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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

自十八大以来，深圳经济领域改革方面成绩
显著。首先是营商环境改革不断优化。出台《个
人破产条例》，编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

营商环境改革20条，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四个千

亿”计划、工商业用电降成本等措施，已累计为55 家

民营上市公司提供超20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建设全市统一政务服务 APP“i 深圳”，累计注册用户数超

1200万，上线服务事项超过7000项，切实减轻企业和群
众负担，促进投资提速增效，在全国重点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前
列。
其次是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出台《科技创新条例》、科技计划管

理改革22 条等，实施项目攻关“悬赏制”、评审“主审制”、经费“包干

制”，确定并执行每年不低于30%的财政科技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长效机制，“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
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日益完善。

此外，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点走在全国前列。“区域性(深圳)
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获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同意，率先
实现经营性国有企业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完成7家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

革，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比例达83.5％，市属国企资产证券化率达

57.2％以上。

数据说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一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

起，一条条道路经纬交织、宽阔
美丽。从“南海渔村”到“国际
都市”，深圳这座城市如神话一
般崛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
时，深圳的城市交通网络也在
急速拓展。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之初，
道路交通条件非常差。1992
年，深圳提出要在2000年前修
建 6 条高等级公路，梅观高速

“打头阵”，成为深圳自筹资金
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三年
后，梅观高速通车，使原“二线
关”外的龙华和龙岗坂田片区
与深圳市中心区、香港之间有

了快速通道，沿线区域能够更
多地承接原特区内和境外资
金、技术的辐射，迅速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带。这条南北向的高
速公路，也成为深圳的一条“黄
金带”，华为、富士康等大企业
均受益颇多。随后，机荷高速
东、西段先后通车，深圳南北向
和东西向交通大动脉的基本架
构搭建起来，深圳的路网串联
起香港、广州、东莞、惠州等周
边城市，物流运输渠道打通了，
各种经济元素流动越来越多。

路通则人通，交通是重要
的民生组成部分。目前，深圳
加快构建“十横十三纵”路网体

系，过去五年新建成道路里程
254公里，全市高快速路总里程
突破 600公里。不断加密的高
速路网，推动人才、技术等要素
资源高效流动与集聚，如今的
深圳正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
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高
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一面
旗帜：全市拥有1.8万余家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去年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达 1.03 万亿
元，交通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创
新脉搏共振。

当前，深圳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建设进入快车道，建成
世界级集装箱枢纽港、国际航
空枢纽、国家铁路枢纽、国家公
路主枢纽、国家物流枢纽，“五

枢纽”体系建设共同
引领，形成

面向国内国际辐射带动的新格
局。受制于建设时序、跨市协
调对话机制、建设运营利益分
享模式等条件约束，深圳面向
城市群、都市圈的区域交通联
系仍依托于传统路网主导模
式，与国际一流城市群、都市圈
尚有差距。目前，深圳计划共
建一个协同畅达的大湾区综合
立体交通网，包含城际铁路、高
快速路、低空飞行、水上客运，
努力实现交通出行“内湾半小
时、湾区一小时”。一张未来感
十足的交通网络正迈开大步走
向现实。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深圳必须进一步提
升交通枢纽与通道的辐射能
级，提高高端资源要素配置能
力，支撑深圳面向国内国际资
源要素的便捷流通。打造科
技和产业创新高地，深圳加快
构建支撑创新要素集聚的路网
体系。

一方面，构建功能清
晰、结构合理的多
元跨江通道体系，

促进珠江东西

两岸资源要素便捷流通，加快
推进深中通道建成通车，规划
预留伶仃洋通道、外环高速西
延跨江通道。另一方面，加
快打通深圳与东向沿海节点
联系瓶颈，包括深惠高速、深
汕高速扩容，完成深圳外环
高速公路建设，推进深汕第
二高速工程建设等，助力大
湾区沿海轴带对外辐射能级
提升。同时，加强深莞惠边界
道路对接，促进都市圈路网一
体化发展。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
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目
标，作为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地区之一，深圳担负着先行
探路的任务。今年 4 月中旬，
《深圳市综合交通“十四五”规
划（公众咨询稿）》出炉，公布未
来五年深圳综合交通发展总体
部署和统筹安排。到 2025年，
深圳将初步构建融合深莞惠、
连通大湾区、服务全国、辐射亚
太、面向世界的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为深圳全面建成现代
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提供交通
保障。

2021
年 1 月，深汕
铁 路 宣 布 开
工。深惠、深
大、穗莞深(前
海至皇岗口岸
段)、深惠城际大
鹏支线4条城际
铁路也将于今年
开工建设，标志
着深圳市主导建
设的深圳都市圈
城际铁路发展全
面提速。路通财
通，如何留住企
业、留住财富、让
整个社会共享经
济发展成就？这
考验着服务型政
府的智慧。羊
城晚报记者在
采访中，深深
感受到了管理
部门自发的
创新基因。

共建海陆空交通网 深圳对标国际湾区城市

深汕铁路始于深圳枢纽西
丽站，经深圳市、惠州市至深汕
特别合作区，引入广汕铁路深汕
站。其中，坪山站将与城际、地
铁等多条轨道线路形成综合交
通枢纽。对于坪山区来说，以改
革动能提升发展势能，以“小切
口”推动“大改革”，历史机遇一
再青睐。

去年，坪山在营商环境优
化、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
先试，全面推进46项改革工作，
改革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凸
显。深圳坪山区科创局副局长

