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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產研協同互補空間大 可合力突破歐美技術壟斷

深港科創科創合作 河套探索探索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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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
員、創新發展政策所副所長眭紀剛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基
於學科布局的傳統國家重點實驗室無
法有效滿足國家戰略需求。以國家戰
略需求為導向的重組，將更加重視其
對科技、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
用。

關鍵領域缺國家戰略力量
眭紀剛表示，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對
中國科技安全、經濟安全造成嚴重挑
戰。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支撐
產業升級、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和
創新能力仍有待加強。科技發展模式、
創新治理模式、國家創新體系與高質量
發展要求仍然存在諸多不匹配之處。許
多關鍵領域缺乏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引
領與支持。十八大提出「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後，雖然中央高度重視科技創
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並出台涵蓋廣
泛的多項政策文件，卻因落實不到位，
未能充分激發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的活
力。

倡建跨學科協同創新平台
眭紀剛認為，過去國家重點實驗室是

按學科領域進行布局，以學科建設和論
文發表為導向。但很多關鍵核心技術屬
於複雜的工程問題，需要跨學科協同攻
關。傳統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沒有形
成系統攻關的能力。而以戰略需求為導
向重組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將會更加重
視對科技、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
用。
眭紀剛建議，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上，需加快建立新型舉國體制，加強國
家創新體系頂層設計，建立高度權威的

跨部門統籌協調機制，實現科技資源優
化配置。建設跨學科、大協作、高強度
的協同創新基礎平台，穩定支持一批肩
負國家使命，從事基礎前言和高科技領
域的科研機構與團隊，組建以企業為中
心的創新聯合體。

中國高新科技行業屢屢遭遇來自歐美的封鎖與制裁。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重點要求「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堅持戰略性需

求導向，着力解決制約國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問題，

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條件

的地方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發

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帶動中

小企業創新活動，要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

作，要加快國內人才培養，使更多青年優

秀人才脫穎而出。」多名專家和本港科技

界從業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香港和內地在科技創新領域各有優

勢，協同互補空間較大。作為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重點項目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便於發揮香港高水平大學的科研優勢

和內地的市場優勢，探索實施特殊的科技

創新管理制度和國際科技合作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劉凝哲

深圳、北京 連線報道

現年35歲的港青丁克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2017年任博士後研
究員期間與數名校友在港創立顯揚科技，並最終落戶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從事高速高清三維機器視覺系統研發。

「就是為機械人打造一雙高速度、高精度眼睛。工業應
用上這雙眼睛可以引導機械人在更多場景和更複雜

的環境下工作。」顯揚科技研發中心陳列着
不同型號的高速高清三維機器視覺系統，
可以將擺放雜亂的各式物品有序地分揀和
碼放，還可根據指令為客人送上咖啡。

有別京滬 民企實力矚目
談及兩地高科技企業創業環境比較，丁克

說，內地招聘工程師、開發人員更加便利、
快捷，同時市場培育、供應商合作、交通物
流等方面也較香港有更大優勢。「在香港搞
研發，小型材料跨境到香港要好幾天，有的
材料還不能跨境，但在深圳，一兩個小時就
能到。」他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海外市
場及與海外客戶溝通、財務往來等方面的便
利，及對知識產權保護更加完善。
2019年 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明確提出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具
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國家
科技創新戰略亦開始加強對大灣區布局。中
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創新

發展政策所副所長眭紀剛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表示，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點項目的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探索實施特殊科技創新管理制度和國際科技
合作機制，有利於發揮香港高水平大學科研優勢和內地市場優
勢，共建大灣區科創共同體。他認為，與北京、上海等科創中心不
同，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從市場中誕生的、以民營經濟科技力量
為核心的創新區域。而深圳光明和廣州南沙的科學城也已成為大灣
區科創中心重要載體。

先行港企發展日漸壯大
丁克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落戶深圳的創業早期，享受了政府
孵化器房租補貼、人才公寓和吸引香港人才到公司實習等一系列政策
支持舉措，幫助其在內地迅速站穩腳跟並發展壯大。如今已累計獲得
投資約5,000萬元人民幣，申請及授權超過50項知識產權，產品亦通
過歐盟CE認證，並應用於物流、教育科技、家用電器等。顯揚科技
也被認定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在香港、深圳、佛山、蘇州均設有研
發與應用中心。在三維機器視覺技術的研發上，已實現三維採集速度
每秒300幀，最高精度亞微米級，並突破了歐美國家的技術壟斷。

