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广州市各区双创竞争力排行榜报告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全球领先的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挖掘和分析机构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权威首发《2016 年广州市各区双创竞争力排行榜报告》。报告显示，

天河区、海珠区和番禺区位列 2016 广州市各区双创竞争力排行的前三名。天河区作为广州

市新城市中心区，创新创业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广州市市场经济活跃，政府扶持力度强，人

力资源丰富，为创新创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但由于各区地理位置、经济

实力和政府政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双创竞争力存在较大区别。 

以下为报告详细内容： 

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省会，位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

育中心，创新创业的基础和环境具有突出优势。经济方面，广州市产业雄厚，市场经济活跃，

尤其是服务业发达，产业配套能力强；政策方面，广州财政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幵围绕创新

创业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为创新创业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人才方面，广州高校林立，人

才供给充足，创新创业氛围浓厚，孵化器和新创企业数量均位于全省前列。 

从经济、政治、人才、社会环境等角度出发，艾媒咨询对广州市各区进行评分，以评估

广州市各区的创新创业竞争力。评估模型由创新创业投入、创新创业氛围、创新创业主体和

创新创业产出等维度构成，相关数据由艾媒咨询在政府、行业协会及第三方权威机构公布的

数据信息整理获得。 

 

 

 

 



2016 年广州市各区双创竞争力排行榜 

区域 
创新创业

投入 

创新创业

氛围 

创新创业

主体 

创新创业

产出 
双创竞争力 

天河区 9.2 9.5 9.8 8.6 9.2 

海珠区 8.9 7.7 5.5 6.9 7.6 

番禺区 4.2 7.2 7.5 7.3 6.6 

黄埔区 3.1 6.8 6.7 5.8 6.2 

越秀区 4.6 7.4 3.6 6.1 5.8 

白云区 3.2 5.5 6.5 7 5.3 

荔湾区 2.2 5.2 2.8 7.7 4.7 

花都区 2.2 4.3 5.3 5.3 4.0 

南沙区 1.4 4.4 3.2 4.9 3.5 

从化市 1 4.3 4.5 3.9 3.2 

增城市 1.2 4.2 3.3 3.9 3.1 

 

 

 

TOP 1 天河区 

天河区凭借多年创业创新方面的优势，位列广州市各区双创竞争力排行第一名。天河区

作为广州市新城市中心区，区内经济发达，形成以金融、信息技术、现代商贸、商业服务等



四大产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集群。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3432.8 亿元，连续九年全市第

一。2016 年以来，全区新增市级登记孵化器 19 家，占全市 29%；新增市级以上众创空间

29 家，占全市 46%，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孵化平台，同时，政府出台“1+1+8”产业

扶持和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政策，加大创新创业扶持力度，为创新创业者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而在人才方面，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等高校集聚，为创新创业输送高质

量人才。截至 2015 年，天河区高新技术企业 530 家，占全市 28%，新三板企业 34 家，

占全市 24%，2015 年丏利授权数 7493 个，创业培训辅导 1000 人次以上，创新创业效果

显著。总体上看，天河区在经济投入、政府扶持、社会环境、人才基础等方面在全市各区中

都具备较大的优势。 

TOP 2 海珠区 

海珠区双创活劢氛围活跃，双创竞争力紧跟天河区，位列广州市各区第二名。海珠区位

于广州市中部，珠江南面，是广州市老四区之一。2015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1422.33 亿元，

连续 4 年增速居全市前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经济总量稍逊于其他各区。政府对创新

创业的投入力度逐步加大，“十二亓”规划期间财政科技经费投入 6.51 亿元，是“十一亓”

时期的 1.6 倍，政府组织创业培训机构创业辅导 800 人次以上。全区创新创业氛围浓厚，

互联网产业集聚规模呈现雏形，共有腾讯、阿里巴巴等多家互联网龙头企业，近 200 家优

质电商企业和近 100 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全区有创新创业孵化器 17 个，众创空间 12

家，为创新创业活劢提供良好的平台和服务。人才方面，海珠区内有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

学、广东财经大学等高校，为创新创业活劢提供了人才基础。总体上看，海珠区创新创业氛

围较好，创新创业企业较多，著名高校集聚，具备良好的创新创业基础，但经济总量稍显不

足。 

TOP 3 番禺区 



番禺区双创竞争力位列广州市各区第三名。番禺区充分发挥广州大学城人力资源丰富优

势，着力加强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打造以大学城为核心的“创新发展智核”、提升创客空间

综合能力。番禺区已成功引进厚德科技、溢思得瑞等高端孵化器，同时广州大学城健康产业

产学研孵化基地、广州国家现代服务业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成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六矽科技空间获国家级众创空间称号。9 大科技园区进驻中小科技企业 2200 多家，2015

年实现产值 650 多亿元，比 2011 年增长 1.2 倍。未来，番禺区将规划建设大学城科技产业

园，打造大学城新技术新产业集群，引导新型孵化器集聚发展，构建“孵化器—加速器—

产业园”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产业培育体系。引导大学城各高校与重点企业、园区、镇街全面

对接，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劢成立大学城高校创客空间联盟，建设“互联网+”创新创

业小镇。番禺区在整体创新氛围以及产出表现优异，整体双创氛围仍有较大优化空间，未来

创新创业前景值得期待。 

此外，其他各区在创新创业方面均有所发力。越秀区创新创业平台突出，区内广州民间

金融街作为全市首家互联网金融产业基地，为创新创业活劢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黄浦区

在原有科技政策基础上出台“1+7”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推劢科技与产业、平台、金融、人

才、知识产权、国际合作融合发展；白云区引进了包括绿地汇创新兴产业基地在内的一大批

优质项目，实现从中小企业集聚到优势产业集聚再到主导产业集群的跃升。整体上看，广州

市创新创业势头良好，在经济、政策、人才等基础之上发展迅速，但由于各区经济基础、政

策重点和地理位置等情况各不相同，各区创新创业竞争力存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