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东莞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支出434.45亿元，比2012年增加351.43亿元，增长

4.2倍。目前，东莞有737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34

家专精特新企业、110家“小巨人”企业。

■2021年，东莞有设立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达到6577家，比 2012年增加 6256家，增长 19.5

倍，覆盖率52.4%，比2012年提高了45.3个百分点。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引进和组建前沿科研团队

22个，科研人员总计 485人；散裂中子源已引进人才

272人，目前有400余人常驻东莞工作。

■2021 年，东莞全社会 R&D人员 18.8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 13 万人，增长 2.3 倍；2021 年，全社会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合计 133636 人/年，比 2012

年增加87436人/年，增长1.9倍。

数说东莞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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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点到全面，成功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2017 年 6月，东莞市申报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2018 年 4月，东莞市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今年初，东莞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评估，成功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国家创新型城市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的城市，

对其他区域具有高端辐射与引领作用。

东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引领城市发展。

2021 年，东莞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434.45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 351.43

亿元，增长 4.2倍；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4.0%，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比 2012年提

高 2.4个百分点；拥有 32家新型研发机构、900多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集聚发展，

有设立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6577家，比 2012年增加 6256家，增长 19.5倍，覆盖率

52.4%；东莞培育出 737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34家专精特新企业、110家“小巨人”企业……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1）》的结果显示，东莞创新能力排名第 19位，挺进

全国 20强，比 2020年排名上升 3位，比 2019年排名上升 9位，位列广东省第三名。

从源头创新到技术创新，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东莞在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方面迈上新

高度。

今年 8月 29日，广东省发布《关于支持东莞新时代加快高质量发展打造科创制造强市的意

见》，为东莞指明了打造科创制造强市的发展方向，并赋予东莞打造前沿科技创新高地的定位。

从投入到产出，构建科技创新全链条

中国散裂中子源 2011年在东莞开工建设，2018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对外开放运营。

截至目前，中国散裂中子源已拥有超过 3800 个注册用户，已完成用户实验课题 800 多项，

在新型能源材料、航空材料、可燃冰、页岩、催化剂等领域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依托散裂中子源，东莞加快布局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科技基础支撑服务平台，推动大科学

装置与前沿技术平台的链式协同，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技术突破提供支撑。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

区）、大湾区大学等重大科研平台、重大基础设施和高等院校相继落户松山湖，东莞的重大原始

创新策源地正加速成型。2020 年 7 月，松山湖科学城正式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

行启动区，东莞创新能级进一步提升。

让科技创新更好驱动和服务经济发展，还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让科技成果能

够转化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力量。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自 2018年 4月揭牌成立以来，不断加强实验室顶层设计，布局了前沿科

学研究、公共技术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创新样板工厂、粤港澳交叉科学中心共四大核心板块，推

动“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两条腿走路。

截至 2022年 8月，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分 4批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及高新技术企业

引进了 25 个优质项目，项目团队发起成立产业化公司 39 家，注册资本 3.15 亿元，2021 年，产业

化公司销售合同额突破 2亿元，比 2020年翻两番；融资额为 2.2亿元。

技术合同成交额是反映技术交易、衡量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今年上半年东莞

技术合同成交额排名全省第三，同比增长 66.52%。

从技术到价值，科技赋能产业发展

近年来，东莞创新成色愈发显眼，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显著增强。

2021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数据

显示，2021 年东莞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已超 1.1 万家。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 2015 年的 47.9%、37.2%提高至 2020 年的 50.9%、37.9%。创新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支撑效果越来越明显，科技产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

今年，东莞市凯格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格精机）正式登陆创业板。作为国内技

术领先的自动化精密装备供应商，该公司一直坚持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并凭借良好的研发技

术优势和产品优势进入国内外大型公司的供应体系。

但其实过去的凯格精机，仅仅只是一家集成商，设备和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里。为提升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凯格精机坚持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工艺精密

性和性能稳定性。凯格精机的产品精度已达到头发丝的 1/5到 1/8，关键技术指标已接近国外

先进技术水平。

从原来的小微企业变身如今的“小巨人”企业，凯格精机仅仅是东莞众多企业的一个缩

影。过往十年，东莞企业不断坚持科技创新，朝着先进制造方向迈进。

在东莞，19万家工业企业、1.1万家规上工业企业、737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9家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5 家上市企业和 3 家营收超千亿的头部企业，成为东莞发力科技创新，

培育创新雨林的强大基础。

东莞构建了“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百强创新型企业”的梯队培育机制，通过高企“育

苗造林”“树标提质”等行动计划，创新型企业培育办法、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等系

列企业专项扶持政策，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增加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

2021年，东莞有设立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6577家，比 2012年增加 6256家，增

长 19.5 倍，覆盖率 52.4%，比 2012 年提高了 45.3 个百分点；有 R&D 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590家，比 2012年增加 4983家，增长 8.2倍，覆盖率 44.5%，比 2012年提高了 31.1个百分点。

