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擁有多個在建或
建成的重大科研基礎設
施，形成大科學裝置集
群。圖為位於東莞的
中國散裂中子源高
壓中子衍射儀。

新華社

▲專家建議進一步加強
大灣區企業與高校、科
研院所之間的人才流
動。圖為粵澳醫療機
構中藥製劑中心研
發人員研發中藥
製劑。



2025年是 「十四
五 」 規劃的收官之

年。五年來，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不僅肩
負着 「穩經濟」 的重任，還在科技創新、對外開放和綠色轉型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為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同時，今年也是 「十五五」 規劃編製
的關鍵謀劃期。如何在協同創新、產業升級、人才培育三大維度實現突破性發
展，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命題。

全國兩會開幕，國家對於大灣區、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等方面的
部署備受關注。不少代表委員和業界人士都表示，未來五年，經

濟轉型、科技創新、社會融合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依然是
大灣區的重點發展方向。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

兩會前瞻【灣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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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記者還特別 「採
訪 」 了 人 工 智 能 大 模 型

DeepSeek，讓AI來預測大灣區 「十五
五」 的發展。DeepSeek預測，預計未來五年大灣

區GDP年均增速保持在5%-6%，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經濟總量有望突破18萬億元人民幣。 「十五五」 期間，大灣

區第三產業佔比將提升至70%，重點發展科技服務、金融、數
字經濟等現代服務業。

倡設全球人才引進基金
DeepSeek提出， 「十五五」 期間大灣區應強化基礎研究與產業鏈融

合，推動科研成果向應用端轉化，解決 「重應用、輕基礎」 問題；建設大

灣 區 算 力 樞 紐 ， 推 動
5G-A、量子通信網絡全覆蓋。
要擴大 「往來港澳人才簽注」 覆蓋範

圍，設立全球人才引進基金，吸引頂尖科學家和
青年創業者。

廣東財經大學教授黎友煥點評認為，DeepSeek對大灣
區 「十五五」 發展的預測前瞻性較強，對於基礎研究、人才政
策和AI發展提出的建議都切中要害。 「重應用、輕基礎」 確實是中
國長期存在的短板。基礎研究是未來大灣區科技發展的核心，特別是
在算力、大模型、量子科學等領域，技術基礎將為各個產業的AI化和數
字化提供支撐。因此，DeepSeek抓住這一要點十分恰當。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黃寶儀

▼在製造業數智化轉型方面，廣
東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圖為位於佛山的美的智能化生產
車間。

大灣區協同創新 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

廣東創新科研
企業出題聯合攻關

AI賦能製造業
打造國際創科高地

面對 「十五五」 這一關鍵窗口期，如何在
協同創新、產業升級、人才培育三大維度實現
突破性發展，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構建現代化產
業體系構建的核心命題。

對於 「十五五」 期間大灣區如何進一步協
同創新，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副主席、
九三學社廣州市委主委王桂林指出，大灣區需
以系統思維重塑創新生態： 「當務之急是打通
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高校的智力資源與
廣州實驗室等國家級平台的高校資源，通過政
策牽引，將它們與大灣區產業資源、產業政策
進行整合協同。另一方面就是發揮企業的主體
作用，促進整個產業鏈的發展和完善。」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
佛山市政協副主席、佛山大學二級教授唐冬生
指出，廣東是製造業大省，要防止掉入老工業
基地的 「陷阱」 ，傳統製造業必須加快轉型升
級。推動人工智能與製造業深度融合，是實現
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唐冬生表示，
在此方面廣東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以
佛山為例，佛山擁有規上工業企業1萬多家，逾
7000家實現了數智化轉型，比例達72.8%。
「打好數智化轉型基礎，之後的AI賦能製造業
升級就水到渠成了。」

