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山开
路 ，遇 水 架
桥，东莞人从
不缺乏进取开
拓的勇气。从
一个传统的农业
大县，以中国第一家
“三来一补”太平手
袋厂为起点，利用外
资借船出海，实现了
向世界工厂的大跨
越。在进入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东莞再次
找到了自己的全新定
位，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抢占智能制
造制高点，“东莞智
造”的城市新名片再
次获得世人的认可。
在“沿着高速看中国
（广东）”的主题采访
中，羊城晚报记
者沿着 40 年来
东莞改革创新
的足迹，寻找
背后发展的
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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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国务院发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
务试行办法》，东莞把握机遇，利用地缘优势以
及华侨港澳同胞众多的人缘优势，建立起全国
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

自此，东莞制造业的发展势不可挡，从一
个无足轻重的农业县变身为闻名于世的世界
工厂，创造了物质财富，更造就了“东莞模
式”。2007 年，《纽约时报》在版面上如此介
绍：“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城市，但正是
它的 1000 万人口在填充你的衣柜，别的不提，
在美国销售的运动鞋中有 40%来自东莞”。那
年东莞的 GDP 达到了创纪录的 3151 亿元，占
广东全省的 1/10。

从太平手袋厂走来，东莞正加快构建以先
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十三五”期
间，东莞制造业规模总量稳步壮大，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突破2万
亿元和4千亿元大关；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20
年先进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0.9%，高技术
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37.9%。

“我们还是坚定地以制造业为本，时代赋予
东莞的要求是打造国际性制造业名城，也是实

现从世界工厂到创新高地的转变。”东莞市工信
局四级调研员梁杨阳告诉记者，经过10年来的
快速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已经成为东莞的“第
一大支柱”产业，在智能终端领域拥有华为、
OPPO、VIVO 等一批龙头企业，去年该市智能
移动终端产业集群入选了国家级首批先进制造
业集群。

此外，东莞还加快提升创新体系建设水
平。如集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散裂中子源二
期、南方先进光源关键技术预研项目等项目落
地东莞；围绕打造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中试验
证和成果转化基地、粤港澳合作创新共同体、体
制机制创新综合试验区四个定位的松山湖科学
城应需而生。

伴随东莞产业发展的，是不断扩展与更迭
的城市交通版图。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加工
贸易为主的“东莞模式”经营两头在外，货物运
输需求增长。而上世纪末，东莞仅有广深高速
作为对外快速沟通的通道，出口货物通过陆路
运至深圳、香港出口，交通流量陡升，大量的原
料和货物被堵在公路上，“东莞塞车，全球缺货”
的惊叹里难免有几分缺憾。

1997 年 2 月，莞深高速公路第一期工程梅
观高速黎光站（现已拆除，变成 2014 年建的观澜
站）至塘厦4公里正式动工，一年多后即通车，这

也是全国首条由地级市自筹资金、自行建设
的高速公路，使东莞各镇区之间的行车

时间缩短为半小时以内，而且使东
莞至深圳皇岗口岸的距离比

走广深高速公路缩短16公里。1997年，虎门大
桥建成，以“世界第一跨”的美誉，成为贯穿深
圳、珠海、港澳的交通咽喉，也成为东莞的重要
交通名片……

近年来，东莞正式提出“湾区都市、品质东
莞”的目标愿景，而各类融入湾区的现代化交通
基础设施将为这一新名片提供有力支撑。目
前，东莞已形成五纵四横六连的高速格局，高速
公路已建成通车里程365公里。

“十四五”期间，东莞计划新增92公里高速
公路，深度融入大湾区和深圳都市圈，打造湾区
战略节点城市，实现城市中心至大湾区核心城
市中心城区轨道出行时间小于60分钟。同时，
重点强化干线及次支路网建设，实现中心城区、
松山湖、滨海湾新区优质生活圈时间可达性小

于 15 分钟，支撑东莞从“通道城市”向“战略节
点城市”转变。

打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现代化都市，是建
设“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的题中之义。当前，东
莞正围绕“以人为本”精神，全面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内涵，中心城区、松山
湖、滨海湾新区“三位一体”的都市核心区初具
雏形，实质性启动中心城区“一心两轴三片区”
规划建设，中心城区首位度加快提升，彻底扭转
昔日粗放、割裂、分散、“无中心”的情况；坚持系
统科学治污，全年新增截污管网5700公里，完成
建成区 22 条黑臭水体和 213 条内河涌污染整
治，7个国省考断面全部达标。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一张全新的东莞城市画卷将在大湾区的土
地上铺展开来。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程行欢 实习生 王翌萌

