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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北战新产业园（南海片区）

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佛北战新产业园是省设立的七个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总规

划面积 487 平方公里，跨南海、三水区。其中，南海区所属面积

252 平方公里，涉及狮山、丹灶和里水镇，划定 1 个起步区、共 5

个核心区
①
，将建设成为全省先进制造业发展重要基地。

（一）规划引领，明确方向举措。以“区级主统筹，镇级主

建设”为原则，筹建佛北南海片区建设指挥部，狮山、丹灶、里

水筹建相应组织机构。确立佛山战新产业中心、佛北城市中心的

佛北“双中心”定位，引导产业空间集聚、连片高质量发展。在 5

个核心区中，狮山拥有被确定为起步区的狮山新材料万亩产业园，

以及佛山西站枢纽新城、广珠铁路官窑货场物流园，丹灶和里水

分别拥有丹灶新能源产业基地和南海电子信息产业园。

（二）政策赋能，破解要素瓶颈。保障空间需求，在 21.77

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内，初步划入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 17.63

平方公里，初步布局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3 平方公里；在 52.52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内，已批、已收储用地约 4500 亩，已征地补偿

①
核心区：狮山新材料万亩产业园起步区规划面积 21.77 平方公里、佛山西站枢纽新城规划面积 6.1 平方公里、广珠

铁路官窑货场物流园规划面积 4.31 平方公里、丹灶新能源产业基地规划面积 8.68 平方公里、南海电子信息产业园规

划面积 11.66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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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8600 亩，计划征地约 9500 亩。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已成立粤

港澳大湾区佛北战新产业园及周边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

券工作专班，拟以区财政的 150 亿元、镇财政的 60 亿元，撬动社

会的 1500 亿元投入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三）担当作为，取得初步成效。今年以来佛北南海片区有 5

个 100 亿元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国电投华南氢能产业基地签约落

户、瑞浦能源项目进场施工、信扬科技成像模组生产项目主体建

筑封顶、南海平谦国际智慧产业园项目首期竣工、一汽大众 MEB

新能源电动车项目 SUV 电动车上市。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体制机制不够完善。一是职责定位不够清晰。佛高区

南海园管理局与区直部门、镇街的职权划分还不够清晰。二是区

级统筹力量需进一步加强。区一级在自然资源要素指标等关键要

素的统筹配置上，由于相关权限未下放，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充分、

不及时、不到位情况。佛高区南海园管理局作为区级牵头统筹单

位，精通规划建设、金融投资等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对核心区的

统筹协调力度相对较弱。三是协调难度大。佛北南海片区的建设

涉及到市、区协调，与三水跨区协调，区内“一园三镇”的协调，

所涉及的层级和主体较多、关系相对复杂。

（二）规划统筹能力偏弱。一是园区规划相对滞后。核心区

的用地和产业布局，仍处于所属镇街各自规划的局面，规划水平

不高、规划引领性不足。二是园区之间协同性不足。佛北南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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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尚未形成统一的品牌标识，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探索未形成强大合力。三是重大项目统筹策划不够，整体缺

乏高质量、高关联度项目，项目实施主体比较分散。如狮山镇 3

个核心园区的建设主体分别涉及狮山镇、区国资局、佛山西站管

理局等，各条线分别上报项目，欠缺整体策划和有效排序，不利

于争取政策。

（三）要素保障相对不足。一是自然资源要素指标存在较大

缺口，制约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落地。狮山新材料万亩产业

园（二期）总土地规模缺口约 6000 亩，用地指标缺口约 7000 亩；

丹灶新能源产业基地片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

计划分 7 年实施，需安排约 14000 亩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指标。

二是建设资金有待落实。狮山新材料万亩产业园（二期）在新增

土地征收、村级工业园改造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预估总投资

达到 102 亿元。三是科技人才支撑不足。城市功能存在明显短板，

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四）政策赋能有待激活。一是政策竞争力和针对性不足。

起步区和核心区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资金扶持等政策上呈现

趋同现象，未能凸显该区域的重要性、特殊性。二是政策协同有

待加强。区域竞争力整体偏弱，园区之间、区内之间、南海与周

边地区之间面临同质化竞争现象。片区与镇街、与企业的融合不

够。三是政策创新运用不够。现有一些政策有待激活，在自然资

源要素指标、专项债、融资等方面仍需向上级部门争取更多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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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三、意见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理顺体制机制。一是建立指挥部和镇

