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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化為動力

東莞松山湖挑起大樑 主動融入大灣區建設
【香港商報訊】記者冷運軍、王曉蕾報道： 「科技牽

山水、夢起松山湖」 。21日下午， 「粵港澳灣區媒體
行」 的記者們走進了東莞松山湖高新區。近年來，松山
湖不斷推動創新資源要素融合發展，努力打造成為持續
引領東莞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驗區、先行區、示範區。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布，為松山湖的發展提供了特別
好的機遇」 。東莞松山湖高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

主任歐陽南江在與媒體一行的座談會上直言，松山湖要
抓住這次機遇，主動參與大灣區的發展建設。目前，粵
港澳大灣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
設邁開步伐，作為東莞經濟建設的主力軍、創新發展的
主引擎、新興產業培育的主戰場，松山湖銳意進取，厚
植引領型發展新優勢，努力為 「灣區都市、品質東莞」
建設提供支撐。

獨特優勢助力對接港澳廣深資源
「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與產業齊飛」，規劃的堅守

為松山湖留下了卓越的自然稟賦。加之松山湖毗鄰廣、
深、港三大國際機場及港口，更是大大縮短了松山湖與
內地中心城市及全球重要城市的時空距離。高效發達的
交通網絡，為松山湖對接港澳和廣深資源提供了重要基
礎。東莞5號線、市域軌道3號線、1號線以及松山湖第
二通道、桑茶快線、深圳13號線北延、中子科學城至中
山大學深圳校區通道等規劃建設，更將構建對接大灣區
主要城市 「1小時交通圈」。

經過多年努力，松山湖在產業配套、大科學裝置、科
技平台、對接平台以及營商環境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發
展優勢。依託東莞強大的加工製造能力、齊全的產業門
類，松山湖企業能夠快速獲得豐富的產業原料、零配件
以及高效率的技術服務。東莞產業轉型升級的內在需
求，更為松山湖創新提供了強大的市場需求，有利於推
動港澳和廣深創新科研成果在松山湖快速轉化。

與此同時，中國散裂中子源更為松山湖加持助力。目
前，科學取得重大突破越來越離不開大型科學裝置，中
國散裂中子源已經成功招引首批10個高水平科研團隊。
記者了解到，松山湖還組建了北大光電研究院、清華創
新中心、中科院雲計算育成中心、華中科大工業技術研
究院等新型研發機構，涵蓋高端電子信息、先進製造、
雲計算、電動汽車、光電技術等技術領域，推動園區新
興產業發展。與此同時，松山湖積極拓展新型研發機構
業務類型，為大灣區科技創新合作打造了堅實的基礎，
提供了源泉動能。

疊加「港澳所需」與「松山湖所能」
松山湖過去與港澳地區的合作關係是 「前廠後店」，

歐陽南江表示，延續過去40年的歷史，松山湖將在加快
中子科學城建設、推進功能區統籌發展、提升松山湖創

新能級、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深化與港澳交流合作
5 個方面聚焦發力，把優勢轉化為動力，為 「灣區都
市、品質東莞」建設提供支撐。

為了進一步加快與港澳地區資源的深度對接，松山湖
積極推進營商環境改革創新。據歐陽南江介紹，松山
湖已開展了 「一門式一網式」政府服務改革，建設松
山湖市民中心。通過發揮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和自貿
區政策疊加優勢，松山湖還將加快建設營商環境綜合
改革試點示範區，深化 「放管服」改革，深入推進建
設工程項目審批制度改革，探索率先複製推廣自貿區
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加快落實 「外商投資法」 「非公
經濟 50 條」等政策，全力以赴為廣大企業營造穩定、
公平、透明、可預期的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營商環
境，努力把松山湖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服務效率最
高、綜合成本最有競爭力、創新創業活力最強的改革
開放新高地。

