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穗加碼撐AI產業 發掘「黑馬」企業
供地超10平方公里支持重點產業 追加200億AI產業投資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全球AI

賽道持續火爆，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之一的廣州，亦

大力加碼投資AI產業。26日，第十一屆廣州國際投

資年會在廣州舉行。廣州市市長孫志洋在會上透露，

今年廣州將供應超過10平方公里工業用地，用以支

持包括AI在內的重點產業發展。數據顯示，目前廣

州AI產業上下游企業數量超2,100家，四分之一企業

營收超億元。廣州是首個設立算力券的城市，廣州市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吳薩透露，廣州將追加200億

元（人民幣，下同）產業投資基金，使基金總規模突

破900億元，繼續發掘「黑馬」AI企業。

「意念出行」眨眼就能開動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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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部分重點產業的投資優勢
（單位：人民幣）

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產業投資基金基礎上
再加碼 200 億元，累計 900 億
元。

低空經濟：廣州800米以下可申請使用的飛
行空域達50%以上，目前已建成
起降場38個。

自動駕駛：廣州是全國唯一獲得道路運輸許
可證的城市，已累計開放1,340
條測試道路。

生物醫藥：港澳藥械通覆蓋大灣區內45家醫
療機構，廣州屬地醫院20家，佔
全省的4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
圳市教育局局長鄭秀玉26日在「深入推進深圳
綜合改革試點」系列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要推
動工程教育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探索專業
型、「小而精」高校辦學模式，有序擴大市內
高校間，以及與港澳高校的課程互通、學分互
認，並持續深入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大力實
施「留學深圳」計劃，讓深圳的高等教育更國
際、更未來。
據悉，目前深圳全市高校數量達到17所。鄭

秀玉表示，將按照專業型、「小而精」、都市
型、緊湊型辦學要求，加快建設深圳海洋大學
（籌），高標準推進暨南大學深圳校區、大學
城國際校區、哈工大（深圳）二期等項目建
設，並將聚焦高素質人才培養，高標準建設深
圳理工大學，積極開展本碩博培養試點，與港
澳高校聯合培養博士生。

校企聯合培養人才 加快布局急需學科
她表示，將支持行業龍頭企業深度參與學校

辦學，加快建設一流學科專業，打造高水平產
業學院、跨區域產教聯合共同體，校企聯合培
養高素質複合型工科人才，充分發揮科技領軍
企業「出題人」作用，引導高校加快布局急需
學科專業。
據悉，目前深圳已開設了96個校企訂單班，

每年校企聯合培養學生近萬人。未來，深圳將
力爭到2028年，高校和龍頭企業合作共建的專
業型、「小而精」學院達到10個，校企合作訂
單班數量翻一番，聯合培養學生達到2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
市26日舉行「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系列
新聞發布會第三場，宣布將實施頂尖科學家「全
權負責制」，實行科研經費使用「負面清單」，
允許市科技研發資金向市外、跨境向港澳乃至全
世界流動，全面建設創新之城。會上，深圳市科
技創新局局長張林介紹，深圳將加快建立企業研
發準備金制度，推動企業研發投入佔比保持95%
左右。
數據顯示，深圳企業研發投入2,086.7億元（人
民幣，下同），佔全社會研發投入比重達93.3%，
總量居全國城市第一。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突破2.5
萬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擁有12家國家高新技術企
業。
張林表示，深圳將不斷強化企業作為技術創新
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等方面的

主體地位。接下來將加快建立企業研發準備金制
度，推動企業研發投入佔比保持95%左右。

構建與國際接軌科研環境
他強調，深圳要把能給到企業的創新資源全部
給到企業，包括推動全市4,000多家創新載體協
同聯動，幫助企業縮短從創新成果到產品的距
離，組織實施創新創業行動計劃，鼓勵小微企業
開展自由探索和技術創新，「平均每個項目支持
50萬元，第一批已經收到1,400餘家企業申請，
目前正在開放第二批。」
深圳將探索實行更加靈活的新型研發機構管理

制度，實施頂尖科學家「全權負責制」，構建與
國際接軌的科研環境，充分賦予其自主權，以科
研「鬆綁」激發人才積極性和能動性。優化重大
科技創新組織機制，實行科研經費使用「負面清

