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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中新广州知识城迎来产业
发展爆发期。9 月 20 日，粤芯 12 英寸晶
圆项目顺利投产，结束了广州先进制造业

“缺芯”的历史。9月27日，知识城环湖总
部经济带共有 14 个重大项目集中动工，
项目涉及商业综合体、科研培训、创新平
台、城市更新、航空客运等多个行业，累计
总投资额约523亿元。同一天，中国创新
生物制药行业领军企业百济神州宣告其
位于知识城的广州生物药生产基地一期
项目竣工；中新广州知识城国际数字经济
枢纽项目签约。

中新广州知识城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去年上升为国家级双
边合作项目，历经 9 年的开发建设，全球
技术、人才、资本得以汇聚融通，产业生态
链于此交汇延伸。

标杆项目矗立九龙湖畔

九龙湖总部集群项目位于中新广州
知识城九龙湖北岸片区的中央位置，北接
地铁 14 号线知识城沿线站、南临九龙湖
城市景观，总投资约 50 亿元，集商业、现
代办公和国际星级酒店于一体，是环湖总
部经济带的核心功能区，将与经济带其他
大型建设项目形成互通、互补、互利的功
能网络，是九龙湖北岸综合开发片区的标
杆项目。

在九龙湖总部集群项目中，建设中新
合作标杆项目，将成为整个知识城片区的
最高标志性建筑矗立在九龙湖畔。此标
志性建筑规划高度达280米，将打造新一
代超高层办公与共享空间，是中新双方共
同推动知识城在科技创新、城市建设、知
识产权、人才交流与培训、招商引资等领
域的合作平台。

九龙湖环湖总部经济带的启动引人
注目。环湖总部经济带位于知识城的中
部，属于知识城的“心脏”位置。据介绍，
环湖总部经济带以九龙湖中新合作标杆

项目为核心，形成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区
域。该区域包括中央活力区、生态科普
区、运动共享区、创意文化区四大功能分
区，塑造国际级滨水公共活力中心。其核
心区布局以总部经济与创新创客服务为
主，以科研培训创新为辅的功能组团，外
围布局总部服务与配套社区的产业功能
空间。环湖总部经济带将对标国际顶级
总部经济创新集聚区，打造“绿色生态的
知识城总部湾、知识城高端创新资源集聚
中心”。

记者注意到，在动工项目中，国际创
新驱动中心、广州知识城国际领军人才集
聚区（一期）等创新平台项目将进一步增
强知识城在创新发展方面的配套能力。
国际创新驱动中心将致力打造涵盖创新
研发平台、总部经济办公、高端科技金融
和人才服务等产业链全覆盖的国际一流
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和国际创新资源集
聚区。广州知识城国际领军人才集聚区

（一期）项目将形成龙头科技企业+上下游
科技企业+科技创客（研发团队）的良性产
业生态环境，促进各阶段企业快速发展。

位于知识城南起步区的广东省知识产
权服务业集聚中心也于当天动工。该项目
将作为全国首个与“审协广东中心”同步建
设并全方位提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项目的实施将有效促进广东省吸引和聚集
国内外的优质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资源，
发挥知识产权服务业对建设现代产业体
系、加快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作用。

汇集医药高端创新资源

作为中国创新生物制药行业的领军
企业，百济神州的发展动向历来备受瞩
目。百济神州广州生物药生产基地总投
资预计超过 23 亿元，专注于商业规模的
大分子生物药工艺开发和生产。项目从
签约到动工仅用了 1 个月，在黄埔区、广
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信任筹建”模式的

有效推动下，一期项目从取得《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到竣工，仅用 18 个月，实现
8000 升生产能力，以“黄埔速度”赶超全
球同类型项目。

随着百济神州广州项目成为广州高端
制造的名片，更多“广州智造”的创新抗癌生
物药将为全世界民众提供“可及、可负担的
好药”。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认为，先进
制造业包括新的生产方法和由创新驱动的
新产品，此次一期项目竣工，将启发中国同
行提高工艺标准，追求生产创新，将研发创
新快速转化为高标准、恒定高品质的好药。

