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  

内部交流 
 

 

 松山湖高新区：打造成东莞工业机器人

智能装备产业核心区 

 松山湖（生态园）位于东莞几何中心，

坐落于“广深港”黄金走廊腹地，南临

香港、深圳，北靠广州，园区总面积

103 平方公里。园区着力打造东莞的科

技中心和创新中心，打造“一中心四组

团”城市格局的重要中心组成部分，全

市创新驱动发展的集聚区、生力军和加

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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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松山湖高新区：打造成东莞工业机器人智能装
备产业核心区 

从市政府官网全文公布的《东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获悉，东莞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突破 5000

亿元。其中将构建“一核一环、组团发展”的机器人产业空间布局，全力

将松山湖高新区打造成为东莞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区。 

目前，制造业产业进入“机器换人”的转型升级阶段。上述规划明确

了东莞要加快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着力攻克机器人制造核心技术，打造

完整的工业机器人制造产业链，加强机器人产业基地建设。 

其中，优先发展 3C 制造、焊接、搬运、加工等先进适用的搬运机器

人(AGV)、清洁装配机器人、打磨机器人、抛光机器人等工业机器人。依

托顺道智能制造协同创新研究院，重点推进巡逻机器人、家用警卫机器人、

前台机器人、陪伴教育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变形机器人等智能成果的落

地和产业化。注重发展无人机、无人艇、空间机器人等特种机器人。积极

布局发展柔性机器人、微纳机器人等下一代机器人，抢占未来机器人产业

制高点，避免高端产业低端化。 

东莞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基地将构建“一核一环、组团发展”的产业

空间布局。 

“一核”即全力支持建设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和广东省智能机

器人研究院，将松山湖高新区打造成为东莞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的核

心区。“一环”即结合松山湖、大朗、大岭山、万江、长安、东城、寮步、

虎门、厚街、常平、横沥、塘厦等镇街园区现有产业基础，构建东莞市工

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聚集发展带。 

“组团发展”即重点围绕东莞电子信息、电气机械、汽车模具制造、

服装、制鞋、毛织、家具食品等行业对智能装备的需求，构建以装备应用

企业和装备制造企业为主体的供需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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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将加快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全

面推动大数据在政务、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等领域的应用，带

动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性、公益性开发和创新应用。 

  东莞将以莞城大数据产业中心项目为核心，开展南城、东城与长安的

“智慧城市”示范工程，打造为新兴产业企业及政府政务提供大型计算和

海量数据存储服务的产业集群。 

重点布局三个平台：一是在松山湖加快建设一批生物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二是以广东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东莞分中心为关键平台，重点推进东

莞大型医疗器械、体外诊断以及医用高值耗材的发展;三是以松山湖广州

中医药数理工程研究院为重要平台，集中发展现代中药产业，全力打造“广

东药港”。 

根据该规划，东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空间布局为“两带多节点”

的产业发展格局。 

“两带”一是以松山湖(生态园)为龙头的主体产业带。深化莞深同

城，强化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带融合发展，对接深圳龙岗、光明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及横岗等优势传统产业基地。二是以东莞市中心城区为核心的主

体产业带。推进东莞市城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发展，建设战略性

新兴产业服务与制造基地，加强与广州东部工业区、广州科学城与广州中

新知识城建设的互动，重点发展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 

“多节点”是指位于“穗莞深科技创新走廊”上的水乡特色发展经

济区、中心城区、长安滨海新区以及东莞市的虎门港开发区、横沥科技园、

广东银瓶合作创新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功能区。 

“十三五”期间，东莞将立足坚实的制造基础，主动瞄准新一代信

息技术、机器人制造、生物技术、增材制造(3D 打印)等高端领域，对标

国际国内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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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实现到 2020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突破 5000亿元，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6%左右。培育 30 家产值超 100 亿元的龙头企业，形

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多个产业集群。 

 

