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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华实验室将于下半年投入使用
南海区科技局将围绕一个平台+一个产业园的建设体系，增强重点平台新引擎作用，加速

创新成果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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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海全局发展的牛鼻子，科技创新将为南海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的南海区政府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中，分别提到增强重点平台磁聚效应、构筑

人才聚集高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成果

加速产业化等工作。作为负责部门，南海区科学技术局

将如何落实？

近日，珠江时报记者专访了南海区科学技术局副局

长沈海泱。沈海泱表示，接下来区科技局将围绕一个平

台+一个产业园的建设体系，加速推进创新成果产业

化。区科技局正在修订新的创新平台扶持办法，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线上对接平台，将增强新引进平

台与南海本土企业的产学研合作，预计在下半年与技术

经理人联盟同步推出。

此外，区科技局还将继续做好高企培育，设立科技

型高成长企业培育库，力争高企总数超2200家，从政

策和资源倾斜上支持高企做大做强；将继续完善全链条

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吸引更多“蓝海人才”落户南海。

沈海泱：南海目前有42个创

新平台，其中重点平台占比过

半。区科技局将根据一个平台+
一个产业园的建设体系，围绕广

东省“双十”产业集群，重点针对

落户南海的创新平台建设相应的

产业园。例如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广东（佛山）研究院，围绕其建设

纳米电子产业园，布局在狮山大

学城一带，首期约超1000亩；清

华大学佛山华南新材料研究院将

围绕材料的研发，计划在大沥建

立华南新材料产业园。

基础建设方面，作为广东省

委、省政府启动的首批4家广东

省实验室之一，季华实验室一期

建设已完成建筑主体封顶，今年

下半年陆续投入使用，二期项目

预计2022年6月交付使用。

在政策方面，目前已有《佛山

市南海区科技创新平台发展扶持

办法》，现正在重新修订，修订后

的版本最迟于下个月发布，与原

有政策相比，新的办法有两个主

要变化：

一是支持企业创新平台建设

的力度加大，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未来在企业创新平台的研发投入

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二是更注重新引进的平台与

本地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更注

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对成功促成

南海企业购买科技创新平台技术

研发服务的南海区行业协会、商

会和科技服务机构等，将根据技

术交易合同的金额按一定比例进

行奖励。

此外，区科技局将继续加强

与其他部门的联动，创新平台建

设涉及发改、教育、经促、财政、国

土、规划、住建、人社等部门，取得

各相关部门的理解、支持和配

合。比如在季华实验室建设中，

南海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实行事权下放、并

联审批、现场决策等措施，将原本

一年半的基建审批周期缩短至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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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泱：2020年第十一批

“蓝海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项

目共收到智能装备与先进制造

组、新型电子信息组、新材料组、

新能源组、生物技术与新医疗组

5大组别131个团队申报。目前

纸质申报书已通过形式审查，下

一步将进入技术评审阶段。

接下来服务人才团队方面也

有相应的创新举措：一是借助7
月南海的人才服务月，重点开展

创业辅导和培训，通过面对面培

训或集训等方式，主要针对管理

和运营两方面进行全方位培训；

二是持续进行科技镇长团柔性引

智工作，预计7月底，第七批共9
位科技镇长助理将到岗开展工

作。这批新的科技镇长也拥有了

新的任务，每一位科技镇长都需

要挂钩所在镇街的重点人才团

队，帮助人才团队成长。

此外，为了培养更多的科技

人才，区科技局还将加快推动众

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载

体的建设，促进科技企业成长壮

大；并结合村级工业园改造，对重

点产业的重点孵化器加大支持，

完善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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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报告中提出，构筑人才集聚高地，需深入实施

