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市科學技術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dgstb.dg.gov.cn/gkmlpt/content/4/4105/post_4105053.html#104)

附錄

市科技局

关于发布《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的通知

松山湖科技创新局、各镇街经济发展局，各有关申报单位及申请人：

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切实做好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工作，根据《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补贴实施办法（暂行）》

（东财规〔 2023〕 3 号）有关精神，结合实际，我局制定了《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 

2023 年 11 月 15 日

附件： 

1．申报指南附件 

1 

https://dgstb.dg.gov.cn/gkmlpt/content/4/4105/post_4105053.html#104
http://dgstb.dg.gov.cn/attachment/0/219/219035/4105053.doc
http://dgstb.dg.gov.cn/attachment/0/219/219036/4105053.zip
https://dgstb.dg.gov.cn/gkmlpt/content/4/4105/post_4105053.html#104


 

 

 

 

 

 

  

 

 

 

 

 

 

  

  

  

  

 

 

   

  

  

  

  

 

 

   

 

  

  

  

  

 

 

   

 

  

  

  

  

 

 

   

 

  

  

  

  

 

 

   

 

附件：

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
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一、事项名称

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

二、文件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财税〔 2019〕 31 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

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 2023〕 21 号）

《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

法（暂行）》（东财规〔 2023〕 3 号）

三、受理范围

（一）申报主体：在东莞市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符合《东

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暂

行）》（东财规〔 2023〕 3 号）标准，且其在东莞市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计算的税额部分，

由东莞市给予财政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每个纳税年度

每个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二）适用范围：该申报指南适用于在东莞市工作的境外高

端人才申报 2021、 2022 纳税年度的个税补贴，以及 2020 纳税年

度的个税补贴补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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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1．申请人在申请财政补贴前 3 年内，有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行

为的；有虚报、冒领、骗取、挪用财政资金等不诚信行为的；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受到过刑事处罚；有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

许可证件、个人受到过行政处罚罚款 5000 元以上等重大违法记录

的；涉嫌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2．申请人所在单位近 3 年内，有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行为的；

有虚报、冒领、骗取、挪用财政资金等不诚信行为的；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有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

关闭、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受到行政处罚

罚款 10 万元以上等重大违法记录的，申请人负有直接或主要责任

的，或者担任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

四、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申请人是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

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台湾地区居民，外国国籍

人士，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留学回国人员和海外华侨； 

2．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东莞市注册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任职、

受雇，或在东莞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或在东莞市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且纳税年度内在东莞市工作累计满 90 天以上（不含 90

天）； 

3．申请人在东莞市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且个人所得税已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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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额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15%； 

4．申请人的工作单位属于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且在申请补贴的纳税年度内符合《东莞市粤港澳大

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暂行）》（东财规

〔 2023〕 3 号）规定的高端人才条件； 

5．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

（二）资格条件

境外高端人才需属于外籍或港澳台人员。其中，外籍高端人

才指取得《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A 类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 9 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外籍高层次

人才确认函》及其他经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

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且在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中高级管理人员、

生产技术骨干；港澳台高端人才指取得《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 

9 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及其他经

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且

在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生产技术骨干。境外

高端人才的工作单位需属于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名词释义详见附件 1）： 

1．科技创新领域的单位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 

2．重点发展产业领域的单位

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生产制造企业及科技型企业，符合《东莞市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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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纲要（ 2020-2035 年）》的生产制造企业、科技型企业

及其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的企业。 

3．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单位

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

门所属研究机构。

五、申报材料

（一）基本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 1）外国国籍人士：提交护照；

（ 2）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提交永久性港澳居民身份证

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 3）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

港居民：提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香港居民身份证）、香

港入境事务处签发的相关入境证件和内地居民身份证件。

（ 4）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 5）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提

交中国护照、中国身份证、国外长期（或永久）居留凭证。其中，

归国留学人才还应当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

学位认证书》。必要时，受理单位可以要求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

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提供住在国中国使领馆出具的长期

（或永久）居留权公证书、认证书或住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公

证书和住在国居留记录。

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必须与其在税务部门实名认证 

- 4 -



 

   

 

 

 

 

 

 

 

 

 

 

 

     

 

 

 

  

  

  

 

 

  

 

 

 

 

 

 

 

 

  

  

  

 

 

  

 

 

 

 

 

 

 

 

 

  

  

  

 

 

  

 

 

 

 

 

 

 

 

 

  

  

  

 

 

  

 

 

 

 

 

 

 

 

 

  

  

  

 

 

  

 

 

 

 

 

 

 

 

 

时使用的一致，如不一致，需增加提交税务部门实名认证的证照。

如申请人使用多个不同身份证明登记纳税的，需先到市税务局办

理并档手续。如委托他人办理，需出具委托书（详见附件 2）。 

2．申请人在中国大陆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申请人银行储

蓄账户信息对应的身份证照需与税务部门实名认证的证照一致。

如不一致，需附上情况说明。（详见附件 3） 

3．单位承诺书（详见附件 4）。 

4．个人承诺书（详见附件 5）。

（二）资格证明材料 

1．外籍高端人才，需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 1）《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A 类）；

（ 2）《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 3）《外籍高层次人才确认函》；

（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外籍人才

类）；

（ 5）其他经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

高层次人才相关证明材料。 

2．港澳台高端人才，需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 1）《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

（ 2）其他经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

高层次人才相关证明材料。

（三）企业领域证明材料 

1．申请人申报补贴纳税年度所在单位的营业执照或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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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登记证明； 

2．申请人申报补贴纳税年度与所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任

职证明（示范文本详见附件 6）； 

3．申请人申报补贴纳税年度所在单位的组织架构图或公司章

程。 

（四）个税补贴核计材料 

经个人授权，通过我市业务系统从自然人电子税务局获取纳

税情况数据，其中有涉及“入选市级以上人才工程或人才项目获

得的补贴性所得”的，需提供以下相应人才工程项目材料： 

1．相应人才项目的政策文件 

2．入选确认及资金下达材料 

申报材料的要求：申请人需在申请补贴所属纳税年度以前或

纳税年度内取得境外高端人才资格，且在申请补贴的纳税年度仍

有效。所有材料需原件彩色扫描或拍照，以电子方式上传至申报

系统。 

申请人和扣缴义务单位应当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并对申请材

料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如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违规、虚

报申报等行为，经查实后，取消申请人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对

已经取得的财政补贴资金予以追缴；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申报审核程序 

（一）网上申报。 

1．登录国家税务总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查询个税数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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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完 成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自 然 人 电 子 税 务 局 （ 网 址 ：

https://etax.chinatax.gov.cn，以下简称“自然人电子税务

局”）实名认证注册后，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进入“特色应

用”模块的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税 e 查”功能页面，授权后查询

申请补贴所需的个税数据，确认无误后获取查询序列号（在补贴

申报系统使用，以最后一次查询序列号为准）。 

2． 申 请 人 或 受 委 托 人 （ 个 税 扣 缴 义 务 人 ） ， 登 录

“http://zwfw.dg.gov.cn/html/rcbt/apply_edit.html?itemCo

de=11441900007330117Q3442103041000”，填报相关申报信息，

其中“纳税人识别号”选项需填写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查询数据

时使用的纳税人识别号，输入“税 e 查”生成的“查询序列号”

（以最后一次查询序列号为准），授权我市业务系统从电子税务

局“税 e 查”中获取申请人查询并确认无误的个税数据。并按要

求上传申报所要求的材料电子扫描附件。 

（二）初审。 

    镇街（园区）科技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办理时限：7

个工作日。 

（三）复核。 

    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办理时限：5 个工作日。 

（四）协助核查。 

    市科技局拟予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清单所涉人

才及所在单位是否存在《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暂行）》（东财规〔2023〕3 号）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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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情形征求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信息局、市信用办、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检察院等相关部门意见。必要时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广

东东莞）或东莞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确认。 

（五）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经审核无异议的财政补贴人才名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科技

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税务局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同意。 

（六）补贴审核拨付。 

    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由科技部门拨付境外高端人

才财政补贴资金至申请人在中国境内银行开设的个人账户。市财

政局会同相关部门对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资金情况开展监督检

查，申请人应当配合接受监督检查。对虚报、冒领、骗取财政补

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规定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申报时间 

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25 日 24 时系统将关闭提

交功能，逾期将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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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名词释义 

2．委托书（示范文本） 

3．情况说明（示范文本） 

4．单位承诺书（示范文本） 

5．个人承诺书（示范文本） 

6．任职证明（示范文本） 

          7．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税 e 查”  

操作指引 

          8．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 

线上申请操作指引 

9．咨询方式 

 

 

 



附件 1

名词释义

一、“经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

高层次人才”：指入选国家、广东省、东莞市重大人才工程的

个人或团队负责人。

二、“高等院校”：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规定，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备案设立的高等学校和

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三、“科研机构”：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

步法》规定，由国家、省、市、区机构编制部门批准的利用

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及依据《科技类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由民政部门登记

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医疗机构”：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在东莞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登记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五、“公共卫生机构”：指东莞市、各区卫生行政部门所

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共卫生机构。

六、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

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

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

业与食品。

七、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半导体及集成电



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前沿

新材料、新能源、激光与增材制造、数字创意、安全应急与

环保、精密仪器设备。

八、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

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

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

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

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

九、科技服务业包括：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服务、专业

化技术服务、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科技信息服务、科技金

融服务、科技普及和宣传教育服务、综合科技服务等七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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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改革开放 40 年，东莞抢抓机遇、勇立潮头，发展成为屹立

世界城市之林的制造名城，电子信息产业享誉全球。近十年来，

东莞积极谋划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持续优化，新兴产业迅速壮大，

散裂中子源等一批重大科学装置陆续落成，一座先进新东莞初现

峥嵘。 

但也要看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新产业、

新模式、新业态颠覆创新，传统发展路径空间有限，自主创新升

级势在必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合中，如何深入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

发展大格局，为中国制造勇担重任、常葆领先，成为东莞当下必

须直面的时代之问。 

新时代中百舸争流，升级跨越时不我待。放眼未来，东莞亟

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规划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以更高水平的资源统筹，探索产科融合、产服融合、产文融合、

产城融合的发展新路，加快建成国际先进制造中心，打造立足湾

区、辐射全球的国际产业创新中心，将东莞建设成代表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新典范城市！ 

东风起兮莞草劲！加快建成“全球先进制造创新领航城市”，

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是时代赋予东莞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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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基础与环境 

（一）总体特点 

东莞毗邻港澳，地处粤港澳大湾区“A 字型”关键连接点，

是广州与深圳、香港之间的交通要道与重要经济走廊。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东莞积极探索、主动作为，从一个农业县转变为制造

强市，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为加快建成现代产业体系奠

定了良好基础。 

1 . 制造业集聚规模优势突出 

制造业是东莞的立市之基，“制造之都”“国际制造名城”已

成为举世闻名的东莞名片。东莞工业产值稳步向好，2019 年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465.31 亿元，同比增长 8.5%，占全省比重连

续六年上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突破 1 万家，位列全省第 1。

东莞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完善，拥有工业门类 34 个，占全

部 41 个工业大类的 82.9%，形成了涉及 6 万多种产品的完整制

造业体系，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基本齐全，2019 年东莞拥有规

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企业 1569 家，基本形成包括上游硬件厂商、

中游方案提供商和生产制造商以及下游品牌终端厂商的各环节

协同发展的完整体系。现代制造业基础较好，2019 年先进制造

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 54.2%

和 42.2%，增速分别达到 12.7%和 20.6%，均大幅领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各行业涌现一批具有较高竞争力和较强带动能

力的龙头企业，拥有全球 500 强企业 4 家，一大批在细分领域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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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绝对市场占有率的“隐形冠军”集群正在崛起，中小企业数量

多、活力强，大中小企业共同成长、星月齐辉。

2 . 内生式增长转型初显成效 

东莞积极适应新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升级，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鲜活样本。东莞自 2006

年提出“经济社会双转型”战略目标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积极

谋划产业突破，加快由“世界工厂”向创新基地转变，逐步形成

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产业创新能力

不断增强，2019 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预计达到 6228 家，总

量保持全省第 3，接近 300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立研发机构，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为 20290 件和 8006 件，居全省第 3，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3268 件位，居全省第 2，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得到较大提升，在创新驱动的发展新路上加快探索前行。

专栏 1 东莞产业体系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 40 年，东莞经济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由以第一产业

为主的传统模式向以第三产业为主、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模式转变，三

大产业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44.6：43.8：11.6 发展到 2019 年的 0.3：56.5：

43.2，东莞经济迈入现代产业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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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莞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起步阶段（1978－1993 年）。1978 年，中国第一家来料加工厂—

—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通过“三来一补”方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

吸收国外的技术、管理和销售经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1984 年，东

莞实施“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发展战略，“三来一补”与“三资”并

举，纺织、服装、电子、食品、机械等行业的外资企业遍布东莞城乡。 

成长阶段（1994－2000 年）。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工艺美术品制

造业、电力等能源工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先后占据主导地位。以 IT 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民营

经济在与外资企业的协作配套中逐步成长，“东莞制造”享誉全球。 

腾飞阶段（2001－2008 年）。逐渐形成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龙头的

比较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2005 年确定了工业领域八大支柱产业：

电子信息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玩

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食品饮料制造业，化工制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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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阶段（2009 年至今）。经历金融危机洗礼的东莞开始谋划产业

突破，2011 年重新调整界定“五大支柱四大特色”，至 2019 年，东莞

成为国内智能手机及移动终端的重要生产基地，占据全球出货总量约

1/4，电子信息支柱产业主导地位凸现，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金融业

增加值为 551.65 亿元，年均增长率和占服务业比重分别 11.5%、13.5%，

现代物流业增加值为 154.51 亿元，占服务业比重 3.8%。 

3 . 服务业发展经济贡献上升 

服务业规模快速壮大，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优化，由 1978 年

的 44.6：43.8：11.6 发展到 2019 年的 0.3：56.5：43.2，1978－

2019 年服务业年均增长率达到 17.9%，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

2.8 个百分点，2019 年实现增加值 4092.52 亿元，总量稳居全省

前列。服务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升，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超

过六成，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超过五成，总量全省

居前，在全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服务业税收贡

献突出，全市纳税百强企业中超过六成属于服务业。服务业新门

类新业态蓬勃发展，2019 年，东莞专利权质押融资金额规模位

列全省第 2，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增速超过 10%。 

4 . 专业镇经济塑造产业集群 

东莞大力发展专业镇经济，形成了“一镇一品”的产业发展

特色。专业镇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东莞 31 个镇街共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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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36 个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称号，数量位列全省第 3，其中 28

个镇入围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400 强，百强镇增至 15 个。产业

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广东省专业镇创新指数排名中，工业组百强

东莞共有 26 个镇，前十强中东莞以横沥模具制造、麻涌粮油食

品、塘厦电源电子、东城电子信息等专业镇占有四席，清溪物流

专业镇在服务业组排名第一。创新服务水平不断升级，平台建设

效果显著，横沥镇建立模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虎门服装产业协

同创新中心、桥头环保包装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等相继建成，为推

动科技、金融、产业三融合，提升产业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专

业镇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为进一步提升优势产业综合竞争力汇聚

力量。

5 . 外向型经济联结全球网络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东莞聚集了大量港澳台商及外商，形

成了绵密的产业网络，以外资、外贸、外包等方式持续提高国际

分工参与水平，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进出

口结构持续优化，2019 年逆势而进、逆势更优，实现进出口总

额 13801.7 亿元，同比增长 2.8%，高于全省平均增速 3.0 个百分

点，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11.4%，占进出口总额的 44.6%，成为

拉动进出口总额增长的主要动力。外资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合同

外资 136.4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88 亿元，引进超千万美元项目

数 106 宗，协议金额 19.8 亿美元。对外开放新业态新模式加快

发展，成功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9 年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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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进出口 419.2 亿元，增长 13.3%，总量位居全国第 1，广东（石

龙）铁路国际物流基地启用多式联运业务，东莞始发中欧班列发

运量占全省六成以上。在长期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东莞以“海纳

百川、厚德务实”的城市精神，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追梦人，

生成东莞骨子里的外向型基因，为东莞对外开放增创新优势、打

造新格局树立精神旗帜。

（二）主要问题

多年的高速增长和开发建设为东莞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但同时也要看到，东莞市产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突出短板和制约

因素。

1 . 产业梯次结构失衡 

东莞尚未形成梯次发展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抗风险能力较

弱。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东莞第一大支柱产业，对工业经济增长

具有至关重要的支撑和拉动作用，2019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704.47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38.2%，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高达 58.9%，与此同时，关

键技术领域、重点行业企业不确定性因素的系统性传导也积聚经

济风险。新兴产业虽然增速较快，但体量依然较小，龙头企业数

量不足，产业能级有待提升，引领全产业高端发展的作用尚未显

现，目前仅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千亿，与深圳新一

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三大千亿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若干百亿的新兴产业发展格局差距较大。东莞迫切需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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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的培育，完善企业梯度发展格局，推动形成多点支撑、产

业融合、均衡可持续、抗风险能力强的产业格局。 

2 . 质量效益有待提升 

产业层次整体偏低，发展质量效益不高。东莞单位经营性产

业用地的 GDP 产出仅为周边中心城市的三分之一，规模以上工

业的增加值率在 20%左右，远低于先进国家和地区 35%左右的

水平，在全省排名中位列末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消耗每度电贡

献增加值仅为 10.66 元，略低于广州、佛山，不及深圳的一半。

传统产业发展形势严峻，整体增长低迷，2019 年优势传统行业

增速仅为 1.9%，常年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且资源消耗高、

环境影响大，众多加工贸易型企业没有自主品牌，缺乏用新设计、

新技术、新管理、开拓新市场的能力，位于价值链中低端，整体

附加值不高，伴随资源、环境制约加剧，叠加要素成本上涨压力，

盈利能力进一步减弱，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专栏 2 东莞与深圳的区位熵对比 

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也称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指标或专门化率，

是比率的比率，由哈盖特（P· Haggett）首先提出并用于区位分析中。

区位熵值越高，该地区这一产业集聚水平就越高，当区位熵大于 1 时，

认为该地区这一产业在区域中具有专业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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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熵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区域内产业的演进历

程。通过分析 21 世纪以来东莞和深圳第二产业大类的全国区位熵，可

以看出东莞传统产业优势大类在不断增加，而深圳优势门类相对集中、

传统产业逐渐被淘汰。 

图 东莞与深圳的广东省工业区位熵对比 

根据 2019 年统计年鉴数据，东莞区位熵大于 1 的制造业大类有 12

个，相对深圳（8 个）来说更为分散。东莞较深圳具专业化优势的产业

均为传统产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而深圳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的大类中，

相比东莞产业集中更高，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仪表仪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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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高端要素集聚不足 

城市格局、城市品质和营商环境对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

要素的集聚能力有待提高。高端人才、创新人才总量较小，技能

人才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常住人口中受过高等教

育（大专以上学历）人口仍仅占 20.56%。东莞整体科技研发投

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研发强度不仅远远不及北京、深圳、上海

等领先城市，相较于经济规模接近的西安等也不占优势。企业原

始创新能力不强，以应用型创新为主，原始创新、颠覆式技术发

明极少，核心产业技术储备不足，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仍严重

依赖进口，产学研合作机制尚未形成。与周边中心城市相比，东

莞缺少独角兽企业，企业上市节奏与经济规模极不匹配，深圳经

济体量约为东莞的 3 倍，然而上市公司数量超过 9 倍，急需加快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创新提升企业资本利用途径和水平。 

专栏 3 莞深上市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数量对比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上市公司的数量决定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

力。根据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和东莞市统计快报，2019 年深圳市 GDP

达到 26927.09 亿元，东莞 9482.50 亿元，然而根据 wind 数据库，截至

2019 年年底，东莞境内外上市企业共 45 家，深圳境内外上市企业共 407

家。与深圳相比，东莞上市节奏与其经济规模极不匹配，其原因既包括

东莞代工生产的历史路径、1999－2008 年较宽松的资金环境、各类历史

遗留问题的阻碍等，同时也与企业家的观念和经营模式、缺乏上市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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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辐射带动等因素相关。 

