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14 年 3 月 9 日 星期日

两会特刊 LIANG HUI TE KAN

新闻热线：010—58884092
本版稿件由广东记者站供稿

■责编 马 霞 张 萱 张 琦 李建荣

■创新驱动看广东

新年刚过，从中山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

地传来喜讯，过去一年，国家健康科技产业

基地 8 项经济指标全面完成计划实现新突

破。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86 亿元，比增

18.8% ；完 成 工 业 增 加 值 70 亿 元 ，比 增

19.82%；完成税收 5 亿元，比增 24.62%；完成

利润 6.5 亿元，比增 17.05%；合同利用外资

6724 万美元，比增 83.02%；实际利用外资

4771 万美元，比增 29.26%；实际利用内资

501444 万元，比增 8.55%；固定资产投资 19

亿元，比增 23.73%。

同时，在招商引资和企业培育、创新科

技金融、信息服务区建设、工程建设等方面

也取得了新突破，全年招引高端项目 13 个，

实现先进医疗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

动；支持企业引进先进生产技术进行产业升

级、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和融资等方

面，提供了专业化和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实

现了试点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的互联互通

和信息共享；工程建设竣工项目 5 个，在建

工程项目 20个，建筑面积 613563平方米，建

筑项目数量和建筑面积是历年最多。

2003 年，国内首个明确“以人类的健康

作为医学的主要方向”（WHO 倡导的现代

健康理念）的高新园区，在中山成立。“十二

五”以来，国家健康基地的经济增长均显示

出产业发展根基固稳，其中 2010 年的工业

总产值从上一年的 155 亿元提升到 177 亿

元，比增 17%，2011 年首次突破 200 亿元大

关，在优化结构和提高发展质量的科学布局

中，2012年实现产值 242亿元，比增 25%。

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健康科技产业基

地，国家健康基地至今已形成生物制药、医

疗器械、医疗信息为主导产业，保健食品、化

妆品、药包材、医药物流协同发展的产业集

群格局，是目前最具规模的国家级健康产业

园区。

目前园区已有 160 家落户企业，已吸引

了世界 500 强诺华旗下山德士制药公司、世

界 5 大肽类药物企业之一的瑞士辉凌制药

公司、全球最大的草本和维生素制造商美国

NBTY 公司及康方生物、美国安士、中智医

药集团、三才医药集团、大参林医药集团、星

昊药业集团、汇和制药、欧亚包装、美捷时包

材、九州通医药物流、百灵生物、海济生物、

珐玛斯科技等一批企业落户。园区产业规

模已近 300 亿元，占全市健康医药产业产值

的 60%以上，已成为全国首批创新型产业集

群试点园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和国家现代服务业数字医疗产业化基地。

据国家健康基地相关人员介绍，依托

园区完善的技术创新条件和创新创业氛

围，国家健康基地迄今已吸引了包括 San-

doval 教授手性催化氢化合成技术研发团

队、陈亚珠院士肿瘤物理治疗技术及医疗

装备研发团队、张锡文教授好特人工心脏

研究团队、姚新生院士中药与天然药物研

发创新团队、张天佑教授现代中药和天然

产物对照品标准品技术研发团队、康方生

物大分子抗体研发团队、任德权教授医药

行业管理及中药注射剂质量标准管理团队

等一大批高端领军人才和优秀研发团队落

户。并成功培育了一批国内领先、国际知

名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项目和品牌

产品，比如由清华大学领衔的国家 863 计

划人工心脏研发项目、具有国内国际技术

专利的基因重组人血清白蛋白、具有国际

专利技术的α-交联血红蛋白，以及由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 Noyori 教授技术支持研发的