促與國際高校聯盟研究
公開資料顯示，正在加速推進建設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已

引進逾140個重點項目，涉生命科學、信息科學、材料科學等領
域，香港6所大學均在此布局科研項目。
「加強兩地科創合作，可在科技創新合作區試行力度更大的改革

試驗。」眭紀剛說，今後可以支持粵港澳高校聯合國際知名高校組
建研究聯盟，圍繞粵港澳重點科技和產業領域，組織聯合團隊開展
研究，還可以鼓勵香港科技園區、眾創空間等創新載體在大灣區設
立分支機構，促進香港科技成果轉化落地。

建議香港與內地在科創上合作，對香港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與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大灣區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進行頂層設計，在協同聯動、資源統籌方
面進行突破。香港「北部都會區」與深圳口岸經濟帶
共同規劃建設「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學園
（Science Park）」，推動通關自由、研
究開放和數據跨境；加快內地與香港科
技領域規則標準深度對接，特別是在知
識產權、科研管理、要素流動等方面進
行具體推進。

科研項目應與市場緊密結合，市場需求什麼，創新能力就要
去做什麼，科研項目產業化才最有生命力。現時很多實驗室基
礎科研項目，因難以短期創收，鮮有社會資本投資。須從體制
上進行突破，由政府主導變為政府引導、支持，鼓勵科研機
構、社會資本、產業界及更多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組建實驗室。

政府應以配套研發資金、投資等形式做前期投入，
減輕社會資本負擔，對相關項目拉長

投資過程，獲益時間也可延
長至5年到10年。暫

不能被產業化
的研究可在
高校完成。

科研短期創收難
前期投入需政府
深港產學研基地產業發展中心執行主任鄧小昆：

香港工程類、材料類科研團隊，也會瞄準世界前沿，圍繞國
家需求，着力研發一些具有前瞻性、引領性的重大科技項目，
但初創團隊在研發時都會面臨在哪裏做實驗的困境。如果能有
可獨立使用的實驗室，能極大推進項目的
進展和落地，縮短產品到定型量產
的時間，並節省大筆資金。希望政
府部門能夠主導或引導建立公

共開放的實驗室研發平
台。

初創研發缺平台
盼設公共實驗室
香港城市大學博士、深圳市思特迪新材料有限公司創始人何康強：

建灣區科創中心
規則對接須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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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學者：
重組重點實驗室 戰略需求為導向

在大科學裝置和實驗室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分布
有散裂中子源、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深圳拓展設
施、空間引力波探測地面模擬裝置、合成生物研究
設施、材料基因組平台等國家級大科學裝置。公開
資料顯示粵港澳大灣區擁有50個國家級重點實驗
室，其中廣東30個、香港16個、澳門4個。
香港的16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分別設立於香

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浸會大學6所高校。所
涉項目除疾病研究、生物醫藥、環境治理等方面
外，亦涉微波和精密加工等領域。這意味着上述
國家級重點實驗室擁有十分完備的科研基礎及光
明的市場前景。除此之外，大灣區內還擁有29個
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其中廣東省23個、香港
6個。
粵港近年持續加強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合作，將粵

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國際創新高地。據香港特區政府
新聞處早前發布消息稱，粵港兩地通過粵港科技合
作資助計劃，至2021年5月已共同資助140個科研
項目。香港的大學還參與建設了9所廣東省已批准
成立的粵港澳聯合實驗室。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

指數》顯示，深圳－香港－廣州城市創新集群已位
列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東京－橫濱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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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丁克（中）創立顯揚科技並落戶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圖為丁克和團隊

成員在討論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引進重點項
目140多個。圖為落地合作區的深圳福田國際量子
研究院內，技術人員在稀釋製冷機旁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攝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e站通」綜合服務中心是深圳唯一能
夠實現深港跨境「一件事一次辦」的大廳，服務涵蓋海關、公安、
交警、金融、人才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攝

◆國家重點實驗室今後將更加重視對科技、
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圖為香港中文
大學的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