“蓝海人才计划”，重点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

今年的“蓝海人才计划”已推进到哪一步？接下来将如

何继续落实，建立多方位、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机制，吸

引更多人才选择南海、落户南海？

沈海泱：区科技局将从高

企的增量和存量两方面继续

发力。在增量上，将持续加强

高企申报认定的培训，疫情期

间已开展 20多场线上培训，

各镇街的科技部门和服务中

介已深入到有意向的企业中

进行一对一服务，争取高企总

数超2200家。

在存量上，将主要做好三

方面工作：一是继续落实政策，

2019年南海重新修订了高企

扶持政策，按企业营业收入划

分扶持标准，促进规下企业成

长为高企、规下高企成长为规

上高企。在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政策兑现方面，与税务局联动，

继 续 开 展 精 准 服 务 ，南 海

1931家高新技术企业中，享

受了2019年度税收优惠的企

业有 1468家，占比为 76%。

其中享受高企税收优惠的企业

有351家，所得税减免总额达

6.66亿元；享受小型微利企业

等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有

1117家，所得税减免总额为

1.42亿元。另外，享受了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的

高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达

25.15亿元。

二是各级科技政策向高新

技术企业倾斜，比如在核心技

术攻关项目上，区科技局组织

高新技术企业牵头承担，加强

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组织

103个企事业项目申报2019
年佛山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

238个项目申报2019年佛山

市自筹经费类科技计划项目。

三是做好创新平台和高

新技术企业的精准对接服务，

重点落在产学研服务，继续开

展线下推介会，打造覆盖基础

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

技金融全过程的创新生态

链。比如广东工业大学数控

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围绕企

业的智能化改造，已经持续有

100多个项目进行对接；季华

实验室也与九江酒厂、瑞洲科

技、星期六鞋业等本地企业开

展合作。

高企总数力争超22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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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方面，报告提

出要加快完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鼓励大中型

骨干企业建设各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研究

院和重点实验室。继续做好高企培育，设立科技

型高成长企业培育库，力争高企总数超 2200 家，

未来区科技局在培育高企与高企树标提质上有

什么计划？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广东（佛山）研究院规划效果图。

记者：报告中提到，将聚焦重点平台构建，全面激发

产业升级新活力，增强重点平台的磁聚效应，在政策、资

源上为重点平台创造更有利条件。作为主要负责单位

之一，区科技局接下来在政策和资源的倾斜方面有哪些

思路和措施？

沈海泱：2020年4月，区

科技局出台了科技扶持资金项

目管理办法，对项目的申报、评

审、立项、评估、验收、监督等环

节进行全程管理。

目前大部分创新平台还是

一事一议，未来对创新平台的绩

效考核上，将更加注重对科技数

据的考核，主要对专利申请、人

才团队、成果转化等作为考核的

重点，淡化对经济指标的考核，

从而优化创新的容错机制，目前

相关细则还在探索中。

同时注重对到期的政策展

开评估，主要围绕绩效、产生效

果、漏洞检查等方面进行评估，

并提出更完善的政策建议，作

为政策修订或更新的依据。

淡化经济指标考核
优化技术创新容错机制

记者：报告中提出，将探索建立技术创新容错机

制，建立健全更加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经费管理制

度。对此，区科技局有什么建议或相关的规划吗？

沈海泱：为提高成果转化

效率，推动创新成果加速产业

化，区科技局主要从三方面发

力：一是围绕重点平台建立相

应的产业园；二是打造南海区

内的线上成果转化平台，提高

创新平台和各大商协会、龙头

企业的对接效率，起到示范效

应，从而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利

用该平台；三是建设技术经理

人联盟，技术经理人主要由创

新平台的科技处处长、行业协

会秘书长、骨干企业的研发主

管等相关人员组成，将精准地

帮助技术供需双方将项目产业

化。

围绕重点平台建产业园
打造线上成果转化平台

记者：近期，区科技局组织了部分商协会参观季

华实验室成果展，并促成了九江酒厂与季华实验室的

合作。那么在推动创新成果加速产业化方面，区科技

局还有哪些健全科创平台与区内企业常态化、精准化

对接机制的相关计划或措施吗？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海绵通讯员 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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