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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全省1/3的氢能企业,南海靠什么？
产研融合，打造自主氢能技术先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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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论
智汇仙湖，院士云集，科星

荟萃。

2月10日，首届氢能与氨氢

融合新能源仙湖科技大会在仙

湖实验室举行。30多位院士参

加，8个重大合作项目签约。

在创新的链条中，科技成果

转化是重要环节。今年南海两

会上，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启动“科学家+企业家”计划，搭

建常态化对接沟通桥梁，大力引

进、培育、奖励技术经纪人和科

技成果转化专员，促成科学家与

企业家合作创新、携手创业。

当前，南海正处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今天的南

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科学

家，渴求发挥好高端人才的作

用。近期以来，南海陆续推出中

央人文区建设规划，加快建设系

列科创平台，承诺科创投入无上

限，都在表明南海坚定落实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和吸引各类人才

的决心。

今天的南海，也比任何时候

有条件成就科学家。南海拥有

24个高端科创平台，这么丰富的

科创平台家底在全省同级区域

中首屈一指。南海有13个超过

200亿元的产业，丰富的应用场

景能让科技成果在这里尽快得

到应用。正因为此，南海已吸引

了30多个院士项目落地。

科学技术要真正变为生产

力，需要打通科技成果向市场化

转化的“最后一公里”，这需要科

学家和企业家的携手共进。

此次仙湖实验室签约项目

中，涌现不少本地企业的身影。

比如，佛山仙湖实验室与蒙娜丽

莎集团股份签约，达成零碳氨燃

料瓷砖烧制技术产业化合作协

议。

当前，南海正在推动“科学

家+企业家”计划，这是因为相比

企业单兵作战，实验室、研究院

与行业龙头以企业实际需求为

导向，成立联合研究中心，一是

可使创新成果接受市场检验，避

免研发“闭门造车”，二是通过协

同研发降低攻关成本。国内外

成功的实践都表明，把科学家、

企业家组合起来，能发挥出更大

的能量。

推动企业家与科学家的“双

向奔赴”，南海一直在行动。当

前，南海已经出台《佛山市南海

区促进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扶持

办法》，对本地企业购买研发服

务、平台与骨干企业共建高水平

研发机构等进行扶持。出台《佛

山市南海区“揭榜挂帅”和重点

领域科技攻关实施细则》，支持

企业与创新平台开展产业关键

技术攻关，支持额度最高达5000

万元。南海相关部门还组织更

多对接活动，促进创新平台与本

地企业对接，推动创新链、产业

链的链接。

推 动 企 业 家 与 科 学 家 的

“双向奔赴”，南海还需要构建

更多创新共同体。不可否认，

科研产业“两张皮”的现象仍不

同程度存在，如何减少企业家、

科学家“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时

间成本？一方面需要企业家增

强协同创新意识，主动对接科

创平台资源，做科学家的最佳

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对科研

机构而言，也要树立开门搞科

研的思想，主动向企业敞开大

门，在研发中融入企业家的市

场眼光，让科研成果发挥出更

多效益。

当前，南海正大力推动制造

业当家，科技驱动是最重要的

“翅膀”。南海呼唤更多企业家

与科学家的“牵手”，也期待涌现

出更多创新共同体的样本和经

验。

科学家“链”上企业家，力撑制造业当家
李年智

南海氢能产业再

一次受到全国的瞩目。

2 月 10 日，首届

“氢能和氨氢融合新能

源仙湖科技大会”（以

下简称“仙湖科技大

会”）在仙湖实验室举

办，30多位院士齐聚

仙湖，围绕氢能和氨氢

融合新能源发展战略

和核心技术进行深入

研讨。8个重大合作项

目签约，预期带动产值

400亿元。这是仙湖

实验室在探索“研发+

产业化+招商招才+合

作共赢”创新发展模式

方面的重要进展，也将

为南海氢能产业注入

强劲动力。

佛山是首批国家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

用广东城市群的牵头

城市。佛山氢能看南

海。作为佛山氢能产

业的主要承载区，经过

10余年探索，南海已累

计有国电投等超 120

家氢能相关企业落户，

占广东省氢能相关企

业总数的 1/3，形成了

较完整的具有国内自

主知识产权的氢能产

业链，预计生产项目投

资规模超600亿元，全

部达产后年产值超

1000亿元。

南海区氢能产业

集群已被工信部认定

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在国家氢能战

略和众多“院士天团”