根据《2019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国独角兽企业共 206 家，从地域

分布来看，北上深杭四个城市独角兽数量占比超过 80%。从独角兽企业

的特征来看，主要有平台生态型和技术驱动型两类，东莞独角兽企业发

展大幅落后，一是在于互联网生态链发展的较大劣势，缺少相关龙头企

业，无法构建完整生态系统；二是科技发展程度不高，缺乏科研创新人

才，头部科创企业不足，东莞目前主要科创企业是步步高系企业和华为

终端等，相比深圳的腾讯、中兴、华为、比亚迪等，在城市创新氛围上

仍有较大差距。 

4 . 产业空间约束趋紧 

过去四十年城市的快速扩张和空间的无序开发，导致土地资

源过快消耗，产业发展面临日趋紧张的空间约束。土地集约节约

利用水平不高，连片土地有限，“三旧”改造、城市更新重构利

益平衡机制难度大，目前东莞土地开发强度已逼近 50%，在广东

省开居前列，土地要素供给紧张与重点企业新增土地需求旺盛矛

盾明显。在镇村主导开发建设的模式下，城镇空间均质化、分散

式布局，土地资源整合难度大，资源低效化、设施小型化、形态

碎片化、环境低质化问题凸显。高品质产业集聚区缺乏，目前仅

有松山湖高新区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创新产业集群，综合排名位居

全国第 23、全省第 3，滨海湾新区、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银瓶

合作创新区等园区仍在起步阶段，园区整体集群化集约化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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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不高，对于全市经济贡献度有限，亟需加快高水平园区建设，

推动园区统筹片区联动协调发展，创新打造产业发展新空间。 

（三）面临形势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要积极把握国内外新形势新任务新挑

战，鼓足干劲，勇于担当，增强忧患意识，抢抓发展机遇，再创

东莞发展新优势。 

1 . 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开放合作大势所趋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向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坚持开

放不止步，引领世界开放合作潮流。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经济复

苏进程中风险积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思潮进一步升

温，中长期发展仍面临较多结构性挑战，东莞外向型经济承压，

加工外贸生产模式首当其冲，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不确定性加剧。

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只有以主动开

放合作适应和引领全球化发展，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我国推动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建

设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迈

出实质性步伐，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全面对外开放的高端载体多点

开花。东莞应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紧抓国家推动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机遇，坚定把主动开放作为东莞的鲜明标识，全面提

升双向开放水平，打造对外开放新优势。 

2 . 双重挤压挑战严峻，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高端制造业回流和低端制造业分流趋势加剧，东莞制造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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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面临“双重挤压”，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一方面，2008 年

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掀起再工业化风潮，

吸引中高端制造业回流，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提升全球制造业

话语权。另一方面，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利用劳动力成本、资源

优势以及积极的优惠政策，分流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伴

随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东莞作为广东省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创实验区，肩负着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探路的重任，急

需创造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

围绕产业发展空间严重不足和新旧动能转换不够充分两大问题，

突出对土地、技术、资金、人才等制造业供给侧方面的要素改革，

加快产业体系升级重构，从根本上解决产业低端化和城市空心化

的问题，避免陷入城市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陷阱。 

专栏 4 制造业国际产业转移趋势 

国际产业转移是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开放经济的结果，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的 1950 年代开始，全球产业几乎每十年完成一次转移。

过去的国际产业转移总体规律包括：转移类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主体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到发展

中国家和地区逐层推进、转移阶段从加工贸易到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本地

化生产，转移技术通常是进入标准化产业阶段的技术。20 世纪 90 年代

以后，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一

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是第三产业投资成为新热点；二是全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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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出现跳跃性；三是生产外包成为新兴主流方式；四是出现产业供给

链整体搬迁趋势；五是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为后发国家和地区承

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新的机遇。 

表 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再工业化政策措施与实施模式 
国家 再工业化政策措施 实施模式 

美国 

2009 年，美国提出了重振制造业的战略计划 
2011 年，奥巴马总统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同年，

美国制造商协会发布了《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促进经济增长的

四大目标》 
2012 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2018 年，该委员会发布《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 
2019 年，白宫发布未来工业发展规划，聚焦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

业、量子信息科学和 5G 这四项关键技术 

先进技术驱动

的高端制造业

导向模式 

英国 

2009 年 4 月，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发布了《英国先进制造领域

一揽子新政策》 
2011 年，英国政府发布了《英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策略和行动

计划》 

节能环保驱动

的绿色制造业

导向模式 

日本 
2008 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 
2009 年，日本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日本制造业竞争策略》 
2010 年，日本通产省发布了《日本制造业》专题报告 

竞争能力驱动

的战略制造业

导向模式 

德国 

2013 年 4 月，德国政府正式推出工业 4.0 研究项目，由德国联邦教

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联手资助，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

西门子公司等德国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下形成，并已上升

为国家战略，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 2020》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 

智能制造驱动

的融合制造业

导向模式 

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产业转移，纽约、东京和伦敦等国际大

都市的制造业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革。从历史进程来看，一般制造业虽

然经历了下降衰退的过程，但广泛应用先进制造技术、采用先进制造模

式、拥有先进市场网络组织的现代先进制造业始终是国际大都市发展的

重要经济基础。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现代都市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

速发展，促使国际大都市的制造业地位出现新一轮的提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发展实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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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重要性，纷纷推行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其特

征可总结为：更加注重未来技术储备、更加强化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更加重视需求导向的创新引导、更加凸显创新人才的培育储备。 

3 . 科技革命风起云涌，创新决定竞争成败 

2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革命风起云涌，自主创新已经成为

构筑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科技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前沿技术多

点突破，链式变革频繁出现，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不断渗透扩散。

新一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技

术发展日新月异，催生新兴产业加速涌现。东莞惟有抓住时代机

遇，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围绕东莞市产业所需、优势

所在，聚焦“卡脖子”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重大装备，组织

实施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

控，以科技创新驱动实体经济，用好用足用活国家鼓励新兴产业

发展的各项政策，提前布局、大力支持新兴未来产业发展，才能

抓住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演进发

展的新机遇，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专栏 5 世界科技产业革命的趋势 

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并称，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同技术

革命密不可分。从 18 世纪中叶至今，世界史上共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

新的科技革命会重塑各个国家经济竞争力，从而导致世界科学中心、经

济中心发生转移，建立新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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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历次全球科技产业革命概览 
阶段 时间段 主要科技成就 主要产业 核心国家 侧重点 

第 一

次 科

技 革

命 

18 世纪 60
年代至 19世
纪 40 年代 

改良蒸汽机、蒸汽

轮船、蒸汽机车；

铁路、航运时代开

启 

纺织业、采煤工

业、冶金业、机械

制造业、交通运输

业 

英国，扩散到欧洲

大陆（主要是法

国、德国）和美国 

机械化 

第 二

次 科

技 革

命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世
纪初 

发电机、发动机、

高压输电网；电力

发明；内燃机 

电力产业、通信产

业、石油产业、化

工产业、汽车产业 

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波及荷兰、

比利时等国家；美

国、德国开始赶超

英国 

电气化 

第 三

次 科

技 革

命 

20 世纪 40
年代至 20世
纪 70 年代 

计算机；卫星通

信；合成纤维材

料；以核能为中心

的新能源；基因技

术 

电子工业、通信产

业、新材料产业、

新能源产业、生物

工程、宇航产业、

海洋开发产业 

美国（起初与德国

竞争世界领导地

位），后扩散到欧

洲、日本 

自动化 

第 四

次 科

技 革

命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世
纪初 

网络信息技术；转

基因技术、遗传工

程；纳米技术；激

光 

信息技术产业、生

物技术产业群、纳

米科技产业群、宇

宙开发产业群、海

洋开发产业群 

核心在美国，扩散

到欧洲和亚洲 
信息化 

第 五

次 科

技 革

命 

21 世纪初至

今 
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新能源技术、

新材料技术等交

叉融合领域 

广泛范围内的第

一、二、三产业 
未知 智能化 

第二次科技革命尽管起源于第一次科技革命崛起的强国英、法、德，

后来波及欧洲的其他国家，但是最终完成于美国，在这一时期美国和德

国开始赶超英国跃升为新科技的主要发明国。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美国

跃升为世界第一强国。第四次科技革命为各个国家开展了以科技为核心

的战略竞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此阶段占领绝对优势。 

随着第五次科技革命和新的产业升级信号加强，世界经济和产业格

局将面临再一次的“大洗牌”，这对于错失前四次科技革命先机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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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 

4 . 现代服务雄踞高端，深度融合升维竞争 

现代服务业牢牢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与实体经济结合日益

紧密，为产业高水平竞争提供有力支撑。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向价

值链高端挺进，呈现出高专业门槛、强带动作用等特点，已经成

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生活性服务业持续向精细化和高

品质转变，成为集聚高端人才的必要条件。服务业与制造业高度

融合发展，现代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血液，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

互为依托，工业设计、数字创意等成为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

阶梯，服务型制造、总部经济成为抢占价值链高端的有效途径，

深刻重塑全球价值网络。新兴服务业快速壮大，新业态新模式不

断涌现，渗透赋能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等

对制造转型的“生力军”作用愈发凸显，加速产业迭代，孕育升

维聚变。东莞应着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

伸，围绕产服一体，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及服务业不同领域之间

深度融合，“换道超车”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跑出“东莞制造”

升维发展加速度，带动实体经济发展迈上更高端。 

5 . 湾区经济引领未来，产业合作前景广阔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加速，将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为产业合作发展带来广阔空间。粤港澳大湾区以不足

全国 1%的土地面积和 5%的人口数量，创造了约 13%的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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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已经成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

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大湾区时代的来临，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珠

三角既有的城市群产业分工格局，为东莞创造了携手广深港参与

世界级城市群竞争的重大历史机遇。随着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

等基础设施逐步建成和湾区半小时经济圈的全面形成，东莞作为

珠江中部发展轴心、港深核心第一外延的区位优势可能弱化，产

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的危机。东莞应紧抓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发展

窗口期，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纲”，以省改革创新实验区建

设为统揽，全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大

力发展以先进制造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承接核心城市功能外溢，

深度参与区域分工协作，加快科技研发、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

产业布局。

专栏 6 世界三大湾区发展经验 

世界一流湾区具有引领全球产业升级、主导全球资源配置、引领全

球创新发展三大特征。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抓住了全球高

科技发展的机遇，进行制造业升级，实现了转型发展。其中，纽约湾区

率先抓住了全球贸易大发展的机遇，成为世界级金融和贸易中心；旧金

山湾区抓住了全球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机遇，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东京湾

区成为了世界制造中心和金融贸易中心。



 

 

— 19 — 

 

图 世界三大湾区主要城市产业错位发展 

表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级湾区的基础数据对比（2017 年） 
指标 粤港澳大湾区 东京湾区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面积（万平方公里） 5.65 3.68 1.79 2.15 
常住人口（万人） 6765 4383 760 2340 
GDP（万亿美元） 1.5 1.8 0.8 1.4 

地均 GDP（亿美元/平方公

里） 
1.65 3.44 3.09 4.60 

人均 GDP（万美元/人） 2.2 4.1 10.5 6.0 
第三产业占比（%） 55.6 82.3 82.8 89.4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 TEU） 6427 766 277 465 
机场旅客吞吐量（亿人次） 1.85 1.12 0.71 1.3 

主要产业 
金融、航运、电

子信息、互联网 
装备制造、钢

铁、化工、物流 
电子信息、互

联网、生物 
金融、航

运、计算机 
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数（家） 17 60 28 22 
世界前 100 名的大学数（所） 3 1 3 5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发展成为世界级湾区的基础条件，未来发展潜力

巨大：在面积、人口、港口集装箱和机场旅客吞吐量上超过三大湾区；

经济总量、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数和一流大学数基本相当；人均、地均

产出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上远远落后。此外，差距还体现在：一是多圈多

核的格局没有完全形成，开发度和国际竞争力不够。二是各个城市产业

同质化发展严重，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三是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建立

和完善。四是城际间的交流网络滞后于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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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以一个国家、两

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四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特色，支持东莞等城市

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形成特色鲜明、功

能互补、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东莞应当强化与中心城市的互动

合作，带动周边特色城镇发展，发挥产业链齐全优势，紧密协作，联动

发展，积极参与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 

三、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东讲话精神和对广东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纲”，深入推进区域产业优

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发挥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以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增强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夯

实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建成湾区先进制造中心、打造辐射全球的

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全球先进制造创新领航城市，为我省实现“四

个走在全国前列”提供有力支撑，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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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做出东莞的积极贡献。

（二）发展思路

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充分发挥东莞连接广州、深

圳两大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扛起“湾区先进制造中心”大旗，

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开敞的城市空间和良好的生态本底，抢抓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广东省制造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实验区等“三区叠加”历史机遇，把创

新作为东莞发展的第一动力，将产业规模优势升级为结构优势、

质量优势、创新优势，高水平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建成“全

球先进制造创新领航城市”作为中长期战略目标，加快升级打造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四大板块，发展数

字经济、智能经济、健康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等跨界新经

济新业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以万亿

千亿产业集群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超前布局高精尖前沿未来产

业，全面强化源头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积蓄跨越式、

颠覆性、可持续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

品牌制造、质量标准、绿色低碳重塑制造核心竞争力，推动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借力湾区现代服务业动能注入，

增强现代服务业对全产业的支撑作用，重构产业板块协调发展新

格局。以“三极三带”的总体布局和“产业承载区”“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地”的辐射带动，提升空间品质、推动产城融合、加强

区域协同，开辟产业体系发展新空间。围绕科技创新、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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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企业培育、区域开放融合等重要领域部署一系列重点

工作，谋划一系列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发扬制造文化、工匠精神，

推动文化与产业相融共生，以全新的城市格局、内涵和品质，汇

聚全球要素资源，将东莞建设成为代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

典范城市。 

（三）基本原则 

1 . 创新驱动，改革引领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

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瞄准世界

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瞄准国家和省重大战略需求，强化原始创

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高

精尖前沿未来产业，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深化创新要素供给，

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人才、技术、知识产权、企

业、产业用地等的支持力度，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和市场导向

作用，加快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构建开放创新网络，深化

军民融合，促进创新互动，推动创新创业，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 

2 . 协调发展，融合聚变 

坚持产业体系思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支持产业间跨界融

合创新、互动协调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推动制造业与科

技创新相结合，支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多点支撑、梯次发展格局，推动先进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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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短板，支持单一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与

文化融合，提升创意设计、数字内容和品牌形象等对制造业的带

动作用，加快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推动产城融合互动发展，

完善优质生活服务功能，提升对高素质人才和高水平企业的吸附

力，朝夕必争放大产业聚变能级。 

3 . 绿色发展，集约增效 

深刻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贯彻把自

然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作为刚性约束，坚持能源、土地、资源集约

高效利用，健全绿色发展制度环境，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与意志，

严格产业准入标准，改变企业粗放式发展模式，坚决淘汰低端过

剩产能，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推进绿色技术的应用转化，加快绿

色新型能源的研发应用，发展节能环保技术服务，推广循环经济

发展模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从资源密集向技术密集、生

态友好的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坚

定不移地走高品质低成本的现代生态都市绿色发展道路。 

4 . 开放合作，携手共赢 

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产业链齐全优势，强

化与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加快建设广

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东莞段），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对接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推

进区域产业分工对接，提高协作发展水平，扩大开放合作的示范

功能，推动莞台开创更高水平的科技产业合作新局面，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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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主动对接全球人才、科技、资本等创新

资源，强化国际规则对接，服务全球市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四）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完成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发展方式

明显转变，形成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协同

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未来产业、传统

产业四大板块协同并进，新兴产业蓬勃壮大，成为产业体系新支

柱，现代服务业支撑有力，成为驱动经济发展新引擎，未来产业

蓄势待发，培育经济新增长点，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凸显质量发

展新优势，基本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国家科技成

果转化示范区和全面开放合作先行区，向一线创新型城市迈进。 

到 2035 年，拥有一批掌握前沿引领技术的企业和世界一流

的科研机构，持续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为全国重要

的新兴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策源地、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

要聚集地。科技、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

链中高端，建成国际一流的先进制造中心，以新制造、新服务、

新城市支撑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打造立足湾区、辐射全球

的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全球先进制造创新领航城市。 

——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经济保持中高速稳步增长，2019

年到 2025 年之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现价增长 8.5%以上，加快迈

入万亿元俱乐部，远期现价增长率保持在 8.0%以上，在 2030 年



 

 

— 25 — 

以前突破 2 万亿元，2035 年前突破 3 万亿元。综合配套持续改

善，深度参与湾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共建，实现生产、生

活、生态协调发展，国际先进制造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科技

智慧城市”“绿色低碳城市”“人文品质都市”等作为新时代新东

莞的城市名片闻名遐迩。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势产业基础巩固提升，新兴未来

产业加速迸发，到 2025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形

成万亿级产业集群，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形成

千亿级产业集群，新兴产业总产值超过四万亿，占 GDP 比重超

过 32%，到 2035 年占比超过 39%。现代服务业特色鲜明，重点

突出，支撑作用更加显著，到 2025 年占 GDP 比重超过 29%，成

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到 2035 年占比超过 36%。未来产业核心关

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带动产业跨越式发展。传统产业加速升级，

跻身先进制造行列，技术、品牌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争取

到 2025 年和 2035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分别超过 GDP 的 3.0%和

3.2%，创新载体进一步壮大，到 2025 和 2035 年全市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总量分别突破 8000 家和 10000 家，科技孵化器分别超

过 180 家和 300 家，产学研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创新人才队伍

加速壮大，高端人才占比持续提高，高技能人才数量大幅提升，

千人技能人才数到 2035 年突破 585 人。创新成果进一步丰硕，

到2025和2035年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突破 14000件和36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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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可持续性不断

提升，企业主体做大做强，到 2025 年，超千亿企业超过 5 家，

超百亿企业超过 25 家，行业单打冠军、独角兽企业不断壮大，

到 2035 年，广东省 500 强企业超过 22 家。制造业加快由劳动密

集、资源密集向知识密集、资本密集、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规模

以上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到 2025 年超过 28 万元/人，

到 2035 年超过 40 万元/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率显著提高，

到 2025 年超过 22%，到 2035 年超过 25%，跻身湾区城市前列，

绿色集约发展成效斐然，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单位 GDP 能

耗、建设用地显著降低。 

——开放融合优势凸显。跨界融合、协同发展成为主流，科

技领域交叉渗透，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城乡融合全面推进，产业

链条延伸整合，产业组织网络联系增强，产科融合、产服融合、

产文融合、产城融合向纵深迈进，融合型新经济占比进一步扩大，

新产业属性和新产业形态喷薄涌现。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

提高，外贸进出口稳居全国前列，形成大贸易、大流通、大市场

的新体系，陆海内外联动、开放优势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

布局进一步优化，实现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各项要素在莞

融合聚变，裂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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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莞市新时代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发展预期指标 

序

号 
维度 主要指标 单位 

2018 年 
完成值 

2019 年

预计 
完成值

① 

2022 年 
目标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35 年 
目标值 

1 
经济

规模 
地区生产总值（GDP）

① 
亿元 8818.11 9482.50  >12000  >15000  >33000  

2 

产业

结构 

新兴未来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② % 21.55  23.20 >27 >32  >39 

3 
先进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 
% 52.34  54.20 >59 >64 >75 

4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 
% 27.0  26.6  >28 >29  >36  

5 
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

比重 
% 62.0 61.7  >64  >67  >78  

6 

创新

驱动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 家 5789 6228 >7000 >8000 >10000 

7 科技孵化器数 家 111 - >140 >180 >300 

8 发明专利授权量 件 6716 8006 >10000 >14000 >36000 

9 
全社会研发投入 
占 GDP 比重 

% 2.68 - >2.85 >3.00 >3.20 

10 

发展

效益 

广东省 500 强企业数 家 14 17 >18 >20 >22 

11 
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

产率 
万元

/人 
15.86 17.67 >22  >28 >40  

1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率 
% 19.2 - >21  >22 >25 

13 万元 GDP 能耗 
吨标

准煤 
0.378  - <0.340  <0.320  <0.290  

14 亿元 GDP 建设用地 
平方

公里 
0.135  - <0.105  <0.080  <0.040  

注：①2018 年数据已按照为经济普查数调整（万元 GDP 能耗除外），2019 年数据为初步预计数。 
②按照现价增速 2019－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8.5%，2026－2035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速 8.0%预计。 
③新兴未来产业指统计口径以本规划中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我市其他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为依

据，与国家、广东省及内地城市有所不同，且不限于第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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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加快壮大新兴产业，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聚焦五大领域，

重点突破十大产业，加强区域分工合作、协同创新和资源共享，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巩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支柱效

应，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优势地位，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打造万亿千亿级产业集群。 

专栏 7 东莞市新兴产业选取原则 

《东莞市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 年）》提出，“聚焦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和生物技

术五大新兴领域，突破新一代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通信、智能终端、

工业机器人、高端智能制造装备、先进材料、新能源汽车、高性能电池、

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等十大重点产业。” 

图 东莞重点新兴产业框架图 

面向 2035 年，以紧盯科技产业发展的高新高潜方向、响应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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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战略部署、依托东莞比较优势、促进湾区产业协同错位为原则，围绕