單」，擴大「包乾制」實施範圍，使科研經費在
依法依規前提下發揮最大效益，允許市科技研發
資金向市外、跨境向港澳乃至全世界流動。

新設20億科技創新種子基金
張林介紹，將以立法形式對科技人員的激勵由

「先轉化後獎勵」調整為「先賦權後轉化」，針
對初創企業，新設立20億元的科技創新種子基
金。
人才亦是深圳進一步推進綜合改革試點的重要

領域。深圳市委組織部部務委員、市人才工作局
局長羅冰介紹，深圳將加大人才對外開放力度，
更好支持海外人才來深發展，支持全球高教、科
研、智庫、創投等領域科技領袖、戰略專家向深
圳舉薦人才，鼓勵各類創新主體開展全球合作，
延攬海外人才。

深圳允科技研發資金向港澳流動

深圳擴大與港澳高校課程互通學分互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全球首艘自航封閉式三文魚養殖工船
「蘇海1號」26日在廣州正式交付，標誌着
中國開始邁向三文魚深遠海養殖新時代，在
中國現代海洋漁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上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義。該船集工業自動化、信
息化與智能化等前沿技術，可實現三文魚年
養殖量達8,000多噸，年產約150萬尾三文
魚，船上可進行冰鮮和速凍加工，最快24
小時送到居民餐桌。首批三文魚預計明年端
午上市，屆時三文魚價格有望下降，未來的
中國海鮮消費市場亦將大大降低對冰鮮三文
魚的進口依賴。
作為國產海洋漁業養殖技術與船舶工程技
術深度融合的海上智能養殖裝備，「蘇海1
號」集養殖、捕撈和加工高價值魚種功能於
一體，具備「智能集養」功能。該船具有游
弋式生產特性，可根據經濟魚種的環境需
求，尋找合適的水域進行養殖；可自主錨
泊，根據季節水文變化轉場生產，並規避颱
風、赤潮等惡劣環境影響，從而大大提高養
殖的安全性和穩定性。該船搭載4台2,800
千瓦主發電機組，實現錨泊養殖和遷航養殖
等多種模式配電需求，續航力2萬海里，自
持力達90天。
華南城市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粵港澳大灣
區創新智庫常務副主席姚育賓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指出，「蘇海1號」作為全球
首艘自航封閉式三文魚養殖工船，從設計到
建造的全流程國產化，打破歐美國家長期以
來的技術壟斷，展現了中國造船業的長足進
步。「蘇海1號」預計可實現三文魚年養殖
量達8,000多噸，可望讓國民真正實現「三
文魚消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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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眨眨眼、輕輕搖頭，輪椅

