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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高案函〔2022〕63号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
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 20220290号

提案答复的函

姜圣泽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借势深珠合作 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孵化集群

发展的提案》（第 20220290号）收悉。经综合区发改财政局、

区党群工作部、区科技产业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双创中

心等单位意见，现将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构建城市交通新格局，加速推进双城融合

一是通过以珠海北站及后环站为枢纽构建“高铁+城际+城

市轨道”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推动高新区迈入全国高铁

网，融入湾区城际网，同时加快推进唐家港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实现高新区与大湾区主要城市间 1 小时通达，为后环片区

承接深圳产业外溢和人才引进提供交通便利。二是围绕高新区

“五横六纵”路网骨架（“五横”即伶仃洋通道、情侣北路、

港湾大道、金凤路、金唐路；“六纵”即西部沿海高速、金环

路-金溪大道、金琴快线、兴业快线西线、兴业快线东线、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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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加快推进高新互通、兴业快线北段等项目建设进度。

同时完善产业园区的路网布局，加快推进中珠渠北路、格力学

院配套道路、金洲五路等园区配套道路项目的建设工作。三是

优化高新区公交“快-干-支（微）”线网结构，形成层次清

晰、运行高效、服务满意、特色智慧的“枢纽化、精线路、高

频次”的公共交通体系。同时挖掘整合停车资源，配套建设社

会公共停车场，多渠道挖掘停车资源，提升停车设施供给能

力，试点建设智慧停车平台。

二、持续优化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加快人才引育集聚

近年来，高新区以实施珠海“英才计划”为主轴主线，紧

紧围绕人才引进、培育、激励、服务等各个环节，出台高新区

“凤凰计划”政策，2016-2021 年，人才专项资金由 0.25 亿元

增加至 1.95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41%。近期又重磅打出高含金

量的“1+N”政策组合拳，推出《珠海高新区建设未来科技

城·人才友好青年友好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珠海

高新区引进培育企业人才若干措施（试行）》等政策，做到创

新亮点多、各项举措实、人员覆盖广、补贴力度大。其中，三

年行动计划从“来无忧”“居无忧”“业无忧”“学无忧”

“乐无忧”“留无忧”6 大方面提出 36 项具体措施，致力于为

青年人才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保障服务；《若干措施》紧

扣人才“引、育、留、用”四个维度提出 7 方面 48 条具体任

务，因地制宜提出对突出贡献的高端紧缺人才，根据其个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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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我区经济社会贡献最高给予 300%奖励，年度人才专项经费

预计达到 3 亿元，资金投入规模创历史新高。同时，针对产业

集聚特点，高新区用人才链壮大产业链、拓展创新链，先后出

台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三大主导产业专项政策，

给予软件和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等主导产业人才最

高 80 万元生活补贴，为重点产业人才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

境。

高新区大胆尝试建设高新区人才孵化器，在北京、深圳、

苏州三地设立“凤凰人才工作站”，着力为驻外地区和高新区

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开启“双招双引”强引擎。全面启动

“一站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建设，着力为企业和人才提供政策

解读、奖补申报、招聘就业、休闲娱乐等服务，逐步推动人才

奖补“免申即享”，实现“零跑动”“秒到账”。围绕人才安

居、教育、医疗保障服务，建成并投入使用保障性人才住房

4500 多套，今年将筹集 1 万套，有效助力企业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3 月 3 日正式签订在我区开办珠海市文园中学礼和校区

协议，着力为人才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推动在北围片区新

建高水平三甲医院，同步引进高水平医疗团队，并将高层次人

才父母、配偶和子女纳入免费体检范围等。

三、构建企业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助推产业发展

高新区从政策支撑、融资保障、股权投资支持、上市服务

及融资环境优化等多方面构建了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搭建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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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投资、产业投资、成长之翼、融资担保、小额贷款等投融资

金融服务平台，发挥金融服务助推产业发展作用。结合企业不

同发展阶段的投融资需求特点，先后出台天使投资扶持、科技

型中小企业融资扶持、鼓励企业上市及新三板挂牌、抗疫助产

惠企利民“财金十条”政策等金融扶持政策，通过入驻奖励、

运营扶持和办公用房补贴等方式吸引金融机构落户，以金融服

务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从培育机

制、服务机制、奖励机制等方面，为高新区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提供支持。鼓励银行针对高新区企业轻资产、科技含量高的特

