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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是中國經
濟命脈所繫，是立國
之本、強國之基。6
月1日，廣東省再度
發布製造業高質量發
展的綱領性文件。
《中共廣東省委 廣

東省人民政府關於高質量建設製造強省的
意見》（簡稱 「製造業當家22條」 ）1日公
布，着力實施製造業當家 「大產業」 立柱
架樑行動、 「大平台」 提級賦能行動、
「大項目」 擴容增量行動、 「大企業」 培
優增效行動、 「大環境」 生態優化行動等
五大提升行動。意見明確，謀劃未來電子
信息、未來智能裝備等五大未來產業集
群，在6G、量子科技、深海空天等多領域
形成一批硬核成果。

廣東製造強省 建五大未來產業
拓6G研AI 瞄準基因量子 挺進深海空天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廣州報道

責任編輯：牛禾青 美術編輯：賴國良

科技研發險護航跨境合作
專家解讀

▲廣東加速推動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發
展。圖為參觀者在展會上了解各類芯片。

中新社

▲第133屆廣交會的工業自動化及智能製造展區
吸引參觀者。 中新社

三地協同研發 新建20家聯合實驗室
「製造業當家22

條」 提出，新建20家 「粵
港澳聯合實驗室」 ，增強基礎研究、應用
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促進製造業發展
的能力。同時，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產業人
才合作，支持製造業企業以短期合作、項
目入股等方式通過港澳柔性引才。

此前已有20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陸續
啟動建設，成為三地協同創新的重要平
台。從2017年至今，已有香港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等多家港澳高校參與到廣東實驗
室的建設中。

目前，粵港澳致力推進人才機制創
新，探索破除戶籍等壁壘，擬建立 「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 的柔性引才用才機制，
超常規構建粵港澳 「均衡互嵌、連環犄角
形」 人才布局。同時，力爭整合創新資
源，探索創建廣深港澳科技走廊、粵港澳
大學產業研發聯盟，以 「產學研用」 一體
化發展模式，促進三地協同發展。

中山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
毛艷華表示，港澳在引進國際人才有優
勢，隨着灣區互聯互通加快，跨境人才流
通將更加便捷。香港可與珠三角的高新技
術產業集群 「強強聯合」 ，在香港做基礎
研究，在珠三角進行成果轉化，共同打造
國際科創中心。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

築巢引鳳

灣區動力

新一代人工智能

2025年，廣東將打造成為全球
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戰略高
地，力爭形成高端引領、開放共
享的人工智能一流創新生態。

深海空天

中科宇航在南沙建設的中科空天飛
行科技產業化基地落成投產；海底
天然氣水合物勘查開發國家工程研
究中心等國家級平台相繼落地。

布局6G發展

按照此前方案，深圳將是廣
東6G建設研究中心，構建
世界首個以鏈路層虛擬化為
基礎的深度虛擬網絡。

基因技術

加快建設國家基因庫、腦解析與腦模
擬設施、人類細胞譜系裝置、合成生
物研究設施等，布局生物樣本庫等重
大科技基礎設施。

量子科技
積極與國內量子領域高端科研機構和龍頭企業協同合作，
加快推進量子通信等先進成果轉化落地，打造量子通信示
範網絡和應用示範區等。 大公報整理

解讀：廣東將圍繞重點培育發展的戰略性產業集群和未來
產業集群，每個集群根據實際確定若干條重點產業
鏈供應鏈，每條鏈遴選2-3家 「鏈主」 企業，由
「鏈主」 企業牽頭精準制定重點產業鏈供應鏈培育
發展方案。

百鏈韌性提升

解讀：首席質量官制度是從企業層面建立起對產品質量的
嚴格把控機制，通過設立質量標桿，形成行業內的
質量規範，激勵行業內採納先進的質量管理方法、
模式和理念。

首席質量官制度

解讀：建立全省政務數據資源整合共享機制，探索公共數
據授權運營路徑，以廣州、深圳數據交易所為樞紐
構建覆蓋多行業多領域的數據產業生態，打通各類
數據要素向製造業賦能的渠道，提升產業治理能
力。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廣東工業大腦

高質量建設新構思

•支持粵東粵西粵北地區結合資源稟賦和功能定位，全面
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合作；加快打
造沿海產業發展帶和北部綠色低碳發展區。

•建立健全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常態化對接合作機
制」 ；在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高端裝備製造、工業互
聯網、生物醫藥等領域深化與港澳的合作模式創新。

產業布局

涉及港澳合作措施

•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技術創新中心建
設；新建20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增強基礎研究、應用
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促進製造業發展的能力。

創新平台

•推進粵港澳聯合招商，支持跨國製造業企業在粵設立地
區總部和功能性機構。聯合港澳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全球
招商大會、華僑華人粵港澳大灣區大會等。推動粵港聯
合舉辦國際消費電子展。

招商引資

•圍繞戰略性產業集群發展需求，集聚更多戰略科學家、
一流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和卓越工程
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

•支持製造業企業以短期合作、項目入股等方式通過港澳
柔性引才。

人才戰略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整理

▲近年來，廣東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車關鍵核心技術，搶佔全球競爭制高
點。圖為廣汽埃安新能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的超跑總裝線。 中通社

