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黃寶

儀、李紫妍 廣州報道）內地各大城市的

2024年GDP成績單相繼出爐，作為粵港

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廣州的表現卻有

些「掉隊」：全年GDP增速僅2.1%，在

主要城市中排名靠後。而三年前GDP總

量剛剛超越廣州的重慶，如今進一步與

廣州拉開差距，穩坐全國第四大經濟城

市。與此同時，憑借AI企業DeepSeek

的崛起，杭州再度成為市場矚目的「科

技新貴」。正在舉行的廣州兩會上，應

如何實現產業轉型、在AI等新興產業急

起直追，成為代表委員討論的熱點話

題。不少代表委員認為，廣州目前迫切

要在新興產業上尋找突破口。根據財政

預算，廣州今年將投入逾140億元（人

民幣，下同）部署全過程創新產業鏈，

打造AI、人形機械人等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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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2月
21日，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NAMI）材料科
技成果展示中心在河套深圳園區正式揭牌。該
展示中心由NAMI和香港科技園公司合作建設，
落地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是展示NAMI最
新材料科技成果的平台，聚焦低碳技術、功
能性聚合物、先進塗層、建築材料、電子材

料等八大核心領域，促進成果轉化與交流合作，
標誌着深港在新材料領域的合作邁向新高度。
NAMI行政總裁馮振宇在致辭中表示，材料

科技成果展示中心的設立，是香港與大灣區在
材料創新和產業化合作道路上的關鍵里程碑。
「這不僅是一個展示成果的平台，更是連接科
研與產業的橋樑。」馮振宇強調，未來，NA-
MI將持續深化與大灣區內科研機構及企業的
緊密合作，致力於推動新材料技術的突破與落
地應用，以科技創新為引擎，驅動產業升級，
積極為國家經濟發展貢獻力量。
揭牌儀式上，NAMI與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

技術研究院、前海夢工場及深圳國泰光谷科技
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根據協議，未來幾
方將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攜手為大灣區的醫學
成像、合成生物和生物製造等領域提供創新性
應用方案。此次合作不僅整合了多方的科研資
源與產業優勢，更有望催生一系列前沿技術成
果，推動相關產業的高質量發展。
隨着NAMI材料科技成果展示中心的啟用以
及多方合作的開啟，深港在新材料領域的合作
前景廣闊。在大灣區協同發展的大背景下，各
方將通過緊密合作，共同攻克技術難題，加速
科技成果轉化，助力大灣區打造成為全球新材
料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高地，為中國在新材
料領域的國際競爭中贏得先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21
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健康醫藥公共服務
中心（深圳福田）暨中山大學附屬第八醫院生物
實驗室（以下簡稱「中大八院河套實驗室」）正
式啟用。實驗室將組建中山大學—中山大學香港
高等研究院—河套實驗室創新聯合體。目前，實
驗室已有6個科研團隊入駐，「一站式」完備科研
環境助力醫學科學研究，加速成果轉化。
位於深圳市福田保稅區海虹道1號的中大八院河
套實驗室，建築面積約8,000平方米，科研設備投
資約1.05億元人民幣、數量逾千台（套），設有
動物房1萬籠。實驗室配備激光共聚焦顯微鏡、小
動物活體成像系統、流式細胞分選儀、輻照儀等
區域稀缺的高端科研設備，助力醫學科學研究，
引領尖端科技發展。

聚焦五大前沿領域吸引國際人才
據中大八院院長陳燕銘介紹，中大八院河套實
驗室是福田區人民政府與中山大學共同支持建設
的科研創新平台，一方面對接整合百年中山大學
生命醫學一流學科及其10家直屬附屬醫院豐富的
臨床資源；另一方面攜手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
院，深度鏈接國際醫學科學創新網絡，打造「基
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臨床驗證」的全鏈
條創新體系，架設粵港生物醫學創新橋樑。
河套實驗室圍繞科技創新發展和人民生命健康
重大需求，聚焦新型潛在靶標分子開發、創新藥
物評價、細胞/幹細胞治療產品製備、微生物製品
研製和醫療器械研發等五大科學研究與轉化前沿
領域，吸引國際高端醫學科技人才，協同開展技

術攻關，加速科技成果轉化，並構築引才、聚
才、育才的科創人才基地。
據悉，此前該實驗室已與中大香港高等研究院及

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簽訂協議，三方攜手共同在引
進國際頂尖人才和生物醫藥研發等領域進行深度合
作，打造區域級醫學研究與人才引育平台。

