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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築巢引鳳聚才惜才 牢築科創人才金字塔

「東西南北中，創新創業來廣東！」廣東

正逐步搭建其穩固的人才金字塔體系，以

各領域領軍科創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

院院士為引領，數百萬科研和技術人員為

中堅，共同構成廣東科技創新澎湃的動力

源。這背後是廣東築巢引鳳，不斷深化改革

為科技人才鬆綁，並為其解決後顧之憂所作

出的不懈努力。

為加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

廣東扎實推進戰略人才鍛造工程、人才培養強

基工程、人才引進提質工程、人才體制改革工

程以及人才生態優化工程，引進培育一批戰略

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

水平創新團隊，積極營造培養人才的土壤，自

主培養出大量高端人才，推動廣東人才金字塔

實現「塔尖更高、塔身更強、塔基更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李望賢、

毛麗娟、郭若溪 廣州、深圳報道

「「最強大腦最強大腦」」領領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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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儲育（上篇） 掃碼睇片

廣東的人才金字塔頂層由「兩院」院士組成，目前全職在粵的
「兩院」院士已達到193人。「院士可以說是站在科研金字塔

塔尖的人、各領域技術創新的領軍人物，既能引領當地科技產業創
新，也能帶動高水平人才、項目聚集。」 中國工程院院士、南方醫
科大學教授高天明認為，廣東的院士數量顯著增加，得益於其經濟
基礎、科研能力以及靈活的政策支持。

全身心投入科研 賦予較大「話事權」
廣東人才金字塔的中堅力量則是龐大的科研隊伍。目前，廣東省
研發人員數量已達135萬人，居全國首位。全省專業技術人才總量
接近1,000萬，其中高層次人才接近百萬。這些科研工作者構成了廣
東科技創新的重要支撐力量。
「90後」廖礦標從美國常春籐大學完成博士深造後歸國，目前在

廣州國家實驗室從事人工智能與化學交叉學科的研究。他同時還是
廣州標智未來科學技術有限公司創始人，公司專注於AI與化學融
合，利用數據驅動技術推動化學領域創新。「廣東城市為科技人才
提供了極大的自由度和尊重。」廖礦標說，「政府以及各類對接人
員都非常尊重我們，並提供了生活和工作上的諸多便利，使我們能
夠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事業中。」
對科研人員的尊重，一方面體現在賦予較大的「話事權」上。10月1
日正式實施的《廣東省科技創新條例》，明確提出要賦予科技人才更
大技術路線決定權、經費支配權、資源調度權。條例特別提及，科研
人員除了做基礎研究，還能通過產業化實現科技創新。用人單位應當
為科技人才提供開展科研工作所需的啟動資金、儀器設備、場地、科
研助理等基本條件。

子女教育有安排 港才北上住行無憂
「我們引進一些高層次人才時，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並不是科研

話題，而是他們的孩子可以在哪裏上學，他們的配偶能不能在東莞
找到工作。」東莞松山湖材料實驗室常務副主任陳東敏說道，「形
成新質生產力需要人才。吸引人才就需要有包括教育、衞生、交通
等在內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去進行保障。廣東意識到了這一點，並給
予了充分的政策保障。」
「我們是舉家搬過來中山的！」出生於佛山、成長於香港、求學於
美國的香港青年潘洪輝，十多年前決定回國發展。從創業初期只有寥
寥5名員工的小公司，到今天成長為高速發展的全球化生物技術公司，
潘洪輝說這一切都得益於粵港澳大灣區完善的科創配套政策，為他提
供施展才華舞台空間的同時，也解決了衣食住行等後顧之憂。
2018年，潘洪輝創立了中山康天晟合生物技術有限公司。選擇中