“五大领域十大产业”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加快科技成果应用转化，

支持开放协同创新，促进产业融合，持续拓宽优势领域，做深做强细分

产业领域，完善新一代信息技术图谱，加快建成智能制造体系，全面提

升新材料工业基础支撑能力，完善新能源产业链和产业配套，构建生命

健康和生物技术全产业生态系统。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 

厚植智能终端产业优势，紧盯新一代信息技术前沿，大力发

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智能终端，抢占 5G 通信

战略高点，突破关键电子元器件等薄弱环节，推动物联网等数字

经济核心技术攻关、示范应用和产业化，支持电子信息向海发展，

加快实施智能化战略，推动在珠江东岸打造以深圳、东莞为核心

的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高地。 

重点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积极培育人工智能产品和新兴业

态，以人工智能专用芯片、智能机器人、智能运载工具等为突破

口，围绕人工智能硬件全面实施“智芯器端”战略，以智能制造为

抓手发展智能经济，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

产业等加速融合，全面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打造“AI 器件东莞

制造，东莞 AI 赋能全球，集成应用 AI 东莞”的产业品牌。加强

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感知计算、人机混合智能、群体智能、自主

协同与决策等基础理论研究，重点支持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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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生物特征识别、复杂环境识别、新型人机交互、自然语言

理解、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攻关和转化应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

领军企业引育，支持搭建人工智能开放应用平台。加强应用场景

驱动，以智能制造融合人工智能应用为切入点，打造全球智能制

造示范高地，以园区、校区、厂区为重点打造智能驾驶试验区，

加快东莞特色自动驾驶运载工具测试应用。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小

镇，实现向智能城市、再到智能社会的升级，打造全国智能社会

应用先导区和创业创新集聚区。 

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全力抢占 5G 商用第一梯队，积

极参与标准制定、频谱划分，加速布局新型多载波、移动边缘计

算等关键架构技术及新型计算、先进存储等核心技术，发展新一

代通信网络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支持龙头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推进

核心技术研发、应用场景探索、关键产品研制，支持基础设备供

应商研发、量产 5G 商用光器件、光纤光缆，推动通信厂商进行

大规模组网验证和基础设施搭建，实现公共区域免费无线局域网

高速和广域连续覆盖。加快新一代网络设备、软件定义网络设备

和模块化数据中心成套装备开发，支持面向网络协同的行业应用

软件研发与系统集成，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低时延、高可

靠、广覆盖的工业网络，针对企业内网，推动工业互联网使能改

造，支持工业企业以 IPv6、工业以太网、工业 PON、工业无线

等新型技术、设备改造生产现场网络和系统，建设市级工业互联

网平台，引导工业企业向“核心上云”“创新示范”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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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智能终端。加快“芯、屏、机、核”等领域关键技

术突破，打造完整智能终端产业链条，做精做深细分产业链。吸

引知名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与封装企业来莞发展，加强微机电、

智能功率模块（IPM）、传感器芯片等系统级产品开发，突破核

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技术瓶颈。促进新

型显示技术、新型触控技术、新型人机交互技术等技术的研发与

应用转化，支持企业加快新型背板、激光显示、超高清显示（4K

及以上）、柔性面板、3D 显示等量产技术研发，加快研究布局

AMOLED 微显示、印刷 OLED 显示、Micro LED 显示等前瞻性

显示技术，布局新型平板显示器件生产专用设备，推动新型显示

产业链延展。加快不同应用领域的专用移动智能终端产品和具备

智能交互能力的新型智能手机研发，推进移动通信系统设备、移

动通信仪器仪表、移动终端等产业化。布局发展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智能家电、智能穿戴设备、车载终端等新领域。

全面发展面向金融、交通、医疗、能源等行业特色应用的专业终

端设备。全力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提升龙头企业提升价值链掌

控能力，打造世界级智能终端制造集群。 

发展关键电子元器件。加大传感器、存储器、控制器研发力

度，发展半导体功率器件、高性能传感器、新型光通信器件、新

型半导体分立器件、超导电子器件、光学器件等元器件，发展元

器件相适应的功能组件、安全组件、高频磁性元件、特种连接器

以及新一代集成电源等配套组件，布局光电产品专用制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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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共建高端电子制造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完整应用体系。 

发展高性能集成电路。加快提升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能力，

重点推进 AI、5G 芯片领域的知识产权（IP）核和设计工具的自

主研发，加快形成消费电子、工业控制芯片等细分领域领先实力，

推动传感器芯片、基带芯片、应用处理器芯片和射频技术芯片等

产业化发展。依托重点实验室，加快晶圆制造、掺杂技术、薄膜

生成技术以及图形转换技术研发，重点突破光刻技术，推动关键

装备、材料和封测环节配套发展，研发光刻机、刻蚀机、离子注

入机等关键设备，开发光刻胶、大尺寸硅片等关键材料，强化系

统级封装（SiP）、堆叠封装等先进封装技术的应用，打造高性能

集成电路全链条产业基地。 

发展物联网技术。支持物联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工程实验

室建设，支持核心敏感元器件的研制与产业化，加快微型智能传

感器、MEMS 传感器（微机电系统）集成、超高频或微波 RFID

（无线射频识别）、M2M（机器到机器）芯片、融合通信模组等

技术突破和产品制造，面向消费电子、工业控制、健康医疗等重

点行业领域开展应用示范，引导产业组织方式向虚拟集成设计制

造模式发展，提升关键环节配套水平。推动在交通、能源、物流、

水利、环保、医疗、安防等城市基础设施领域部署物联网终端，

发展覆盖生产生活领域的物联网应用和服务。 

布局区块链技术。推动产学研用跨界联合创新，支持高校、

研究机构和企业建设区块链创新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加快非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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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技术、共识算法、分布式计算与存储等核心技术的创新演进，

推动区块链技术与物联网、5G、人工智能、高性能集成电路等

前沿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块链服务平台（BaaS）积极开展区块

链技术落地应用，重点深化区块链与工业，物流，消费，医疗，

金融等行业有机结合，参与区块链标准制定，建立区块链技术

验证环境，完善区块链产业生态，凸显我市数字经济优势。 

布局海洋电子信息。研制开发船载智能终端、海洋自动检测

系统等高端海洋电子设备及系统。聚焦海洋信息系统与信息技术

服务，突破海洋电子信息服务应用的集成与开发、数据储存、加

工及数据挖掘技术。发展海洋大数据服务，参与构建广东省海洋

数据交流平台和海洋科学数据中心。建设智慧海洋，加快海洋信

息体系建设，提供海上通信、海上定位、海洋资料及情报管理服

务等。 

专栏 8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重点项目 

建设泛在智能化基础设施平台：推动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

现以信息传输为核心的数字化、网络化、安全化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布局 5G 等新一代通信系统，完善物联网信息平台，加快视频、地图及

其他行业应用场景下的数据库搭建，完善人工智能海量训练资源库和基

础资源服务公共平台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创建 5G 应用示范先导区：围绕 5G 芯片、天线、智能终端、网络

设备、系统及解决方案、测试仪器仪表、工程样机、5G 运营等重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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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攻关，选择有条件的片区或镇街，面向智能制造、智慧政务、智慧医

疗、智慧交通、智慧零售等典型应用场景，搭建超高速率、零时延、超

大连接、信息融合的 5G 网络试验环境，开展应用技术测试、验证，推

动 5G 业务跨领域垂直融合发展。 

建设市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工业企业向“核心上云”“创新示

范”演进。加快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扩大网络覆盖范围，优化

升级骨干网络，打造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工业网络。针对企业内

网，推动工业互联网使能改造，支持工业企业以 IPv6、工业以太网、工

业 PON、工业无线等新型技术、设备改造生产现场网络和系统。 

组建集成电路设计和封测中心：打造国际先进集成电路设计环境，

吸引大湾区内优秀的集成电路设计和封测企业，着力提升国产 FPGA 芯

片设计水平，不断增强封装测试能力，形成具有核心知识产权的芯片设

计技术，打破国外限制和封锁。 

（二）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依托东莞坚实制造基础和国内制造转型升级机遇，重点发展

工业机器人和高端智能制造装备，培育发展服务机器人，积极布

局高端激光装备制造，加快建成智能制造体系，拓展装备制造新

优势领域，树立湾区智能制造标杆。 

重点发展工业机器人。加速攻关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

等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加快提升稳定性和精度等关键指标，

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针对需求量大、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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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劳动强度大的工业领域发展弧焊机器人、真空（洁净）机器

人、全自主编程智能工业机器人、双臂协作机器人、人机协作机

器人、重载 AGV 等工业机器人产品，推动高性能、高附加值工

业机器人国产化进程。大力引进研发生产型企业，壮大以机器人

系统集成商、核心零部件企业、机器人整机和机器人行业应用解

决方案企业为主体的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布局机器人本体、机

器人标准系统、系统集成、远程健康监控系统、维护保养、机器

人翻新再制造等循环式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生态链，催生一批全球

领先的核心技术、全球有影响的产品、国际知名的科技公司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 

重点发展高端智能制造装备。突破高端数控装备、数控专机、

数控系统及功能部件核心技术，重点发展超精密数控机床，突破

刚度适应性设计、机床温度灵敏度抑制方法、新结构电主轴设计

及优化方法等共性技术，提升精密化、智能化水平。围绕感知、

决策和执行等智能功能的实现，重点突破新型传感技术、模块化

与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技术、先进控制与优化技术，做优做强一

批传感器、智能仪表、控制系统配套企业。发展关键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及通用部件，突破高参数、高精密和高可靠性轴承、液压

/气动/密封元件、齿轮传动装置等。推进数字化仿真智能工厂、

智能生产线建设，发展智能个性化定制系统、智能数据采集器、

高性能数控系统，面向电子信息制造、纺织、家具、玩具、食品

饮料等较大生产规模行业和企业，加快智能制造成套设备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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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示范应用，加强装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软件服务商和制

造企业的协同创新，增强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能力，建立完善的

制造业服务检测程序和标准，打造智能制造发展闭环。 

加快培育发展服务机器人。针对现代服务和特殊作业对服务

机器人的需求，发展消防救援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智能型公共

服务机器人、智能护理机器人等高端服务机器人，推进专业服务

机器人实现系列化。发展深水勘探机器人、海底维修机器人、海

底工程建造机器人等产品。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提升服务机器人

的智能水平、稳定性和适应性。 

积极布局高端激光装备制造。重点发展大功率激光，组建先

进激光技术研发中心，开展超快脉冲、超大功率激光制造、自由

电子激光、高分辨激光直接成像技术（LDI）等激光前沿探索，

提升工业化光纤、半导体大功率激光器、工业化超快激光器等制

造技术。发展激光加工机床、激光自动焊接设备等精密/超精密

加工装备，布局高端激光产业上游核心器件，提升光纤激光器、

固体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皮秒激光器等的自主研发能力，加

速合束器、隔离器、泵源封装、大功率准直器等核心元器件国产

化进程，提倡激光装备产品通用化、标准化生产，加速产业化应

用，逐步替代传统加工方式。 

积极拓展装备制造优势新领域。依托军民融合发展装备制

造，做大做强新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和汽车装备制造产业，

加快布局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农机装备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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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制造产业技术自主创新，攻关高性能发动机、核心零部件、

仪器仪表等核心关键技术和装备，实现装备和技术的智能化、模

块化、集成化，打造制造新优势。

专栏 9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重点项目 

建设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围绕感知、控制、决策和执行等

智能功能，加大对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智能产品、重大成套装备、

数字化车间的开发和应用，突破先进感知与测量、高精度运动控制、高

可靠智能控制、建模与仿真、工业互联网安全等一批关键共性技术。研

发智能制造相关的核心支撑软件，布局和积累一批核心知识产权，为制

造装备和制造过程的智能化提供技术支撑。

建设高端机器人研发平台：以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和广东省

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为依托，大力吸引学科带头人，联结港澳、内地及全

球的高校、研究所、上下游供应链等资源，建设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工业

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技术研发基地与孵化平台，推动共性技术攻关、专

业人才培育和创新团队孵化。

建设超精密数控机床产业创新平台：依托松山湖科学城建设超精密

数控机床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在刚度适应性设计、机床温度灵敏度抑制

方法、新结构电主轴设计及优化方法等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提供数

控机床及关键部件设计及数控机床与机器人检测服务，促进向精密化、

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打造高性能、高精度的高端制造品牌。

搭建智能化工厂改造体系：支持第三方机构提供分析诊断、创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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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等服务，鼓励系统集成商、装备供应商、软件供应商等深度合作，针

对企业实际需求，研究制定简便易行的智能化改造方案，推广一批成熟

使用的单元装备和先进技术。推广适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信息化产品和服

务，促进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各个环节

中的应用。推进云制造，构建智能制造和服务平台。 

（三）新材料领域 

依托散裂中子源大科学装置集群和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建设，

重点发展市场应用广、带动作用强、战略意义大的先进材料，加

快布局前沿新材料，完善新材料基础研究、应用转化、生产制造

等全链条体系，全面支撑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建设国际先进材料

产业的研发高地和产业化基地。 

重点发展先进材料。提升先进基础材料制造水平，重点提升

模具钢和基础零部件用钢等先进钢材料、高性能合金材料、先进

陶瓷、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橡胶、高端工程塑料、先进涂

层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等，推进材料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绿

色化改造，重点突破材料性能及成分控制、生产加工及应用等工

艺技术，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高质量稳定性和服役寿命，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发展需求，推

动先进战略材料的研发和规模应用。电子信息材料领域突破 8 英

寸/12 英寸集成电路硅片，显示材料、光刻胶、光掩膜材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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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靶材、集成电路制造材料和封装材料等，重点发展氮化镓

（GaN）、碳化 硅（SiC）等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和以 OLED、柔性

显示等为核心的新型显示材料，电子浆料、覆铜板、光电材料、

靶材等电子功能材料。装备制造材料领域研发具有系列原创技术

的钛合金、高强合金钢、滚珠丝杠用钢、高温合金、高强铝合金

等。新能源材料领域突破动力电池电极和基体、电机用硅钢和永

磁材料、新能源催化材料等。生物材料领域研发可降解血管支架

材料、透析材料、医用级高分子材料、植入电极、3T 以上高场

强超导磁体、临床检验质控用标准物质等。 

加快布局前沿材料。突破一批金属类、非金属类及医用类等

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加快建设增材制造应用示范基地。发展纳米

催化材料、纳米电子材料、纳米防水材料、纳米碳管等纳米材料。

发展碳纳米管、高性能碳纤维、高性能石墨负极等先进碳材料。

发展液态金属材料、新型超导材料、热电与光电材料、软物质与

生物医学材料等其他前沿新材料。 

专栏 10 新材料领域重点项目 

建设散裂中子源新材料研发孵化基地：依托散裂中子源大科学装

置，加速新材料研发和产业化，加快推进新材料产品标准与下游行业设

计规范的衔接配套建设。针对优势领域设立关键共性技术、材料检测与

试验、知识产权和应用场景推广等平台。完善大科学装置管理运营模式，

引进国际一流科研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推动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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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打造基础研究创新科学极地、前沿技术开发高地、高端产业转化

园地为一体的新材料产业生态圈。 

建设材料性能测试评价中心：覆盖材料试验，理化性能检测和性能

及缺陷检测评价的全流程，建立完善材料综合性能及缺陷评价指标体系

与评价准则，联合新材料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计量测试机构形成新材

料测试及缺陷检测评价联盟，凝聚一批材料检测及评价专家队伍，开展

材料性能检测、质量评估、模拟验证、数据分析、表征评价及检测认证

等公共服务。 

建设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围绕晶片制造与芯片制造，重点发展氮

化镓（GaN）、碳化硅（SiC）等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推进功率器件、

射频器件与光电器件等第三代半导体器件的产业化，推动大尺寸蓝宝石

图形衬底低成本化制造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建设纳米材料与器件研发应用平台：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和东莞

上海大学纳米技术研究院，围绕电子器件、增强复合材料、药物输送、

水处理、纳米医药、三维石墨烯材料等产业方向，加速纳米材料在能源、

环境、电子芯片、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程，构筑应用导向，产学

研结合的产业集群。 

（四）新能源领域 

顺应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以新能源汽车、高性能电池为重

点，推广新型能源，建设智慧能源网络，加快推进新能源领域技

术研发，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发展，积极发展基于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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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多元产业融合的新型业态，建设具有国内尖端水平和全球

影响力的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发展高地。

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在上游材料及核心零部件领域，积极

发展轻型车用结构件、车用超级电容、动力电池系统、大功率永

磁电机及其控制系统、整车控制系统、混合动力多能源管理系统。

在整车领域，提升新能源客车整车制造实力，引进国内外优质新

能源乘用车企业，鼓励本土企业与国内外企业开展技术及资本合

作。在下游配套基础设施领域，支持充电设施建设，鼓励发展充

电设备、电池快换技术及设备，鼓励充电设施接网、计量计费、

监控等技术研发，完善电池组及整车检测、试验和维修等配套服

务体系。促进新能源汽车与智能化、网联化方向耦合，重点突破

传感器、控制芯片、高精度定位、车载终端、操作系统等关键技

术，构建车辆智能化平台，发展绿色智慧出行。推进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升级发展，支持企业参与相关技术标准制定，加强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信息共享互通、技术专利合作、业务合作，推动形成

龙头企业带动、关键零部件与配套企业积极参与的良好发展态

势。

重点发展高性能电池。巩固锂电池产业链完整、龙头企业带

动的产业优势，升级消费类锂电池，延伸动力电池、储能电池产

业领域，发展新型电池技术。在消费类电池领域，发展高安全、

高容量、轻薄化、快速充电的新型锂电池，配套提升锂电池生产

装备。在动力电池领域，发展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芯生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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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以及电池组集成，重点支持高能量密度、高循环和高安

全性的动力电池产业化。在储能领域，发展储能电池、逆变器、

能量管理系统，支持光伏与储能融合发展。在新型电池领域，发

展燃料电池、固态电池，突破新型电池制备的关键技术和材料，

加强攻关氢气/空气聚合物电解质膜燃料电池（PEMFC）技术，

支持新型电池产业化，升级消费类锂电池、储能电池的制造水平，

培育发展锂电池回收和下游梯次利用、再利用行业。

大力发展新型能源。重点发展高效光电光热、高效储能、分

布式能源，加速提升新能源产品经济性，促进多能互补和协同优

化。加快突破氢燃料电池质子膜、碳纸和催化剂等核心技术，重

点建设水氢产业特色小镇和氢能源装备产业化项目，依托广东氢

产业联盟，加快完善氢能和氢燃料电池产业链条，在大规模制氢、

分布式制氢、氢的储运材料与技术、加氢站以及燃料电池分布式

发电等方面开展研发与攻关，加快实现氢能源专用车、客车和乘

用车规模化生产。开展太阳能利用相关的晶硅电池技术、薄膜太

阳能电池技术和新型高效低成本太阳能电池技术研发，建设光伏

装备产业基地，提高集成应用技术水平，推动太阳能多元化规模

化发展。

积极布局智慧能源。大力发展智能电网技术，加快部署泛在

电力物联网。加快发展智能电网关键装备，支持发展智能仪表仪

器、变电站成套装备、智能配电网成套装备、柔性直流输配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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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大容量电力电子器件和材料、电能质量产品等领域。鼓励发

展“源网荷储”集成互补的能源互联网，重点布局智慧能源系统、

多能互补集成优化项目，加快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与能源产业

深度融合，促进能源生产、传输和消费领域智慧化发展。推进“互

联网+”智慧能源工程化和产业化应用，积极探索分布式能源、

储能系统、智能微电网、充电站（桩）、互联网等智慧能源多业

务融合模式。推广能源智慧监测平台试点示范工程，积极打造“基

于电动汽车的能源互联网”“基于行业融合的能源互联网”等微

观类示范项目以及“城市能源互联网”“园区能源互联网”等宏

观类的综合示范项目。 

专栏 11 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 

构建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联盟：充分发挥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作

用，围绕整车企业，鼓励上游材料、关键零部件及下游配套设施生产企

业参与共建共享技术联盟，密切跟踪国际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整

合湾区内创新资源，鼓励深度合作开展产业链技术创新，提高自主知识

产权含量，提升产品设计。 

提升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体系：首先在公交领域全面推广新能源客

车，支持党政机关采购新能源公务乘用车，加快物流等服务行业推广新

能源商用车，加快完善充电设施配套建设，给予新能源汽车便捷通行政

策优惠等。 

建立高性能电池技术标准检测平台：主动建立健全高性能电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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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电池性能、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等进行评