事实上，在 GE 生物科技园、百济神
州等龙头项目的带动下，诺诚健华、赛默
飞、绿叶、恒瑞、龙沙等 30 多个生物医药
枢纽型项目聚成磁场，总投资超 200 亿
元，预计总营收近千亿元，汇集成生物医
药高端创新资源“到黄埔去”的洪流。拜
耳、强生、百特等跨国公司以及达安基因、
香雪制药等超过 600 家生物医药企业扎
根发展，全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700
亿元，占全市6成以上，获评中国“生物医
药最佳园区奖”。位于知识城国际生物医
药创新园已初步建成，成为全球创新版图
的新生力量。

作为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主战
场，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已形
成全国第一梯队的科研机构、全国第一方
阵的企业，也是广州生物医药人才最集中
的区域。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
广州国际生物岛已成为广州发展生物医
药的核心载体。

目前，该区正在加速打造世界生物医
药龙头企业集聚区、国际一流的生命科学
研发协作示范区，助力广州建设世界级生
物药生态圈，参与全球竞争。

建设四大价值创新园区

9 月 20 日，粤芯 12 英寸晶圆项目在
中新广州知识城投产。这是目前广东省

唯一一条量产的 12 英寸芯片生产线，标
志着广州先进制造业“缺芯”成为历史，为
广州发展半导体产业迈出第一步。

粤芯项目的建成投产将发挥“枢纽”
作用，引进上下游企业集聚形成全新的千
亿元级产业集群，进一步带动广州乃至珠
三角新一代信息技术、消费电子、人工智
能等产业发展。

据悉，自该项目动工建设以来，已吸
引了众多涵盖设计、封测、设备、材料的上
下游产业等多个领域的项目，构建了以粤
芯半导体为龙头，集“芯片设计—晶圆制
造—封装测试—终端应用”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生态圈。

粤芯半导体项目落地的地点，是知识
城的新能源新材料及智能芯片园区。这
里将以粤芯项目等龙头企业为核心，引进
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形成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条，建设成为广州创“芯”智造园。

以龙头企业带动聚拢上下游企业，形
成价值创新园区，以园区的产业聚集再吸
引更多的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是黄埔
区、广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构筑产业生
态圈的路径。

目前，广州知识城正在高标准推进四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创新园区建设，包
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园、高端装备制造
创新园、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园、新能源新
材料及智能芯片园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聚发展。

依照主导产业引领、核心企业带动的
路径，知识城不断优化产业创新生态，推
进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发展。截至目前，
知识城累计注册企业 1605 家，累计注册
资本1360.28亿元。其中，引进的重大项
目达 165 个。随着大批重大项目在今明
两年相继动工和投试产，知识城也将迎来
产业发展的爆发期，进一步加速集聚创新
要素，发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核心创
新平台作用，打造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核心承载区。

汇聚全球技术、人才、资本，延伸产业生态链——

中新广州知识城迎来现代产业大发展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黄于穗

近日，记者来到山东淄博高新区电
子信息产业园，只见现代化厂区高端大
气,植被繁茂。而几年前这里还聚集着钢
铁厂、化工厂、水泥厂等污染企业。

仅用了 3 年时间，淄博高新区就以
壮士断腕的勇气，一手做“减法”，坚决
出清了化工、钢铁、水泥、矿山等高耗
能、高污染的规模以上企业25家，腾出
土地 1670 亩；一手做“加法”，坚定不
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充分发挥孵化
器、创新园区、创新平台等创新资源的
引领支撑作用，培育和引进了以机器人
编码器、压电陶瓷麦克风、无人机等一
批具有国际领先和国内一流水平的企
业，实现了传统产业向战略新兴产业
转换。

