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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黎国栋 美编徐文霞

扫码了解红色南海的百年故事

季华实验室首颗超高比功能柔性卫星“佛山一号”发射成功；佛山市南海
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成功研制了国内领先
水平的高速高精度AI视觉缺陷检测装备，为半导体、5G等新产业发展提供国
产化检测设备……

近年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季华实验室、仙湖实验室等42个高端创
新平台接连落子南海，科技成果频出，南海自主创新步履铿锵，
“科技棋盘”呼之欲出。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创新赋予了南海高质量发展最深厚的动力。在新
起点上，南海将继续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链，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
的全域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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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三龙湾南海片区的季

华实验室。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摄

从跟跑到领跑 勇当科技自立自强的“追光者”
南海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链，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全域创新体系

“首个”“率先”成关键词
“创新为先”刻在思想行动上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高度重

视科技工作，使科技事业不断取

得进步。

1985年 9月 3日，南海县

委、县政府作出《关于加快我县科

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强调必须把

科学技术列为振兴经济的战略重

点来抓，大力发展形式多样的科

研—生产联合体。

1989年 4月，县委六届五

次全会通过《中共南海县委关于

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

决定》，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对依靠

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

意义的认识，明确南海县科技进

步的目标和方针，建立、健全各级

科技管理及研究机构，充实管理

人员和研究人员，进一步调动和

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把南海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

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

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5年，南海市委市政府

召开科技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

“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还出台

了《关于鼓励扶持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决定》，提出切实加强对科

技工作的领导；抓规划，搞好典型

示范；择优扶强，确认一批技术创

新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多渠

道筹集资金，增大科技投入，培养

和引进人才，建立高水平专家队

伍；建立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运行机制。1996年，南海高

新技术产业创产值 45亿元，

2002年再创新高，达到218.6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3%。

1997年3月南海市获国家

科委授予“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市）”称号。9月，南海市获国家

科委列入“全国科技进步示范

区”，并获准建立国家级民营科技

工业园。

1998年，南海在纺织业中

率先建立行业技术创新中心，这

是全国第一家纺织面料工程技术

研究开发中心。西樵轻纺城布料

工艺制版公司运用CAD技术，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纺织原料和面

料开发技术服务，有效缩短了企

业的产品开发周期。同年，南海

市被科技部批准为全国区域技术

创新试点市，西樵纺织业的做法

在南海的专业镇推广开来。

2001年 11月国内第一个

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南海国

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暨华南环保

科技产业园在丹灶镇建立，并于

2003年3月举行授牌、奠基和部

分入园企业签约仪式。

2004年 1月，经国家科学

技术部认定，南海区列为科技部

技术创新工程示范城市。3月，

南海区被国家科技部评定为首批

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市（县、区）。

2010年，环保产业被确立为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瞄准环保

产业巨大的市场潜力，南海率先

建立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

区。2011年6月，华南集聚区正

式落户南海，这是全国首个以发

展环境服务业为主题的“试验田”。

2013年，南海在广东省率

先探索科技镇长团工作，在政府、

院校和企业间搭建了沟通桥梁，

深化政校企合作，扩大了科技创

新协同效益，在全省范围内树立

了“校地合作”及“柔性引智工程”

的标杆。今年9月，南海第八批

科技镇长团正式上任，致力促进

产学研合作与创新协同发展，为

南海的现代化产业转型发展提供

智力支撑。

2016年，国内首个机器人集

成创新中心——中国（广东）机器

人集成创新中心落户南海狮山。

创新中心旨在推动南海制造业新

旧动能转化，实现南海制造业从

“品质制造”迈向“品牌制造”。

一直以来，创新的浪潮在南

海奔涌，在每个历史节点南海都

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打造多个

“唯一”“首个”“率先”，始终用行

动证明“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

牛鼻子，谁就能赢得发展的先

机。”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时

代命题。南海的制造业企业如何

突破自身污染大、转型难的瓶

颈？根本出路在于技术创新。

在创新布局上，南海不断完

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技术创新

体系，2021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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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累计引进省级创新

创业团队4个、市级创新创业团

队 111个、区级创新创业团队

171个，集聚了创新资源，增强了

自主创新，加快了成果转化，推动

了产业集群再造，为南海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衡量

一个地区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

“十三五”期间，南海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工作成效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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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连

续六年排名全市第一。2021年

全区高企数量预计超2900家。

南海在实现高企数量提升的同

时，也注重树标提质，2018年至

2020年，南海共35家高企被评

为佛山市标杆高企。

除了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

体作用，2017年开始，南海加快

引进了一大批与本地重点发展产

业关联度高、技术先进、具有产业

化前景的创新平台，深入推进“一

平台一园区一产业”新模式，为科

技成果转化探索新路径。近五

年，市、区财政累计投入100亿元

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先后引入了

季华实验室、仙湖实验室等一批

高端科创平台42个。

平台链接了一批高端项目和

人才。今年4月27日，由季华实

验室团队领衔研发的达到国际领

先技术水平的“佛山一号”卫星被

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实验室目前

已孵化了高科技企业13家，引进

全职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引进

领军型人才38人，实验室总人数

超1400人，累计争取各类项目

69项，专项研发经费超 7.9亿

元，其中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12
项、立项金额5亿元。

同时南海还建立线上科技成

果对接平台，加强创新平台与地

方行业协会、企业的对接联动，进

一步完善成果对接、创业辅导、金

融对接等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步伐。

高企崛起院所进驻
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

进入 21世纪，以人工智

能、移动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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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竞

争力。

2017年开始，南海逐渐提

出构建“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

系。南海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

主题，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坚持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大力

开展科技招商、招才引智，推进

产学研平台建设。

在生物医药领域，南海积

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载体、平

台建设，促进高端产业集聚发

展。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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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肿瘤影像

显影剂到影像设备再到医学数

据分析系统，再到肿瘤治疗药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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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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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部分领域，南海实现了

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广东星

联科技有限公司致力将“基于

拉伸流变的高分子材料塑化输

送方法及设备”（ERE）专利技

术产业化，该技术由中国工程

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瞿

金平全球首创，它颠覆了百年

来以螺杆实现剪切流变的高分

子材料加工方式，成为全球该

领域的领跑者。

如今，南海正迎来历史性

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多

方面的挑战。科技创新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抓创新就是抓发

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文/珠江时报记者彭美慈

技术攻关你追我赶
发展未来产业抢占全球创新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