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的打造

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的戰略定位以及拓展就業
創業空間等工作要求，深化與港澳地區的創新合
作。特別是第八章第四節，專門提到要支持港澳青
年和中小微企業在內地發展，積極推進東莞松山湖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建設。歐陽南江稱，面向大
灣區，松山湖將深入對接 「港澳所需」與 「松山湖
所能」，努力推動高新技術企業、高端科研人才、
新型研發機構、孵化器、眾創空間、重點實驗室等
創新資源在園區集聚，加強與港澳地區金融、貿
易、醫療等優勢領域開展合作，支持港澳企業在園
區投資發展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文化創意等
新業態新產業。同時，加快建設松山湖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基地、松山湖國際機器人產業基地等合作平
台，支持港澳青年和中小微企業在園區投資發展，與
香港科學園、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澳門科技大
學等高校、機構緊密合作，進一步暢通港澳創新資源
要素流動通道。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曉蕾報道：松山湖園區生態環
境優美，具有高標準的城市建設與城市管理、高品質的
教育辦學水平、高效便捷的交通基礎設施，這些優勢構
成了松山湖生產、生活、生態 「三生融合」的城市品
質，也是松山湖招商引資、吸引人才的致勝法寶。

松山湖以濱水濕地生態系統為主要生態特徵，是粵港
澳大灣區生態環境優美、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區域之
一。園區規劃建設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經過多年的開
放建設，仍然保持了較好的生態本底，綠化覆蓋率超過
60%，人均綠地面積是全國標準的6.8倍，全年平均大
氣環境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湖區負氧離子含量超過
每立方厘米1萬個（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 「空氣清新」
標準的10倍）。

在廣大企業及人才關注的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
松山湖正着力推進教育改革，組建成立教育集團，與周
邊鎮合作開展集團化辦學，將園區高水平辦學理念和經
驗植入到各鎮街。按照三甲醫院標準建立的東華醫院松
山湖園區也將在年內開業，全面加速提升園區綜合醫療

服務水平。
為了讓更多人才安家落戶，松山湖積極實施人才安居

工程改革，現有各類人才住房33625套。接下來，松山
湖將探索人才產權房建設，預計未來3年內建成人才產
權房1200套。為滿足日益增長的商業消費需求，園區
將加快一批商業配套建設。位於北部CBD華潤置地大
型商業中心項目已於近日通過項目審批，預計年內動
工。依託松山湖北站TOD，園區將規劃建設松山湖片
區產業綜合服務中心。此外，園區還將加快完善幸福花
園商業配套業態布局，加快推動南部城市複合中心商業
綜合體建設。

松山湖還將全面對標廣深港澳等先進城市，大力推動
城市文化品質提升，加快推建設一批高品質文化設施建
設。加快展演中心、群眾文化館、藝術館等公共文化設
施的規劃建設，推進南部文化活動中心和國際社區體育
公園建設，推動望野博物館開館，豐富城市美術館內
涵，推動文化與科技、體育、旅遊、製造等相關產業融
合發展。

對標先進城市 引領城市品質內涵提升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曉蕾報道：對於媒體關注的
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松山湖作為其中的一個
重點節點，將如何構建開放型區域協同的創新共同
體？歐陽南江表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松山湖要深
化與港澳的科技合作，主動對接粵港澳科技研發與產
業創新優勢。

作為國家高新區，松山湖在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方面
承擔着更加重要的使命。歐陽南江稱，我們將牢固樹

立 「創新是第一動力」的理念，以打造引領東莞發展
的創新高地為目標，主動對標內地一流高新區，努力
推動高新技術企業、高端科研人才、新型研發機構、
孵化器、眾創空間、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等創新資源在松山湖集聚，推動松山湖在國家高新區
的綜合排名與東莞在內地的城市地位相匹配。

具體來講，園區將實施 「優化產業結構」 「培優育
強」 「項目攻堅」三大行動，搶抓電子信息製造業升
級換檔機遇，培育發展一批集成電路和信息技術服務
企業，補全做優產業鏈條，推動產業整體向高端攀

升；不斷壯大機器人與智能裝備製造產業，加快壯大
企業集群和產業規模；大力發展生物技術產業，健全
園區生物技術產業體系，營造生物產業集聚氛圍；大
力培育新能源和新材料產業，深入挖掘園區科研團隊
和先進技術資源，全力推動新能源、新材料產業增點
擴面、積攢動能；同時瞄準世界科技前沿，梳理人工
智能攻關核心技術清單，加快布局人工智能產業，着
力增強後續發展動力和活力。