發揮灣區高校聯盟聯動優勢
中山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高松表示，要
加快科研創新和成果轉化，重點圍繞生物醫學領
域，聚焦腫瘤、心血管及代謝性等重大疾病，推
進創新成果轉化。實驗室既要推進仰望星空的前
沿探索，也要做好腳踏實地的臨床研究，不斷培
育更多未來醫療新技術、新成果。要加強灣區的
協同與科技協作，探索「香港基礎研究+深圳臨床
驗證+中大學科支撐」的灣區創新模式。發揮粵港

澳大灣區高校聯盟的聯動優勢，協同香港高等研
究院，努力成為鏈接世界和灣區的平台支點，推
進高水平的科技合作。
同時，還要推動創新人才培養和學科交叉融

合，充分發揮實驗室的平台優勢和醫院臨床資源
優勢，強化醫科創新人才培養，探索設立跨境的
聯合項目；充分利用中大多學科的優勢和灣區產
業創新的優勢，積極促進醫工融合。
據中大八院河套實驗室副主任翟愛霞介紹，9個

PI實驗室（主要研究者實驗室）已進駐了骨科學
研究團隊、心血管疾病研究團隊，代謝性疾病研
究團隊、腫瘤學研究團隊、整合醫學團隊、免疫
學團隊等6個來自中大八院的重點學科群，另外3
個將預留給香港的科研團隊。「包括細胞學實驗
室、組織病理實驗室、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生物
影像學實驗室等平台都是可以共享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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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六小龍」橫空出世，引發

內地各大城市的深思，尤其是處於

產業轉型關鍵期的廣州，感受或許最為深刻。

有觀點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

中，香港因制度因素承擔更廣泛的國際化功

能，深圳主攻創新，而廣州則承擔「兜底」作

用，即維持產業鏈穩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

務。這種經濟功能的分工，使廣州在承擔發展

重任的同時，也背負着更大的壓力。

今年廣東省新春第一會上，省委書記黃坤明就

點讚了DeepSeek和宇樹科技，指出廣東應該在百

舸爭流中奮力爭先。作為廣東的省會城市廣州，

更加感受到「別人家的孩子」帶來的壓力。

在土地財政逐漸式微的當下，廣州的財力並

不算雄厚，政府的可調度資源變得緊張。一線

城市中，北上深都是「二級財政」，能將大部

分財政收入用於自身發展；廣州則屬於「三級

財政」，作為廣東省的「老大哥」，不僅要上

交中央部分，還需要支援發展不平衡的廣東兄

弟姊妹地區，這使得廣州在資金上更加捉襟見

肘。而恰恰此時，城市又處在產業升級、培育

新增長點的關鍵窗口期。如何在資源受限的情

況下，為未來的發展積蓄動能，成為廣州必須

面對的課題。

廣州與杭州同為經濟大省的省會城市，均重

視營商環境，也都擁有深厚的輕工業基礎，但

杭州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中成功轉型，孕育出杭

州「六小龍」。

杭州確實值得學習，但客觀評估，每座城市

的競爭力基礎不同，廣州的優勢在於它深厚的

產業基底。汽車產業是廣州的支柱之一，這塊

牌不能丟，也丟不起。

產業升級不是簡單地推倒重來，而是在承

載、優化、進化中找到新的平衡點。儘管目前

燃油車仍佔據較大比重，但可以看到，近年廣

州加碼新能源、智能網聯車已經收穫了一定成

效。從電車到整車製造，廣州的產業鏈已非常

完整，這正是廣州的戰略定力所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根據官方公布的廣州市三大產業數據，2024年，廣
州第二產業同比增長僅0.7%，重慶則高達4.6%。

其中，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廣州同比下降3.0%，而重
慶卻增長7.3%。最大的變量出現在汽車產業。

汽車產量被重慶超越
公開數據顯示，2024年，廣州汽車製造業增加值

同比下降18.2%，而重慶則增長26.7%。全年汽車產
量方面，廣州為253.98萬輛，重慶則以254.01萬輛
反超廣州。
廣州市政協委員張挺在今年的提案中指出，由於
傳統燃油汽車市場銷售下滑，2024年前三季度，廣
州市汽車製造業增加值同比下降17.4%，以廣州汽車
產業「鏈主」企業廣汽集團為代表的傳統汽車整車
企業，也開始面臨轉型陣痛。民進廣州市委會今年
提交的提案中指出，廣州車企2023年新能源汽車銷
量64萬輛，佔全省新能源汽車總銷量26%，但同比
下降10%。2024年則下滑更明顯，截至11月約35萬
輛，對比全國新能源汽車突破千萬輛及比亞迪突破
300萬輛的銷量，廣州顯然落後甚遠。

