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尖兵”/
壮大科技创新主力军

季华实验室首颗超高比功能柔性卫

星“佛山一号”成功升空；佛山中科云图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无人机装上智能规

划航线的“大脑”；非夕科技研发出国内

首台自适应机器人，打破国外机器人公

司在高端机械臂领域的垄断地位……

在一些科创前沿阵地，南海开始进

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

累迈向质的飞跃。看似寻常最奇崛，成

如容易却艰辛。一直以来，南海始终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的理念，贯彻落实“四个面

向”要求，狠抓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紧盯

打造“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系目标，汇

聚科技创新资源要素，携手大院大所共

建科创平台42个，科技成果转化更加快

速便捷，产业创新链更具国际竞争力。

南海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集聚创新动能 打造科创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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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11时20分，季华实

验室首颗超高比功能柔性卫星“佛山

一号”发射成功。未来，该卫星将组

成不少于100颗同类卫星星座，在

国土资源调查、环境保护、防灾减灾、

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南海科创龙头，季华实验

室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民经济主

战场，围绕国家和广东省重大需求，

集聚、整合国内外优势创新资源，打

造战略科技创新平台，这次发射了

一颗具有全球先进技术的商业卫

星，在祖国航天史上写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在创新发展中，南海把加强与

高校院所合作放在重要位置，以季

华实验室为龙头，以清华大学佛山

(华南)新材料研究院、中科院苏州

纳米所广东(佛山)研究院等细分产

业领域创新平台为辅助，南海逐步

构建“顶天立地”的技术创新体系，

集中力量打造涵盖科研成果全链条

产业化的孵化平台，全力打造研发

创新、项目集聚、成果转化高地。

目前，南海共有42个高端科创

平台，其中与大院大所合作共建的

创新平台有24个。作为南海科创

“领头雁”，创新平台还发挥着引才

聚智的作用。季华实验室是广东省

委、省政府布局建设的首批省实验

室，已孵化了高科技企业13家，全

职引进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引进长

江学者、杰青、万人计划等领军人才

36人，实验室总人数达1381人，累

计争取各类项目69项，专项研发经

费超6.5亿元，其中国家和省级重大

项目12项、立项金额5亿元。

为抓好创新平台引进和建设，南

海组建专业的服务队伍，加强统筹协

调，同时出台鼓励引导政策。2017
年出台《佛山市南海区科技创新平台

发展扶持办法》，对符合申报条件的

企事业单位进行事后资金补助。

为了让科技与产业创新更好地

融合聚变，2020年，南海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应运而生。该平台是由南

海区科技局搭建，帮助企业更好地

与创新平台互信互通，加速自主创

新步伐，已有季华实验室、仙湖实验

室等25家科技创新平台登记注册

并提供科技创新服务，注册企业

5560家，上线科技成果316项。

南海还着力培育一支拥有技

术、产品、市场触觉的技术经理人队

伍，助力解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

程中“水土不服”的问题。今年以

来，共举办41场“企业走进院所，院

所深入企业”等技术对接交流活动，

参与企业、院所超400家，近3000
人次。

/打造“头雁”/
科技创新坚持“顶天立地”

整洁宽敞的智能车间里，机器

人在高效运作，智能制造数字中心

里实时显示着每条生产线和工序

的生产情况……今年 10月中旬，

南海本土智造企业蒙娜丽莎集团

亮相央视《新闻联播》，其以智能制

造赢得效率优势，成为佛山制造业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标杆。

今年，蒙娜丽莎的特种高性能

陶瓷板材生产线正式投产，集结了

当下国内外技术先进、自动化程度

高、清洁节能的生产设备，融合信

息化、数据化打造的大数据中心，

代表着目前建筑陶瓷制造领域的

先进水平。

制造企业要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打破科技创新链条的关卡，实现

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至关重要。

导入创新资源正是蒙娜丽莎

加“数”前行的核心动力。早在

2013年，蒙娜丽莎便成立了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多年来，蒙娜丽莎

连续成立“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中国陶瓷薄板技术应用中心、

中国轻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多个创新科研平台。借着科研创

新平台、产学研联动机制、科技人

才队伍环环相扣，蒙娜丽实现从无

到有，再到一项项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中国陶瓷大板制造与技术

创新逐步走向自立自主，甚至迈进

世界前列。

在南海，像蒙娜丽莎一样在创

新“蓝海”中乘风破浪奔涌向前的

高企不在少数，一方制药不断提升

科技研发能力，成为中药配方颗粒

领军企业；星联科技联手中国工程

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瞿金平

的发明专利技术，采用世界领先水

平的ERE技术，将白色塑料污染变

成绿色再生资源。这些高企迅速

成长，实现从“一枝独秀”到“遍地

开花”，再到“春色满园”的蝶变，用

实力向世界证明了“南海智造”的

品质和力量。

一直以来，南海特别重视发挥

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培

育科技尖兵企业，成为创新驱动发

展的主力军。今年，南海推出《佛

山市南海区推进高新技术企业高

质 量 发 展 专 项 扶 持 奖 励 办 法

（2021年修订）》，更支持中小企业

开展研发工作，更注重加强科技服

务机构服务南海企业的能力。

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向南海汇

聚并快速成长。2021年，南海高

企预计超2900家，佛山市标杆高

企累计有 35家。南海积极践行

《佛山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规模

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推动高企从“数量”到

“质量”的跨越发展。

■季华实验室。 通讯员供图

创新能力关乎地区发展命

脉。如今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

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

速突破应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南

海要在未来产业上抢先布局。

一批国内外领先的项目正在

南海落地，“原创”“突破”“引领”

