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梯度培育体系夯实根基，产业创新主体蓬勃发展

科技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细胞单元”，其培育与成长不仅是城市创新实力
的体现，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在广州，科技企
业沿着“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硬科技企业、独角兽企业、上市高新技术
企业”的成长链条渐次进化，已形成一支蔚为大观的产业生力军和创新主力军。

科技型中小企业傲群新材料研发的耐极端环境的特种材料应用于航天航空
领域，为我国先进制造贡献力量；高新技术企业云蝶科技推出“行知大模型”，在数
万课堂中整合知识资源，让稀缺教育资源普惠城乡；“独角兽”企业黑格科技以3D
打印技术引领智造变革，近期突破超高速光固化技术并实现规模化量产，赋能全
球医疗、消费电子行业创新升级；文远知行在今年4月底正式获得南沙区首批无
人驾驶装备道路测试牌照，其无人驾驶物流车robovan W5获准在南沙区开展道路
测试活动……这些企业的创新实践正勾勒出广州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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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服务赋能，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

广州构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新生态

广州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
系已初显成效。2024 年，广州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 1.35万
家，是 2015 年的 1919 家的 7 倍
多；规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近
7000 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118家，占全市境内上市公司
约 2/3。2025 年全球独角兽上
榜企业24家，居全国第四、全球
第十一，其中希音位居全球前

十。科技企业的质量进一步提
升，高新技术企业虽仅占企业
总量的千分之六，却贡献了全
市近 20%的企业所得税、近 50%
的工业总产值。全球首家“四
证”齐全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企业、全球通用自动驾驶第
一股、全球自动驾驶出租车第
一股均出自广州，充分体现了
广州科技企业在全球科技版图

中不断增强的话语权。
截至2025年5月底，广州科

创母基金子基金、直投基金累
计投资项目482个，投资金额达
203亿元；广州市科技型中小企
业信贷风险损失补偿资金池已
累计为广州市 13281 家科技企
业提供风险共担，合作银行累
计授信 2515 亿元、发放贷款金
额1506亿元。

打造全周期“赋能链”，让企业走得更稳更远

广州的科技企业梯度培育
体系正从“输血”向“造血”转
变，从“单点突破”向“体系化创
新”升级，更注重科技企业“提
质”。

当前，该体系就像“全科医
生”，帮助企业强“内功”。通过
加强高企认定后的持续辅导，
引导企业规范研发费用归集、
完善知识产权规划、开展产学
研合作、促进产业与技术对接
等。这些服务，不仅是为了完
成资质认定，更是为了企业能
建立起规范运营的长效机制，

真正实现“长成材”“不掉队”。
同时，广州市科技局持续

升级迭代“广州科技 GI”信息
平台，精准绘制科技企业画像，
动态监测企业生产经营和科技
创新情况。这为推动“高企规
上化”“规上高企化”的双向培
育路径提供了支撑，成为广州
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双引擎”：一边是引导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
升创新能力，加快向高新技术
企业转型，实现“规上高企化”；
另一边是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扩

大生产规模，增强抗风险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实现“高企规上
化”。

2023年，广州市R&D经费
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元，企业作
为广州市研发投入的三大执行
主体之一，全年 R&D 经费达
686亿元，占全市比重为 65.8%，
同比增长 9.8%，有效发挥了创
新主力军的作用。2024 年，全
市共有 7049家企业获得各类知
识产权 4.78 万件，创新能力持
续提升。

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打造30分钟“服务圈”

传统科技服务存在资源分
散、供需错配等突出问题。广州
市科技局调研发现，很多企业存
在政策获取滞后、技术对接困难
等痛点，特别是中小型科技企业
普遍面临“找不到专家、摸不透
政策、对不上资源”的困境。

2023年，广州市科技局启动
服务供给侧改革，创新建立“一
区一机构”工作模式，推动形成

“市级统筹、区级落地、机构执
行”的三级联动机制，通过“创新
触角”，构建起 30分钟科技创新
服务圈，将服务延伸到全市各个
街镇。他们并非简单的“政策传
声筒”，而是陪伴企业成长的“陪
跑员”。

“我们的服务强调的不是一
次性申报达标，而是引导企业建

立规范化运营的长效机制，如规
范研发费用归集、完善知识产权
规划、深化产学研合作等，这既
是为了科技企业的培育，更是为
了它们能走得更稳更远。‘一区
一机构’模式的核心在于提供不
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服务，做好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广州
市科技局企业服务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一理念已经在实践中
凝聚成了广泛共识。

据了解，2025 年，广州市科
技局计划举办 100 场以上科技
政策“读懂会”、30场以上产业资
源对接活动，推动科技政策精准
落地，为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合作
桥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
展。

多元协同激活“创新雨林”
企业开花结果

单兵突进难成势，对于科技
型企业发展来说尤为如此。经
过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广州的新
经济、新产业创新生态加速成
型，企业实践亮点纷呈。

小鹏汽车，AI赋能的“智驾
先行者”。以“全栈自研”为核心
战略的小鹏汽车，在国内率先实
现“端到端大模型量产上车”。
2025年，小鹏汽车计划继续投入
95 亿元研发资金，其中 45 亿元
专项用于AI领域，目标直指“全
民智驾”时代。

深海智人，迈向深蓝的海底
作业者。在湛江徐闻海域的波
涛中，深海智人研发的“金牛座”
履带式海底机器人完成了国内
首次海上风电后埋缆作业。该
企业围绕深海机器人关键技术，
逐步形成了世界上谱系最完整
的海洋机器人产品线，涵盖海底
管缆埋设机器人、海洋通用机器
人等。

奥松电子，全链贯通的闭环
创新者。国内传感器单位数量
虽多，但多数仅涉及研发、生产、
检测等其中的一两个环节。广
州奥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国
内首个智能传感技术概念验证
中心为支点，形成“材料、设计、
制造、封装、应用”全链条闭环创
新体系，在 MEMS 传感器领域
树立国产替代的标杆。

视源股份，直击痛点的场景
定义者。从教育大模型到智能
交互平板，广州视源股份依托海
量场景数据，用 AI 重塑教学范
式。其产品已覆盖全国 80%的
中小学，正在重新定义教育数字

化的未来形态。
亿航智能，低空经济的规则

探路者。作为全球首个无人驾
驶载人航空器“三证”齐全的企
业，亿航智能于今年获批全球首
张民用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运
营合格证，标志着无人驾驶载人
航空器正式进入商业化运营，为
行业发展提供了示范样板。

奥翼电子，电子纸显示技术
的破局者。发布全球首款超 30
寸电子纸动态屏，以高达 18帧/
秒的刷新率，攻克了电子纸动态
显示技术刷新率瓶颈，推动大尺
寸电子纸从静态显示迈向动态
显示时代。

趣丸科技，AI 生成技术的
探索先锋。基于自研的三维生
成大模型“Kiss3DGen”、语音大
模型“MaskGCT”等全球 SOTA
技术，已分别开发出全球领先的
AI 产品“趣丸万相”和“趣丸千
音”。

抖音华南总部、蚂蚁集团华
南数字运营中心和万里汇跨境
贸易运营中心也相继落户广州。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州正
撬动创新资源向企业加速集聚，
在科技企业培育的画布上描绘
出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壮丽图景。

2025年 3月，广东省首场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政策宣讲活动
在广州举办；2025 年 6 月，广东
省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团也在广
州启动……这座城市正敞开怀
抱，迎接更多科技企业在创新的
沃土上扎根、生长、绽放，共同书
写属于大湾区的创新传奇。

本报记者 刘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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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在广州黄埔区九龙湖广场进行飞行演示 广州市科技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