告别质效差、附加值低、污染大的
低端产业，淄博市委、市政府为新动能
腾出了成长空间。

在张店区体育场街道金乔社区，原
来的淄博超细粉有限公司因污染严重经
常被投诉。今年 5 月份，这家企业正式

宣告破产。为了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
现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街道指导社区
转变思路，退二进三，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经过多方考察，正式引入库克智创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东方
智谷电子信息创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
3 亿元。项目将促进淄博市电子商务产
业的集聚和资源的整合优化，促进区域
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近两年，淄博市主动关停取缔“散
乱污”企业 10329 家，综合整治 12985
家，盘活利用闲置土地8929亩；钢铁企
业从11家减少到3家，2018年压减粗钢
产能 70 万吨、生铁产能 60 万吨；焦化
厂从 8 家减少至 1 家，煤炭消费总量由
2010 年 的 4500 万 吨 降 至 2018 年 的
2930万吨。不仅为新动能腾出空间，而
且大幅度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淄博市坚持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作
为老工业城市动能转换的重中之重。
2018 年，针对化工、建材、机械、纺
织、轻工等传统产业实施全系统改造提

升，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 27.8%。其
中，集中实施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363
个，技改投资920亿元。

2018 年 11 月，山东新华制药产能
200 亿片的现代医药国际合作中心一期
工程建成投产，研发新达罗等 4 个国内
制剂新品种，主攻欧美高端市场，制剂
板块占比提高到 43%，实现了由原料药
为主向高端制剂为主的重大跨越。预计
2021年，公司产值有望突破千亿元。

东岳集团、金诚石化集团最初都是
以基础化工为主。近年来，东岳集团坚
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和竞争力，继东
岳氯碱离子膜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后，投资20亿元的氢能研发中心和氢能
膜材料项目全面启动，拿到了全球仅有
的两张燃料电池汽车“通行证”，聚力打
造“中国膜谷”。金诚石化投资 97 亿元
的 160 万吨/年 MZRCC 项目，实现了由

“油头”向“化尾”的转变，将带动形成
以丙烯为主导的千亿元级特色产业集群。

淄博建陶曾是高污染的代名词。淄

博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对低端建陶进行
淘汰，全市建陶行业由2015年的201家
企业、344 条生产线调整至目前的 52
家、91条生产线，产能由8.27亿平方米
压缩到 2.46亿平方米。同时，按照集约
集聚集群发展思路，规划建设建陶产业
创新示范园，投资48亿元的一期工程已
建成投产，入园企业综合能耗减少三分
之一以上，单位生产效率和综合效益成
倍提升。

为了更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淄博市制定了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推进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工业新旧
动能转换三年攻坚规划方案》。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上，集中开展“技术改造突
破年”活动，对石油化工、机械冶金、
医药、陶瓷等传统产业进行全产业链改
造，传统产业这棵老树不断绽放新芽。
在新动能培育上,积极开展“双招双
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逐步融合壮大，新动能不断增强。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老工业城市动能转换——

山东淄博：传统产业发新芽 新兴产业成大树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王 奇

深圳市罗湖区日前举办“红岭新兴金融产业带”
双周发布专场活动，出台红岭新兴金融产业带规划，
将引入金融总部、新兴金融、金融科技等金融产业，
完善金融服务配套，旨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服务
中心。

据了解，罗湖区是深圳市最早的建成区，也是金
融和商业的发源地。目前，罗湖区持牌金融机构总部
及一线分支机构超 70 家，位列深圳市第二，持牌金融
机构数量占全市的五分之一，其中 80%分布在红岭路
沿线。据深圳市罗湖区金融服务署金融促进部部长皮
俊介绍，红岭路地处深圳的黄金中轴，总长度 3.6 公
里，是连接罗湖和福田的中心轴；在区间合作上可以
推动罗湖和福田的产业错位发展、协同并进；在区间
协作上向北连接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可以推动智谷和
人工智能小镇的建设，向南连接口岸经济带可推动口
岸消费经济改革升级。