等词逐渐成为南海科技的关键

词。在生物医药领域，北京大学

医学同位素研究中心主任王凡团

队把国内首个核医学分子影像产

业链项目落户南海，已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医学影像产业链；在季

华实验室，高精度3D打印生命

活体组织制造技术、难加工材料

增材制造关键技术等一批核心技

术已经立项。

在部分领域，南海实现了从

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上海交通大

学客座教授王世全领衔的科创团

队——非夕科技落户机器人集成

创新中心，研发生产出世界上首

台自适应机器人，突破了传统机

器人只能在结构化环境中完成基

于固定轨迹任务的局限，能适应

不确定的工作环境，打破了国外

机器人公司在高端机械臂领域的

垄断地位。由张胜博士领衔的日

本专家团队落户桂城，成立了若

铂智能科技，攻克了伺服驱动领

域这一国家级关键核心技术，并

在机器人系统上成功运行，各项

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由中科院周成虎院士牵头佛

山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

发的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能够

有效解决输电线路巡检工作量

大、人力成本高、效率低、有安全隐

患的问题。该企业在核心关键技

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上取得重

大突破，已成为国内领先的低空

无人机遥感网运营商。

支持企业攻关核心关键技

术，是南海科技系统的一项重要

工作。目前，越来越多获得南海

区科技局支持的核心关键技术

项目和科技成果正在从实验室

走向产业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强劲引

擎。近年来，南海通过实施“蓝海

人才计划”，引进优质创新创业团

队项目，累计吸引266个高层次人

才团队项目落户南海，各类人才近

4000人，硕士及以上高学历人才

超2000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8名，院士级别知名专家7名。各

类高层次人才集聚，为南海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

支撑。其中，第一批“蓝海人才计

划”引进的一个集成电路团队项

目，已经通过科创板上市审核，将

于近期上市。

/勇攀“尖峰”/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闯出新路子

文/珠江时报记者彭美慈 通讯员王若尘

南
海
区
第
十
四
次
党
代
会
特
别
报
道

近年来，南海携手大院大所

大力建设创新平台，清华大学佛

山（华南）新材料研究院正是其中

的代表作。

研究院是由佛山市人民政

府、南海区人民政府、清华大学材

料学院联合共建的新型研发机

构, 以电子信息材料、新能源材料、

智能制造材料、节能环保材料和

生物医用材料五大产业研究板块

为方向，积极开展针对新材料行

业发展需求的关键技术攻关和产

业化应用，推动新材料领域技术

成果向地方产业转化。

成立三年来，研究院聚焦新

材料研究与应用，接连获批立项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

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1项、

广东省科技项目25项，多项关键

技术取得阶段性成果，孵化成立

13家科技公司。全固态电池、高

频介电材料、高性能吸波材料等

多个研发项目均具备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水平。

今年上半年，研究院创新工作

喜事连连。研究院参与申报的“中

国—意大利先进制造‘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建设与工业机器人先

进驱动控制技术联合研究”项目获

科技部立项批复，这是研究院首次

获得国家级重点专项立项支持。

此外，研究院环境材料应用

研究中心正式通过了广东省市场

质量监督局的国家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也即是CMA中国计量

认证，成为佛山市首家全资质通

过国家CMA资质认定的二噁英

检测机构，标志着佛山市生态环

境污染物化学分析检测技术迈入

国内一流、国际先进行列。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勇表

示，研究院将继续在解决材料领

域重要技术“卡脖子”问题上下功

夫，开展针对新材料行业发展需

求的关键技术和产业化应用，推

动新材料领域技术成果向佛山本

地产业转化，帮助佛山提升科技

水平，努力将研究院建成广东省

面向华南地区乃至辐射全国的新

材料研究高地和产业基地。

截至2020年底，南海累计
引进各级团队266个，其
中，市级团队项目111个，
占全市的64.5%。团队
企业共吸引各类人才近

4000人，其中硕士及以上
高学历人才超2000人，国
家级高层次人才28名，院
士级别知名专家7名。

清华大学佛山(华南)新材料研究院

助力攻克新材料领域“卡脖子”技术

数读
科创南海这五年

培育高企

“十三五”期间，南海高企
培育工作成效显著，全区
高企数量从 2015 年的

287家增长至2020年的

2268家，翻了近三番。高
企数量占全市约四成，连续
六年排名全市第一。2021
年全区高企数量预计超

2900 家。 2018~2020
年，南海共35家高企被评
为佛山市标杆高企。

创新平台

“十三五”期间，市区两级
财政投入 100亿元建设
科技创新平台，先后引入高
端科创平台累计达42个。

孵化企业

目前，全区拥有32家孵
化器，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9家，总在孵企业 1039
家，新增毕业企业 184
家，累计毕业861家。

工程中心

新增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21家，累计达到267
家；新增市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58家，累计达到

484家；新增区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150家，累计
达到747家。

团队项目

特 写

科技
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