的加持下，先行一步的

南海氢能产业，必将迎

来新一轮的发展。

“南海对于科技创新，对于氢

能，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对创

新创业而言，南海是一个非常好

的地方！”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

大学教授邹志刚表示，氢能的发

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

过程。南海一直保持很高的战略

定力，持续投入，这是南海氢能产

业能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原因。

院士们对南海的青睐，并不

是一时的。去年春节期间，多位

院士在丹灶过大年的消息就刷屏

“朋友圈”。他们除了吃上一顿岭

南风味年夜饭，也实地感受了南

海这座城市的科研环境。南海优

越的营商和科研环境，获得了院

士们的认可。

“我们在感受本土文化魅力

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

诚意。”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陈光说。

去年，陈光院士团队将特种金属

新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落户

丹灶。签约半年来，两大特种金

属企业合作项目结出硕果，成功

为本土企业新鹏公司解决卡脖子

难题。

与此同时，南海注重科研平

台的建设，借助研发平台吸引产

业集聚。2019年，佛山仙湖实验

室落户南海区丹灶镇的仙湖氢

谷。实验室成立三年来，已完成

第一期建设任务目标，建立了以

3位全职全时院士领衔、5位全职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和近 10位双

聘国家级人才为骨干的科研队

伍，全职高端人才数量在全省同

类实验室中名列前茅。

吸引院士团队积极前来南海

的，还有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

南海有13个超过200亿元的产

业，丰富的应用场景能让科技成

果尽快得到应用。正因为上述系

列原因，南海已吸引了30多个院

士项目落地。

去年3月，我国首个氢能产业

中长期规划《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2021-2035年）》发布，明

确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组

成部分，氢能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业

界普遍认为，氢能产业走上大舞台

的时代已经到来。氢能也成为全

国各地产业竞相追逐的热点。

2009年，南海区引进广顺新

能源燃料电池空压机生产项目，迈

出了发展氢能产业的第一步，成为

我国较早探索发展氢能产业的地

区之一。

“南海十分重视氢能产业的顶

层设计和制度创新，从 2017年

起，连续6年把发展氢能列入政府

工作报告和年度计划。今年的市

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定

不移前瞻布局绿色氢能等未来产

业，我们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底气

足，实力强。”南海区副区长黄智斌

如此阐释南海氢能产业成长的奥

秘。

10余年来，南海区重视顶层

设计与制度创新，探索构建协同高

效的氢能产业体系。研究出台了

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扶持办法、示

范应用、车辆运营、加氢站建设及

运营等针对性政策，并设立150亿
元规模的产业提升母基金，撬动设

立氢能产业发展基金。此外，南海

区还参与了国家、省级氢能产业政

策研究，制定发布50余项氢能领

域标准规范。

为优化生产生活环境，南海区

在丹灶镇规划建设48平方公里的

重点产业园区——“仙湖氢谷”，引

进多个院士团队和10多名国家级

高层次人才、120多名科研人才，

培养1300多名氢能产业技能人

才。

南海氢能产业发展还吸引了

“国家队”关注。央企国家电投华

南氢能产业基地落户丹灶镇，投资

达100亿元。“南海区有明确的氢

能发展规划、专业的研发平台、良

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

有助于氢能产业可持续发展。”佛

山仙湖实验室副主任、武汉理工大

学学科首席教授唐浩林说。

在系列组合拳措施下，南海区

从2017年仅有2家氢能企业，到

如今集聚120多家氢能企业、科研

院所及相关机构，形成了较完整

的、具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氢能

产业链条。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集

中突破氢能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

瓶颈，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

此次仙湖科技大会上，共签

约8个重大合作项目，包括仙湖

实验室与一汽解放集团、东风汽

车集团、国家电投集团氢能公司、

中国中车氢能公司等4家央企，

和蒙娜丽莎集团等7家行业头部

上市企业或行业领军企业签约的

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

这些项目旨在推动氢能与氨

氢融合新能源在重型卡车、乘用

车、城市环保物流车、内河和远洋

船舶、轨道交通、高温制造业等领

域的核心技术联合研发与产业

化，推动柔性电子领域的核心技

术联合研发与产业化。

此次大会上，仙湖实验室与

广东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国联氢能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华南液氨储运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合作协议”。