估评价，鼓励企业购置自动化生产设备、采用信息化管理系统，提高电

池生产的一致性水平和全周期信息化管理水平。 

（五）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 

抢抓全球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发展浪潮，重点发展生物医药

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积极发展生物保健、生物制造、生物农业，

布局海洋生物医药，利用散裂中子源大科学装置优势，加强新药、

新疗法的科技创新研究，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打造具有东

莞特色的生物产业生态系统。 

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以临床用药为中心，重点关注糖尿病、

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重大疾病，以小分

子药物为核心，兼顾生物技术药、糖类、中药等药物，推动原创

药物及仿制药物研发及产业化，承接乙肝、丙肝、胰腺癌、脑肿

瘤等海外授权新药的研发生产。支持单克隆抗体、抗体偶联药物、

双特异抗体药物、重组胰岛素、治疗性疫苗的研究与开发，创新

突破酶、干扰素、集落/造血刺激因子、激素、基因治疗药物和

血液制品等生物技术药。推进在心脑血管、糖尿病、肿瘤等常见

疾病的药物研发。加快发展中药新药、现代新型中药的研发与培

育，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型新药研发机构。利用散裂中子源

优势，支持硼中子俘获治疗技术开发以及用于“硼中子俘获疗法”

的小分子硼药和含硼的生物配合物等硼药研发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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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高端医疗器械。探索精准化医疗路径，瞄准医疗器

械个性化、智能化发展趋势，重点引进早期筛查诊断、心血管介

入植入器械、人工智能影响诊断、个体化定制器械、医疗机器人

等新型医疗器械设备生产商。大力突破共性关键技术和核心部

件，促进医学医药成像技术、放射治疗技术研发，攻克质子、硼

中子俘获致癌技术和影像引导技术，重点发展新型 X 射线成像

系统、放射治疗设备，加快新型医用诊断设备、医用电子监护设

备、医院药品智能管控系统、检验与生化仪器和激光仪器等大型

医疗设备的研发与生产，发展血液检测、骨密度检测、癌症检测、

基因检测等高技术附加检测设备。布局具有联网功能的家用自我

诊断和个人健康监控穿戴设备等智能医疗产品研发。加强与第三

代测序核心技术的国际领先机构的合作，共同攻克精准诊断健康

人群疾病风险技术难关。

积极布局生物保健。推进第二代功能食品（新型功能食品），

包括多糖、辅酶 Q10 等功能食品配料及相关的营养保健品、功

能食品的研发。引进和开发具有降低胆固醇、强化骨骼等保健功

能的脂质、维生素、矿物质元素等保健品。支持具有营养功能和

调节生理活动功能的第三代功能食品的生产和开发。

积极发展大健康产业。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满足多元化需

求的全民健康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多位一体的大健康产业。充分

发挥健康大数据的基础支撑作用，加快发展数字化健康设备和产

品，鼓励开发和应用各类健康相关软件。建立数字化健康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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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发展设备、医疗、数据与服务融合的新兴业态，建立集预防、

评估、跟踪、干预、指导与随访为一体的健康管理模式，推进整

合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卫生信息，积极对接港澳台知名医疗机构，

加快建设国际医疗健康合作示范区，重点发展个性化体检、疾病

筛查、基因检测、健康干预、慢病管理等特色医疗健康服务，推

进医养结合，积极发展智慧养老，建立以企业和机构为主体、社

区为纽带的医养服务网络。

推动布局生物技术服务产业。推动研发创新与实验外包服

务、第三方公共检测外包服务、生命科学技术推广服务和生物

信息数据库等加快发展。完善生物技术服务市场机制，扶持生

物医药技术研发、测试、服务外包等专业服务的发展。完善生

物技术服务标准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技术服务专业化、高端

化、标准化发展。

发展生物技术应用产业。推广生物制造技术，研究重大化工

产品生物制造、大宗生物基产品衍生转化、非粮生物能源产品的

生物合成，生物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应用问题，提升生物制造科技

成果转化效率和效益。战略性布局生物农业，积极部署生物芯片、

分子育种等前沿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加快生物种业、生物农

药、生物兽药、生物饲料和生物肥料等产品的开发。推进海洋生

物医药关键技术、海洋医用材料、诊断试剂等的自主研发与产业

化，积极布局海洋生物基因工程，大力开发新型海洋蛋白、多糖、

多肽类创新药物和海洋生物基因工程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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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重点项目 

建设生命科学基础科研平台：依托散裂中子源，吸引和建设一批生

命科学高端研究机构，聚焦创新药物临床前研究、细胞免疫治疗核心科

研问题攻关及靶向性疫苗的研发，建成涵盖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模式动

物实验、药物一致性评价、生物安全性分析等研究平台，全面实现生物

研发技术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推动药品生产体系化：建设创新药物高端研发机构，着力创新药物

临床前研究和疫苗的研发与普及，建成涵盖药物合成、药物缓控释制、

新药质量标准、药理药效与一致性评价、新药药代动力学与安全性等多

领域生产及评价系统。发展中药新药、现代新型中药饮片、生物培养和

人工模拟生态条件下规模化种植的濒危稀缺中药材。

打造高端医疗器械应用平台：推动高端医疗应用平台建设，鼓励产

学研医深度合作，根据疾病谱变化和民众健康需求，加快医疗器械产业

化，推进供给侧改革，增强高端医疗器械供给能力，产品质量向国际高

端水平迈进。

搭建第三方医学检测平台：支持建设第三方医学检测数据库和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建立健全第三方医学检测服务行业标准和技术质量评价

体系，建设第三方医学检测机构与医疗机构的数字化互联互认系统。推

进以企业为主体的第三方医学检测服务模式创新。以医学检验、卫生检

验为核心，重点开展生殖孕育、重大疾病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技术、分

子分型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开展早期诊断分子标志物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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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端医疗前沿技术平台：依托大科学装置和物理化学重点实验

室，针对药物结构观测和治病机理研究打造病理研究中心，通过 X 晶体

衍射等技术观测药物的结构，开展新药研制合成。构建医学医药成像中

心和放射治疗技术中心，促进 CT 技术、高分辨激光成像技术、四维放

射治疗技术和高精度荧光纤维成像技术的研发，攻克质子、硼中子俘获

治癌技术和影像引导技术。 

五、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作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

高端延伸，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重点发展现代金

融、科技服务、信息服务、节能环保、创意设计、专业服务、商

贸会展、现代物流和文体旅游，加快形成与先进制造业相配套的

现代服务业体系。 

专栏 13 东莞市现代服务业选取原则 

服务于湾区先进制造中心定位，重点提升需求旺盛、融合制造业支

撑带动作用大、开放合作机遇显著的生产性服务业，构建与先进制造业

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以现代产业体系理论为指导。围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应加快布局现代金融、科技服

务和人力资源服务。 

以产业优势基础为依托。2019年，东莞规模以上营业收入居前的有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45.3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7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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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75.96亿元）。 

以制造服务融合为手段。从提升制造品牌质量水平出发，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需布局创意设计产业，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和工艺设计，从提

升制造业发展质量和效率出发，应加快商贸会展、现代物流等流通服务、

信息服务和节能环保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以湾区建设为机遇。扩大对港澳服务业开放，依托港澳在会计审计

税务、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管理咨询、建筑及相关工程等专业服务业

领域发展优势，提升国际化水平，打造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 

以完善优质生活服务功能为补充。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体育消费、

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进一步提升消费环境，满足各个层次人才消

费需求。 

综上分析，选择现代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服务、节能环保、创意

设计、商贸会展、现代物流、专业服务和文体旅游进行重点突破。 

（一）现代金融 

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发展成为产业金融高地为目

标，大力提升地方金融品牌辐射能力，重点培育股权投资基金为

代表的新兴金融业态，加快打造牌照齐全、服务支撑强、规模效

益好的地方现代金融体系，向“金融强市”迈进。 

加快培育发展新兴金融业态。紧抓广深资本向外扩散趋势，

完善以基金业为主体、融资租赁和新型供应链金融为两翼的创新

金融服务链条，在中心城区和松山湖打造错位发展的新型金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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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集聚区。促进融资租赁业与智能制造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联动

融合。推动制造业核心企业筹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开展供应链

金融业务，打通完整的供应链融资渠道，巩固提升产业链整体竞

争力。鼓励发展金融科技，鼓励金融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兴信息技术，打造现代金融服务平台，积极开发新产品和新服

务。依托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培育一批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第三

方征信、大数据分析等金融科技服务企业。 

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大力推进科技信贷，鼓励商业银行

设立科技支行或科技金融服务部门，完善科技贷款审批机制，创

新知识产权质押综合融资模式，提高针对初创期科技企业的质押

融资额度，增强银行资金对孵化器、新型研发机构等的抚育功能。

大力发展科技保险，鼓励保险公司设立科技专营机构，探索推进

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等创新金融产品。加快建设金融、科技、产业

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集聚风投创投等新兴金融资源，支持符合

条件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上市后备企业赴科创板上市融资，积极

探索创新型企业利用香港等境外资本市场融资，支持香港私募基

金参与东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创新型科技

企业、上市后备企业到香港上市融资。支持高校院所、领军企业

或创投管理机构，设立服务特定领域的投资基金。建设综合性科

技金融服务平台，实现科技资源与资本的常态化、交互式对接。 

优化提升金融组织体系。增强银行、证券、保险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市场竞争实力，整合东莞金融控股集团旗下资源，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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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证保业务资质齐全、投融资功能强大的综合性金融集团，提升

东莞“地方金融”品牌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影响力。支持小额贷款、

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型金融组织健康发展。积极

发展审计服务、法律服务、资产评估、资信评级、投资咨询、创

业投资服务、理财服务等金融中介服务机构，支持港澳台专业机

构和人才来莞发展。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企业上市挂

牌步伐，支持引入战略投资伙伴增资扩股，鼓励发行企业债、公

司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产品进行债券融资，拓宽直接

融资渠道。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合作，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深化与港澳台地区金融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

合作。 

专栏 14 现代金融业重点项目 

打造新型金融组织集聚区：将东莞国际商务区中央金融区、众创金

融街、松山湖基金小镇打造成为错位发展、功能性强的新型金融组织集

聚区，高标准打造物理空间，高水平建设创投大楼、创投中心，完善全

产业生态链体系建设，重点引进以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为主的新型金

融机构，全力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培育天使投资人，调动活跃辖区雄厚

的民间资本，聘请专业团队运营，提供特色个性化服务，吸引更多优质

创业投资机构和产业投资基金在莞集聚发展。 

（二）科技服务 

提高科技服务业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提升科



— 52 — 

技服务市场化水平和竞争力，培育新型科技服务业态，打造科技

服务产业集群，加快形成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对接港澳台等地

区的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

大力发展专业科技服务业。重点发展技术开发、成果转化、

技术转移、科技咨询等重要环节，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加快新型研发组织建设。探索开放式科学研发服务体系，构建分

布式专业研发服务体系，培育众包、众扶等研发服务新业态，完

善科研设施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机制。健全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推动技术成果的商品化、资本化，鼓励和引导科技成果进入技术

交易市场。提升科技咨询专业化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战略、科技

评估、产业生态评估、科技招投标、工程技术、科技情报等科技

咨询服务机构规范有序发展，整合专家资源和科技资源，着力构

建一批专业化高端科技智库。

完善科技孵化服务市场环境。完善一体化科技孵化链条，升

级配套全要素的服务体系，推动松山湖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建

设。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龙头企业搭建开放的孵化服务平台，引

导专业孵化平台、综合性科技服务机构和投资机构等高端科技服

务业集聚发展，加强穗莞深联合孵化，吸引港澳台以及国际科创

人才。

专栏 15 科技服务业重点项目 

探索开放式科学研发服务体系：围绕科学城和松山湖园区等科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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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集中区域，研究科技资源池构建、科技资源数据分析、科技资源精准

服务、开放式科技云服务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探索构建分布式专业研

发服务体系，培育众包、众扶等研发服务新业态。完善科研设施和仪器

设备开放共享机制，引导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向社会开放服

务。

（三）信息服务

依托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引导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生产制造和生活消费各领域各环节的应用，充

分挖掘数据资源，加速场景融合应用，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设粤

港澳大湾区数字产业创新联盟，推动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推

广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促进东莞成为国家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示范区。积极发展信息技术咨询、设计和运维服务，

大力发展网络信息服务，鼓励发展高端软件和信息安全产业，鼓

励软件企业加强工业生产控制核心软件研发，壮大软件信息服务

业规模。着力提升云计算综合服务，完善大数据资源配置和产业

链，发展通用海量数据存储和管理软件、大数据挖掘分析软件、

非结构化数据处理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软件产品支持弹性计

算、资源监控管理等关键技术突破，完善和数据存储、数据采集

等硬件产品配套。鼓励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开展系统设计和业务流

程再造服务，支持其向云计算产品和服务提供商转型，促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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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垂直行业技术深度融合，重点突破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

装备、能源互联网等交叉领域，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战略，面向

重点领域形成集成解决方案提供能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跨

行业物联网运营和支撑平台。释放信息消费潜力，带动信息消费

结构升级，提高信息消费覆盖范围。 

专栏 16 信息服务业重点项目 

加快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数字产业创新联盟，积极参与标准制定、数据端口开放，建设互通的公

共应用平台，建设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等信息

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市政、智慧社区。推进

电子签名证书互认工作，推广电子签名互认证书在公共服务、金融、商

贸等领域应用，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持续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建设珠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鼓励支持运营商、数据中心运

营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机构组织开展面向社会应用的大数据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鼓励互联网、工业设计、金融、交通、医疗、零售、家电等

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开展大数据示范应用，推进政府数据开放，推动政

府、企业、社会大数据共享互动。 

（四）节能环保 

加快建设以节能技改、循环化改造、清洁生产审核、能源审

计、节能评估等为主体的节能环保与循环经济服务体系。发展节

能技改服务，推动能效提升与改进，推广高效节能电机、高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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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器、高效热泵等节能技术装备应用。鼓励合同能源管理企业发

展，完善东莞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中心平台。发展循环经济

服务，推广循环经济在企业、园区、行业、区域的示范试点。推

进传统产业清洁生产改造，推广清洁原料和清洁生产技术，实现

污染物的源头削减和生产过程削减，鼓励企业自主开展清洁生产

审核。积极发展环保服务，规范发展技术咨询、节能评估、能源

审计、碳交易等服务业态，鼓励发展合同环境服务和环境治理特

许经营模式，支持生态环境修复、环境风险与损害评价、排污权

交易等新兴环保服务业。 

专栏 17 节能环保服务业重点项目 

建设循环经济协同创新平台：吸引专业化循环经济类服务机构入

驻，为循环化改造项目提供专业化技术咨询、实施指导及全过程跟踪，

推进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促进企业、园区、行业、区域间链接共生和

协同利用，积极发展再制造，推进重点行业再制造试点示范工作。 

（五）创意设计 

加快汇聚国内外创意设计资源，深度融合制造与创意，加速

传统代工生产模式向自主设计、自有品牌转型，提升制造业附加

值和国际影响力。大力发展工业设计，积极参与“珠三角工业设

计走廊”建设，推动粤港澳深化工业设计合作，促进工业设计成

果产业化。强化从产品策略、产品设计、系统设计、工艺流程设

计的全流程设计配套能力，坚持办好 Did Award（东莞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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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大赛，支持设计机构、制造企业组建产业设计联盟，开

展关键性环节的设计创新，发展工业设计资源网上共享、网络协

同设计、众包设计、虚拟仿真、3D 在线打印等互联网工业设计

新技术、新模式。鼓励发展时尚设计产业，依托服装鞋帽、珠宝、

家具等制造基础，引入国际大师工作室，加强与广深港时尚产业

联动，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时尚设计龙头企业。支持提升

书籍装帧设计、包装创意设计、创意纸制品等设计能力，培育国

内领先的创意包装印刷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专栏 18 创意设计产业重点项目 

建设创意设计示范园区: 围绕纺织服装、家具玩具、包装印刷等制

造业集聚区，利用废旧工厂改造建设创意设计示范园区，营造创意环境

氛围，引入国家重量级设计平台和国际设计团队，激发中小微设计企业、

设计工作室和个人设计师的创意活力，加速传统产业创意转型。

（六）商贸会展

推动商贸行业与制造业融合，培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推动

电子商务跨越式发展，提升东莞会展品牌，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东莞制造“电商+”转型，提升电

商服务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快推进东莞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建设，打造国家电商示范城市。推动“莞货网上行”，

支持发展电商新零售，建立工业垂直细分行业的电商服务体系和

交易平台，支持东莞特色农产品和加工食品发展涉农电商。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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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企业借助电商渠道链接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的协同升

级，逆向推动传统制造环节的数字化、柔性化、智能化变革。支

持有实力的电商企业做大做强，吸引国内外知名综合型和垂直型

电商服务企业在莞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结算中心，集聚一批有

影响力的电商公共平台。加快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东莞市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服务水平，加快建立电子商务统计监测体

系，充分发挥电子商务行业组织作用，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引进培

育，加强电子商务“东莞品牌”宣传，扶持国家级、省级电子商

务示范园区（基地）和“一镇一品”特色产业电商集聚区建设。 

巩固提升现代会展。提升“华南工业展览之都”定位，打造

“广东国际会议之都”，深化莞港澳会展合作，优化展览业规划

布局，与珠三角会展强市错位发展，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东莞在大

湾区会展经济带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托东莞的区位优势和制造业

产业优势，推动会展业和工业制造业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提高

国际化水平，加强与海外机构合作，持续吸引海外企业来莞参会

参展。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服务协调功能，支持组织本地企业

参加海外展会。支持会展业创新发展，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升级

改造现有会展设施，提高会展硬件的智能化水平，发展基于互联

网的展会新业态，扩大展览网上交易规模，健全展览产业链条，

支持会展传媒、会展工程及设计、会展物流、会展金融、电子商

务联动发展，构建全业态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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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 商贸会展业重点项目 

加快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积极推动东城、南城、常平、沙田

四大跨境电商通关区以及清溪、虎门港两大保税区规模化、标准化发展，

加快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互换站建设，促进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监管信

息化、运作阳光化和服务本土化，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地。

打造东莞会展经济集聚区：以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为龙头，地铁

2 号线展览中心站和穗莞深城轨厚街站两个轨道 TOD 为支撑，统筹周

边约 5 平方公里区域为载体，规划建设东莞国际会展新城。 

（七）现代物流

提升物流服务专业化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点领

域发展，加快布局智慧物流，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加强与港澳

物流合作发展，搭建综合性、专业性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货物配

载中心，推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建设。

加快发展第三方、第四方物流。推动物流业与制造业两业联

动，有序推进制造业企业物流业务的整体外包、物流企业参与制

造业企业业务流程改造，整合规划供应链及物流系统。加快推进

城市共同配送体系建设，鼓励发展面向流通企业和消费者的社会

化共同配送，支持商业流通企业、生产加工企业和物流配送企业

通过合作，整合配送资源，统筹安排配送时间、次数、路线和货

物数量，实现资源配置的社会化。

推动重点领域物流发展。发展保税物流，提升东莞港和清溪

保税物流中心聚集辐射能力，引进和培育供应链领先企业，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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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内研发、展示、展销，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发展冷链物

流，鼓励冷链物流服务企业开展产品从产地到销地的一体化冷链

物流运作，支持建设集分拣、储存、加工、配送于一体的冷链物

流中心，推广冷链运输车辆和末端冷链设备，着力强化重点农产

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发展绿色物流，鼓励物流业节能减排，支

持绿色环保物流技术的推广和普及，降低废气排放和噪音污染，

推动有使用价值废弃物的逆向回收物流发展，构建低环境负荷的

循环物流系统。推广多式联运，鼓励企业向多式联运服务领域转

型，提供个性化、定制型多种运输方式衔接服务，鼓励企业联盟

合作，搭建不同类型企业的多式联运平台。 

加快布局智慧物流。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

链技术与物流产业深度融合，加速无人系统、群体智能、混合增

强智能等前沿人工智能研究成果的应用。加快智慧物流装备、技

术研发和产业化，重点布局智能仓储系统、分拣机器人、无人机

等新型物流技术，完善并推广物品编码体系，广泛应用智能标签、

无线射频识别（RFID）等自动识别、标识技术以及电子数据交

换（EDI）技术，发展可视化技术、货物跟踪技术和货物快速分

拣技术，加快从智慧物流工厂到智慧物流园区再到智慧物流城市

的升级。 

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加快培育供应链管理企业，着力提升

面向制造业的供应链管理服务水平。支持发展供应商库存管理

（VMI）、销售与运营计划（S&OP）、协同计划预测与补货（C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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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供应链管理技术服务，建设供应链管理平台。借助工业互联网，

建立供应链协同体系，推进企业研发设计、测试实验、生产制造、

物流、供应链管理等核心业务云端迁移，促进制造资源、数据资

源集成共享向生产环节前端延伸。

专栏 20 现代物流业重点项目 

加快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优化由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海运、内河

