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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者证言
从“扎根”到“标杆”的中山密码

“二十一年前，我怀揣着制鞋梦想，
从台湾来到中山火炬高新区，从一家小
代工厂起步，逐渐成长为行业全球标杆
企业。”华利集团董事长张聪渊的发言揭
开了企业与城市共生的序幕。

作为从中山走向全球的制鞋巨头，
华利集团如今所在的火炬高新区已汇
聚15家上市公司，其总部项目今年 4
月动工，70%地块用于绿化共享，诠释
着“产业与城市共融”的发展理念。张
聪渊直言，中山完善的产业配套与重
情重义的营商文化，是企业腾飞的基
石，“选择中山，就是选择与大湾区机
遇同行”。

与华利集团同样见证中山发展的，
还有音乐部落（欧科电子母公司）创始人
Ulrich Bernhard Behringer。35年前，
他带着一个梦想和一套工具箱来到中
国。“那时的我既不富有，也没有任何商
业经验，只是一个想改变世界的音乐人
和工程师。”21世纪 00年代初，Ulrich
Bernhard Behringer在中山白手起家，
创立了Music Tribe——一个涵盖Mi-
das、Behringer等品牌的大家庭，并做
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将全部全球制造
业务从德国和英国迁至中山。“人们说我
疯了。但我在中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潜力，热情，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
值得信赖的人。”

在中山市委、市政府“如家人般”的
支持下，Ulrich Bernhard Behringer打
造了全球首个工业5.0组织和最敏捷、以
人为本的工厂。当前，他们还重资投入
中山马鞍岛——计划建设打造一个集创
作者与客户体验中心、人才公寓与生活

区、先进研发实验室以及工程师与艺术
家共创的全球枢纽。

■新势力落子
多元产业矩阵勾勒产业升级“新坐标”

如果说“老企业”的持续加码是中山
产业的“压舱石”，那么此次签约的30个
重点项目，则勾勒出城市产业升级的“新
坐标”。

在生物医药领域，由饶毅教授创立的
基因治疗企业华毅乐健，将中山翠亨新区
作为布局大湾区的唯一基地。公司以肝
脏基因递送为切入点，自主研发了全球领
先的高效载体平台，产品管线有血友病
A、代谢类疾病、遗传性血管性水肿、自身
免疫性疾病等。华毅乐健CEO王洪媛表
示，中山是大湾区核心的腹地，区位优势
明显，且十分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此前企业曾专门走访翠亨新区相关产业
园区，营商环境、配套设施、产业集群和生
态，都很符合企业发展的期望。“我们希望
联手中山打造‘基因治疗之都’，服务全世
界的患者。”王洪媛说。

同样释放深耕信号的还有鸿利达
集团。作为模塑智造领域龙头，该集团
在中山已落地4家公司，此次企业加大
投资，将强化“模塑一体化”模式，重点
拓展医疗器械、低空飞行器等高端领
域。行政总裁蔡俊杰强调，深中通道通
车后，翠亨新区的区位优势与“制造业
强市”的政策形成双重利好，政府在技
改补贴、用地保障等方面的“一站式服
务”，更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扎根中山发
展的信心。未来3至5年，鸿利达将继
续深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全力
打造行业标杆工厂，并与本地行业龙头
企业深化战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产业链升级
产业生态与营商环境坚定发展信心

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又一签约项目，
圣湘生物在中山的战略布局展现出了其
扎根中山、深耕大湾区市场的坚定决心。

其执行总经理彭铸介绍，此次签约
是今年初完成对海济生物的战略收购
后，企业与火炬高新区的再次“牵手”。
企业计划在中山进一步加大投入，不仅
是物理空间的拓展，更是技术能级的升
级。圣湘生物将加速更多创新成果落
地转化，并建设智能化、规模化新产线，
进一步做大做强在中山的业务。彭铸
坦言，从产业基础与地缘优势来看，中
山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火炬
高新区更是国家级高新区，拥有坚实的
生物医药产业基础、完善配套及显著区
位优势，能有效辐射广阔市场。在营商
环境方面，中山各级政府“想企业之所
想，急企业之所急”的服务效能令人印
象深刻。

