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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調查：「成本高、與內地市場脫節、滲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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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一個跨學科研究團隊，於去
年12月至今年5月在深圳和東莞訪

問了363家生物醫藥和智能裝備的內資、
港資和其他外資企業，調查它們對香港高
科技、勞動力和生產性服務的使用情況。
研究團隊由港大城市規劃與設計系城市研
究與城市規劃中心葉嘉安講座教授領導，
成員包括經管學院中國與全球發展研究所
陶志剛教授、地理系林初昇講座教授、城
市規劃與設計系城市研究與城市規劃中心
劉行健副教授，以及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
規劃學院楊帆副教授。

連接珠三角和世界橋樑作用減弱
調查指出，香港和珠三角過去依賴市場
力量驅動下取得成功的「前店後廠」區域
合作模式，自2000年代以來面臨日益嚴
峻的挑戰，難以為繼的態勢盡顯。在珠三
角經濟及高新科技工業持續迅速發展，以
及國際化水平迅速提升之下，香港作為連
接珠三角和世界橋樑的作用正在減弱，香
港傳統四大支柱產業目前只剩下金融服務
業和專業及生產性服務業在區內仍保持競
爭優勢。
研究又顯示，儘管香港擁有科技研究的

優勢，但香港在推動珠三角高新科技產業
發展的重要性正在減退，珠三角企業在使
用香港的高新科技、勞動力和生產性服務
業上，仍然存有若干障礙。

港企也多用珠三角高新科技
葉嘉安教授昨指出，調查顯示有90%的

內資企業及其他外資公司，沒有使用香港
的高新科技，反而選用大灣區的服務和高
新科技，箇中原因包括對香港的科技成果
缺乏了解、與港科技合作成本高、科技合
作機制不健全；香港科技與內地市場的需
求脫節、對內地商業模式的滲透不足，以
及香港居民較低意願到珠三角就業和對內
地情況和市場不熟悉等等。港資企業很多
也是使用珠三角的服務和高新科技，它們
使用香港的服務和高新科技比重不高。而
有使用香港的高新科技的企業，70%是港
資企業，主要源於香港總部母公司與珠三
角公司有聯繫。
葉嘉安認為，事實上香港在高新科技的

研究有明顯的優勢，完全有條件可在粵港
澳大灣區發揮科技創新中心的角色。他
指，本港擁有4所世界排名100強的大學
和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相對而言，珠
三角並沒有世界排名100強的大學，整個
廣東省也僅有1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那麼怎樣促進珠三角企業使用香港的高

科技及服務呢？研究團隊提出五方面建議
（詳見附表），包括鼓勵香港初創公司到
珠三角開分公司、推動香港生產性服務業
企業到珠三角建立分支辦公室，由「前店
後廠」過渡到「前台後室」等等，促進香港
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科技發展創新中心。

商討港人港稅有助增北闖意慾
調查還顯示，珠三角企業聘請香港人才

的比例也偏低，聘請港人員工的80%是港
資企業，有近90%內資企業和近60%的其
他外資企業，均沒有聘請港人員工。林初
昇昨解釋，香港人力成本高、香港人北上
就業意願弱，以及不了解內地情況，是內
資企業沒有僱用港人員工原因。故此，林
初昇建議港府與內地商討「港人港稅」，
同時提供更多誘因，例如推出更多大灣區
實習計劃，吸引港人北上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為了建立一個多元
化平台，讓企業領袖與香港青年分享在大灣區及內地
城市發展經驗，助青年裝備好自己把握灣區機遇，財
庫局與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聯合主辦「灣區
啟航—金融才俊計劃」，昨舉行啟動儀式。

灣區啟航計劃提供培訓和交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致辭時表示，計劃將為120名
香港大學生提供為期5個月全面培訓，他呼籲青年人
把握機會，到內地多交流及認識，為未來更廣闊的事
業舞台作好準備。

陳茂波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香港的定位和
角色，香港除可繼續發揮作為國家國際循環重要節點
的功能外，更要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個最好的切
入點「扣進」國家的內循環，其中在金融業方面，透
過粵港澳合作，可以槓桿更大的市場潛力和能力。他
稱，國家支援香港青年人到大灣區發展，更出台了不
少便利政策和措施，相信是次「灣區啟航—金融才
俊計劃」可讓同學們更加了解大灣區機遇、親身體驗
在那裏的生活。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會後接受訪問時表示，政府一直

