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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材料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当下正面临制造业升级的内外压力，迫切需要发挥

新材料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支撑作用。文章梳理了大湾区材料科学、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深入分

析其优势、特点与问题，并围绕如何在大湾区发展材料科学、技术、产业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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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初《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以来，粤港澳大湾区GDP规模持续增长，综合实力显

著增强，不断向着国际一流湾区的目标踏浪前行。与

此同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长期引以为傲的制

造业也面临着必须要转型升级的内外压力，迫切需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推动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

材料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动力，作为基础性、战略

性、先导性产业，其发展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科研水平和先进制造业水平。目前，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新质生产力亟须新材料科技与产业的支撑与

引领。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新材料应用市

场，正在建设全球一流的新材料原始创新策源地，具

备灵活的体制机制和高度发达的创新创业生态，在材

料科技和产业发展方面位居全国前列，但在全球价值

链分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创新、区域协同发展等方

面存在诸多挑战。本文深入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在材

料科学、产业的基础、优势、问题，并围绕如何在粤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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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湾区发展材料科学、技术、产业集群提出了若

干建议，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材料科技创新中心

和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材料和制造产业体系建设提供

参考。

1 粤港澳大湾区材料科学、产业基础、优势
及问题概述

1.1 发展基础

1.1.1 科技发展基本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新材料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最

为突出的区域之一，拥有一批全国知名的高校科研院

所、龙头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在信息材料、能源材

料、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位居全国前列。总体来看，

依托 3种类型的创新主体，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步形

成了覆盖新材料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布

局。第一类创新主体依托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东省科学院等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和传统“大院大所”，侧重于以原始创新和

人才培养为导向，聚焦光电材料、量子材料等领域开

展体系化、探索性、应用性的基础科学研究。第二类

创新主体依托金发科技、风华高科、华星光电、蓝思

科技等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侧重于以市场化为导

向，在高分子材料、新型电子元器件、新型显示关键

材料等领域开展产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第三类

创新主体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广东粤港澳大湾区

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等新型重大创新平台，以覆

盖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模式为导向，

围绕新能源电池材料、半导体材料、先进金属材料、

纳米材料、前沿材料等领域，应用数据驱动、材料基

因工程、人工智能（AI）等新的研发范式，开展科学

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研发服务活动。

基于全链条创新布局，大湾区在新材料领域创新

实力不断提升，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

果。例如，在塑性热电材料领域，哈尔滨工业大学

（深圳）面向人体体温发电与体温控制等应用场景，

制备出厘米级高品质铋化镁单晶，兼具出色塑性变形

能力与优异热电性能；在超导材料领域，中山大学团

队首次发现在14 GPa压力下达到液氮温区的镍氧化物

超导体，将有望推动破解高温超导机理，使设计和预

测高温超导材料成为可能；在材料计算模拟领域，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研发了一种原子尺度的通用力场AI大

模型，可广泛支持物质物理、材料学、化学等诸多领

域，有望变革性地改变物质科学领域的计算模拟

方式。

1.1.2 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重要的综合性新材料产业集

群所在地。在产业规模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新材料产

值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 5.45%，超过粤港澳大湾区国

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广东省新材料产业

营业收入从 2019 年约 2.2 万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约 2.8

万亿元，占“双十”产业集群总营收比重达12.48%①；

说明新材料产业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和支柱。在空间布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9+2”

城市新材料产业优势方向各有侧重（表 1），其中广

州、深圳在智能、仿生与超材料、低维及纳米材料、

电子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新型半导体材料、增材制

造材料等前沿特色领域具有发展优势；东莞、惠州、

中山等 7个珠三角节点城市侧重发展有色金属、建筑

材料、化工材料、新型显示材料等基础性、支撑性材

料领域；香港、澳门侧重材料研发，产业规模相对

较小。

总体来看，基于细分领域产业成熟度及阶段性特

① 2020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提出培育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

集群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即“双十”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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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差异，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推进“支柱—新兴—

未来”（先进材料—前沿新材料—未来材料） 3级新材

料产业共同发展、分类培育。① 先进材料支柱产业。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发展的先进材料产业涵盖化工材

料、建筑材料、绿色钢铁、有色金属、稀土材料等领

域，具有产业成熟度高、市场需求大、应用场景广阔

的特征。2022年，广东省先进材料产业集群规上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占全省工业比重约 14.8%，说明先进材