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效手性合成催化剂、手

性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和世界五大肽类药

物生产商之一瑞士辉凌生产的品牌肽类药

物等。

为了推动园区企业孵化和技术创新力

度，促进园区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国家健

康基地还先后建立了包括健康医药企业创

业孵化平台、现代中药与天然产物对照品研

究平台、华南新药创制中心中试固体制剂研

发平台、新药研发外包服务平台、新药与医

疗器械临床研究与培训中心在内的科技研

发服务平台，包括广东中测食品化妆品安全

评价中心、珠中江健康医药综合检测平台、

广东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山分

中心在内的检验检测平台，以及金融服务平

台、资本运营服务平台、中介机构管理平台

在内的资本运营服务平台。

在围绕壮大经济规模、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项目质量、增强发展动力的谋篇布局

下，国家健康基地正全力推动产业的高级化

和高端化发展。其中以生物医药产业园、医

疗器械装备产业园、中国化妆品之都和健康

食品产业园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正着力启动以“点线面”为核心的产业发展

模式，引进一批创新链前端、价值链两端和

产业链高端的优质项目，打造高端项目聚集

的高地，建设基于上述四个全产业链的产业

集群发展格局。

以广东健康医疗信息技术服务区和市

区共建健康医药服务业集聚区为代表的现

代服务业产业集群，正积极推进四大网络信

息服务平台和三大支撑体系建设，及医疗应

用软件和嵌入式软件的开发建设，大力发展

健康管理、健康教育、人才培训、软件开发及

孵化创业、医疗信息、科技成果转化、金融资

本和信息技术外包等产业服务。

国家健康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两

大产业集群的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健康基地

传统医药制造业将迎来产业创新的强大潜

力和活力。依托先进制造业的产业支撑和

整体配套保障，园区现代健康服务业也将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创新驱动中山国家健康产业基地实现新跨越

刚刚过去的 2013年，中山火炬以科学发

展为主题，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民生幸福为

主旨，以社会善治为主基，以管党治党为主

业，全面推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城市转型

和政府转型，取得了丰硕成果。开发区全年

实现生产总值 378 亿元，增长 11.5%；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 1587.9亿元，增长 12.1%；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 296 亿元，增长 11.9%；国地

两税 68.2亿元，增长 10.6%；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27.7亿元，增长13.2%；固定资产投资145.8

亿元，增长18.4%；出口总值87.2亿美元，增长

11.6%。上述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总量均位

居中山市首位且实现 2 位数增长。同时，四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壮大，占全区经济总

量达到 86.1%，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被认定为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聚

集区初步成型，中山创意视觉工业园、德仲研

发集聚区、香港浩达品牌城等服务业项目落

户；“新三百”企业培育取得突破，38家企业获

市认定；企业兼并重组取得重要进展，星昊药

业等 4 家公司通过兼并重组增强了实力；产

业转移工作扎实推进，中山火炬（阳西）产业

转移工业园再度荣获省优秀园区。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离不开科技支

撑。过去的一年，开发区科技部门坚持“抓

创新，谋发展，促改革”的发展理念，为园区

的创新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完善政策体系 推进科技
金融深度融合

2013 年，该区出台了《中山火炬开发区

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管理办法》《中山火炬开

发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等 4 个科技政策；修订了《中山火炬开

发区科技创新发展资金管理办法》《中山火炬

开发区专利资助和奖励管理办法》《中山火炬

开发区区属总（集团）公司科技创新工作奖励

方案》等 6 项科技政策，加大了扶持力度，优

化了审批程序，规范了申报流程，进一步完善

了开发区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尤其在科技金融方面，火炬高新区针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周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为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扶持，基

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涵盖企业生命周期的科技

金融政策体系。如针对种子期企业出台了孵

化创业政策，包括国家级留创园建设专项、园

区创业中心科技企业孵化管理办法、园区孵

化器建设与发展办法、科技创新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等系列政策；针对初创期企业出台了

初创成长政策，包括引导成立中早期风险投

资基金、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项扶持、科技型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资金、专利资助和奖

励等系列政策；针对成长期企业，出台了发展

壮大政策，包括鼓励企业改制进入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促进股权投资基金

发展、重点中小企业融资扶持办法等系列政

策；针对成熟期企业，出台了优化提升政策，

包括鼓励总部企业发展、百家重点企业发展

支持及奖励、健康科技产业发展专项、节能减

排专项资金等系列政策。

同时，先后引进了中山市第一批小额贷

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第一家融资租赁

公司、广东省第一只地市级备案制股权投资

基金，初步建立起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的金

融服务体系，聚集了 11 家银行 38 个网点支

行、11 家保险（放心保）机构、16 只股权基

金、5家基金管理公司、3家担保公司、2家小

额贷款公司、1 家融资租赁公司、4 家品牌咨

询公司以及 10 多家合作的券商、会计师、律

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并在中心城区设立了

科技金融服务集聚区，吸引各类型服务机构

近 30 家，极大地促进了金融机构之间的协

同合作。

加快平台建设 助力企业
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火炬开发区十分注重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并着力推进华南理工大学、武汉

