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科 技 创 新 局 
 

关于对《JY 20200034“关于支持中小民营
高科技企业发展”》建议的回复 

 

尊敬的吕伟红,边丽娟,王健宗,伍吟红,李碧君,幸智敏,姚

雯莹,黄志昂,温燕文,黎新风,钟雄,詹旭伟代表： 

衷心感谢你们对科技工作的关注与支持，你们提出的

“关于支持中小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建议”我局非常重视，

建议的内容很有针对性，也很有代表性，现对建议有关内容

答复如下： 

一、关于“调研外迁企业及存在外迁意向的中小民营高

科技企业制定相应政策”建议 

中小科技企业是未来大型科技企业的雏形，也是最具活

力的一个群体，中小科技企业一直是福田区、深圳市乃至国

家都高度关注的重点。 

福田作为深圳的核心城区，各产业普遍面临着内部成本

升高和外部引力增强的双重压力。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全球

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国内土地政策紧缩，各地纷纷出台产业

扶持政策，希望通过振兴产业来弥补土地财政紧缩所带来的

真空。以广州、上海、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纷纷推出新的

发展促进政策。而深圳内部罗湖、南山、宝安和前海等各区

也通过各种政策组合吸引企业落户。在严峻的挑战面前，福

田区认真吸取、借鉴各地的经验做法，及时调整、完善产业



政策，逐步形成初具规模的“福田”政策高地。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实际利益，由区领导

对百余家企业进行挂点服务，区政府每年召开多场企业座谈

会，邀请企业千余家次，向他们了解生产经营、外迁异动等

实际情况，并纳入政策考量。 

经调研，目前大部分中小型科技企业面临着多项“内忧

外患”：一方面内部普遍存在发展方向不明、科技实力不强、

融资能力不足、人才不够集中、运营能力较弱等一个或多个

问题；另一方面外部存在着综合成本过高、经济环境恶化等

问题。 

为了帮助企业缓解普遍存在的困难，我区制定了更加求

真务实的政策组合，在安商、稳商与招商引资并重的基础上

加大减租力度；在逐步完善政策的同时，我区还在拓展低价

产业空间，最大限度的解决辖区内中小企业的核心诉求；最

后，我区通过建设“福田高科馆”等平台，架设起一条连接

政府、企业与消费者的纽带，助推科技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政策引导方面，我区充分考虑租赁双方的基本诉求，通

过给予园区方和企业方不同形式的补贴，帮助租住双方切实

降低运营和租赁成本。在《深圳市福田区支持科技创新发展

若干政策》中，第二十二条科技园区（孵化器）支持，可给

予单个园区每年最高 1100 万元的支持；第二十三条众创空

间支持，可给予单个国家级众创空间每年最高 72万元支持。

在《深圳市福田区支持科技企业高成长若干措施》中，第十



一条政府物业租赁支持，可最高给予单个企业按市场评估价

的 50%予以租赁；第十二条社会物业租金支持，可最高给予

单个企业 300 万元支持。 

产业空间方面，我区主打新一代产业园、湾区国际金融

科技城等多处低成本产业空间，以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城为例，

提供低成本产业空间近 30000 平方米，目前已入驻超过 70

家高科技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公司，租金水平仅市

场价的 50%。 

平台建设方面，我区通过打造“福田高科馆”平台并发

挥其连接政府与企业的纽带作用，通过定期举办政企座谈会，

将企业诉求反馈给政府；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开展政

策宣导，将政策信息传递给企业；通过开办产品展示交易平

台，为优质高科技产品代言。 

二、关于“中小民营高科技企业在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

科技研发投入政策支持”建议 

福田区全力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开放创新先导区，聚焦 5G、生物医药、量子研究、金

融科技等前沿科技领域，吸引国际一流科学家和众多创新创

业人才共建福田。 

1.完整的创新体系支持 

根据创新产业链“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科技立项、成

果转化、知识产权”的基本结构，福田区今年在科技领域出

台了《科技创新若干政策》和《企业高成长支持》等 2份关



键性政策，共包含主要支持条款 36 条，范围涵盖创新产业

链全领域。 

其中，基础研究相关支持条款包括：初创型企业孵化支

持、R&D 投入支持、科技保险支持等； 

技术攻关相关支持条款包括：研发机构支持、重点人才

团队支持、软件开发上云服务支持、大型科研仪器融资租赁

支持等； 

科技立项相关支持条款包括：科技立项及奖励配套支持

等； 

成果转化相关支持条款包括：创新载体支持、众创大赛

支持、科技活动支持、科技园区（孵化器）支持、众创空间

支持等； 

知识产权相关支持条款包括：知识产权运营支持、中国

专利奖支持、专利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支持、知识产权入股

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贷、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费用支持等。 