料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支

柱产业。② 前沿新材料新兴产业。前沿新材料是具有

战略性、前瞻性和颠覆性的新材料，具有重要引领作

用和重大应用前景。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发展的前沿新

材料产业包括高性能纤维，新型半导体材料，电子新

材料及电子化学品，新型复合材料，增材制造材料，

生物医用材料，材料先进研发、制备和检测、验证服

务等 12大领域。③ 未来材料产业。未来材料产业是

基于材料领域重大科技创新、颠覆性材料或技术突破

和技术产业化而形成的，面向未来、决定未来产业竞

争力的先导性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未来材料产业将重

点围绕仿生智能、先进金属、超导、纳米、新能源、

信息材料等领域发展布局。

1.2 发展优势

1.2.1 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新材料应用市场

新材料位于产业链分工上游，其发展与电子信

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高技术新兴产业的应用需求

紧密相关。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先进制造业布局最为

发达的区域之一，拥有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

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高端装备、新型显示、生物

医药等一大批产业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创新需求强

的战略性产业。背靠全国最大的新材料应用市场，上

游材料产业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1]。表2列示了大湾

区重点培育的材料领域及其所处的产业链和链主企业

代表。

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例，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我国

最大规模电子信息终端制造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

示、电子消费品等产业链上汇集粤芯半导体、华星光

电、华为等大量终端龙头企业，并以此为牵引带动了

电子新材料的发展。

1.2.2 正在形成全球一流的新材料原始创新策源地

粤港澳大湾区已建成及正在规划建设有中国散裂

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

置、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新材料产业优势方向

Figure 1 New material industry directions with relative advantages among cit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城市

广州

深圳

惠州

东莞

佛山

江门

中山

肇庆

香港

澳门

产业优势方向

低维及纳米材料、电子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先进高分子材料、新型复合材料等

智能、仿生与超材料、低维及纳米材料、新型复合材料、新型半导体材料、电子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增材制造等

聚烯烃、工程塑料、聚酯产品、功能性材料等

先进金属材料、电子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新型半导体材料、新型复合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等

建筑材料、有色金属、绿色钢铁、电子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等

有色金属、稀土应用、化工材料、能源材料等

有色金属、稀土应用、化工材料、增材制造等

绿色建材、有色金属等

以材料的科技创新研发为主

以材料的科技创新研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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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平台、大装置。这些大平

台、大装置及其综合效应为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一

流的材料原始创新策源地提供有力支撑。其中，中国

散裂中子源是继美国、日本、英国的全球第 4台脉冲

式散裂中子源，也是最早落地大湾区的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可以比喻为一台材料研究的超级“显微

镜”，在“透视”材料微观结构和性能、研发新型前

沿材料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建成

后综合指标有望领先国际水平，成为亚洲首个、世界

第 2个阿秒脉冲大科学装置，它可以比喻为一台超快

“摄像机”，可为新材料领域诸多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的

突破提供强劲推力；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是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

城）建设的重要科研机构，具备一流的材料制备、表

征、计算和加工的平台，以“产品”为核心，致力探

索“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技术研究→
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材料创新模式。

1.2.3 拥有高度发达的创新创业生态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先期报告显示，深圳—

香港—广州集群连续5年排名高居全球第2位②，说明

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全球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地区之

一。高度发达的创新创业生态为材料科技与产业蓬勃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金融方面，新材料研发具有高

投入、高门槛的特点，需要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大量社

会资本的支持；香港金融服务业优势明显，澳门经济

贸易环境自由开放，伴随粤港澳跨境融资通道逐步放

宽，三地金融领域创新要素高效联动，可为粤港澳大

湾区内相关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渠道，实现金融服务

与材料科技协同创新。人才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依托

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科研院

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创新平台，培育、集聚了大

量的材料领域高端人才，良好的创新环境有效推动人

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为粤港澳大湾区材

料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根基。制度方

面，粤港澳大湾区一方面通过实施“卓越工程师计

划”、规范研发机构建设管理、落实以产业数据和专

利数据为基础的专利导航决策机制，完善区域创新生

② 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蝉联世界第一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 (2024-09-10)[2024-09-12]. https://www.gov.cn/

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3389.htm.

