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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
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创新研究院专项扶持项目）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视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策部署，助推广州市和增城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 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NEM（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升级发

展，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与湖南大学

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在广州市增城区共建湖大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湖大研究院），并于 2021 年 9 月签

订《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 湖南大学共建

湖南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三

方共建协议）。

湖大研究院于 2022 年 3 月 8 日注册落地增城，以产业

应用新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为重点，聚焦生物医药、电

能变换、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型半导体、土木建筑和环保等领域，突破关键共性技术、

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计划打造高端人才集聚洼地、

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国际科技创新高地、成果孵化转化基地。

（二）项目立项依据

三方共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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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年度预期绩效目标为：推动湖大研究院的建设，维

持研究院持续运行，构建多领域多学科科研成果转化和人才

培养“产教融合”示范基地。

产出指标方面，设置了 4个数量指标包括：建设国家及

研发平台广州分平台数达 2个、转移转化成果数 5项、孵化

培育科技企业数 3家、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数 5项；效益

指标方面，设置了 1个社会效益指标即：打造集科技研发、

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投资孵化、集群培育与企业服务为一

体的硬科技创新创业生态，助推增城区打造产业集群，助力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广州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

（四）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该项目为原科工商信局立项的预算项目，因 2022 年机

构改革，成立了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局，随着职能

划转该预算指标划转至开发区科创局，由开发区科创局统筹

使用。划转预算资金为 4475 万元，调整预算时调减

1,514,053.33元，最终预算数为 43,235,946.67元，实际使用

38,635,946.67元，预算执行率 89.36%。

2022年使用资金均用于推动湖大研究院建设和运营，分

别是：6月份支付了 2022年 4月 27日至 9月 30日办公过渡

场地租金 1,630,346.67 元、第一笔扶持资金 3000 万元，10

月份支付了 2021 年度创新创业领军团队（人才）项目首期

资金 110 万元，11 月份支付了装修补助 400 万元，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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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办公过渡场地租金 190.56 万

元。

（五）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为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

创新局，负责推动湖大研究院建设和运营，完成三方共建协

议有关建设目标。“创新研究院专项扶持项目”实施年度为

2022年至 2027年，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推动湖大研究院建设

和运营，根据三方共建协议进行申请和拨付。湖大研究院首

期建设期为 5年，以产业应用新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为

重点，打造高端人才集聚洼地、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国际科

技创新高地、成果孵化转化基地。

1. 完成注册落地，加快条件建设。通过积极争取、多方

协调，湖大研究院于 2022 年 3 月 8 日顺利注册落地增城并

高效运营；获得广州市、增城区 6000 万元首期扶持资金以

及 2万平米过渡场地支持；有序推进过渡场地装修和科研设

备购置，重点布局建设了微纳芯片制造与检测、材料分析与

测试、分子表征与计量等三大公共平台；成功获批成为广东

省基础与应用研究基金依托单位；完成建设机器人视觉感知

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2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广州分平台。

2. 突出高精尖缺，引进人才团队。实行学校派驻和全球

选聘相结合的用人机制，截至 2022 年底，已引进国家级高

层次人才 3 位：全职国家级高层次青年人才 4 位（段辉高-

国家优青，王兮-国家青年千人，海外优青-王浩、周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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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1位；双聘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5位（国

家万人-蒋健晖，国家杰青-王双印、廖蕾，国家优青-周石庆、

史俊峰），组建了由两院院士、国家杰青等领衔的多个研发

团队，初步形成了 50余人的研发团队。

3. 推进产学研合作，承担科研项目。研究院已对接、走

访粤港澳大湾区高精尖特企业和上市企业 70 余家。与企业

共建联合研发中心 12 家（其中 7 家研发中心已正式揭牌：

特种工业型材联合研发中心-众山精密、表界面功能与智能材

料联合研发中心-集泰化工、氢能技术联合研发中心-泰极动

力、智慧排水研发中心-中工水务、分子与免疫研发中心-赫

兹生命、先进雾化技术研发中心-创业团队、先进智能镀膜装

备研究中心-创业团队），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近 1亿元。

4. 加强组织协调，促进成果转化。探索建立高效的科技

成果转化孵化机制，遴选技术成熟度高、转化潜力大的科技

成果进行孵化培育。已实现 9项转化成果转化项目：多肽药

物与多肽疫苗的开发和应用（深圳赫兹生命科学技术有限公

司）、新能源汽车连接器设计及注塑模具开发（顺科智连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机器学习的点胶缺陷智能检测软件

（广州市景泰科技有限公司）、大视场全彩色 AR衍射光波

导设计与加工（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先进玻璃加工

技术联合研发（深圳市吉祥云科技有限公司）、智慧排水研

究中心联合研发（广州中工水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氢能

技术研发（广东泰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特种工业型材联

合研发（广州众山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表界面功能与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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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助剂联合研发中心（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已协助引进和孵化 5家科技企业：广州融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聚允厥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州麓芯科技有限