深圳长微科技总经理吴俊杰也深有
同感。“中山的政府非常热情，工作人员
服务周到，办事效率极高，这超出了我的
预期。”他坦言，正是这样的营商环境，让
他对中山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谈及选择中山的原因，吴俊杰表示，
深中通道的通车使得中山的区位优势更
加凸显，“深圳创新+中山制造”模式，也
非常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目前，该企业已在中山火炬高新区
拿到20亩地，计划总投资5亿元，年产值
目标设定为6亿元，预计一年半即可投
产。项目将围绕功率器件的研发和硅半
导体的生产展开，充分利用中山的产业
集群效应和交通便利条件，降低运输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

答案就藏在企业家们朴素的表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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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侨乡优势
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活动当天，备受瞩目的2025年广东国
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侨创赛”）
同步启动。这是全国侨联系统首个聚焦人
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专项赛，也是中山
以特色“侨力量”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的生
动实践。

“我是中山人，所以我希望通过侨创赛
将海内外尖端技术、优秀人才、创新项目和
资本引入我的家乡，为中山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这已是广东省侨联兼职副主席、
广东国际菁英会主席胡智荣连续参与的第
5次侨创赛。在他提供资源、资本的大力支
持下，赛事不仅成为链接全球侨界创新资源
与中山发展的重要桥梁，更在推动产业升级
与科技转化方面结出累累硕果。

中山作为著名侨乡，拥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5年来，侨创赛充分发挥侨界纽带
作用，显著提升了中山对海外创新人才和
项目的吸引力，有效发掘并引入了众多优
秀团队，成功构建起一个拥有3000多个优
质项目的庞大资源库。”胡智荣表示，随着
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侨创赛于去年成功
升级为省级赛事，吸引包括广东省侨联在
内的多家省级单位鼎力支持，广东省粤科
金融集团等重量级基金公司积极参与。

“这4届以来，落户中山的创新项目数
量也在不断增长。赛事引进的项目对中山
科技创新板块产业升级和发展都起到了一
定的转折性作用。”在胡智荣看来，全球产
业版图不断重塑的当下，创新和人才是产
业角逐的关键，也是中山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因此，
他相信，在大赛加速汇聚全球创新要素的
加持下，以及中山通过“工改”腾挪优质产
业空间的吸引下，还有深中通道带来的便
捷交通，各个领域的人才和创新技术都将
汇聚到中山，助力这座城市塑造更大的产
业竞争优势。

“侨创赛与招商推介大会同期举办，让
我清晰看到了三大机遇。”身兼深圳市人工
智能产业协会与中山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执行会长的范丛明指出，在中山十大产业
布局中，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企业正深
度扎根——不仅有大批企业选择落地中
山，更有不少本土企业家主动走出中山，加
速向深圳等大湾区核心城市拓展投资版
图。“这表明，深中一体化发展正在加速实
现。”他坦言，这种“上午在中山、下午在深
圳”的“同城化”运作模式日益普遍，两地企
业界限渐趋模糊，形成深中协同发展的独
特标签。

范丛明进一步分析，依托中山成熟的
制造业基础与完善的产业配套，香港、澳门
等地企业亦看好深中一体化带来的商机。
而同期启动的侨创赛，正是人才引育体系
中的关键一环。“通过这场赛事，能吸引来
自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全球多地的人
才参与。”他强调，中山在制造业领域积淀
深厚，但未来产业升级亟需更多人才支
撑。因此，借助大赛发现人才、培育人才，
最终推动人才扎根中山，将加速形成深中
一体的人才集聚效应，为两地产业协同发
展注入持久动力。

“当前人工智能浪潮正盛，高校实验室
的科研成果理应转化为实体产品，真正走
向市场。”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时也是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的范衠认
为，不少高校的科研项目存在“困于实验
室”的难题，难以实现产业转化。此次侨创
赛作为全国侨联系统首个聚焦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领域的专项赛，能为各项目团队搭
建交流平台，促使更多创新想法碰撞迸
发。尤其对于参赛学生而言，这类赛事能
有效提升他们的市场应对能力，为后续科
研发展提供更贴合实际的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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