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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深圳
經 濟 高 質 量 發 展

科創成果振奮人心

• 2023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
1880.5億元、增長11.8%，佔地區
生產總值比重提升至5.81%，科技
創新成為產業發展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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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對接北都 建灣區創新國際總部
深圳去年GDP增6% 今年目標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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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標準規劃沙頭角深港消費合作區

▲2023年深港融合消費成新亮點。圖
為深港在深圳合辦的購物節。

建國家型研究院 升級深港合作
深圳市七屆人大

五次會議《政府工作
報告》提出支持深港高校聯合成立研究
生院，打造國際科技人才綜合服務平
台。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羅璇博士
表示，深港兩地在大學層面進行科技合
作超過20多年，幾乎每個高校都在深
圳布局有研究院，這為兩地在科技合作
打下了好基礎。 「深港兩地可以在河套
合作建設更大的國家型的技術研究院，
方向可以是先進製造、生物科技、量子

計算等領域，雙方
可爭取在深圳落
地幾家國家重
點實驗室，
從而更好地
面向產業，

提升整個產業的科技成果。」
羅璇對深港科研合作充滿期待，

她透露，香港不少高校教授想把自己的
技術拿到深圳來合作，與企業對接，如
果深港在河套地區共建國家級的研究
院，讓香港高校老師可以在這些研究院
裏自由出入，數據、信息均可自由流
通，相信會產生更好的科研效果。

來自香港的深圳政協委員、正大
光明集團資深副總裁蟻龍受訪表示，很
多深企希望拓展東南亞市場，而恰好不
少港商早年就在東南亞很多領域拓展了
生意。蟻龍建議，深圳的中小企業 「出
海」 之前，可以在香港成立簡易的分公
司，利用香港政府辦事處的作用，多了
解東南亞的情況，少走彎路。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

專家觀點

緊抓經濟轉型風口

•2023年，深圳抓住了新能源汽車、
人工智能等風口，1到11月，新能
源汽車、服務機器人產量分別增長
109.7%、31.8%；新增310家國家
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主要為半
導體題材、汽車檢測、消費電子、
生物醫療等國產替代類先進製造
業，佔比43%。

▲觀眾在深圳舉辦的第二十五屆高交
會了解一款新能源汽車。 新華社

▲1月30日上午，深圳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深圳市民中心禮堂開
幕。 中新社

1月30日上午，深圳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次會議開幕，深圳市市長覃偉中作政府工
作報告，指出深圳去年GDP增長6%，並將深圳
市2024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目標定為5.5%。
2024年，深圳將着力提升科技創新 「硬核

力」 ，全力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在深港合作方
面，深圳將主動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進一步高質量建設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推動稅收優惠、 「白名單」 管理、分線管理
等政策落地。規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際總部，建
成深港開放創新中心，引進港澳及國際優勢學科科研項目10個以上。

高端人才提供支撐

•深圳2023年新增高水平創新團隊
31個，高層次人才超2000人，高
技能人才3.2萬名。研發人員達
36.4萬人，增長7.1%。

消費潛能持續釋放

•深圳2023年新增首店、旗艦店、新
概念店1008家。建成開業前海山
姆、龍華開市客等商業項目，攜手
香港舉辦首屆 「港潮流」 購物節，
深港融合消費成為新亮點。

【大公報訊】綜合記者帥誠、方
俊明報道：1月30日上午，政協第十四
屆東莞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召開。會
上公布了2023年度履職優秀委員名
單，連氏（光明）企業有限公司總經
理連漢森等多位來自香港的委員獲
選。東莞市政協委員、龍昌投資有限
公司總經理梁毓雄提出以立項的常平
「香港城」 為載體，設立 「莞港深度
合作區」 （下稱 「合作區」 ）， 「重

點發展創新金融、國際會展、現代物
流、總部經濟、高新科技、商貿服務
等領域，並與香港規則深度銜接、機
制高度對接，推動莞港投資貿易自由
化。」

同日，珠海市第十屆人民代表大
會第四次會議30日開幕，市長黃志豪
作政府工作報告。珠海與港澳的交流
合作取得 「新突破」 ，港珠澳大橋珠
海口岸單日出入境客流量創歷史新

高；首創粵澳社保（醫保）融合辦
理，港澳居民參加珠海養老保險超4.8
萬人、醫保超5.4萬人。珠海在新一年
定下 「新目標」 。其中，以珠海高新
區為主戰場，打造未來科技城。同時
加快建設萬山海域、外伶仃海域2個
「國家級現代化海洋牧場」 ，推動總
投資203億元人民幣的20個海洋牧場儲
備項目落地，謀劃建設 「粵港澳海洋
深度合作示範區」 。

