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劃》提出，到2025年，廣東將力爭實現主要創新指標達
到國際先進水平，建成更高水平的科技創新強省，粵港

澳大灣區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成為
國家重要創新動力源。全面深化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成為其中
最重要的路徑之一。

實驗室涉多領域 破新冠相關難題
談到未來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廣東省科技廳廳長龔國平表
示，首要是圍繞粵港澳三地各自在新發展格局中的戰略地位和比
較優勢，合力推進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國
家技術創新中心等國之重器建設，加速港澳和大灣區珠三角地區
創新鏈、產業鏈、信息鏈、資金鏈、人才鏈的對接和連通，暢通
創新要素高效聯動。
粵港澳聯合實驗室是建設大灣區國之重器的重要支撐。《規
劃》提出，立足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基礎和需求，加快建設一批
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爭取到2025年，建成40家左右。
據悉，包括粵港澳光熱電能源材料與器件聯合實驗室、粵港澳
呼吸系統傳染病聯合實驗室等在內，20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已經
先後授牌，且在各自領域發揮着重要作用。例如在抗疫過程中，
粵港澳呼吸系統傳染病聯合實驗室在鍾南山院士的帶領下，與美
國團隊合作建立了國際首個非轉基因新冠肺炎小鼠動物模型，可
應用於新冠肺炎治療藥物效果評價等研究，有效緩解了動物模型
缺乏難題。

研關鍵核心技術 建量子科學中心
對於未來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建設，《規劃》提出，由粵港澳高
校、科研機構、企業等法人單位共建，圍繞三地產業發展方向，
聚焦共同關注的研究熱點和重點，開展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
技術研究，推動成果轉移轉化和人才團隊培養。
除了科技創新合作平台，還需要布局合作載體。龔國平表示，
接下來，廣東加快推動橫琴、前海兩個合作區成為大灣區國際科
創中心的重要支點。
《規劃》提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合作區建
設，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創新基礎設施、
粵港澳合作新型研發機構以及中試基地，並在科研資源跨境流動
方面積極探索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現實形式。
在具體動作上，例如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聯動香港
探索適用國際先進的科研規則體系，設立多元化深港合作創投基
金，先行先試更加便利的出入境和停居留政策，加快打造前海國
際人才港。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量子科學
中心，建設科技成果中試熟化基地等。
在全省層面，廣東將爭取國家授權開展創新要素出入境綜合改
革試點，推動稅收優惠制度對接和科研儀器設備、生物樣品跨境
便利流通，研究實施促進粵港澳人流、物流、工作、居住等更加
便利化的政策措施，探索搭建粵港澳大型科學儀器設施資源共享
平台。充分發揮粵港澳強強聯手的獨特優勢，深入實施粵港、粵
澳聯合資助計劃。大力推動港澳高校來粵合作辦學，加強粵港澳
高校教育科技交流。
龔國平指，廣東還將擴大和升級科技計劃對港澳的開放，加大
支持港澳青年來粵創新創業的力度，最終通過發揮粵港澳三地協
同創新的放大作用，加快集聚國際科技創新資源，將大灣區建成
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根據《規
劃》，「十四五」期間，廣東將圍繞重點領域實施前
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專項，通過創新項目申報、遴
選、評審機制，實現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突
破。重點突破的領域共13個，包括人工智能、衛星
互聯網、空天科技、太赫茲、天然氣水合物、氫能、
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等。

涉空天科技 發展新一代無人機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聚焦廣東產業基礎高級

化、產業鏈現代化，廣東在上述的13大領域將有一
系列細化布局。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將圍繞智能製
造、智能醫療、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等重點領域部署
一批面向全球的深度融合應用場景，布局建設一批開
放創新平台，力爭形成高端引領、開放共享、自主可
控、基礎扎實的人工智能一流創新生態。
在氫能領域，將開展質子交換膜/固體氧化物電解

製氫、大規模風光電製氫、核能製氫、光催化製氫、
電催化水電解製氫、鈣鈦礦催化製氫、超臨界水煤氣
化製氫等前沿技術研究，推動氫氣壓縮機自主化，突
破氫能成本瓶頸。開展液氨/有機物等液體儲氫、新
型材料吸附儲氫等顛覆性技術研究，實現氫安全高效
低成本儲運。
這些領域不少是涉及未來科技。比如空天科技方

面，大力發展新一代無人機系統、大型滅火/水上救
援水陸兩棲飛機等引領性航空航天裝備，積極推進省
航空產業創新平台建設，適時創建城市空域飛行示範
區。
在衛星互聯網方面，推進衛星互聯網平台基地建

