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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廣東出台了內地首個省級科技創新條例。6
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舉行新聞發布會，對新

鮮出爐的《廣東省科技創新條例》（下稱《條例》）
進行解讀。其中，《條例》對廣東與港澳科研合作着
墨甚多，具體條款提及 「港澳」 多達14次。

《條例》明確支持共建粵港澳聯合實驗室、重大科研基礎設施等。
同時，明確完善面向港澳的財政科研資金跨境使用機制，鼓勵港澳高等
學校、科研機構承擔本省的科技計劃項目，支持有條件的地級以上市人
民政府財政科研資金過境撥付；規定了科研用物資、科研數據跨境流
動，明確要求有條件的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促進科研用物資跨境自由流
動，探索實施科研用物資便捷管理模式。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陳永康表
示，《條例》突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區域創新特色，從大灣區的科技合作機制、重大
創新平台建設、科技交流合作、財政科研資金過境港
澳使用等方面作了制度安排。其中，在資金方面，除了
已經實施的廣東省層面的完善面向港澳的財政科研資金
跨境使用機制外，《條例》還明確
鼓勵港澳高等學校、科研機構承擔
廣東的科技計劃項目，支持有條件
的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財政科研資
金過境撥付。此外，有條件的地級
以上市人民政府應當促進科研用物
資跨境自由流動，探索實施科研儀
器設備、科研樣本、實驗試劑、耗
材等科研用物資便捷管理模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粵
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林至穎表
示，科研物資的跨境流動在科研合
作中至關重要，尤其是在生物醫藥
領域。 「但和樣本相關的科研要素跨境涉及海關、檢
疫等部門，粵港澳三地也存在不同標準要求。」 他
指出，《條例》要求地級市以上政府促進科研用
物資跨境自由流動，可大大加快科研物資標準
的互聯互通，也將加快審批速度等，有助於科
研實驗的推進和成果落地加速。

專家：有助粵港澳跨學科、跨領域合作
《條例》還支持在橫琴、前海、南沙和河套

的各類創新主體，以及大灣區內的高等學校和科研
機構，在國家數據跨境傳輸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建
設固網接入國際互聯網的綠色通道。支持高等學校、
科研機構、企業在確保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安全前提
下，實現科研數據依法跨境互聯互通。

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廣東腐蝕科學與技術創新
研究院院長韓恩厚認為，科研數據的跨境互聯互通、科研用物資的
跨境自由流動，將簡化科研物資的進口手續和流程，降低科研
成本，提高科研效率；同時，將進一步促進廣東科研機構
與港澳科研機構在科研設備、實驗技術等方面的交流

與合作，有助雙方共同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研
究。

林至穎認為，這次《條例》關注的點在於很多科研需
求是在整個大灣區範圍內，而非單獨某一個城市一個領域，因
此加強城市之間的人才合作，通過城市、企業、高校聯手培養科
研人才，十分重要。對於香港年輕人而言，既可以在企業實習，
也能在攻關過程中完成學位相關的課程；與此同時，對於參與的
企業而言，通過參與高校科研項目來培養人才，相對於捐款或資

助項目參與科研，還能起到降低科研成本的作用，且能加深與高校
的合作。

港澳高校 可用粵財政科研資金
廣東科創新條例 多層面支持加強灣區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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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一批優
質科研空間6日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深圳園區（下稱 「河套深圳園區」 ）集
中竣工，這是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發布一周年之際，
河套深圳園區建設取得的又一標誌性進
展。

此次竣工的科研空間總面積約7.2萬
平方米，匯聚了材料科學、生物醫藥、人
工智能等前沿項目。其中，港城大物質科
學研究院由深港合作共建，依託香港城市
大學國際化人才團隊及前沿基礎研究優
勢，採用一院（物質科學研究院）兩區
（香港和福田）的模式，打造基礎創新能
力突出，匯聚高端人才、創新轉化一體的
國際化高水平深港創新合作研究典範。

深圳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
園區發展署表示，河套深圳園區將以建設
國際領先的科研實驗設施集群為目標，進
一步強化高品質優質空間批量供給，推動
頂尖科研資源集聚。

一年來，河套深圳園區着力打造高品
質科研空間格局，目前，在園區西翼已擁
有13個專業化園區、提供近80萬平方米
高品質科研空間。同時，園區東翼的深港
協同創新區正在推進開發建設。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
報道：廣州市港務局6日公布，《建
設廣州國際航運樞紐三年行動計劃
（2024-2026年）》（下稱《行動
計劃》）近日經廣州市委、市政府同
意正式印發。《行動計劃》提出，發
揮廣州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功
能，攜手港澳共建大灣區航運聯合交
易中心。

廣州市港務局局長孫秀清表
示，《行動計劃》將以建設 「世界一
流港口」 為目標，以縱深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戰略為牽引，提升廣州

國際航運樞紐能級，推進 「臨港經濟
區」 建設，健全重點產業鏈群。到
2026年，力爭廣州港貨物吞吐量達
到7億噸，集裝箱吞吐量達到2700萬
標箱，海鐵聯運量達到80萬標
箱，商品汽車吞吐量達到160萬
輛，港航固定資產投資超過150
億元。

