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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构筑科创新高地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媛艳

科技成果集中亮
相，前沿分享精彩纷呈，
合作协议相继达成……
8月23日，在三亚举行
的第二届海南自贸港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论坛暨
深 海 技 术 创 新 大 会
（2024）成果丰硕。

一场会议也是观察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以
下简称科技城）创新发
展的一扇窗口。本届大
会吸引来自全球21个国
家270多家机构的代表
汇聚一堂，1个主论坛、9
个平行分论坛和5场平
行活动备受海内外关
注。

创新引力不断增
强，创新活力激越澎湃，
大会折射出科技城科创
高地建设的成效，亦展
现出海南经济的新动能
和新活力。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7月，科技城
登记在册企业 11789
家，中国种子集团、国投
种业、招商局集团、科大
讯飞等头部企业接连落
户，种业、深海产业链正
加速生成；高层次人才
从建设之初的13名，跨
越式增加至2800余名，
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等38家头部科
研机构、10个院士创新
团队、17所知名高校先
后入驻，汇聚了30余个
省部级及以上科创平
台。优质人才纷至沓
来，新质生产力加快培
育壮大，园区高质量发
展昂扬前行。

A高能级科创平台加速“上新”

近日，在科技城，我国首个室外大田条件下周年全
时、多盐度、规模化耐盐碱水稻专业化科研试验基地里，
收割机徐徐前行，黄澄澄的稻谷从收割机内倾泻而出。

全球143亿亩盐碱地，我国有约15亿亩。唤醒“沉
睡”土地，向盐碱地要效益，科技城勇担使命，加快推进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建设运行，三亚总部科研
办公楼主体工程完工，108亩核心科研基地建成投用。

胸怀“国之大者”，科技城在短短的五年间，全力
培育承接高能级科创平台落地运行的能力，快速汇聚
了30余个省部级及以上科创平台，其中崖州湾实验
室等3个国家级平台快速入轨运行；全球最大的国家
野生稻种质资源圃等一批高标准创新载体建成投用，
南山港、深海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已为数十家企事
业单位提供高质量测试等服务。

当前，园区科研平台建设加速“上新”。国际玉米
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心建设完工，着力打造综合型
国际化农业研究平台；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
国家级猪种质资源与模型保存与繁育基地、南海深海
科考实验研究与保障平台已开工，大豆园艺作物种质
创新中心、科大讯飞海南自由贸易港科研中心主体结
构封顶，国家热带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南海
资源保护开发与利用产业创新平台、明阳海南海洋能
源科研与国际业务总部等重点科研平台和产业项目
加快建设；推动国家级非人灵长类种质资源与模型研
发中心等生物医药科研平台加快落地运行……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园区持续加
快创新体系建设，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
展，提升科技创新能级和服务保障能力。

更多扎实的实践正在开展。崖州湾实验室已组
建由13位首席专家领衔的核心科研团队，三亚海洋
实验室已入驻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服务保障热带
作物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南繁科技育种服务中
心、国家植物品种测试三亚中心等重大科创平台建设
运行；成立园区仪器设施管理联盟，强化仪器设备全
流程管理服务和共享共用，先进计算中心应用效能稳
步提升，累计已受理园区20余家科研院所超1040万
份超算作业；推动动植物检疫中心实体化运行，持续
优化实验室和隔离检疫圃条件；在海关总署支持下打
造“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进境植物繁殖
材料特许审批新模式”，进一步拓宽引种渠道……

夯实科创基础，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城全力
构建科研机构、高校、高科技企业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
的研学产金“四合一”科技创新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将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

勇争先、善作为，科技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仅2023年纳统全社会研发R&D经费投入已超
25亿元，新增授权专利数增长49%；各主体新承担国
家级科研项目48项；以30多家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先
企业为主体的国际合作项目布局基本形成……积蓄
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园区“国际研发之城”建设提速，
新质生产力正在崖州湾畔加快发展。

主导产业集群加快培育

近日《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2023—2024》发
布，海南排名进入全国第一梯次。这背后，有着科技
城的硬核支撑。

科技城先后引进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
汉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9所高校开
展海洋装备及智能制造领域研究生培养工作；以中国科

学院深海所、中国科学院南海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等国字号科研机构为引领，新组建海南省深海技术创新
中心、三亚海洋实验室、三亚深海化合物资源中心，引入
深海领域高校院所科研团队58个，形成涵盖国内46家
单位的深海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汇集中船集团、招商局
集团、哈电集团等深海科技企业1000多家，自2020年
以来，南山港科考海试服务航次年均增长达224%。

“园区积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加快科
创平台建设，全方位服务深海深渊科考、深海技术装
备试验及产业发展，依托重大项目龙头企业带动助力
产业集聚发展，力促深海产业向新发展。”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科技城不断汇聚深海科技研
发、装备测试与总装、海上应用服务与运维保障等领
域优势力量，坚持促科研、补链条、聚集群的产业发展
思路，着力打造科技特色明显、产业优势突出的深海
高端装备研发与应用产业示范园区。

向新而行，科技城主导产业集群加快培育。多年
来，园区扎实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加速四大产业聚链
成群，推动优质企业集聚发展。

中国种子集团是全国第一家种子公司，2021年
正式落户园区，成为海南自贸港的首家种业央企，迅
速推动荃银五星、益通数科等9家相关优势产业主体
集中入驻园区。“2023年，中种集团的相关产业集群
为南繁硅谷贡献营收超过40亿元，今年还将吸引江
淮园艺研究所等多个种业创新单元进驻科技城。”该
集团战略与政府事务总监张晓强透露。

