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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
日前召开的广东省佛山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佛山市

“一环创新圈”战略规划》 正式公布。
根据 《规划》，佛山将以禅南顺 （三龙
湾） 高端创新集聚区为创新极核，构
建“1+5+N”创新体系，走“世界科
技+佛山智造+全球市场”的创新发展
之路。

形成“1+5+N”创新体系

“一环创新圈”将整合全

市创新资源，构建一体化创新

体系，培育多功能创新平台和

节点，提升五区协同创新发展

能力

多年来，“佛山一环”肩负着“大
佛山”融合发展的使命。2003 年 1 月 8
日 ， 佛 山 市 五 区 （禅 城 、 南 海 、 顺
德、三水、高明） 挂牌，宣告“一市
五区”的“大佛山”正式成立。该市
提出，要通过交通建设构建现代化大
城 市 纽 带 ， 推 动 五 区 深 度 融 合 。 同
年，佛山一环动工。

2006年 11月 18日，佛山一环正式
竣工通车。99.2 公里的佛山一环就像
一条“黄金腰带”，镶嵌在“大佛山”
中，沿线经过里水、大沥、桂城、陈
村 、 北 滘 、 乐 从 、 勒 流 、 南 庄 、 罗
村、狮山、乐平等 11 个经济最活跃、
最发达的镇和街道办事处，串联起南
海、禅城、顺德、三水 4 个区，环内面
积约 519平方公里。

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佛山从分散
发展走向五区融合的重要举措，一环
使 佛 山 五 区 之 间 联 结 得 更 紧 密 ， 使

“一环”干线周边地区实现协同发展。
五区的携手发展也使“大佛山”

实 现 了 经 济 腾 飞 。 数 据 显 示 ， 2017
年 ， 佛 山 预 计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近
9500 亿元，增长 8.5%，佛山作为全国
重要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地位和综合竞
争力进一步夯实和加强。

如今，佛山一环除了承担空间凝
聚、区域融合的重要作用，更要肩负
起佛山创新发展的重担。据了解，佛
山一环沿线集聚了佛山高新区等重要
创新平台和要素，经济总量占全市的
80%以上。

“‘一环创新圈’旨在整合全市
创新资源，构建一体化创新体系，培
育多功能创新平台和节点，提升五区
协同创新发展能力，使各类高端创新
要素纷至沓来、齐聚佛山。”佛山市副
市长赵海介绍，“一环创新圈”是以佛
山一环及其西拓、南拓线等重要交通
干道为基本骨架，形成长约 200 公里，

总面积达 1754平方公里的空间范围。
在“一环创新圈”的“1+5+N”

创新体系中，禅南顺 （三龙湾） 高端
创新集聚区被定位为其中的“一核”

（创新极核）。据悉，该集聚区涵盖了
毗邻广州南站的禅城、南海、顺德接
壤区域，总面积 93 平方公里，并在规
划中囊括了生态、功能和特色三大发
展策略。“我们将着力引进和培育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高端科技创新团队和
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等，使之建设成
为创新资源密集、创新人才聚集、创
新成果富集，国际高端、国内一流的
生态宜居创新发展区、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增长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示范
区。”赵海说。

与此同时，“一环创新圈”还将以
南海三水产业合作区、广东金融高新
区、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青年
湖电子信息产业园和临空经济区为五
大创新平台，构成该体系中的“5”，
并借此带动培育周边具有潜力的多个
创 新 节 点 ， 形 成 “1+5+N” 的 创 新
体系。

布局“科创环”和“智造环”

“东北—科创环”打造成

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环，主要

承载创新研发功能。“西南—

智造环”打造成为高水平的智

能制造环，主要承载创新转化

功能

根 据 区 位 条 件 和 资 源 禀 赋 的 差
异，“一环创新圈”在功能布局上形成
了“东北—科创环”和“西南—智造
环”两个环。其中，东北环要打造成
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环，主要承载创
新研发功能。依托广州南站、佛山西
站重大客运枢纽，通过广佛环线、广
深 港 客 专 等 多 条 轨 道 缝 合 广 佛 核 心
区，快速联系湾区核心城市。充分发
挥广佛核心区内人才、技术、资金等
创新要素快速流动的优势，对接广州
创新资源，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
新体系。

西南环要打造成为高水平的智能
制造环，主要承载创新转化功能。通
过西江航运、珠三角新干线机场以及
重要的铁路、公路等多式联运的物流
系统，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和临空
临港产业。充分发挥西江产业带的产
业 集 聚 优 势 ， 促 进 “ 佛 山 制 造 ” 向

“佛山智造”转变，引领珠江西岸先进
装备制造产业带发展。

与此同时，佛山各区也纷纷就参
与“一环创新圈”建设作出部署。

禅城今年将积极参与建设禅南顺
（三龙湾） 高端创新集聚区，培育一批
国家级、省级特色小镇和“双创”平
台，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一环创新
圈”。