二、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简介  

松山湖（生态园）位于东莞几何中心，坐落于“广深港”黄金走廊腹

地，南临香港、深圳，北靠广州，园区总面积 103平方公里。园区着力打

造东莞的科技中心和创新中心，致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是东

莞致力于发展模式创新，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升城镇化质量，打

造“一中心四组团”城市格局的重要中心组成部分，全市创新驱动发展的

集聚区、生力军和加速器。 

从创立至今，园区发展主要历经如下三个阶段：一是初创发展阶段。

2001年，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成立，规划控制面积 72平方公里；2006

年，东莞生态产业园成立，规划控制面积 31平方公里。二是加速发展阶

段。2010年 9月，松山湖升格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1年，生

态园成为广东省首批省级循环经济工业园区；2012年，生态园获批建设

国家生态示范工业园区。三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2014年 12月，市委、

市政府决定将松山湖高新区、东莞生态园统筹发展，打造成为东莞的科技

中心和创新中心。2015年 9月，园区成功入围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目前，园区在全国高新区的综合实力排名已从 2013年的第 53位跃升

到 2015年的第 30位。 

园区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战略，全面深化

各项改革，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已逐步摆脱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形成新的

发展动力，创新发展成效初步显现，成为东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

生态文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鲜活样本和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实现高

水平崛起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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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成了生态优良的城市框架。园区秉承“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

与产业齐飞”、“生态与产业并举,创业与宜居并存”的规划理念，采用

最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内核式圈层结构布局，有利于产业集聚发展的功

能区域布局，实现自然生态环境与人工设施有机融合。在发展初期，园区

就高起点高标准开展生态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建成了松

湖烟雨、月荷湖公园等总面积达 350万平方米的生态公园，成为绿化覆盖

率超过 60%的国家 4A级景区；建成了下沙湿地、燕岭湿地、大圳埔湿地

和中央水系等占地约 650万平方米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共建成了超过

300公里的道路和生态绿道，同步完成道路沿线的通讯、电力、给排水、

燃气等基础设施。通过高投入开展水治理和湿地改造，开展了“一水系、

两排渠、三排站”的区域性治水工程，实现园区水生态修复。一流的生态

环境是园区的突出优势，已经成为松山湖（生态园）的亮点和品牌。 

二是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园区着力打造“4+1”现代产业体

系，大力提升高端电子信息产业，着力推进生物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机器

人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现代

服务业。围绕打造“4+1”产业体系，先后规划建设了大学创新城、台湾

高科技园、两岸生物技术产业合作基地、中以产业园和国际机器人产业基

地等产业平台，为现代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园区现共有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68家，规模以上服务企业 33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 13家。

已引进华为机器、华为终端总部、中集集团、新能源、宇龙通讯、生益科

技、易事特、普联、东阳光药业总部、大连机床、光启、普门科技、合泰

半导体等一批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以及 350家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的中

小型科技企业。目前园区拥有上市、挂牌企业 20家，上市后备企业 14

家。 

三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园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人才为核心，着力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建立起

以人才、高企、孵化器、加速器为一体的创新生态体系。大力开展高层次

人才招引，累计引进博士和硕士共 3400多人，其中包括 17名国家“千人

计划”专家，2名广东省领军人才，37名东莞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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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培育，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07家，进入省高企培育库 51家。推

动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截至 2015年，园区共投入约 2.33亿元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扶持企业核心技术开发，成功培育出拥有绝对值编码器技术的盈

动高科公司、开放机器人视觉及编程系统的李群自动化公司等一批拥有核

心技术的科技企业。实施大孵化器战略，目前共有国家级孵化器 4家、国

家级众创空间 5家、省级众创空间 8家、市级孵化器 15家、新型研发机

构 24家，孵化载体面积近 10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超过 550家。促进科

技金融产业融合发展，累计引进金融服务机构近 60家，设立了 5个政府

引导基金。 

四是建设了较为便利完善的城市服务配套。园区坚持产城融合的发展

理念，狠抓配套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为企业和员工提供便利的生活

环境。商住配套方面，拥有万科生活广场、创意生活城等购物场所，已建

成投入使用公租房 3849套，正在建设公租房约 8000套，规划台科花园商

业街和台湾园两岸生物技术综合楼两个新片区商业配套。教育配套方面，

拥有东莞理工学院、广东医科大学、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东莞市职教城、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东华学校、实验中学、中心小学、实验小学、艺鸣

