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門市市長鄧偉根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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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偉根市長在訪問時指出，江門之所以能成為
全國及全省的小微雙創示範標杆，就是因為

江門擁有許多得天獨厚的條件：
一是擁有廣闊發展空間。江門是珠三角城市群中
的重要一員，面積佔珠三角1/4，東接廣佛都市圈
和深港澳經濟圈「兩大龍頭」，是珠三角西進輻射
大西南的重要樞紐，也是近年廣東省委省政府力推
的「珠西戰略」的策源地、主戰場和增長極。這些
都為小微企業創業創新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和難得機遇。
二是擁有良好產業基礎。江門是廣東傳統工業基
地，擁有摩托車、紡織產業、水暖衛浴、綠色光源
等22個國家級產業基地；擁有8個省級小企業創業
基地，11個創新產業化示範基地，在廣東省地級
市中均排第二。目前正圍繞「4+1」產業體系（裝
備製造、智能製造、綠色製造、精密製造和北斗衛
星應用技術），力打造五大產業集群（軌道交
通、重卡和商用車、新材料新能源及裝備、教育裝
備、大健康等產業集群）。同時江門也是廣東農業
大市、海洋大市、旅遊大市，有廣東省唯一的世界
文化遺產開平碉樓，同時還成為廣東省旅遊綜合改
革示範市，成功入圍全國30個「中國國際特色旅
遊目的地」創建名單。三大產業孕育了眾多小微企
業，目前小微企業佔全市企業總數的96%，營業收
入和就業佔了全市的半壁江山，成為江門穩增長、
促就業的支柱力量。
三是擁有堅實雙創平台。去年以來我市抓住「小
微雙創」示範機遇，吸引了中歐（江門）中小企業
國際合作區、中國（江門）「僑夢苑」華僑華人創

新產業聚集區、「青創匯」、全國博士後創新（江
門）示範中心等國字型大小「雙引雙創」平台落戶
江門。其中，與國家工信部以「一心、一區、N基
地」模式共建中歐（江門）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區。
「珠西智谷」、「珠西創城」、「岡州創客」等創
新載體加快建設,總投資23.5億元（人民幣，下
同）的高新創智城項目已納入省2016年重點建設
項目，大力打造國家科技創新體驗中心、企業品牌
展示中心、企業孵化平台、電子商務示範園等。
四是擁有對外開放優勢。江門是中國僑都、中國
第一僑鄉、世界廣僑之都，僑胞眾多，有「海內外
兩個江門」的資源優勢，創業創新基礎優良。江門
市以「僑」為 「橋」，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特
別是江門與港澳地緣相近、人緣相親，香港1/6、
澳門1/3的人口都是江門鄉親，經貿合作密切，港
澳企業佔全市外資企業的70%，在落實CEPA、引
進港澳資本和機制、促進小微企業創業創新上條件
得天獨厚。
在具體落實上，鄧偉根指出，關鍵是要敢想敢

創、先行先試，力創造良好營商創業環境。他表
示，為推動小微雙創，江門以「全域拓展、突出重
點、以點帶面、全市覆蓋」為原則，制定實施了
「雛鷹計畫」（《江門市國家小微企業創業創新基
地城市示範工作方案（2015-2017年）），並向社
會公佈第一批「1+15」小微雙創扶持政策，即1個
政策總綱+15個扶持政策和管理辦法。通過示範城
市和綜合改革試點市的建設，江門在小微企業載體
建設、公共服務平台建設、企業減負上積累了一些
可供借鑒、複製的經驗。

廣東江門推動「小微雙創示範 」 注入經濟發展新動能
─江門市市長鄧偉根暢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新路向

廣東江門市是著名的僑鄉，在海外有500萬江門鄉親，在港澳地區分佈更為密集，據不

完全統計，每6個港人及每3個澳人之中，就有一個祖籍江門，當地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

一舉一動都備受港澳及海外矚目。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本報記者專訪了來京參加全國

人大會議的江門市市長鄧偉根。他指出，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和宏觀經濟下行

壓力，我國堅持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引領，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江門市在擁有