刘柯告诉记者，坪山是深圳最年
轻的区，创业创新的故事每天都
在这片热土上演。

如今的坪山，已被赋予深圳
东部中心、深圳国家高新区核
心园区和深圳未来产业试验区
三大全新定位，成为越来越多
高新技术企业的选择。以土地
政策为例，“深圳寸土寸金，政
府在土地整备、城市更新上采
取多种主动措施，坚决杜绝炒
房现象，将土地用在刀刃上。”
刘柯表示。

锦绣东路，一条长 3.8 公里
的城区道路，云集了191家生物

医药类公司、11家上市公司。到
2020 年，在深圳全市生物医药
产业“一核多中心”明确以坪山
为“核”的利好带动下，坪山区生
物医药企业达到 648 家，新增
218家，增长50.7%。同一年，比
亚迪、丰田等 77 家新能源（汽
车）和智能网联公司落户坪山，
嘉合劲威等 590 家新一代信息
技术企业选择在此创新创业。
此外，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也在加快布局，“3+X”产业发展
格局的形成，让坪山的创新发展
集聚态势更加明显，展现了令人
惊叹的“坪山速度”。

位于深圳西南部的南山区
是深圳科技创新资源最集聚的
地区，全区企业总数超 40 万
家，相当于每 4 名常住人口拥
有 1 家企业，其中有腾讯、恒大
2家世界 500 强企业，境内外上
市企业183家，居全国区（县）第
二。南山区更获批全国首批“双
创”示范基地，PCT国际专利（即
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
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约占全国
1/8，“国高”企业超过4000家。

在拥有超1000家高新企业
的深圳科技生态园里，有世界顶
级企业的重要机构，也有极具特
色的深圳自主创新中小企业。
而深圳第一个区级的一站式全
链条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南山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就坐落

于此，毗邻高新企业，已成为南
山区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和
创新环境的重要服务窗口。

创新创业密度的不断加大，
离不开南山区长期以来对知识
产权的保驾护航。记者在南山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看到，现场设
立了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庭、南
山法院知识产权巡回法庭以及
综合调解室、警示谈话室、公证
室等功能区，还开设 44 个标准
化服务窗口，包括国家知识产权
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家知识产
权局审查员（深圳）实践基地等
国家级平台。

据了解，该中心是由知识产
权党政机构、司法机关、社会团
体、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运营的
综合性服务平台，能为企业提供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
理、服务”业务一网通办的一站
式服务。2020 年至今，中心共
办理保护类业务 2.4 万件、促进
类业务1.2万件。

南山区知识产权促进中心
主任刘静告诉记者，中心采取

“三厅协同”的服务模式：线下有
服务大厅，还有一网通办的知识
产权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移动
办事大厅。目前，进驻上述服务
大厅的公检法司、社会团体和企
事业服务单位共有44家。“企业
在这里可以找到相应的知识产
权保护服务窗口，我们也会根据
企业需求派专人带领相关机构
进行上门服务。”

以解决现实中的知产纠纷
为例，该中心可联合公安局、检

察院以及市场监管局对知识产
权领域的疑难案件进行案件会
商，判断该案件属于刑事案件还
是行政案件，提前指导企业进行
取证和护证，极大地加快案件办
理效率。

把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的
保护工作前置，是避免和加快解
决此类纠纷的重要途径，也是南
山区知识产权促进中心下一步的
工作重点。“商业秘密关乎企业的
生死存亡，但我们在工作中发现，
很多企业在没有涉及此类案件时
可能不太重视保护工作。”刘静表
示，中心希望能创新服务，帮助企
业提前做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
保护方面的战略布局，提前构建
保护体系，而不是等企业遇到问
题了再帮它们解决。

羊城晚报记者
程行欢 黄婷

加强营商服务 吸引产业聚集

健全知产保护 培育创新土壤

一条3.8公里的道路上有191家生物医药类公司；一个区
企业总数超40万家，平均每4名常住人口拥有1家企业……

营商环境优化
让城市跑出创新

“沿着高速看中国（广东）”
深圳站的终点，是前海前湾片
区的湾景天际线标志性建筑
——前海嘉里中心，这里是一
场全新改革的起点。深圳前
海，“比特区还要特”，定位“依
托 香 港 、服 务 内 地 、面 向 世
界”，充分发挥先行先试政策优
势，积极推进深港合作。在建
设领域方面，前海开展了大量
有益实践，为推进建设领域机
制、体制改革，促进香港进一步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奠定了坚实
基础。

据了解，近年来，前海率先
与香港发展局签署了合作意向
书及合作安排，为全方位开展合
作奠定了基础，在建立常态化合
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强化两
地联动管理、促进新技术交流等
方面加大合作力度，促进了更高
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的
开放与合作。

深港合作实验场的第一个
项目便是前海嘉里中心。嘉里

中心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批准
设立后出让的首个商业项目，
也是前海第一个试点“香港建
设模式”的投资项目。这一“湾
景天际线”标志性建筑，打造集
写字楼、商业、公寓及酒店于一
体的国际化生态综合体，与前
海澎湃心跳一脉相承。嘉里
（中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推广
总监林志中介绍，项目部分建
筑已获取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
认 证 、美 国 绿 色 建 筑 协 会
LEED 铂金级认证，并按照美
国国际健康建筑研究院WELL
金级预认证标准设计与建造，
是前海首个三重绿色认证的大
型综合发展项目。

随着实践不断深入，前海
先后增加了腾讯、新世界等 6
个港资项目及 10 个政府投资
项目作为试点。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共有超过 50 家香港
专业机构和150名香港专业人
士在前海执业，香港专业机构
签订合同金额超过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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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推进顶层设计 深港全新合作

深圳坪山新产业
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的免疫生化分
析仪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入驻前海综合保税区的物流企业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