公司、英特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州弥优机床公司。

二、绩效评价概述

（一）评价目的

根据三方共建协议及财政要求开展绩效评价，推动湖大

研究院建设和运营。

（二）评价设计与实施

绩效评价对象为“创新研究院专项扶持项目”，时段为

2022 年度。本项目主要从产出和效益两个方面进行评价设

计，为全面反映项目完成情况，对一级指标进一步展开设置

二级、三级指标，并为不同指标值赋予相应的数值要求及详

细说明，逐步搭建出针对于湖大研究院的项目绩效评价体

系。

2023 年 5 月启动绩效评价工作，项目承担单位提交执

行情况材料。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

本次建立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共性和个性指标，涉

及 2 个一级指标，2个二级指标以及 5个三级指标。实施期

绩效评价以项目合作协议书为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产出指标（占比 50%）：建设国家及研发平台广

州分平台数、转移转化成果数、孵化培育科技企业数、申报

各级科技计划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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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占比 40%）：打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提升产业科技创新水平情况。

三、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一）总体结论

根据既定的绩效指标体系以及评分标准，创新研究院专

项扶持项目 2022年度绩效自评分为 98.94分，评分等级为优。

（二）项目绩效分析

1. 产出指标

（1）建设国家级研发平台广州分平台数

绩效目标要求，研究院应实现建设国家级研发平台广州

分平台 2个，分值 20分，得分 20分。据提供资料显示，研

究院已建设机器人视觉感知与控制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及国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转移转化成果数

绩效目标要求，研究院应实现转移转化成果 5项，分值

10分，得分 10分。据《成果转化汇总表》及相应合作协议

资料显示，研究院已实现转移转化成果 9项，分别为：多肽

药物与多肽疫苗的开发和应用（深圳赫兹生命科学技术有限

公司）、新能源汽车连接器设计及注塑模具开发（顺科智连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机器学习的点胶缺陷智能检测软

件（广州市景泰科技有限公司）、大视场全彩色 AR衍射光

波导设计与加工（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先进玻璃加

工技术联合研发（深圳市吉祥云科技有限公司）、智慧排水

研究中心联合研发（广州中工水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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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研发（广东泰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特种工业型材

联合研发（广州众山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表界面功能与智

能材料及助剂联合研发中心（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超额完成指标任务。

（3）孵化培育科技企业数

绩效目标要求，研究院应完成孵化培育科技企业 3家，

分值 10分，得分 10分。据《孵化培育科技企业表》显示，

研究院已完成孵化培育科技企业 5家，分别为：广州融健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聚允厥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州

麓芯科技有限公司、英特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广州弥优机

床公司，超额完成指标任务。

（4）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数

绩效目标要求，研究院应实现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 5

项，分值 10分，得分 10分。据《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表》

显示，研究院已完成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 5项，分别为：

2022年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企业联合基金（公共

卫生与医药健康领域）项目《基于核酸适体的孕妇宫颈口脱

落滋养层细胞无痕分选及其在无创产前诊断的应用研究》、

2022 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海上风电联合基

金项目（面上项目）《基于低成本液体阻尼装置的海上大型

风机叶片振动控制及抗疲劳研究》《漂浮式风力机 UHPC平

台的结构设计与优化》《耐振型海上漂浮式风力机可靠性仿

真设计与参数优化》、2022 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基金区域联合基金《基于 DPU 的分布式应用卸载决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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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策略研究》。

2.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层面，绩效目标要求，研究院应打造集科技研

发、人才引育、成果转化、投资孵化、集群培育与企业服务

为一体的硬科技创新创业生态，助推增城区打造产业集群，

助力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广州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此项分值 40分，得分 40分。

2022年度，研究院大力打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升产

业科技创新水平。一是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团队。选驻高水平

研发团队 10 个，引进高层次人才 3 人，目前在院人员达到

50人以上。二是承担广东省、广州市科研任务。在省市的高

端制造、公共卫生、新型能源等领域承担科研项目。三是推

进产学研合作，促进成果转化。围绕车辆、显示器、芯片等

领域同粤港澳大湾区上市企业和高精尖特企业开展产学研

合作，助推孵化无铅雾化、英特利智能装备等科技企业。四

是搭建研发平台。重点布局建设了微纳芯片制造与检测、材

料分析与测试、分子表征与计量等三大公共平台，目前已逐

渐开展对外公共服务并初步满足了入驻团队的研发需求。

四、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

（一）突出高精尖缺，构筑人才聚集高地

研究院贯彻“人才强院”理念，坚持“学校事业编制、

地方人才政策、企业合作项目、研究院配套支持”的政产学

研协同引才思路，同步开展校内遴选和全球招聘，大力引进

高端创新创业型人才。一是遴选校内优秀团队入驻。已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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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制造与微系统技术”“氢能技术研发团队”“表界面

