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新資金跨境 撐深港初創企
科企：對比兩地政策 哪邊實惠去哪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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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出發，到深圳進行

產學研轉化、珠三角生產，再銷往全

國，向世界騰飛─這是深港探索出的科

創合作新模式。國務院8月29日印發的《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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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河

套深圳園區科企表示，新政是利好，相當於可用深港兩個資

金池的資金，哪邊的資金更實惠，就可去申請哪邊的資金。

河套科創

知產質押融資 助解燃眉之急

▲2021年高交會上的中
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
究院展區。 中新社

今年一季度，創設
於河套深圳園區的舒糖

科技收到來自香港的首筆知識產權融資，
標誌着國內首個深港跨境知識產權證券化
項目完成深港兩地資金募集。這也是深
港兩地深化合作，鏈接國際金融資
源，創新境外資金便利跨境渠道，幫
助 「高人力成本、高研發投入、輕
資產」 初創型科研企業化解融資
難、融資貴的新思路。

舒糖訊息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於2015年成

立，在河套深港科技
創新合作區推動

下，獲批成為
國家外管

局外

債便利額度試點企業。創始人何耀威介紹，
舒糖科技主營健康大數據與智能穿戴設備研
發，在深圳河套及香港科學園都有辦公室。
舒糖科技以往靠天使投資及銷售產品獲取流
動資金，但隨着公司研發進入攻堅階段，小
筆資金無法滿足公司的發展需求，一度陷入
流動性困局。

河套深圳園區的管理人員透露，近年深
港科創力量不斷入駐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但產品商業化落地見效慢的問題逐漸顯
現，給企業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壓力。

公募+私募境內+境外
為此，河套深圳園區以知識產權和科技

創新成果為聚合點，推動深圳高新投、工行
深圳分行、工銀亞洲等境內外機構，在全國
範圍內首創 「公募+私募」 「境內+境外」 的
「N+1」 知識產權綜合融資新模式，賦能科
創企業高質量發展。

發生在舒糖科技身上的跨境融資做法，
正是突破傳統融資方式的限制，以科創企業
知識產權為金融標的，盤活企業輕資
產，提升河套企業知識產權的金融屬
性。何耀威透露，拿到這筆200
萬元（人民幣）的融資額
度，為企業的短期發展
解了 「燃眉之
急」 。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創新規則，打造深港科創合作新引擎。圖為2022年深圳高交會上的無人機展示區。 中新社

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香港互聯網

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長期在粵港澳大
灣區投資初創型科技項目。冼漢迪認

為，新政可充分用好香港的國際優勢、滿
足內地在投資創新科技方面的需求、滿足
河套深圳園區的粵港澳創科企業的發展需
要，是一個三贏的政策。

美國總統拜登8月簽署對華投資限制
令，限制美元風險資本在中國對半導體、量
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等領域進行投資，香港科
技初創企業可能面臨資金不足的問題。

「創新科研相關資金跨境流動監管是新
政的一個突破，這個政策也是自己長期以
來為香港科創界爭取的方向。一直以
來，不少香港科創初創企業面臨資金不

足的問題，尤其是天使輪融資困難的問
題。雖然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出
各項資助計劃，但整個科創生態要健康
發展，創投基金不可或缺。」 冼漢迪表
示。

冼漢迪解釋，從事高新科技研發的初
創企業，由於科研成果尚未進入轉化階
段，難以從一般風投機構獲得資金，加上
香港風投機構比內地同業在投資策略上相
對保守，故此不少科創初創企業希望能夠
從內地風投機構取得營運資金，但由於兩
地資本融通問題，這些科創初創企業若需
要取得內地風投機構的投資，便需於內地
註冊成立企業，對一般港人來說所需的手
續繁瑣，亦涉及較高的成本比如聘用中介
機構等。

用好香港優勢
破境外投資封鎖

長達萬字的《河套深港
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
展規劃》，提到逾60次 「香
港」 。處處體現如何支持香
港，如何協同香港，如何圍
繞香港，如何服務香港。規
劃的初心或者特點，就是要
緊緊圍繞協同香港推進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這一中心任
務。深圳園區的初衷和使
命，一定是要積極推動深港
協同發展互補，支持香港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要站在這
個高度去認識，它不是一般
意義上的科技創新平台。

香港動能

規劃立足粵港澳大灣
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綜
合性國家科技中心的建
設。2017年初，深港兩
地政府簽署共建河套地區
合作備忘錄；2019年，
合作區上升為國家重大戰
略平台，成為大灣區唯一
以科技創新為主題的特色
平台和深圳建設先行示範
區的重大平台。

平台建設

規劃提出要堅持科技
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
動。規劃中多處提到制度
方面的改革，包括數據、
法律、稅務等。因為涉及
國家和地方、香港和深
圳、國家和港深的多種關
係，管理體制、合作機制
等問題，都需要改革來助
力，也需要法律法制來護
航。