海量工業數據助建AI大模型
「製造業數智化之後，海量的工業數據為

利用AI建立推理模型奠定基礎。」 唐冬生也指
出，由於製造業的數據來源多樣，同時存在數
據標準化程度低的問題，導致大量優質工業數
據無法有效流通和利用，制約了製造業垂直大
模型的發展。他認為可以通過強化AI技術供
給、打造AI賦能製造業升級示範等舉措，為製
造業轉型升級注入AI動力。

對於AI賦能製造業升級，唐冬生給出了產
品AI化以及生產過程AI化兩個路徑。產品AI化相
當於通過增加智能化功能實現 「舊瓶裝新
酒」 ，為原來的產品開闢新應用、新市場。生
產過程AI化則包括支持製造業龍頭企業優先從

潛在價值高、升級風險低的環節切入，選擇具
有良好可擴展性的AI技術和解決方案，逐步拓
展到整個生產流程；支持有條件的園區制定統
一的AI模型接口和標準，通過雲計算等方式，
提供AI模型的在線訓練和推理服務等。

高校科研院所合力 建人才蓄水池
「大科學裝置不僅需要先進的 『硬件』 ，

更依賴高水平的科研人才，而目前這一環節仍
存在短板。」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東莞研究部（散裂中子源科學中
心）中子科學部副主任孫志嘉表示，希望 「十
五五」 規劃可以加強對人才培育方面的指引。
孫志嘉指出，由於高校與科研院所的培養模式
不同，許多博士、碩士生進入大科學裝置工作
往往需要長達一年的時間才能掌握基本實驗技
能。他建議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聯合培養機
制，深度融合教育體系與科研需求，為大科學
裝置培養具實踐能力的高端人才。 「我們需要
打造人才 『蓄水池』 ，提升科技創新的 『硬實
力』 ，增強國際競爭力。」

「在很多發達國家，高校和企業之間科技
人員的交流非常普遍，能夠很好地講好 『科技
創新』 這門共同語言。」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
邁普再生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粵港
澳大灣區高性能醫療器械創新中心主任袁玉宇
建議，推動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之間的人才
流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進一步打破體制內
外的人才流動障礙，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

展望 「十五五」 ，孫志嘉認為，大灣區應
進一步鞏固科技創新成果，優化科研環境，提
高國際競爭力。他表示，大科學裝置要進一步
加強與產業界的合作，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同
時，在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領域，
要深化跨學科、跨區域的協同創新，為中國科
技創新的國際化布局提供助力。 「只要堅持開
放合作、深化改革，我們就能讓粵港澳大灣區
真正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在全球科研版圖
中佔據重要一席。」

•截至2025年1月末，廣東金
融機構累計為港澳居民辦理
2603筆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

市購房支付業務，資金折合人民幣
29.93億元。

•2024年， 「港澳藥械通」 擴展至粵
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45家醫院，香
港 「長者醫療券」 拓展至大灣區內地
4個城市8家醫療機構使用。

融合
•大灣
區 近 5
年文化

產業融資總金
額 超 528 億
元，廣東文化
產業增加值連
續20年位居全
國第一。

文化
•大灣區
已擁有超
7.6萬家國

家級高新技術企
業。

• 「深圳─香港─
廣州」 科技集群創
新指數連續5年居
全球第二。

科創
•2024年，廣東地區生
產總值邁上14萬億元人
民幣新台階，連續36年

居全國首位。深圳、廣州先後邁進
「3萬億元俱樂部」 ，東莞、佛山先

後躋身 「萬億之城」 。

•2024年，大灣區內地9市GDP突破
11.53萬億元，佔廣東GDP總量超八
成。

粵港澳大灣區 「十四五」成績單

把脈灣區把脈灣區十五五十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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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 「十四五」 規劃的收官之年。多
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接受記者採訪時認
為，在 「十四五」 期間，粵港澳大灣區利用好
「一國兩制」 的制度優勢，從 「實驗室」 到
「產業鏈」 ，從 「硬基建」 到 「軟規則」 ，從
「要素流動」 到 「民生融合」 ，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成績單。在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
下，粵港澳大灣區在各方面建設中展現出強勁
韌性，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當之無愧的 「頂
樑柱」 和 「風向標」 。