幼儿园等一批学校，形成了从高等教育到幼儿教育的完善的教育链条，打

响了“学在松山湖”的教育品牌。互联网服务方面，打造智慧园区，免费

WiFi已覆盖面积达 20平方公里，预计今年可以实现园区全覆盖。已实现

乘客在公交车上免费使用无线网络和全市公交实时在线查询，提供“松湖

无限”APP实现在线支付。医疗卫生配套方面，在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基

础上，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和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已开办广州中医药大学

国医堂、泓德中医门诊部，推进东莞第二人民医院建设，规划建设生态园

医院。文化生活方面，定期举办松湖大讲堂、松湖 LIVE等文化品牌活动，

创意市集每周末开市，成功举办首届东莞科技马拉松。政务服务方面，构

建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以及人才工作为核心的行政服务架构，推行“一

个窗口办事”、一条龙服务的企业服务模式，实施“不作为”责任倒查机

制，提升园区管理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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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园区将努力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以创新驱动发展为灵魂，以全面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

总目标，大胆探索，改革创新，落实“1+2+N”东莞自主创新示范区各项

规划，全面推进区域内合作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力争在珠三角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中走在前列。力争到 2020年，松山湖（生态园）在全国

国家高新区的综合排名跃升至第 20位左右，与东莞综合实力和城市地位

相匹配。到 2025年，松山湖（生态园）占全市经济总量超过 10%，在全

国国家高新区的综合排名跃升至第 18名左右，略高于东莞 GDP在全国大

中城市中排名。成为全市创新资源最密集、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创新中心。

全市生态环境最美丽、城市功能完善的现代新城。全市企业成长环境最优、

经济贡献大的经济增长极。全市人口素质最高、人才结构优良的人才高地。 

  

三、政策发布 

东莞松山湖（生态园）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实施办法（摘选） 

第五条  融资担保费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对获得贷款的企业，按其贷款项目实际支付的担保费，给

予 90%补贴；同一企业担保费补贴时间不超过 2年，每年年度最高补贴 30

万元。 

第六条 融资担保风险补偿与奖励标准： 

（二）风险补偿标准：对合作的融资担保公司在园区内实际开展的融

资担保业务发生代偿损失（本金损失）且已经核销处理的，按其在松山湖

（生态园）当年新增业务发生余额的 10%为限提供风险补偿；对单个融资

担保公司的代偿损失补偿，每年不超过 500万元。风险损失总额低于限额

的，给予全额补偿；风险损失总额超出限额的，超出部分由融资担保公司

自行承担。 

（三）奖励标准：融资担保公司在松山湖（生态园）开展担保业务时，

当年没有发生代偿损失的，可按其在松山湖（生态园）新增担保业务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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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1%给予业务奖励；每家融资担保公司每年最高奖励 200万元。 

第七条  首笔信用贷款风险补偿与奖励的申请条件与标准： 

（二）风险补偿标准：对合作银行向园区企业发放的首笔信用贷款出

现坏账的，可按该笔信用贷款业务本金损失的 20%给予补偿，单个企业所

获得的享受风险补偿扶持的贷款期限不超过 2年。银行从市园两级财政获

得的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不能超过其实际发生的本金损失总和。信用贷

款风险损失的认定条件由松山湖（生态园）管委会与合作银行签定的合作

协议作具体约定。 

（三）奖励标准：对合作银行开展首笔信用贷款业务且当年没有发生

不良贷款的，在当年结余的风险补偿金中，按银行当年新增企业首笔信用

贷款实际发放总量的 1%给予业务奖励；每家银行每年最高奖励 100万元。 

第八条  信用贷款贴息标准： 

（二）贴息标准：对从合作银行获得信用贷款的企业，可按照其贷款

实际支付利息的 10%给予贴息；如贷款为首笔信用贷款，则按该企业对该

笔贷款实际支付利息的 20%给予贴息。市园两级财政贴息总额最高不超过

企业实际支付利息的 90%，同一项目贴息时间最长不超过 2年，每家企业

每年最高贴息 30万元。 

第九条  专利权质押贷款评估费再补助标准： 

（二）再补助标准：对受扶企业按实际评估费用的 40%给予补助；每

家企业每年最高补助 30万元。 

第十条  科技保险补贴的申请条件与标准： 

（二）补贴标准：对投保重点引导类险种的企业，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30%给予补贴；对投保一般引导类险种的企业，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20%给

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总额度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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