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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80家新型研发机构 赋能高质量发展
广州此数据全省第一，其中14家纳入省级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建设序列

目前，广州已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聚

集国家实验室、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际大科

学计划、国家未来产业科技园等国家级

重大平台的城市，以创新创造能力支撑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结合广州

重点产业布局，推动建设了一批具有战

略性、前瞻性的新型研发机构。

新快报记者获悉，截至目前，全市

现有各类新型研发机构近80家，居全省

第一，其中14家纳入省级高水平创新研

究院建设序列，占全省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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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协同院由广东省科技厅、广州市政府、

广州高新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同发起设

立，围绕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光电、材料

等重点领域，构建全球化技术研发、产业培育、人才

培养“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体系。

副院长刘玉峰向调研团介绍了“纳米金属透明

电极”“活细胞超灵敏超分辨显微镜”“智能呼气分

析精准诊断平台”“用于病理诊断的激光发射显微

镜”“跨物种基因工程广谱低毒抗肿瘤药物”等世界

首创成果，其中4项成果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成

就展重点项目。

刘玉峰透露，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已经挂

牌运行，致力于构建“科教平台+投资基金+创新园

区”颠覆性技术创新体系，采取“管育接转教”五位

一体发展模式，在广州培育和聚集颠覆性技术、培

养创新人才，打造国家颠覆性技术创新样板。“颠覆

性技术是颠覆了某一领域主流产品和发展格局的

技术，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战略性技术，是大国竞争

的关键变量。在广州培育和聚集颠覆性技术，将为

广州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刘玉峰说，这将是广州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先优势的一步关键棋子。

副院长兼首席运营官袁莹说，大湾区协同院形

成了多种项目发展模式，引进源自世界一流大学的

基础研究成果，自建多学科的工程技术力量接续研

发、加速产业化，累计实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项

目35项（其中国际项目占比接近50%），涵盖先进制

造、医疗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柔性电子等领

域。研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技术8项，培育出

超视计、精智未来、博鑫医疗、金竟科技等一批硬科

技明星企业。

据黄埔材料院科研人员单承标介绍，中国虽然

是全球最大的轮胎产销国，但航空轮胎却长期依赖

租用国外产品，按起降次数缴费。为了破解航空轮

胎“卡脖子”困境，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提出了仿

生合成的解决路径，协同攻关仿生橡胶合成技术等

核心技术难题。其中黄埔材料院承担了航空轮胎动

力学大装置建设等核心任务，并负责将衍生的先进

技术外溢到以民航轮胎、特种工程轮胎和新能源汽

车轮胎为代表的高端轮胎产品中，在广州进行产业

转化，形成聚集效应。

目前航空轮胎动力学大装置已建成投入使用，

该装置主要用于航空轮胎和飞机起落系统的性能研

究与综合验证，是航空工业大型基础科研设施，包含

了航空轮胎高加速试验台和道面环境模拟试验台，

飞机起落架摆振试验台和落震试验台等研究飞机起

降动力学的核心设施，也是攻克航空轮胎等关键核

心技术的国之重器。

目前黄埔材料院已形成航空轮胎大科学中心+
芯片化学材料中心+先进材料与器件研发的“1+1+
X”成果转化架构。负责扑翼飞行器项目的科研人

员张通说，“我院非常重视与企业方的合作，重视研

发方向与市场的契合度。通过技术委托、成立联合

实验室、合资成立产业化公司等方式，贴近产业端需

求，推动科技成果从技术-产品-商品的落地转化。”

目前，黄埔材料院已孵化企业 17家，累计获得外部

投资超10亿元。

经了解，2022年，广州市新型研发机构承担纵向

项目592项，经费5.47亿元，其中国家级147项，省部

级 218项，累计已形成国家标准 172项，建成 30多个

国家级创新平台。

据广州健康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赖良学回

忆，“2004年，首任院长陈凌入职后，采用国际化的用人

机制，迅速聚集了 23位在国际上较有影响力、有产业和

创业背景的科学家，其中95%以上具有在海外知名科研

机构、高校及跨国公司十年以上工作经历，建设了一支

规模较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

人才队伍。”以此为起点，二十年里，广州健康院不断引

进海外优秀人才。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广州健康院等新型研发

机构打造成为高端人才“蓄水池”。据广州健康院党委

书记段子渊介绍，借助三方共建平台的优势，形成国家、

中科院、广东省、广州市及黄埔区的“五重”人才政策叠

加优势，是该院集聚人才的重要“法宝”。

支持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挥自身引才引智磁场作

用，是广州市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建立市区各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对新型研发机构在人才

引进与培养各方面予以政策支持，让各类高端人才在穗

安心科研创新。截至2022年底，广州新型研发机构从业

人员共计 1万余人，吸引金力、赵宇亮、叶甜春等领军人

才作为院长领衔共建了一批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我院可以说是广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和

健康产业领域的‘黄埔军校’，我们是广州实验室筹建过

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也是孵化出广州恩宝、恒诺康、

华南疫苗、锐博、昭泰等业界知名企业的‘摇篮’。”广州

健康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侯红明说。

新型研发机构具备强大的科研攻关能力，能为产业

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供给。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新

型研发机构累计孵化801家企业，培育上市企业7家，高

新技术企业10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45家。

新型研发机构如何发挥技术供给、人才引育、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和金融赋能“五大核心功能”？近日，广州高质量发展
媒体调研行出发探访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下称“广州健康院”）、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和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下称“黄埔材料院”）等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探讨如何科技赋能广州高质量发展，支撑
产业转型升级，开创“二次创业”新局面。 ■新快报记者 陈慕媛 文/图

“当年一群有志青年科学家怀揣理想，从世界各地

而来，汇聚广州健康院，在一间借来的办公室、在一片农

田环绕中，他们白手起家，创新报国，开始追光逐梦的奋

斗之旅……”调研的第一站来到广州健康院。它由中国

科学院、广东省、广州市三方共建，是2003年筹建、中国

科学院首个面向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在实施“知

识创新工程”试点中与地方共建的研究所。

走进广州健康院

迅速聚集23位前沿的科学家
打造高端人才“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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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一卧两个巨大的轮胎在阳光下闪着光，在

前往黄埔材料院的路上，调研团看到了这样一个标

志性建筑。成立于2020年的黄埔材料院，如今已完

成航空轮胎国产化技术全链条贯通，实现了仿生合

成橡胶和数字轮胎软件两项从“0”到“1”的原创性技

术突破，掌握了41项核心技术。

走进黄埔材料院

航空轮胎国产化全链条贯通
掌握了41项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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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位于广州黄埔中新知识城纳米谷的广东粤

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研究院（下称“大湾区协同

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办院初心和理念，即构建

全球化协同创新体系，打造国际一流的“原始创新策

源中心、新兴产业培育中心、创新人才培养中心”。

走进大湾区协同院

采取“管育接转教”模式
打造颠覆性技术创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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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协同院，专家在展示金属基透明电极。

■黄埔材料院已完成航空轮胎国产化技术全链条贯通。

■二十年里，广州健康院不断引进海外优秀人才。

各类新型研发机构 广州已有近80家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