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出稅務優惠
2024年年初，國家財政部、稅務總局印發
兩份通知，明確對設在河套深圳園區特定
封閉區域符合條件的鼓勵類產業企業，減
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對在深圳
園區工作的香港居民，個人所得稅稅負超
過香港稅負的部分免徵。

築半小時科研圈
2023年10月27日，河套合作區深港跨境
直通巴士專線正式開通，實現河套深圳園
區與香港科學園的快速銜接，形成便捷高
效的深港 「半小時科研圈」 。

助港開設分園
2023年9月7日，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開
園。這是深港政府共同出資建設的內地首
個港方運營科創園區。

啟用 「一號通道」
2024年8月5日，正式啟用 「一號通道」 新
旅檢廳，河套深港跨境巴士實現直通往來
深港，科研人員進出 「一線」 更加便利。

華潤生命健康研究院暨華潤─南科大生命健康研究院

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際總部

聯合實驗室

•將探索央企與高校創新聯合體新範式，打
造類器官與器官芯片領域的國家級研發平

•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
在廣州揭牌成立。國際總部則是廣東省、
深圳市在河套科技創新合作區聯合部署的
國家級綜合領域成果轉化平台，依託深圳

•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牽頭成立，
聚焦具身智能及其通用視覺感知領域，着

非常方便！不到1小
時就能從深圳公

司到香港科學園，為我
們日常科研交流提供了
很大便利。」 河套合
作區深圳園區一間生
物科企的人員如是

說。深圳河兩岸，香港科研實力雄厚，深圳
產業完備度高，科創合作優勢互補，河套合
作區發揮平台通道作用，打造大灣區推進
國際科技合作的樞紐。8月5日，河套首班
深港跨境直通巴士從深圳園區出發，途經
「一號通道」 ，半小時左右抵達香港科學
園，成為深港科創合作持續擴大的註腳。

8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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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國際科技創新機構在深圳園區集
中揭牌，規劃提及的 「成為世界級的科研
樞紐」 目標，正一步步落實。其中，粵港
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際總部屬國
家級綜合領域成果轉化平台，將聚焦生物
醫藥與高性能材料領域。專家指出，此次
揭牌將在國家層面技術創新中發揮重要作
用，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河套力量。

大公報記者 胡永愛

聚焦生命健康及人工智能領域
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發布，明確提出支持 「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和
毗鄰的深方科創園區」 建設，共同打造 「科技創新合作
區」 。2023年8月，國務院正式發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明確深圳園區發展建設的總體目
標和實施路徑。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發揮 「一國兩制」 制
度優勢，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支持香
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
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

大灣區是在 「一國兩制三法域」 的條件下建設。在深港聯動
下，河套合作區 「跨小河，開先河」 ，掃除制約科創協同的各種
障礙，推動與國際規則機制 「軟聯通」 ，要素高效 「擺渡」 ，技
術順暢 「過河」 ， 「制度創新＋科技創新」 雙輪驅動，助力粵港
澳大灣區融入全球創新網絡。

通過 「科匯通」 試點業務，越來越多科研機構拿到香港轉入
的境外科研經費，破解科研資金跨境難題。經過 「一號通道」 直
達香港， 「白名單」 科研機構人員便捷穿梭於深港兩地辦公室。
上車點位於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那裏是內地首個由港方主導運
營、適用國際管理規則的科研空間，聚集着50多家港企和機構，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是其中之一。每周3天，該院多名香港團隊
成員來到深圳園區，圍繞車聯網技術等開展測試。

立足河套，面向全球。港澳及國際科技創新要素加速向河套
合作區聚集。8日，在深圳園區集中揭牌的三家國際科技創新機
構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領域，涵蓋央企、高校、龍頭企業
聯合發起的研究研發機構、技術創新中心和產業轉化平台（詳見
表）。其中，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際總部致力於打
造具備全球視野、國際領先的重大技術創新及產業化平台。

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在廣州揭牌成
立，是國家重點布局建設的三個綜合類國家技術創新中心之一。
國際總部則是廣東省、深圳市在河套科技創新合作區聯合部署的
國家級綜合領域成果轉化平台，依託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建設，
將聚焦生物醫藥與高性能材料領域，布局一批醫工深度融合創新
項目、高性能材料技術與裝備創新項目及配套公共服務平台。

活動現場，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與華潤生命健康
研究院簽約，共建科研平台，賦能重大疾病機制研究、創新藥物
研發與臨床精準醫療。