表2　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重点材料领域及其所处的产业链和链主企业代表

Figure 2   Some of the key material sector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ir corresponding industrial chains 

and representative enterprises in industrial chains

材料领域

新型半导体材料

电子新材料及电子化学品

先进金属材料

增材制造材料

生物医用材料

产业链

新型半导体外延生长、芯片、电子器件等

集成电路、平板显示、电子电路、新型无源
电子元件、新能源电池等制品

航空航天、汽车、船舶、轨道交通、5G通信、
电子、建筑、机械制造等领域应用

关键零部件、生物医疗零件

医用产品

链主企业代表

华为、TCL科技、中兴通讯、比亚迪、华星光电、伯恩光学

粤芯半导体、华星光电、聚华印刷显示、深南电路、鼎泰芯源、创智成功
科技、欧莱高新材料、讯源实业、海思半导体、深南电路、方正、中芯国
际、粤芯半导体、兴森快捷、嘉元科技、超华科技、博敏电子

华为、美的集团、格力电器、广汽集团、比亚迪、小米、OPPO、银宝山新
科技、中泰模具、平进股份、型腔模具、润星泰电器、中船黄埔文冲船舶

光韵达光电科技、赛隆增材制造、华钛三维材料、汉邦激光、瑞通生物
科技、赛纳打印科技、随尔激光、峰华卓立科技、创想三维科技

润锟智能科技、万信达生物科技、迈普再生医学、百合医疗、先健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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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建设；另一方面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积极探

索，不断促进跨区域技术合作资源的合理配置、完善

重大平台合作等体制机制，夯实了新材料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的制度基础。

1.3 存在的主要问题

1.3.1 新材料产业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低端

从材料产业全世界发展现状看，粤港澳大湾区新

材料产业链整体水平不高，特别是部分关键原材料、

核心工艺技术、装备等受制于人。以有色金属材料为

例，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是铝和铜的主要加工地，但生

产所需的原铝锭坯和精炼铜几乎都需要从外部购入；

铝、铜、铅锌和稀土冶炼加工用的大型、高精度熔炼

设备、挤压设备、烧结设备和高端检测计量仪器部分

需从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进口。同时，集

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部分应用领域关键性材料自主保

障能力不足，严重制约高端制造业发展，如在集成电

路领域，最先进的ArF和极紫外光刻（EUV）工艺光

刻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新材料

产业主要产品平均能耗和固废资源综合利用质量与发

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绿色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升。

1.3.2 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产业创新的能力薄弱

粤港澳大湾区材料科技创新及转化能力有待提

升，尚不能有效支撑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表现

在以下方面：① 原始创新经验累积尚且不足。虽然大

湾区正在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但大平台、大装

置孕育出成果和人才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周期，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在材料领域仍然欠缺的先进设计理论与

研究手段，具有先导性、引领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材料

积累相对不足，部分技术还处于研发测试阶段；② 科

技创新转化能力不足。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贯穿前

沿、技术、产业的全链条创新体制机制仍然有待健

全，尤其是研发及生产高端装备、小中试开发验证公

共平台等基础保障能力薄弱，行业标准不规范，导致

部分材料样品难以走出实验室，生产成本高，制约了

新材料的市场化应用。

1.3.3 同质化无序竞争阻碍新材料科技、产业区域协

调发展

大湾区内部发展协调性不足，部分地区之前存在

无序竞争与低水平同质发展现象，区域分工合作有待

加强。① 要素流动不畅。由于在材料领域缺乏制度层

面的统一设计，粤港澳三地在人才、资本、市场方面

的比较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制约了创新效率的提升。

② 跨区域合作机制不健全。地域之间存在无序竞争、

资源重复投入的问题，造成了资源禀赋的浪费，不利

于形成大湾区材料科技与产业的合理分工。

1.3.4 关键材料的发展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和持续性

投入

新材料的创制和性能优化需要的周期长、投入

大。一种新材料从实验室研发到走向市场，一般需要

20年左右的周期，关键材料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战略规

划、持续性的投入及多主体的协同。但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主体普遍欠缺面向新材料领域的战略研究能力，

