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李望賢北京報道：粵港
澳大灣區進行科技創新合作，落馬洲河套地區
無疑是最重要的平台之一，記者注意到，今年
以來，河套地區的開發有了實質性的提速。

不久前，香港立法會發表了最近公布的
2018至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為創新科
技預留至少500億港元，其中四成撥款（200億
），將用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
技園第一期，計劃將用作土地平整、基礎設施
、上蓋建設和早期營運。

今年年初舉行的深圳市委六屆九次全會提
出，以落馬洲河套片區為核心區，打造區域更
大、輻射更廣的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深
化深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在全國兩會上，全國
人大代表、深圳市長陳如桂再次就河套地區的
建設發聲，建議國家支持在這一區域實施特殊
的人才引進、科研設備進口、技術轉移等許可
政策、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新平台。

港委員籲協調發展建港深科創帶
港區政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

裁朱鼎健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建議，以深圳
河沿岸深圳側為軸線，推動建設覆蓋範圍更廣
的 「深圳河港深科技創新帶」。他指出，深圳
方面，可先以福田保稅區和皇崗口岸停車場區
以及羅湖小河套地區，這三個面積總數為310公
頃的片區為突破點；香港方面，以落馬洲河套
地區的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為發力點，以 「
一國兩制」合作示範區為發展定位。經過協同
規劃發展，逐步將深圳河兩岸各個功能區連成
線，進而輻射成面，形成港深科技創新帶。

朱鼎健表示，該創新帶可以打造成為國際
科技研發中心、科研成果轉化基地、高新科技
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制度示範區、粵港澳及全球
青年創新基地、粵港澳大灣區要素高效流通實
驗區等等。長遠來看，科技創新帶連通深圳、
香港兩座超級城市的所有科創基地，進而向更
廣泛的粵港澳大灣區腹地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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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通粵港澳大灣區創科人才互流渠道，將為其發展積攢實力 資料圖片

港依託灣區科創合作＋融合拓雙贏
吃老本沒出路 破壁壘開新局

建言獻策 助力發展

如果香港研發優勢與
內地產品應用優勢結
合起來，大灣區產學
研成果可提升到一個
新層次。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副研究員
吳池力博士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北京報道

下班時分，香港科研人員吳
池力從廣州南沙回到位於香港將
軍澳的家時，電視新聞正播放着
全國兩會的最新動態。看着新聞
報道，他不禁想，什麼時候粵港
澳大灣區會為科研提供更便利的
政策？當前，粵港澳大灣區正着
力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其中，打
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目標，讓
粵港澳三地科研和產業人士充滿
期待。而在今年兩會期間，不少
粵港澳代表和委員在遞交議案提
案時都發現，大家不約而同地將
「促進大灣區科技創新」 作為題
目。

大灣區

全國兩會上， 「粵港澳大
灣區」 被正式寫入政府工
作報告

2017年3月

粵港澳大灣區
科創重大事件

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
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
建設框架協議》，並提出
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2017年7月1日

《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
》出台，打造一條長約
180公里，貫穿廣深莞三
市的 「廣深科技創新走廊
」 ，爭創 「中國硅谷」

2017年12月25日

香港特區政府在財政預算
案中公布，將預留500億
港元用以支持創新科技發
展。其中，200億港元用
於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第一期

2018年2月28日

在廣東代表團開放日上，
廣東省長馬興瑞稱將粵港
澳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科
技創新中心，今後還要在
擴大開放、優化產業體系
、留住人才等方面作出努
力

2018年3月6日

記者盧靜怡整理

在今年全國政協港澳委員聯組會議上
，獲得首個發言機會的是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施榮懷，他是香港中華廠商會永遠名譽
會長，這個身份讓他時刻關心在內地港商
的經營情況。施榮懷認為，粵港澳大灣區
打造世界級科技產業創新基地非常必要。

港需走多元化發展之路
施榮懷留意到，憑着對科技創新的重

視，廣東不僅創新能力 「節節攀升」，已
基本達到創新型國家和地區的水準，在內
地經濟龍頭地位也得到鞏固。反觀香港，
正面臨着產業發展瓶頸，亟需科技創新產
業破局。

對此，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也表
示，香港不能光靠地產和金融來 「吃老本
」，而需走上一條多元發展道路，加強科
技創新便是其中一條光明大道。田北辰稱
，香港要在科創上出成績，需要依託內地
廣闊的市場。 「如果沒有市場，單靠理論
研究成果出色也無用武之地。」

「前沿技術不該在論文裏躺着，科研
成果與產業結合，會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新
主意。」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副研
究員吳池力博士對此也深有感觸。他指出
，香港擁有豐富優質的大學資源，基礎科
學在國際排名前沿，而大灣區內生產企業
「一抓一大把」，但卻缺少基礎研究。 「

如果香港研發優勢與內地產品應用優勢結
合起來，大灣區產學研成果可提升到一個
新層次。」

簡化手續讓科創人才流動
但在兩地科研實際的合作中，卻是困

難重重。 「科研人員無法自由流動、科研
經費不能跨境使用、內地稅收制度對來往
粵港工作者徵收多重稅費……」吳池力表
示，這些是阻礙兩地優勢互補的障礙。

東莞中銅電動汽車有限公司也面臨以
上問題。該公司新能源汽車事業部副總裁
謝丹稱，公司的研發部設在東莞，面向的
是香港市場，由於粵港兩地僱員難以自由
流動，因此結合內地研發優勢和香港市場
的美好設想在現實中很難實現。 「我們研
發的電動巴士，要送到香港進行各種測試