歐陽南江表示，通過強化功能區統籌優化市直
管鎮體制改革，松山湖還可以把現有的優勢、好

的 經 驗 做 法 複 製 擴 展 到 松 山 湖 功 能 區 「一 園 九
鎮」的全域。他指出，要發揮松山湖高新區輻射
帶動作用和現有產業基礎優勢，對接和集聚粵港
澳大灣區乃至全球高端創新資源，打造具有國際
影響力的自主創新示範區，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撐。同時，通過深
入推進松山湖功能區統籌發展，以及更高層次、
更大範圍的統籌，松山湖將更高效率、更加集約
的資源配置，努力打造吸引和承載大灣區高端要
素資源的高品質新空間。

歐陽南江：創造大灣區科技創新合作更多可能

【香港商報訊】記者同理、王曉蕾報道：東莞市發
改局副局長、市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肖必良介紹，東
莞舉全市之力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斷推動
大灣區建設邁出實質性步伐，實現良好開局。 「灣區
都市、品質東莞」將是東莞未來重點推進的工作。

東莞確立了融入大灣區的 「一個中心三個強化」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先進製造業中心，強化科技創新
成果的轉化功能，強化擴大開放合作的示範功能，強
化現代優質生活的服務功能）的定位。圍繞這一定
位，東莞重點開展了以下幾項工作。肖必良首先談到
便利港澳居民政策措施加快實施。他表示，中山大學
新華學院、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與澳門兩所高校開

展保薦研究生、本碩連讀項目合作。同時，東莞市支
持港澳學生享受積分入學和企業人才子女入學優惠政
策。港澳人員憑港澳通行證或居住證即可在東莞市辦
理社會保險登記。除此之外，東莞將港澳人員納入失
業登記管理服務體系，給予港澳青年系列創業就業政
策，在東莞市創辦初創企業，符合條件可申請最高20
萬元小額創業貸款，由財政給予全額貼息。

打造大灣區優質生活圈。肖必良表示在交通便利、
環境整治等方面東莞都加快了腳步。水污染治理實現
重大突破，完成102條污染河湧整治藍天保衛戰取得重
大進展，實現東莞市空氣質量總體好轉。完成10座垃
圾填埋場綜合整治。南沙大橋通車，連接南沙大橋的

莞番高速一期工程建成使用，廣深港高鐵虎門站通車
等都大大提升了城市的品質。同時，一些重大平台建
設也在加快進行之中。肖必良特別提到，推動粵港澳
台青年創新創業城建設，邀請香港港鐵公司參與濱海
灣站 TOD 項目建設，探索與香港合作開發濱海灣新
區。據介紹，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將重點在新區軌道交
通和TOD綜合開發與東莞市開展深度合作。

將港澳優質資源延伸至東莞
座談會上，澳亞衛視記者就東莞將如何深化與港澳

合作，與廣深優勢互補提問。肖必良表示，東莞有
7600多家港資企業，與港澳聯繫非常緊密，在大灣區的

背景下，亦將會有非常好的合作。在產業合作方面，東
莞將在灣區規劃的指引下，把香港的服務業和東莞製
造業更緊密的合作起來，三地共同建立服務企業的綜
合服務平台，進一步整合各地資源，促進企業轉型，
發揮各地所長。在科技合作方面，港澳擁有很好的大
學和高水平的人才，希望能夠吸引更多港澳資源和高
科技人才參與大科學裝置的建設，共同打造國際科創
中心。在平台合作方面，要與香港合作共同推動東莞
濱海灣新區的開發建設。肖必良稱，最重要的是要在公
眾服務方面深度融合。港澳擁有高水平的公眾服務，東
莞要進一步銜接港澳，把醫院、學校等資源延伸到東莞，
當地及港澳居民都能夠享受優質服務。

肖必良：東莞大灣區建設開局良好

【香港商報訊】記者同理報道：在松山湖科普
館展廳區，專業講解員為記者講解了松山湖地處
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位置。進門的位置圖明確
顯示，松山湖位於東莞幾何中心，處於大灣區
核心區域和廣深港澳科技走廊的重要節點，距
離澳門國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均在 2 小時車
程以內，距離廣州、深圳機場均在 1 小時車程
以內。廣深高速、廣深沿江高速、莞深高速、
廣深鐵路、莞深快軌、莞惠城際軌道等城市大
動脈穿境而過。

