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
是新中国发展的一面旗帜。 罗湖
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和改革开放
的先行区， 经过多年持续打造、
提升， 城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

78.36 平方公里的辖区里，
有着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工艺美
术集聚区， 囊括了全国 80%以上
的知名工艺家居品牌， 成为全国
最重要的高端工艺美术品集散
地； 有着由老旧仓储区和工业区
改建而成的大梧桐新兴产业带，
助力辖区产业转型升级， 孕育出
广深科技走廊上又一颗明珠……
文创、 科创成果在这里熠熠生
辉， 正串成罗湖发展新篇章的一
个个动听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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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梧桐新兴产业带规划设立
于 2016 年， 涵盖整个罗湖北部
地区， 建成区 12 平方公里， 产
业用地 4.5 平方公里， 主要分布
在清水河、 东晓布心、 莲塘三
个片区， 为连片老旧仓储区、
工业区。 那一年， 第十八届高
交会举行， 大梧桐新兴产业带
正式在高交会上推出规划建设
思路， 引发广泛关注。 罗湖的
老工业区、 老仓储区、 老商业
区密集， 依托城市更新， 将蜕
变为中心城区内产业用地、 用
房最为集中、 潜力最大的区域，
这将为新兴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
有的新机遇。

栽得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软通动力是大梧桐新兴产业引起
的“首凤”。 2016 年 9 月， 软通
动力华南总部落户罗湖和智慧
城市产业园启动建设。 软通动
力是中国领先的创新型技术服

务商， 依托“海外 + 中国” 的
战略布局， 市场遍及北美、 亚
洲、 欧洲等。 “罗湖科技创新
发展大环境与大梧桐新兴产业
带的规划， 为我们提供了很大
的平台。 希望我们的科技成果
能够跟整个城市的科技转型紧
密整合， 跟罗湖一块推动城市创
新。 ”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 （集
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在罗
湖的发展充满信心。

据了解， 包括软通动力华南
总部在内， 罗湖已经引进中欧金
融科技研究院、 旷视科技、 易普
森智能医疗、 优珑集团等一批重
点企业， 尤其一批人工智能、 生
命健康新兴企业集聚清水河片
区， 形成初步集聚效应。

至今， 产业带入驻科技企业
达 440 余家， 纳入监测的 98 家
重点企业 2018 年实现营收超
200 亿元、 纳税近 20 亿元。

文文创创 ++ 科科创创齐齐发发力力
谱谱写写城城区区发发展展新新篇篇章章

文化产业是罗湖区“3+1+N”现代产
业体系中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经过多年
的发展和培育， 形成以黄金珠宝设计、工
艺美术、古玩艺术、动漫游戏等传统文化
产业为重点，版权、新媒体、文化信息服务
等新兴文化产业为核心、行业整体时尚创
意气息浓厚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数据显示，2018 年，罗湖文创产业
实现产值 / 营收 1036.43 亿元，同比增
长 14.23%。 罗湖区现有文创规上企业
545 家，增速全市文产系统第一。 目前，
罗湖拥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2
个，广东省文化厅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 1 个，“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园”10
个，“深圳市文化 + 旅游示范园区”8
家， 深圳市重点文化企业 72 家，“深圳
市文化 + 科技示范企业”6 家， 建成 4
个在全市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或产业园区。

艺展中心是罗湖工艺美术集聚区
中资历最老的企业之一。艺展中心策划
部经理曾晓明介绍， 这里汇聚了 1600
余家中高端的家居品牌，其中大部分是
设计师品牌， 在业内拥有领导地位，是
家居行业的风向标。 在他看来，罗湖是
文创企业发展的沃土，“罗湖文化底蕴深

厚，并且政府有良好的政策扶持，不管是
在经济层面，还是创业环境方面，政府都
给予很大的支持。 ”对于整个集聚区的抱
团发展，他认为，这是一个互利的过程，

“因为这里汇聚了全国各地优秀的软装

设计设计师及品牌， 影响力得以不断扩
大。 而艺展中心在行业及全国的影响力，
也促进了整个工艺美术集聚区的发展。 ”
而今， 艺展中心正在从单纯的专业采购
基地转变为国际艺术文化消费中心。

经过多年持续打造、
提升， 城区面貌已发生
翻天覆地变化

多政策为产业保驾护航 大梧桐产业带规划创新空间
办公地点位于罗湖体育馆的深圳市点石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顶尖的视效创意公
司。 作为诞生于罗湖的企业 ，员工姜妍记得 ，
一开始 ， 点石数码的办公地点设在罗湖的商
住楼，因为需要场地做预演 ，政府积极参与协
调，借出体育馆的羽毛球场等场地给他们 。 作
为创意企业 ， 局促的办公空间让他们渴望有
像好莱坞那样有影棚式的办公场所 ， 能提高
制作效率。 最终 ，在区政府的支持下 ，他们搬