南海要将三山—千灯湖片区、佛
山西站枢纽新城、南海三水产业合作
园区等片区共同打造为全球创客新都
市的创新中轴，未来主动对接广深科
技创新走廊，配合“一环创新圈”和
禅南顺高端创新集聚区的规划建设。

“顺德将加快建成‘顺德一环’，
融入佛山‘一环创新圈’，促进各镇

（街道） 融合发展。”顺德提出，将把
北部片区打造成对接广深科技创新走
廊的先锋，依托中德工业服务区统筹
规划，以库卡、大疆等重大项目为带
动，打造集研发、生产、展示和服务
于一体的智能科技产业高地。

作为“一环创新圈”五大创新平
台之一，临空经济区的规划建设也在
持续推进。高明力争 2019 年内完成临
空 产 业 发 展 战 略 研 究 。 根 据 初 步 规
划，临空经济区将由空港新城、物流
专区以及高端制造区三大功能区构成。

“要深度融入’一环创新圈’，将产业
载体全力确保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
业和军民融合等优质项目发展。”三水接
下来将加快建设南三产业合作区等一批
高端产业载体，打造对接广深科技创新
走廊和“一环创新圈”的重要节点。

培育多功能创新平台和节点——

佛山“一环创新圈”走上协同发展之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广东佛山一环沿线集聚

了佛山高新区等重要创新平

台和要素，经济总量占全市

的 80%以上。《佛山市“一环

创新圈”战略规划》提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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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汉市最东边的新洲区，正在
发生深刻的变化。2016年 8月份，国内
首个商业航天基地落户；2017 年 4 月
24 日，基地正式开建，火箭总装总调
中心、电磁防护材料先后全面开工。日
前，基地又添“生力军”，总投资 15 亿
元的奥英光电新型显示器件及背光模组
研发与生产项目正式签约。到今年底，
火箭总装总调中心项目预计可建成投
产，届时“汉产”火箭将一飞冲天。

“如果说钢铁奠定了武汉的经济之
基，商业航天或将构筑未来武汉最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支柱产业。”武汉市市长
万勇说，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是继上
海、西安后的第三个国家级航天产业基
地，加快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建设，
将湖北打造成中国航天第三极，武汉迎
来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加快建设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推
进火箭及运载服务、材料、低轨卫星和
应用等领域重大项目。”在武汉市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国家
航天产业基地建设。走进基地产业建设
区记者看到，到处塔吊林立，一派繁忙
景象。占地 80 亩的航空产业港内，总
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的厂房、研发基
地、展示及配套用房等主体工程，基本
完工。工作人员介绍，航天产业港去年
10 月份开工，将于今年 6 月份投入使
用。届时，落户的高科技人才和研发企
业，可拎包入驻。

基地总经理周解波介绍，武汉国家
航天产业基地定位为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航天产业新城，将打造商业航天产
业集群、新材料产业集群、高端装备产

业集群三大产业集群。与其他大型产业
园不同的是，该基地的建设运营方——
华夏幸福采用 PPP 模式，按照“以产
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
体”的理念，以商业航天产业为主导，
四大分区梯次开发，定位为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航天产业新城。同时，围绕
三大产业集群，实行全产业链招商，计
划用 10 年的时间，形成近 600 亿元产
值的产业新城。

作为首家入驻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
地的企业，2017年 4月份，航天科工火
箭技术有限公司开工建设，主要研制

“快舟”系列固体运载火箭，包括微小

卫星发射和组网。公司副总经理姚少君
介绍，2017年 1月份，不满周岁的火箭
公司已用“快舟一号”实现首个国内商
用航天发射。运载能力是“快舟一号”
5 倍的“快舟十一号”已研制成功，今
年 6 月份将择机首次发射。为满足大吨
位卫星发射和太空货运更高需求的“快
舟二十一号”运载火箭，也已完成关键
技术攻关，预计 2020年首发。

一个个大体量、高科技的企业给新
洲带来了“真金白银”。据介绍，航天
产业基地在重点发展火箭研制与发射、
卫星运营与数据运用等产业的同时，将
配套发展工业机器人和 3D 打印等新材
料和高端装备产业集群，计划 10 年形
成年近 600 亿元产值。目前，基地围绕
新材料产业集群，在谈项目总投资额逾
40 亿元；在高端装备产业集群方面，
已签约或将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60
亿元。

新洲区委书记陈新垓表示：“新洲
区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只
有加快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大力支持基
地企业建设，才能使新洲区的经济发展
产生重大变革。”

武汉:加快建设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集聚商业航天、新材料、高端装备三大产业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裴 斌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推进机场提货点项目建
设、加强线上销售平台功能、丰
富特色伴手礼品种……这几
天，海南三亚带啥儿农业电商
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王顺
安特别忙。