水运乃至航空运输多种运输模式构成的物流基础设施平台以及由港口、

物流园区、保税区物流中心等构成的关键物流网点，形成一体化的物流

体系，推进重点物流干线多式联运发展和不同运输方式紧密衔接。加快

东莞港港口码头建设，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体系。提升广东（石

龙）铁路国际物流基地的服务水平，建设“一带一路”重要水陆综合枢

纽。

加快建设全市智慧物流体系：探索建立与工业都市相配套的智慧化

交通物流体系，支持推广无人货运配送车队、智能管道运输、地面运输

无人化等新型物流形式，引导制造和物流企业实现物流活动数据的信息

化和数据化采集，鼓励企业开展物流大数据分析和应用，建立物流业运

行监测信息平台、数据分析平台、产品服务平台。

（八）专业服务

推动专业服务高端化国际化发展，积极扩大对港澳台的开放

合作，提高东莞专业服务的带动作用，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营商环境新高地。

提升财务、法律、建筑和咨询服务。积极扩大会计审计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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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管理咨询、建筑及相关工程等开放合作。

健全财务法律及建筑工程服务体系，积极引入与培养具有跨境、

跨国财务管理与服务能力的国际性事务所，搭建与港澳台对接的

法律服务合作平台，健全律师、公证、仲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

务，推动放宽港澳台建筑工程专业服务市场准入条件，大力引入

具国际化水平的服务机构，有效对接国际准则。构建制度完善、

运行良好的咨询服务体系，支持国内外高端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在

莞设立分支机构，提升本地咨询企业规范化、专业化程度，加强

企业管理人才引进，支持创办专业企业管理培训机构。 

提升知识产权和检验检测服务。优化知识产权服务环境，加

强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贸易方面的国际合作，推进设

立“知识产权银行”，建立专利运营基金，采取并购、许可、转

让和组建专利池等方式，推动专利转化、交易和运营。提升知识

产权海外布局能力，建立企业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协调机制，培育

和引进一批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企业，鼓励企业建立海外维权联

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应对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提

升检验检测市场化服务能力，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集聚区，高标

准搭建一批融合检验检测、分析试验、标准研制、技术研发功能

为一体的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检测认证国际互认，鼓励

东莞检验检测机构获得境外认证机构实验室授权，支持更多境外

认证在东莞完成产品测试环节。支持东莞检测认证机构承办和参

与国际活动，开展认证认可国际标准、规则制定。鼓励优质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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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在东莞设立分支机构，引进国外先进认证标

准、技术和服务，扩大产业急需的检验检测认证服务进口。 

发展人力资源服务。鼓励发展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和人力资源

管理咨询、高级人才寻访等业态，规范发展人力资源事务代理、

人才测评和技能鉴定、人力资源培训、劳务派遣等服务，着力引

入一批专业化、国际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升本土人力资源机

构服务水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创新职业人才培养模式，推进

职业教育基地建设，加快技能人才素质提升，打造与先进制造业

发展相配套的教育培训服务体系。发展高端人才智库，加快建设

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等一批本土专业人才研究机构，推动与国内

外高端智库开展战略合作，支持在莞设立分支机构。加强湾区人

才资源交流合作，完善高层次人才引进服务，推动港澳和国际专

业人才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 

专栏 21 专业服务产业重点项目 

搭建法律服务业交流合作平台：加强莞港澳台法律服务交流与合

作，共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设立东莞仲裁委员会，完善国际商事纠

纷解决合作机制。推动成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法律类社会组织。 

争创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吸引国（境）内外知名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入驻，为各类人才、用人单位提供高效快捷和“一站式”的人

力资源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建立紧缺人才清单制度，定期发布紧缺人

才需求，拓宽国际人才招揽渠道。完善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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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市场化渠道，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在华工作、生活提

供更多便利。

（九）文体旅游

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增强东莞文化软

实力，提升地区品牌影响力，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品质都市，吸

引国内外优质人才，推动共建人文湾区、构筑休闲湾区。

大力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加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后续建

设，充分挖掘岭南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扶持东莞优秀原创作品，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影响力的数字内容品牌。重点

培育动漫游戏精品，进一步加强“漫博会”的宣传推广，加强与

国际和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动漫版权合作，打造国际化专业版权产

业对接平台。发挥数字内容对制造业、旅游业的带动作用，支持

玩具文体用品制造和食品饮料加工等产业跨界培育和转化数字

创意内容，支持发展沉浸式体验、智能互动、文化内核等为特征

的数字消费，加强内容和技术装备协同创新，加快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全息成像、裸眼三维图形显示（裸眼 3D）、交互娱乐引

擎开发、互动影视等核心技术创新发展，探索建设电子竞技小镇，

支持在莞举办顶级电竞赛事，布局电竞装备、电竞文创传播等电

竞生态链，促进数字创意产业融合。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打造国内知名体育职业

俱乐部，重点支持篮球、羽毛球两大品牌项目，做强游泳、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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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武术等优势项目，积极发展新兴潜力项目，重点培育竞赛表

演业、体育培训业，鼓励与湾区城市联合打造国际性、区域性品

牌赛事，丰富业余体育赛事，促进体育旅游、体育传媒、体育会

展、体育经纪等发展。促进康体结合，鼓励社会资本开办康体、

体质测定和运动康复等各类机构。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充分利用东莞发达的制造业、丰富的会

展活动、良好的生态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等，借力“一带一路”

建设等契机参与全球城市营销，大力推进“旅游+”“+旅游 ”，全

面增强旅游经济新动能。优化“一心四区”全域旅游格局，一心

打造大东莞城市中心区，四区打造滨海历史文化游憩区、岭南古

村落文化体验区、森林生态度假区和水乡风情休闲区。推进产业

融合发展，发展工业旅游、商务会展旅游、幸福村居和特色小镇

旅游，推进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劳作变体验、农房变客房

“四变工程”，发展科技旅游、文化文物旅游、红色旅游、体育

旅游。全力提升旅游产品品质，发展休闲度假、文化创意、休闲

游乐等新型旅游业态。完善景区服务配套，推动星级饭店、旅行

社行业提升发展，推广智慧旅游体系全覆盖，促进旅游消费向中

高端水平迈进、提高国际化水平。

专栏 22 文体旅游产业重点项目 

建设动漫电竞产业基地：建设国际化动漫电竞培训学院，专业化提

供动漫设计、游戏设计、游戏软件开发、游戏策划、影视动画等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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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国内外权威人才授课和交流，以内容为核心，打造动漫、游戏、电

竞互动格局。规划建设电竞产业园和电竞场馆，完善赛事运营、节目制

作、主播经纪、游戏开发等产业链，吸引电竞俱乐部入驻，促进行业人

才培育和集聚。 

打造“东莞记忆”旅游项目：以东莞文化为“魂”、特色建筑为“形”、

管理运营为“纲”，精心培育一批“看山望水锁乡愁”的“东莞记忆”

项目，加快华侨城“东莞记忆”万江项目、水乡道滘特色小镇等建设，

推进打造东莞特色城市客厅。 

六、超前布局未来产业 

紧盯全球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以上位规划为导向，立足东莞

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面向可持续竞争力构建，蓄力实现跨越式

发展，依托散裂中子源和南方先进光源等大科学装置，率先探索

新概念材料、量子信息、类脑智能、通用航空航天等高精尖前沿

未来领域，全面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引领带动新兴产业前瞻性技

术突破，加速构建先发优势，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 

专栏 23 东莞市未来产业选取原则 

根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麦肯锡研究院、兰德公司、MIT 科技评论等多家机构预测，

信息网络、智能技术、先进制造、太空探索、生物技术、材料、能源等

科技突破都可能颠覆未来经济。为与新兴产业形成梯度发展格局，加强

基础性、颠覆性技术布局，深入推进国家、省市急需攻克的技术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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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构建中长期可持续竞争力，超前布

局未来产业板块： 

以协同错位为起点，自 2017 年底广东省正式启动建设首批 4 家广

东省实验室以来，目前全省规划建设超过十家省级实验室，分布在广深

莞佛汕等十余个城市，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是广东省唯一瞄准材料领域的

省实验室，也是东莞唯一的省实验室，与周边城市形成错位，因此材料

科学前沿探索和产业转化应当作为东莞未来领域发力方向。 

以大科学装置为基础，依托松山湖科学城建设，聚焦原始创新和颠

覆性技术创新，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与应用创新，集中力量攻关成果转

化，完善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创新链，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以产业基础为导向，东莞电子信息制造实力雄厚，云集了华为、

OPPO、vivo 等产业巨头，紫光集团芯云产业城项目落户滨海湾新区。

新材料产业基础较好，已有液态金属、石墨烯、纳米材料、3D 打印材

料等前沿材料布局，光大 WE 谷新材料产业社区初步形成。 

以上位规划为指导，《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

2025》均大力部署材料科学、量子技术、脑科学和类脑科学、空天海洋

领域。 

以强链补链、跨越发展为目标，布局通用航空航天产业。航空航天

产业是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技术领域之一，是推动科学技术进

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综上分析，选取新概念材料、量子信息、类脑智能、通用航空航天



— 67 — 

等高精尖前沿未来领域率先探索。

（一）新概念材料

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等材

料研究机构，部署前沿材料科学研究，重点推动先进低维材料、

智能材料、量子材料等新概念材料发展，形成一批标志性新概念

材料创新成果与典型应用，抢占未来新材料产业制高点。

加快发展先进低维材料。以国家、大湾区和东莞发展战略需

求为导向，以追求材料的性能极限为目标，聚焦发展有机－无机

杂化的先进低维材料。重点发展金属有机配位聚合物、金属有机

框架、共价有机框架等纳米多孔聚合物材料，杂原子参杂的新型

低维材料和有机－无机杂化纳米材料。探索在抗耐药菌、抗肿瘤、

促进组织器官再生、血液净化等生物医疗领域，能源存储、电化

学催化、环境净化等能源环保领域的应用。

大力发展智能材料。强化智能材料多功能复合和仿生性研

究，探索突破功能材料和结构材料之间的界限，在材料传感、反

馈、信息识别与积累、响应、自我诊断、自我修复、自我调节等

功能上争取引领性进展。发展压电材料、形状记忆材料、光导纤

维、电（磁）流变液、磁致伸缩材料和智能高分子材料等，着重

推进新一代智能材料在高通量微流控芯片、快速即时检测芯片等

领域应用。

推动发展量子材料。发展拓扑量子材料、量子磁性材料、轻

元素量子材料等量子材料。重点发展量子计算核心材料，围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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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强大的超导材料二碲化铀（UTe2），推进能保持量子比特运

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着力推进基础科学

与应用研究，抢占支撑下一代计算的“硅”角色材料的研发与生

产高地。 

专栏 24 新概念材料重点项目 

建设新概念材料前沿探索中心：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组建材料

前沿探索学术中心，联动公共技术平台、大科学装置和创新样板工厂，

引入国内外材料科学领域学科带头人，集结一大批高端科研人才，开展

先进低维材料、智能材料、量子材料等新概念材料基础研究和验证转化，

与海内外前沿材料研发实验室建立合作联系，紧盯国际材料科学发展前

沿动态，推动跨学科专业性研究，加快优异基础材料开发和产业化步伐。 

（二）量子信息 

立足东莞在电子信息制造方面的优势基础，结合国家及广东

省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重点，以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

量技术和设备为主攻方向，前瞻布局量子科学研究，加快示范应

用和产业化进程，在未来信息技术革命中把握先机。 

加快发展量子通信。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量子干线网络建

设，加快量子通信核心设备研制，重点研发量子密钥分发设备、

量子交换机、量子网关、量子网络站控、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等量

子通信核心设备，开发具备快速补偿信道变化功能特性的量子通

信设备，完善与常规量子通信设备并行组成完整量子通信产品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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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展高速量子密钥分发（QKD）、量子隐形传送等量子通信

核心技术，建立量子通信信道模拟、仿真、评估及其对通信过程

产生的影响等技术体系。建成大尺度量子通信技术验证、应用研

究和应用示范平台，拓展政务、国防、金融等领域安全应用范围。 

大力发展量子计算。紧盯全球物理平台探索进展和技术路线

发展，加大量子计算硬件平台、软件算法和应用探索研究。开发

量子比特模拟器、量子循环器、量子处理器、量子芯片等量子计

算核心元件，增强量子处理器制备和操纵量子比特的能力。加快

发展专用量子计算机和量子模拟器，前瞻布局可编程通用量子计

算机，开发在各种量子平台通用的量子元件，增强量子计算机的

可拓展性、实现量子芯片的微型化。搭建量子计算云平台及量子

互联网，推动量子优越性实用化，以量子计算加速 AI 应用服务。 

推动布局量子测量。围绕车联网、物联网、远程医疗等新兴

技术发展需要，瞄准量子惯性导航、量子目标识别、量子重力测

量、量子磁场测量、量子时间基准等关键测量传感领域，以高精

度、小型化和芯片化为方向，加快研发量子时钟源、量子磁力计、

量子雷达、量子重力仪、量子陀螺、量子加速度计等产品。重点

研究高精度量子时钟源和高精度同步传输协议，支撑未来通信网

络同步需求，重点攻关利用自旋量子位测量系统，加速实现微纳

芯片和生物组织检测与成像，布局研发量子纠缠态制备设备、量

子探测器阵列、频谱发射器、干涉器等量子测量核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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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5 量子信息重点项目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研究院：加强与国内外量子科学顶级研

究机构和高校的交流合作，搭建重点领域量子创新实验室，吸引具有领

先实力的科学家和高层次团队入驻，推动政产学研军用融合，加快技术

研究、样机研制、试点应用和产业化步伐，参与量子信息技术国际与国

内标准化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布局完整的量子信息产业链和下一代国家

主权信息安全生态系统。 

（三）类脑智能 

顺应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交叉融合发展趋势，加快建设脑解

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展全链条脑科学研究。以脑机

交互产品、类脑计算芯片、类脑智能机器人为重点，从科研、技

术和产业等多维度形成类脑智能体系化布局，加快构建全景战略

视图，力争在类脑智能领域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加快布局脑机交互产品。围绕神经系统疾病、脑损伤、肢体

残疾等领域，瞄向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的交互协作与共融机制，

突破关键基础工艺、算法和软件，开发全脑图谱扫描仪、植入式

生物芯片、脑机交互系统等核心部件，大力布局脑机接口、脑控

设备、神经接口、智能假体等交互产品，积极探索新技术应用场

景，推动脑机交互产品示范应用。 

大力发展类脑计算芯片。加快建设支持大规模脑网络动力学

分析和意识研究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从生物医学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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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可塑性机制、脑功能结构、脑图谱等大脑信息处理机制，设

计高精度模拟神经元和突触等基元功能特性的微纳光电器件，研

制基元密度规模、网络结构类似人脑的神经形态芯片以及“结构

类脑、性能超脑”的感知芯片。

前瞻布局类脑智能机器人。依托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

和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优势，瞄向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的

交互协作与共融机制，集成混合智能发展神经机器人、类脑智能

机器人等高级机器人，提升类脑智能机器人的准确性、鲁棒性和

可泛化性，抢占下一代人工智能制高点。

专栏 26 类脑智能重点项目 

组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依托松山湖科学城医药成像中心、松

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和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组建粤港澳大湾

区首个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发挥好基础研究优势、学科互动优势、

国际合作优势，坚持以神经科学和信息科学交叉融合和相互促进为特

色，以脑解析和脑仿真为基础突破口，力争在类脑智能领域取得变革性、

颠覆性突破。 

（四）通用航空航天

发挥东莞在电子信息、特种功能材料领域研发和制造优势，

不断增强东莞航空航天产业竞争力和核心发展能力，为打造湾区

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提供重要支撑。

发展航空航天电子。依托东莞电子信息和制造业优势，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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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技术和产品，加大向高精尖应用方向突

破。以机载电子设备系统集成、高集成度通信导航监视、通用航

空飞行状态数据采集与处理、高精度航空遥感等技术方向为研发

重点，大力发展地空和机间新一代通信产品、超高速率大规模集

成电路、5G 导航设备、遥控遥测系统、微型传感器、惯性器件

等航空电子产品。鼓励发展智慧指挥调度、新一代安检电子设备、

大范围防雷系统、飞行监视与管理设备等机场电子设备系统，加

快推动通用航空电子信息业发展。

发展特种航空航天功能材料。重点发展航空航天用超高强度

铝合金、高端钛材、镁铝合金等合金材料，推动发展高性能碳纤

维、玻璃纤维、先进树脂基复合材料、高性能陶瓷基复合材料、

功能涂层材料、无机铝硅酸盐航空透明件材料等高性能复合材

料，以及氟特种功能材料、航空用发泡材料、粘合剂材料、涂层

材料，积极拓展通用航空航天新材料业务。加大关键原材料自主

创新和自主制造水平，加快航空航天材料企业国产化进程。

攻关航空航天前沿制造技术。加强通用航空航天基础前沿技

术研究，强化前沿技术储备，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自主可控水平。

推动空天飞行器领域复杂流动机理及流动控制研究、光热能源转

存放一体化技术研发，满足卫星、空间站等温度控制要求，推动

空间站综合环境模拟与仿真、空间环境防护与控制等技术研究。

针对国产大飞机趋势，着力三维工艺设计与仿真、柔性工装系统、

新型焊接技术等前沿制造技术研究，打造高精度、高效率、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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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的数字化测量技术和数字化装配体系。

专栏 27 通用航空航天重点项目 

加快航空航天创新载体建设：加强航空航天领域知名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研究团队和专家引进和培育，吸引优质项目落地东莞，

加快航空航天研究梯队建设。依托东莞前沿技术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研究院等一批研究机构，高水平建设东莞空间科技城，集聚空间飞

行器、特种航天航空功能材料等领域的综合开发能力，搭建高效循环能

源平台、智能操控平台、航空器综合实验与保障平台、特种航天航空功

能材料及关键结构件研制平台等一系列关键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承担系

列关键技术及成果产业化项目，打造国际化一流创新资源整合平台、核

心共性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基地。

七、提升发展传统产业

以高端化、品牌化、集约化、绿色化为导向，以纺织服装鞋

帽制造业、黄金珠宝产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家具制造业、

玩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包装印刷业、化工制品业、橡胶

和塑料制品业、都市农业为重点，着力发展高端产能，应用先进

制造技术、信息技术改进传统产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增

强传统产业自主研发和创意设计能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提高

产品附加值，推动传统优势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行列迈进，着力

发展高端精品都市型农业，全面提高传统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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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8 东莞市传统产业选取原则 

东莞市传统产业以产业体系思维为导向，完善一二三产结构，综合

考虑产业基础、比较优势、市场趋势潜力等，确定转型升级重点产业。 

以产业规模为基础，2019 年东莞市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

纸制品业、玩具及文体用品制造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家具制造业、

化工制品制造业和包装印刷业产业规模居前，工业增加值分别为 299.0

亿元、210.8 亿元、125.4 亿元、116.5 亿元、92.1 亿元、82.3 亿元和 61.3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分别为 1117 家、367 家、384 家、147 家、460

家、335 家和 201 家。 

图 东莞工业在广东省的区位熵 

以比较优势为基准，东莞工业大类区位熵的计算显示，传统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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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和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区位熵大于 1）七大传统制造业在广东省具有专业化优势。 

以市场趋势为导向，未来五年内，产业项目投资额较大的产业有化

工制品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包装印刷业、纺织服装制造业、造纸

及纸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和黄金珠宝产业。 

综上分析，遴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黄金珠宝产业、食品饮料加

工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玩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包装印刷业、

化工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和都市农业为升级转型的重点产业，实

施技术改造、质量品牌标准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三大改造路径，巩固提

升发展新优势。 

图 东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图 

三    大   改   造   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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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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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

以品质化、高端化发展为目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实现关

键生产设备、生产线等多层次的技术改造，推广智能制造示范应

用，加快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上的应

用，发展服务型制造，全面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关键技

术攻关为突破口，以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提高生产稳定性、降

低消耗、降低成本为主攻方向，支持纺织服装鞋帽、造纸、食品

饮料、黄金珠宝、包装印刷、化工、橡胶塑料等领域企业加大先

进工艺技术的研发力度，加强原料处理、加工制造、产品精制等

环节工艺流程和生产物流过程优化改造，提高企业制造水平和产

品附加值。利用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研发部门、产学研合作平台

等多种载体，力争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加快技术产业化推广。 

提高智能制造水平。以食品饮料、包装、家具等领域为重点，

鼓励制造企业应用高端数控机床、协作机器人、新型传感器、增

材制造等精密化、小型化、集成化、协作化的智能制造装备，提

高生产流程的柔性化，改善生产效率和产品良品率。支持龙头企

业牵头，建立针对行业应用场景的装备制造、系统集成、软件服

务的标准体系。重点培育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

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远程运维服务，持续不断培育、

完善和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依托工业互联网，实现设备、产品、

数据、资源和人的有机联系，实时获取工厂内外相关数据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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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地进行产品设计、生产、管理、销售和服务。 

