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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科技与信息化发展报告》

内容概要

《中国广州科技与信息化发展报告(2012)(2012版)》内容简介：2011年，广州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科技金融改革、信息化推广应用、国际与区域科技合作、高端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
都取得了积极进展，国家创新型城市和“智慧广州”建设实现了重大突破。2012年，广州将着力实施
八大百项科技创新工程，将在重大创新平台、高端创新人才、城市信息化、科技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
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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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庾建设，男，湖南武冈人。中共党员，现任广州大学校长。1991年获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为教
授，1994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南大学应用数学系副主任、主任；1993-1994年在加拿大阿尔伯
塔大学做访问学者；1997～2003年12月任湖南大学副校长；2003年12月至今任广州大学校长。主要从事
常微分方程与泛函微分方程以及差分方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曾获部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3
项。先后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9项，部省科研项目16项。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省教学成果一等
奖2项。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997年入
选湖南省十大新闻人物，1998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9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2000年被列入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02年获第三届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200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谢学宁，男，广东广州人。现任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计算机学会理事
长。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计算机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广州市信息中
心主任、党组书记，广州市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第16届亚洲运动会组委会信息技术部部长
。从事信息化和科技工作近30年，成功主持了广州市经济信息系统、全市电子政务工程、亚运会信息
技术和通信系统、国家数字家庭示范应用产业基地、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和电子商务发展等多个重大信
息化和信息产业工程，策划和推动广州市成为全国十大创新型城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中国软件
名城试点城市、“智慧广东”示范试点城市、广东省绿色照明示范城市。曾先后获得国家计委科技进
步二等奖（第一获奖人）等多项省部级科技奖励，被评为中国年度优秀首席信息主管（CIO）、中国
改革30年杰出人物、政府信息化十大创新人物、中国信息化建设年度优秀人物，2011年带领市科信局
获得了中国城市信息化卓越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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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BⅠ 总报告
B.1 2011年广州科技与信息化形势分析与2012年展望
一 2011年广州科技与信息化发展总体形势
二 2011年广州科技与信息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 2012年广州科技与信息化发展态势与对策建议
BⅡ 科技创新篇
B.2 广州自主创新模式研究
B.3 浅谈科技法制建设对促进白云区科技创新的作用与对策
B.4 民营科技园“三资融合”建设模式研究——以番禺节能科技园为例
B.5 番禺节能科技园土地利用模式研究
B.6 广州市“十二五”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研究
B.7 广州建设国际化区域检测与认证产业中心战略研究
BⅢ 信息化篇
B.8 广州市科技与信息化形势分析及未来发展对策
B.9 广州市居民家庭信息化情况调查统计报告
B.10 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和管理报告
B.11 番禺区沙湾镇城乡一体化信息资源整合研究
B.12 广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B.13 花都区声光电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BⅣ 区县篇
B.14 2011年越秀区科技和信息化形势分析及2012年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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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广州高新技术重大项目投资之所以推进迟缓，一方面存在融资环境恶化的外部原因
，2011年，央行连续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3次上调存贷款利率，确实使得广州部分重点项目出现融
资困难，致使预期投资计划无法落实。另一方面是广州自身存在问题所造成的，其一是用地紧张，广
州是一个成熟型的大都市，拆迁难度大、成本高，土地供求矛盾较新兴城市要严重得多，对用地规模
较大的大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项目制约更甚；其二是审批烦琐，广州的项目立项、规划调整、环评等
前期审批环节比较多，耗费了项目投资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前面提到的中金数据华南数据中心项目
、知识城（首期）建设项目就是如此；其三是配套不足。广州国际生物岛项目等一批高新技术重大项
目投资进展缓慢均是不同程度受到电力、道路、燃气等配套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的困扰。 （五）科技服
务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仍严重滞后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2011年4月，华南首家区域性检测
与认证产业联盟——海珠检测与认证产业联盟成立；11月，广州科技服务业协会正式成立；12月，广
东现代服务交易中心挂牌成立。这些战略性平台的建设表明广州已经在融资投资、科技服务、品牌建
设、咨询培训、物流管理、人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资源集聚发展方面取得了关键性进展。同时，在政
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支持下，2011年新设立了5只创业投资基金，成功引导20.5亿元民间资本进入高
新技术产业创业投资领域。2011年全市24家企业被授予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百强企业，占第二批认定企
业的56％。自2010年广东省开始认定科技服务业百强企业（机构）以来，广州市已经连续两年占据全
省科技服务业百强企业（机构）的“半壁江山”，这充分说明广州的科技服务业已出现了高端化、专
业化、集聚化发展的良好势头。 近些年广州科技服务业虽然发展迅速，但科技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依
然不能满足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科技金融机构发展滞后。
一项针对广州引进的24名首批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的调研报告显示，领军人才企业大多处于创业初期，
社会资本尤其是风险投资很难介入，贷款和融资方面遇到诸多困难，有90％的领军人才存在资金困难
的问题，已严重影响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一直是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最大
短板，而科技金融发展滞后无疑成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的最大制约因素。
二是专业人才咨询、培训、信息等服务机构发展滞后。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同样发现不少领军人才企
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需要大量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但由于招聘方式简单，消息来源渠道少，海外人
员刚刚回国，对国内环境也不适应，从而使人才对接出现很大的困难，七成领军人才存在缺专业人才
的困惑。而据另一个对动漫企业的调查发现，目前广州市场上3D动漫设计人才缺口大。动漫设计人才
缺乏不是因为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足，而是普通高校毕业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远远达不到企业
对人才的要求，市场真正缺乏的是经过专业职业培训已拥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及项目操作经验的专业设
计人才。通过这两项调查可以充分看出，目前广州的专业人才咨询、培训、信息等服务机构还亟待加
强。三是检验、检测、认证等技术服务机构发展很不平衡，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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