进了罗湖体育馆。 宽敞的办公环境，给了员工
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 而今，这家仅有几十名
员工的公司，横扫多个国际大奖。 中国在该领
域 80%的国际奖项，由点石数码获得。

在罗湖区 ，还有不少像点石数码这样 “藏
龙卧虎”的企业。 除了星罗棋布的文创企业，辖
区还有着多个文创的集聚区。 罗湖已形成了以
新兴文化产业为核心、 创意气息浓厚的现代文
化产业体系。

除了多政策扶持，2017年7月14日，
罗湖区政府还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共建
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打造版权高地。 该
大厅是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强、最值得
信赖的国家级版权公共服务机构，也是我
国唯一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著作权
质权登记机构。 大厅的设立，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企业登记版权提供了巨大便利，也
极大促进了辖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原创内容要想发展得好必须要有版

权认证体系的保驾护航。 ”登记大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突破百万，实际数
量1104839件，同比增长48%，软件登记
数量大幅提升。 其中，大数据软件增长六
成，人工智能软件突破万件，VR软件增长
放缓，智慧城市软件研发城市达153个。

成立至今两年多， 中国版权保护中
心粤港澳大湾区登记大厅的著作权登记
件数量剧增。其中，2017年登记总计2747

件；2018年登记总计19838件；2019年第
一季度， 登记总计3078件。 值得一提的
是，2018年港澳台著作权登记54件，其他
国家著作权受理登记63件。

此外，罗湖还将推动版权交易平台、
版权综合服务平台、 版权维权平台的建
设， 依托粤港澳版权登记大厅加快建设
大湾区版权产业园。 目前，该园区已经集
聚了多家版权企业和代理服务机构，成
为深圳市版权企业密度最高的园区。

在姜妍看来，对于他们这样的文创
企业，最看重的就是对原创的保护。“罗
湖区很乐意听取企业提出的意见。区领导
和相关负责人都到企业考察过，听取企业
关于行业发展的意见。 我们提出，一个作
品做出来，可能会出现很多盗版，靠自己
去诉讼、去维权，旷日持久、耗时耗力。 这
样花费的成本很高，但最后判赔的金额可
能并不高，侵权的犯罪成本很低。 ”

让点石数码很惊喜的是， 今年 5
月，罗湖区经济促进局就印发了《罗湖
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扶持时尚创
意设计产业发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细则》的扶持对象为在罗湖

区从事时尚创意设计产业及相关版权
服务活动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扶持动漫
游戏、影视传媒、珠宝设计、建筑装饰设
计、版权等产业。从落户、办公场地的购
买和租赁、纳税，到企业去参展、组织设
计师海外游学等，《细则》均提出了相应
的扶持政策和奖励标准。

《细则》第十八条提到，“鼓励时尚
创意设计企业和设计师通过司法途径
保护知识产权。对提出知识产权诉讼并
胜诉的企业或设计师，按司法部门最终
判定的获赔金额给予全额扶持，最高不
超过 100 万元。 ”姜妍认为，这给予维
权企业莫大信心。

此外，《细则》还鼓励企业参加行业
评比活动。 对于参加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国内外创意设计奖项评选活动并获得荣
誉称号的企业， 政府会一次性给予数十
万元资金支持。 记者了解到，在此之前，
为支持原创内容产业发展， 罗湖区转型
升级产业扶持政策中就明确加大了对原
创内容的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参与评选。
也因此，包括点石数码在内，罗湖区还有
广田设计院、 柏星龙等多家企业获得多
个国际奖项：2018 年广田设计院有 5 个
项目获得意大利的设计奖， 柏星龙有 2
款作品获得了红点奖。 这些都是罗湖的
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标志。

文创企业增速全市第一

打造粤港澳版权高地

9 月 11 日 ，第三届罗湖区大梧桐创新创
业大赛决赛和颁奖典礼举办 ，来自电子信息 、
互联网 、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六大领域的 24 个优质项目创业精英们齐聚
一堂，展开精彩博弈。 今年是罗湖区举办大梧
桐创新创业大赛的第三个年头 ，共吸引 1014
个项目报名参赛 。 罗湖鼓励参赛项目落地发
展 ，并积极做好资源配套 、资金支持 、产业服
务、创业引导、人才对接等各项工作，支持大赛
项目成为引领罗湖创新的后备力量。罗湖还为

获奖企业配套了相关扶持政策：落地罗湖的企
业可享受落地政策、获奖企业将会被纳入投资
平台、可优先享受银行的授信额度 、获得人才
奖励（菁英人才计划）、享受人才住房……

