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匯
專題 20242024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4年10月31日（星期四）

2024年10月31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A2

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新政頻推 港校研發如魚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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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效應（上篇） 掃碼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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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0年入駐以來，香港城市大學物質
科學研究院（福田）（以下簡稱「城

大福田研究院」）碩果纍纍，從0到1研發
製造出高時空分辨率電子顯微鏡，填補了中
國在掃描透射電子顯微鏡、光電聯用多尺度
環境顯微鏡等高端科學儀器領域的空白。
「項目組能取得現在的成就，深圳政府是我
們最主力的支持者，前期三年的4,000萬元
（人民幣，下同）科研經費補貼均為深圳政
府資助。」城大福田研究院高時空分辨電鏡
項目組項目經理陳岩說。
不僅如此，城大在河套合作區擁有整整兩

層、3,600多平米的辦公實驗展示空間，入駐
前兩年的時間裏租金近乎全免，彼時的香港
寸土寸金，根本拿不到這樣大的場地及優惠，「再加上河套
合作區的快捷便利的物流，以及由此輻射的珠三角製造業產
業鏈，我們毫不猶豫地選擇落地在這裏，現在回看，是再正
確不過的選擇。」陳岩說。

入駐兩年近免租 廠房用地極速批
對於高時空分辨電鏡項目組來說，從小試到中試的環節，
這些空間是夠的。然而，去年起，項目開始從科研轉向市場
化，廠房的建設被提上日程。項目組向河套合作區提出需求
後，以極快的效率獲批了深港國際科技園負一層的場地放置
機械加工的車床。
「因為我們電子光學對場地的隔磁避震有一定的要求，所

以福田區政府及河套事務署為我們找到適合的地下場地，幫
助我們的研究快速落地。」陳岩介紹，深圳政府還為城大在
河套批准建設了一棟新大樓，城市大學物質科學研究院預計
在今年底建設完成，「可以預見，我們搬進新樓後，會有更
好更大的空間進行科研。」
今年年中，河套國際產業中試集聚區中試平台集中授牌。

其中，首批擬籌建的河套電子光學儀器中試平台就是由城大

福田研究院與河套合作區共同建設。

中試平台助引客 改善產品促量產
「前三年研究成果已經成熟，我們項目組近
一年都在做產業化進程的工作。中試平台的建
設，對於我們來說就像『及時雨』一樣，契合
我們的需求。」陳岩介紹，通過河套電子光學
儀器中試平台的建設，他們已經收穫了部分已
確定及潛在的客戶。
「中試平台啟動後，河套合作區很多企業對
電子顯微鏡有需求，他們陸續來參觀，同時也
會帶來一些企業的樣品。」陳岩與團隊會現場
給這些企業進行產品的操作演示，並拍攝一些
樣品圖片，「企業可以從我們這裏購買定製化

設備、更高效率獲取更高質量的圖像，我們也能與所有電子
光學相關的不同領域的企業進行合作、改善我們的產品、進
行市場端檢驗，意義重大！」

近年來，粵港科技創新合作步伐加快，位於深圳福田的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以下簡稱「河套合作區」）是其中最受關注

的平台之一。在深化深港協作與科技創新方面，河套合作區深圳

園區頻頻推出新政，科研平台紛紛入駐，融合創新成果頻現，已

成為推動科技創新合作與加速創新要素流通的核心高地。

當前，河套深圳園區已有5所香港知名高校開展了10多個重點

科研項目，並設有河套港澳青年創新創業谷、香港科技大學藍海

灣孵化港、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工場等創新孵化載體，全球知名

項目及科創企業接連在此誕生。香港

文匯報記者近日採訪河套合作區深

圳園區中香港高校獨立運營的研究

院、民營研究機構以及研究港澳

區域的專家。對於深圳側制度

及規劃，受訪者不約而同用

「持續創新」、「大膽前瞻」等

詞給與了肯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盧靜怡

深圳、廣州報道

人工智能發展初期，香港曾一度站在時代的風口

上，但卻因為對科創產業重視不夠，而最終錯失了發

展良機。

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國際製造工程師學會會士杜如虛表示，中

國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受益者，深圳的崛起正是趕上了這個非常

重要的契機。「而香港對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崛起起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只計成本錯失發展良機
「我是2001年離開美國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當時香港電子工

業是當地的經濟支柱產業，佔了香港工業GDP的一半。」杜如虛

說，這是因為英特爾的前身仙童半導體曾在香港設廠，當時在美國

生產的晶圓，會運到香港進行封裝和測試，最終一部分芯片運回美

國，剩下的則直接在亞洲銷售。在這波半導體產業轉移中，韓國培

育了三星、海力士等半導體公司，而中國台灣出了台積電。可是，

早早起步的香港，為何沒有留下一家享譽全球的公司？

「關鍵在於當時香港政府對高新科技產業重視程度不

高。」一名在廣東創業的香港科技創業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以半導體行業為例，這是一個非常需要政府支持引領的

