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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

中 山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中山科函〔2021〕160号

中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中山市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第125033 号提案答复的函

致公党中山市委会：

你们提出的《关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建议》（第125033号）提案收悉。

提案翔实客观地分析了我市科技创新资源现状，着重从专利

视角指出我市在创新主体规模、成果技术水平和主导产业结构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培育科技创新集群、引进建

设高水平研发中心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三个方面的意见建议。

提案内容对推动我市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助

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实力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我局及

会办单位均表示认同，并将在工作中借鉴吸纳。

经综合市工信局、市发改局、市商务局和市市场监管局等单

位意见，现就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培育打造本土科技创新集群”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 2 -

大企业缺乏，一直是中山面临的一个现实情况。数据显示，

全市中小微企业占比达到95%以上，如何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做大做优中小微企业，是中山提升经济发展动能、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命题。为助力企业做强做大，我市实施了多项支持政策，

内强科技筋骨，外聚创新合力。

（一）助企强企方面：

一是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队伍。大力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工作，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

截止2020 年底，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2388 家（位居全省

第五）、专精特新企业83家，2020年全市共有1864家企业通过科

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

二是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近年来，我市科技、财政、税

务等多个部门加强工作协同，合力推动企业研发能力建设。全市

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的企业数量和减免税额逐年增加。2019年，

市科技局出台《中山市企业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办法》（中

山科发〔2019〕254号），对研发费占同期营业收入比例不低于2%

且研发费加计扣除额在10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根据其上年

度研发费税前加计扣除额按最高3%的比例给予补助，市级创新标

杆企业最高可按6%进行补助。政策实施以来，共安排企业研发费

补助8950万元，补助企业715家，带动企业研发投入53.83亿元。

三是支持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全市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

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2家、国家工程实验室1家；省级

重点实验室7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8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35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04家、省工程实验室6家；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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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30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38家。2020年市

财政共计安排1300万元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建设。

（二）引资引智方面：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逐年提速。我市围

绕产业发展重点，积极导入高校院所创新资源，加快培育优质产

业资源。2015年以来，先后引进北京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武汉

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依托中山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建

设“1+4”创新平台。“十三五”期间，该平台入孵企业累计实现

销售收入超20亿元。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又新建了广东省科学院

中山分院、中科中山创新药物研究院、哈工大无人装备与人工智

能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中心、中山复旦联合创新中心、

智能机器人（中山）研究院（AMR）、香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创新

中山创新平台和香港科技大学创新中心等8家高端创新平台，研

发方向涵盖智能装备、物联网、计算机、机器人、先进材料等多

个领域。

2021年，为进一步提升科研实力，市科技局启动实施了高校

院所和研发机构科研能力提升计划；安排财政资金8300万元支持

中科中山创新药物研究院及其团队的引进建设，并组织推荐哈工

大研究院申请晋级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三）产业集聚方面：市工信局积极推动我市省级特色产业

集群产业链协同创新试点城市建设，出台推动特色产业集群产业

链协同创新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围绕五金、家电、灯具、板式

家具等特色产业集群，采取“政府政策+智能制造供应商+融资担

保+产业链中小企业”模式，对实施智能化转型升级的企业项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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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验收后给予30%的事后奖补，促进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链、资金链、

创新链等融通发展。全市现有入库项目24个，智能制造供应商30

家。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招商引资水

平的工作要求，以高质量招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我市制定出台

《中山市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实施意见》（2021－2023年），

明确“重点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推动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集聚

发展。”

据统计，2020年全市投资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

共860个，投资总额超4900亿元；已签约项目276个，投资金额

746 亿元，其中投资过亿的签约项目 115 个，另有在谈项目 248

个。已引进落地的科技项目有：中国科学院药物创新研究院华南

分院研发智造中心建设、康天晟合CDMO平台、5G光通信芯片规模

化研发生产项目、思柏科技新一代数据通信（5G）技术研发生产

基地、崧盛股份大功率LED智慧驱动电源生产基地及智慧电源研

发中心项目等。

二、关于“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跨国公司、高水平机构研发中

心落户”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是强化科技创新源头供给，科技创新重大载体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中山光子科学中心、先进低温研究院正式落户我市，