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引导和

支持制造企业延伸服务链条，支持企业从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转变。支持纺织服装鞋帽、食品饮料、家具、玩具、包装

印刷等制造企业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精准营销，针对客户个性

化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鼓励企业开展面向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增值服务，建立监测诊断、性能优化、维修与维护服务平台，

完善产品健康保健系统，提供远程状态管理和现场技术支持。鼓

励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建立产供销各方信息流、物流和

资金流协同一体的运作体系，提升供应链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

产供销的快速响应与同步执行。 

（二）加强质量品牌标准引领 

支持传统产业聚焦核心业务和产品制造，提升产品质量水

平，发展品牌化营销、个性化定制、体验化消费，延伸渗透高端

市场，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提升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水平，

打造东莞产业名片。 

提升制造质量。实施制造业质量变革战略，推进传统产业产

品由可用向可靠转变，在重点传统领域由做大向做强转变，坚持

“以质取胜”，打响“东莞质量”。大力推广精益制造、工业 4.0

等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强化现场工艺管理，严格工艺纪律，严格

工序控制，增强产品质量竞争力。支持食品饮料加工、家具制造

等企业加强产品质量信息的采集、追踪、分析和处理，提高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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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在线控制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能力，推动建立全方

位、全过程的质量监管体系，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针对重点

行业产品实施质量技术创新攻关，诊断和改进产品性能和工艺。

引进和建立国家级和省级质检中心、质量控制与技术评价公共服

务平台等公共平台，培育一批技术能力强、服务水平高、规模效

益好、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检验检测认证集团，强化质量技术

基础服务能力。鼓励企业整合生产经营全过程要素资源，纳入共

同的质量管理、标准管理、供应链管理、合作研发管理等体系，

建立完善供应商第三方质量审核制度，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加快品牌建设。加快传统制造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上

下游延伸，培养一批市场占有率高、具有国内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知名品牌，加大品牌宣传推介力度，讲好东莞品牌故事，打造

“东莞品牌”。支持纺织服装、玩具、家具、黄金珠宝、都市农

业等优势传统产业企业创立自主品牌，鼓励申报驰名商标、名牌

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荣誉，强化品牌策划，丰富品牌内涵，

打造独特的持续发展品牌，提升品牌竞争力。坚持以产业集群塑

造区域品牌，以区域品牌带动集群发展，强化区域产业特色，鼓

励开展行业交流、展览活动，推动区域性品牌走向全国性和国际

性品牌。引导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等传统

产业企业建立和完善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发挥行业协会引领带动

作用，搭建电子商务等模式下的品牌建设与合作平台，助力传统

产业加快品牌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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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标准化建设。对标国际先进标准，推动重点传统领域确

立行业“东莞标准”。建立并完善企业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接

机制，支持纺织服装、黄金珠宝、家具、玩具、造纸等传统制造

业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鼓励

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鼓励传统产业

企业设立标准化研究中心，强化标准化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加

快涉及标准化的知识产权建设。着力加强产业标准化生产技术应

用，支持分品种制定先进、实用、操作性强的生产技术规程，分

技术制定生产技术方案。整合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机构、行业

协会等资源，打造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化协同创新平

台，开展质量、品牌、标准化应用和知识产权运用的理论研究和

评估分析，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举办高水平论坛、标杆企业现场

观摩等活动。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支持专业镇、行业协会和企

业创建特色产业标准化实训基地，试点推动全环节国际服务合作

模式，探索实现“一个标准、一次测试、一张证书、全球通行”

目标，推动检验认证国际互认。

（三）加快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鼓励传统产业开发推广绿色产品，持续进行绿色化改造升

级，以严格的环保、安全、质量、能耗等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

后产能限期退出，推动产业低碳化、循环化、集约化发展，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开发推广绿色产品。积极开展纺织、造纸、化工、包装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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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塑料等领域的绿色设计示范试点，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

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

回收、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实现产品对能源

资源消耗最低化、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可再生率最大化。选择

量大面广、与消费者紧密相关、条件成熟的产品，应用产品轻量

化、模块化、集成化、智能化等绿色设计共性技术，采用高性能、

轻量化、绿色环保的新材料，开发具有无害化、节能、环保、高

可靠性、长寿命和易回收等特性的绿色产品。

加快发展清洁生产循环经济。鼓励企业推广应用新技术、新

工艺，实施清洁生产，推进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

从源头减少废物产生。强化资源循环利用，推进产业绿色协同链

接，推动产业园区升级，促进实现能源梯次利用、水资源循环利

用、废物交换利用、土地集约利用，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积极

创建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加快环保产业基地建设，积极引导为

产业配套的电镀、漂染、洗水、印花等项目进园生产。

加快淘汰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加强环保标准的执行力度，重

点加快一批技术水平低、物耗能耗高、污染排放大、破坏生态环

境、安全生产条件差、产品质量无保障的落户产能有序退出，促

使一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淘汰关停。加速纺织、造纸、橡胶塑料

等行业整合，推动企业自备电厂加快实施煤改气精细治理，减少

煤炭消费。严格行业准入，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严控高耗能、

高排放、低水平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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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9 传统产业重点项目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依托虎门服装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提供知识与

技术输出服务，提供完善的研发设计、质量检测、人才培训、信息咨询、

融资服务等公共服务，助推虎门服装服饰业向高端发展；依托中国（大

朗）国际毛织产品交易会新品展示、商贸洽谈、信息交流、流行发布等

功能，为国内外客商搭建起独具特色的商贸平台，推动大朗镇做强做优

毛织特色产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以广东省正式批准中堂镇为“造纸专业镇”为契

机，按照上规模、上档次的要求，环绕北海仔河建设完善北海仔造纸产

业园，打造现代造纸基地，对造纸企业进行整合改造，实现达标排放，

发展循环经济。

玩具制造业：依托广东智能玩具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研究行业关键

技术和共性技术课题，增强和提高区域智能玩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协

助玩具企业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加速推进国家智能玩具行业技术进步和

产业提升，制定和推广智能玩具行业内各类产品的行业标准，维护联盟

成员合法权益，实现智能玩具产业跨越发展。

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充分发挥茶山特色食品产业优势和东莞理工

学院高水平的研发能力，合作共建食品智能化加工与检测协同创新中

心，在食品加工新技术研发与应用、食品安全检测综合服务、食品加工

过程安全控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家具制造业：依托厚街家具万科云产业园整合产业链，融入家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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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设计、教育展览、生产体验、办公、居住、创意商业、休闲娱乐等于

一体，以情景式家居体验展示，打造引领“美好生活方式”的综合园区。 

黄金珠宝产业：建设集精益制造、研发设计、展示贸易、品牌孵化、

仓储物流、电子采购、商业休闲、文化娱乐、生活居住于一体的厚街黄

金小镇，打造以黄金珠宝文化体验为主题的、产融结合的现代产业特色

小镇。

包装印刷业：依托环保包装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打造覆盖环保包装全

产业链的平台体系，配套材料应用研发、装备制造、文化设计、印刷研

发、产品检测、技术孵化、人才培训、电子商务、品牌创新推广、产品

展示交易等功能。

化工制品业：发挥密尔克卫东莞化工交易中心化工品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交易平台作用，链接供应链上下游客户；加快梅塞尔工业气体项

目建设，打造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气体工厂。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依托东莞市塑胶产业发展促进会，发挥改性塑

料加工基地、物流配送中心、财税咨询服务中心和现货交易促进中心四

大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打造健康的塑胶产业生态。

都市农业：以石碣润丰国际蔬菜交易中心为示范平台、以港澳市场

为导向，建设集供港蔬菜加工、蔬菜批发、物流储运、电子商务及质量

检测为一体的石碣供港蔬菜基地，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

有机农产品，巩固全省最大供港澳蔬菜出口加工基地的地位，延伸产业

链加快发展生态景观型、体验参与型、旅游休闲型农业，打造引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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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方式”的综合园区。

八、发展布局

立足东莞市产业发展重点和基础，结合产业发展空间需求，

以营造产业生态、推动产城融合、加强湾区合作为导向，构建“三

极三带”现代产业体系总体发展布局，重点升级“七大产业承载

区”，打造东莞市现代产业发展新阵列。

（一）构建“三极三带”现代产业体系总体布局

采取极点带动、三带支撑、区域联动的空间发展思路，以松

山湖高新区创新引领极、中心城区服务发展极、滨海湾新区开放

合作极构造黄金三角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以西部高端高新产业

带、中部创新创造产业带、东部智能制造产业带串联六大片区，

融入湾区协同发展格局。

图 1 东莞现代产业体系总体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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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构建三大极点 

松山湖创新引领极。依托松山湖高新区打造创新发展极，强

化高端要素集聚平台的创新引领功能，进一步突出支撑、集聚、

辐射作用，凸显东莞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示范效应。聚力发展新

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和生

物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前瞻性布局前沿新材料、量子信息、高

性能集成电路、高端医疗设备、通用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加快

发展文化创意、技术咨询、检验检测、科技推广、服务外包等现

代服务业，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创新资源和总部企业，以科技创新

和现代服务为主线，打造强大“创新引擎”，引领东莞产业高质

量发展。

中心城区服务发展极。依托中心城区打造综合服务发展极，

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提高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水平和辐射带动能

力，增强综合竞争力与区域影响力。集聚发展现代金融，高水平

打造时尚消费商圈，提升现代会展发展水平，大力发展工业设计、

专业服务、文体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支持总部企业做大做强，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宜居宜业的高品质新都会。

滨海湾新区开放合作极。依托滨海湾新区打造湾区开放合作

极，紧紧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特色平台等定位，打造东莞

未来发展新引擎。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总部落户，集聚

高端制造业总部、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基

地，大力引进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探索与香港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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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融资中心。加强与湾区协同发展，推进与广

东自贸区的全面对接，深化莞港全面务实合作，大力开展国际合

作交流，打造高层次开放平台。 

2 . 提升三大产业带 

西部高端高新产业带。发挥水乡新城与滨海湾新区的“临海”

优势，统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量子信息、

智能芯片、科技服务、高端商务、时尚创意等高端高新产业，实

行协同规划、产业联动，促进海湾经济协调发展。向南加强与深

圳大空港地区、深圳前海自贸区、香港地区、广州南沙自贸区、

珠海横琴自贸区、中山翠亨新区、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等平台和

港澳地区的深度合作，促进区域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相互延

伸。向北积极开展与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大学城、科学城等平

台的合作，依托广州资源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东莞主

动承接辐射转移能力，有效承接广州高端资源。 

中部创新创造产业带。加快城区片区和松山湖片区的高端产

业集聚，加强产业协作，高标准、高水平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和现代金融、商贸会展、创意设计、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积极融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依托散裂中子源、南方先

进光源等大科学装置，进一步提升松山湖科学城大科学装置的集

聚度，依托广深铁路和莞深高速，积极加强与深圳光明科学城、

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毗邻的深方科创园区等重大科

技创新平台的创新合作、协同攻关，深化莞港澳科技合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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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东部智能制造产业带。积极促进东部产业园片区与东南临深

片区的功能协作和产业要素流动，完善产业链，集聚发展人工智

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依托赣深高铁等交通建设，重点加

强东部工业园、银瓶合作创新区与深圳东部创新中心、惠州潼湖

科学城、广州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的协作对接。推动与深圳光

明、龙华、龙岗等交界地区的融合发展，加快承接优质产业的外

溢，打破行政边界，探索区域协同配置资源，在产业、居住等方

面实现区域共建，共享资金、技术和劳动力资源池，加速产业分

工和城市功能布局的同城化。

（二）重点升级打造“七大产业承载区”

聚焦我市重要潜力区域，充分发挥其不可替代、不可复制作

用，集中力量规划建设后发先至、跨越发展的“七大产业承载区”，

加快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支撑全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图 2 东莞七大产业承载区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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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东莞国际商务区 

发挥轨道交通和区域经济辐射的优势，突出市级 CBD 带动作

用，建设链接全球、领航东莞的城市前厅和服务经济新引擎。 

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引进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总部，立足东

莞产业基础，重点布局以现代金融为代表的高端商务服务，强化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打造全市金融主中心，支持国际金融

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与港澳广深金融机构合作，汇聚各类金

融机构的区域性总部，提升新兴金融业态和科技金融、绿色金融

等发展水平。提升文化休闲、国际消费等生活配套环境，举办高

水平公共活动、科技文化会展，布局具有世界一流消费体验的时

尚消费内容，高标准打造国际化商圈。

2 . 松山湖科学城 

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有力整合国内外的一流研究力量，打

造粤港澳区域创新的核心载体和国际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与应用创新，重点突破新兴产业的关键技

术研发与产业化发展，引领未来产业的原始创新和颠覆式创新。加

快散裂中子源、南方先进光源等大科学装置的建成运行，建设一批

突破性、引领性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设立科学家研究中心和实

验室，构建前沿技术交叉平台、产业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深

度融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积极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有序推进大科学装置在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共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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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松山湖科学城—光明科学城快速通道”建设，探索科技

人才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科研资金使用等机制体制与国际接轨。 

3 . 交椅湾产业之芯 

突出滨海价值，发挥滨海湾新区开放协同平台优势，建设聚

焦新兴产业、总部功能引领的产业高地。

充分发挥莞港共建、联合开发的优势，统筹推进与深圳大空

港地区的基础设施衔接，发挥对台合作优势，加快新型产业载体

和配套设施建设，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立足湾区、面

向全球，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领域，发力

5G、人工智能、智能终端等关键技术研发，率先探索高性能集

成电路、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建设未来产业基地，吸引知名企

业集中设立全球总部、亚太总部、地区总部，吸引科技型独角兽

企业集中设立研发中心，打造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建设先进制造

业创新基地。

4 . 水乡创新型经济高地 

依托水乡新城，充分利用珠三角中心腹地和区域交通枢纽的

优势，促进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东岸创新型经济新增长点。

汇聚穗、深、港、台及国际优质资源，重点发展总部经济、

现代高端服务业，支持企业设置华南地区总部、运营总部、研发

总部等多形态的总部管理中心，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组织总

部落户，重点布局生命健康产业，支撑区域新一代信息通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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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材料、智能制造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发展成果转化、技术转

移、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业和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专业服务业，

打造驱动水乡区域、支撑东莞转型、融入大湾区协同发展的现代

产业新城。

5 . 粤海银瓶科技生态城 

依托粤海银瓶合作创新区，以“产、城、人”联动发展为支

撑，提升生态休闲旅游功能，打造华南智造产业科技高地。

大力推动互联网与装备制造产业融合，重点发展高端智能制

造装备、工业机器人、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3D 打印、工程专

用设备、检测试验设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依托科研机构等创新

力量，搭建产品共性技术研发、检验检测、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

平台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总部经济、

科技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打造东莞东部新城市中心。

发挥生态和人文特色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休闲度假、康体养生、

特色生态、农家风情等旅游项目，提升发展生态休闲旅游，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智造新城。

6 . 莞深先进制造融合区 

在东莞南站临深片区，发挥交通枢纽和区位优势，对接深圳

“东进战略”，打造莞深合作试验区、广深港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依托赣深高铁东莞南站，优化区域商务服务配套，推动城市

品质升级，吸引高端要素在站场周边集聚，打造塘厦高端商务休

闲新名片。加快城市更新，统筹开发塘厦、清溪、樟木头三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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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域，推进建设功能协调、产业互补、成果共享的协同发展试

验区，承接深圳创新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业转移，大力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和高端智能制造创新产业载体，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高地，不断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新

空间。

7 . 东部智造示范基地 

依托东部工业园（企石辖区），以先进制造业为发展重点，

与松山湖高新区联动发展，完善生产生活配套，打造智能制造创

新发展新样板。

鼓励东部工业园（企石辖区）和松山湖高新区发挥各自优势，

开展多层次的深度合作，共同构建“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

破—科技成果开发与产业化”的全过程创新成果转化链条。依托

深穗港优质资源，积极引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企业，重点发展工

业机器人、3C 产业智能数控设备、电气机械设备、智能无人机

等智能制造产业，布局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和关键零部件研发制

造。密切围绕企业和人才需求，高标准开发多元空间，集聚并优

化产业和生活设施配套，加快建设智慧园区、智慧交通、智慧社

区，提升城市品质，建设代表先进制造水平的创新示范区。

九、重点工作

以三大支撑体系、五大升级工程、三大合作机制为工作抓手，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产业体系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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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三大支撑体系 

1 . 资源配置体系 

重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建立健全“产业+空间+政策”三

位一体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实现重点产业项目、高品质低成本空

间和资金扶持、人才服务、快速审批通道等“政策包”的一体化

配置。完善我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严控新增不符合我

市现代产业发展方向的产业，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新建

和改扩建，建立市场准入标准与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相互衔接

机制。研究低端存量资源退出、置换机制，引导更多腾退、闲置

空间资源向新兴产业、高效益产业倾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工作

有序进行。 

提升产业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建立企业综合评价和差别化服

务机制，实施产业用地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和信用惩戒制度，对企

业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管理，建立全市存量产业用地亩均效益数

据库和“投资效益履约严重失信企业名单”，依据评价结果在资

金申报、工业用地等多方面制定差别化政策。逐步建立产业竞争

性分配机制，鼓励企业通过竞争方式获取包括土地、信贷资金等

稀缺资源，形成优胜劣汰的企业生态圈。 

优化产业资金引导政策。下大决心、花大力气保障对重点领

域的长期稳定投入，市各有关部门集合政策资源，统筹安排财政

资金支持新兴未来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对产业发展的

引导机制，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担保贷款、设备融资租赁、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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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股权投资等方式，建立健全无偿与有偿并行、事前与事后

结合的多元化扶持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撬动、引导作

用，着力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积极引导金融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向

重点产业，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和产业投资基金投资新兴未来产业

项目，逐步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新兴未来产业投入体系。

强化创新扶持政策。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融合，围

绕企业各个发展阶段的创新进行扶持，借鉴参考深圳市经验做

法，基础研究、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协同创新、高技术产业化、

创新载体建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专项、产业链关键环节提

升、示范应用推广、品牌培育、市场准入认证、技术改造、学科

建设、国家/省配套等类别项目的扶持工作。探索建立符合创新

规律和产业变革发展方向的颠覆性技术遴选、培育和管理服务机

制，建立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库，按照长期培育、动态调整、小

额起步、逐步加码的方式给予支持。

2 . 区域创新体系 

加强科学技术源头创新。加快大科学装置建设，推动在新

材料、量子物理、能源环境、生命科学等领域开展前瞻性基础

研究，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以松山湖高新区为科创

核心，高标准建设松山湖科学城，加快建设散裂中子源二期、

自由电子激光、南方先进光源等一批大科学装置。积极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探索建立协同发展机制，推

进与深圳光明科学城、港深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打造综合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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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学中心，向港澳有序开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

器，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要支撑。

加快高水平创新载体布局。围绕重点新兴和未来关键技术

领域，鼓励开放协同创新，加快资源整合，成立新型研发机构

发展联盟，推动新型研发机构提质增效。推动国内外高水平大

学、研究机构在莞设立分支机构，争取湾区内理工特色学院、

先进技术研究院、数据中心、交叉科学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载

体落户东莞。鼓励规模企业自建或联合申建国家、省市级重点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等。提升高校研

发机构水平，加快推动东莞理工学院大学科技园的建设和发展。 

营造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加快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强基

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的统筹衔接，营造开放融合的

产业创新生态。健全技术转移服务体系，鼓励高校、科研院所

设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推动企业、产业联盟、工程中心

等面向市场开展技术集成服务，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实施

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发展计划和粤港联合创新资助计划，支持

设立粤港澳产学研创新联盟，持续推进与国内外顶尖学府、知

名研究机构、技术中心共建产学研开放创新合作平台，开展先

进适用和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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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0 科技创新载体建设布局行动计划 

加快松山湖科学城载体建设：以既有建成的散裂中子源为核心，南

方先进光源为协同，形成大科学装置集聚的新格局，规划构建松山湖材

料实验室、物理化学重点实验室、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三大重点实验

室，微纳结构测量表征、材料性能测试评价、病理研究、医药成像、放

射治疗技术、薄膜生成技术、光刻技术、电子器件材料结构分析、性能

测试技术等前沿技术交叉平台，石墨烯规模化制备、金属粉末成形与制

备、新材料产品联合创新、新型数字 X 射线成像系统、硼中子治癌设备、

质子治癌设备、新能源电池研发、高端芯片研发、工业机器人、超精密

数控机床、高性能轴承及模具、精密仪器仪表关键部件等产业创新平台。 

争创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吸收借鉴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经验，持续

完善创新创业生态，建设创新创业平台，厚植创新创业文化，推动松山

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安镇和常平镇省级双创示范基地争创国家级

双创示范基地。

建设东莞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在科技部合作司、省科

技厅、省港澳办等单位的指导下，由广东省华南技术转移中心、东莞实

业投资控股集团等单位联合建设东莞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提供包括技术转移转化、创新创业孵化、科技配套增值等服务，构建覆

