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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作为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重要引擎，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实力提

升的重要驱动力。佛山高新区要以点破局，全力打造核心产业园区；激活科技企业、载体平

台创新活力，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打造优质创新创业环境，提高成果转化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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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作为知识经济时代

发展的重要引擎，已成为产业转

型升级、区域经济实力提升的

重 要 驱 动 力 。 作 为 制 造 业 大

市，佛山市具有雄厚的产业基

础、完整的产业链条，但科技

创新能力相对不足，需要通过

推进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举措改

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激发产

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

质生产力，推动新时期高质量

发展。

一、佛山市与佛山高新区
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佛山高新区承载着佛山市

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大使命，持

续不断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

高科技高水平的创新高地发展。

（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
优势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

佛山市产业整体偏向传统

制造业，受产业集聚度不高、基

础科学研发能力弱、科技成果转

化效能较低、产业结构较为落后

等因素制约，目前该市面临科技

创新驱动力不足、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能力不强现状。

作为佛山市创新发展主引

擎，佛山高新区积极打造科技创

新平台、推动企业升级改造，为

佛山市凝聚发展动能、重塑产业

新 格 局 提 供 强 有 力 的 科 技 支

撑。但佛山高新区缺乏大科学

装置、前沿研究机构的发展现

状，使其在未来产业布局、新质

生产力培育上略显后劲不足。

（二）产品创新能力较强，技
术创新能力略显不足

在产品创新方面，“有家就

有佛山造”这一“IP”已经成为享

誉全国的名片，佛山市在电器、

家具等制造业行业已形成一批

质量过硬、品牌优势明显的泛家

居产业集群，但新技术创新能力

略显薄弱，暂时难以满足高质量

发展需求。佛山高新区在科技

创新资源上较为落后的现状与

其经济体量不匹配的矛盾，在产业

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

（三）高新技术产业呈现多
点式分布

佛山市“强镇域经济”的现

状与佛山高新区“一区五园”的

发展格局，致使产业发展呈现多

点发散分布格局，逐渐形成以禅

城区的张槎街道、南海区的桂城

街道与狮山镇、三水区的乐平

镇、顺德区“大良街道—北滘镇”

为主的核心集聚区；以三水区

的大塘镇、顺德区的杏坛镇为

核心的次级聚集区；高明区等

相对落后区域目前高新技术产

业集聚度较低，仅有少量高新

技术产业分散其中。总体看，

佛山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呈现

“主核心区+次核心区+周边发散区”

