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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开年就起跑。莞邑大

地上，处处可见抓项目、忙生产、促投

资、拼经济的新图景：

年后东莞海外参展企业组团奔赴

日 本 寻 商 机 ，努 力 把 3 年 失 去 的 订 单

“抢”回来；政企代表同赴香港举办莞港

澳产业投资交流会，“香港服务+东莞

制造”大有可为；机器人、自动驾驶等领

域新一批 50 家优质企业落户松山湖科

学城，高科技、新产业实现一场热烈的

双向奔赴⋯⋯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的第一个春天，

国际制造名城东莞紧跟党中央战略擘

画 ，坚 定 地 挺 起 了 制 造 业 当 家“ 硬 脊

梁”——

高规格召开“新春第一会”东莞市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擂响“东莞制

造”高质量发展冲锋战鼓；接地气出台

市政府“制造业当家”一号文及配套政

策，助广大制造企业驶入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快车道”。

“世界工厂”，能造！

有“世界工厂”美誉的东莞，正向世

界展示“新智造”穿透未来的实力。春

节档热映电影《流浪地球 2》中，概念耳

机、宇航服、智能量子计算机 MOSS 等

科技感满满的道具均出自莞企。植根

音频行业的领军企业漫步者科技有限

公司，不仅为“未来世界”量身定制了所

有耳机，还帮剧组解决了航空服屏蔽信

号等问题。“这让我体会到一个国产音

频科技企业的硬核实力与科幻情怀。”

导演感慨道。

以制造业起家的东莞，有信心靠制

造 业 当 家 。 回 首 过 去 一 年 ，刚 迈 上

GDP 过万亿元、人口超千万“双万”新

起点的东莞，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和

超预期因素影响，紧紧依靠制造业，以

超常规力度稳住了经济大盘。引进比

亚迪、赣锋锂电等 10 宗 30 亿元以上特

大产业项目，新型显示、新能源装备、生

物制药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2%、

9.6% 、11.3% ，打 造 32 家 智 能 工 厂（车

间），建成华为、SAP 两大赋能中心⋯⋯

澎湃的制造业新动能，为城市发展筑牢

了“根”和“魂”。

当前，东莞已经构建起从源头创新

到技术创新再到产业化应用的科技创

新体系，集聚超 20 万家工业企业、1.29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110 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78 家境内外上市企业、14

