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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十大未來產業方向發布
專家：科技創新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力量

11月24日舉行的第五屆世界科技與發展論壇主論壇上，中國（深圳）綜合開發

研究院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十大未來產業方向》，包括未來信息產業、未來健康產

業、未來能源產業、未來材料產業、未來裝備產業、未來環境產業、未來農業產

業、未來空天產業、未來海洋產業與未來深地產業。「我們相信伴隨着粵港澳大灣

區的高質量發展，今後科技創新將在這些未來的產業發展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力

量。」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表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分析，在報告所列未來產業方向中，大灣區已出現不少「獨

角獸」企業，如晶泰科技、深圳國際量子研究院等，他們正在領跑「搶灘」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李薇 深圳報道

據曲建介紹，十大方向是基於研究院的產
業大數據，匹配了專利數據庫、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數據庫等技術創新大數據庫，同
時結合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城市提出的未來產
業發展方向而擬定的，「我們通過近年來的
專利、科研成果等大數據，可以看到在未來
產業中，大灣區技術發展的基礎和趨勢。」
曲建表示。

未來信息產業全球遙遙領先
針對位列十大產業首位的是未來信息產
業，曲建指，這已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優
勢產業，在市場和研發之間形成良好的產業
生態體系，處於全球遙遙領先的地位。「通
過分析我們發現，近年來大灣區企業的技術
研發已形成高度融合，優勢產業和新興技術
相互支撐力度很強，沒有出現孤島式的創
新。」曲建介紹。
除了未來健康產業、未來能源產業、未來
材料產業、未來裝備產業等粵港澳大灣區已
有的成熟產業外，此次還發布了剛起步但頗
具潛力的產業。如未來農業產業，曲建介
紹，雖然大灣區農業產值佔比相對較低，但
是在農業自動化機械，農業數字化、農作物
基因編輯等方面均有良好的技術儲備。而如
未來海洋產業和未來深地產業，大灣區雖處
於相對初級的階段，但它們的成長性極強。
「這兩個領域由於規模化市場尚未形成，技
術創新的總體規模較小，但每個領域都有技
術儲備，未來的成長潛力極高。」

高交會展出多項高新技術成果
在不久前剛剛落幕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
果交易會（以下簡稱「高交會」）上，不少
展出的高新技術成果就已涉及。例如深圳國
際量子研究院展示的量子計算領域關鍵核心
設備：超導微波測控系統、超導量子芯片及
關鍵零部件等。位於十大未來產業之首的未
來信息產業中，就包含了量子計算、數字基
礎設施/智慧城市、通信設備/芯片、區塊鏈/

物聯網、交互軟件/操作系統、人工智能/機
器學習、5G/6G無線通信技術、可見光通信/
光計算、邊緣計算、雲計算等領域。
還有今年高交會首設的空天－低空科技
展，吸引了約200家國內空天技術領域企業等
參展，帶來了當前最為先進的各類飛行器、
火箭、衛星、探測器和無人機等。 而未來空
天產業不僅是大灣區的重點產業，也是深圳
未來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之一。

灣區內地九市企業數超600萬家
此外，香港文匯報記者亦從《粵港澳大灣
區十大未來產業方向》報告上了解到，截至
到2023年8月，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
中企業總量超600萬家，深圳市超220萬家，
其中屬於或涉足當日發布的十大未來產業的
企業並不少見，其中一些已發展為行業內的
「獨角獸」企業。

「獨角獸」企業離不開灣區產業布局
位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晶泰科技
就是代表性「獨角獸」之一。晶泰科技是一
家以智能化、自動化驅動的藥物研發科技公
司。晶泰科技CEO馬健介紹，其業務涉及大
灣區十大未來產業中兩大產業，包括未來健
康產業和未來材料產業：「晶泰科技專注於
為藥物研發做新分子的設計、合成及測試。
歸根結底，我們是在設計新的功能材料，為
藥物領域打造的算法和平台還可以設計別的
功能材料，用於其他行業領域。」
在馬健看來，晶泰科技能發展至今離不開深
圳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布局。晶泰科技本身
就坐落於河套合作區內的國際生物醫藥產業
園，產業集群效應顯著。「此外深圳是國內營
商環境最好的地方，政府支持力度高、配套服
務好，企業基本上沒有後顧之憂。我們還可以
從深圳輻射到周邊大灣區城市，補充生物醫藥
產業發展所依託的其他要素，例如與香港的醫
院、高校進行緊密合作，生物醫藥產業下游可
以落地惠州或東莞做化學藥研發。」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發布了粵港澳大灣區十大未來產業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李薇 深圳報
道）大科學裝置是搶佔未來科技競爭制高點的「國
之重器」。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吸引了一大批瞄
準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重大科技基
礎設施落戶。如何才能更好利用粵港澳三地優勢，
攻克重大科學問題？在本次第五屆世界科技與發展
論壇主論壇上，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歐洲科學院
外籍院士、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指出，粵港澳大灣
區的大科學裝置在技術和實力方面，與粵港澳大灣
區經濟發展、產業發展相適應。
宋永華表示，以深圳為例，其在大裝置方面的政策