发展格局。

二、佛山高新区科技创新
发展存在问题与剖析

佛山高新区经济发展面临

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单一、

产品独特性较低等难题，需更

加正视产业发展存在的诸多问

题，积极寻求出路，实现产业量

质齐飞。

（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科
技成果转化效能低下

新技术研发是产业创新突

破的前提、突破“卡脖子”技术的

关键核心，高校、科研院所则是

技术突破的策源地。以高校资

源为例，佛山市素有“大学贫困

市”之称，全国GPD前 35强城市

中，佛山市大学生密度远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匮乏的高校研发

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佛山

高新区技术创新的步伐。同时，

本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有

限，过度依赖外部成果引进，存

在可转化成果稀缺、转化效能

低、科研人才不足等问题。佛山

高新区内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效能低下，科研机构与佛山市产

业界黏合度较低，未能形成有效

的联络机制，本土科研人才难以

深度参与到佛山市产业转型升

级当中。

（二）产业略显单一，产业结
构有待优化

匮乏的科研资源难以支撑佛

山高新区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过

程中对技术和人才的需求。

整体看，佛山高新区产业结

构比较单一，以通用和专用设备

制造业、电子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为核心的装备制造业产业规模

占比超60%，中低端制造业庞大，

缺乏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在未

来产业竞争格局中不具备产业

抗打击优势，抗市场风险水平较

弱。提高科技创新效能，推动佛

山高新区产业多元化发展，是支

撑佛山市制造业当家、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举措，而如何优化产业

结构是佛山高新区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之一。

（三）人才依赖引进，本土
人才留育能力弱

产业发展从早期的抢资源、

拼经济已转变为抢人才、拼创

新的新发展模式，产业转型升

级、科技创新对高层次人才的

需 求 空 前 巨 大 。 在 引 才 育 才

过程中，佛山高新区企业主要

依赖高薪引才、安家补贴引才

等方式，本土培育人才较少。

佛 山 高 新 区 面 临 从 业 人 员 创

新素质相对偏低、人均产出GDP
低下等问题。

（四）高新技术产业过于分
散，未能形成集聚效应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有着极高的关联

度，高效的公共服务水平、便捷

的区域交通路网、完善的生活配

套设施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外在环境和物质基

础而过于分散的产业布局导致

以下几点问题：

一是区域间产业同质化严

重。佛山市各镇街及佛山高新

区各园区发展定位不明晰，普遍

存在产业重叠、同质化发展的问

题。二是公共服务效能不足。

松散的产业分布格局使得佛山

高新区管委会难以有效对企业

开展精准的企业服务活动，未能

形成“点对面”的高效服务体

系。三是区域城市建设能级、生

活配套不足。除了部分核心产业

园区外，多数产业园区存在路网配

套不足、生活配套较差的情况。

三、对佛山高新区科技
创新的对策建议

（一）以点破局，全力打造核
心产业园区

佛山市委、市政府将佛山人

才创新灯塔产业园、云东海医药

健康产业园提级交由佛山高新区

管理建设，佛山高新区应紧抓这一

发展机遇，大力推动创新资源、人

才资源汇聚至两大核心产业园区，

全力打造创新人才汇聚新高地。

一是要强化顶层设计，高标

准打造两大核心园区。在规划

设计上，佛山高新区应充分发挥

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基地

的区位禀赋优势，主动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大战略，借鉴

国际一流产业园发展模式，结合

佛山高新区产业发展实际，大胆

创新、适度超前，高标准打造高

质量标杆式园区。二是要坚持

外引内提，全方位优化产业结

构。立足佛山高新区产业优势

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全

面梳理佛山高新区发展现状，坚

持发展优势、补齐短板的产业发

展理念。三是要打造产业集聚

空间，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腾

笼换鸟”大力推进“三旧”改造工

作，筑巢引凤新建一批具有特色

的产业载体，针对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规格打造标准化厂房、定制

化建造高能级专业厂房。

（二）激活科技企业、载体平
台创新活力，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佛山高新区需打造一流的

科技创新平台、推进科技企业

开 展 技 术 攻 关 研 发 。 在 应 用

基 础 研 究 和 核 心 技 术 攻 关 方

面，佛山高新区要大力培育国

家 级 和 广 东 省 级 新 型 研 发 机

构、技术创新中心，布局建设广

东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等科

技创新平台。

一是对佛山高新区科技创

新平台进行分类量化管理。结

合佛山高新区“一区五园”定

位，合理配置科技创新资源，

走产业差异化、特色化平台发

展路线。二是制定完善的企业

发展培育路线。重点培育一批

增长快速、创新能力强、业态

模式新的优质企业。三是大力

引进一批领军人才及创新创业

团队。锚定佛山高新区科技创

新、企业发展路线，持续开展人

才团队评选工作，评选出优质创

新创业项目。

（三）打造优质创新创业环
境，提高成果转化效能

企业的创新发展离不开良

好的生态环境。为进一步释放

企业创新创造新动能，佛山高新

区需要多项措施齐发，打造优质

创新创业环境。

一是政策支持，进一步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适

时制定符合发展需求的扶持政

策，营造浓厚创新创业氛围；二

是创新资源保障，通过开展“企

业创新积分制”等工作，梳理科

技企业创新现状、擘画企业创新

画像，定制化开展企业服务，引导

企业持续开展科技创新；三是举办

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打造常

态化运行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

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人才链有机衔接、融合发展，助推

优质创新项目落地佛山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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