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場主體

•廣東市場主體
數量突破1800
萬戶，其中企業
超過770萬戶。
進入世界500強
企業25家，比
2018 年 增 加 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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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篇

在廣州南沙，一根百兆網絡專線，將
「天河二號」 國家超算中心廣州南沙分中
心，緊緊連接到香港的高校。 「港科大任何
一位老師使用廣州超算，就像使用局域網一
樣方便。」 廣州市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院
長高民笑着告訴記者。截至目前，像港科大
一樣受益的港澳科研團隊已將超過500家。

31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超千人
不僅如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實施五年來，廣東已經成立了31家粵港澳聯
合實驗室。目前，匯聚科研人員總數超1000
人，並已吸引港澳地區專家學者逾200人。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科技協會會長林至穎
表示，粵港實驗室等科研機構，為大灣區科
研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促進了三地的科研
交流和合作。林至穎留意到，不僅粵港兩地
的科研團隊互動頻繁，由於香港的科研成果
在專利申請方面表現突出，近年來大灣區的
不少內地科技企業都積極與香港研究機構合
作。 「香港的前期科研成果可以與大灣區的
高端製造業相結合，推動科研成果的商品

化。這種跨界合作不僅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轉化
應用，也進一步提升了大灣區在全球科技創新
格局中的地位。」

「以新提質」 釋放港科創實力
香港今年在基礎科研領域上還有不少新動

向。香港創科署將於2024年內成立香港微電
子研發院，研發第三代半導體核心技術，而位
於元朗創新園的 「微電子中心」 亦計劃在本年
內落成啟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互聯網
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認為，香港應該鼓勵本地
市場、企業、機構、高校開展深度合作，推動
香港科技成果落地和商業化，展現香港在教育
科創、國際化、金融科創行業發展等方面的獨
特優勢，充分釋放本土科創實力和潛力，與廣
東科創產業共同實現 「以新提質」 。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
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資訊科技、
數碼數據等領域未來將迎來新
的發展機遇。 「過去由於
跨境數據安全等問題，
這些領域的合作面臨
一些挑戰。」 他
指出，隨着國
安法的實
施和香

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完善，香港和內地將
共同建立起一套安全標準，為數據的跨境
流動提供堅實保障。 「對數據管理等
有了更安全規範的標準，這將為大
灣區在科技領域的深度合作提
供廣闊空間。」 黃錦輝說，
無論是跨境經費過河、
跨境科研物資的流動
還是跨境數據的流
動，都將更加
安全便捷。

近段時期，香
港乃至整個大灣區，

除了積極面向全球 「搶人
才」 外，亦已開始攜手培育

人才，為灣區建設 「造血」 。
粵港高校合作是大灣區規劃綱要實

施五年來的一個突出趨勢，不少香港
高校陸續到珠三角城市辦學或合作辦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科技協會會長

林至穎表示，大灣區特色的人才需求集中在科技
主導的高端製造業。為了滿足這一需求，粵港兩地

高校可聯手培養更多科技領域專才。同時，他還提醒，
人才培訓層次要多樣化，既包括科研型的高端人才，也包

括有實操性的職業人才。 「現代化的、高端化的職業教育可以
滿足不同階層的人才需求。大灣區不僅需要科學家，確保技術

落實的專業技術人才亦必不可少。」

共同制定灣區標準 助企業發展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香港中文大

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認為，香港面向國際 「搶
人才」 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可與灣區內地九市融
會貫通，共同制定大灣區的人才標準。他說，大灣
區 「9+2」 城市未來可共同制定一套灣區標準體制
來培育人才、企業。「這個標準和體制不僅僅是法
治，還包括工程標準、金融標準、人才標準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
迪認為，香港優秀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以及高質量
應用型職業人才，要積極參與廣東省以及香港政
府、教育機構、企業等開展的各類粵港澳大灣區人
才計劃中，享受大灣區科創資源、實踐科研成果落
地、合作內地人才創新創業，在更大、更廣闊的科
創舞台上發揮能量。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灣區築巢引鳳
匯聚科技人才