高技术型创新企业的快速增长加速聚集了创新要素高技术型创新企业的快速增长加速聚集了创新要素。。企业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企业通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促进

产出更多更优高新技术产品产出更多更优高新技术产品，，为东莞市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为东莞市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在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下，科技创新逐步成为东莞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引领东莞产业向

更高端更高价值方向转变。

从树木到森林，厚植创新创业沃土

迈入“双万”（GDP 过万亿、人口超千万）新起点的东莞创新举措更有力，创新氛围更浓厚，

创新势头更迅猛。

“十三五”时期，东莞已形成了以松山湖为创新核、创新强镇为节点、其他镇街为支点的区

域创新发展新格局。松山湖创新核综合实力加速提升，在全国高新区中排名第 21位；创新强镇

节点作用稳步增强，围绕人才建设、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等方面在南城、东城、塘厦、清溪、寮步

等 10个镇街开展创新强镇建设，成为支撑东莞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节点。

为发挥企业用才、引才的主体地位，东莞通过研究需求和项目转化引进领军科学家，搭建平台

吸引港澳青年来莞创新创业，构筑了全方位的引才聚才体系，高端创新人才资源加速汇聚东莞。

以松山湖科学城建设为契机，依托重大科研平台，东莞加快引进高层次源头创新人才。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引进和组建前沿科研团队 22个，科研人员总计 485人；散裂中子源已引进人才

272人，目前有 400余人常驻东莞工作；东莞理工学院建设各类省级科研平台 28个，引进和组建

省级科研创新团队 11 个，引进高层次人才、优秀青年博士（后）等 900 余人；广东医科大学建有

各类省级科研平台 8个，各类市厅级科研平台 27个，引进高层次人才、优秀青年博士（后）等 160

余人；东莞市人民医院建设各类市级以上科研平台 8个，引进高层次人才、优秀青年博士（后）等

98人。

柯海波 2019年 5月份来到东莞，是松山湖材料试验非晶材料课题组的负责人，主要从事新

材料的开发及应用基础研究。非晶材料具有高弹性、高强度、耐磨、耐腐蚀、软磁、磁蓄冷、热塑

性成型等优异性能，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场景，契合了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目前，项目已取得显著成果，不仅技术上实现突破，非晶合金的应用领域也被大大拓展。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基于材料基因工程研制出高温块体金属玻璃”还成功入选了“2019 年度中

国科学十大进展”。

柯海波表示，希望通过新技术突破材料结构性应用上的瓶颈问题，同时希望研究成果能服

务于地方产业发展，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推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东莞尤其是松山湖的发展变化很快，人才加速聚集，看着每天上下班有那么多的车和人，

就能从侧面反映东莞人才聚集效应明显。”柯海波说。

为何选择来东莞从事科研工作？柯海波表示，身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自己向往更大的舞台

和更好的平台，东莞无疑是很好的选择，“东莞有更开放更自由的科研、创新环境，大力度的人

才支持政策，对人才吸引力十足”。

截至 2021年底，该市共有各类人才平台 1321个，包括博士、博士后工作平台 116个，重点实

验室、工程技术中心 903个，集聚基础研究人才近万人，其中高端人才 1187人。

东莞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多项科研发展扶持政策，社会各界科研氛围日益浓

厚，东莞的人才“磁力场”的吸引效应正持续显现，研发队伍不断壮大。

2021年，东莞全社会 R&D 人员 18.8万人，比 2012年增加 13万人，增长 2.3倍；2021年，全社

会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合计 133636人/年，比 2012年增加 87436人/年，增长 1.9倍。

未来未来，，东莞将围绕东莞将围绕““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先进制造””的战略定位的战略定位，，把握建设科创制造强市的机遇把握建设科创制造强市的机遇，，坚持坚持

创新思维创新思维、、产业思维产业思维、、城市思维城市思维、、人才思维人才思维、、项目思维项目思维，，在抓风口培育新动能上展现更大的担当在抓风口培育新动能上展现更大的担当

作为作为，，努力开创努力开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先进制造””的新局面的新局面。。 （（向连向连））

东莞东莞：“：“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先进制造””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年初，广东东莞成功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标志着东莞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高地，迈出坚实的步伐；2021年，东莞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发展（R&D）经费支出 434.45亿元，比 2012年增加 351.43亿元，增长 4.2倍；中国散裂中子源、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

台、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大湾区大学等相继落户，东莞的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正加速成型……

东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城市特色，全市科技创新不断迈上新台阶，引领了城市高质量发展。

图为东莞理工学院科研人员在对机器人进行研究与测试图为东莞理工学院科研人员在对机器人进行研究与测试 东莞理工学院供图东莞理工学院供图

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 松山湖融媒体中心供图松山湖融媒体中心供图

鸟瞰中国散裂中子源鸟瞰中国散裂中子源 松山湖融媒体中心供图松山湖融媒体中心供图

（本版相关数据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局提供）

■截至目前，中国散裂中子源已拥有超过3800个

注册用户，已完成用户实验课题800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