加速汽車產業深度調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廣州市在新一年的產業布
局中有的放矢，加速汽車產業的深度調整。廣州市市
長孫志洋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廣州將大力推動汽
車產業「電動化、智能化、國際化」轉型，力爭打造
「萬億產值、智車名城」。廣州市人大代表、廣州市
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黨委委員、總工程師劉洋認
為，廣州和其他城市相比，在智能駕駛、低空經濟這
兩個賽道具有顯著優勢。「我們具有打造『智駕之城』

『低空之城』的很好底氣。」他說。
事實上，廣州近年已有小鵬汽車、文遠知行、小

馬智行三家自動駕駛企業成功上市。尤其是在美股
上市的文遠知行，最近因為股價暴漲119%而備受關
注。文遠知行受到英偉達投資，為其提供算力支
持，且在AI智駕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又被業內稱為
「廣州版DeepSeek」。

建設人工智能關鍵技術實驗室
2025年，廣州將GDP增速目標定為5%。對於正面

臨產業轉型和智能化升級的廣州來說，AI技術、機
械人在製造、醫療、金融等領域已展現出巨大潛
力。廣州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廣州今年將推動998個
市重點建設項目完成投資3,815億元，以政府投資有
效帶動社會投資，招引謀劃一批打基礎、利長遠、
增後勁的重大項目。
根據今年的財政預算安排，廣州今年將投入逾140

億元部署全過程創新產業鏈，打造AI和機械人產
業，建設人工智能關鍵技術實驗室，打造具身機械
人首試應用環境。
「通過系統性布局，廣州有望實現從『應用追

隨』到『源頭創新』、從『單點突破』到『生態引
領』的歷史性跨越，為廣州注入智能基因。」廣州
市人大代表、京信通信技術（廣州）有限公司集團
副總裁李學鋒認為，廣州需立足「製造業立市」戰
略根基，以「全要素重構、全鏈條賦能、全場景滲
透」為主線，推動形成「AI原生型產業生態」。在
人工智能賦能各行各業方面，特別是無人駕駛和機
械人系統，廣州具備從教育、科研到應用場景的全
方位優勢，必須牢牢把握，不容錯失。

廣州今年發力新興產業措施
（單位：人民幣）

推動15個戰略性產業集群發展
●類型：重點打造智能汽車、新型顯示、生物醫

藥與健康、人工智能、集成電路、新材
料等產業

●時間：5年
●打造：
—1個萬億級產業（智能網聯與新能源汽車）
—4個5,000億級產業（時尚消費品、軟件與互聯

網、綠色石化與新材料、智能建造與工業化建
築）

—4個3,000億級產業（軌道交通、生物醫藥與健
康、新能源與新型儲能、超高清視頻與新型顯
示）

●總規模目標：超6萬億

前瞻布局6個未來產業
●類型：智能無人系統 、具身智能 、細胞與基

因產業
●目標：爭取在5年至10年內實現倍數級增長；

打造國家未來產業先導區

壯大8個現代服務業
●類型：現代金融、科技服務、專業服務等高端

知識密集行業；現代商貿、物流、會
展、文創、旅遊等優勢行業

●目標：建設具全球影響力的現代服務經濟中心

加強科研資源、應用場景與市場資金整合
●發揮廣州在顯示面板、半導體、生物醫藥等領

域的領先優勢
●支持粵芯半導體、億航智能、康方藥業等重點

企業發展
●推動華星光電、華為研發中心、因湃電池、興

森半導體等重大項目建成投產

優化服務業結構，賦能製造業升級
●充分利用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等政策
●促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戰略定力所在：完整產業鏈
微觀點

●廣州今年將大力推動汽車產業「電動化、智能化、國際化」轉型。圖為廣州一家新能源汽車的智能生產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正在舉行的廣州兩會上，如何實現產業轉
型、在AI等新興產業急起直追，成為代表委員
討論的熱點話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廣州直面數據下滑
部署新興產業直追

今年將投超140億 打造AI及人形機械人等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