功能与智能材料研发团队”等 10 余个优秀科研团队。二是

延揽海内外双创人才。目前已引进 10 余位优秀青年人才，

其中，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 2位、产学研关键人才 5位，例

如从新加坡回国的王浩博士、从国内某科技龙头企业加入研

究院的冯波博士、致力于无铅压电陶瓷研发的曹俊博士。截

至目前研究院各类科研人员规模已达 50 余人。项目申报方

面。研究院大力开展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管理服务工作，充分

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精准组织和协调申报了各

级各类科技项目。

（二）搭建优势平台，助力科技跨步发展

研究院按照“需求导向、顶层设计、大型优先、多方筹

资，”的建设原则，遵循“有恒产才有恒心”发展理念，积

极打造“3+6+N”的研发测试平台体系。

目前，研究院已启动微纳制造与检测、分子表征与计量

两大服务平台建设。其中，微纳制造与检测服务平台已初步

运行，拟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芯片与显示）产业，通过 2-3

年的持续建设，打造一个全国产化 6/8英寸微纳光学器件制

造与测试的中试验证平台。平台已完成大幅面激光直写、离

子束溅射镀膜机、深硅刻蚀机、接触式光刻机等 20 余台套

的设备购置，部分设备已正式投入使用并对外服务，支撑了

微纳光学、MEMS传感器、微纳生物医疗器械等团队的科研，

并已为华为、季华实验室、中光学等企业及单位的产品开发

提供了技术委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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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结合能力建设与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发展，

致力于打造“公共服务+项目承担+企业孵化”三个功能，分

别实现标准技术服务、先进技术开发及让孵化企业轻资产三

个目标。一是公共服务功能。面向内部科研团队、外部企事

业单位，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成立技术团队及解决方案团队，

搭建一站式微纳光电芯片设计和加工的服务平台，支撑相关

企业自主研发。二是项目承担功能。承担国家及省市项目、

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委托开发，私人或者小企业应用基础研

究、技术攻关、产品及系统的研发。三是企业孵化功能。通

过对上述资源和企业的整合，针对产业新需求，孵化服务型、

装备开发型、元器件/零部件型、终端产品/系统型的技术创

新企业，逐步形成本地化的上游配套产业链、下游应用创新

产业链的产业生态。

分子表征与计量平台正不断完善，致力于化合物的结构

表征及精确定性定量分析，将应用于化学合成、药物、高分

子功能材料、环保、石油化工等领域。平台配置了 400兆核

磁共振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仪器设备，其中部分设

备已正式投入使用并对外服务，支撑了生物传感器件、分子

诊断、新一代储能电池等产品开发工作。

目前，各平台配套服务日趋完善，资源聚集作用开始凸

显，带动效应日渐提升，“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创业新

生态正逐步形成。

（三）推动成果转化，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研究院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加速“四链”深度融合，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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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产学研合作，积极搭台，主动服务，推动创新发展。截至

2022年底，研究院已与 110余家企业进行合作交流，签署合

作协议近亿元，已到账近 1198.4万元。在不断走访企业的过

程中，研究院形成了多类别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技术委托开

发、联合实验室、共同孵化企业。在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中，

研究院设定了“三步走”任务目标和定量指标，着力贯通“样

品到产品”科技创新链条，重点推进“产品到商品”科技成

果产业化，结合智力、技术和资本，“服务赋能”“创业孵

化”“平台引商”相互协同，逐步形成“湖大研究院”基因

与元素的企业群。2022年底，研究院已协助引进和孵化 5家

科技企业。其中，依托湖南大学科技成果孵化的广州麓芯科

技有限公司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典型代表。

五、存在问题或不足

（一）事业发展有待提质增效。全职入驻的“高精尖缺”

双创人才不多，产学研合作的产出效益不够显著。

（二）运行效能需要改进提升。研究院内部运行管理能

力和效率与事业发展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适合研究院建

设定位的管理制度建设尚需加强。

六、相关建议

（一）建议提升产出效能。进一步加强汇聚相关领域的

领军人才和“高精尖缺”创新创业人才的能力，加快推进院

士等科技领军人才团队的落地落实，加强服务保障和考核管

理；结合广州、增城产业优势聚集研究领域，形成核心竞争

力，切实与企业开展实质性产学研合作，为企业提升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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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做出显著贡献。

（二）建议完善运行管理机制。通过完善配套管理制度、

招聘专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加强“传帮带”等方式提升管

理的专业化、精细化、高效化水平，进一步实现研究院高质

量发展、高效率运营，打通经营脉络，提升管理效能。


	（创新研究院专项扶持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