在深化開放方面，《行動
計劃》提出，將提升口岸服務
水平，完善國際貿易 「單一窗
口」 應用功能，拓展與港澳在
信息共享、業務監管等方面的

對接與合作。積極開拓外貿班輪航
線，擴大出口 「灣區一港通」 覆蓋範
圍，拓展至珠三角、粵東、粵西、粵
北等廣東更多支線碼頭，積極拓展進

口 「灣區一港通」 。
《行動計劃》提出，要攜手港

澳共建大灣區航運聯合交易中心，加
快拓展航運交易、航運指數研發等服

務功能，增強航運要素資源配
置能力。支持廣州航運交易所
開展粵港澳大灣區航運指數編
研工作，積極推動航運指數期
貨品種研發上市進程，持續發
布珠江航運運價指數。支持廣
州航運交易所建設港航資訊中
心和經濟監測中心，提供高質
量航運信息諮詢服務。

穗攜手港澳 共建大灣區航運聯合交易中心



數說廣州國際航運樞紐

全球領先
•2023年世界銀行發布的 「全球貨運
港口績效指數」 ，廣州港在全球貨物
吞吐量前十港口中位列第三。
•2023年度《國際都市遊船活力指數
報告》中，廣州遊船指數排名全國第
一、全球第二。

國際交往
•截至目前，
廣州國際友好
港達59個，居
全國第一。

世界大港
•廣州港貨物吞吐量由2020年6.36
億噸增長至2023年6.75億噸，世界
排名第五；
•集裝箱吞吐量由2020年2351萬標
箱增長至2023年2541萬標箱，世界
排名第六。

樞紐能級
•集裝箱航線達到268條（外貿162
條、內貿106條），2021至2023年
新增外貿班輪航線42條；
•海鐵聯運量從2020年的11萬標箱
增長至2023年43.6萬標箱，三年翻
兩番。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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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扶持科企 提供多元化融資支持
科 研 需

要投入，對於
科技企業而言，資金暢通是研究
能否持續突破的關鍵。《條
例》明確支持金融機構探索
股權、債券、信貸、保險等多

種方式組合聯動，為科技型企業
提供多元化融資支持。廣東省科

技廳副廳長吳世文表示，在具體工
作中，將着力強化機制創新，推進省

市區政府投資基金統籌聯動、國有創業
投資機構盡職免責、省市科技信貸風險分

擔補償、上市後備科技企業梯次培育、 「補
投貸聯動」 機制優化等改革措施。積極爭取

國家科創金融領域改革試點落戶廣東。他還
表示，着力推動信息共享。在依法依規前提
下，推動企業創新能力評價信息共享，推動
廣東各大平台涉科企公共信息的整合與開
放，幫助金融機構精準服務科技企業。

「針對融資難、融資貴的現實問題，
《條例》鼓勵金融機構開發適合科技創新企
業的金融產品，為企業提供貸款、擔保、股
權投資等多元化融資服務，讓我們備受鼓
舞。」 廣州數字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黃
躍珍特別留意到，《條例》還提出對符合條
件的科技創新企業給予稅收優惠，這將有效
減輕稅負，讓企業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技術
研發和人才培養中。

「硬措施」強化基礎研究「硬投入」
6日，廣東省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副
主任陳永康在發布會上指出，《條例》在
地方乃至全國立法層面提出了多項首創性

的制度措施。基礎研究是
廣東科技創新的 「短
板」 ，為此，《條例》專
設 「基礎研究」 一章，注
重以 「硬措施」 強化基礎
研究 「硬投入」 。例如首
次在地方立法中明確設立
省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基
金，在加大基礎研究財政
投入方面，廣東還將 「省
級財政科技專項資金投入

基礎研究的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
的基礎研究投入政策上升為法規。

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吳世文表
示，廣東持續推進基礎研究十年
「卓粵」 計劃落地實施，在物理、
化學、地球科學等領域組建第一批5
家省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探索基礎
學科 「穩定支持＋長周期考核」 。
他透露，接下來將突出對重大科技
任務的支持，引導各類資本聚力推
動原創核心技術、前沿顛覆性技術
突破並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突出對
科技型企業的支持，引導各類金融
和資本力量對於科技型企業給予覆
蓋從初創到上市的全過程支持。

人才簽注
•廣東省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

政策，支持粵港澳大灣區科技人才進
行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持人才簽證的外
籍科技人才入境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工作的，按照國家規定可以直接申
請工作類居留證件，無需事先
取得工作許可。

▲廣東工業大學粵港機器人聯合學院學生正
在裝配參賽的機器人。

▲今年4月，百家深企共赴2024香港國
際創科展交流。

▲廣東出台內地首個省級科技創新條例，多項首創性制度措
施助力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圖為在廣東一企業

的工作人員在實驗室內作業。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科研資金
•完善面向港澳的財政

科研資金跨境使用機制，鼓
勵港澳高等學校、科研機構承擔
本省的科技計劃項目，支持有
條件的地級以上市人民政
府財政科研資金過境
撥付。

交流合作
•支持共建粵港澳聯合實驗室、

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實施粵港、粵
澳科技創新聯合資助計劃，支持粵港澳
高等學校、科研機構聯合培養研究生；
支持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孵化載體
建設，實施粵港澳青年交流合
作項目，促進港澳青年來粵
創新創業。

跨境流動
•有條件的地級以上市人民

政府促進科研用物資跨境自由流
動，探索實施科研用物資便捷管理

模式；支持在橫琴、前海、南沙和河套
的各類創新主體，以及大灣區內的高等
學校和科研機構，在國家數據跨境
傳輸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建
設固網接入國際互聯網的
綠色通道。

政策支持

機制創新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

支持財政科研資金過境撥付

灣區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