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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千帆竞发，惟改革

创新者劈波斩浪勇毅前行。2024年 3月 3日，珠

海市首部促进珠海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

地方法规《珠海经济特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设置总则、开发建设、

创新创业、服务保障、法律责任、附则 6 章共 52
条，从加大“一区多园”统筹力度、优先保障高新

区产业用地、完善人才服务政策措施、贯彻落实

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理念等方面，促进和保障珠

海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条例》的出台意味着珠海高新区“一区多

园”体制机制改革迎来“里程碑”式立法保障。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珠海高新区将以《条

例》实施为契机，锚定“三年内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超千亿元、综合评价排名进入国家高新区前

十”的目标，以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塑造

发展新动能，构筑发展新优势，全力将高新区打

造成为珠海市培育、壮大、应用新质生产力的主

阵地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奋力向世界一流

高科技园区迈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珠海实践

中谱写高新篇章、作出高新贡献。

赋予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作为国家高新

区，珠海高新区是科技的聚集地、创新的孵化

器。经过30多年发展，珠海高新区乘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奋楫笃行，创新竞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

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

关于为珠海高新区专门立法，珠海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条例》时给出的

回答是：“面对新时期国家高新区发展的定位任

务和珠海市委的部署要求，迫切需要以立法的形

式推动、引领、支撑高新区加速发展，更好辐射带

动珠海市产业升级。”

2月 18日农历甲辰年新春第一个工作日，珠

海市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紧扣高质量发展

主题，促进产业和科技互促双强，全面提升科技

高水平自立自强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珠海高新区勇

立发展潮头、奏响奋进强音，明确将 2024年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设定为 8%，力争实现两位数

增长。

目标已定、蓝图已绘。此次通过人大立法授

权方式出台《条例》，珠海高新区将被赋予更大的

改革开放自主权，进一步推动珠海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

今年，珠海高新区将以《条例》落地实施为牵

引，不负珠海市委、市政府厚望重托，锚定“三年

内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迈过千亿元大关”目标，

紧扣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超级科创孵化器”要求，

深入推进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

工作大落实，坚持提升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

培育未来产业并举，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为珠海市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扛起高新使命、

展现高新担当。

明确“一区多园”管理体制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作为经济特区中

的国家高新区，珠海高新区的血液涌动着改革创

新的“基因”。近年来，珠海高新区持续推进“一

区多园”改革机制，编制“一区多园”产业发展规

划，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

业链，加快培育新动能、抢占新领域、发展新经

济，推动珠海高新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示范

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凭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改革锐气，珠海

高新区“一区多园”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形成了包括唐家湾主园区、南屏科技工业园、三

灶科技工业园、新青科技工业园、航空航天产业

园、富山工业园等在内的“一区多园”架构，展现

出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2023年，珠海高新区

“一区多园”高新技术企业 1459 家，占珠海市

55%；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3家、广东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 632家；上市企业 33家，占珠海市

67%；科技型中小企业1484家，占珠海市53%。在

全国 169家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中，珠海高

新区位居第17位。

成就来之不易，启示弥足珍贵。为总结好近

年来珠海高新区“一区多园”改革实践经验，并为

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条例》

明确了珠海高新区“一区多园”的建设和管理模

式，其具体范围由珠海市政府划定，根据高新区

开发建设情况对“一区多园”具体范围适时调整

并公布；同时在发展定位中明确，唐家湾主园区

要发展成为珠海培育、壮大、应用新质生产力的

主阵地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发挥主平台作

用，带动各分园区联动和协调发展，形成有特色、

差异化的发展格局。

同时，《条例》明确了珠海高新区管委会是珠

海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对高新区实行统一管理，

履行市政府赋予的管理职责，包括统筹协调高新

区的改革发展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出台重大政

策，制定实施各项管理制度；组织编制高新区产

业发展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相关工

作；负责实施高新区火炬统计、品牌打造工作等。

此外，《条例》明确了各园区管理机构的法定

职责权限，规定组织开展“一区多园”监测评价等

事宜，鼓励高新区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珠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咏霞介绍说：“一

方面，《条例》明确了珠海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强

化市政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力度，强化高新区管

委会的统一管理职责；另一方面，通过多种举措

强化统筹，着力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突

出、功能协调的园区发展格局。”

下一步，珠海高新区将以《条例》实施为有利

契机，进一步激发改革活力、增强创新动力，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台阶。

打造应用新质生产力主阵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珠海

高新区始终锚定“又高又新”，坚定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汇聚整合各类科技创新资源，着力构

