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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光谷每年新

申报知识产权数量

占湖北全省 1/4 以

上。仅2017年，光

谷的专利申请量就

达2.5万多件，平均

每天近7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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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1%、7.0%、5.1%，这分别

是今年一季度福建、广西、广东、海南

交出的经济增速答卷。专家分析，这

组数据折射的是东南四省区在新的一

年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

新驱动为发展蓄后劲，以改革开放为

经济添活力，以绿色生态为转型绘底

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更加清晰可见。

积蓄创新新动能
构建开放新格局

中国光谷：而立之年一座新城崛起
这里是国家第二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凭借着世界第一的光纤光缆产量而闻名全国

□ 周甲禄 陈 俊 杨依军

30 年前，这里是武汉地图外

的“两厘米”，全部家底是电子一

条街。武汉东湖高新区就在这里

诞生。

如今，这里是国家第二个自主

创新示范区，凭借着世界第一的光

纤光缆产量，让“中国光谷”闻名全

国。一座创新创业新城崛起。

科技新城
每天申请近70件专利

过去的一年，武汉东湖高新区

企业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6项，涌现

出全球首台金属／非金属一体化3D

打印设备、全国领先的 32 层三维

NAND存储芯片、高性能细径保偏

光子晶体光纤等一系列科技成果。

这样的科技创新，从高新区成

立的那天起一直在涌现。

据统计，光谷每年新申报知识

产权数量占湖北全省1/4以上。仅

2017年，光谷的专利申请量就达2.5

万多件，平均每天近70件。

12年前，在美国工作的闫大鹏

偶然参加武汉“华创会”，就此留在

了光谷。如今，他牵头研制的我国

首台万瓦连续光纤激光器早已问

世，两万瓦光纤激光器也已完成装

机，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这

项关键技术的国家。

科技的创新源于坚实的科研实

力支撑。光谷云集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等42所高等院校，武汉邮

科院等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

所，10个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700

多个技术开发机构……

这里是人才的“谷地”。截至

目前，光谷累计引进诺贝尔奖得主

3 人，中外院士47人，国家“千人计

划”397人，湖北省“百人计划”182人，

海内外人才团队5000多个。

产业重城
五大“千亿”支柱产业崛起

10年前，二妃山尚是一片不毛

之地。如今，这里成为世界生物产

业巨头聚集的光谷生物城，1800多

家生物医药企业构建起生命健康产

业的“全周期”服务链。

光谷生物城是光谷产业跨越的

缩影。

光谷以“光”命名，因“光”闻

名。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根光纤，

2017年，光电子产业规模达到4420

亿元，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全球第一，

国内市场占有率66％，国际市场占

有率超25％。

在光谷星罗棋布的产业园中，

华星光电和天马微电子的中小尺寸

面板、国家存储器基地的芯片、中国

航天科工的激光等一大批高新技术

产业迅速崛起，使光谷成为中小显

示面板全球重要基地之一。

从过去的电子一条街到如今

518平方公里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伴随面积扩大的是光电子信息

产业、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节

能环保、现代服务业五大规模均跨

越千亿元的产业兴起。新兴产业重

塑了工业重镇武汉的产业结构，成

为发展新动能。

“光谷去年企业总收入1.2万亿

元，过去5年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增

幅，‘芯—屏—端—网’万亿元产业

链成型，成为中部地区科技创新活

力最强、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

一。”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刘子清说。

创业热城
每个工作日诞生59家企业

一个数字，见证着光谷的成长

速度——2017年，平均每个工作日

有59家企业在光谷诞生。

创新创业，已成为这片热土的

代名词。

1987年，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

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

心成立。30多年来，成千上万家创

业企业从孵化器走出来，不少已成

为行业领头羊。

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

羚羊，业界通常将具有跳跃式发展

态势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称为“瞪

羚企业”。光谷的“瞪羚企业”数量，

从 2011 年的 30 家增至 2017 年的

320家，7年增加了近10倍。

刘子清说，光谷70％以上有市

场竞争力的企业是本土培养，37家

上市企业中，多数是大学生创办，

“这是光谷最引以为豪的创新驱动

内生动力。”

最近 5 年，光谷新增 2 个 300

亿元企业，5个百亿元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从 283 家增加到

1848家。

众多知名企业纷纷入驻。小

米、科大讯飞、尚德机构、小红书等

纷纷在这里设立企业的“第二总

部”，渐渐让光谷成为我国互联网

“第四极”。

融合乐城
一座宜业宜居新城区

中国光谷既是高科技产业园，

又是产城融合的新城区。

走进光谷生物城，如同走进了

一所美丽的大学校园。绿树掩映之

中，是人福医药、美国辉瑞、德国拜

耳等企业大楼；小溪环流之畔，矗立

着一栋栋人才公寓。人们工作在美

丽的园区，生活在优雅环境中。

光谷将“产城融合、宜业宜居”

紧密连在一起。区域内拥有湖北最

大的奥体中心、现代化的科技展览

馆、规模巨大的图书城、最先进的医

院和国际学校。

光谷步行街是武汉规模最大的

商业街区，是当地科技创业者休闲、

娱乐、消费的好去处。漫步街头，可

以领略不同国家的建筑艺术和风

情，体会光谷的活力与时尚。

光谷宜业宜居，成为年轻人追

梦之地。2017年，7万余名大学生

在此就业，现在全区共聚集1万余

名博士、6万余名硕士、30多万名本

科生。

中国光谷，承载着“光谷客”的

生活与梦想，演绎着“每天不一样”