攜手育才

粵港澳攜手創新
打造灣區科研高地

▲觀眾在深圳高交會上參
與VR遊戲體驗。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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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3年
大灣區內地9市地區GDP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整理

粵港澳生活
互聯互通
粵港澳高層合作
•2023年一年，廣東省與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共舉行了9次高層會晤，就深化粵
港澳合作、共同推進大灣區建設達成
發展共識。

大灣區綜合實力
穩步提升

產業升級

•形成新一代電子信息、綠色石
化、智慧家電、汽車等8個超萬

億元級以及3個五千億至萬億
元級、7個一千億至五千

億元級、2個百億元級
組成的 「8372」 戰

略性產業集群發
展格局。

科技創新

•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連續四
年位居全球創新指數第二，研發投入強
度約3.45%。研發經費投入、發明專利有
效量、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等主要科技
指標均保持全國首位。

經濟總量

•2023年大灣區經
濟總量預計超13.6萬

億元。

大灣區科創發展
成果一覽

第一 第二
• 「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
連續四年位居全球創新指數第二。

•廣東區域創新綜合能
力連續6年居全國第一。

大公報整理

數看灣區 科技實力

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施五周年，大灣區在創科領域成就顯著，
「深圳─香港─廣州」 科技集群已連續四年居全球創新指數第二，大灣區科研平

台數量亦在逐年增長。今年全國兩會前夕，科技部稱將推動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
大型科研儀器開放共享，為大灣區科技合作注入新動力。不少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認為，共享與合作是粵港澳創新科技界合作新趨
勢，大家正由 「單打獨鬥」 轉為 「聯合作戰」 ，合作領域亦

從單一的實驗室科研延伸至 「產學研」 結合的完整產
業鏈合作，這將有力推動大灣區新質生產力的

培育與發展。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4.5億元

廣東省在2019
年開放多個重大科技

專項，至今已經批出4.5
億元人民幣的資金過境，支

持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
研發或建立實驗室。

◀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
內，科研人員
在做實驗。

▲深圳河套國際量子
研究所內，科研人員
正在工作。

新華社

高新企業

•國家級高新技
術 企 業 7.5 萬
家，比2018年
增加3萬家，連
續8年排名全
國第一。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單位：人民幣

6.78
萬億元

7.57
萬億元

8.10
萬億元

8.69
萬億元

8.95
萬億元

10.10
萬億元

10.47
萬億元

11.02
萬億元

2016

•廣東省實驗室： 累計10家
•國家重點實驗室： 累計30家
•廣東省重點實驗室： 累計430家
•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累計31家
•國家級製造業

創新中心：
5家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整理

數讀灣區
相關政策

國家及各級單位發布涉粵港澳大
灣區政策共602條，其中國家發布超過

100條。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科技創新

超50條

基礎設施

超20條

現代產業

約90條

優質
生活圈

約50條

營商環境

超200條

合作平台

約180條

港人北上
•約5300萬人次香港居民
北上內地，其中4000萬人
次通過深港口岸通關。

港澳居民在粵發展
•在粵發展港澳居民
數量超20萬名。

港澳學生在粵就讀
•在粵中小學就讀的港澳
學生超過8萬名。

港澳居民在粵參保
•在粵參加社保的港澳居民數量累
計34.65萬人次。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外商在2023年深圳
無人機大會上關注
展品。

中新社

380個項目

粵港兩地早在
2004年推出粵港科
技合作資助計劃，
已經支持380個項
目，撥款超過10億
港元。

數字經濟全國首位

2022年，廣東數字經濟增加值達
到6.4萬億元，佔全國數字經濟增加
值比重達12.8%，總量連續6年居全
國首位。廣東數字經濟佔地區生產總
值比重達49.7%，成為助推廣東經濟
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