和投入就非常多，這裏已經落地了一些國家級的實驗
室和科研機構。雖然港澳在空間、產業、體量可能沒
法投入大裝置，但港澳高校的國際合作氛圍是內地少
有高校可以比較的，在近期公布的全球QS前100大
學排名中，中國入選的高校，內地13所，香港五
所，澳門一所、台灣一所，「港澳在基礎性研究方
面，可以吸引更多國際級人才加入。粵港澳大灣區可
以資源互補，通過合作為大灣區科技創新作出貢
獻。」宋永華認為，粵港澳三地應該集中力量辦大
事，未來一些大科學裝置必將會在大灣區產生。
毫無疑問，大科學裝置正在吸引一批傑出的研究
人員匯聚到粵港澳大灣區，並在這個平台上開展多
學科的交叉研究和多維度的創新研究。應該如何更
好借助「大國重器」獨特魅力，深化國際人才培養
與交流？宋永華以澳門大學為例，指出應該從人類
共同面臨的問題作為切入點，實現國際跨學科合作
和人才交流。「澳門大學有幾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也
有跨學科研究領域，我們研究的很多問題是人類共
同面臨的，例如行為成癮、認知老化等，這種比較
容易引發國際間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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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未來產業方向及相應職業
未來信息產業：通信設備芯片、邊緣計算、量子
計算、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區塊鏈物聯網等

未來健康產業：人工植入體、基因工程療法、生
物技術藥、中醫中藥營養保健品、幹細胞療法等

未來能源產業：太陽能鈣鈦礦、生物質能源、海
上風能設備、節能技術、儲能系統、新型儲能材
料等

未來材料產業：3D打印材料、陶瓷材料相變材
料、新型半導體材料濕電子化學品、工程塑料等

未來裝備產業：工業機器人智能裝備、農業智能
集成裝備、清潔能源發電裝備、智能製造信息設
備集成電路、高端醫療裝備智能診療等

未來環境產業：再生水利用、污水廢物治理、裝
配式節能建築、高效製冷等

未來農業產業：無土栽培、農業機械自動化、植
物萃取、農作物基因編輯、有機種植等

未來空天產業：仿生飛行棋、衛星融合通信、無
人飛行器、北斗模塊應用、耐高溫材料等

未來海洋產業：深海機器人、海洋作業裝備、防
腐材料、海洋能源設備、可燃冰開採利用等

未來深地產業：地下空間工程、深底探測、深底
隧道、深底礦產開採、地熱能利用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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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旅遊試運營開通新聞發布