便可平穩前行。26日，在第十一

屆廣州國際投資年會現場，一台腦控智能輪椅

成為焦點。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戴上專屬頭

環，眼睛盯着屏幕上「前進」「加速」「轉

向」等指令，透過眨眼即可操控輪椅，移動過

程順暢靈敏，全程無需雙手，真正實現「意念

出行」。這台機器如何獲得神奇的「讀心

術」？華南腦控（廣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負

責人表示，腦機AI輪椅是通過頭環採集用戶的

腦電、眼電、頭動等多模態信號，讓眼部動作

操縱輪椅。

「腦機接口有侵入式和非侵入式的，戴頭環

檢測電信號就屬於非侵入式，可以給更多普通

人應用。」該負責人介紹，該項目由華南理工

大學孵化，設備通過頭環感應腦電、眼電、頭

動等多模態信號，實現用戶以眼部動作精確控

制輪椅，「無創、非侵入式的技術方式，特別

適合長者及行動不便者使用。」

穗港合作拓展長者照護應用
「我們已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開展技

術交流，並有一款正念產品已成功進入香港市

場。」該負責人表示，腦機AI輪椅亦希望盡快

打開香港市場，尤其考慮到香港人口老齡化趨

勢，相信在長者輔助出行領域將有廣闊應用前

景。

腦機接口被視為AI技術的重要前沿之一，為

很多難題提供了新解法。香港有優勢可以與大

灣區的創新技術「強強聯手」。香港霍英東集

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霍震寰在年會期間表示，

廣州邁向「中心型世界城市」，最關鍵動能正

來自「穗港雙城」的深度協作。霍震寰形容，

「廣州的『製造脊樑』與『科創大腦』，結合

香港的『金融血脈』與『國際網絡』，將釋放

出『1+1大於2』的聚變效應。」

將攜手共建「穗港創新走廊」
他表示，霍英東集團將攜手廣州共建「穗港

創新走廊」，並將設立科創投資基金，持續支

持南沙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助力港校科研

成果產業化。他透露，集團正推動國內領先數

字教育集團在廣州南沙設立南方總部，重點發

展AI、區塊鏈等新興領域人才培養。

霍震寰建議，進一步拓展「港澳藥械通」政

策，推進幹細胞等前沿醫療技術的穗港共享；

並以「南沙金融30條」為契機，讓香港金融專

長更好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他更提議，以南沙

客運港為中心樞紐，探索低空飛行通道建設與

跨境數據流動試點，為兩地科技協同打開更大

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廣州科技產業發展情況
（單位：人民幣）

科技型中小企業：超過1.5萬家

人才情況：聚集高技能人才160萬人

智能網聯與新能源汽車：規模超5,000億元

AI產業：上下游企業超2,100家，其中四
分一企業營收超億元

低空經濟企業：超4,000家、全國第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投資年會現場，人工智能、機器人、無人機等創新產品
一字排開，吸引中外參會者親身體驗。其中，AI相關

的產品最為火熱。吳薩指，廣州目前已建成綜合算力達3.1
萬P（petaflops）的先進平台，亦是首個推出「算力券」政
策的城市，廣州AI大模型領域正逐步取得突破。「目前廣
州已有33款AI大模型投入應用。」他表示。

將發布100個AI加應用場景清單
吳薩表示，廣州要依託粵港澳大灣區8,000多萬人口，20
多萬台工業機器人，年內將發布100個AI加重點應用場景清
單。其中，廣州將優先推進醫療健康、智能製造、綜合交
通、能源環保、社會民生等領域場景開放，打造「研發—製
造—應用」全鏈條產業生態。

字節跳動居全球獨角獸榜二
AI產業國際熱潮亦持續升溫，《2025全球獨角獸榜》在年
會期間同步發布。榜單上的全球AI企業「獨角獸」隊伍進一
步壯大，榜單前十中AI企業佔據4個位置。位居全球獨角獸
榜二、中國AI企業字節跳動，隨着抖音及其AI助手豆包的影
響力擴大，其價值增長了5,840億元，達到2.2萬億元。
「2025年是AI之年。」胡潤表示，全球現有三分之一的
獨角獸企業與AI相關，其中128家為純AI企業，總估值接
近一萬億美元，業務領域涵蓋AI助手、機器學習平台、醫
療健康、機器人及金融科技等，「大數據、軟件服務、金融
科技正成為AI企業集中布局的三大高地。」

高效集群配套 吸引企業落地設點
從區域分布看，粵港澳大灣區獨角獸企業數量升至72家，
佔全國21%。廣州對AI產業的高規格投入，也吸引不少科
創企業加碼本地發展。動易科技聯合創始人毛書翰坦言，廣
州在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全產業鏈布局上已具顯著優勢，從零
部件、整機製造到系統集成，形成高效集群配套，吸引企業
落地設點。
圖靈新智算創始人劉淼則認為，廣州「務實、連接、人
才」的發展環境令人印象深刻，「在我們設於廣州知識城的
智能算力工廠100公里範圍內，基本可找到全球領先的產品
與技術，『一小時創新圈』讓我們對廣州發展充滿信心。」
法國思肯德公司再次投資廣州，其廣州子公司廣州思肯德
電子測量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Jean-Michel表示，廣州完善的
產業鏈和高效的營商環境，讓該公司決定在廣州增資擴產。
他表示，公司在廣州投資後，穩紮穩打已經默默成為行內
「隱形冠軍」，公司在中國新能源車鋰電池隔膜測厚市場擁
有超過80%的超高佔有率。

特稿

●華南腦控廣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在演
示腦際接口技術操縱的腦機AI輪椅。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6月26日，第十一屆廣州國際投資年會在廣州白雲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堂舉行。圖為會場外展示的
飛行汽車。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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