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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創中心 建設成績亮眼
灣區重器集聚 人才跨境流動 資金綠道直撥

關鍵詞二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
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提出，支持粵港澳設立聯合創新
專項資金，就重大科研項目開展合作，
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

此後，深圳與廣州迅速響應。在2019年
7月，深圳印發《深圳市科技計劃管理改革方
案》，廣州印發《進一步加快促進科技創新政策
措施的通知》。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更進一步，在去年
國務院發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
發展規劃》後，2023年9月6日，根據國家外匯管
理局批覆，國家外匯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印發《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科匯通」 試點業務操作
指引》，河套 「科匯通」 試點正式啟動，便利跨
境科研資金流動。主要內容包括：破解非企業科
研機構境外匯入科研資金無法可依的難題，打通
科研資金入境渠道，允許境外科研開辦資金直接
匯入區內外資非企業科研機構。實現科研機構全
生命周期、全鏈條管理優化。區內科研機構可直
接在深圳轄內銀行，便捷辦理外匯登記、匯款、
變更、註銷等各項外匯業務，相關賬戶開立和開
辦資金使用適用外匯便利化政策。河套 「科匯
通」 將為區內科研機構跨境調撥科研資金提供新
路徑，為深港兩地科技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和科技
產業協作提供有力支撐。去年12月14日，深圳安
盛康泰醫藥有限公司、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等
企業嘗到 「頭啖湯」 。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

2017年1月，深港合作會議在香港
召開，會議前深港兩地政府簽署了《港
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
備忘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共
3.89平方公里。

2020年8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關
於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建
設國際開放創新中心的若干意見》印
發，明確提出將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打
造成為深港科技創新跨境合作先行示範
區、國際先進創新規則的試驗區、綜合
性國家科學中心開放創新先導區等目標
定位。

2023年8月，國務院印發了《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
劃》。《規劃》明確，到2025年，基本
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創新協同機制，深
港科技創新開放合
作取得積極成效；
皇崗口岸整體完成
重建，跨境基礎設
施互聯互通，實現
運轉高效的通關查
驗模式創新；深圳

園區監管模式運
作成熟，與香

港園區基本實
現 要 素 流 動 暢
通、創新鏈條融
通、人員交流順通；建
立與香港及國際全面對接
的科研管理制度，集聚一
批香港及國際優勢學科重點實驗室集群
和卓越研究中心、頂尖企業研發中心，
與香港科技合作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到
2035年，與香港園區協同創新的格局全
面形成，科技創新國際化程度居於全球
領先地位，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
動，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創新載體和頂
尖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成為世界級的科
研樞紐，有力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建設。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及，擴大內地與港澳專
業資格互認範圍，拓展 「一試三證」 （一次考試可
獲得國家職業資格認證、港澳認證及國際認證）範
圍，推動內地與港澳人員跨境便利執業。

近年來，廣東協同港澳，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工程師資格互認模式探索與標準制定。2023年2

月，首批2名 「粵申報
港」 內地工程師和首
名 「港申報粵」 香
港工程師，順利取
得互認工程師資格
證書。至此，粵港電
氣工程師資格互認雙

向通道
完全打通。
2023年11月，
廣東省工程師
學會與香港工程師學會簽訂了會
員資格互認框架協議。雙方將在
此框架協議下，先行試點開展建
築（土木）工程、岩土、公路、
電機、測控儀器等5個工程專業的
會員資格互認，並根據需求逐步
向其他專業領域延伸拓展。框架
協議的簽訂，對於深化大灣區工
程師資格互認工作具有標誌性、
示範性、引領性的重大意義。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

拓一試三證專才出路廣

▲
2 02 3

年
11
月
，
深
圳
求
職
者
與
澳
門
企
業
招
聘
人

員
交
流
。

新
華
社

工程師
資格互認

關鍵詞五

實施日期：
2019年11月5日

2020年11月1日正式實施的《深
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是中國首
部覆蓋科技創新全生態鏈的地方性法
規，條例首次提出建立 「基礎研究＋
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
人才支撐」 全過程創新生態鏈。條例
在全國率先以立法形式固定財政對基
礎研究的投入──基礎研究和應用基
礎研究資金投入比例
應不低於市級科技研
發資金的百分之三
十。

深圳建立全過程
創新生態鏈包括8條
創新舉措，分別是：
率先形成基礎研究長
期持續穩定投入機
制、建立關鍵核心技
術攻關新機制、建立
科技成果 「沿途下
蛋」 高效轉化機制、
發揮政府投資槓桿作

用組建早期創業投資引導基
金、建立科技人員雙向流動
制度、重構市場導向的人才
分類評價激勵體系、構建以
「四個90%」 為鮮明特色的企

業創新生態、支持企業和戰略科研
平台組建創新聯合體。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

促基礎研究 攻關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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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四

實施日期：
2020年11月1日

河套科匯通
資金新源泉 要素自由流動

建世界級科研樞紐

福田保稅區 「一號
通道」 啟用於2010年
10月，該通道連接着
皇崗─落馬洲大橋和
香港落馬洲口岸，日
均出入境汽車1000輛
次，高峰日出入境汽車
到達1500輛次，年出入境
汽車流量居全國第八位，是國
內率先實施出入境車輛自助邊防
檢查（簡稱 「快捷通」 ）的口岸。

一號通道為經落馬洲管制站港方查驗後進入福
田保稅區的專用跨境通道，是國內海關特殊監管區
內唯一一條陸路聯通深港的跨境通道，對便利人員
跨境通行、穩定區域外貿穩增長意義重大。

2023年深港全面 「通關」 首日，隨着第一輛持
「香港─福田保稅區─深圳」 行駛標誌的香港號牌
車輛駛入福田保稅區，標誌着福田保稅區一號通道
（以下簡稱 「一號通道」 ）正式恢復小車通行。除
了直連香港的 「一號通道」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深圳園區還擁有皇崗和福田 「兩大口岸」 ，對
支撐外貿增長、深港兩地交流合作起到重要作用，
更為合作區內企業和科研機構跨境交流提供通關便
利，加速深港科創資源匯聚。2020年，福田保稅區
「一號通道」 獲准向科研人員開放。合作區 「白名
單」 內科研機構和車輛可申請。據悉，未來，深圳
將嘗試申請 「一號通道」 成為合作區跨境專用口
岸，探索 「一地兩檢」 。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

陸路通深港
利跨境科研

▲福田保稅區 「一號通道」 ，對深港交流合作起到
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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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深圳醫博會上的機器人
手術系統吸引參觀者。 中新社

◀河套合作區
內的自動化實驗
室。

責任編輯：王孫云鶴 美術編輯：蘇正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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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資金
跨境使用

關鍵詞一

實施日期：
2019年2月18日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明確的重點任務。5年來，
大灣區以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為 「龍
頭」 ，科研平台建設逐次鋪開，人才跨境帶
來思想碰撞，科研資金跨境有助於思想火花成
真，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取得系列亮眼成
績。截至2023年底，省、市科研項目財政資金跨
境撥付已超3.7億元，惠及十餘所港澳高校和科研
機構。目前，大灣區在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先行
先試，推出簡化科研樣本出入境等試點政策，並
支持建設國際數據專用通道，更大範圍的科研
要素境內外自由流動將逐步成真。

2月18日，在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
上， 「科技」 成熱詞。世界新一輪科技革
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擁抱新的
「科學的春天」 時不我待。

河套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

關鍵詞二

實施日期：
2017年1月3日

「一號通道」
直連香港

關鍵詞三

實施日期：
2010年10月15日

大灣區 5周年 ❾規劃
綱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