级工作专班联动机制、职能部门支持园区建设工作机制。佛北南

海片区建设指挥部担负起牵头抓总、统筹领导的职责，佛高区南

海园管理局加挂佛北南海片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牌子，牵头负责

日常统筹协调工作。按照“指挥部负责决策统筹、镇政府落实建

设推进”的工作思路，强化丹灶、狮山、里水镇的主体责任和属

地责任并成立工作专班。支持佛高区南海园管理局参与狮山镇专

班工作，重点统筹佛山人才创新灯塔产业园规划建设。二是推动

资源配置统筹优化。转变区级部门“条块式”向上争取资源的方

式，以项目为导向建立区级资源统筹分配机制，将项目整合分类

后统一申报，更好发挥重点项目协调机制作用。三是统筹建设所

需人财物力。以发展需求为导向，配强推进项目建设的专业骨干

队伍。在起步区和核心区、佛山人才创新灯塔产业园等重点区域，

依托广东佛高控股和市、区国资投资开发平台，开展土地整备、

土地一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及产业园开发运营等业

务，突出市场化运作开发的优势。

（二）突出规划引领，科学谋篇布局。一是发挥国土空间规

划的引领作用。加快编制佛北南海片区总体规划，衔接佛山大型

产业集聚区总体规划，在南海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落实佛

北南海片区的定位、战略、空间需求等内容，优化核心区空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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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鼓励属地镇联合市、区有关部门高质量编制控制性详细

规划、综合发展规划等园区配套规划，做好园区规划与各镇规划

及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规划的衔接工作。二是科学制定产业规

划。按照“错位协同发展”原则，聚焦优势产业制定产业规划，

集中资源优先发展起步区和核心区，推动形成主导产业清晰、特

色优势互补的战新产业发展格局。三是完善城市建设规划和招商

引资计划。做好园区概念性规划和城市设计，同步调整水利等专

项规划，推进核心区与城市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加快制定招商引

资计划，建立健全招商引资奖励支持体系，加强招商引资目标动

态监测和评估。

（三）政策集成创新，突破建设瓶颈。一是创新供地用地政

策。争取省市下放土地审批权限，允许南海区通过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工作整备产生的建设用地规模按预留规模管理，等面积无条

件用于佛北南海片区建设，通过拆旧复垦等方式开垦或复垦产生

的新增耕地，用于腾挪零散基本农田。创新利益平衡机制，破解

土地权属及利益壁垒。探索用地政策试点，对科技型轻资产企业

用地，试行出让地价按科技服务业的占比给予优惠。推行“标准

地”供应制度，实现工业用地“事先明责，即拍即用”快速出让。

二是突破财政资金瓶颈。推动市依法赋予佛北南海片区重点园区

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争取将佛山人才创新灯塔产业园纳入佛北起

步区建设并率先试行类似封闭运作的建设模式。争取将重大投资

项目、连片产业用地收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先纳入省、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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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范围，加大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村改扶持等政策资金支持。

做好专项债需求申报工作，完善债券发行方案，争取纳入省和国

家相关部委项目清单。设立佛北南海片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三是集中资源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深化起

步区和核心区政策集成创新改革，加强与前海、横琴、南沙的改

革联动。坚持“指标跟着项目走”，推动自然资源要素指标、财政

资金优先向起步区、核心区和重大产业项目倾斜。

（四）园区建设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发挥省市区镇协同效

应，推动人才、资金、土地、项目、政策等资源有效集成，促成

省市区国资联合组建实体产业发展公司。与市级相关部门加强沟

通，主动参与佛北战新产业园扶持政策制定，在区级层面研究制

定相关配套措施，激发属地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轨道交通

优势，加强佛山西站枢纽新城与其它核心园区的协调。强化南海、

三水在园区建设方面的合作，破解跨区园区规划衔接等问题，推

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高效的产业协同生态。

（五）讲好园区故事，强化招商优势。抓好园区建设的政策

宣传、对外宣传、新闻发布等工作，发布推介口号和形象标识，

构建立体化、多维度、国际化的传播体系。积极举办与战略性新

兴产业相关的峰会或论坛，借助重量级活动推广园区品牌，强化

招商选资优势，提高佛北南海片区显示度、知名度和“软影响力”。

2022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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