无法有效识别关键前沿技术与科技问题，也难以构建

有效的创新路径，导致创新资源错配、浪费等一系列

问题，最终影响了材料研发的进程。此外，由于新的

材料研发范式如材料基因工程、大数据、AI等尚未能

普遍且有效运用，传统的研发方式很难缩短研发周

期，实现对国外先进材料的追赶、超越和引领。

2 如何在大湾区发展材料科学、技术、产业

2.1 发挥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装置大平台作用

当前，材料科学研究正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

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基础性科学问题的解决

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越来越依赖具备国际一流材料

科学研究人才、条件、独特的设备，且能够整合创新

资源、集聚科技人才、构建协作网络大装置大平台。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全球一流的新材料原始创

1568



粤港澳大湾区新材料发展现状和策略研究

院刊 |

新策源地，集聚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

大装置，以及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大平台。因此，建

议持续支持这些大平台和大装置的发展和升级，充分

发挥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装置大平台的作用，加强

开放合作力度，开展高水平的材料科学前沿科学研

究，推进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材料

产业集群内核。

（1）瞄准材料前沿打造原始创新高地。建议充分

发挥粤港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装置大平台集聚的

突出优势，瞄准量子材料、高温合金、极端环境下服

役的新材料等一大批材料科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领

域前沿性、基础性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策划发起创新

联合体攻关计划或国际大科学计划，开展世界一流水

平原始创新研究，产出具有鲜明粤港澳国家科学中心

特色的原始研究成果，提升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原

始创新能力，为我国在下一代电子器件、量子信息、

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等未来产业的竞争中取得主动权

提供有力支撑。

（2）聚焦重点产业需求推进关键核心材料研发。

大装置、大平台的集聚壮大则可以为产业关键材料研

发提供一流的设备条件、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工程

师等创新要素[2]。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应用牵引、

整机带动的理念，以大装置、大平台为关键枢纽，联

合先进材料研发生产企业和下游龙头应用单位协同攻

关，加快突破一批材料及器件制备的关键技术和工程

化工艺，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自主可控

能力。

（3）依托优势方向打造未来产业集群内核。当

前，依托于前期布局的材料领域大装置大平台，粤港

澳大湾区目前已积累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成果、孵化出

了一批优秀的初创企业。应积极探索依托大装置、大

平台实现从材料创新突破到产业集群培育跨越的路

径。具体来讲，建议以关键材料开放供给和产业化项

目组团落地为种子，吸引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各类产业

要素向大装置大平台周边集聚，以创新社区、产业园

区等为载体构建产业集群内核，培育产业链创新生

态，支撑大湾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例如，可依托松

山湖材料实验室打造新能源材料集群内核、半导体材

料与器件产业集群内核，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打造核

医学产业集群内核，依托先进阿秒激光大装置打造高

端激光器产业集群内核，依托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

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打造纳米材料集群内核等。

2.2 深入推进以AI为牵引的材料研究新范式运用

近年来，随着数据科学和AI技术快速发展并进入

实用化阶段，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 （AI for 

Science）正在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科学研究范式，并初

步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新冠药物设计、高温块体金属

玻璃研发等具体应用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4]。材料

领域则是AI for Science最为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相

关的研究如材料基因工程已经在新材料研发和性能优

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粤港澳大湾区在材料基因工

程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具备发展材料基因工程得

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① 深圳、广州、香港等城市正

在打造全球AI发展高地；②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正在

形成全球一流的材料科学研究重大创新平台、大科学

装置集群，为在材料研发中引入材料基因和AI新范式

打下良好基础；③ 区域内战略性产业高速发展对新材

料持续增长的应用需求等。因此，建议充分利用好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材料基因工程的优势条件，谋划建设

材料基因工程国家级创新平台，并以需求为牵引赋能

大湾区乃至我国材料科学及产业发展。

（1）推动 AI、大数据领域创新资源跨区域跨平台

精准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发

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例如，深圳布局有鹏城实验

室、“鹏城云脑”等一批创新平台，拥有华为、腾讯

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并获批建设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初步形成了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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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完整人工智能产业链；香港具有全球化的教育、科

研、人才及数据资源，AI相关学科研究水平位居全球

前列。得益于良好的创新及产业发展条件，广东省人

民政府提出到2025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国家通用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构建全国智能算力枢纽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场景应用全国示范高地”的