盖“技术需求—成果汇聚—技术交易—支撑服务—孵化育成”等关键环

节的技术转移转化生态系统。

组建粤港澳交叉科学中心：推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联合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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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澳门大学、香港中联办、港澳办等机构共建粤港澳交叉科学

中心，通过物理、生命、能源、制造等多学科研究领域交叉，吸引国际

上一流科学家和活跃在前沿的年轻科学家访问、合作研究，打造系列知

名国际会议，成为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国际交流中心，建设高水平、长

期、稳定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平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学：补齐东莞高等教育发展短板，以新机制、

高起点创办开放式、国际化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湾区培养更多研究型

人才、创新型人才、应用型人才。 

3 . 精准招商体系 

创新招商工作机制。搭建招商信息平台，利用信息化和大数

据分析手段，针对我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方向和产业链薄弱环节，

建立完善政策库、载体资源库、项目库、企业库、机构联络库、

重点经贸活动库等专业信息数据库和全市招商地图。明确招商引

资重点区域，设立专业部门对接，搭建招商网络，定向对接广深

重点产业优质企业，紧抓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对接央企战略布

局调整，密切跟进港澳台以及国际产业转移动向。围绕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地建设，探索构建由市级统筹、镇街联动、多方受益、

共同发展的协调推进机制，强化项目统筹布局，集中倾斜招商资

源、创新资源、政策资源，加大市级财政资金、土地政策、产业

扶持政策支持。突出“以商招商”作用，发挥已落户企业品牌吸

引效应，引导重点产业、龙头企业招引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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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吸引客商投资，完善产业链条。 

精准对接招商项目。坚持科学评估项目，引入第三方机构，

客观独立对拟引进项目进行评估，力争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科

技含量高、产业配套强的重大项目。打造高品质招商载体，加快

重大产业平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的规划和建设，

按照重点产业和项目需要，建设“订单式”标准厂房，吸引龙头

企业轻资产“拎包入驻”。紧扣项目线索和合作意愿，坚持招商

与招才并举，引资与引智并重，精心筛选确定招引目标企业或行

业领军人物，分区域分行业组织“点对点”登门招商。完善重大

招商项目全流程管理服务机制，为重特大项目提供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专门服务。优化引入项目绩效考

核机制，对项目 GDP 和财政贡献等绩效进行考核，设置达标奖

励制度。 

营造招商引资良好环境。加快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政务环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落实“放管服”，

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加强政府主动服务意识，加快政务服务大厅

建设，打造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 200 项经常事项进驻平台，

降低企业行政成本，加快东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化项目审批

改革，全面推行“告知承诺＋负面清单＋信用监管”新模式，塑

造创新、诚信、开放的招商引资形象，充分利用多种媒体资源、

多途径、多形式、多层次宣传我市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发展优

势和专业化服务等信息。加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打造宜业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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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国际化一流生活环境和综合营商环境，全面提升产业承

载潜力。 

（二）实施五大升级工程 

1 . 城市品质提升工程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内涵。全力打造“湾区都市、品质东莞”，

树立城市和产业双螺旋升级理念，加快打造与现代产业体系相

匹配的国际一流湾区城市格局，以城市品质提升带动经济社会

转型升级。以绿色低碳、智慧智能理念为引领，重点打造一批

国际一流的产城融合空间，提升道路交通、水电能源、环境治

理、绿地公园以及相关管线网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水平，推进

学校、医院、图书馆、生活空间等公共服务平台配套设施建设，

以数字化、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打造智慧园区服务，

加快打造功能完备、设施先进、服务一流、与国际接轨的高品

质产城空间。 

补齐基础配套设施短板。规划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学校、医院、

文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完善医疗卫生服

务网络建设，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高品质文化引领型城

市，为产业人才提供优良生活配套环境。打造高效能城市交通治

理体系，强力推进治堵攻坚行动，通过建设智慧交通、提升公交

出行率、优化停车管理、完善慢行系统、创建品质公交、加强道

路执法和施工管理等方式，形成畅通高效的交通出行环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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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细化管理网络，加快数字城管与“智网工程”的融合，探

索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数字城管智慧化

水平，推进“二标四实”长效机制建设和数据深度应用，建成“网

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精细化服务、法治化保障”的社会治理

新模式。

 持续提升城市美誉形象。加强功能区统筹，完善城市功能、

优化空间格局，打造城市品质集中展示的标杆地区。加快优化提

升区域景观环境，高标准规划设计绿化生态景观和夜景灯光景观，

加强中心城区、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魅力小城和美丽幸福村居

建设。统筹做好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打好水污染治理攻坚战、蓝天保卫战、净土

防御战，加快推进固废综合治理，提振生态都市、美丽东莞形象。

持续创新传播战略和战术，全球推介东莞改革成就、建设成效和

宏伟蓝图，以新时代新形象吸引高端企业、人才资源汇聚。

2 . 产业空间拓展工程 

加快重大产业平台建设。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重大发展

平台，加快升级打造东莞国际商务区等“产业承载区”，引导重

点产业集聚和产业置换，促进空间高效利用，加大高品质空间供

给。发挥松山湖高新区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打造引领东莞发展的

创新高地。加快滨海湾新区高标准建设步伐，加快推进土地整备

开发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为东莞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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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推进水乡新区高质量统筹发展示范区建设，优化中心、支

点、节点的规划布局。推动银瓶合作创新区开发建设机制创新，

推动重点区域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招商引资等工作实现实

质性突破。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以新兴产业为重点，以产业

集聚为导向，强化全市一盘棋统筹理念，以成熟空间为先导，深

挖潜力空间，加快整备“多规合一”的连片产业用地，成熟一批、

启动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到 2021 年底，全面推进 8－1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的土地整备、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

相关工作，统筹 40000 亩以上产业发展空间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基地范围。围绕产业发展特点和空间资源分布，分别实施多区域、

多节点布局和集中规划布局，加快推动优势资源向产业基地集

中，培育一批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产业基地品牌，形成统筹规划、集聚发展、有序互动的产业协调

发展格局。

推动产业空间更新。大力推动城市产业空间更新，完善顶层

设计，重点在更新单元规划管理、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历史遗留

问题处理、改造主体公选、新型产业用地使用、“工改工”连片

开发、空闲用地盘活、低效土地回收、土地合作开发、镇村工业

园改造提升、土地审批效率等领域，出台一批针对性强、含金量

高、普惠性广的突破性政策。深化土地供应审批制度改革，探索

建立“三旧”改造项目部门联合会审、“绿色通道”等机制，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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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在广深高速沿线、临深片区地区启动一批

“工改 M0”项目，推动更多产业社区建设。全面支持企业原地

倍增，对试点企业放宽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容积率等

指标限制。总结推广一批试点企业的“三旧”改造项目利益共享

方式，探索多元化、市场化补偿安置方式。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贯彻落实东莞工业保护线规划，保障工

业用地供给，优先保障重点新兴未来产业和重大产业项目用地，

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规模及用地质量。发挥重大平台、

产业承载区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的示范带动效应，加快高品

质园区建设和片区、镇街规划统筹，深入实施园区统筹组团发展

战略，推动土地利用由粗放外向扩张向集约统筹规划转变，土地

利用市、镇、村三级联动，加快探索建立土地利用市镇村利益共

享平衡机制和市属国有企业土地整理机制，提升土地统筹、收储

和整备水平。促进城镇组团式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

业布局、产业集群发展，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加快建设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新东莞。

3 . 龙头企业引育工程 

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围绕重点领域招引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龙头企业，大力引进总部经济项目，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

组织总部落户，围绕产业链引入海内外技术领先企业研发和制造

总部。加大对本地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建立专门对口服务机制，

搭建供应链对接平台，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协同开展关键技术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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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引导龙头企业在莞投资布局总部机构、研发机构、中心工厂、

销售中心及结算中心。支持龙头企业围绕提高产业集中度、延伸

产业链，跨地区、跨行业开展兼并重组，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 

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深化实施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

计划”和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计划，推动高新技术企

业整体实现从“数量优势”到“质量优势”的转变。大力培育百

强创新型企业，在全市遴选 100 家创新研发能力强、创新人才集

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为百强创新型企业，给予“一企一策”的靶向指导和扶持。鼓励

百强创新型企业在技术攻关、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

带头作用，推动其通过强强联合、上下游整合等多形式进行兼并

重组和改组上市，打造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本土跨国公司。 

支持成长性企业跨越发展。加大对独角兽企业、准独角兽企

业、瞪羚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的挖掘、引进、培育和扶持力

度，建立全球全国重要领域企业动态数据库，研究分析企业发展

需求和瓶颈，制定针对性较强的支持政策，构建有利于独角兽企

业发展的生态体系，助推优质科创企业到科创板上市融资，推动

成长性高、爆发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创新型企业在东莞发展壮大

成为领军企业。 

建设孵化器育成体系。鼓励孵化载体加快构建“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孵化链条，加大专业化众创空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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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的布局力度，构建“体系+空间+生态+众筹+基金+平台+

培训”七位一体的企业培育模式，依托政府引导资金，支持社会

资本参与，支持国内外创业投资资本、机构及管理团队设立天使

投资、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引导各类基金优先投向市内初创期、

成长期创新型企业。 

4 . 莞邑人才荟萃工程 

建设“技能人才之都”。大力培育制造业技术人才，加快建

设“技能人才之都”，开发技能人才培养标准，帮助企业引进培

育紧缺技能人才，着力完善构建以企业行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

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动和社会支持相互

结合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扩大现代学徒制试点，积极与德国、

日本等制造强国、国内外制造名城、东莞友好城市、全球知名企

业等开展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到 2021 年，提升百万劳动力综合

素质，将全市技术工人的比例提升十个百分点，开发认定一百个

技能培训规范标准，建设一百个“技师工作站”，向社会提供一

千门以上培训课程，培养一万名国际化技能人才，引进培养一万

名急需紧缺“工匠精英”。加快全面建成知识型、技能型、创新

型“莞邑工匠”队伍，实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

红利”转变。

强化高端人才引进培育。放眼全球人才，构建覆盖世界主要

发达国家（地区）的招才引智网络，引进和培养一批国际领先水

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高水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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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以及与东莞重点发展产业相关的急需紧缺特色人才，对居

世界领先水平的战略科学家引进工作，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实

施“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至 2021 年，引进 10 个国际一流

水平的战略科学家团队，选拔 100 名博士专业人才进入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引进培养 1000 名重点领域的领军人才，引进培

养 10000 名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职称的创新人才，推

动 100 万人提升学历技能素质，打造重点领域高层次人才高地。

深化以“1+N”为主体、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才政策体系，支持引

进人才的研究成果和项目在莞落地。探索建立人才飞地试点，加

强湾区人才资源交流合作，探索港澳和国际专业人才职业资格许

可和认定，推动莞深港澳等多地“社保+医疗+教育”互认互通，

畅通人才服务衔接渠道，实现大湾区人才优势互补。

加大人才保障支持。重点解决人才普遍关注的住房、医疗、

子女教育问题，为青年人才提供优质且可负担的公共服务配套和

技能培训供给，增强人才对东莞的归属感。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及

政策配套，提供高效便捷的“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建设更

高品质的城市载体和容器，构建人才宜居宜业环境，破除人才流

动障碍，吸引广深、港澳台及国内外优质人才，促进中高端人才

集聚。同步加强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的就业能力，促进非核心功

能疏解和就业岗位布局调整，降低创新活动成本，促进就业创业

环境快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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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1 人力资源提升行动计划 

大力发展院士经济：依托东莞市发展战略院士咨询委员会，常态化

组织海内外院士及高端科技人才来莞开展高端访谈、专题报告、展览展

示、考察调研、专题论坛等活动。推动院士及其科研团队与莞企单位合

作，共建院士工作站，助力企业培养高级技术人才。 

实施创新型企业家培养计划：遴选本地优秀企业家到国（境）外学

习培训，建立企业家种子人才库，对东莞重点企业核心管理成员进行重

点跟踪培养。扩大企业家导师队伍，推动企业家精神进校园。培育职业

经理人市场，搭建各类企业家学习交流平台。 

推进职称制度改革：探索推进东莞科技前沿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等职

称系列专业评价，搭建职称评价绿色通道，支持外资、港台台资企业人

才参与职称评价。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自主评审，

推进职称评审社会化，加快东莞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打造粤港澳人才培养合作示范区：推动教育合作发展，支持莞港澳

高校合作办学，鼓励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推进莞港

澳职业教育在招生就业、培养培训、师生交流、技能竞赛等方面的合作，

创新东莞与港澳合作办学方式，支持各类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交流合作，

共建一批特色职业教育园区。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人才国际

交流合作，推进职业资格国际互认。 

5 . 军民融合发展工程 

强化军民协同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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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东莞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坚实制造基础，发挥

在莞军工企业和军民融合基础产业、科研院所等机构带动作用，

加快布局一批新的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平台，大力引进和培育军

民融合科技人才，重点打造一批军民融合重点项目，鼓励企业

“军转民”和“民参军”，形成一批军工主业强劲的领军企业。

在智能无人、生物交叉、先进电子、航空航天、量子技术、新

型材料、先进制造等军民融合重点领域开展基础和前沿技术研

究协同攻关。统筹军民共用重大科研基地和基础设施布局建设，

推动军民重大科学仪器设备自主研发和科研平台开放共享，建

立东莞军民技术成果公共服务平台和军民技术交易中心，便利

技术成果转移。

加快军民融合载体建设。加快建设东莞市三航军民融合创新

研究院、东莞信大融合创新研究院、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

院、东莞同济大学研究院等军民融合科技协同创新平台；依托新

型研发机构、东莞理工学院和行业龙头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

室等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提升发展天安数码城（南城、凤

岗）、谢岗大连机床孵化基地、双清力合（清溪）、黄江中大智慧

城等孵化器与大众创业平台；大力发展松山湖大学创新城、广东

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等技术创新与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设松山湖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产业基地等军民科研成果转化基地。

支持军民融合企业发展。鼓励军工企业逐步开展股权结构改

革和市场化运作，大力发展军转民，从军工核心企业中派生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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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优势的军转民企业，支持军工骨干企业以优势资源发展民品，

鼓励军工技术骨干和优势项目脱离军工体系，以灵活的机制开展

军转民技术孵化。支持具备军品研发资质的单位整合产业资源，

提升企业军民融合配套能力，支持军民融合企业建立健全军品研

制体系，取得军工研制资质，参与军用标准编制，获得军民两用

领域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军工装备科研、生

产领域，支持军民融合企业参与武器装备预研、承制等任务。对

新取得保密资质、承制单位资格证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的

单位视各类情况，配套相应扶持政策。

（三）构建三大合作机制

1 . 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机制 

积极融入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依托松山湖国家高新

区、滨海湾新区两个核心创新平台、东莞粤海银瓶合作创新区、

东莞水乡新城、东部工业园等多个创新节点，加强区域协同创新

和基础研究区域合作，共同建设重点工程实验室和先进技术研发

平台，构建和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品牌建设、

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创新成果保护力度，优化区

域创新环境。便利区域生产要素流动，推动技术、人才、信息、

资金等高端资源要素的无界流动，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公共服务信息共享。积极落实 CEPA 协议和补充协议，深化

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便利化改革，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市场进入，

促进莞港澳在商贸会展、供应链、企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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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动滨海湾新区和虎门港综合保税区建设，大力引进港澳优

质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促进区域优质资源来莞投资创

业。主动承接广州、深圳创新资源和产业转移，积极参与珠江口

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推进莞深穗同城化、一体化进程。

2 . 两岸交流合作机制 

深化莞台科技、产业以及社会文化交流合作，逐步为台湾同

胞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本市居民同等待遇，促进台资

企业扎根东莞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建设两岸生物技术产业合作基

地，打造生物技术对外合作重大平台，加快两岸冷链物流产业合

作试点城市建设。鼓励台资企业重点投资东莞机器人、智能装备、

智能终端等智能制造产业及芯片、高端显示屏等智能制造的关键

环节配套。推动台资传统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升级，促进台资

参与智能制造产业链升级。鼓励台资企业在东莞设立研发集团总

部、区域性研发中心等，引导台资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

作建立研发机构。加强与台湾在农业优良品种、种质资源和先进

栽培技术方面的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台资证券、基金、期货及证

券投资咨询公司，支持两岸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鼓励台资融

资租赁公司为东莞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3 .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与沿线国家贸

易、投资、能源、金融、科技、旅游、外事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以大型展会为平台，不断提升加博会等办展水平，组织企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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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知名展会，构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展贸合作机制。

以华坚国际轻工业城、中俄贸易产业园、东莞商品境外产品展销

中心等示范项目为突破点，构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

资合作机制。以物流枢纽为桥梁，加快建设广东（石龙）铁路国

际物流基地，推动“中欧班列”“中亚班列”等跨境班列高质量

发展，推广使用“超级中国干线”“粤港跨境直通快线”模式，

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空中丝路”，拓展东

莞港国际航线，做强外贸邮路通道，构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贸易便利化机制。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联合

研究中心和境外试验示范基地，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进丝

路保险公司建设，完善企业跨境投融资金融服务，引导银行建立

多元化跨境投融资渠道。

专栏 32 区域开放融合行动计划 

建设莞港台产业深度合作示范区：深化东莞与香港台湾全面务实合

作，争取政策创新突破，设立莞港台商共同成长计划，促进技术人员、

职业经理人等关键人才培养体系对接，便利港台青年来莞实训游学，推

广学分互认机制，共建一批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助力港企台企在莞培养

接班人，进一步便利港企台企拓展内地市场，支持莞企拓展海外市场，

打造莞港台合作升级版。

建设东莞粤港澳台青年创业就业基地：积极实施港澳台科技创新创

业联合培优行动计划，组建东莞市科技创业学院，建设港澳台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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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联合培优示范基地，举办东莞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事，依托新型

研发机构、国家级孵化器、联合培优示范基地等创新创业载体打造粤港

澳青年创业就业基地。

鼓励企业拓展新兴市场：重点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加

快发展阿联酋迪拜、南非、北美等地的“东莞制造”品牌展销中心。积

极修订和完善境内外展会目录，支持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鼓励出口企

业投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提高出口便捷度和退税审核效率。 

发展多式联运跨境贸易物流：以中俄贸易产业园为依托，逐步完善

物流通关与仓储服务，形成海运、江运、汽运、铁路等多式联运模式，

形成集跨境电商、国际贸易、综合仓储等多种物流仓储功能和生产加工

功能的贸易物流枢纽。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推动第一家中国（东莞）精

品互动体验馆在俄罗斯落户。

十、保障措施

（一）健全组织实施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统筹指导，发挥我市新兴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和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及其下设的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等

专项小组的协调统筹作用，研究推动政策实施、项目安排、体制

机制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深化简政放权，加强市

镇统筹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建立形成跨部

门、跨区域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机制，以强大的合力提高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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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项目思维，切实落实重大战略部署。深化园区统筹组团发展

模式，做实做强园区管理机构职能，推动更多力量和资源往基层

倾斜，最大程度激发市直管镇体制活力。强化镇级对村（社区）

的统筹，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贯彻各项决策部署的执行力。

（二）加强规划引导

树立本规划纲要的战略统领地位，切实发挥中长期指导性作

用，配套完善的实施落地机制，构建系统化、规范化、持续性的

长期投入机制。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加快牵头推动重点产业发

展，开展关键领域专题论证研究，编制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和行动

计划，制定产业发展专项配套政策，保证政策体系兼容协调性，

加强项目统筹，分期、分批谋划和滚动实施重大产业项目，成熟

一批、启动一批、储备一批。深入落实我市重大平台、产业承载

区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战略定位，制定实施专业园区错位发展

的产业政策，精准招商引资，限制不符合产业定位方向的项目落

地，严格资源、环保等准入标准，强化劳动生产率、地均产出等

效益指标，完善投入产出评价体系。

（三）强化监测评估

根据国家产业分类标准并结合我市实际，建立重点新兴和未

来产业发展的监测评估体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评价机制。

建设东莞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信息监测和分析平台，依托市政务数

据大脑，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地理信息系统等

手段，协调全市涉及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政务数据和公共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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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采集存储、归集整理和共享开放，为我产业规划和政策的制定

实施提供决策参考，为相关部门对产业发展的监管服务提供手段

和数据支撑。健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评价机制，组建东莞粤港澳

大湾区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强化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分析

研判，根据科技研发、产业技术、国内外政策和市场发展动态等

要素研究调整我市产业发展重点，不断完善并跟踪监测规划指

标、政策措施，定期发布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情况报告，服务推进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大项目，参与提示防范化解金融、贸易等

