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山湖科学城位于东莞、深圳两大城
市交界处，是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重
要节点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
最密集、自然资源最优越的地区之一。依
托中国散裂中子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松山湖科学城，是东莞市委、市政府
在新形势下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松山湖科学城规划范围包括松山湖高
新区大部分区域，以及大朗镇、大岭山镇、
黄江镇部分区域，分为核心区和协调区，其
中核心区规划面积 90.5 平方公里（含水
域），协调区规划面积 41.7平方公里。规划
期限为 2021年到 2035年，并展望本世纪中
叶发展远景。

松山湖科学城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围绕重大原始创新策
源地、中试验证和成果转化基地、粤港澳合
作创新共同体、体制机制创新综合试验区
四大定位，努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
始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发源地、创新人才
集聚地、知识产权示范地、科学人文宜居

地。同时，聚焦新材料、信息、生命科学三
大领域，勇担战略性、标志性基础研究任
务，全面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

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始创新策
源地为例，松山湖科学城将以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集群为核心，统筹布局国际一流的
前沿基础研究平台、大学和科研机构，加快
打造科技创新生态体系，着力提升原始创
新能力，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
包括加快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建设，高标
准建设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华为运动健康
科学实验室、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等
重点科研平台，加快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
区）、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的建设进程等。

在打造新兴产业发源地方面，加强重
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中试验证
和成果转化应用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最后一公里”，完善产业创新生态，推
动形成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引领未来发展。

在创新人才集聚方面，通过实施更加
开放的人才政策、构建国际化科研人才交
流平台等手段，促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聚

集；在建设知识产权示范地方面，主抓知识
产权创造与运用、知识产权保护两个关键；
在营造科学人文宜居地方面，通过融入大湾
区交通生活圈、加强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
服务的供给，创造更加优越的综合环境。

日前，总体规划已正式获得省政府批
复同意实施。批复意见指出，松山湖科学
城要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城为总
目标，构建基础科研体系，推动核心技术研
发，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区域开放合
作，提升城市综合服务。

到 2022年，全面完成大湾区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规划布局，开工一
批重大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和标志性核心技
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到 2025 年，科技实
力、营商环境大幅跃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重大突破，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科研能力快速提升；到2035年，建成一
批全球领先、开放共享的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培育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实
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群体性突破，初步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始创新高地。

北接松山湖，南靠巍峨山，是松山湖科
学城所具备的独特区位及生态优势。按照
规划，松山湖科学城将山水生态与科学功
能有机融合，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先行启动区双城联动，形成“北湖南
山、一核四区”的空间布局。

其中，“北湖南山”是指彰显北湖、南山
的生态区位特色，保育山湖生态绿核，修复
山湖生态联系，建立“双核、多廊”的生态安
全格局。依托北湖南山的稀缺景观资源，
重点在依山环湖布局科技研发功能，营造
一流的科研环境与氛围。外围邻近布局中
试验证与成果转化功能。

“一核四区”则以大装置集聚区为核，
布局大学院所、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生命科学产业、莞深科技成果合作“四
区”，实现科教、科研、生活、生态有机融合。

大装置集聚核心区位于巍峨山北麓及背山
面湖地带，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进一步集
聚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前沿科学交
叉研究平台、一流大学、一流科研院所、头
部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形成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带动的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其中，
在巍峨山北麓规划建设用地 4.4平方公里，
保障散裂中子源二期及更多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松山湖材料实
验室等重大项目落地。

大学院所集聚区位于松山湖北岸，在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
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等既有大学院所
基础上，进一步集聚世界一流大学或学院、
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加强产学
研创空间融合，促进科技成果高效产业化。
保障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东莞理工学

院国际合作创新区等重大项目顺利落地。
新材料产业中试验证与成果转化区位

于松山湖西南岸及科学城大岭山片区，利
用相对充裕的土地资源，重点拓展新材料
等松山湖科学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形成主题集聚的中试验证与
成果转化片区。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命科学产业中试
验证与成果转化区位于松山湖东部，依托
龙头科技企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
学与生物技术产业为主导，发展中试验证
产业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加速器、公共
实验平台等中试验证与成果转化功能。

同时，充分发挥黄江地处莞深边界，连
接两大科学城的地缘优势，积极承接两地
科学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打造深莞科技
成果合作转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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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规划这一整体蓝图之下，松山
湖科学城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套清晰的“施
工图”和“路线图”。为加快构建全链条、全
要素创新生态系统，松山湖科学城坚持以

“源头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
培育”创新全链条为“四梁”，以重大科技设
施、重大科研平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
型研发机构、科技型龙头企业、高端创新人
才、高品质城市配套、一流创新环境为“八
柱”，布局建设一大批重点项目，总投资计
划超千亿元，不断完善创新全要素支撑，构
建起科学城的“四梁八柱”。

中子源路沿线，中国散裂中子源、南方
光源研究测试平台、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香
港城市大学（东莞）等串珠成链，勾勒出松
山湖科学城的清晰轮廓。

一年多来，松山湖科学城围绕“四梁八

柱”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今年国庆假期
首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在经过团队精心调
试后，设备功率成功提升 20%，设备实验能
力及效率迈上新台阶，已成为支撑大湾区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核心大科学装
置之一。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基于材料基因工
程研制出高温块体金属”和“实现尺寸最
大、晶面指数最全单晶铜箔库的可控制
备”，分别入选“2019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及“2020年度中国重大技术进展”。实
验室研究团队还参与到我国首批月壤样品
研究之中。

松山湖科学城发挥大科学装置、龙头
科技企业集聚的先机优势，主动融入大湾
区创新网络，快速链接区域科技资源，吸引
区域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与成果转化活动，

致力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枢纽。
科学城建设发展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

及一系列保障措施护航。总体规划指出，
要以科研人才为核心，以全民创新为目标，
探索科学城发展新思路，营造良好的制度
环境。同时，更深层次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对接国际先进通行规则，有效释放人
才、设施、平台、知识、资本等创新资源的潜
能，为科学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
保障和创新动力。

围绕创新创业人才需求，松山湖科学
城定制供给创新服务与生活服务设施，规
划建设一批湾区一流的基础教育设施，提
供高品质的健康医疗服务，加强住房多元
保障，打造国际化人才社区，使各类人才安
心工作、潜心科研、放心创业，加快建设宜
居宜业宜研的科学家园。

2021年10月，《松山湖
科 学 城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2021—2035年）》（下称“总
体规划”）正式发布亮相。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创新
集中度突出的科学城之一，
松山湖科学城于 2020 年 7
月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成为
承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实
施的重要平台。

巍峨山下、松山湖畔，
北湖南山、一核四区。总体
规划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学城为总目标，内容
包括构建基础科研体系、推
动核心技术研发、加强区域
开放合作、深化体制机制创
新、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努
力使松山湖科学城成为重
大原始创新策源地、中试验
证和成果转化基地、粤港澳
合作创新共同体、体制机制
创新综合试验区。

总体规划的发布，标志
着松山湖科学城建设蓝图
已徐徐展开，东莞在深入推
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起步
成势方面迈出坚实步伐。
未来，松山湖科学城将在东
莞迈向 GDP 高质量稳定过
万亿元并接续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上发挥关键
引领作用，为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
供重要支撑。

围绕四大定位，聚焦三大领域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原始创新高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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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湖南山、一核四区”空间布局
构建全链条全要素创新生态系统

3 “四梁八柱”勾勒科学城“施工图”
深入推进先行启动区建设起步成势

我国首台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坐落于松山湖科学城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坐落于松山湖科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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