进入旅游旺季，海南特产
供不应求，该公司采用“电子商
务+机场提货”模式，打造旅游
商品一站式网购平台。眼下，
如何借助互联网平台，带动传
统行业发展，提升旅游产品品
质及服务水平，是王顺安最为
关心的事。

近年来，三亚着力推进产
业转型发展，牵手科研机构、新
兴产业企业，推动摆渡创新工
场、三亚云港互联网创业基地
等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经初步
统计，2017年三亚高新技术产
业园实现总产值11亿元，税收
1 亿元，其中互联网信息产业
产值较2016年增长了两倍多。

“我们自主研发了‘综合特
产平台SAAS系统’对接‘空地
链接技术’。”三亚带啥儿农业
电商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公司自2016年入驻高新
技术产业园以来，创业团队逐
渐发展成为百余人规模，“互联
网+农业+旅游”电商综合服务
平台估值过亿元。

“三亚应紧跟时代发展潮
流，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和气候
条件优势引进智力资源，着力
培育发展互联网信息产业，打
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一批
定位准、有特色、成规模、贡献
大的产业园区。”海南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说。

对于许多创业者来说，空
有“好点子”还不够，还需要政策、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创
业初始阶段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布局分散、产业层次低、
用地难、融资难、应对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我们通过提供
零成本场地、投资平台、技术培训、企业孵化等一系列服
务，培养高水平创新团队，为三亚新兴科技经济发展提供
后续动力。”海南摆渡创新工场相关负责人刘春斌说，该
创新工场设立 1亿元的自有创业投资基金，拥有省外 26
个投资机构和 200多位天使投资人，并通过与当地院校
深度合作，培养年轻创业者，入驻学生团队已达31个。

更让刘春斌欣喜的是，为打造新兴科技产业集聚地，
三亚一系列务实举措掷地有声。去年发布的《三亚市建
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建设千亿元
级产业园区，培育发展互联网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吉阳互
联网信息“双创”产业园和海棠湾IT产业园，积极推进中
俄科技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同时，三亚市还出台互联网
产业扶持政策，每年将投入不低于2亿元的扶持资金，并
探索发展新兴产业母基金。

政策护航，活力倍增。2017 年，三亚整合科技创新
资源，共立项 96 个科技计划项目，安排扶持资金 766 万
元，引进58同城举办品牌活动日，成功签约东华软件、华
能电厂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及重工企业进驻。

根据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实施方案，三亚还将在 3 年
内建起“一区多园”形式的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打
造深海科技创新战略、互联网信息产业、热带高效农业发
展、遥感信息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等五大科技创
新驱动发展新高地，建设“互联网岛”等重点项目。三亚
市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三亚双创中心已完成装
修，计划今年 2月份正式开园，产业平台一期已经封顶，
预计今年6月份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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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日前，深圳市罗湖区发布
消息，据初步核算，2017 年罗湖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150 亿元，同比增长 8.7%左右，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大
关，继续跻身“广东经济十强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到 1256亿元，增长 9%，名列深圳全市第二；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229亿元，增长24.2%，总量创新高。

罗湖区作为深圳最早的建成区，面对新的机遇和挑
战如何破局？深圳市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告诉记者，改
革是破解老城区难题的“关键一招”。2017年，罗湖继
续深化旧改、棚改、医改等重点改革，深入推进强区放
权、人力资源统筹配置、消费型经济、安全生产管理、
公共资源交易、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6项区级重
点改革，引领 97 项“微改革”全面发力，深化改革打
开新局面。

同时，罗湖立足于打基础、利长远，针对产业形态脆
弱、质量不高、增长乏力等问题，坚持不懈推动传统产业
提质增效，促进创新资源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城区可持续
发展基础，经济增长实现新突破。建成区每平方公里产
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4.7亿元，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建设
用地、水耗、电耗分别下降7.5%、11%、6%，“质量型”增长
特征凸显。其中，罗湖金融业稳健发展，年增长8%，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36%；以“消费型经济综合改
革”为突破口，构建全域消费新格局，拓展“一河六圈”消
费空间；大梧桐新兴产业带纳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节点，
建成主题园区 8 个，新增产业空间 68 万平方米，引进软
通动力、瀚海基因等10个重点项目，新增产值34亿元。

罗湖区今年将围绕“城市质量提升年”主题，坚持
高质量高品质发展，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短板，大力推进
改革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全面推进罗湖振兴发展。

深圳罗湖区生产总值首超2000亿元
质量型增长特征明显

武汉加快建设国家航天产业基地，推进火箭及运载服务、材料、低

轨卫星和应用等领域重大项目。按照“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

合、城乡一体”的理念，武汉以商业航天产业为主导，四大分区梯次开

发，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航天产业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