山，因為這裏緊挨着澳門和香港，對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很有幫助。
另一個原因，則是大灣區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後，各種科創、人才
配套政策措施日臻完善，「我在這裏享受過人才公寓的便利，也享
受了購房津貼補助，這裏對於引進人才的子女教育也做了細緻安
排，對於初來乍到的創業者來說，確實解決了很多實際困難。」
潘洪輝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東為科創人才提供涉及工作生活方
方面面的便利措施，如今他在內地有醫保，作為港人還可以直接填表
申請換內地車牌，自己的孩子也可以享受相關便利快速往返於粵港之
間，可以說衣食住行都無後顧之憂。

人才補貼政策多 激勵年輕人投身科研
在廣東，像潘洪輝這樣的認為「入股」不虧的高層次人才還有很

多。近年，廣東設立廣東省高層次人才服務專區，整合了20個部門
職能，為來粵科研工作的海內外高層次人才提供26項「一站式」政
務服務，並重點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港等人才服務保障體系，全
面推動廣東省人才優粵卡等政策落實，全鏈條精細化為人才服務。
過去十年，廣東的研發人員數量從2013年的65.24萬人增長至

2023年的135萬人，穩居全國第一，科技創新活力不斷增強。而45
歲及以下的研發人員在廣東省科學技術進步獎項目中的比例達到
50%，年輕的科技人才不斷湧現。
廣州雲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陳茂強，同時是廣州市優秀

軟件人才、廣東省人工智能產業協會智庫專家。他指出，這與內地的
職業資格考試和政府補貼制度有直接關係。內地對科技人才的培養和
激勵政策相對完善，不僅提供職稱考試等職業發展路徑，還為達到相
應級別的人才提供補貼，這激勵了大量年輕人投身科研領域。

落戶安居有保障 穗籌建國際人才小區
廣東人才高地的宏偉建設藍圖，不僅在橫向層面廣泛覆蓋各產業

領域，還在縱向層面向上突圍與向下扎根。向上，廣東積極向全球
高層次人才拋出橄欖枝，提升國際化人才的聚集效應；向下，廣東
充分發揮高層次人才的引領作用，推動他們在基層扎根，帶動更多
本土人才成長，形成上下貫通的人才梯隊。
近日正式公布的《廣州活力創新軸總體規劃》專門提出，將以青

年友好、人才友好為目標，建設10處青年人才小區、11處粵港澳或
國際人才小區、5處科學家小區，積極為各類人才落戶安居、就業
創業、研發攻關、展示推廣等構建全周期、定製化高質量服務，最
大限度激發人才創新創業活力。針對國際及港澳科技頂尖人才，將
着重滿足出入境便利、科研經費（包括科研財政資金過境免稅
等）、團隊支持等需求，加快推進國際化小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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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博士後