港委員：莞港設深度合作區 發展創新金融

2023年深圳市地區生產總值達
3.4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速
位居四大一線城市首位。2024年，深
圳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為GDP
增長5.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0%，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7%，規模以
上工業增加值增長5.5%。覃偉中表
示，深圳今年將牢牢扭住實現新型工
業化這個關鍵任務，全力打造更具國
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前海引進50全球頭部服務商
具體而言，深圳將打造產業智能

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標桿。實施
數智賦能工程、綠色示範工程、融合
增效工程。深圳將增強產業體系完整
性、先進性、安全性。滾動完善提升
「20+8」 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和未來
產業體系，搶抓新能源、智能網聯汽
車、低空和空天經濟等產業新風口，
培育具身智能機器人、合成生物、細
胞與基因、量子信息等未來產業新增
長點。

2024年，深港合作仍然是深圳擴
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領域。覃偉
中透露，深圳將主動對接香港北部都
會區發展策略，推動前海建設取得新
突破。未來將制定實施前海總體發展
規劃專項推進方案，提升國際金融
城、國際法務區、國際人才港發展能
級，加快建設 「互聯網＋」 未來科技
城等項目，打造融資租賃、供應鏈、
國際諮詢、財稅服務等 「6+6」 集聚
區，新引進全球頭部服務商50家。

此外，深圳將高質量建設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推動稅
收優惠、 「白名單」 管理、分線管理
等政策落地。支持深港高校聯
合成立研究生院，布局新
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中試
轉化等公共服務平
台，規劃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國家技術創
新中心國際總部，
建成深港開放創新中
心，引進港澳及國際
優勢學科科研項目10個
以上，新增高端科研機
構、頂尖企業研發中心、高水

平科研團隊20個以上。
據悉，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

新中心是根據國家戰略部署打造的跨
區域、跨領域、跨學科、跨產業的綜
合類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已於2021年
4月22日在廣州揭牌。

委員倡擴大「白名單」便利河套科研
此前，2023年公布的《河套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
已經提出在福田保稅區等海關監管區
域建立產業、機構和個人 「白名單」
制度，實行 「一、二線」 分線管理，
海關監管區域與香港之間設為 「一
線」 ，實行口岸管理；海關監管區域
與關境內其他地區之間設為 「二
線」 ，實行通道管理。香港產學研合
作促進會會長譚偉豪認為， 「白名
單」 可以更好實現相關要素在河套流
通。廣東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深圳政
協委員周璇建議擴大 「白名單」 的範
圍，添加為企業發展所需要的律師、
會計師、基金從業人員等，減少人才
在通關出入境時的成本，更好地服務
河套企業。

▲在河套合作區，香
港城市大學深圳福田

研究院院長陳福榮
（右二）和科學家
一起研究實驗。

資料來源：南方+

主動對接香
港北部都會區發展
策略、澳門 「1 +
4」適度多元發
展策略

高標準規劃
建設沙頭角深港國
際消費合作區，積極
推進沙頭角口岸及
配套商業空間改

造升級

前海開工建設
深港國際服務城、深

港廣場，打造融資租賃、
供應鏈、國際諮詢、財稅
服務等 「6+6」集聚區，
新引進全球頭部服務商

50家

河套深圳園區
新增產業空間30萬平

米以上，引進港澳及國際
優勢學科科研項目10個以
上，新增高端科研機構、
頂尖企業研發中心、高

水平科研團隊20個
以上

深圳政府工作
報告涉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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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深圳大型超
市開市客排隊購
物。 中通社

2023年，深圳消
費潛能持續釋放，深

港融合消費成為新亮點，全年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1.05萬億（人民幣，下同）。1
月30日，深圳市市長覃偉中在作政府
工作報告時指出，深圳將瞄準有潛能的
消費，大力發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
健康消費，積極培育智能家居、文娛旅
遊、體育賽事、國貨 「潮品」 等新的消
費增長點；發展直播電商、視頻購物等

消費新模式；加快時裝、鐘錶、眼鏡、
傢具、黃金珠寶等傳統優勢產業高端
化、品牌化發展，辦好 「深圳─米蘭雙
城時尚周」 等活動，擴大時尚消費。

未來，深圳將高水平建設羅湖、
福田中心區、深圳灣、空港會展、前海
灣等世界級商圈，加快規劃建設深圳東
部地區大型商業綜合體，提升東門、華
強北等步行街業態發展能級，打造一批
夜間經濟示範區，新增首店、旗艦店、
新概念店1000家。

此外，深圳將辦好 「深圳購物
季」 等各類促消費活動，大力支持外貿
優品拓內銷。用好 「歐亞六國免簽」 、
「中新互免」 、144小時過境免簽等政
策，新增境外旅客離境退稅 「即買即
退」 商店50家。未來將高標準規劃建
設沙頭角深港國際消費合作區，積極推
進沙頭角口岸及配套商業空間改造升
級。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

釋放潛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