不僅有交通區位優勢，在生態環境方面，松山
湖也是可圈可點，規劃總面積達103平方公里，
擁有8平方公里的湖面、6.5平方公里的濕地，
14平方公里的生態綠地、超過300公里的生態綠
道、綠化覆蓋率超過60%，人均綠地面積也是全
國標準的6.8倍。不少內地自貿區或者高新區，
都會到松山湖取生態建設的經。

在展廳，講解員還向記者介紹了松山湖厚植引
領型發展新優勢的情況。這裏已成為東莞市高層
次人才最集中的區域。目前園區擁有各類人才
突破8.6萬名，廣東省創新創業領軍人才7名，
佔東莞的 100%；東莞市創新創業領軍人才 79
名，佔到東莞市近九成。與此同時，園區擁有
一大批國家新型研發機構、國家高新企業、孵
化器（8 家國家級孵化器）、眾創空間、工程
技術研究開發中心、重點實驗室等創新資源。
眾多創新資源在松山湖的集聚，2018 年，園區
在全國高新區綜合排名24位，在廣東省地級市
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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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從松山湖科普
館出來，媒體一行直奔中國散裂中子源(CSNS)。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東莞分部副主任梁天驕向媒
體記者講解了中國散裂中子源建設及運作情況，以
及機器的運行原理。據其介紹，CSNS與港城大等
單位合作籌建的多物理譜儀系統獲得了香港創科局
約800萬元的配套資金支持。

第三輪運行9月開始
面向全球開放申請

在散裂中子源大廳，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東莞
分部副主任梁天驕向媒體記者講解了中國散裂中子
源建設及運作情況。中國散裂中子源首批建設的3
台譜儀為通用粉末衍射儀、多功能反射儀、小角散
射儀。那麼這些譜儀都有哪些應用呢？梁天驕以手
機零部件為例，形象地說明了各台譜儀的應用，
「手機的屏幕是多層薄膜，可以用反射譜儀來研

究，手機的包鑲部分是高分子材料，可用小角譜
儀，裏面的鋰電池則可用粉末衍射譜儀來研究，晶
片則可用能進行磁性研究的反射譜儀。」

去年9月，CSNS首輪開放運行期間，3台譜儀共
完成了40項用戶課題，取得了重要成果。用戶來
自國內外的三十餘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包括港
澳地區和英國的大學），香港註冊用戶就佔了用戶

總數的10%左右。梁天驕介紹稱，第二輪
運行從今年農曆初七持續至今年6月底，
目前已有50多個用戶課題的實驗。據其介
紹，第三輪將於9月份開始持續到2020年
1月，下周將開放用戶實驗申請系統，全
球科學家可申請機時。 「如果科研數據是
公開發表的，都可以免費在這裏做實
驗。」梁天驕說， 「我們的開放策略與美
國日本一樣，分配機時主要是基於研究的
科學意義作為評判標準。

隨後，媒體記者前往散裂中子源靶站譜
儀大廳現場了解機器運行原理。梁天驕透
露，CSNS現有20個中子孔道，至少可建
20個譜儀。據其介紹，香港城市大學與散
裂中子源和東莞理工學院合作，正在建設
的多物理譜儀獲得了香港創科局約800萬元的配套
資金支持，加上城大的配套資金一共有1000多萬
元。 「這部分資金將用於增加探測器，以提高研究
效率。」梁天驕說，粵港澳大灣區需要依靠科研裝
置，才能有更好的條件和基礎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

而今，CSNS聚集作用明顯，除了吸引眾多香港
高校科研人員前來開展研究，也促使周邊院校增加
了相關方向的研究和人才培養。 「雖然目前並沒有

台灣專家在此做實驗，但CSNS與台灣業界專家也
保持緊密聯繫。」梁天驕說，CSNS歡迎更多港澳
台科學家前來。

「接下來的任務很重，首先要達到設計指標，其
次是要運行好為科研做好服務。」談及正在向國家
發改委申請的二期項目，梁天驕表示，二期計劃建
設更多的中子反射譜儀，還要提升加速器和靶站接
受束流的功率。屆時，到達譜儀樣品的中子強度將
提高一倍，也能做一些小樣品研究。

