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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蓉芳 孙梦依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成

百吉生物项目“中新肿瘤防治技术创新与临

床转化医学中心”成为粤新合作代表项目之一，

在新加坡签约；安凯微电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成为广州高新区第80家上市公司……

近日，广州高新区创新大道沿线创新型企业的好

消息接踵而至。这条聚集 40多个生物制药产业

项目、80家集成电路产业上下游企业以及智能网

联与新能源汽车超级产业链群的大道，正在成为

激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活力的纽带。

这条纵贯整个广州高新区的创新大道，“新

兴”之火何以从这里开始燎原？

创新，始于高效开展的国际产业
合作——

坐落在中新广州知识城粤港澳大湾区纳米

产业聚集区的百吉生物，日前迎来又一大喜讯。

6 月 26 日，百吉生物的合作项目“中新肿瘤

防治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医学中心”作为知识城

12个粤新合作项目之一，与其他项目一同集中签

约。百吉生物将与知识城集团共同设立中新肿

瘤防治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医学中心，促进生物

治疗基础研究向临床有效转化。

2016年成立于新加坡、2017年落户中新广州

知识城的百吉生物，是一家专注细胞与基因治疗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药公司。“我们基于‘新加

坡+广州’双总部布局实施全球化战略，汇聚了 6
个国家的顶尖科研人才，目前已有两款产品获得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与中国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IND）批文，同时储备

的其他 3款产品也正在推进 IND 申报。”百吉生

物首席科学官张曦介绍说。

法国科学院院士、百吉生物科学委员会主席

兼首席科学家 Jean-Paul Thiery教授谈起1984年

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与现在的巨大变化——1984
年正是广州开发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

始建设的元年，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初级制造业，

到如今的高新技术创新产业，变化不可谓不大。

“创新大道上分布了很多高科技创新企业，

囊括众多创新领域如通信、无人驾驶、生物医药

等。”Jean Paul Thiery评价道，“如同美国硅谷一

般，基础研究和工业研究完美融合，能转化为更

多高附加值的创新产品。”

创新，始于汇聚原研创造为产业
赋能——

2017 年百吉生物落户中新广州知识城后，

Jean Paul Thiery 被创新大道短短几年的发展速

度震惊，他甚至用“光速”这个词来形容这里的建

设速度与科研成果转化速度。“这里一年的变化，

在法国要50年！”

的确，也就是在三五年间，以创新大道为轴，

中新广州知识城拔地而起了中新国际联合研究

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广东粤港

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航空轮胎大科学中

心）、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黄埔高等研究院、华南

理工大学黄埔绿色先进材料技术研究院、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西电广研院）、广州大学

黄埔研究院、广州市区块链研究院、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黄埔研究院、天津大学湾区研究院、清华

珠三角研究院（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基地）等 12所研究院，为中新广州知识城注

入了更浓厚的创新基因。

“西电的创新成果顶天立地，天问、北斗、天

眼都有西电的贡献。来到广州之后，我们把与本

地产业发展契合度较高的新一代通信技术、材

料、集成电路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搬迁

过来做更深度的产教融合。”西电广研院党委副

书记刘涛介绍说，2020年，西电广研院落户中新

广州知识城就是聚焦与产业密切相关的前沿创

新领域，解决急难险重的技术问题。3年来与本

地企业进行了多项融通，共建了17个校企联合中

心，针对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

方案，服务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州高新区企业丰海科技就是这种合作的

受益者。“丰海科技是一家智慧交通领域的专业

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该公司在战略转型、

开展新业务时遭遇了雷达技术瓶颈，这时西电广

研院为企业提供了创新力量支持。”丰海科技常

务副总经理杨俊回忆说，与西电广研院的合作让

这家企业突破了毫米波雷达技术，新产品能实现

智慧交通、车路协同路侧交通数据采集，以及智

能家居领域人体存在感知、姿势检测、目标跟踪。

7月1日，被称为“黄埔一期”的西电广研院首批

598名研究生毕业，他们中有不少人进入了创新企业

及各类科研机构，继续从事科技创新工作。

链接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创新大道就像

一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吸纳创新的新鲜血液，引

才、育才、聚才、助才，最终把创业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充分融通，推动着创新从知

识城发生，并散播四方。

创新，始于新基建铺就的智慧产
业底座——

“这里是创新的起点，创新在这里扩散到大

湾区并走向全球！”百度智能交通广东省副总经

理杨斌很赞同这一观点。他说：“从百度自身来

看，许多创新都是源自广州市黄埔区、广州高新

区，通过创新大道走向其他城市，进而走出国

门。比如我们的阿波龙二代，目前已经远销阿布

扎比等国际市场。”