建一流科创平台、培育一流科创人才、打造一流

科创环境，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该

高新区已经成为珠海市创新成果应用最活跃、高

新技术产业最密集的区域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主战场。

创新不辍结硕果。数据显示，2023年，珠海

高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5640件，占珠海市78%。

为助推珠海高新区加快打造成为珠海市培

育、壮大、应用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和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引擎，《条例》突出创新基调，把握“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这条主线，以明晰的法规条

款赋能珠海高新区创新创业，为珠海高新区加快

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城市能级量级提供重要支

撑。

在科技创新方面，《条例》提出，珠海高新区

应当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创新驱动、

高新定位、绿色智能、突出特色的原则，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将高新区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示

范区、新兴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引领区、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

同时，《条例》鼓励、支持设立众创空间、科技

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等孵化载体，为企

业和个体创新创业提供专业服务。支持专业性

和综合性中试基地建设，为科技成果实现工业

化、商品化、规模化提供投产前试验或者试生产

服务。明确珠海市政府应当支持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和平台建设，将国家实验室、广东省实验室、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新型研发机构等重大平台优

先布局在高新区，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和产业技术

创新融通发展。

此外，《条例》还鼓励支持企业、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积极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承担国家、广东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成果产品化、产业化。鼓励支持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围绕珠海市

重点产业领域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打造技术

攻关、人才培养、创新创业的核心平台。

在产业创新方面，《条例》着力构建布局合

理、结构优化、特色突出、功能协调的园区发展格

局，提出由珠海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编制高新区

“一区多园”产业发展规划，支持高新区探索市场

化运作模式，鼓励探索建立园区之间联合招商、

利益共享机制。

此外，《条例》从政策、财政、人才、产业用地、

行政审批、企业服务等方面，强化珠海高新区发

展的要素支撑，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抓好《条例》贯彻落实

当前，珠海高新区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深

中通道通车在即，深珠通道规划推进，珠江口东

西两岸融合步伐加快。作为深珠合作桥头堡，地

处珠海市“东大门”的珠海高新区发展前景广

阔。《条例》的出台实施，为珠海高新区的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有助于构建更优更好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

成事之要，贵在执行，重在落实。如何抓好

《条例》的贯彻落实？

珠海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小

彬表示，珠海高新区将以《条例》施行为契机，聚

焦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珠海市委“1313”思
路举措，大抓产业发展、大抓改革创新、大抓招商

引资、大抓城乡融合等重点工作，把《条例》各项

规定一条一条落实到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珠

海实践中奋力谱写高新篇章、作出高新贡献。

立足新使命新定位，高起点规划建设滨海新

城。按照珠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以珠海高新区

为主战场打造未来科技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超

级科创孵化器等部署要求，珠海高新区将一体规

划建设未来科技城中心区，打造区域行政中心、

文化中心、商业服务中心及科创中心；差异化、专

业化、集约化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孵

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建设具有鲜明珠海特色

的“粤港澳大湾区超级科创孵化器”。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城市能级量级。

珠海高新区将锚定“三年内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迈过千亿元大关”目标任务，加快招引大产业、大

项目，做强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等 4个百亿元级产业

集群；做优“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独

角兽企业—上市公司”梯次培育体系，用好专精特新

专项发展基金，培优育强一批链主企业、单项冠军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依托企业服务中心打响“一门受

理、一站办理、一口反馈”高新服务品牌，加快推进

珠海特色“企政服务”标准体系建设。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百千万工程”出新

出彩。珠海高新区将抓实抓细“古镇五新”（古镇

新业、古镇新颜、古镇新韵、古镇新风、古镇新城）

各项重点任务，复制推广区属国企+集体经济联

动发展的“永丰模式”，推动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补齐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板；在进一步巩固

2023年绿美高新生态建设成果基础上，迅速吹响

“绿美高新”集结号，大力实施区镇村绿化实施方

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打造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绿美珠海生态

建设的示范标杆区。

抓好工作统筹和业务协同，壮大“一区多园”

发展合力。珠海高新区将做好“一区多园”监测

评价，编制“一区多园”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完善

“一区多园”数据平台，推进各园区数据联通、资

源共享、招商协同、企业联合培育，形成有特色、

差异化发展格局。

一年春作首，奋进正当时。随着《条例》的实

施，珠海高新区必将破茧成蝶，积厚成势，未来可期。

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立法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立法

推动珠海高新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珠海高新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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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珠海实践中谱写高新篇章、作出高新贡献。

珠海高新区吹响“绿美高新”集结号，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绿美珠海
生态建设的示范标杆区。

珠海高新区将做强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等
4个百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珠海高新区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珠海莫界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
线正在进行作业。

珠海高新区鸟瞰图

区属国企+集体经济联动发展，“永丰模式”推动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