“南海在氢能方面有着良好

的科技资源，尤其是拥有仙湖实

验室等科研平台，产业和科研基

础扎实。此外，南海有着许多相

对完备的氢能产业链企业，这都

为未来方案的实施奠定了很好的

基础。”广东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徐飚说。

作为重大科研成果之一，仙

湖实验室在国内率先提出发展氨

氢融合新能源技术，目前已成功

出炉世界首块零碳氨燃料烧制的

建筑瓷砖，为我国高温制造业探

索了一条可行的碳中和技术路

径。战略咨询会认为，该技术走

在中国和国际的前列。

此次大会上，佛山仙湖实验

室与本土企业蒙娜丽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约，双方达成零碳氨燃

料瓷砖烧制技术产业化合作协议。

“建陶行业要实现减排，最关

键的还是要改变能源的结构，程一

兵院士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

研究，我们愿意争取最新的低碳技

术落地。”蒙娜丽莎集团副总裁刘

一军认为，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

是建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蒙娜丽莎将推动零碳燃烧技

术工业化应用，引领国际、国内建

筑陶瓷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南海已在氢能等关

键领域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涌

现出了一批种子独角兽企业和后

备上市企业。一些氢能项目已经

或即将达产。比如，由叶思宇院

士领衔的鸿基创能燃料电池高性

能膜电极项目已投产，已建成高

性能燃料电池膜电极和电解水制

氢膜电极的自主产业化生产线。

推动氢能多元化场景示范

应用，是氢能产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

作为中国氢能产业的先行

区域，近年来，南海氢能产业发

展从示范层面走向多元化商业

应用层面。

在氢能布局中，南海把“氢

车”“氢社会”“氢社区”等多元化

商业应用作为重点方向，发力轨

道交通、船舶、无人机、自行车等

交通领域，叉车、备用发电等工业

领域，以及“氢能进万家”智慧能

源等建筑领域，开创性推进氢能

多元商业化应用和多领域减碳。

2月10日，全功率燃料电池

乘用车“东风氢舟”示范运营启

动仪式在南海仙湖氢谷举行，东

风公司与仙湖实验室将共同开

发的首批全功率燃料电池乘用

车，委托广东时利和汽车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开展示范运营，共同

探索乘用车应用。

作为汽车行业的国家队，东

风公司开发完成了国内首款全

功率燃料电池乘用车，并于

2021年通过验收。2023年，

获颁中国品牌首张全功率燃料

电池乘用车牌照，并在国内率先

实现示范运营。

“东风氢舟的大湾区示范运

营，可有效拓展燃料电池乘用车

技术与应用场景探索，发掘氢能

领域共享出行、网约、公务、安保

巡逻等应用场景，为后续规模

化、商业化运行打好基础，亦可

助力佛山氢能示范效应。”东风

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

兼党委书记谈民强表示。

此次东风氢舟的示范运营，

将为燃料电池乘用车的推广应

用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开创氢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事实上，南海区已经位居全

国氢能产业应用的第一方阵。

截至2022年底，全区推广应用

的氢能源汽车达911辆，投运燃

料电池汽车公交线路32条，在

建氢能有轨交通线路1条，行程

总里程累计3500多万公里。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年智 彭美慈

“院士天团”为何青睐南海？

重视产业顶层设计打出政策组合拳

■仙湖科技大会现场。 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 摄

科学家“牵手”企业家推动成果转化

全国率先推动燃料电池乘用车示范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