2020年阿波罗智行科技（广州）有限公司（百

度阿波罗）落户广州高新区后，就开始实施“智

慧+”车城网新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打造智慧交

通“新基建”样板，从车路协同向“车、城、人”互联

融合过渡。目前已在一期 102个车路协同路口、

133公里高精地图覆盖路网基础上启动二期工程

建设，新增 230 个车路协同路口和 437 公里高精

地图路网，可进一步加强车路协同路网覆盖，打

造该区数字城市发展的一张“经络图”。在此基

础上，百度阿波罗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城市级规模

化的综合融合感知体系，构建了服务于高等级自

动驾驶的“车城网”平台雏形。

“最新的应用是‘黄埔哨兵’自动驾驶巡检

车，实现了对机动车违停、非机动车违章等 28种

事件的智能化识别，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

率、能力。”杨斌介绍说，该创新目前已累计自动

驾驶巡检 40万公里，识别各类交通/市政

类事件超47.9万起，有效率达90%以上。

有了创新的“土壤”，产业创新生态就

会攀附而来。截至 2023年 5月，百度阿波

罗已吸引3家车城网生态企业落地广州高

新区，共同创新新技术、探索新应用。

创新，始于知识产权综改
的产业活力释放——

成立至今，百度阿波罗已在广州高新

区投放自动驾驶出租车总计70辆，开展了

多种智能交通应用测试。作为一家全新

的企业，竞争力来自其强大的创新能力，

来自于136项专利所蕴含的知识力量。

广州安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同样

是注重知识产权创造的创新企业。“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安凯微电子已获授权

专利超过 300件，且以发明专利为主。”安

凯微电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瑾懿表示，公

司系统级芯片（SoC)中自研 IP占比超过 75%，自

主可控程度高，拥有 60多类电路设计 IP，并形成

了 SoC、ISP、机器学习等七大类核心技术。2021
年，安凯微电子的物联网摄像机芯片在全球家用

摄像机市场占有率超过25%。

“我们是广州高新区的老企业，搬到中新广

州知识城后乘着知识经济发展的东风快速发展

壮大。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与周边的科研

院所沟通和交流，比如西电广研院、广大黄埔研

究院、广外黄埔研究院等，对我们知识产权的创

新和人才引进都非常有帮助。”李瑾懿说。

2022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知识产权数据受

多种因素影响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新广州知

识城知识产权指标实现逆势跃升，各项核心指标

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以上高速增长：

区域企业、科研院所等主体全年共获专利授

权近 3000件，较 2021年同比增长 95.68%；发明专

利 、实 用 新 型 和 外 观 设 计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超

194.59%、80.86%和 41.76%；PCT国际申请增长超

50%，除获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海外专利授权

外，知识城知识产权还走进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东盟国家落地开花，占比首次超过5%。

“在这些数据里，中新广州知识城高价值专

利占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超 90%，其中战略性新兴

产业有效发明专利类型的数量占比超95%。”广州

高新区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如果说中新广州知识城是知识之城，那么创

新大道就是创新之路。

通过这条大道，百济神州、诺诚健华、龙沙等

多个尖端生物制药产业项目扎堆聚集知识城，达

产产值超千亿元；粤芯芯片、深南电路等集成电

路产业上下游企业多项核心技术实现国内“零”

的突破；小鹏汽车、百度阿波罗等企业以新能源

汽车智能化、自动驾驶为突破方向，加快打造智

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超级产业链群。

“规划和建设创新大道的初衷正是引导创新

要素汇聚，如今这条大道已经发展成为一条具有

创新特色的魅力大道。”规划蓝图变为高质量发

展的现实画卷，广州市黄埔区建管中心知识城园

林景观部部长胡蓉欣慰地说：“我们成功地造就

了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

本报讯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布了

2023 年云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优胜集群名

单，共有 10个集群被评为云南省优胜集群，并被

授予“云南省成长型制造业集群”称号。其中，昆

明高新区电子信息集群入围。

近年来，昆明高新区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增强研发能力、全面升级要素支撑等方式，形成以

关键电子材料研制、智能终端制造为主，以电子器

件、消费电子研制为重要补充的电子信息制造业

产业发展格局。

截至今年 5月，昆明高新区保有电子信息制

造及数字经济企业 238户；已落户电子信息类制

造企业16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0户。今年1-5
月，昆明高新区10户电子信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完成产值 117.30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49%。

按照产业发展定位，昆明高新区聚焦集群产

业重点领域，以产业链招商和骨干企业培育为抓

手，全链条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与数字经济产业，形

成完整的“关键电子材料研制—核心电子元器件

制造—智能终端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链，深

入推动关键电子材料、智能消费电子产品、通信产

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等细分领域专业化、聚集化

发展，推进集群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配套协作、联动

发展。同时，围绕数字医疗、数字文创、新金融等

新赛道建设应用场景，促进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

发展。

到 2025年，昆明高新区电子信息制造与数字

经济产业集群力争实现转型升级，产业链更加完

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

业布局更趋合理，涌现一批标杆型龙头企业和引

领型创新企业，智能制造取得积极成效，对昆明市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接下来，昆明高新区将紧紧围绕“资源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条主线，以提升昆

明市电子信息制造与数字经济发展竞争力为核

心，深入推进电子信息制造与数字经济产业链条

化、集群化、高端化发展，重点实施一批数字经济

示范工程，引领电子信息制造与数字经济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制造与数字经

济产业规模，打造电子信息制造与数字经济产业

集群，形成电子信息制造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

“昆明高新模式”，助力将昆明打造成为云南省电

子信息制造与数字经济产业核心引领区。郜新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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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大道沿途大院大所、高新技术企业林立。

李剑锋/摄

6 月 30 日，

随着主变冲击

合闸成功，位于

合肥高新区的

220千伏南岗变

电站工程提前

90 天完成投入

运行，这是合肥

高新区投入使

用的第四座 220
千 伏 变 电 站 。

图为工作人员

在检查设备运

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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