產業。該名創業者表示，那個時候就有個說法「Low-tech就

撈嘢，High-tech就揩嘢」，就是低技術的、低科技含量的，可以撈

很多錢，高科技的則會賠本。而香港的政策主要從商業角度出發，

過往側重發展金融業，創科政策方面缺乏前瞻性和戰略思維，這也

就是為什麼當時香港錯失了科技產業的發展良機。

物聯網5G機遇切勿錯過
杜如虛認為，香港在科研方面還存在「不太接地氣」的問題，

沒有產業可以對接。這跟香港的產業結構有關係，目前香港97%

的產值來自服務業，「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改變環境。」

隨着全球迎來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能成為這場技術變革的

核心驅動力。杜如虛指出，目前電腦的普及率已達60%，中國在

電腦與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地位日益重要。物聯網、5G、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術正在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灣區

城市不能錯過這次難能可貴的歷史性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 兩 邊 規 劃 不 同
步，一直以來都被大

家所詬病。」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
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
員劉雪菲認為，這種情況導致的最大問
題，是後期產業導入時同質化競爭的可
能性，「本來河套合作區想要打造的是
深港協同的景象，但現在在產業方面形
成了競爭，兩個城市各做各的，並不是
一個好的創科生態。」

利益分配需兩地統籌
劉雪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河套合作區
深圳園區中很多香港高校研究院成果頗豐，
但前期在深圳落地獲得當地資金、場地補助
做出成績後，需回香港申請科研資金，首筆
天使融資來源地（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
使用範圍、科研項目落地所屬地等都有諸多
限制。
兩地爭奪研究院科研成果的趨勢開始顯
現。「最初研究院成立時，高校和內地政府

表示是以成果為導向，為在深研究院提供很
多幫助。然而真的等科研成果落地時，高校
與區級政府層面實際已經無法統籌利益的分
配機制了，此時我們需要上升到兩個城市政
府層面，由深圳與香港聯合探討，對具體的
成果作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劉雪菲說。

港校宜先作初步轉化
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成立河套條例

立法工作專班。「這種制度非常好，港高
校面臨的這些兩難的問題，可以在專班的
制度下去進一步健全、去商討出來一個雙
方都接受的方案。」劉雪菲表示，以6所
在深圳園區建立研究院的香港高校為例，
可先在香港進行大學研究的初步轉化，後
期的製造環節放在河套深圳園區或大灣區
其他城市來進行。「同時，香港園區未來
引入什麼樣的企業、什麼樣的中介服務機
構，科研人員在人文交流及居住環境等環
境訴求上，要與深圳一側進行協同，並打
造其獨特優勢。」

特稿

深港規劃需同步 避免競爭促互補
10月中旬，總部位於香港的亞洲

抗衰老及轉化醫學研究中心正式落
地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深圳園區
中的國際性組織與研究院再添一員
大將。「香港的發展離不開祖國，
河套深圳園區發展很快，深圳政府
對科研和生物醫療項目的支持力度
也很大，是我們落戶的首選之
地。」啟動儀式上，亞洲抗衰老及
轉化醫學研究院主席英煒說。
該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雪萊介紹，
轉化醫學必須把實驗室、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與市
場、臨床醫生、醫院之間的鏈路打通。「香港面
積小、人口少，而大灣區這邊有着數量龐大的病
人、醫院、醫生等豐富臨床資源。河套不僅輻射
整個灣區，背後還有中國內地。我們研究院可以
把香港先進的科研技術、理念、手段帶過來，與
內地臨床資源相結合，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取得全球
領先的成果。」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
劃》中提到，創新科研相關資金跨境流動監管，

允許科研資金跨境資助深港兩地科研
項目，借鑒國際經驗和香港做法，研
究完善科研資金監管制度。去年，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科匯
通」試點業務操作指引》已獲得國家
外匯管理局批覆並正式印發，河套
「科匯通」試點正式啟動，亞洲抗衰
老及轉化醫學研究院成為首個試點單
位。

匯入逾百萬元投規劃建設
「金融層面上，如何促進科研技術轉化與企業

的協調發展合作，是我們尤為關注的問題。很幸
運的是，我們研究院得到了深圳政府的大力支
持，成為『科匯通』試點的首個科研機構。」王
雪萊表示，去年研究院獲批的首批境外匯入科研
資金達百萬元以上，將用於研究院前期的規劃建
設，「河套『科匯通』將為河套合作區深圳園區
內科研機構跨境調撥科研資金提供新路徑，為深
港兩地科技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和科技產業協作提
供有力支撐。」

國際研究院落戶 試點資金「過河」
專家解讀

◀ 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已有5

所香港高校開展了10多個重
點科研項目。圖為城大福田研
究院高時空分辨電鏡項目組
在進行科研工作。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數讀數讀
河套深圳園區河套深圳園區

13個專業化園區

8家世界500強研發中心

10個國家級重大科研平台

20個香港高校科研項目

超過200個高端科研項目

超過1.5萬名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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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功能分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功能分區

Hi-tech

●城大福田研究院高時空分辨
電鏡項目組經理陳岩正在介紹
團隊的研究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攝

●亞洲抗衰老及轉化醫學
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雪萊。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位於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工
場。 資料圖片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深圳園區區深圳園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