以來也在推動，令香港可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尤其是讓本港青少年知道灣區的機遇，他亦提到
是次計劃除了有個人分享外，亦有影子工作體驗以及
參觀的機會等，讓青少年可以通過自身參與，跟這些
在內地有成功經驗的香港人有直接的互動。
同場的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黃永光表

示，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的重大發展戰
略，是「十四五」規劃中發展重點，而國家非常重視
香港青年發展，不斷出台便利優惠的政策和措施，他
強調基金未來工作會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方向，與港府
及相關機構加強合作，培育及支持香港青年朋友，推
動他們成為大灣區發展的中堅力量。

陳茂波鼓勵港青北闖成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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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讓珠三角高新科技企業更好了解香港的高
新科技
1. 鼓勵香港高新科技更好地對接內地市場需求和商業
模式；

2. 通過在珠三角建立子公司或積極參與各類推廣活
動，以加深香港高新科技企業和內資企業之間的
互動；

3. 推動珠三角高新科技企業在香港設立子公司，讓他
們更大程度參與到香港本地的高新科技創新系統
中，從而在珠三角企業中傳遞和應用香港高新科技
的創新成果。

2. 優化香港研發環境
1. 港府提高研發經費的公共支出水平，以鼓勵高新科
技的創業，以及現有企業提高他們對上游科技研發
的投入；

2. 除了應用研究的，也應多投入資源給香港研究資助
局，以加強香港的基礎研究來帶動應用研究；

3. 優化香港的大學鼓勵學者把研究成果轉移至企業的
機制，藉以推動香港科研技術成果商品化的發展。

3. 在香港發展從0到1以及從1到100的初
創工業及在珠三角開分公司
1. 透過不同的政策工具，如對策略性產業，提供更多
工業用地和財政支持，及加強對本地初創企業和高
新科技工業的支援；

2. 鼓勵企業開發和商業化香港的高新科技，完善本地
的創新鏈；

3. 完善香港高新科技產業創新所需要的基礎設施、高
新科技勞動力、系統化的供應鏈，以及下游市場銷
售的管道；

4. 鼓勵推動港商在珠三角設廠和分公司，加強與香港
高新科技創新和生產性服務業的聯繫。

4. 生產性服務業以「前台後室」的區域合作
模式，抓住珠三角商業機遇
1. 鼓勵推動香港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到珠三角建立分支
辦公室，以抓住區域和內地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
從而形成「前台後室」的生產性服務業跨境區域合
作模式，以取代過去的「前店後廠」經濟合作模
式；

2. 完善跨境服務合作機制，便利數據和資訊的流通；
3. 完善生產性服務業跨境聯繫的制度協同，例如適用
於粵港澳大灣區所有城市的專業資格互認和統一服
務的標準和規則。

5. 智慧灣區研究、商務簽證與過境櫃台
1. 利用新一代的信息及通訊（ICT）科技推動跨境和
跨區域的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區域的建設，方便人
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

2. 創新跨境簽證申請安排和管制，尤其是對粵港澳大
灣區商務簽證和過境櫃台作靈活安排，利用智慧科
技為大灣區內地的企業和科研人員提供快速網上電
子商務簽證，並在口岸設立像現有的APEC（亞太
經合組織）通道一樣的粵港澳大灣區商貿創新科技
通道，方便他們過關，到香港洽談生意和合作。

港大提五方面建議

●● 調查發現內企很少使用港高科調查發現內企很少使用港高科
技服務技服務，，主因包括成本高主因包括成本高、、港員工港員工
不了解內地情況等不了解內地情況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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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茂波陳茂波
籲年輕人把籲年輕人把
握機會握機會，，到到
內地多交流內地多交流
及認識及認識。。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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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近年投入巨資推動創科發展，本港與珠三角的

經濟也日漸融合，惟香港大學昨公布的一項調查顯

示，雖然香港擁有很好的科研優勢，但珠三角企業在

使用香港的高新科技、勞動力和生產性服務上仍有不

少障礙，有90%內資企業及其他外資公司都沒有使

用香港的高科技，主因香港的成本較高、與內地市場

需求脫節，及對內地商業模式的滲透不足。港大提出

五方面建議，包括鼓勵香港初創公司到珠三角開分公

司、推動香港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到珠三角建立分支辦

公室，由「前店後廠」過渡到「前台後室」等等，促

進香港成為大灣區高科技發展創新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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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調查反映內企不太使用港服務港大調查反映內企不太使用港服務。。右二為港大葉嘉安右二為港大葉嘉安
教授教授、、左二為港大林初昇教授左二為港大林初昇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