公司，主攻以生物 3D 打印技术为基础

的再生医学技术平台。

科技促产业转型升级成必然

当时国内 90%以上的医疗器械产品仍依赖

进口，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袁玉宇当

时就想，如果能把带回来的先进技术国产化，将

为病人节约大量的医疗费用支出。

正是凭着这样的初心，该公司研发的再生

型植入类医疗器械产品“睿膜”，成为中国首个

成功实现产业化的生物 3D 打印产品，目前已经

成功打入欧洲、美洲高端市场。

袁玉宇的成功得益于广东这片创新创业沃

土。广东的创新实力不断从量变到质变，最后

站在了浪尖，2017 年广东省区域创新综合能力

排名首次跃居全国第一。

这里有一组“硬邦邦”“干巴巴”，却又“沉甸

甸”“金闪闪”的数字。

2017 年，研发（R&D）投入总量 2350 亿元、

占 GDP 比重提高到 2.65%，有效发明专利量、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及专利综合实力连续多年

居全国首位。

这一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净增 1.3 万多

家、存量达 3.3 万家，保持全国第一。先进制造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53.2%。

还是这一年，全年来粤工作的境外人才达

38 万人次，居全国首位。全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达 781家，众创空间达 735家，均位列全国第一。

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造就了广东

企业家强烈的创新意识、快速的反应能力。在

创新的舞台上，涌现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

迪、华大基因、大疆创新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

技龙头企业。

拳头收回来，打出去才更有力量；蹲下去，

是为了跳得更高。

脱胎换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自我革命需

要巨大的勇气。如今，经过凤凰涅槃，广东焕发

出新的生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

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

业等挺起了发展的“脊梁”。

开栏的话 40年前，改革开放的
春雷在古老东方震响。40 年来，中
国大地上，风起云涌，澎湃激荡，有
敢为人先的创新号角，有舍我其谁
的改革担当，有始终如一的坚定意
志，有甘为人梯的真挚情怀，这些镌
刻在时间轴上的区域力量，汇聚成
推动国家前进的历史洪流，让中国
的改革开放根深叶茂、行稳致远。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改革开
放 40 年 区域力量”专栏，回望各地
40 年来的创新经验和鲜活做法，为
新时代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
供启示。首期聚焦改革开放的排
兵头——广东，敬请关注。

在深圳南山区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曾如春雷般响彻中国大地。

如今，标语牌传递的只争朝夕的精神，已经

在广东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位于广州市

番禺区化龙镇的广汽乘用车生产线，仅仅 57秒，

一辆全新的车就能从现代智能生产线开下来。

改革开放40年来，凭借着敢为人先的气魄和

胆识，广东对外扩大开放，对内改革先行，以创新

的思路破难题，以科技的手段促转型，树立起了

许多响当当的“创新样本”，探索出了许多沉甸甸

的“创新经验”。曾经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

东”已经悄然升级为“东西南北中，创新到广东”。

在广东东莞市东城区有一家专注于高端电

子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的高新科技企

业——东莞市凯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6 月底，

科技日报记者在这里采访发现，该公司从创立

之日起，就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目前，其在

全自动视觉印刷机等领域已经成为行业的“隐

形”冠军。

“可以说，全球有线路板组装的地方，就会有

我们的设备。”凯格精密董事长邱国良说。

今年 4 月初，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

《关于支持新一批城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的

函》，批准东莞市开展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目

前，东莞科技创新工作呈现出“短板”逐步补齐，优

势更加突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良好态势，东莞

正向着创新型城市不断挺进。

组建32家新型研发机构

今年初，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以下简称工研院）自主研发的全自主无人艇

HUSTER-68在松山湖高新区松木山水库首航成

功。国内目前无人艇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工研

院全自主无人艇创新团队克服了诸多问题，最终

实现了多无人艇的全自主运行、协同编队等功能，

引发广泛关注。

工研院是东莞市政府、广东省科技厅和华

中科技大学按照“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新型

体制共建的公共科技创新平台。经过几年发

展，这里已经“藏龙卧虎”。据该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张国军介绍，工研院建设了一支 600 余人

的研发团队和 1000 余人的产业化团队，获批 4

支广东省创新团队，已为 10000 多家企业提供

高端技术服务，建设了 9 个华科城产业园，孵化

了 400 多家企业。

工研院只是一个缩影。目前东莞市共组建了

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清华创新中心、中

科院云计算育成中心等 32家新型研发机构，累计

服务企业超过 2 万家，创办和孵化企业 950 家，

2017 年实现新增成果转化和技术服务收入达 91

亿元。

东莞还将专业镇的转型发展作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突破口。

横沥镇是广东省模具制造专业镇。2008 年

以前，横沥模具产业整体规模偏小、科技创新滞

后、大多数企业处于生产加工低端环节。

穷则思变，横沥镇近年来立足专业镇主导优

势产业，打造了政产学研合作的协同创新体系。

如今，全镇模具企业从 2011 年的 363 家增加到现

在的 1146家，达到规模以上的模具企业从 2011年

的 13家增加到 74家。

多项创新指标位居榜首

中集智谷产业园位于松山湖高新区，是由世

界领先的物流和能源装备巨擘——中国百强企

业中集集团在东莞打造的四大产业基地之一。

2016 年至 2017 年，中集智谷先后荣获国家级众

创空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两个“国字号”