推動革新

規劃的亮點不止於深
港，更是國際化。文件提
出要打造匯聚全球智慧的
科技合作平台。開放國際
化是合作區建設的一個亮
點，與內地許多特色合作
平台不一樣，河套科創合
作區包括兩個園區，而且
是深港跨界直聯、獨一無
二的區。未來，它將通過
香港連接全球，通過深圳
輻射內地。

接軌國際

河套深港科創區規劃四大亮點
資料來源：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
研究院公共經濟研究所所長汪雲興接受中通社專訪

▲7月12日，觀眾在深圳展會上體驗VR暢遊
綠道。 新華社

▲深圳國際人才交流大會
吸引外國求職者。中通社

▲參觀者在高交會體驗AI
「換臉」 。 新華社

▲2022年深圳高交會上的香
港展區。 中通社

病徵：融資限制多
對策：知識質押

•以科創企業知識產權為
金融標的，盤活企業輕資
產，突破傳統融資方式的限
制，提升了河套企業知識
產權的金融屬性

科創
診療室

病徵：科教缺支援
對策：成立基金

•深港兩地政府或授權相關
機構聯合出資成立普惠政策性
的深港合作科創基金，投資項
目包括，作為天使基金孵化
投資早期項目、助力深

港重大科技成果轉
化項目

病徵：資源難過境
對策：試點改革

•依託外債便利試點改革，
首創 「知識產權在岸質押+跨
境反擔保+資本項下外債流
通」的跨境融資模式，為科創
企業實現財務資源全球

優化調度、整合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整理
▲ 「核電預埋件焊接機器人」 亮相2022年深圳高交會。

中新社

今年以來，河套深圳園區批量引入高端人才領銜的項
目和企業，涵蓋生物醫藥、新材料、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集成電路等前沿領域。目前，河套已落地高端科研和產業
化項目150餘個，形成覆蓋國家重大科研平台、世界500強
研發中心、香港高校科研項目、突破核心關鍵技術項目、
深港獨角獸企業、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平台的科創產業集
群。

破局初創企三大癥結
但對於初創項目來說，經常碰到的問題有三個，一是資

金，初創團隊難以有足夠的資金維持企業發展；二是技術，
項目背後的技術支撐非常重要；三是生態圈，項目在同一地
方集聚有利於技術互通，產生凝聚力。

河套深圳園區一家與港科大共同研發AI智能炒菜機器人的
科企負責人告訴記者， 「疫情三年，我們差點沒活過來，產品
在2021年已經迭代到了第三代，2分鐘可以炒出四個熱氣騰騰的
菜，原本打算向高校食堂、寫字樓大面積鋪設產品，但受制於當
時的通關不便及經濟環境的原因，既沒辦法到香港融資，也沒能在
內地融到天使投資的錢，差點活不下去。」

他當時不知道的是，深圳市科創委每年都有一筆資金支持深港澳
科技項目， 「如果知道，企業一定會去試試看。」 該負責

人說。

專家：共鑄國際創投中心
早在2019年2月，正式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就明確提出 「允許香港、澳門符合條件的高校、科研機構申請內地
科技項目，並按規定在內地及港澳使用相關資金。」 《廣東省自主創新促進條
例》《深圳經濟特區科技創新條例》分別從省級和市級層面要求，面向港澳建立財政科研

資金跨境使用機制，鼓勵港澳高等學校、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承擔財政科研資金設立的自主創新項目。
截至到2022年10月底，深圳已在科研資金的跨境流動方面制定專項的資金管理辦法，累計資助深港
澳科技計劃項目超過2億元，9730萬元已跨境投入科研活動。

此前，深投控發起成立了深港科技創新投資基金，首期規模為2億元人民幣，基金引入香港
合作方，建立了與香港多個高校、創新平台及專業機構的資源網絡，通過投資並引導優質的香
港科創項目落戶深港科創園區，夯實深港科技創新合作的主題。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發展與國資國企研究所執行所
長余凌曲表示，深港高水平科創合作需要龐大的資金量作為支
撐，在相關政策的支持下，深港可以加強跨境創業投資、股權
投資、資本市場等合作，打造深港科創合作新引擎。比如，
深圳是國內創投機構的集聚地，投資和培育科創企業專業經
驗豐富，而香港國際財富管理機構、家族辦公室等金融投資
資本非常豐富，可以把兩個金融中心的優勢結合起來，共同
打造國際化風投創投中心，進而為深港兩地科技創新及產業
發展、合作提供有力支持。

▶參觀者在深
圳文博會上體驗
VR遊戲。

新華社

打破框框

優勢互補

大公報記者 毛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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