40 年前，从东莞
上空俯瞰，满眼尽是鱼
塘遍布的田园乡野；如
今，密布的水网成了四
通八达的路网，车流日
夜奔驰，沿线高楼林
立。交通设施和沿线
城市景观的更迭，浓缩
了这座城市从农业县
到世界工厂，再到如今
先进制造业中心和“湾
区都市”的蝶变历史。

采访亮点

东莞太平手袋厂陈列馆，位
于东莞虎门，是纪念中国第一家

“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专
题陈列馆，于2019年12月18日落
成启用。当年的一家手袋生产小
厂，以惊人的勇气率先推开了东
莞外向型经济的大门，带动了整
个东莞乃至全国的工业发展，是
东莞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的重要
标志。

走进纪念馆，记者在现场看
到，馆内展览面积500平方米，采
用独特的陈列布展方式，175米的
展线，采用场景化、情景化和信息
化手段，将当时太平手袋厂的生
产设备21台、手袋78个、档案资料
65份、老照片100多张及各类生产
工具配件等500多件老物品组合
陈列，全景纪实再现太平手袋厂
的加工生产、日常管理等细节，展
现了太平手袋厂的历史价值和时
代意义。

故事要从1978年7月讲起，
彼时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
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经广东
省外贸局、省轻工业品进出口
公司引荐，港商张子弥来到东
莞县二轻工业局，为自己手袋
品牌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
进行转移生产。

在太平服装厂，张子弥为女工
们出了一道题，要求在没有任何图
纸和说明的情况下，复制一个欧美
流行女式手提袋。太平手袋厂陈
列馆馆长黄良仁介绍称，“两位员
工熬了一个通宵，最终赶制出手
袋，张子弥先生对于太平服装厂的
技术和效率感到非常满意，决定开

展来料加工业务”。
在运营机制方面，太平手袋

厂实行按件计酬，打破了大锅
饭。现场导览员告诉记者，当
时张子弥考虑到手袋厂的产品
质量好，但效率不高，于是打算
效仿香港的加工厂采用按件计
酬方式，员工的积极性由此得
到了很大的提升，大家通宵达
旦地生产。

资料显示，在广东省一般学徒
工的平均工资才25元/月的时候，手
袋厂员工的工资已经达到了六七十
块钱。展板显示，据张子弥回忆，当
时有个工人一个月领了70元，不敢
花，说领导干部一个月才60元，有
的才38元，“我比领导拿得还多，哪
一天厂里要把钱要回去，花光了怎
么办”。

改革开放就像开弓射箭，不
会回头。作为太平手袋厂第一批
员工，苏秀仪充分享受到了手袋
厂发展壮大后带来的生活巨变，
她告诉记者，在太平服装厂的时
候，她每个月工资只有32元，到
太平手袋厂之后她的工资一度涨
到了100多元，“大多数员工都享
受到较好的生活品质，比如我当
时从蛇口购置了一台三角牌电风
扇，价格是430元，还采购了17寸
黑白电视和洗衣机”。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太平
手袋厂的厂长和职工们以“敢试
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饮上了
对外加工贸易的“头啖汤”，也见
证了整个东莞乃至全国的“三来
一补”工业的起步，在中国改革开
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更名后的松山湖科学城，在
东莞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出台
多项政策下，已经协同深圳共
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先行启动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
略平台。在这一平台上，除了中
国散裂中子源，记者也走访了邻
近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这一
实验室布局有前沿科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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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核心板块，同时致力探索

“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产业技术研究→产业转化”的
全链条创新模式。

近三年来，实验室的四大板
块基本完成，已布局十大前沿
科学研究方向。随着实验室不
断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这里成立了东莞先进陶瓷
与复合材料研究院，与东莞塘

厦镇共建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中
试孵化园区；与中国航发集团
共建了联合工程中心，与钱学
森实验室共建了太空材料科学
与应用研究中心等。

在实验室的样板工厂，记者
看到最新锂电池材料的研发与
生产车间。在电动汽车赛道大
热的情况下，如何解决锂电池成
本与续航能力的问题，成为全球
研发的热点。松山湖材料实验
室副主任黄学杰告诉记者，他们
从2015年开始进行锂电池的最
基础研究，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出
炉，样板工厂进行的小批量生
产，产量已达每天500公斤。

