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举行的广州创交会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汽车等国内外高
科技前沿产业。 新快报记者 毕志毅/摄

专家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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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4：高新企业
开创年均增长超 3000家的“广州速度”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领先优势， 体现了广州在构建
创新生态和打造营商环境上所取得的成果。

据悉，2016 年至 2018 年， 广州高新技术企业数年均增长率为 57.39%，
年均增速在国内主要城市中位居第一，并创造了连续三年快速增长、年均增
长超过 3000 家的“广州速度”。 2019 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预计超过 1.2
万家，继续保持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领先优势。

广州中小科技企业数量不仅“小而多”，还向“精而强”蜕变，在部分行业
细分领域的技术更是处于“并跑”或“领跑”的地位，形成了一批“隐形冠军”
和“单打冠军”。例如，明珞装备研发出全球首台自动钻孔机器人，并在南非、
北美投入使用；亿航智能推出全球首款载人无人机；小马智行上路全国首支
无人驾驶车队；云从科技刷新 3 项世界纪录……

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2018 年，广州市经税务部门核定
的企业申报享受税前加计扣除的研发经费 412 亿元， 较上年增长 72.2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比例提高至 44.35%，5 亿元以上大型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实现全覆盖。 2018 年，企业专利授权数较上年增长 63.15%，
达 6.95 万件；企业拥有注册商标数较上年增长 38.08%，达 95 万个。

关键词 5：科技人才
引智环境不断优化 “最强大脑”云集广州

创新的主体是人。 营造创新的生态，人才是重要的着力点。
凭借着深入实施“广聚英才”计划，依托市产业领军人才集聚工程、“红

棉计划”和省珠江人才计划、特支计划等重大人才项目，广州人才“虹吸”效
应明显，越来越多的优秀高层次人才来穗生活工作。 据统计，广州颁发人才
绿卡 6000 多张，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数量突破 20 万。

随着一批高水平实验室、重大创新平台的建设，广州引进一批能承接重
大任务、取得尖端成果、形成塔尖效应、做出卓越贡献的顶尖科学家及其创
新团队，比如蒋兴伟、徐涛院士等 16 位基础研究顶尖科学家及其团队，以及
李硕、胡志强等 34 个高水平科研团队，施一公、王晓东、袁玉宇等一批创新
人才成为广州创新的标杆领军人物。截至去年年底，在穗工作的“两院”院士
达 98 人，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达 598 人。

同时，广州通过办好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小蛮腰科技大会、《财富》
全球科技论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州赛区）等高端创新活动，进一步汇聚
全球智力资源，打造国际化人才高地和人才首选地。 2019 年海交会参会人
数达 3 万人次，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30 个国家的 2000 多名
海外人才汇聚一堂。 大会展示合作项目 1761 个，组织 300 多个科技项目路
演，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引才引智环境也在不断优化。 广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外国人工作许可及
居留许可“一窗受理、并行办理”；率先将外国人工作许可办结时间从 20 个
工作日压缩到 7 个工作日，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一。

此外，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创新创业，打造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28 家、
入驻项目 200 多个。 率先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个人所得税优惠措施的
具体实施文件，完成首批享受个税高端人才资格认定。施一公院士在参加官
洲国际生物论坛时曾表示：“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是
对于高端人才不可多得的好政策。 ”

未来将高起点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软科学研究所所长张赛飞：

要把广州的开放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
在张赛飞看来，近年来广州科技创新发展态势迅猛。一是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大幅度增长，基本维持在 20%至 30%的水平；二是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快
速增长；三是新增的商事主体数增多；四是技术合同成交额不断增多，去年
预计突破 1000 亿元。

张赛飞表示，这些指标一方面说明广州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政策持续
利好，另一方面也表明广州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创新创业中，并且创新的质量
在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不断凸显。

谈及广州正着力建设南沙科学城及其核心区明珠科学园， 打造粤港澳
大湾区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时， 张赛飞说， 基础研究产出的成果具有超前
性，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成果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南沙科学城的建设
将会成为广州在基础研究上的新突破点。

谈及广州建设科技创新强市，她建议未来需要在国际化上发力，“我们在
研究过程中始终觉得广州最大的符号与优势是开放，我们要把开放的优势转
化为创新的优势，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向国际，加强与国外机构的合作，政府部
门及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给予支持。 ”同时，广州需要把眼光放得更为长
远，出台长期的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并加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

广州通过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力争通过 3
至 5 年时间，突破一批前沿性、引领性关键核心技
术，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海洋等领域的发展，目前已结
出硕果。

例如， 突破了飞行时间质谱仪器、 电磁屏蔽
膜、复印机有机光导鼓制造等一批“卡脖子”关键
技术；研发出全球首个 31 英寸 UHD 顶发射印刷
H-QLED 样机；在全球率先完成 400ppi 以上高分
辨率印刷 OLED 显示技术开发；“黄埔一号” 卫星
载荷发射成功……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明显进展，
关键核心技术“三跑并存”，在跟跑的同时，领跑、
并跑的比例越来越大。

高端创新平台也全面开花。目前，已建成 3100
多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形成以科学研究平台、技
术研发平台为主， 创新孵化平台及科技公共服务
平台为支撑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创新平台体系。 去
年新认定 10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居全

国第一；国家级孵化器总数达到 36 家，年度考核
评价优秀数量连续 5 年居全国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 技术合同成交额是科技成果
转换的重要指标之一， 广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
效显著。 2018 年，广州技术合同成交额 719.02 亿
元，近年来首次居全省第一；2019 年广州技术合同
成交额继续大幅提升，预计将突破 1000 亿元。

这得益于广州深入开展高校、 科研机构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试点。 据《在穗主要高校和科研院所
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报告（2019）》 显示：
2018 年，在穗主要高校拥有各类高层次人才 2161
人，其中九成全职在广州；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和工程中心 60 个，其中 57 个在广州；拥有省级重
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数量 644 个， 其中 576 个在
广州，三项比例均约为九成；主要高校、科研院所
孵化参股 / 控股企业 198 家，其中在穗 133 家，占
比达 67%， 高校技术力量及技术成果在穗转化比
例高。

关键词 3：成果转换
去年技术合同成交额预计超千亿元

技术合同成交额预计超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