2.优质的产业园区空间 

为了缓解中小型科技企业“用地贵、用地难”等问题，

我区充分发挥梅彩、华强-上步等重点片区的产业集聚优势，

通过进一步开发建设深圳新一代产业园、福田区人工智能城

市创新中心、智方舟·国际智能硬件创新中心、中电智谷国

际智能硬件创新中心以及物联网（AI）国际创新中心等重点

园区，帮助优秀中小科技企业解决实际用地困难。 

深圳新一代产业园，是深圳市首个以“5G 研发及应用”



产业主导的高端创新产业园，是深圳市首批 5G 信号覆盖示

范园区，是深港合作区“1+N”模式的首个卫星园区。园区

将成为创新福田的旗舰项目、核爆点，助力形成以深港合作

区为核心、引领各大园区众星捧月的态势，为湾区源源不断

创造高成长科技企业。 

福田区人工智能城市创新中心，是首批响应华强上步片

区低成本产业空间供给侧改革的创新项目。科技企业包括了

智慧出行、智慧医疗、智慧穿戴等不同细分领域，园内加速

孵化的代表企业有深圳市城市漫步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趣动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智方舟·国际智能硬件创新中心，已引入全球最大硬件

加速器 HAX，并与俄罗斯达文西基金集团合作，在华强北共

同打造科创项目集聚区。该项目充分利用中国电子及深圳中

电在电子信息行业深厚的产业积累，整合全产业链条资源，

赋能智能硬件科技企业，孵化优质创新项目，打造智能硬件

创新生态圈。 

中电智谷国际智能硬件创新中心，与瑞士、意大利、英

国等国际科研机构、高校合作成立国际创新中心，目前已有

科技企业 20 家，涵盖了智能硬件、机器人、半导体、智能

制造、物联网、新材料、智能硬件等相关领域。 

物联网（AI）国际创新中心，依托曼哈数码广场 4 楼的

产业空间，致力于为科技创业者和企业赋能，促进产业的聚

集发展和企业的转型升级。 



3.前瞻的科技生态规划 

为了进一步保障科技企业的权益，我区率先提出了打造

“都市型、分布式、智能化科创区”的发展理念，通过扩展

平价空间、扩大扶持资金来源、改善整区营商环境、培育创

新文化氛围、引入智慧产城管理等一系列手段，为整个中小

科技企业群体尤其是大量初创型团队提供更加优质的资金、

人才、空间等生产要素和更加人性化、定制化的公共服务体

系。   

三、关于“加入建设国际海洋中心城市的队伍，吸引优

秀的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落地，给予海洋产业的中小民营高

科技企业政策支持”建议 

海洋产业主要包括海洋金融、信息、船舶、观测、渔业、

新型材料、工程装备、交通运输、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

等具体行业，我区目前共有相关海洋类企业 120 余家。根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总体要求。我区充分研究自身产

业结构，构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海洋产业体系，即狠抓海洋

信息服务、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材料、海洋数字经济、海

上保险、再保险及船舶金融等特色产业。 

政策支持方面，通过制订《福田区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若干措施》、《福田区支持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

措施》、《福田区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及《福田区支

持区块链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一系列基础性产业政策，鼓



励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海洋领域相关企业申报科技

立项，开展技术攻关；同时从人才用房、企业成长、贷款贴

息、应用示范、债券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支持。通过制

订《深圳市福田区支持科技企业高成长若干措施》政策，对

辖区内包括海洋科技在内的创新企业，分别给予政府物业租

赁支持、社会物业租金支持，其中政府物业租赁支持，可给

予单个企业每年最高按市场评估价的 50%予以租赁；而社会

物业租金支持，可给予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300 万元支持。 

吸引企业方面，我区高度重视引进海洋产业相关单位，

目前中科院香港创新研究院海洋分中心已计划落在合作区，

主要从事海洋气象预报、灾害预警、海洋生态、生物医药等

方面的研究。为了便于中小型科技企业落户福田，我区还通

过建设深圳新一代产业园、深港国际科技园、国际生物医药

产业园、湾区国际金融科技城、国际量子研究中心等园区，

为从事人工智能、5G、生物医药等相关基础技术的中小型科

技企业提供大量低成本产业空间。 

 

 
 

 

 

 

再次感谢你们的宝贵意见，希望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

的科技工作。



（此页无正文） 

 

 

                       福田区科技创新局 

2020 年 6月 29 日 

（联系人：柯立楷  联系电话：82918474） 


	（联系人：柯立楷  联系电话：829184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