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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高新区：构筑汇聚创新资源的强磁场

 不久前，一款全球首创的柔卫甲柔性防爆“神器”，悄悄“潜”入了长沙高新区，并在这里成功实现了产业化。这
已经是同一个月内，长沙高新区轻松收入囊中的第三家军民融合企业。

 30年摸爬滚打，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的长沙高新区“吸粉”企业和人才的技能早已炉火纯青，构筑起汇聚创新资
源的“强磁场”。如今，综合实力位列国家级高新区第13位、创新能力稳居前十的它，已成为长沙乃至湖南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和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主阵地，并成功晋级国家高新区的“第一梯队”。

 摸着石头过河 建起“没有围墙的高新区”

 1988年，长沙高新区开始开发建设。那时，它还是一块无马路、无企业、无人问津的黄土地。

 凭借着政策优势以及高效的工作作风，到1993年底，已有40多家高校院所来这里创办了400多家企业，长沙高新区
迎来了第一轮的飞速发展。不过，问题也很快出现了：园区成功孵化了大量项目，却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解决企业规
模化生产的问题。

 “当时的高新区只有18.6平方公里。”长沙高新区原党委书记易宇欣回忆说。一边是孵化出的企业能享受高新区的
政策却没壮大的空间，另一边则是长沙市各区、县争相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却因不在高新区内而无法享受到相关优惠
政策。“有空间没政策，有政策没空间”的“尴尬”，让管委会“很心塞”。

 “如今高新区‘一区四园’之一的隆平高科技产业园，积聚了湖南农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高校，还‘藏’着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领衔的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他们手里都攥着丰富的可转化的科研成果，但在当时，却不能享
受高新区政策，是典型的‘有空间没政策’的区域。”易宇欣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如果这两难不突破，引进大项目
大企业都是纸上谈兵。”

 在那个全国各地都在尝试改革的年代，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谁也没有可供模仿的经验。

 经过反复求索，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发现，在当时大环境下，想直接扩大土地范围，难度大、耗时长，不增加原有面
积、灵活调整政策适用范围才是最佳选择。1997年底，在总规划面积18.6平方公里不变的前提下，长沙高新区提出的
，由市内政策区与麓谷、星沙工业高科技园、隆平农业高科技园、远大高科技园构成“一区四园”的方案，获国家科
委批准。就这样，我国最早的一家“因陋就简、就地起步、集中管理、分散经营”“没有地理围墙”的高新区诞生了
。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灵活处理的举措，的确为长沙高新区的发展赢得了宝贵时机。此后，长沙高新区先后涌现
出了中联重科、远大集团、三一重工等一批全国知名企业，成功实现了“增加产业发展空间，扩大政策覆盖面”的发
展初衷。

 扮演专业推手 让科技型企业“想贷就能贷”

 8年前，两张办公桌，3个人，长沙岱勒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瞄准了新型高科技环保切割工具的“蓝海”
。然而，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难题。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生产金刚石线的企业，仪器设备都是自主研发，非标准制式，无法评估，无法抵押贷款。”岱
勒新材董事长段志明回忆了企业起步时无物可抵的困境。

 不过，幸运的是，这家企业没多久就迎来了长沙高新区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政策。通过申请浦发科技银行的“科贷易
”，仅一个月，就顺利获得了500万元的无抵押信用贷款。在这笔“救命款”的支撑下，这家国内领先的金刚石线制
造商如今已成功登陆创业板。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存在固定资产少、投资风险高、贷款抵押物不足的融资难点，为此，我们主动与商业银行、担
保等机构及风险资本、民间资本合作，破解他们的融资难题。”现任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谭勇说。

 作为我国首批3家“国家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园区”之一，长沙高新区在科技金融方面的动作一直有声有色。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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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中小微科技企业融资问题，园区设立了湖南省首批科技银行，出资成立了国有控股的科技担保公司，与8家银行、3
家担保公司签订风险补偿资金合作协议，由园区承担科技型中小微企业70%的信贷风险，支持企业“想贷能贷”，引
导银行“敢贷宽贷”。同时，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支持科技保险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分散科技企业的创新
创业风险。截至目前，园区已聚集了15家银行、10家融担公司、9家小额贷款公司，累计为园区300多家中小微科技企
业发放无抵押纯信用贷款10多亿元，支持其他各类贷款近200多亿元。

 为拓展企业融资渠道，长沙高新区还与银行、担保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征信评级工作，推进“以信用促融资”。去
年9月，作为全国高新区信用联盟首批发起单位之一的长沙高新区，上线了“信用麓谷”平台网站和企业信用信息数
据库，收集了园区近2万家企业数据，归集了企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增长潜力等8大类实时更新数据。

 深挖军民融合 下一个千亿产业蓄势待发

 天仪研究院在此诞下中国首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景嘉微电子成功研制出国内首颗具完全独立自主
知识产权的图形处理芯片；长城银河发布了我国首台自主可控计算机整机⋯⋯军民融合产业，是长沙高新区的一大亮
点，也是其着力打造的新千亿产业。

 为发展好该产业，长沙高新区相继出台了《长沙高新区承接国防科技大学军民融合项目入园及引进转业人才创新创
业的政策意见》和《长沙高新区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政策。仅今年，就有国防科大16位转业人才入选
园区“555人才计划”，78人入选“国防科大转业人才”。

 “我们考察了超过10个国家级开发区，基于长沙高新区优越的产业发展和智力支撑环境，以及高效的政务，决定将
我们的重点战略项目布局长沙。”谈及选择长沙高新区的原因，与柔卫甲柔性防爆项目同时签约进驻的泰豪军工集团
总裁蒋明庆说。

 截至目前，长沙高新区已集聚120余家军民融合企业，并打造了湖南省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产业园、芯城科技园和中
电软件园3大军民产业园。

 其中，中电软件园里还诞下了我国北斗领域首个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卫星导航仿真与测试开放实验室（北斗开放实
验室）”，成立了全国首个北斗开放实验室院士专家工作站，并由此引来了湖南省80%以上的北斗导航企业。北斗卫
星导航产业的率先发展，在芯片研发、军事应用、工程机械定位、邮政物流导航、智慧城市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国第
一，并承载了中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授权监测中心，建成了北斗（长沙）卫星导航产品检测中心、长沙北斗产业安全
技术研究院等公共服务平台及开放实验室，构建起了一个北斗导航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圈。（记者 俞慧友 通讯员
余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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