“然而此时的产品并不是商
品，科学家也不知道怎么成立创
业公司，将产品成果转化。”黄学
杰表示，接下来，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将与一些企业成立联合基
金，进行风险投资，完成从基础
研究到产业转化的整个锂电池
产业链培育。“三年之后，新的锂
电池技术将实现量产，届时电动
汽车成本在续航里程不变的情
况下，成本将下降30%。”

BB“二次创业”走向国家科学中心
从太平手袋厂纪念馆走出，

采访团途经广深高速管理中心，
了解了该条高速的建设故事和
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东莞成长为“世界工厂”，广深高
速功不可没。然而，这也只能代
表过去的成绩，下一站采访团到
达的松山湖科学城，则代表了

“二次创业”后东莞的新未来。
2020 年 1月 17 日，“请叫我

松山湖科学城”的文章刷爆朋友
圈。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子科学
城正式更名为松山湖科学城。在
此之前，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东
莞推动松山湖建设中子科学城，
研究物质材料微观结构。

散裂中子源（CSNS）装置就
像“超级显微镜”，是研究物质材
料微观结构的理想探针。在东
莞建立一家“中子工厂”意味着
在这里将通过特殊的装置“收
集”中子，为我国材料科学技术、
生命科学、资源环境以及新能源
方面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
发提供强有力的研究手段。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
研究部副主任金大鹏向记者介
绍，中国散裂中子源是各种高、
精、尖设备组成的整体。建设内
容包括一台负氢离子直线加速
器、一台快循环质子同步加速
器、一个靶站，以及供科学实验
用的中子散射谱仪。装置各项
设备的批量生产在全国近百家
合作单位完成，设备国产化率达
到90%以上，有力促进了我国相
关科技领域高科技的发展。

2018年，CSNS在东莞建成，
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应用领域
的空白，使我国成为继英国、美
国、日本后全世界第四个拥有脉
冲 式 散 裂 中 子 源 的 国 家 。 在
CSNS 进入正式运行阶段以来，
装置围绕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
重大需求，取得了多项成果，已
在 Science、Nature Communi-
cation 等期刊发表文章，为部分
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界需求提
供技术支撑。

中国散裂中子源进入正式
运行阶段以来，装置运行稳定
可靠，加速器质子束流打靶功
率提高到 100 千瓦，提前一年
半达到设计指标；用户申请非
常踊跃，通过多轮开放运行，共
完成国内外科研与产业界的课
题 40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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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路网见证世界工厂蝶变
品质都市勾勒现代交通远景

东莞40年！

从世界工厂到东莞智造从世界工厂到东莞智造
东莞积极探索全新城市名片东莞积极探索全新城市名片

CC让前沿基础科研进行产业转化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制

造业体系，涵盖24 个行业大类、6 万多种产品。“十三

五”期间，东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

别从 2015 年的 12686.4 亿元和 2711.1 亿元，提升至

2020 年的21608.0 亿元和 4145.6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量从2015年的5391家提升至2020年的10861家。

2020年，东莞实现全年地区生产总值9650亿元、增长1.1%，增速

比上半年提高2.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145.65亿元，同比

下降 1.1%，降幅比 1- 11 月 收窄 1.0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405.10亿元，增长 13.0%，增速比 1-11 月提高0.7个百分点。落实

国家政策累计减税降费215亿元，办理出口退（免）税720.66亿元，总额全

省第一。
东莞努力创建广东省外资外贸发展赋能升级试验区，大力拓展外贸新兴市场，

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2020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和东盟地区进出口额占比分别为

23.5%、13.7%，全市保税物流进出口同比增长9%，全年一般贸易出口占比

超过50%。

东莞加快完善跨市路网对接广深“双核”。“十四五”期间将推动支撑大湾区城市

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共6项；统筹推动48条跨市对接道路的规划建设，

构筑高效便捷边界路网体系；与广、深互联边界道路项目共7项。

数据说

羊城晚报记者 程行欢 黄婷 实习生 王翌萌

AA“三来一补”从这里闯出新模式

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研制的智
能穿戴设备

本版图片摄影/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在进行各种新材料的实验

东莞太平手袋厂陈列馆

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