当前，科技城南繁种业初具规模，正加快打造种业
新高地。国投种业、舜丰生物、华大基因、大北农、九圣
禾等种业产业链企业陆续落地，持续壮大园区南繁产
业集群；积极对接德国拜耳、利马格兰、荷兰科因、登海
种业等国内外头部种业企业，培育壮大国际种业贸易
业务，推动荃银五星种业落地即投产；持续完善种业
CRO服务体系，启动“智慧南繁CRO综合服务平台”
建设，累计引育种业CRO主体60余家，在全国率先形
成实验室育种、田间育制种、辅助检验测试、知识产权
保护等覆盖育种全环节技术服务的种业CRO业态。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关于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入驻企
业卓世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世科技）的

“璇玑玉衡大模型”榜上有名，成功取得海南省首张也
是目前唯一一张大模型备案牌照。

抢滩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南繁种业、
深海科技产业存在与生命科学交叉融合的领域，科技
城以知识产权特区建设为契机，因地制宜抓好“智转数
改网联”，牵手赛默飞科技、罗氏诊断、因美纳等国际头
部企业，引入英特尔、科大讯飞等企业，引进海洋药物
创新、医疗器械转化、检验检测服务等生态圈企业100
多家，超前布局人工智能、元宇宙、低空经济、生命科
学、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科技城以创新为主导，以科技为引领，不断深化
技术革新和未来产业发展，对生产要素进行创新性配
置，打造面向全国、辐射省市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催生
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正全力打造产业
新高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

创新创业“生态圈”引才而至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从建设之初的“人才荒漠”
到如今的人才涌动，科技城推动高水平科创人才持续
汇聚。

“以前是为南繁科研来，现在为南繁硅谷建设
留。”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自1983年开始踏上崖州湾

这片热土，年年追光逐热、南下育种。如今他已是驻
琼全职院士，担任崖州湾实验室副主任、三亚崖州区
南滨居白超队的“院士村长”。

以导入“国家队”企业的“大资本+大产业”为切
入点，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一批“国字号”
科研院所的“大项目+大团队”纷纷进驻，设立10个省
级院士创新平台，41名院士长期与园区开展合作。

引才聚才，努力营造有利于人才“稳、育、引、用”
的发展环境，科技城力度不减。

用好“海南专项”支持政策，建设国家海外人才离
岸创新创业基地，推出“崖州湾杯”“雄鹰计划”等创新
创业培养项目，全国首创科企“揭榜挂帅”模式发布种
业“卡脖子”攻关课题，探索建立“先投后股”“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等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系统制定园区人
才政策、优化人才服务软环境、设立“珠崖毓才院”人
才培养项目……200多名国际人才、4680名“海南专
项”研究生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一飞（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褚天翼把家
搬到了科技城，成为“新海南人”的他盘点起园区的变
化，“区城融合加快，引进南开、世外、寰岛等学校，学
位突破万个；以人才公寓、安居房和公租房为主，商品
房、社会租赁房为辅，人才房从零到超过万套；引入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三甲综合医院从无
到建，园区综合配套短板逐步补齐；党建引领举办崖
州湾国际大师讲坛、萤火虫音乐派对、健身课程等系
列活动，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当前，园区发挥“城小二”在企业服务中的枢纽和
牵引作用，建立全方位、全覆盖、全流程、全天候的企
业服务长效机制；贯彻“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理念，
探索建设用地规划、人防意见书、规划许可、施工许可

“四证齐发”，开展“免证园区”建设试点，引入“政务晓
屋”智能终端，实现跨省市多部门5万余项政务服务
跨区办理；强化优质资源供给，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高
品质要素保障；成立5个服务专班逐步构建“全产业
链”企业服务模式，建立科技城企业梯度培育服务体
系，挖掘企业融资需求，链接金融资源，109家企业获
得信贷及股权融资近80亿元；园区集聚24个创新孵
化平台，助力科技城双创政策精准实施。

“目前园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55家、高新技
术瞪羚企业3家、高新技术种子企业6家、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235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51家、创新
型中小企业116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家、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32家，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科技
城收获成长。”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示。

优化园区创新创业生态，科技城在制度创新端持
续发力。

以打造知识产权特区为抓手，园区进一步完善知
识产权“五合一”业务服务指引与工作规程，形成高效
运行的部门联动机制，发布“知小二”2.0特色服务清
单，依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海南分中心，设立海南省
民间文艺版权服务工作站；国家林草植物新品种崖州
测试分中心通过测试能力评估，具备开展叶子花属植
物新品种测试能力条件，已接收66个品种测试任
务……当前，科技城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运用能
力，精准高效服务创新主体，让企业与人才的智慧充
分迸发，让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为创新主体“搭台”，为经营主体“赋能”，如今的
科技城，各类创新资源整合联动，科创体系内容丰富
完善，持续将创新发展的“规划图”，高质量转化为“实
景图”。创新主体活跃、创新人才集聚、创新功能突
出、创新生态优良，科技城正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
展注入全新活力。 （本报三亚9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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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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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三角梅
科研博览型公园。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在位于崖州湾科技城的中国海洋大学
三亚海洋研究院，科研人员细致维护设备。

农业专家在海南三亚一处南繁基地内
查看授粉期玉米材料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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