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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科學城是大灣區綜合性國
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的重要組成
部分。目前，24個重大科技創新載
體相繼落戶，其中2所大學校區或過
渡校區已正式啟用，9個重大科技基
礎設施、2所省重點實驗室、11個科
研平台加快推進。

科研設備可便利通關
據悉，《條例》圍繞光明科學

城治理結構和運營機制、國土規劃
和用地管理、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
等重要領域，提出系列創新制度安
排。就科研要素流動方面，要求推
動開展自用科研物資、實驗試劑和
儀器設備進出境分類分級監管，對
經認定的用於科研教學、校準檢
測、比對實驗的儀器、設備、低風
險用品等按照有關規定實行進出境
通關便利政策，提高通關效率。

《條例》要求由深圳市政府統
籌管理基於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形成
的科學數據，在確保國家安全和保
護知識產權的前提下，推進科學數
據共享，支持光明科學城在國家數
據跨境傳輸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
探索開展跨境數據流動分類監管。

27日舉行的首屆光明科學城論
壇上，合成生物研究、腦解析與腦
模擬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宣布入駐
並將於今年投入使用，同時，九個
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面向全球發出開
放共享邀約。據悉，圍繞重大科技
基礎設施建設運營，《條例》除了
明確深圳市政府批准設立的光明科
學城開發運營企業承擔光明科學城
範圍內創新載體和基礎設施的投融
資、建設、運營、成果轉化服務等
相關工作，還明確支持開發運營企
業通過市場化運營，推進重大科技
基礎設施面向國內外各類創新主體
開放共享。

出席論壇的中國科學院院士、
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韓傑才表示，

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大科學裝置能夠
提供大型的複雜系統的研究條件，
已經成為推動現代科技發展的重
器，不僅在基礎研究當中發揮策源
地作用，也是技術創新、產業發展
和國力提升的強大動力，更可以作
為國際合作的很好平台。

擴大經費管理自主權
《條例》明確支持在光明科學

城探索開展科研經費管理改革，擴
大科研項目經費管理自主權，完善
科研項目資金激勵引導機制。支持
光明科學城從事基礎性、前沿性、
公益性研究的獨立法人科研機構探
索實行財政科研經費包乾制，財政
科研經費包乾制實行負面清單管
理。這意味着，在 「負面清單」 之
外，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人財物支
配權和技術路線決定權。深圳市人
大常委會委員、深圳灣實驗室副主
任、深圳醫學科學院（籌）副院長
涂歡認為，探索財政科研經費包乾
制，能夠提高資金使用的靈活性，
更加尊重科學規律。

此外，《條例》提出，鼓勵港
澳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與光明科學
城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合作共建產
學研平台，在項目申報、企業孵化
等領域深度合作，為港澳大學生在
光明科學城創新創業提供便利，鼓
勵港澳資金參與科技企業投資和重
大項目建設。

深圳光明科學城科研設備在出入境方面或將探索分類
分級管理，經認定的科研設備有望更便利通關。內地首部
科學城專項法規─《深圳經濟特區光明科學城發展促進
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日前經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會
議表決通過並擬於6月1日起實施。《條例》提出系列創新
制度安排，包括推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以市場化運營面向
國內外各類創新主體開放共享、推進科學數據共享、探索
開展跨境數據流動分類監管等。在27日舉行的首屆光明科
學城論壇上，光明科學城九大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面向全球
發出共享邀約。

深圳九大基礎科學設施全球開放
光明科學城專項立法 跨境數據共享 促灣區創科

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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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
院士、美國科學

院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葉
玉如在光明科學城論壇上發表關於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的主題演講。她
指出，深圳在高新企業集群方面的
優勢，可以與香港在國際化的優勢
以及香港在基礎研究的優勢相結合
優勢互補，兩地在創科領域協同合
作可以為大灣區的發展提供強有力
的科技支撐，其中大學可以塑造創
科生態圈方面發揮引領作用。

她認為，深港優勢互補協同發
展形成雙向互通的高科技產業鏈，
可以整合全國和全球的創科資源，
構建世界級的創科生態。 「包括從
零到一的研發，從一到十的先導規
模，以及十到N的量產。初創的企
業可以進一步連接內地龐大的市
場，到香港進行融資上市，進入國
際的市場，跟國際的創客鏈聯合起
來。我覺得這就是深港融合發展的
一個很好的方向。」 她指出，大學
可以塑造創科生態圈方面發揮引領
作用，以大學基礎研究作為上游的

推動力，大學＋企業聯合建立實驗
室可以中游發揮重要作用，把大學
的研究成果轉化到下游，為初創企
業提供重要的支持。

葉玉如介紹，香港特區政府支
持下建立的兩個InnoHK創新香港研
發平台，可以引入世界頂尖的大學
院校還有研究機構在香港進行更多
的合作和研發，她建議，可以把
InnoHK擴大成為InnoGBA創新灣
區研發平台，延伸到深圳以及大灣
區，支持內地、香港和國際三方面
的合作。