双创大赛是罗湖布局大梧桐新兴产业带
的一个缩影 。 大梧桐新兴产业带以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立足点 ， 积极融入深圳科技创新体
系，致力推动罗湖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区域创
新发展。 随着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强势崛起，罗
湖积蓄起又一次腾飞的动能。

记者从罗湖区科创局获悉，大梧桐新兴
产业带建设以清水河片区开发建设为突破
口，分片区制定发展策略，多块区域建设同
步推进。 罗湖以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为抓
手，依托已建成的城市更新项目，建成人工
智能产业园、IBC 产业园、 智慧城市产业园
（中设广场）等 9 个专业园区。

紧紧依托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建设，罗湖
区创新“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方式方法，坚
持大项目驱动。 依托土地整备，逐年释放一
定土地资源，引进重点总部企业，实现龙头
带动。 目前，罗湖对接了一批重点项目，包括
营收百亿级企业 3 家、20 亿级企业 6 家。 至
今，红岗国际创新广场两宗土地已经完成挂
牌，引进的重点项目一年内将实现营收超过
200 亿元，五年累计超过 1450 亿元。

与此同时， 财政逐年加大对科技投入，
从 2015 年的 7881 万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30558 万元。 其中，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扶持科技创新力度不断增强。 2015-2017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 (R&D)支出平均增速达
196%，远超全市 15.89%的增速水平，研发
经费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地方可支配财政收
入的增长幅度。

目前，产业带在主动融入全省、全市创
新发展体系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已纳入广
深科技创新走廊创新节点。 产业带清水河、
东晓布心片区纳入全市新兴产业规划布局
范围，2018 年 11 月 28 日市政府正式授牌
产业带“罗湖大梧桐新兴产业（人工智能 、
生命健康）集聚区”。 清水河、东晓布心、莲
塘三大片区分别布局为深圳市“人工智能
产业基地”、“生命健康产业基地”与“互联
网产业集聚区”。 2018 年，罗湖申报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212 家， 同比增长 172%；5 亿
元以上规上工 业 企 业 研 发 机 构 覆 盖 率
100%； 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等各类创新
载体 58 个。

随着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强势崛起，罗湖
将形成“北科技创新、南金融商贸”的产业
格局。 这个主打消费和高端服务业的成熟

都市经济区，正在积蓄起
又 一 次 腾 飞 的 动

能。

具体规划来说， 产业带突出
“一校、 三谷 （天 谷 、 智 谷 、创
谷）、多园区”产业布局，依托城
市更新打造大体量 、 梯次化并
与罗湖腹地错位发展的产业空
间 ， 重点布局与拓展互联网电
子商务、信息技术、卫星应用、
可穿戴与智能装备、生命健康、
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
未来产业， 彻底改变罗湖产业
发展格局， 积极融入全市产业
发展体系。

作为罗湖土生土长的企业，
深圳榕亨集团有限公司在行业领
域内拿下了不少“第一”：推出国
内第一套非现场交通违法自动记
录系统研发应用， 深圳第一套高
清视频抓拍电子警察研发应用，
国内第一套高清“闯红灯” 抓拍
电子警察研发应用……作为一家
在罗湖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企业，
榕亨深耕交通行业 20 余年，先
后与同济大学、 深圳清华大学研
究生院组成了产学研合作基地。
在交通执法、 交通诱导、 信号控

制等领域， 榕亨都有一定的积累
和沉淀。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在
其产业落地过程中， 从办理各项
事务到落实政策， 再到整体实施
过程，罗湖区都给予了周到服务，
对企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帮助，“不
管是纳税补贴、 研发资助和人才
住房， 罗湖区政府都给予企业大
力支持。 ”该负责人透露，随着公
司的壮大发展， 用地问题也困扰
着他们，“我们也跟区政府反映过
我们的问题， 伴随着大梧桐新兴
产业带等的规划， 他们未来会尽
量协助我们解决产业用地问题。 ”

据统计 ， 罗湖区围绕大梧
桐新兴产业带， 每年平均
举办各类沙龙 、 科技交
流论坛等活动 321 场
次 。 每 年 罗 湖 区 政
府 部 门 企 业 走 访
226 家 ，为企业解
决 问 题 135 件 ，
2018 年 提 供 科
技 企 业 人 才 公
寓 824 套。

“一校三谷多园区”

产业带涵盖罗湖北部地区
成广深科技走廊上
又一颗明珠

文创领先
科创布局

罗罗湖湖建建成成了了多多个个具具有有一一定定影影响响力力的的文文化化创创意意产产业业集集聚聚区区

罗湖科创企业亮相高交会 罗罗湖湖文文创创企企业业亮亮相相文文博博会会

政策扶持资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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