目标，并提出了AI赋能千行百业若干措施，香港也提

出要发展成AI及大数据产业的新兴枢纽的愿景。但现

阶段，AI赋能的重点仍在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智慧

民生、数字消费等垂直方向，科学研究仍被忽视。因

此，非常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强化AI for Science的重要

性，发挥 AI 对材料科学研究的推动支撑作用，引导

AI科技、人才、资金、平台、数据等要素向以材料科

学为代表的研究领域流动，完善不同学科领域创新主

体的协作机制，提升各地区在公共创新资源和基础设

施的共享水平，鼓励人才、算力等要素跨区域流动，

让粤港澳大湾区AI优势加快转化形成发展材料基因工

程的强大支撑。

（2）以材料基因工程国家级创新平台为核心完善

创新体系布局。发展材料基因工程，必须要将AI、大

数据技术与材料研发技术深度融合，构建先进实验工

具、模型计算手段与数据无缝衔接的新型材料创新技

术体系，这就需要构建一个专门的研究平台。目前，

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已经汇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中

国散裂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一批材料领域的大平

台、大装置。其中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材料计算与数据

库公共平台初步建成了我国首个世界级材料科学数据

库，并对外开放提供材料科学算法研发、材料计算服

务等服务，改变此领域欧美几家独大而我们长期依赖

舶来品的跟随局面；此外，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还与粤

港澳大湾区产业界有着密切且广泛的合作。因此，建

议可以依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谋划建设如材料基因全

国重点实验室等这样的国家级创新平台，以构建世界

领先的高通量材料计算方法及数据库和人工智能赋能

材料研发技术为建设核心，凝聚国内基因工程研究力

量，打造一支在材料基因研究、新材料研发和应用领

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3）以需求为牵引赋能大湾区乃至我国材料科学

及产业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完备，正积极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的培育都会催生

大量新材料研发需求。从机器学习角度和提速材料设

计角度来看，以优化性能为导向的材料设计，即“性

能需求反溯微结构设计”，在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广泛

的现实需求和巨大的应用市场。因此，建议以粤港澳

大湾区信息产业等重点产业所催生出的新材料需求为

牵引，以前沿材料在重点领域的迭代应用为导向，依

托材料基因工程创新平台，大力推进产学研需求对

接，在下游应用市场中挖掘出亟须解决的科研和工业

应用领域中的材料科学难题真需求真问题，统筹多方

力量开展协同攻关，重点突破全球范围有迫切需求和

目前国内有领先技术的“核关高”材料。以此为突破

口，攻关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技术研发，形成能够普

遍适用的新技术研发路径，实现新材料产业的跨越式

发展。

2.3 利用大湾区机制体制优势推动前沿、应用、产
业全链条模式发展

新材料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动力，“前沿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产业技术研究—产业转化”全链条

发展模式是新材料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必经之路和必

然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发布5年

来，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

区以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牵引，营造了

新材料蓬勃发展的创新创业生态，但由于贯穿创新全

链条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科技创新尚且不能有力支

撑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建议利用粤港澳大湾

区机制体制灵活的优势，从制度层面加强教育、人

才、金融、产业等政策的全链条一体化配置，打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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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协同、区域协同的全链条创新政策体系。

（1）发挥“政府+市场”两种资源各自优势，构

建政产金融合发展机制。在前沿基础研究环节，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发挥粤港、粤澳科技创新

联合资助专题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材料科学发展中的

重大牵引作用，合理布局科技专项；同时完善基础研

究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引导有能力的企业加强对前

端基础研究和竞争前技术的投入。在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关键环节，推动政产金合理分工，其中政府负责制

定政策、搭建平台和提供服务等，产业界可以负责技

术创新、品牌建设和市场拓展，金融界提供融资支

持、风险评估和资本运作，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

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引导设立容错性更高、投资周期

更长、评价体系更科学的成果转化基金或直投体系。

在产业化环节，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新兴行业下游市

场，以应用为导向开展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

深入探索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运用

市场化手段突破新材料早期市场瓶颈，合理分担新材

料应用示范的风险；同时充分利用粤港澳资金市场优

势和资金互通机制，吸引国际资本支撑产业成长。

（2）完善“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领军企业家”