小微企業4萬多家的基礎上，把「小微企業創業創新（簡稱小微雙創）」作為拉動經濟發

展的新引擎，尤其是要建立一些聯繫港澳和海外的平台，吸引港澳及海外青年共同參與創

業發展，既為他們提供一個創業發展的新天地，也為當地的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能。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前來北京參加「兩會」的鄧偉根，
除了參加會議之外，其他時間就是為江門市的發展四出
奔走，行程都安排得很緊。他表示此次感受最深之一，
就是在人民大會堂聽取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
總理來到廣東代表團的情景。他說，在長達兩個小時的
工作報告中，他的腦海裡不斷地被發展、經濟、改革、
創新等高頻詞匯衝擊，尤其是總理所說發展新動能加
快成長的要求，更令這位身為經濟學教授的市長，對如
何結合江門本地的實際，尋找新動能這一重大而關鍵的
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3月9日，總理又來到廣東代表團與代表們進行座

談，鄧偉根再次聆聽總理的重要講話，更是深受啟發，
倍感振奮。他說，總理在聽深圳市代表提到柴火創客空
間時，就插話說廣東要把「眾創空間」擴大為「雙創基
地」，把眾包、眾扶、眾籌都包括進來。聽到這裡，鄧
偉根感到總理的話，太符合廣東乃至江門的實際了。作
為廣東省唯一的「全國小微企業創業創新（簡稱小微雙
創）基地城市示範」，前段時間，江門又成為「省小微
企業創業創新綜合改革試點市」。沒想到總理如此關注

雙創基地。看來，江門這個「雙創基地」的牌子，一定
做得更好了。
鄧偉根說，聽完總理的上述講話，他的信心更足了。

「只要我們把小微雙創等工作做好了，就不單是一個地
級市的層面了，何嘗不能成為全國性工作的領跑者
呢？」所以，他希望江門的公務員真的要有信心，有幹
勁，有作為。
因此，鄧偉根提出：要全力打造「江門特色、廣東標

杆、國家示範、國際平台」的全國小微雙創基地。他
說：「現在上至國家，下到省裡和兄弟市，都盯江門
的小微雙創，看看我們能夠做出什麼，這樣壓力確實
大，但動力也充足。」他強調要全力建設市場化、國際
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要利用好「互聯網+」，寧可
讓數據在網上多跑幾圈，也要讓創業者和市民少跑一
輪，要用好無形之手，釋放市場經濟原活力。
另外，鄧偉根指出，雙創基地的建設，離不開的是人
才。他透露，目前江門創建全國博士後（江門）示範中心
已經得到廣東省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來還要制訂遴
選博士後英才計劃，將其上升為省計劃乃至國家計劃。

聽李總理講話 啟發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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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現轄蓬江、江海、新會三區

和台山、開平、鶴山、恩平四個縣級市，面積9,505平方
公里，人口451萬人。江門是「全國文明城市」，榮獲
「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國家園林城市」、「國家衛生
城市」、「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中國人居環境
獎」等稱號。江門是「中國僑都」、「中國第一僑鄉」，
祖籍江門五邑的華僑華人400多萬，遍佈世界107個國家
和地區。文化底蘊深厚，名人輩出，包括「嶺南第一大
儒」陳白沙、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中國航空之父」
馮如，同時還是著名的「院士之鄉」、「明星之鄉」。
江門區位十分優越，是珠三角及港澳地區與粵西乃至大

西南連接的重要交通樞紐，起「承東啟西」的「中場」
角色。廣東（江門）大廣海灣經濟區是全省面積最大的省
級經濟區。廣東省委、省政府對江門發展寄予厚望，賦予
江門「珠西戰略」（珠江西岸先進裝備製造產業帶建設）
策源地、主戰場和增長極的新定位，要求江門打造「三
門」（開放之門、方便之門、輻射之門），建設「三心」
（珠西新的經濟中心、創新中心和城市中心）。去年以
來，江門積極落實國家、省的戰略部署，把「雙引雙創」
（引資引智創業創新）作為新動力，成為全國小微企業創
業創新基地示範城市、全省唯一的小微企業創業創新綜合
改革試點市以及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的重要一員，
引進中歐（江門）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區、中國（江門）
「僑夢苑」華僑華人創新產業聚集區、「中國青創匯」等
「雙創」平台落戶。全市經濟保持平穩增長，2015年實
現生產總值突破2,200億元，生產總值、工業、投資、消
費、外貿、用電量等指標增幅均高於全省平均水平，工業
技改投資連續兩年增長超過100%。

