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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亿财政补贴撬动
300多亿企业研发投入

DNA检测技术在上世纪90
年代初还完全依赖国外进口，一
次检测就要4万多元。如今，广东
80%以上的县级公安机关都能
开展DNA检测，一次仅需七八
千元，6—8小时就能出结果。

这就是科技创新带来的成
果。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科技
厅厅长王瑞军在接受齐鲁晚报
记者采访时亮出了广东科技创
新的“成绩单”：2017年，广东科
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总量达3 . 3万家左
右，是2012年的5倍，总量位居全
国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众创空间数量、科技企业孵化器
数量和国家级区域型双创基地
数量，均位居全国第一。

虽然成绩很好，实际上，广
东也曾经历阵痛。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广东
分院副院长陈广浩说，广东在科
创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得益于
近十年的布局。此前，广东一度
被打上中低端“世界工厂”的印
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经
济受到不小冲击，广东就此决定

“腾笼换鸟”，强化创新引领。
广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

收优惠政策力度很大。“比如，
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方面，去
年有9138家企业享受到这项政
策，为企业直接减免税收总量
达到373 . 7亿元，相当于全国
2014年这项税收减免的总量。”
王瑞军说，广东去年还对企业
研发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受惠
企业7000多家，补贴金额30多
亿，撬动企业的研发投入比是
1:10，也就意味着，企业对研发
费用的投入超过了300亿。

研发机构“四不像”
论文不是唯一指标

经过几年的探索，广东在
2015年迎来历史拐点：研发经费
支出占G D P 的比重达到了
2 . 5％，技术自给率上升到七成
多。根据国际通认标准，广东已
跨入创新型地区行列，进入创新
驱动发展阶段。

陈广浩举例说，当时大家
都认为东莞会受到非常大的冲
击，但当地将目光转向科技创
新，立志要加快转型升级、实现
高水平崛起，着力发展创新型
经济。如今在科创方面已经走
在了全省前列。

“通过中科院散裂中子源项
目，带动了一批企业进驻东莞松
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成了东莞科
技创新的集聚点，深圳的一些企
业也来这里落户。”陈广浩认为，
高新技术企业进驻后会对当地
发展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

还有不少颇具成效的举措
可供借鉴。在深圳，有家名为光
启理工研究院的机构，最初由5
位杜克大学、牛津大学归国博士
创立，不到7年就迅速成长为创
新机构遍布五大洲、18个国家和
地区的创新研发团队，掌握了世

界前沿的超材料技术、智能光子
技术和新型空间技术及相关核
心自主知识产权。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定程度
上得益于广东在体制机制上给
科技创新“松绑”。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光启高
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说，传
统体制机制容易造成科技和产
业“两张皮”的情况，在应用基础
研究进入前沿性科学向科技革
命转化的阶段，必须进行体制机
制探索。广东意识到这一点，探
索建立了新型研发机构。

与政府包办的传统科研机
构相比，新型研发机构的投资和
建设主体多元化，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社会组织、产业联盟乃

至创投基金等不同类型的单位
都能成为“主人”。

这种研发机构是个“四不
像”：既不完全像大学，又不像
科研院所；既不完全像企业，又
不完全像事业单位。从诞生开
始就面向市场，普遍采用基础
研究、技术开发和经营管理三
结合模式，实现了科研机构体
制和机制的全面创新。在这里，
论文、专利等不再是创新机构
绩效评价的唯一指标，成果体
现在企业报表之中。

近年来，广东出台若干文
件，明确了新型研发机构的身份
定位，在政府项目承担、职称评
审、人才引进、建设用地、投融资
等方面可享受国有科研机构待

遇，经省科技厅认定的省新型研
发机构以省政府名义授牌。

仅“十二五”期间，依托新型
研发机构，广东就新建11个国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
中心及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首批建四家省实验室
引来战略科学家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
动。有着创新传统的广东，如同
磁石一般，吸引着八方英才。

近年来，广东引进5 . 8万名
高层次海外人才，其中诺贝尔奖
获得者、发达国家院士、终身教
授等143人。

的确，广东在过去的“抢”