点，结合政府风险补偿机制，创新信贷产品，降低企业获贷门

槛。支持银行与国有或知名的创投机构合作，大力发展投贷联

动业务，推动银行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一步加大

科技信贷的投放力度。

在创业孵化方面，充分发挥天使投资基金引领作用，对初

创期企业同一项目投资最高 1000 万元，实行让利性退出，退出

价格为投资本金的 2.5 倍或资本金加活期利率；做大“区级产

投基金和天使基金-园区引导基金-社会风投基金”基金群，创

业直投子基金单个项目最高投资 2000万元，强化金融机构、产

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与科技孵化载体的合作联动，

与社会资本形成合力重点投资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科技创新项

目。

在产业加速方面，充分发挥成长之翼、融资担保、小额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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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融资平台作用，持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生产经营

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成长之翼”助贷平台累计授信 515 笔，

授信额度 36.27 亿元；粤财普惠融担新增科技担保 34 笔，担保

金额 1.11 亿元；小额贷款公司在贷余额 1.95亿元。通过政策宣

讲、政企座谈、实地走访、定期举办“融企荟”等融资对接活

动等方式，促进金融资源与科技产业、重点项目有效对接，引

导金融机构对产业发展、项目落地投产、企业发展壮大等提供

金融服务。今年来已达成 19项政银企合作签约，引导辖区金融

机构对区内企业新增贷款 4.27亿元。

在企业上市方面，高新区修订《珠海高新区上市挂牌企业

奖励办法》，加大对企业上市挂牌扶持力度，提高企业直接融资

比重，实现产业升级；积极引导有上市意愿且成长性好的企业

加入上市企业培育库，深化与服务机构的交流合作，安排专人

对重点上市后备企业精准跟踪服务，按照“培育一批、股改一

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的上市工作思路，全程深度参与企

业上市进程的每一个重要环节。

四、加强产业布局谋划，高标准建设未来科技城

为落实市委关于“产业第一”的决策部署，根据中国共产

党珠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部署，高新区正高质量推进区内建

设，以后环片区为启动区打造未来科技城。日前，高新区已成

立建设未来科技城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全力打造产业新生

态、支撑未来科技城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以“围绕‘产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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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谋划产业发展及其用地、设施、公共平台等配套安排”为总

抓手，开展珠海未来科技城产业规划编制工作，重点分析支撑

未来科技城的产业体系、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空间需求及响应

等方面内容。高新区未来将依据区域基础（资源基础/产业基础/

区位条件匹配度），以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为发展理

念，打造超级试验场、超级总部基地、科技创新、高端制造、

科技金融等产业园区/集聚区整体协同，差异化定位的产业空间

格局。

五、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助力智能家电产业发展

今年 4 月，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坚持“产业第一”加快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珠海市将

着力做强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力争到 2025 年全市智能家电产业

规模实现超 1500 亿元的目标。目前，珠海智能家电产业以格力

电器为引领，拥有金品、飞利浦、双喜等一批家电领域骨干企

业。该集群共有规上工业企业 138 家，上市企业 1家。《方案》

还提出，以新消费、新创意、新潮流为引领，以技术融合为核

心，扩大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创意设计在产品中的应用，

积极突破智能控制软件和智能家居云平台，打造智慧家居产业

生态体系。

高新区主要以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工作主线，一是贯彻

落实《珠海高新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若干政策措施》，为企业

提供免费智能制造评估诊断服务，对智能化生产线、数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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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智能工厂示范标杆项目给予最高 500 万元资金扶持，全面

提升产业智能制造水平。二是推动智能家居产业企业以数字技

术，物联网等技术实现终端产品数字化转型，向高端化、智能

化升级。三是鼓励企业申报进入《珠海高新区重点产品目录》，

加大区内智能家电重点产品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力度。

珠海高新区将始终坚持“产业第一、交通提升、城市跨

越、民生为要”工作总抓手，打造珠海高质量发展龙头、高标

准建设珠海未来科技城，积极推动“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深

珠合作模式，积极做好和深圳产业对接，支持科技成果到珠海

转移转化工作，加速迈进“千亿级”高科技园区。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您

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 8月 17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巫怡君，3629872、1392692554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