設，加強衛星互聯網核心裝備研製和綜合服務能力建
設，在5G/6G非地面網絡融合發展領域積極探索創
新。
廣東省科技廳廳長龔國平表示，接下來，廣東將更

加緊密攜手港澳，增強戰略科技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進入十月，香港讓人振奮的消息一個接一個。愛
國真情流露，社會正氣上揚，新氣象給人新希望。很多市民說：
「這才是香港該有的樣子」。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13日發表題為
《今日之香港最該重溫這「三個相信」》的「人民銳評」指出，今
天的香港，愛國愛港的價值觀不斷凝聚。由亂及治的香港如何實現
由治及興，需要各界人士凝聚共識、增強信心，擔當作為。此時此
刻，最應重溫四年多前，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時，引發大
家強烈共鳴的幾句話：「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一國兩制」是最大優勢 改革開放是最大舞台
文章說，香港的家底，是一代又一代香港同胞打拚出來的。未
來，還得靠大家繼續奮鬥。幸福是奮鬥出來的，而奮鬥需要舞
台、需要機遇、需要時代給予的勢能。對香港來說，「一國兩

制」是最大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舞台。香港明天更加美
好，時間將會是最好的見證。
近兩年，一些人出於各種目的，炒作鼓動企業撤離香港，結果

卻很難讓他們如願。今年以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進出口貨值等
均呈現增長勢頭，很多國際投行和金融機構一直在香港擴招職
員。最新年度統計顯示，母公司在海外及內地的駐港公司數目達
9,049家，香港的初創企業數目亦增至3,755家，兩個數字均創新
高。從近期企業關注的新冠疫情防控看，在全世界範圍內，中國
內地和香港的突出成效有目共睹，為企業發展創造了更穩定、更
安全的環境，即使防控措施帶來一些不便，但相比於穩定、安全
的環境，相比於更大發展機遇，這些都是短期的、暫時的、可以
隨疫情好轉逐步緩解的。
文章進一步指出，對香港自身的信心，來自於對整個中國發展

前景的信心。從「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
際航空樞紐地位」，到「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再
到「加強內地與港澳各領域交流合作」，「十四五」規劃為香港
發展擘畫了光明前景，拓展了廣闊空間，也一定能為本地業界和
來香港的海外企業帶來無限商機。
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最終還要靠實幹。凡事都着

眼大局，理性溝通，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香港是一個
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
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那
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這些年，香港
吃這個虧太多了，因為這個耽誤的時間太長了，特別是「修例風
波」，讓香港走到了十分危險的境地。今日香港的新氣象，就在
於扭轉改變了這種現象，為共識的形成，營造了更加寬鬆理性的
氛圍，創造了更加健康有序的土壤。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只有在
愛國愛港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和衷共濟，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
園建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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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銳評：今日之香港最該重溫這「三個相信」

根據13日舉行的廣東省政府新聞

辦發布會消息，《廣東省科技創新

「十四五」規劃》（下稱《規劃》）正

式發布，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再推重磅

動作。根據《規劃》，圍繞粵港澳大灣

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及產業發展實際

需求，廣東將在2025年建成40家粵港澳

聯合實驗室，在目前20家的基礎上實現

倍增。同時，還將以橫琴、前海、深圳河

套地區三個片區為主要載體，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合作區建設，通

過稅收優惠、人員通關、儀器過境便利措施

以及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量子科學中心等平台，全

面深化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布局建設重大科技創新基礎設
施，鼓勵創新主體積極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
加快建設廣東省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攜手打造橫琴中藥新
藥技術創新中心。優化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發展路徑。大
力發展集成電路、電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大數據、人工智
能、物聯網、生物醫藥等產業。在科研資源跨境流動方面積極探索規
則銜接、機制對接的現實形式。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創新管
理運行機制，聯動香港探索適用國際先進的科研規則體系，設立多元化深
港合作創投基金，發展粵港澳合作的新型研發機構，先行先試更加便利
的出入境和停居留政策，加快打造前海國際人才港；試點開展數據跨
境流動，建設國家級海洋科技合作基地，探索發行企業海洋開發債
券，探索臨時仲裁制度。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聚焦生命科學、信息科學、
材料科學開展前沿科學探索、關鍵技術研發，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量子科學中心，建設科技成果中試熟化基地，建設國際
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聚
區。

來源：《廣東省科技創新「十四五」規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粵港澳光電磁功能材料
聯合實驗室
參與單位：華南理工大
學、香港大學、澳門大
學、香港城市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等

粵港澳中子散射科學技術
聯合實驗室

參與單位：散裂中子源科學中心、
香港城市大學、東莞理工大學等

粵港澳人機智能協同系統聯合實驗室
參與單位：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等

粵港澳大灣區環境污染過程與控制
聯合實驗室

參與單位：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香港理
工大學、廣東省生態環境技術研究院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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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位於深圳河
套。 資料圖片

● 根 據 《 規
劃》，廣東將在

2025年建成40家粵港
澳聯合實驗室。圖為香港
城市大學科研團隊在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實
驗室做實驗。

資料圖片

●廣東將在空天科技等領域推進科研。圖為
位於廣州知識城的全國首個航空輪胎動力學
試驗大科學裝置配套工程。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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