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人

才培育方面，将高校人才学科培养布局与全链条布局

协同衔接[6]，进行特色化学科建设，鼓励产学研通过

共建课程、研发合作、在职培训、设立实训基地等方

式开展协同育人，培养材料领域的应用型人才和卓越

工程师；人才引进方面，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内

人才流动机制，鼓励材料高技术人才交往交流，结合

产业发展需求引进高层次、创新型领军人才和团队，

鼓励采取技术或知识产权入股等激励措施吸引人才；

人才使用方面，制定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与利益分配

机制，破除“四唯”现象，为人才松绑，激发人才创

新活力。

（3）聚焦创新链薄弱环节，完善概念验证和中试

体系。概念验证中心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

谷”的第一步，中试服务定位于创新链中下游，是从

研到产的“中间站”和紧密链接创新链上下游的重要

桥梁[7]。长期以来，概念验证和中试能力薄弱被认为

是制约新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瓶颈，也是整个

创新链最为薄弱的环节。建议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材料

领域的概念验证和中试服务需求，加速升级现有平台

资源，从科技成果的遴选体系、项目资助机制和监督

管理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加速国产材料及技术工艺

的验证熟化、工程化放大和可靠性验证。

2.4 打造一流材料智库引领材料科学、产业高质量
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为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

高地，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制造业门类最全、产业链

最完整、市场最活跃的地区，也是西方国家针对中国

出口管制的“重灾区”，亟须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材

料科学、产业的战略研究，提升新材料创新体系整体

效能，更好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因此，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建立一

流战略科学家为主导的材料智库，充分发挥思想库和

智囊团作用，从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布局、

源头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现代化材料产业体系

建设等方面开展战略研究，面向政产学研等相关各方

提供高水平决策咨询服务。

（1）提出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布局建议。以

智库为核心构建“小核心、大协作”的材料科技发展

战略专家库，重点凝聚一批材料不同细分领域的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战略科学家；着力发挥战略科学家等一

流科技战略人才领衔作用，会同重点企业高级技术专

家、政府决策管理人员、投资专家等跨学科、跨部门

的相关专家共同研判材料领域前沿科学研究和关键技

术攻关问题，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基础确立

战略科技方向，提出相应的发展规划和任务举措，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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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批战略性科学计划、重大科技项目、大科学工程

等落地实施。依托智库开展常态化国内外材料科技发

展动态情报分析，常态化梳理材料领域科技、政策最

新进展，形成情报产品供决策人员、科研人员参考。

（2）凝练产业技术源头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当前，基础研究已经逐步展现出对国家战略需求和产

业技术发展的带动作用，并进而演化出“有组织的基

础研究”这一新模式[8]。随着大装置、大平台的聚集，

粤港澳大湾区新材料基础研究能力正在向更高水平跃

迁，2024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加快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这就要求

必须探索出一条源头创新引领产业技术创新的路径。

因此，应充分发挥材料智库的战略政策科学研究职

能，深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院所、大装置、大

平台、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梳理凝练各类创新主体

在推动新材料技术源头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实

践经验，形成具有前瞻性、预见性、可复制、可推广

的政策举措，服务大湾区新材料科学、产业发展。

（3）支撑现代化材料产业体系顶层设计与生态建

设。充分发挥材料智库专业化、科学化和学科化的优

势，围绕大湾区“支柱—新兴—未来（先进材料—前

沿新材料—未来材料）”共同发展的现代化材料产业

体系布局，支撑政府部门制定遵循技术和产业演化规

律的发展规划，分类开展产业技术研判和产业化路径

研究，编制产业重点领域培育路线图；常态化组织专

家对集群重点企业、科研单位和重点项目开展调研，

及时了解产业发展动态和行业共性问题，提出产业发

展相关建议；支持举办材料领域高水平的科技及产业

重大活动，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氛围；积极搭建平台

对科技成果对接平台，吸引国内外优秀新材料科技成

果到大湾区落地转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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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strategy of advanced 

material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AO Ziwei1 WANG Can1 WANG Weihua1,2 HUANG Qingli1*

（1 Songshan Lake Materials Laboratory, Dongguan 523808, China;

2 Institute of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Advanced material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now fac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 of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play the leading and 

supporting role of advanced materia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This study combs through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 depth, and puts forward a number of suggestions around how to develop material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advanced material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ew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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