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区内建立产学研

平台；加快引进国家、省重点实验室、工程中

心在开发区建立的分支机构等科研平台。

去年，开发区通过对区内 100 多家科研机构

和创新平台进行筛查，向管委会推荐奖励上

年度表现突出，并符合该区奖励条件的 29

家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总奖励金额达 450

万元，有效地刺激了创新平台的发展。康方

生物大分子抗体药研发服务外包平台，半年

时间就实现 100 万元的销售，预计全年外包

服务额可突破 1000 万元；火炬职院现代光

学创新服务平台，服务企业数量突破 300

家，并与广东汉唐量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扩建“短脉冲光纤激光加工应用研究中

心”；广东中测食品、化妆品安全评价平台与

中山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 15 家企业签

订了技术服务合同，并获“广东省专业镇中

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立项；华南理

工大学的“材料表面工程与薄膜技术创新研

发中心”即将投入运作；武汉理工大学硅酸

盐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山分实验室

筹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同 时 ，该 区 科 技 部 门 还 充 分 利 用

“3.28”招才引智洽谈会，不失时机地开展

创新平台引进工作。签约引入国家重点实

验室 2 家；工业开发公司与华南理工大学

合作共建 LED 照明产品研发及检测服务平

台；张家边集团与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合

作共建飞行仿真实验室，同时还与电子科

技大学（中山学院）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中山分实验室合作共建中山

市嵌入式系统公共实验室；火炬职业学院

与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

共建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

山健康产品分中心。

深化协同创新 推动科研
成果产业化

过去一年，该区科技部门组织近 20 场

企业与高校的对接会，组织企业赴北京科技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调研，

开展产学研的对接，申报省、市产学研项目

63 项，14 项获市产学研项目立项，推动了汉

唐量子、联合光电、广新海事、美味鲜等一批

企业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武汉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批高校、科研院所

共建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院士工作站、

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载体。

以企业技术需求为切入点，开展产学研

项目对接。通过发放技术需求调查问卷、走

访企业等形式，及时了解企业技术需求难

题，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组织了近 10 场企

业与高校的对接会，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的技

术需求难题；同时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

方式，组织多家区内企业赴北京科技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调研，开展

产学研的对接。

加强产学研载体建设，提升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产学研载体的建设是推动产学研

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该区着力引导和推

动了汉唐量子、联合光电、广新海事、美味鲜

等一批企业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武汉大学等一批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了

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院士工作站、工程中

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载体，有力地推动了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打造人才基地 加速创新
元素聚集

近年来，火炬高新区创新人才招引机

制，拓宽高层次人才引进渠道，健全完善人

才政策，出台《火炬开发区关于进一步加快

引进和培养紧缺适用人才的实施方案》，创

新实施“一高一低”政策，大幅提高引进高层

次人才补贴标准，降低人才引进准入门槛，

拓宽人才引进覆盖面。火炬区科技部门充

分利用科技项目的引进，以点带面，积极引

入和培育高层次人才。利用“3.28”招才引

智洽谈会，瑞德和正扬签约引进创新团队 2

家，同时，借助“3.28”招才引智平台，及时组

织千人计划专家项目对接会，为开发区企业

柔性引入一批千人计划专家；此外，经过资

格审查、专家评审、现场答辩等环节，区生物

大分子新药研发创新团队、高端光纤激光创

新科研团队、精密光学成像系统创新科研团

队获 2012 年度中山市引进创新科研团队立

项，占全市的 100%。

过去一年，开发区康方生物生物大分子

新药研发等 3 个创新团队包揽通过市级认

定的市创新科研团队，推荐 4 个创新团队申

报省级认定，其中生科试剂团队进入答辩环

节。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广新

海事股份有限公司获批成立博士后工作站，

火炬职院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共建人

才培养基地。

中
山
火
炬

中
山
火
炬

中
山
火
炬

中
山
火
炬
：：：：
创
新
发
展
科
技
作
支
撑

创
新
发
展
科
技
作
支
撑

创
新
发
展
科
技
作
支
撑

创
新
发
展
科
技
作
支
撑

中山火炬科技新城中山火炬科技新城

科技新城一隅科技新城一隅

中国中国（（中山中山））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现场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现场

电展会引来四方高端信息产品电展会引来四方高端信息产品

蓝色的临海元素蓝色的临海元素最新数控一代产品最新数控一代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