會昨日在珠海舉行，宣布港珠澳大橋旅

遊試運營將於今年 12 月中旬開通，開

通後將增加港珠澳大橋海關監管區、口

岸限定區域的旅遊功能，屆時港澳和內

地居民將可以經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出

發，參團遊覽大橋。未來旅遊團可望擴

至從大橋三個口岸出發，推動粵港澳

「一程多站」聯遊。將標誌性基建打造

成旅遊景點是國內外慣例，開發港珠澳

大橋旅遊，有利提升大橋品牌效應、帶

動粵港澳大灣區旅遊市場活躍。本港應

借鑒內地創造供給、刺激需求的旅遊經

營新思維，善用資源搞活旅遊市場，加

強大灣區旅遊一體化合作，為本港旅遊

市道暢旺、經濟重振注入源源活力。

世界各地的大型基建通常成為「城市

名片」。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英國倫

敦塔橋、內地廣州人稱「小蠻腰」的廣

州塔，都是聞名遐邇的旅遊景點，吸引

絡繹不絕的遊客。港珠澳大橋被形容為

「中國乃至當今世界規模最大、標準最

高、最具挑戰性的跨海橋樑工程」，英

國《衛報》稱之為「現代世界七大奇

跡」之一，大橋當之無愧是反映中國發

展的新地標之一。大橋啟用後，大幅縮

短來往三地的交通時間，形成「一小時

生活圈」，對大灣區發展具有象徵意

義。

發展港珠澳大橋旅遊，可以欣賞大橋

的雄壯宏偉以及伶仃洋海天一色的靚麗

風景，感受中國橋樑發展的歷史變遷、

創新進步，逐步掀起港珠澳大橋旅遊熱

潮，不斷提高大橋旅遊的知名度。未

來，還可以依託大灣區各城市的旅遊資

源，深化灣區旅遊合作，以港珠澳大橋

旅遊為紐帶，推出「一程多站」聯遊項

目，可吸引更多境內外遊客 。

開發港珠澳大橋旅遊，對本港旅遊業

發展深具啟示意義。由於周邊競爭激

烈、遊客消費模式改變，本港旅遊的吸

引力有所下降，面對的挑戰不容低估，

需要與時俱進，在增強旅遊業競爭優勢

上「搞搞新意思」，要利用現有的標誌

性基建項目，發展文化旅遊。例如疫後

復常後，港深廣高鐵已成為內地旅客到

訪香港的首選，而西九高鐵站鄰近集中

了M＋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戲曲中心等文化旅遊新景點；啟德郵輪

碼頭不僅給本港帶來大量有較高消費力

的遊客，碼頭本身就身處香港必遊景點

之一的維港之中。這些交通基建、旅遊

項目都是世界級的，本港利用好這些資

源，豐富旅遊內容，並進一步完善旅遊

配套，肯定客如雲來、財源廣進。

除了打造旅遊新亮點、激發旅遊新需

求外，加強大灣區合作，更是本港旅遊

業保持活力的大勢所趨。本港應積極推

動粵港澳三地旅遊合作，攜手推出港珠

澳大橋、高鐵、郵輪等「一程多站」聯

遊，增強旅遊新鮮感，讓遊客體現不同

的旅遊樂趣，把大灣區建設成為宜居宜

遊國際一流灣區，達至三地優勢互補、

利益均霑。

港珠澳大橋遊啟發本港旅遊要創新
英國生物製藥企業阿斯利康在本港設立研發中心

及創新園，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行揭牌儀式。作為全

球前十大藥企，阿斯利康落戶香港，反映特區政府

「搶企業」效應日益彰顯，更是對本港基礎科研實

力、營商環境的充分肯定，增強本港建設國際創科

中心的信心。特區政府要繼續發揮本港獨特優勢，

爭取更多先進的創科企業落戶本港，帶動上下游產

業發展，同時善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廣闊市場和完

善產業鏈優勢，加快本港產業升級轉型、高質量發

展。

現屆特區政府十分積極主動在全球範圍內「搶企

業」、「搶人才」，更成立了「引進重點企業辦公

室」主動出擊，阿斯利康正是該辦公室在全球引進

的30間重點企業之一。除了阿斯利康之外，較早

前內地新能源汽車企業哪吒汽車宣布，將在香港科

學園成立國際總部，建設面積超過40,000平方尺的

智能研發中心和大數據中心。和黃醫藥日前宣布，

預計一年內在港成立研發中心。相信越來越多創科

企業來港設研發中心，有助形成聚集效應，吸引優

秀人才匯聚香江，建立完善的科技生態圈。

醫療產業是特區政府確認的本港六項優勢產業之

一，本港在發展醫療產業上擁有多項優勢。除了基

礎科研實力雄厚，本港擁有聲譽良好的優質醫療服

務體系，以及成就卓越的生物科技集群。醫院管理

局已經計劃在2024/2025年度設立聯網臨床研究支

援辦公室，推出措施鼓勵醫療團隊參與臨床研究及

試驗，增強支援臨床研究和數據共享系統和機制。

其次，本港採用的藥物、設備和診斷工具，一向符

合國際標準，取得例如美國和歐盟等地相關監管機

構批准認證，可以填補內地與外國之間在部分醫學

領域方面的差異，協助區內企業走出去與外國夥伴

合作。再次，國際企業落戶香港，可以便利與內地

尖端藥物研發企業合作，與內地合作進行大基數新

藥臨床實驗。因此本港大有條件發展成為區內重要

的生物科技發展樞紐。

香港對包括醫療產業在內的創科企業，吸引力十

分明顯。正如阿斯利康全球執行副總裁、中國區總

裁王磊所表示的，一方面是香港的營商環境自由開

放，稅收條件優惠，是中國「引進來、走出去」的

重要橋頭堡；另一方面是香港有兩間世界領先的醫

學院，有很多世界級的專家和科研人員，可以與香

港專家和高校科研機構充分合作，提升科研實力。

不過，有業界人士認為，吸引創科企業落戶只是

第一步，支持企業發展的配套需進一步細化、完

善。例如特區政府早前提出，長遠要建立「第一層

審批」的藥物註冊機構，直接在本港審批藥物註冊

申請，但相關目標沒有時間表；在本港展開第一期

臨床研究前的申請審批程序需時9個月至1年，相

較韓國的3至4個月為長，建議本港設法加快相關

程序，以利研究工作更高效開展推進。特區政府需

要聆聽業界人士意見，做好配套服務，提供更有利

的創科環境。

本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

世界」的獨特優勢，又是大灣區核心城市之一，

應與其他大灣區城市攜手發展，克服本地市場不

夠大、中下游產業鏈不足等短板，以本港的創科

研發優勢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成熟製造業、廣闊

市場相結合，確保創科研發成果「落地」，創造

效應，這也是創科企業落戶本港的重要原因。阿

斯利康落戶河套區，本來就屬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的一部分。特區政府積極與深圳協同發展，打

通人才、技術、數據等各項要素的互聯互通，讓

落戶本港的創科企業充分利用本港的獨特優勢，迅

速發展壯大。

阿斯利康落戶 增強港創科發展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