深港高校引領 加速研發成果轉化
產業集群

灣區動力

•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
技基礎設施

•腦解析與腦模擬重大
科技基礎設施

•材料基因組大科學裝
置平台

•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

•特殊環境材料器件科
學與應用研究裝置

•精準醫學影像大設施

•「鵬城雲腦」網絡智能
大科學裝置

•深圳國家基因庫

•未來網絡試驗設施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整理

◀首屆光明科學城
論壇上，九個重大
科技基礎設施發出
共享邀約。

受訪者供圖

搭建平台

•鼓勵港澳高等院
校、科研機構在
光明科學城設立
分支機構或者創
新平台，參與光
明科學城建設。

促進合作

•支持光明科學城
與 港 澳 高 等 院
校、科研機構合
作，為港澳優秀
大學生在光明科
學城創新創業提
供便利。

積極引資

•鼓勵港澳資金積
極參與光明科學
城科技企業投資
和 重 大 項 目 建
設。

便利通關

•推動開展自用科
研物資、實驗試
劑和儀器設備進
出境分類分級監
管，在確保安全
的前提下，促進
科研要素通關便
利化。

數據監管

•支持光明科學城
建設新一代信息
基礎設施，在國
家數據跨境傳輸
安全管理制度框
架下，探索開展
跨境數據流動分
類監管。

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整理

顏寧：創新模式培育下一代醫學家
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深

圳醫學科學院創始院長、深圳
灣實驗室主任顏寧27日出席光明科學城論壇作
主題演講，介紹了深圳醫學科學院的籌建進度，
以及建設深圳灣實驗室的最新進展。

她表示，深圳醫學科學院希望在經費來源、
人才評價、轉化支持等方面探索全新機制，為此
提出了前沿科學研究、臨床轉化、教育國際交
流、專項資金管理、科技創新諮詢 「五大職
能」 。在前沿科研方面，深圳醫學科學院將與深
圳灣實驗室互補，其中醫學科學院注重源頭創
新，將建立八個研究所，涉及神經─免疫學、心
理健康與認知科學、傳染病、藥理與藥學、罕見
病與疑難病等。深圳灣實驗室則注重轉化，布局
了深圳灣轉化醫學中心，百瑞創新中心、坪山醫
藥研發中心三大轉化中心，希望可以打通從基礎
科研到應用轉化全鏈條。

她強調，要進行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是引進、
培養最優秀的人才，打造一個寬鬆的環境，並且

提供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科研環境，在顏寧看
來，深圳醫學科學院的目標，就是培養下一代的
醫學科學家，使他們既懂臨床又懂科研。

當天，顏寧還和深圳市相關領導為光明致遠
基金會揭牌。她強調，該基金會支持人而不是支
持項目，支持人才進行長期的大膽的科學探索，
希望通過這個基金會，打造寬鬆自在的科研環
境，為人才提供後顧無憂的制度保障，支持他們
深耕細作做出真正原創性的發現。

原創突圍

九大基礎
科研設施

多項條例
支持跨境科研

首屆光明科
學城論壇27日在

深圳光明雲谷國際會議中心開幕，
論壇為期兩天，共設置1場主論
壇、9場平行論壇、3場配套活動，
匯聚科技、教育以及產業領域各界
人士齊聚，共議科技前沿發展趨
勢，暢談大灣區科創合作。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以視
頻 參 與 「光 明 科 學 城 論 壇 ．
2023」 ，他指出，日前率團到訪大
灣區時，訪問深圳多家科企和雙創
基地，對深圳市的科創力量印象深
刻，特區政府將全力以赴，積極推
動與深圳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創科
合作，共同推動國家科技發展。

李家超表示，香港科研能力是
國家創新體系和科技力量的重要組
成部分。為全力推進香港建設國際
創科中心，特區政府去年公布《香
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從頂層規

劃引領香港的創科發展。這份《藍
圖》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是 「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好連通內
地與世界的橋樑」 。特區政府將繼
續在資源投放、政策配套、土地基
建提供等方面，確保 「政產學研」
高效合作，共同推動香港創科全速
向前發展，為國家科技發展作出香
港應有的貢獻。

他指出，香港與大灣區的內地
城市，尤其是深圳一直合作無間，
港深雙城擁有扎實的創科合作基
礎，兩地政府剛在上月底簽署了合
作安排，進一步推進深港科技創新
全面合作。他強調，港深兩地將推
動更高水平的產學研協同創新，建
立全方位的創科生態鏈。目前香港
與內地的人員往來已全面復常。特
區政府將全力以赴，積極推動與深
圳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創科合作，
共同推動國家科技發展。

協同創新

李家超：深港築全方位創科生態鏈

▲李家超在光明科學城論壇上視頻致辭。

▲葉玉如發表關於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的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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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科學城啟動區包含腦解析與
腦模擬、合成生物研究兩個大科學
裝置，綜合研究院、青年公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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