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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以科技创新之进 拓产业创新之路 
 

创新是深圳的特质和品牌。深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创

新主体、深港合作、‚四链‛融合等方面发力，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积极布局新领域、开辟新赛道、增强新动能，加快

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具

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全方位打造创新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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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创新“硬核力”持续提升，多方发力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 

深圳近年来持续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带动城市创新‚硬核力‛不断提升。去年深圳全社

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达 5.81%，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

94.9%，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 20 年居全国城市首位。‚深圳

-香港-广州‛科技创新集群连续 4年居全球科技创新集群第二位。 

深圳充分发挥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相结合

的显著优势，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出台《关于深圳市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等系列政策，

构建起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四梁八柱，围绕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上不断发力已初见成效。 

今年深圳在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上将进一步发力。深圳将以科技创新之进，拓产业创新之路，

最终成高质量发展之效，以创新支撑深圳发展，以创新带动全

省引领全国，提升科技创新‚硬核力‛，提升产业体系‚竞争力‛，

增加全球市场‚含深度‛，增加城市发展‚集约度‛，在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高质量、更高能级发展，坚持‚产业拉

动+创新推动+资金带动+人才发动‛协同发力，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是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预计投入超过 20 亿元，

2024 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00 家以上。让科技资源更加聚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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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财政科技研发资金投向企业需求占

比不低于 60%。 

二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推进战略科技任务。实施重点领

域研发规划，投入超 20 亿元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领域开展

有组织的重点研发计划，按照‚专项-项目‛方式组织实施十大

专项，立项 100 个以上技术攻关项目。 

三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深入实施基

础研究‚深研‛规划，组织实施 12 个重点领域基础研究专项。

组织深圳龙头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校等优势力量，共同参与全

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在数学交叉、量子、能源领域等争取新设

立全国重点实验室。 

四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推进医学科技创新。支持深圳医

学科学院建设，推进落实‚深医‛规划。实施可持续发展专项，

投入超 5 亿元，面向全民健康和人口老龄化，推动新产品、新

技术的应用推广。 

五是推进深港科技合作，构建“河套+”创新圈。支持香港

高校和机构在河套布局，探索‚深圳企业发榜+深港河套揭榜+

项目经理挂帅‛机制，推动创新要素高效便捷流通，汇聚国际

高端创新资源，加快建设世界级的科研枢纽。 

二、加快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建设大湾区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以来，深圳加快布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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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焦信息、生命、材料等重点领域，按照

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的思路，在全市范围内布局了一批开放

程度高、综合性能优、产业用户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

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开工建设，鹏城云脑Ⅲ列入国家规

划，合成生物研究、脑解析与脑模拟 2 个设施进入试运行，材

料基因组设施今年将全面投入使用。 

一是围绕设施建设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制定出台了重大科

研平台自主攻关专项扶持政策，支持企业和科研院校自主研发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必需的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重

点设备和应用软件。截至目前，已组织实施 7 批次共 20 个核心

技术攻关项目，资助金额超过 20 亿元。 

二是关联布局高水平产业创新载体。结合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的建设，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关联布局一批创新载体，首创

‚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综合体模式，建设了工程生物产业创新

中心、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目前已吸引落地 90 多家科技

企业，总估值接近 300 亿元。 

三是探索“投建运转”一体化的运营模式。搭建了设施投

融资、建设、运营、成果转化一体化的综合统筹平台。下一步，

深圳将继续围绕产业需求谋划和储备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

目，加大高水平研究机构引育力度，持续强化设施与产业服务

对接，努力构建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核心支撑的科技创新体

系，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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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快光明新城建设。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光明科学城成为深圳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力量。光明科学城目前布局 24 个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包

括 9 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1 个前沿交叉研究平台、2 所省重

点实验室和 2 所高水平研究型高校。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方面，依托大科学装置和科研院所，布局建设一批创新中心，

不断探索完善‚沿途下蛋‛机制，提升提高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水平，打通‚最初一公里‛。首创推出‚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

合体模式，极大提高了成果转化效率。为了进一步提高集聚转

化效能，正在谋划打造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集聚区，加快启动光

明科学城 2.6 平方公里科技创新集群整体规划建设。 

五是坚持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全力促成企业与科研院

所‚双向奔赴‛深度融合发展，鼓励支持龙头企业与光明科学

城的科研力量组建创新联盟，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 

加强科技金融、人才、空间等配套服务支撑，支持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母基金+引导基金+产业基金+专项资金‛的科技金融

总规模达到 325 亿元。高品质建设科学家谷，高标准打造光明

科学城人才港和综合人才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国际化人才街区，

持续完善各类人才服务配套。 

三、着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具有深圳特点和深圳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圳

将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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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一是夯实基础培育发展新动能。在智能终端、网络与通信、

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实施‚筑基计划‛，瞄准未来前沿技术加

大投入，推动产业链价值链迈向高端。支持人工智能、新型储

能、医疗器械等领域新动能‚跃升‛，增强自主可控能力，推出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标志性产品。 

二是体系化支持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完善‚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在研发创新、人才培

育、数字化转型、企业融资和质量品牌等方面加大对专精特新

企业的支持力度。 

三是着力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质量。支持在深国家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提升攻关能力，组建一批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技术中心建设质量，布局一

批产业基础再造项目，解决一批产业基础领域工程化难题。 

四是打造产业发展基础平台。推动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

产权交易中心对接中小微企业，服务企业创新需求。建设线上

工业技术研究院，积极搭建技术供需对接平台，促进技术创新

合作，支持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发展，打造国际产业技术合

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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