「十四五」 期間，大灣區擁有超7.6萬家國
家級高新技術企業， 「深圳─香港─廣州」 科
技集群創新指數連續5年居全球第二。在全國政
協委員、民革廣東省委會副主委、佛山市政協
副主席、佛山大學二級教授唐冬生看來， 「十
四五」 期間廣東科創最大的成就在於科研基礎
條件建設，以及 「企業出題、聯合攻關」 的科
研新模式創新。

大科學裝置成創科利器
數據顯示，2024年廣東90%以上的省重點

研發計劃由企業牽頭，研發投入強度從2020年
的2.9%躍升至3.8%。 「過去科研是政府定方
向，企業跟着跑；如今是企業出題市場定調，
聯合攻關。」 唐冬生說，廣東從2023年開始改
變以往政府發布指南的傳統做法，突破性推行
「企業出題、聯合攻關」 新模式，充分發揮市
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和各類創新資源
配置的導向作用。他認為，由企業出題來解決
該行業的 「卡脖子」 難題，這種以需求為導向
的攻關機制如今已經在大灣區初見成效。

在廣深港、廣珠澳兩條大灣區科創走廊
上，創新要素正加速聚合。公開數據顯示，大
灣區擁有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達7.5萬家，湧現
出華為、騰訊、比亞迪、美的等一批科技領軍
企業。在科技創新領域，特別是在大科學裝置
的布局和科研合作方面，大灣區的散裂中子源
二期、江門中微子實驗站等 「國之重器」 的集
群效應已顯現。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東莞研究部（散裂中子源科學中心）中子科
學部副主任孫志嘉告訴大公報，過去一年，他
走訪了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惠州等地的
多個大科學裝置和實驗室。 「隨着這些重大科
研基礎設施的相繼建成，大灣區已形成大科學
裝置集群，對基礎研究和產業創新發揮了關鍵
作用。」

另一方面， 「軌道上的大灣區」 骨架已成
型。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6條跨江跨海通道
建成，今年獅子洋通道主橋正在加速建設，珠
江口東西岸1小時通達目標逐步實現。

軟硬聯通達新高度 協同創新
在 「軟聯通」 方面， 「十四五」 期間，大

灣區作為我國改革的 「試驗田」 ，其邊界還在
不斷拓展，通過橫琴、前海、南沙等自貿試驗
區探索出一批可複製的改革經驗。據悉，廣東
自貿試驗區在投資便利化、貿易便利化、法治
建設、轉變政府職能等領域形成的第九批共21
項改革創新經驗已經被複製推廣。廣東亞太創
新經濟研究院理事長李志堅指出， 「十四五」
以來，粵港澳大灣區的 「硬聯通」 與 「軟聯
通」 已達新高度。 「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疊
加政策協同效應，使得產業、技術、資本、人
才等要素流動更加順暢，形成了良性循環。」

「十四五」 期間，大灣區的民生融合也潤
物無聲。183項 「灣區標準」 覆蓋食品、交通、
醫療等領域，讓 「一個灣區，一種品質」 成為
現實。2024年，港澳居民在粵參加醫療、養
老、失業、工傷保險約70萬人次， 「港澳藥械
通」 擴展至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45家醫
院，香港 「長者醫療券」 拓展至大灣區內地4個
城市8家醫療機構使用。

李志堅用 「化學反應」 來形容 「十四五」
期間大灣區逐漸顯現的積極進步。他認為，作
為全國經濟的 「領頭羊」 ，大灣區未來還應積
極探索積累更多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為全
國高質量發展提供示範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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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大灣區創新驅動發展過
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圖為第十屆
中國（上海）國際技術進出口交
易會上的廣東展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