殊荣。

随着越来越多科技孵化器的加入，东莞目前

科技企业孵化器达 98家，国家级孵化器数量居全

省地级市首位。除了孵化器外，科技日报记者获

悉，东莞已经在多个创新指标上占据了广东省地

级市的“首位”。

2017 年，东莞全发明专利授权量、PCT 申请

量、国内有效发明专利量均居全省地级市第一；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存量达 4058 家，稳居地级市第

一；累计引进省市创新科研团队 74 个，其中省团

队 36个，连续七年稳居全省地级市第一……

另外，在广东省重大科技战略布局方面，东莞

也占据重要位置。

在 2017 年广东省发布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规划》中，东莞和广州、深圳一起，被列为广深科技

创新走廊的三大主要城市，从战略上提升了东莞

的创新地位。

2017 年 12 月 22 日，省委省政府授牌启动首

批 4 家广东省实验室建设，其中东莞市获批建设

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省实验室。东莞将努力将

其建成国家材料科技创新战略力量和世界一流的

材料领域的研究机构。

科技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东莞市还先后获批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国家促进科技和金融结

合试点城市、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在 2017年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科技

创新发展报告 2017》及《中国城市创新地图》中，

东莞位居全国第 5名。

补齐短板，东莞向创新型城市跃进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龙跃梅

为了挖掘人工智能人才，贵州日前启动了高校人工智能创意

大赛。这一举措再次印证：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

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谋划贵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

系统思维，将创新融入到工作全局之中，发挥后发优势，“跑好每

一场接力赛”，不断提高建设创新型贵州和科技强省的实践能力，

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驱动发展新路。这其中，科研人才，尤其

是高端科研人才的引进尤为重要。不与东部硬拼资金引才，更加

注重人才系统环境生态，把短板做成长板，吸引有科学信仰、胸怀

报国之志、有家国情怀的科研人才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贵州充

满无限可能。

要强化人才第一资源，优化人才环境、让“贵漂”变“贵定”。“天

下事莫不成于才”，要积极把握新一轮人才流动潮流，大胆探索创

新政策，充分发挥贵州“青山绿水”健康养生的优势，实施“事业留

人、环境留人、待遇留人”的组合政策抢占人才争夺战先机，招引

“符合贵州需要、适应贵州发展”的富有科学信仰的有志人才。

要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优化资金配置和项目化落实。目前，针

对贵州省吸引“三大战略行动”高层次人才政策对外竞争力弱等

“卡脖子”问题，应根据本省的财政状况适当提高高层次人才和急

需型人才在购房、租房、医疗、创业等方面的待遇标准，保持尤其是

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基本待遇，努力跨越人才安全“温饱线”，

尽量让引进人才“定居”“定心”“乐业”。同时要协调人才落地区域

在引进人才子女入学保障、就近购房或公务交通等问题上落实人

才引进政策，形成合力。

要发挥政府的引领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贵州后发

赶超，关键是党委政府的战略定位、战略规划、战略执行，形成“实事

求是、以人为本、科研诚信、担当作为”的干事合力。当前贵州省内大

多数、有效的创新资源（资金、人才、设备）还在体制内部（含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省内创新资源和成果的市场化配置、流动、转化的平

台及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与人才、资金和技术引进相关的配套政策

有待改革深化，要加快形成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

体制、分配制度以及有利于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创新文化氛围，需要

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治理引导和强力推动，常抓不懈。

天下事莫不成于才
贵州如何让“贵漂”变“贵定”

傅舒安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近日联合

发布的“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2018”显示，2005 年—2016 年，总指

数得分从 2005 年的 60 分增长到 2016 年的 114.44 分，总体增幅达

54.44 分，年均增长 4.95 分。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创新绩

效指数得分均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分别为 24.0%、99.7%、75.4%和

127.3%。

该指数被誉为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晴雨表”和“风向标”。北京市

科委副巡视员杨仁全介绍，此指数采用一套具有“首都特色”的科技

创新发展指标评价方法，目的是“看过去、察当前、谋未来”，至今已连

续发布 5期，成为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决策参考。

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关成华则解读说，新时代下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呈现新特征。例如，基础前沿研究国际影响力显著提

升；标志性重大原创成果相继问世，支撑我国更多领域科技创新在世

界范围实现并跑、领跑；创新创业活力增强，持续激发经济发展新动

能；“三城一区”主平台地位凸显，呈现“四梁八柱”新格局；区域创新

深入推进，形成梯次联动新格局；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构

筑开放融合创新新格局。 （记者华凌）

“首科指数2018”呈强劲增长态势

时代
之问

日前，由江苏理工学院陈晓雪、谢忠秋、潘冬等课题组撰写的《创

新驱动区域转型升级的逻辑与江苏实践研究》一书出版。该书提出，

必须要精心耕耘好“三块地”，即创新基地（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创新

重地（创新服务平台）、创新高地（技术创新生态化），并完善“三个机

制”，即完善政府创新管理机制、企业主体创新投入机制、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机制等。这是推动区域发展的新思路，也是推动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杀手锏”。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及管理学家李京文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区域发展要把基点放在创新上，不仅要

有想法，更要有办法。尤其各级政府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

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

和发展模式”。

李京文认为，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

必然选择，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

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破解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当前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必然选择。 （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张羽程）

专家：区域发展基点应放在创新上

现实
之路

未来
之策

广东广东：：昔日去淘金昔日去淘金，，如今来创新如今来创新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龙跃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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