“挖”人才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于未来人才政策和走向，
更倾向于走“平台集聚、共建共
享”的道路。

王瑞军介绍，下一步人才政
策重点是创造平台、提供平台，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和资源是有
限的，把人才引过来当然很好，
但如果能创造一个好平台，让他
去组队伍、带团队，“挖”和“抢”
的概念就变成了“共建共享”和
开放创新的概念。

去年12月，广东正式启动建
设首批4家省实验室。首批省实
验室由广东省委、省政府主导，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政府分
别组织建设。

“这些实验室允许实行体
制机制探索，不定行政级别，不
确定具体编制，实行理事会的
理事长负责制，实验室主任负
责具体运营。”王瑞军说，通过
实验室平台集聚高端人才，广
东最近的集聚效应已初步显
现。目前，几个实验室挂牌，吸
引而来的都是战略科学家，他
们在国内的站位高、视野广，与
国际联系紧密。国内、国际的很
多顶级机构非常关注，参与意
愿强烈，带动效应巨大。

这批实验室的建设，改变
了广东过去从单一机构“结亲”

“挖人才”的局面。下一步，广东
瞄准了新一轮创新驱动发展需
要，以培育创建国家实验室、打
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为目
标，计划到2020年，按照“成熟
一个，启动一个”的原则，分批
启动建设省实验室，提升广东
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
力、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基础研究周期长
可后人能“摘桃”

广东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
来。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以“四
个前列”激励广东继续做好改
革开放排头兵的角色，陈广浩
认为，这对广东而言是责任，也
是压力。

去年12月，广东出台《广深
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提出打造

“中国硅谷”的目标，努力寻找与
世界看齐的方法和路径。“必须
站在更大范围、更宽视野，为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力，重点是创新
驱动发展进一步向高端化和国
际化迈进。”对于未来广东科技
创新发展路径，王瑞军这样说。

对于未来发展，陈广浩有自
己的见解，他说，要掌握核心技
术，关键在基础研究，而要做基
础研究周期长，需要有耐心，陈
广浩建议，地方政府应端正态
度，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

“做了基础研究的布局，摘桃子
的可能是后面的人，但你作为布
局者，为后人打了基础，服务一
方经济，大家不会忘记你。”

陈广浩对山东经济发展有
所了解，认为山东在海洋经济
等方面具备优势，应当发挥优
势，继续做强。他同时认为，谈
科技创新不能单一做科技这一
块，还要和金融等结合起来。与
此同时，地方一定要围绕国家
布局，根据地方经济实力、人才
布局来做，这样才能更适应经
济发展。

靠一滴血，六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DNA检测。这是广东众多
科技创新成果之一，去年，在科技部发布的区域综合创新能力评
价中，广东首次跃居第一。在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中，
山东数次在科创领域对标广东。十年布局，广东如何从“世界工
厂”变身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头羊？广东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
向齐鲁晚报记者分享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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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山
东将创建济青烟国家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示范区，努力为推进
创新型省份建设、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强有力支撑。
据悉，示范区以济南、青

岛、烟台为主核心，以优化科技
成果转化政策、环境为支撑，依
托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和济南、青岛、烟台

国家级高新区等已有创新载
体，围绕体制机制创新等九项
重点任务，建设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策源地、海洋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聚集区和绿色农业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高地，到2020年，
努力建设成为以蓝色经济、黄

色经济、绿色农业为特色的全
国重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辐射
源和聚集地。

为发挥科技领军人才在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和推动创新创
业中的核心作用，近期，山东省
科技厅首批组建了10个以科研

人员名字命名的“科技领军人
才创新工作室”，通过探索建立
以精神激励为主的领军人才荣
誉制度，采取荣誉激励、政策扶
持和模式创新等举措，实现科
技领军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
得住。

山山东东要要建建科科技技成成果果转转移移转转化化聚聚集集地地

从从抢抢挖挖人人才才
到到搭搭建建平平台台
广东给研发机构体制松绑

投资主体多元化，成果看企业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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