科創集聚效應 香港須從變化中抓住機遇
在劇烈變動的世界，香港要立於不敗之地，關鍵在於主動作

為，從變化中抓住機遇，積極識變、應變、求變，聚焦發展開創
新局面，為中國式現代化貢獻獨特力量。德勤中國副主席施能自
認為，香港需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可選擇醫藥器械相關賽
道。他說： 「香港醫療系統已經得到國際認可的加持，可以更有
效地應用和發展。」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謝來風指出，在《規劃》發布一周年節點，這些國家級機構、龍
頭企業把實驗室、研究院設立在深圳園區，將吸引更多企業和機
構入駐，形成科創集聚效應。河套合作區要建設成世界級科研樞
紐，香港園區必須參與進來。香港高校具有較強勁的轉化需求，
河套香港園區首批大樓將於今年底陸續落成，兩個園區未來可加
強聯繫，攜手引進更多國際科研機構。

責任編輯：王孫云鶴 美術編輯：徐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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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深圳市福田區南部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接壤處

面積：3.89平方公里

國際協同創新區

深圳園區
面積3.02平方公里

高端科研區

國際高端科技
服務樞紐

國際人才社區

香港園區
面積0.87平方公里

深圳河

中試轉化基地

33家國際創科機構家國際創科機構
落戶河套深圳園區落戶河套深圳園區

▲自一年前《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
劃》發布以來，河套合作區向打造 「世界級的科研樞

紐」的發展目標奮進。圖為俯瞰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深圳園區。 新華社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先導區

•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

•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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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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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牽頭成立 「聯合實驗
室」的粵港澳大灣區數字

經濟研究院。

大公報記者胡永愛整理

▲香港科技大學深港協同創新研究院入駐河套
合作區深圳園區，深耕基礎研究。

台，服務生物醫藥和醫療健康產業高質量
發展。

清華大學研究院建設。將聚焦生物醫藥與
高性能材料領域，布局一批醫工深度融合
創新項目、高性能材料技術與裝備創新項
目及配套公共服務平台。

力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推動具身智能
和通用視覺感知大模型研究與應用。

深港科創 接軌國際
深港40餘載緊密合

作，攜手書寫改革開放精
彩篇章，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不僅是
深港合作結晶，也必將成為深港攜手奮進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核心引擎。

縱觀歷史上三大灣區（紐約灣區、舊
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的發展，這些灣區
背靠海港，城市群之間通過資金、信息、
人員和貿易相互連接。正值《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發布一
周年，回望過去一年，深圳園區發展均與
香港息息相關：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開園
並引入50多家香港科創機構、企業； 「e

站通」 引進香港 「智方便」 團隊、香港工
聯會，為港企、港人提供300餘項政府服
務和商業服務 「一站式」 辦理……

如今，河套深圳園區已設立智能化自
動化藥物發現、化合物光芯片等4家中試
平台，正籌建高頻大功率模組三維封裝、
新型光電材料與成像器件等中試平台，加
快實現重點產業領域中試能力全覆蓋。隨
着河套合作區香港園區首批三棟大樓於年
底逐步落成， 「一區兩園」 往來與合作加
速， 「2035年深港兩園協同創新，科技創
新國際化程度居於全球領先地位」 的目
標，將從藍圖逐步變成現實。

研建雙總部
北都新機遇

《規劃》發布一周年之際，河
套合作區深圳園區取得多個標誌性進
展。 「很多進展均與港人港企息息相
關，未來一定會帶動新田科技城為代表的北

部都會區發展。」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
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表示，隨着《規劃》中涉及的項目
與政策逐步落地， 「我們欣喜地看到香港各界對河套合作區的
認識越來越多，有利於未來兩地推進合作。」

《規劃》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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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底，香
港園區的大樓建成只是第一步，兩地需要深度融合、協同發展空
間廣寬。」謝來風指出，內地企業雙總部機制應建立起來， 「我
們要走向國際，也需要兩地布局。」

謝來風分析，入駐機構必然將河套合作區作為一個支點，再
與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科學城等平台進行聯動。 「此次三個機構
的揭牌發布，必然對大灣區其他城市帶來極大利好。」

三大國際機構介紹

河套新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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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河
套深港跨境
巴士首班乘
客抵達香港
科學園。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內的
「e站通」 方便港人港企。 新華社

資料來源：《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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