的故事。

深圳重金培养高技能人才
项目最高资助50万元

本报讯 深圳重金扶持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技师工作站和技能大师工作

室，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给予10

万元~50万元不等的资助。深圳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启动上述三个重

点建设项目的资助申报工作，在深圳注

册的企业、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行

业组织等各类单位和机构可进行新设立

申报。

据介绍，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

项目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行

业（领域），依托具备高技能人才培训能

力的企业、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公

共实训基地建设；技师工作站建设项目

采取名师带徒等方式培养高技能人才；

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则发挥高技能

人才领军人物在解决技术技能难题、组

织重大技术技能革新、技术攻关项目以

及带徒传技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并将高

技能人才技术革新成果和绝技绝活加以

应用推广。

到2020年，深圳将建成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200个左右，建成技师工作站

150个左右，建成技能大师工作室30个

左右。 （周 科）

山东推“人才新政20条”
顶尖团队可获最高6000万元投资

本报讯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人才新政策20条”，

提出顶尖人才团队最高可获6000万元

的直接股权投资支持。

山东省最新出台的《关于做好人才

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从人才工程、引才用才机制、

人才培养开发模式、创新创业载体、人才

生态环境、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20条措

施，通过人才优势打造创新优势、产业优

势、发展优势。

《意见》提出集中资源，以更大力度

面向全球“一事一议”引进顶尖人才团

队，给予最高5000万元的综合资助或

6000万元的直投股权投资支持，符合条

件的团队核心成员可全部入选泰山产业

人才工程。

山东是人口大省，更是人才输出大

省，分布在海内外的齐鲁英才人数众

多。为充分挖掘这一人才“金矿”，吸引

在外工作的山东籍和曾在山东工作、学

习过的人才回鲁创新创业，《意见》提出

实施“齐鲁英才汇聚计划”，依托大数据

技术绘制“齐鲁英才地图”，动态掌握山

东籍或曾在山东学习、工作过的各领域

标志性人才分布情况，推动各级各部门

“按图索骥”，通过乡情感召、政策吸引，

让更多山东籍人才回鲁创新创业。

《意见》明确提出，实行人才工作精

细化服务，打造更优、更活、更有温度的

人才发展生态。如设立山东人才最高

奖——齐鲁杰出人才奖，给予每人3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大力表彰奖励为山东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同

时解决人才关心的子女就学、就医诊疗、

养老服务等问题。 （吴书光）

高新深海装备改变高新深海装备改变
我国我国海洋调查模式海洋调查模式

近日，“大洋一号”船综合海试

航次完成所有作业正在返回青岛

途中。航次期间，4500米级无人有

缆潜水器“海龙三号”和无人无缆

潜水器“潜龙三号”均完成了海上

试验，并进行了我国首次无人无缆

潜水器与船载地质取样装备同时

作业。越来越多高新深海装备的

投入使用，正在改变中国的海洋调

查模式。同一类型潜水器集群作

业、不同类型潜水器协同作业以及

潜水器与船载常规设备复合作业，

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深海远洋调

查作业中。图为科考队员将最后

一潜从海底返回的“潜龙三号”收

至母船甲板。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 刘 曲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

西斯·高锐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中国经济正在向知识经济转

型，知识产权领域近年来取得了巨大

发展，尤其女性在发明中的贡献远远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

今年的主题是“变革的动力：女性参

与创新创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当

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女性在全

球创新发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该组织2017年公布的超过24万

件国际专利申请中，有女性申请人

的专利比例达到31％，高于10年前

的23％。

因此在接受专访时，高锐首先谈

到了中国女性在发明和专利领域的

情况。他说，中国“比全球平均水平

高得多”，来自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

中约48％会列出至少一名女性发明

人。“坦率地说，我们并不清楚中国为

什么会（在专利方面）表现出更好的

性别平衡，但其他国家的确能从中国

学到一些东西。”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高锐说，中

国经济正在向知识经济转型，相关领

域近年来取得了巨大发展。

2017年，中国知识产权创造量

质齐升，全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138.2 万件，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

此外，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3月

发布的报告中，2017年中国已成为

《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国际

专利申请的第二大来源国，仅排在美

国之后。

高锐说：“来自中国的PCT申请

在过去10年里迅速增长。按目前的

趋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国际专利申

请的头号来源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知识产权体系的快速发展

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公司和大

学日益成熟的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以

及支持知识产权的现代法律基础。”

高锐说。

高锐还强调，随着中国企业越来

越多走出国门、开展海外业务，“知识

产权的外向性很可能成为未来许多

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话题”。他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尖端

技术、设计、品牌声誉等方面参与全

球市场竞争，他们肯定需要更多地

依赖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这

意味着需要更熟悉和适应国际知识

产权制度。”

除了专利申请，高锐还指出，来

自中国的商标申请同样在马德里国

际商标注册和管理体系下增长最

快。“2017年，中国成为马德里体系

的第三大用户。”高锐表示，“建立品

牌声誉对于（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

站稳脚跟非常重要，消费者重视尖端

技术，但也重视质量、可靠性和品牌

形象，而商标能帮助企业努力赢得消

费者的信任。”

2000 年 10 月，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第35届成员大会通过了中国

和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关于设立“世

界知识产权日”的提案，决定从

2001年起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

世界知识产权日。这一主题日旨

在促进各国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

学、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

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

律环境。

中国知识产权领域取得巨大发展
—— 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