鄧偉根市長在接受訪問時透露，為了匯聚華人華
僑創新創業資源，適應廣大港澳台和華僑青年的創
業需求，江門市政府在去年10月和中國青年報社
共同發起中國青創匯小微企業創業創新服務平台，
未來還將和香港的青年實業家和青年團體合作與對
接，為香港青年的創業提供多方面的支持，讓他們
能夠更好地共圓創業夢。
鄧市長表示，這個平台主要是通過網絡等方式，

面向全球華僑和華人青年，也可以開設針對港澳台
青年的項目，既立足江門，又不局限在江門，以創
業項目征集、評審、指導、對接、交流等多種形
式，為青年人的創業提供必要的協助，希望能夠共
同打造服務珠三角、全國乃至全球華僑華人的青年
創業創新服務平台，打響北有中關村，南有青創匯
的品牌。為小微企業雙創江門樣本，提供更多創新
元素和實效支撐。
目前，這個平台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與中

國青年創業板進行聯動，以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
設，為小微企業的發展壯大，提供更便捷、更多

樣、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務。另外，該平台的首個服
務工程——全球華僑華人青年創夢工場已經在3月
5日啟動，面向全球45歲以下的華人青年，通過篩
選、評審、路演，征集100項具有國際元素、全球
視野，擁有核心技術和創新模式的創業團隊或企
業，邀請參加6月份雙創周首期創夢PARTY，並
進行評比、孵化和對接。
鄧市長還表示，香港是一個創意無限的寶地，江

門市很希望能夠通過青創匯這個平台，加強兩地青
年在創業方面的互相交流。他透露，最近已經和一
些江門籍的青年企業家聯繫，計劃透過引進網絡平
台與青創匯對接，將支持青年創業的平台實現兩地
融通，換言之，香港的青年未來也可以運用這個平
台協助實現創業之夢。
當然，並非每個人創業都能成功，鄧市長認為，

這反而突出了創業的可貴，凸顯青年人敢於有夢的
寶貴素質，平台的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提供支援，
讓青年人創業的成功率有所提高，同時，更為將來
更大的發明創造，打下堅實的基礎。

青年創業之夢在江門

廣東未來之星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楊毅，也
有一個由江門小微雙創扶持資金支持而渡過難關，發展壯
大的故事。2011年他帶100多萬元，來到江門市火炬高
薪科技創業園創業。頭兩年，公司一直在燒錢，沒有任何
項目出來，股東不願追加投資，研發人員也陸續離開。幸
好是政府及時伸出援手，先後發放了5萬元科研項目立項
資金和5萬元的扶持資金，讓企業熬過了最艱難的階段，
首批產品終於研發出來並讓企業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該
企業已經在去年4月正式在天津股權交易所上市，企業註
冊資金也從原來的數十萬增加到將近2,000萬。

企業創業發展成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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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新貌

青年大學生創業成功小故事
今年新春伊始，江門市團工坊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吳伯儀和他的團隊就開始工作上了，成
為江門市大學生創業孵化基地今年首批開工的
孵化企業。他是在2013年畢業於江門職業技
術學院機電設計專業，他選擇了先打工後創業
的道路，在學習了企業的運作和管理，積累了
一些人脈關係後，小吳就與合伙人一起成立工
作室，從事廣告設計，走上了創業之路。
吳伯儀及其團隊與2014年12月進入孵化基

地，主營業務包括網店設計和包裝設計為主，

兼顧產品攝影和VI設計，憑對老客戶的精
心維護及良好的口碑，公司業務慢慢打開了局
面。他很感謝孵化基地的服務，他說：「目前
我們以8元/平方米的價錢就能租用辦公室，
一年就可節省近萬元的租金，而且，基地工作
人員對我們在創業道路上遇到的困難也很能夠
給予指導，讓我們感到很貼心。」創業兩年，
他已經歸還了好幾萬元的貸款，還買了車，未
來還計劃在市區內尋找新的辦公場所，也要招
聘多幾個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