领域的重大风险等。

（四）扩大社会参与

加强政府与产业界、学术界以及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建立

行政咨询体系，健全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运作机制，深度参与粤

港澳工商企业界、劳工界、专业服务界、学术界等联系机制建立，

增强与广深港澳台及国际高端智库的交流与合作，针对我市产业

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决策，定期遴选高水平课题研究团队作为外

脑开展研究，广邀湾区及海外企业管理、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等

一线人才针对产业发展与规划落实提出政策建议，客观评估与调

整发展战略与策略。支持充分发展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组织的

联络协调作用，搭建常态化跨界交流活动和产业信息交互平台。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利用多种宣传手段吸引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

共同参与，宣传东莞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发展成就，广泛听取意见

建议，凝聚共识，团结各方人士共建共治共享东莞新时代现代产

业体系。



附件 2 

委托书（示范文本） 

本人姓名，身份证件类型，证件号 XXXXXXXXXX，纳

税识别码：XXXX，委托 XXX 用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XXXXXXX 办理“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

补贴”有关事宜。 

委托人：签名（盖上指模） 

日期：

（请填好有关信息，打印并签名后扫描上传）

1



附件 3 

银行账户信息与税务登记信息 

不一致的情况说明（示范文本）

兹有我单位_________（先生/女士）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因_________导致提交的银行储蓄账户对

应的身份证照/账户名，与其在税务部门实名认证的证照不一致。 

本公司承诺提交的银行储蓄账户为申请人本人所有，且账户信

息真实准确，如有不实，我公司将承担相应后果。 

特此说明。 

申请人确认签名： 

签名日期： 

  单位：XXX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1



附件 4 

申报单位承诺书 

（示范文本） 

本单位已充分了解《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财政补贴实施办法（暂行）》（东财规〔2023〕3 号）的有关规定。现

承诺申请人在本单位任职及纳税情况的真实性，能胜任该岗位工作；

承诺本单位不存在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情

形。本单位及经办人将严格保护申请人信息，同意授权市财政局会

同相关部门对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资金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本单位

将配合接受监督检查，如有不实或不配合监督检查工作，本单位愿

意承担一切相关后果及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XXX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1



附件 5 

个人承诺书 

（示范文本） 

本人 XX 姓名（XX 证件类型：XX 证件号，纳税识别码：XxXx），

承诺所提供的信息及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东莞市粤港

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暂行）》（东财规

〔2023〕3 号）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同意授权

市财政局会同相关部门对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资金情况开展监督检

查，本人将配合接受监督检查，如有不实或不配合监督检查工作，

本人愿意承担一切相关后果及法律责任。

承诺人：XXX（签名）   

XX 年 XX 月 XX 日 

1



附件 6 

任职证明（示范文本）

兹有我单位_________（先生/女士），证件类型：

_________，证件号码：_________，于____年__月__日起至

____年__月__日(或至今)担任我单位_____________（职

务），任期______年。 

特此证明。 

备注：本单位对此证明真实性负责。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公司（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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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税 e查 

操作指引 

Tax E-Check Guideline For Tal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操作步骤 

（1）打开自然人电子税务局：https://etax.chinatax.gov.cn/

Log into the Natural Person Electronic Taxation Bureau system by accessing
the following official website: https://etax.chinatax.gov.cn/ 

（2）申请人完成注册和实名认证后（具体请参考各地的指引），点击“密码登

录”按钮，输入手机号码/证件号、密码，拖动滑块通过验证后点击“登录”按钮；

或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码登录。 

附件 7



2 

    After signing up an account and completing identity verific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online instructions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local tax authority), choose “log 

in with a password” or “log in with a QR code”. 

Log in with a password - Enter your mobile number/ID number and password, 

drag the slider to complete the verification and click the “Sign in” button.  

Log in with a QR code-Open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application in the mobile 
phone and scan the QR code to log in. 

（3）登录系统后，点击【特色应用】，选择广东省行政区域，进入【粤港澳

大湾区人才税 e 查】。 

       Click “Featured Application” button and choose“Guangdong Province” after 

logging in your account. “Tax E-check of Tal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uld be found on this page. Click this button to access the Tax E-

Check system. 



3 

（4）在“纳税记录查询”页面，自动带出当前登录人的名称、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及税款所属年度，点击“查询”按钮，查询个税申报数据。 

注：若偶然所得属于财政补贴范围，可自行勾选。其余五项所得为系统默认

勾选，如有异议，请联系主管税务机关。 

Go to Search My Tax Record and check your bas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Taxpayer’s Name , Type of Identity Certificate, Number of Identity Certificate and Tax 

Year). Choose “Tax Year” and click the Search button to obtain taxpayer’s income and 

tax record.  

Note: You can select the contingent income you obtained during the tax year if 
it i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bate policy introduc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other five categories of income you obtained during the tax 
year (including income from salary and wages, provisions of independent personal 

services, authors’ remuneration, royalties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will be selected 

by defaul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elected item(s) of income, please 
contact your in-charge tax authority. 



4 

 

（5）查询结果出来以后，点击屏幕下方的“生成数据”按钮，系统弹出“请根

据本人实际情况核对查询结果”，申请人点击“是，本人已核实无误”按钮，然后在

弹出的页面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申请信息；如果申请人点击“否”按钮，系统返回查

询结果页面。  

   

 



5 

Click the Create My Tax Record button at the bottom of the record data. A 

reminder “Please verify your Tax record.” will pop up. Click “Yes, I have verified my Tax 

Record.” and then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need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ax record. 

Click “No.” and the system goes back to the page of the record data.   

（6）生成数据后，点击“下载 PDF”按钮下载 PDF文件，点击“导出 excel”导

出 excel文件。如无需下载的，直接点击“关闭”按钮。 



6 

     After obtaining your Tax record, choose Download in PDF Format or Export in 

Excel Datasheets. Click the Close button if you don’t need to download the record. 

（7）已生成的记录可以在【已生成数据采集表】中查询，可点击操作列中

的“下载 PDF”按钮下载 PDF文件，点击“导出 excel”按钮导出 excel文件。 

You can find the generated data in Generated Tax Record Module. Click Download 
in PDF Format or Export in Excel Datasheets to download your E-Tax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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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认定及个人所得税 
财政补贴线上申请操作指引 

Guidelines of Dongguan City for Identification of 
High-caliber Talents from Overseas and their Online 

Application for Personal Income Tax Refund 
 

一、准备纳税信息 

I. Prepare Tax Information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地址：https://etax.chinatax.gov.cn/ 

Electronic Taxation Bureau for Natural Persons:  

https://etax.chinatax.gov.cn/ 

详细操作指引见《附件 7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税 e 查-纳税人端

（终稿）》。 

See Annex 7 Tax E-Check of Talent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inal Draft) for details. 

二、广东政务服务网注册 

II. Logon 

（一）登录地址 

https://www.gdzwfw.gov.cn/ 

 (I) URL 

https://www.gdzwfw.gov.cn/ 

 

https://etax.chinatax.gov.cn/
https://etax.chinatax.gov.cn/
https://www.gdzwfw.gov.cn/
https://www.gdzwf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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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册和登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致电 12345 进行咨询。 

Please call 12345 if you have any problem with logon or login. 

 

（二）注册 

(II) Registration 

进入首页后，点击右上角【登录】进入登录页面，然后点击【账

号密码】切换登录方式，然后可以点击【立即注册】进行注册。 

After entering the homepage, click “Login” at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o enter the login page, then click “Account & Password” to 

change the login mode, and then click “Register Now to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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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用户则进行【个人注册】，企业用户进行【法人注册】。 

An individual user should apply for a “personal account”, while a 

corporate user should apply for a “corporat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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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录 

 (III) Login 

注册完成后，返回到首页。点击【登录】进行登录。个人用户

则选择【个人登录】，企业用户则选择【法人登录】。 

Please return to the homepage after registration. Click “Login” to 

log in. Individual users should click “Personal Login” while corporate 

users should click “Corporate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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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用户可以通过用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登录，也可以点击

【账号密码】切换使用账号密码登录。 

1. Individual users can log in by scanning the WeChat QR Code or 

click “Account & Password” to log in by filling in the username and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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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人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进行登

录，也可以点击【账号密码】切换使用账号密码进行登录。 

2. Corporate users can log in by scanning the “WeChat” or 

“Alipay” QR Code or click “Account & Password” to log in by filling 

in the username and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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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申请 

III. Application for Personal Income Tax Refund to High-caliber 

Overseas Talents in Dongguan City 

（一）申报地址（以下两种方式都可以） 

(I) Way of Application (choose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two) 

1.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后，可以直接访问以下地址进行申报： 

http://zwfw.dg.gov.cn/html/rcbt/apply_edit.html?itemCode=11441

900007330117Q3442103041000  

1. After logging in to gdzwfw.gov.cn,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for application:  

http://zwfw.dg.gov.cn/html/rcbt/apply_edit.html?itemCode=11441

900007330117Q3442103041000 

2. 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办理： 

2. File an application on gdzwfw.gov.cn: 

第一步：切换到东莞市，然后搜索“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认定

及个人所得税财政补贴”。 

Step 1: Switch to Dongguan City, and then search for 

“Identification of High-caliber Talents from Overseas and their 

Application for Personal Income Tax Refund in Dongguan City”.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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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结果中可以点击【办事指南】查看办事指南，或者

点击【在线办理】直接办理。 

Step 2: Click “Service Guide” to read the content or click “Online 

Application” to directly file an application online. 

 

或者在已打开的办事指南中也可以点击【在线办理】进行办理。 

Or click “Online Application” in “Service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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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 

(II) Application Process 

1. 填写申请表单 

1.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第一步：点击在线办理后，进入到了补贴申请的办理页面  

Step 1: Click “Online Application” and enter the applicatio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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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办理条件自检”按实际情况勾选。 

Step 2: please tick your choices truthfully after reading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第三步：按实际情况选择办理情形。 

Step 3: Please tick your choices truth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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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根据“材料清单自检”中的材料，准备好材料。 

Step 4: Please prepare the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List of 

Materials”. 

 
 
 
 
 
 

 

 

 

 

第五步：详细填写申请表 

Step 5: Please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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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申请人名称、证件类型、证件号：需要和税务部门实名认

证的证照信息一致。和“自然人电子税务局”中认证的证照信息一

致。即在上面准备税务信息中获取到的名称； 

（2）国籍/地区：如果国籍/地区，选择的不是中国、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或者中国澳门，则需要填写外国人才证件和对应的证件号

码； 

（3）银行账户名：银行账户名默认和税务认证信息名称一致，

如果不一致（拼写顺序，大小写不一致等），则需要选择“否”，然

后填写正确银行账户名称，并且提交不一致情况说明； 

（4）经办人电话：经办人电话是用于接收短信通知，审批过程

的通知信息等会发送到此联系电话； 

（5）纳税人识别号：可以从“自然人电子税务”中获取。申请

过程中，“纳税年度”、“申请人姓名”、“纳税人识别号”和“查询序

列号”都从“自然人电子税务”中获取，并且需要保持一致。 

Notes : 

 (1) The applicant’s name, certificate type and certificate No. shall 

be consistent with the information registered at the tax department,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information registered at the “Electronic Taxation 

Bureau for Natural Persons”, i.e., the tax information obtained above; 

 (2) Nationality/Region: Please fill in the foreign talent certificate 

No. if you are not a Chinese citizen, a Hong Kong citizen, a Taiwan 

citizen or a Macao citizen; 

 (3) Bank account name: The bank account name shall be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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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information registered at the tax department. If not (inconsistent 

spelling order or case sensitivity, etc.), please tick “No”, then fill in the 

correct bank account name and submit a description of the 

inconsistency; 

 (4) Applicant’s phone number: The applicant’s phone number is 

used to receive a text message, such as a notification message sent 

during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Taxpayer’s registration number: It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Electronic Tax Bureau for Natural Persons”. Dur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obtain the information about “tax year”, 

“applicant’s name”, “taxpayer’s registration number” and “query 

sequence number” from the “Electronic Tax Bureau for Natural 

Persons”, and the information shall be the same. 

2.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验证授权】进行税务信息校验。 

2. After filling in all the information, please click “Verification & 

Authorization” for  tax information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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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框中，“纳税年份”、“纳税人识别号”和“申请人名称”

为表单填写的信息。然后填入查询序列号(从准备纳税信息中获取)。

点击【验证授权】。 

In the pop-up box, “Tax Year”, “Taxpayer’s Registration Number” 

and “Applicant’s Name” are the information filled in above. Then, fill in 

the query sequence number (obtained from the prepared tax 

information). Click “Verification & Authorization”. 

如果验证通过，则可以看到“已经授权”字样。 

If the information is verified, you will see the word “Authorized”. 

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进行材料的上传提交。 

After completion, please click “Save and Next” to upload and 

submit the information. 

3. 上传电子材料 

3. Upload Electronic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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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上传电子材料的页面。点击材料右侧的【附件上传】进

行材料上传。 

Enter the relevant page to upload electronic materials. Click 

“Upload Annex” on the right to upload the materials. 

 

 

 
 
 
 
 
 
 
 
 

 

 

 

 

 

在弹出框中，点击【点击选择文件】，并且选择文件。等到文件

上传完成出现“已上传”后，即可点击【确定上传】完成上传。 

Click “Click to Select File” in the pop-up box and select the file. 

Click “Ok” to complete uploading after the file is uploaded successfully 

and the word “Uploaded” ap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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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材料上传完毕后，点击【提交申请】即可提交申请。 

After all materials are uploaded, please click “Submit Application” 

to submit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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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看申请记录 

(III) View Application Record 

申请页面点击【我的申请记录】即可查看申请记录。 

Click “My Application Record” on the application page to view the 

application record. 

 

 

 
 
 
 
 



 

 - 18 - 

 

可以在申请记录操作栏处，点击【查看】即可查看到申请记录

详细情况。 

如果审核通过后，可以看到“补贴金额”。 

If your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you will see the “refund amount”. 

 

 

如果审核不通过，则可以看到“审核不通过原因”。 

If your application fails to be approved, you will see the “cause of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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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新编辑 

(IV) Re-edit 

当审核不通过后，可以点就【重新编辑】发起新的申请。新的

申请会保留上次申请填写的信息，无需重新填写，只需要修改需要

修改的内容。 

If your application fails to be approved, please click “Re-edit” to file a 

new application. The information filled in above will be retained in the 

new application, making it unnecessary to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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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消申请 

 (V) Cancel the Application 

处于草稿状态的申请，可以点击【取消申请】进行取消申请操

作。 

For the draft application, you can click “Cancel Application” to 

cancel the application. 

由于每个纳税人识别号每个纳税年份，在境外高端人才和境外

紧缺人才中，只能够提交一个申请。如果需要其他人代办，或者是

想切换为申请境外紧缺人才补贴，都需要取消当前的申请。 

For every taxpayer’s registration number, a high-caliber talent or 

urgently needed talent from overseas is allowed to file one application 

only. If you need someone else to file an application for you or if you 

want to change your application status, please cancel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咨询方式
单位名称 咨询电话

东莞市科技局 22830057

东莞市科技人才服务中心 22207933

松山湖科创局 22891848

莞城经济发展局 22109777

虎门镇经济发展局 85522429/5552309

石龙镇经济发展局 86118160

东城街道创新驱动办公室 23035522

万江街道经济发展局 22180707

南城街道经济发展局 23198989

中堂镇经济发展局 81139222

望牛墩镇经济发展局 88557318

麻涌镇经济发展局 88233866

石碣镇经济发展局 86389511

高埗镇经济发展局 81302020

洪梅镇经济发展局 81330128

道滘镇经济发展局 81332486

厚街镇经济发展局 85886812

沙田镇经济发展局 88861283

长安镇经济发展局 85533913-642

寮步镇经济发展局 83325369

大岭山镇经济发展局 82788238

大朗镇经济发展局 83312420

黄江镇经济发展局 83510099

樟木头镇经济发展局 87700382

凤岗镇经济发展局 87758029

塘厦镇经济发展局 82089211

谢岗镇经济发展局 82121628

清溪镇经济发展局 87382298

常平镇经济发展局 83331646

桥头镇经济发展局 82363938

横沥镇经济发展局 81018001/82180033

东坑镇经济发展局 81181698

企石镇经济发展局 82669978

石排镇经济发展局 86653420

茶山镇经济发展局 8664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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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命名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市科學技術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dgstb.dg.gov.cn/gkmlpt/content/4/4105/post_4105053.html#104)
	https://dgstb.dg.gov.cn/gkmlpt/content/4/4105/post_4105053.html#104)

	附錄
	市科技局关于发布《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的通知
	松山湖科技创新局、各镇街经济发展局，各有关申报单位及申请人：
	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切实做好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工作，根据《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补贴实施办法（暂行）》（东财规〔 2023〕 3号）有关精神，结合实际，我局制定了《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附件：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 2023年 11月 15日
	附件： 1
	．申报指南附件 

	1 
	附件：
	附件：
	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申报指南
	一、事项名称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二、文件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通知》（财税〔 2019〕 31号）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 2023〕 21号）
	《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
	法（暂行）》（东财规〔 2023〕 3号）三、受理范围（一）申报主体：在东莞市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符合《东
	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暂行）》（东财规〔 2023〕 3号）标准，且其在东莞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所得额的 15%计算的税额部分，由东莞市给予财政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每个纳税年度每个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补贴额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
	（二）适用范围：该申报指南适用于在东莞市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申报 2021、 2022纳税年度的个税补贴，以及 2020纳税年度的个税补贴补办申请。 
	-1 
	-

	（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1．申请人在申请财政补贴前 3年内，有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行为的；有虚报、冒领、骗取、挪用财政资金等不诚信行为的；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受到过刑事处罚；有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个人受到过行政处罚罚款 5000元以上等重大违法记录的；涉嫌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2．申请人所在单位近 3年内，有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行为的；有虚报、冒领、骗取、挪用财政资金等不诚信行为的；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有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受到行政处罚罚款 10万元以上等重大违法记录的，申请人负有直接或主要责任的，或者担任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
	四、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申请人是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台湾地区居民，外国国籍人士，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留学回国人员和海外华侨； 
	2．申请人纳税年度内在东莞市注册的企业和其他机构任职、受雇，或在东莞市提供独立个人劳务，或在东莞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且纳税年度内在东莞市工作累计满 90天以上（不含 90天）； 
	3．申请人在东莞市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且个人所得税已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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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额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15%； 
	4．申请人的工作单位属于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且在申请补贴的纳税年度内符合《东莞市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实施办法（暂行）》（东财规〔 2023〕 3号）规定的高端人才条件； 
	5．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
	（二）资格条件
	境外高端人才需属于外籍或港澳台人员。其中，外籍高端人才指取得《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A 类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 9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外籍高层次人才确认函》及其他经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且在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生产技术骨干；港澳台高端人才指取得《珠三角自主创新示范区 9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及其他经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且在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中高级管理人员、生产技术骨干。境外高端人才的工作单位需属于科技创新、重点发展产业、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名词释义详见附件 1）： 
	1．科技创新领域的单位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 
	2．重点发展产业领域的单位
	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产制造企业及科技型企业，符合《东莞市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 
	-3 
	-

	发展规划纲要（ 2020-2035年）》的生产制造企业、科技型企业
	及其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的企业。 
	3．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单位
	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党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
	五、申报材料
	（一）基本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
	（ 1）外国国籍人士：提交护照；
	（ 2）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提交永久性港澳居民身份证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 3）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士及企业家）的香港居民：提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香港居民身份证）、香港入境事务处签发的相关入境证件和内地居民身份证件。
	（ 4）台湾地区居民：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 5）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提交中国护照、中国身份证、国外长期（或永久）居留凭证。其中，归国留学人才还应当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必要时，受理单位可以要求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提供住在国中国使领馆出具的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公证书、认证书或住在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公证书和住在国居留记录。
	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明材料，必须与其在税务部门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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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使用的一致，如不一致，需增加提交税务部门实名认证的证照。如申请人使用多个不同身份证明登记纳税的，需先到市税务局办理并档手续。如委托他人办理，需出具委托书（详见附件 2）。 
	2．申请人在中国大陆开户的银行卡或存折。申请人银行储蓄账户信息对应的身份证照需与税务部门实名认证的证照一致。如不一致，需附上情况说明。（详见附件 3） 
	3．单位承诺书（详见附件 4）。 4．个人承诺书（详见附件 5）。（二）资格证明材料 1．外籍高端人才，需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A类）；（ 2）《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3）《外籍高层次人才确认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外籍人才
	类）；（ 5）其他经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
	高层次人才相关证明材料。 2．港澳台高端人才，需提供以下材料之一：（ 1）《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 2）其他经国家、广东省、东莞市人才工作主管部门认定的
	高层次人才相关证明材料。（三）企业领域证明材料 1．申请人申报补贴纳税年度所在单位的营业执照或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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