红岭金融产业带是深圳市重要的三个金融增长极
之一。皮俊指出，罗湖区将以红岭路为轴打造新兴金
融产业带，依托传统金融总部集群优势，推进产业
链、创新链和资金链“三链”深度融合，探索金融科
技、黄金金融、消费金融创新发展，完善金融、科
技、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红岭金融产业带的总体功能
分区由南向北依次为金融总部核心商务区、新兴金融
要素集聚区以及金融科技创新创业区，同时还将分别
配套打造文化枢纽核心、时尚街区核心、艺术体验
核心。

值得关注的是，罗湖区依托金融产业的优势以及黄
金珠宝产业集群的特点正在探索发展黄金金融。据了
解，罗湖区主要在三个方面推动黄金金融产业发展，一
是强化和巩固黄金实体产业发展；二是支持黄金市场和
金融市场在风控稳定可靠的情况下开展金融创新；三是
在信息服务上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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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区：

“三链”融合建金融产业带
本报记者 杨阳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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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
道：为全面贯彻落实上海市
委、市政府关于打响“上海购
物”品牌、进一步优化供给促
进消费增长的战略部署，加快
推进重振老字号专项行动，上
海近日举行了重振老字号工作
推进会。

上海市委、市政府多年来
持续推动老字号发展，取得了
初步成效，形成了一批文化底
蕴深厚、产品技艺独具特色、
社会认同度高的老字号。

为进一步提升商业价值和
文化魅力，更好发挥老字号在
优供给、促消费中的作用，上
海开展了摸底最全面、研究问
题最深入、政策制定最系统、
解决方案最聚焦的一次老字号
调研，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引导老字号创新、强化老字号
保护、夯实发展基础、集成政
策资源等方面形成政策举措，
通 过 实 施 “ 一 品 一 策 一 方
案”，引导推动了一批老字号
改革创新。比如，积极开展跨
界合作的“三枪”，深化商旅
文联动的“第一百货”，深耕
伴手礼市场的“蜂花”，制作
地道海派味的“哈氏”，实现
跨越式振兴的“乔家栅”，传
承 创 新 中 华 医 药 的 “ 雷 允
上”，艺术行业龙头“朵云
轩”，转型文创的“马利”，传
播民乐文化的“敦煌”，创新
多元业态的“梅龙镇”，拥有
完善产业链的“光明乳业”，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老凤
祥”，以及重塑老字号街区的

“豫园”。这些老字号抓住当前
新消费、新模式、新客群和新
渠道的机遇，着力开发传统文
化的创新呈现方式，有效活化
老品牌的经济价值，品牌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

为了进一步聚焦问题，出
实招求实效，上海市国资委、
上海市商务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本市国有企业重振
老字号品牌的若干措施》，提出落实“一品一策一方
案”重振计划，明确考核目标和任务、细化举措、落实
责任；强化国企老字号品牌考核，将重振老字号品牌纳
入市管、区管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对重
振老字号品牌重大项目配套资金支持；深化国企老字号
品牌改革创新，鼓励老字号通过混改探索实施员工持股
或股权激励，采用授权经营方式转换经营团队、商业模
式或营销渠道实现品牌重塑，建立“掌门人”职业经理
人制度；破解老字号品牌产权流动瓶颈，建立国盛集团
市老字号品牌专业化运营平台，形成老字号品牌产权交
易操作指引，招引有意愿有能力的各类社会资本激活重
振老字号品牌；优化重振老字号品牌配套支持政策，持
有商业店铺资源、产业园区的国有企业优先、优惠引进
老字号。在电视、报纸、地铁、公交等媒介，加强弘扬
老字号品牌文化和形象；构建重振老字号品牌工作组织
体系，培育发展老字号品牌第三方服务机构六个方面
17项新举措，以机制创新推动品牌振兴。

下阶段，上海将继续深化改革，持续激发老字号
发展新动能，进一步完善“一品一策一方案”，形成
可操作、可落地、高质量的行动方案，落实 《关于推
进本市国有企业重振老字号品牌的若干措施》，加快
推进老字号国资国企改革、职业经理人、闲置品牌交
易等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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