并计划以此为依托，整合现有的高校院所在中山建立的创新平台，

在南区规划建设中山科技创新园。该项目已被省发改委纳入省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5%AD%97%E5%88%9B%E6%84%8F%E4%BA%A7%E4%B8%9A/201671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8%83%BD%E6%BA%90%E6%B1%BD%E8%BD%A6%E4%BA%A7%E4%B8%9A/108524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9D%90%E6%96%99%E4%BA%A7%E4%B8%9A/2875717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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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设项目，市发改局已将中山科学城建设纳入《中山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目前，市发改局正在积极

争取，将中山科学城建设的星光超强激光装置（中山光子科学中

心）、万瓦级超大型低温制冷装置（中山先进低温研究院）纳入省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十四

五”规划等重要工作序列，为中山科学城建设提供助力支撑。作

为全市重大产业平台“头号工程”之一，中山科学城建设正在加

紧推进。

二是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以工研院为平台，引进北

京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建

设“1+N”创新平台后，又陆续引进建设了哈工大无人装备与人工

智能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中心、中山复旦联合创新中心、

智能机器人（中山）研究院、香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联合创新平

台、中国检科院湾区研究院等14个研究型创新平台。市科技局正

积极争取中科中山创新药物研究院纳入生物医药GJ实验室体系，

享受省级实验室政策待遇。

三是中国检科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落户火炬区，并获得广

东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批准，目前正在组建10位两院院士参与

的专家委员会。研究院将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大湾区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重点围绕检验检测、标准认证、食品安全、生物医药、

化妆品安全与功效、产品环境健康安全等领域，在大湾区建设科

研体系完整、资源优势互补、成果转化高效、运转机制灵活的新

型研发机构，并引进上下游科技企业，形成相关产业集群。

三、关于“全面提升我市科创成果'含金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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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采纳该建议。

2021年上半年，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最新要

求，修订并印发了《中山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1年

修订）》（中市监〔2021〕90号），鼓励企业申报发明专利，引导企

业开展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示范优势企业培育、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企业申报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协助我

市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提升科技创新

水平。2021年，全市共有300多家企业及个人申报840余件专利

资助项目，资助金额近1100万。为缓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

题，市场监管局率先创建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山模式”。通过

设立7000万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引入知识产权贷

款保证保险，组建以“政府+保险+银行+评估公司”风险共担的融资

模式，扩大可质押的知识产权内容，引导企业运用高价值知识产

权进行融资，合作金融机构累计为符合条件的110家企业提供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5.1亿元。2021年 1-4月，全市专利授权量11886

件，同比增长2.02%，其中发明专利授权490件，同比增长74.38%，

实用新型授权量5469，同比增长9.42%。

四、关于“大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延长创新成果链”的建

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一是制定出台《中山市促进技术交易和科技服务业发展专项

资金使用办法》，对技术交易额在10万元以上的技术合同登记方

予以补助。政策实施两年来，累计补助技术合同380项安排财政

资金共计1021.52万元。全市技术合同登记额快速增长。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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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全市累计技术合同登记1135项，技术合同总额27.5亿元，

其中2020 年技术合同登记415项，技术合同总额7.83 亿元，较

上年增长105%。二是创新科技保险险种，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项

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以降低科技企

业风险。三是提升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建设水平，培育技术

产权交易服务枢纽型平台，重点推进中山市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

交易协同创新平台开通技术需求快速发布通道，常态化征集企业

技术难题，举办技术对接活动和技术转移培训课程。2020年该平

台共服务企业2400家。四是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建设，举

办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开展广东省技术经纪（经理）人入库备案，

全市现有32人入库，入库数量全省第三。五是利用德温特专利数

据库编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情报 17 期,推送行业专利信息 68

篇，为全市企事业单位专利检索2500多次。

接下来，全市科技创新工作将进一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精神和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积极吸纳借鉴提案中增强科技支撑的各项有效建议，着

力推进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原始创

新支撑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企

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产业上中下游

贯通，全力做好稳链补链强链控链工作。持续开展科技型企业培

育工作，不断壮大我市创新型企业群体，遴选培育发展一批未来

型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细分领域领军企业，充分发挥创新型领

军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引导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自身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支撑我市区域创新发展。继续深化与广深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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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创新高地在产业融合、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推进与珠

海、佛山等周边地市创新融合发展，强化与国内先进地区科技创

新合作，引进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到中山落地转化。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我市创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

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此函。

中山市科学技术局

2021年 8月 26日

（联系人：刘悦，联系电话：88330620，13680136161）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各会办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