家超百亿工业企业、3 家超千亿工业企

业，形成了制造业集群发展梯队。制造

业占 GDP 比重稳定在 50%左右的高位

水平，成为东莞最厚实的一份“家当”。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成为东莞鲜明

的城市特色。

着眼未来，东莞把握经济大环境复

苏的机遇，全力营造制造业发展的小气

候，在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东

莞担当。“广东全省上下正在掀起制造

业当家大比拼，大家都在比速度、抢进

度，作为全省第四个万亿级城市，东莞

责无旁贷。”东莞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上，市领导鼓舞全市干部跑马争

先、赛龙夺锦，奔向发展新蓝海。

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是

晚。连日来，从“科技共山水一色”的松

山湖科学城，到“海阔凭鱼跃”的滨海湾

新区，东莞各镇街、园区纷纷锚定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推出扎实举措。

招商引资“抢”高潮，松山湖勇当先

锋。近日，松山湖高新区举办载体空间

专题招商大会，推出总量超 60 万平方

米、单价每平方米 20 元以下的高品质、

低成本产业空间，释放投资新红利，吸

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优

质资源汇聚。目前，松山湖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已形成千亿规模产业集群，华

为终端、华贝电子等头部企业集聚。此

次加速构建招商“强磁场”，有望为“松

湖智造”再添科技底色。“松山湖管委会

将努力成为一个了解行业发展趋势，理

解企业家、投资者发展中所面临的痛点

的‘政府管理员’，让大家的投资在这里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松山湖管委会主

任表示。

工业 AI 赋能制造业，滨海湾与腾

讯云碰出科技“火花”。日前，滨海湾

新区举办腾讯云工业 AI 合作伙伴交流

会，吸引产业生态链上企业云集。滨

海湾新区提出，未来 5 年将安排不少

于 10 亿 元 资 金 精 准 扶 持 人 工 智 能 产

业。背靠长安、虎门等工业重镇，滨

海湾新区引入 OPPO、vivo 等龙头企

业和东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

研究院，正全力打造“机器视觉+高

端装备”全国产业名片。“期待未来在

滨海湾能集聚一批工业 AI 上下游的伙

伴 企 业 ， 加 快 实 现 应 用 的 规 模 化 落

地。”腾讯云智能工业 AI 业务负责人

满怀期待。

空间、政策，“莞”够！

“我们要开展一场不亚于‘机器换

人’的产业革命，推动东莞制造业实现

质的转变。”近日，东莞召开经济高质量

发展“2+2”政策新闻发布会，宣布围绕

“坚持制造业当家、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构建‘大招商’格局、提供高品质低

成本快供给产业空间”出台“2+2”重磅

政策，聚焦“大产业、大平台、大项目、大

企业、大环境”，全方位推进“制造业当

家”战略。

做强“制造业当家”优势，要以大产

业重塑体系结构，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

抢占先机。一代材料，引领一代产业。

荔枝林间，由中科院科学家引领的松山

湖材料实验室，在前沿科技成果向产业

转移的“死亡谷”上架起了铁索桥，成立

仅 5 年，孵化产业化公司 42 家，支撑大

湾区制造业向着高端化、绿色化的未来

挺进。

立足大产业，系列政策提出聚焦

产业新风口引进战略科学家团队，每

个团队给予最高 1.5 亿元资助；建立

“产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机制，加

快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

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

生态链；构建“大招商”协同机制，

力 争 全 年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协 议 投 资

1100 亿元以上。

做强“制造业当家”优势，要以大项

目聚集增长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

源。“只要是好项目，东莞政策支持力度

上不封顶，只要企业有投资东莞的意

愿，东莞就一定千方百计又好又快做好

服务。”东莞在政策发布会上宣布。

立足大项目，政策提出构建产业项

目“洽谈—签约—落地—建设—投产—

达产”全链条全生态服务体系，推动项目

“摘牌即动工”“完工即投产”“投产早达

效”；创新产业项目增资扩产机制，支持

企业增资扩产，单个项目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补助；引导制造企业扩大技改投资，

单个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助。

做强“制造业当家”优势，还要以大

平台提升承载效能。改革开放以来，东

莞形成了超过 4 亿平方米的产业空间，

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保障。但时

至今日，企业对高品质、低成本产业空

间的需求，已成为制约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瓶颈。

立足大平台，东莞将全面提升产业

空间综合效益，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

量，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干，努力实现 5

年内建设不少于 5000 万平方米高品质

低成本快供给的产业空间。积极探索

镇村工业园改造路径，实施镇村低效工

业园提质增效行动，推动产业空间从单

一的生产型园区向综合的生产服务型

园区转型。

营商环境，更优！

“扎根东莞，走向全球！”东莞市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OPPO 广东移

动通信有限公司副总裁满怀信心展望

未来。滨海湾 OPPO 智能云（大湾区）

数据中心项目即将全面投产，长安研发

中心等项目加速推进，OPPO 期待引领

东莞智能移动终端行业迈向高端。

营 商 环 境 沃 土 滋 养 着 企 业 的 信

心。2022 年，东莞新增经营主体 29.6 万

户，总量达 158.4 万户，稳居广东省地级

市 前 列 ；新 增 高 企 1725 家 ，总 量 突 破

9000 家，排名广东省地级市前列；新增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850 家，总量居广

东省地级市前列⋯⋯一个个闪亮的数

字，显示了东莞厚植发展环境优势取得

的成效。

企业需求在哪里、政策就延伸到哪

里。新起点上，东莞提出强力统筹资源

要素向制造业倾斜投放，统筹资金、土

地、用能、金融等各项要素资源，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输送“充足弹药”。

湾区竞合，赛龙夺锦。东莞将坚持

以大环境厚植比较优势，加快打造与广

深一体的营商环境。在审批事项、办事

流程、服务效率等方面全面对标广深先

进做法，打造企业市长直通车、“企莞

家”、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 3 大品

牌；实施新一轮“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

程，2023 年筹集共有产权住房、保障性

租赁住房 33000 套以上，统筹各类学位

10000 个以上，保障产业人才安居和子

女入学需求。

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营企业。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东莞民营企业完成

规上工业增加值占比六成以上，贡献了

七成以上的税收总额。东莞设立“东莞

民营企业家日”，为民营企业“量体裁

衣”出台利好措施，全面优化民营企业

发展环境和创新生态，支持企业在东莞

敢闯、敢干、敢投，让企业家精神在莞邑

大地上绽放异彩。

浩荡春风，势不可当。东莞，不惧

涉滩之险，不畏爬坡之难，朝着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科创制造强市目标，奋

勇前行。

（数据来源：东莞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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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溪流背坡村

工人正在检测中国散裂中子源加速器

东莞海和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海和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中心区东莞中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