饒陽之是一名年輕的科研人

員。他認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擁

有充足的資本，對於科技創業者來說是巨

大的機遇。香港推出了「優才計劃」等政

策，吸引全球頂尖人才來港創業和發展。

「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員，也在了解香港的

發展機會。」他笑說。

多項福利補貼降低負擔
然而，饒陽之也指出，對於創業者來

說，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創業成本會讓香港

的吸引力大打折扣。他提到：「在香港，

物價和租金都比較高，創業者在初期很難

維持生計。」他表示，創業早期階段通常

是很少盈利的，創業者需要不斷募集資

金，尋找投資。而在香港這樣一個高成本

的城市，初創企業很難負擔員工工資、辦

公場所租賃等費用。

「香港政府可以考慮為個人提供更多的

辦公場所補貼或低價租賃環境，以幫助創

業者降低初期運營成本。」 饒陽之認為，

這樣的措施能夠有效緩解創業者的壓力，

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科技創業。 他還進一

步指出，廣東在創業支持政策方面做得非

常出色，提供免費辦公區、人才補貼、住

房補貼等多項福利，降低了創業者的負

擔。在這方面香港完全可以借鑒廣東的成

功經驗。

「深圳有很多『蚊型』的小型辦公場

所，租金極低，甚至可以僅用作企業登記

地址，整體成本非常低。 」饒陽之指出，

香港完全可以打造類似這樣的低成本創業

空間，利用其發達的金融市場吸引更多初

創企業。

完善配套方能留住人才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特區港澳經濟研究

所副所長謝寶劍也認為，從長遠來說，

要真正吸引並留住高端人才，香港仍有

進步空間。首先，目前高端科技人才來

港往往面臨高昂的居住成本壓力，香港

需要加快推進房地產業轉型，建設更多

人才公寓。其次，香港還需完善高端人

才子女教育、醫療等配套，為科技人才

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生活服務。此外，在

科研項目資助方面，政府可以通過發布

針對高端人才的專項課題和研究項目，

這樣能夠更好地吸引全球頂尖的科研人

員等高端創新要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低成本創業空間有助起步 內地來港創業者盼港引入
特稿

高等教育是科技、人才的關鍵連結點。近年來，廣
東高校不斷推進人才培養改革，着力培養跨學科人
才，提供研究性、國際化學習的機會，把「人才鏈」
建在「產業鏈」上，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
鏈」，超常規培養拔尖創新和行業領軍人才。
「海洋戰略是國家的發展重心之一，希望可以通過
學習海洋工程，為國家在建設海洋強國上作貢獻。」
華南理工大學2024級新生鍾逸婷所在的智能海洋裝備
專業，在內地高校中屬於首次開設，今年首次招生。
作為「吃螃蟹」的20名本科新生之一，她與同學們走
進創新工場體驗「人工智能」「工業機器人」等課
程，對未來充滿期待。
智能海洋裝備、軟物質科學與工程專業的設立，是華
工着眼提高創新能力，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
學科建設和拔尖人才培養的縮影。近年來，該校實施
「人才培養一流行動」，不斷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形成
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的「華工模式」，為國家和大灣
區重點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輸送高層次人才。
今年8月，南方醫科大學成立了全省首個空天醫學工
程研究中心。該中心以南醫大完備的醫學體系和多學
科交叉的科研優勢為基礎，針對制約空天飛行的主要
生物醫學問題，開展空天醫學工程基礎與應用研究
等。南醫大黨委書記張玉潤表示，南醫大以深入推進
學校「大灣區戰略」為抓手，打造「人才支撐+技術攻
關+成果轉化」的全過程科研創新生態鏈，打破科研和
產業孵化的時間和空間壁壘，積極開闢發展新領域新
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

推動城市發展 解決產業難題
在深圳，最近10年間，政府大手筆投入、高水平設
置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中山大學．深圳、深圳
北理莫斯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等多所高
校。如今，深圳高校有6個學科進入ESI排名前1‰，
44個學科進入ESI排名前1%。
作為深港高等教育合作的典範，港中大（深圳）歷經
10年發展，已經成為深圳探索培養國際化人才的亮
點。學校實行與國際接軌的管理體制機制，立足國家
和粵港澳大灣區的需求，規劃建設的經濟金融、計算
機數據科學、材料化學、生物醫學4個學科群已達到或
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學校採用「9+3」的薪酬制度，鼓
勵教授在學校不發薪水的3個月，到企業去，到產業前
沿去。「一所學校如果不跟當地的經濟、社會發生鏈
接，社會為什麼要支持你？我們的教授去到企業裏，這
就推動了學校跟社會的緊密結合，共同來推動城市的發
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說，港中大
（深圳）的科研也是積極服務產業，解決產業難題。目
前，學校已開展橫向合作超過200項，其中與華為、京
東、騰訊等知名企業成立了20多個聯合實驗室。

●科研工作者構成了廣東
科技創新的重要支撐力
量。圖為香港青年創業者
和同事在中山的實驗室做
實驗。 資料圖片

●廣東強化人才自主培養力度，完善人才引進流動機制，聚集了越
來越多優秀科技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廣東省研發人員數量已達135萬人，居
全國首位。圖為一家科技企業在洽談會上
介紹其技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一場活動中，來自不同領域
的人才在相互傾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