，但香港懂這方面技術的師傅卻很少，現
在我們只能抽調東莞研發部的20多名維修
人員，每周輪流到港進行檢查。」

對此，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
主席陳勇表示，民建聯建議在大灣區內成
立國家級的科技創新中心。在這過程中，
免除來自香港的原材料、設備和中間產品
等的入口關稅，以降低研發等成本，為大
灣區的創科產業提供更佳條件。

值得期待的是，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
委員的議案和提案有望被採納，大灣區科
技創新的制約因素也有望在今年取得突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到，將
出台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全面推
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廣東省長
馬興瑞在兩會期間回應大公報提問時也表
示，將把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的科技創新
中心，今後還要在擴大開放、優化產業體
系、留住人才等方面作出努力。

對於大灣區科技創新下一步該如何走
，廣東省科技廳廳長王瑞軍也給出更詳細
的思考。他說，在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方
面，實現 「優治理、錢過境、稅平衡、人
往來」。同時簡化創新人才出入境手續，
允許為粵港澳三地的科研人員辦理多次入
境有效的訪問簽證，為外籍高層次人才簽
發五年內多次出入境有效簽證，提供更好
的人居環境和落地服務。

智能交通值得大灣區重點扶持
【大公報訊】記者李望賢北京報道：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全國政協
委員、佳都集團董事長、佳都科技CEO
劉偉認為，大灣區的經濟建設可與人工智
能技術融合， 「實現生產智能化、設備智
能化、能源管理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營
銷智能化、物流運輸智能化、數據反饋智
能化」，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轉型。

「大灣區是一個整體，政府之間、企
業之間的數據應該更加開放、流通。數據
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連接起來的、網絡化
的數據才是智慧的，才能發揮最大價值。
」劉偉強調，政府也應聯合企業培養人工

智能領域的人才、打造高新產業集群，探
索人工智能的細分場景應用。

事實上，粵港澳的發展各有特點，廣
東方面，廣州、深圳等城市的科技發展迅
猛，香港的金融市場、城市管理、法治水
平全球領先，粵港合作優勢互補非常明顯
。劉偉透露，佳都科技計劃加大在香港的
布局，已經和港鐵、八達通等商討合作意
向，推動智能軌道交通和移動支付。

劉偉認為，智能交通以及智能軌道交
通領域是最容易產生產業集群效應的行業
，值得大灣區重點關注和扶持。他指出，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將打造結構合理，層級

清晰，換乘高效的世界級軌道交通網絡。
如港珠澳大橋以及廣深港高鐵的即將開通
，使灣區內部實現一小時通達，極大提高
出行效率。

及時轉型樹品牌 老港企謀出路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北京報道：

珠三角是港商在內地投資最早、最多、最
活躍的地區，其中製造業的投資規模和速
度，令人矚目。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的
規劃發展，將為一眾以珠三角為地盤的老
牌港企注入活力。在今年兩會上，香港民
建聯其中一份提案正是與促進珠三角香港
加工貿易企業轉型相關，希望借大灣區發
展科創的東風，為 「開荒牛」老港企的轉
型升級 「助力」。

由於珠三角港企多以 「加工貿易」起
家，導致外界對港企仍保留着 「加工裝配
」的落後印象。然而，民建聯的調查顯示
，儘管大部分港企都是工業品製造商，但
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一直在轉型升級的
路上奮鬥，不少堅持下來的港企更是 「改
頭換面」，成功建立自主品牌或者通過技
術改進而立足。港企的經營已經向生產鏈
的兩端延伸，不少已經擁有發展高檔產品
和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的研發能力和生產能

力。
東莞港資玩具企業龍昌國際便是其中

一個例子。該公司總理梁鐘銘介紹，在金
融危機到來後，龍昌及早轉型，成立了自
主品牌，至今在海外和內地市場依然暢銷。

民建聯指出，對珠三角港企來說，依
靠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強企業
的核心競爭力是轉型升級的關鍵。梁鐘銘
也表示，期待粵港澳大灣區可以將新技術
更加高效地促進港企發展。

粵港齊發聲
冀河套地區加速開發

▲粵港均冀大灣區在關鍵領域和環節的融合
發展能實現更大突破 資料圖片

從民間走向官方，從地方走向國家，從設想走向實踐，粵港澳大灣區的春天已然來臨。在陽春三月的國家最高議事殿堂裏， 「大灣區」
話題的熱度居高不下。來自粵港澳的代表委員紛紛反映社情民意，相關部委負責人積極給予回應，國家領導人專門作出指示，一場以 「共商

、共建、共享」 為基調的智慧碰撞在會場內外激起迴盪。大公報從今日起推出 「熱議大灣區」 系列，通過採訪代表、委員和關注大灣區建設

的港人、港青，探討香港融入國家大局、搭上發展 「快車」 的多種途徑，闡述大灣區時代裏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巨大紅利。

【編者按】

▲大灣區建設有望與人工智能技術融
合將促進其未來發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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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大灣區把握機遇
，實現快速發展、構建
世界級創新經濟灣區城
市群的契機。而推動人
工智能科技與灣區實體

經濟的有機融合，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

全國政協委員、佳都集團董事長、佳都科技CEO
劉 偉

經過協同規劃發展，
逐步將深圳河兩岸各
個功能區連成線，進
而輻射成面，形成港
深科技創新帶。

港區政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
朱鼎健

▲大灣區正加快腳步邁向國際科技創新
中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