▲AI科技為各行各業發展帶來無限可能。圖為在第133屆廣交會新能源及
智能網聯汽車展區展示的億航全自動載人飛行器。

「去年廣東製造業總產值突破16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全部製造業增加值4.4萬億
元，佔全國的八分之一。製造業既是廣東深厚
的 『家當』 ，也是廣東高質量發展的 『利
器』 。」 廣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廳長涂高坤在
發布會上表示， 「製造業當家22條」 是廣東加
快 「製造強省」 建設工作的總 「路線圖」 和
「施工圖」 。

推進未來產業科技園建設
廣東前瞻謀劃未來產業，積極培育塑造未

來電子信息、未來智能裝備、未來生命健康、
未來材料、未來綠色低碳等五大 「未來產業集
群」 ；在6G、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基
因技術、深海空天等領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
積極搶佔產業發展戰略制高點。涂高坤稱，加
快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技術創新
中心建設，大力推進未來產業科技園建設，加
快南沙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建設，推動珠三
角核心區融入全球創新網絡。

據了解，未來產業是指引領重大變革的顛
覆性技術及其新產品、新業態所形成的產業，
未來有望形成全球經濟新的增長極並驅動經濟
社會變革式發展。此前，在科技部、教育部同
意批覆10家未來產業科技園建設試點中，廣東
「生物醫藥與新型移動出行未來產業科技園」
順利入圍。該科技園是全國首家涉及生物醫藥
領域的未來產業科技園，為廣東培育未來產業
提供了重要孵化平台。

深海探索、深空發射等高科技產業也已在
廣州等地布局。其中，中科宇航在南沙建設中
科空天飛行科技產業化基地；海底天然氣水合
物勘查開發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國家級平台也
相繼落地， 「深海空天」 領域有望在廣東實現
顛覆性技術創新。

據廣東規劃，擬到2027年，廣東工業投資
年均同比新增超過1000億元，培育形成10個以
上產值超萬億元的戰略性產業集群，超過10家
製造業企業進入 「世界500強」 。到2035年，
廣東現代化產業體系基本建立，製造業綜合實
力達到先進水平， 「製造強省」 全面建成。

深化與港澳合作攜手攻芯
「製造業當家22條」 明確提出，建立健全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發展常態化對接合作機
制」 ，在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高端裝備製
造、工業互聯網、生物醫藥等領域深化與港澳
的合作模式創新。

中山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毛艷
華表示，粵港產業融合加深，需要健全對接合
作機制。譬如，香港目前加速創新科技，同時
搭建國際化金融、法律、稅收、信息等服務平
台，與深圳的科技創新、廣州的商貿集群、珠
三角其他城市的先進製造，相輔相成優勢互
補。

灣區聯動 東西北 強化產業鏈供應鏈
廣東 「製造業當家

22條」 明確，優化完善縱
深協同的產業發展布局。健全省級規劃統
籌機制，科學優化產業布局，加強珠三角
地區與港澳、粵東粵西粵北地區與粵港澳
大灣區的協同聯動，不斷拓展產業發展腹
地和戰略縱深。

其中，支持粵東粵西粵北地區結合資
源稟賦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強與粵港澳大
灣區的產業鏈供應鏈協同合作，形成緊密
銜接、互為支撐的產業分工，加快打造沿
海產業發展帶和北部綠色低碳發展區。

以湛江為核心在粵西地區打造傳統產
業提質升級主戰場，加快建設面向全球的
臨港經濟區和承載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
主要基地。

以汕頭為核心在粵東地區打造數字經
濟、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製造等新
興產業發展高地，加快推動紡織服裝、玩
具創意等傳統產業提質升級。粵北地區則

聚焦綠色低碳發展，着力推動電子信息、
先進材料、生物醫藥、大數據等產業集聚
發展。

此外，推進粵港澳聯合招商，支持跨
國製造業企業在粵設立地區總部和功能性
機構。聯合港澳舉辦粵港澳大灣區全球招
商大會、華僑華人粵港澳大灣區大會等。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

在廣東新出爐的 「製
造業當家22條」 政策中，

科技研發險、首席質量官
制度、集成電路第三極等新名詞、新提
法、新舉措，透露着廣東製造業高質量發
展的新活力。

「製造業當家22條」 提出，聯合金融
機構創新 「科技研發險」 等保險產品，優
化科技信貸風險補償機制，完善 「卡脖
子」 問題研發風險分擔政策。中山大學港
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表示，將保
險行業運用到科技創新中，有助於降低分
散各類科技創新主體風險，為粵港關鍵核
心技術、核心研發人員、自主知識產權等
提供保險保障，支持粵港創新能力提升。
據廣東省科學技術廳透露，近期已面向全
省保險機構徵集5類科技保險產品，險資在
粵已投超300個科創項目。

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陳國煌表示，廣
東將實施重點領域研發計劃，推動核心技

術攻關；推動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發展，
助力廣東打造中國集成電路第三極。目前
廣東在建、擬建集成電路重大項目近40
個，總投資超5000億元人民幣，全面實施
「廣東強芯」 工程，為香港科技產業發展
帶來更多合作空間。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
▲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區，國際量子研究院技術人員在
稀釋製冷機旁工作。 中新社

集聚發展

未來產業
摸得着看得到

▲在2022世界5G大會上，參觀者體驗5G
遠程醫療設備。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