粵港合力 助建灣區科創高地 灣區創業沃土 催生優質科創企業

記者
手記

進入松山湖園區，甫一從大巴車下
來，撲面而來的浩大水景，就吸引着記
者一路狂奔而去。長槍短跑對着湖區拍
個不停，電視台記者也搭起了三角架，

忙着取鏡頭。不知不覺中半個小時就過去了，臨到要
離開時，還有三三兩兩的記者流連忘返。

由木板搭起的觀水平台，被漆成紅色，蜿蜒別致，
與水景融為一體。站在平台上，放眼望去，對面有噴
泉表演，時而幾隻鷺鳥臨空劃過，或白或灰的鷺鳥，

將平靜的水面，點綴得別有一番生氣。幾位台灣的記
者邊拍邊聊，他們讚歎松山湖高新區環境真美，絲毫
不遜台灣。

經濟日報的記者則表示這裏像仙境，來了就不想走
了。松山湖的工作人員表示，若是無人機俯拍會更
美。除了充滿靈氣的水，據介紹松山湖植被覆蓋也超
過了 60%，所以從臨湖的房間，任意一個窗口拍出
去，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香港商報記者 同理

觀水平台美如畫 松山湖生態環境令人歎為觀止

媒體座談會現場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離開中國散裂中子源，媒
體記者們乘車前往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了解這個引人矚目
的 「學院派創業公司群體」。據松山湖國際機器人基地高級顧
問鄧國軍介紹，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優質的創業土壤，基地主
攻創業孵化和人才培養，成立近4年來共孵化了90多個創業公
司和團隊。

甫一走進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展示廳，地上各式各樣的數
學公式引起了記者們的注意。松山湖國際機器人基地高級顧問
鄧國軍笑稱，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裏很多創業公司的創始人
都是數學家，將數學公式印在地上可謂基地的一種特色，也有
創業者用數學概念作為公司名字。

「基地就做兩件事：創業孵化和人才培養。」在展廳內，鄧國軍向
媒體記者介紹了產業基地專注機器人及相關行業的創業孵化以
及機器人核心零部件、機器人系統以及機器人行業應用的情況。

由香港科技大學自動化中心主任李澤湘教授、原香港科技大
學工學院院長高秉強教授和長江商學院副院長甘潔教授等聯合
發起的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是按照「政府資助、企業化運作」
模式建設的孵化載體。藉助大灣區強大的製造業產業鏈基礎，該
基地孵化出李群自動化、逸動科技等一批科技創新企業。

「我們在資金、供應鏈信息資源、人才、技術、導師指導等方面
給予創業者全方位支持，」鄧國軍向媒體記者講了一個趣事，為
了讓開發水上智能電動產品的逸動科技做產品實驗，基地還專
門做了個碼頭。

「這裏的年輕人打造一個新的科技產品，迭代速度可能比硅

谷、歐洲要快5－10倍，而成本卻大概只需要它們的1/5－1/
4。」李澤湘在多個公開場合表示。

在人才培養方面，松山湖機器人產業基地與東莞理工學院、
廣東工業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機器人研究所四方合作共建粵港
機器人學院。自2015年起，該學院已招收4屆超500名學生。

「從大一開始，我們就選擇動手能力很強、有想法的學生進
行培養。」鄧國軍說，該學院採用基於項目和課題學習的辦學
模式，通過多學科融合培養學生。 「學生的畢業設計就是創業
公司的產品，畢業後除了文憑，還有自己的創業團隊。」據介
紹，該學院首屆學生有101人，其中有三成選擇了創業。而在
香港科技大學成立的清水灣創業俱樂部，也為基地內有志於機
器人和智能硬體領域的創業團隊提供幫助。

松山湖國際機器人基地高級顧問鄧國軍松山湖國際機器人基地高級顧問鄧國軍（（左一左一））向媒體介紹情況向媒體介紹情況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東莞分部副主任梁天驕（左一）
接受媒體採訪

媒體記者參觀松山湖科普館媒體記者參觀松山湖科普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松山湖定位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的基地

東莞松山湖高新區黨工委副書記東莞松山湖高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歐陽南江管委會主任歐陽南江

東莞市發改局副局長東莞市發改局副局長、、市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肖必良市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肖必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