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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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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明确香港角色，并促使其更好地

发挥作用。香港在 4 个方面具有独特优势：（1）高水平大学集群与自由的学术氛围，培育出大量创新人才；

（2）基础研究优势，并在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互动中促进技术创新；（3）一流的现代服务业，可为企业发

展提供法律、金融等方面的支撑；（4）全球视野和良好国际形象，提升大湾区国际化水平。但同时，香港

也在产业发展、创新政策实施和创业成本等方面有不少教训。善用“一国两制”，加强两地互动，既有助于

香港在已有的良好基础上探索形成新的、更加符合科技创新具体要求的优势领域，实现自身突破，也有利于

贡献独特智慧，辐射大湾区建设，并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创新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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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的概念于

2015 年在我国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规划中首

次正式提出，随后于 2016 年纳入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2017 年，为加强内地同香港、澳门的互利合

作，“推进大湾区建设”先后被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国家战略。“建设什么

样的大湾区”“如何建设大湾区”等问题受到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热议。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建设什么样的

大湾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得到初步解答。其中，建

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被列为重要目标之一，要求“深

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

创新共同体”“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

要策源地”。

专题：湾区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f Ba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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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由香港、澳门  2 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

的 9 个城市组成，在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运行着 2 种制度、3 个单独关税区，有别于国内乃至世

界上的其他湾区，是深化改革开放中全新的探索和实

践。

从历史上看，在大湾区城市特别是深圳的改革

中，香港角色必不可少。香港不仅提供了一种发展的

经验和范式，还通过两地互动，深刻影响着深圳的

制度设计和变迁，使其成为“特区中的特区”[1]。从

当今科技创新的实践看，香港有着开放包容的文化氛

围、健全的法律环境、高水平的大学集群和良好的科

研基础[2]，可以对大湾区科技创新作出独特贡献。解

构香港在科技创新中的优势和不足，探讨“一国两

制”对于构建更具活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意义和

发挥作用的方式，有助于回答“如何建设大湾区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的问题。

1 香港的优势与强化方向

香港在科技创新中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对各类人才

的培养、法律环境、配套服务与国际市场等方面，与

以深圳为代表的内地城市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但这些

优势大多诞生在香港的传统发展轨道之中，要真正贡

献于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还必须向着科技

创新的总体目标调整、发展和强化，孕育出新的、更

贴合科技创新具体要求的优势领域。

1.1 教育与人才培养
（1）人才是创新的关键，实践则肯定了香港在

培养和输送高水平创新人才方面的作用。大湾区 22 位

独角兽企业掌门人中，包括 4 名香港人和 2 名曾在香

港高校就读的内地人①。这种人才培养优势，不仅是

因为香港拥有中国密度最高的世界一流大学集群②，

还因为其开阔的视野和宽松的氛围，有利于培育好奇

心、批判意识和自由探索精神，从而释放人的个性和

潜能，强化主体意识，提升创新能力[3]。

（2）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相比，香港对海外人才

的吸引力更强，这种吸引力又正向促进着香港的高

校发展和人才培养。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疆”）创始人曾多次感激香港科技大学的

培养，表示“假如没有去香港，便不会取得今天的

成就”③。内地学生占香港高校博士生总数的七成左

右，他们普遍表示受到良好的研究氛围、完善的培

养体系、专业的教员队伍和国内外声誉等因素吸引。

大湾区天使投资人也表现出对港校毕业生的偏爱，肯

定他们在技术能力、钻研精神、国际视野等方面的优

势。

尽管存在“香港高校排名高，但所培养人才的结

构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批评，

但这种结构化问题，主要源于当前香港理工科毕业生

缺乏就业岗位、所获报酬偏低的现实状况。随着与大

湾区其他城市互动更加频繁和科创产业的发展，理工

科学生获得更多高报酬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学生

的专业选择意愿和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将发生相应转

变。依托现有的良好运行体系，香港有能力培养出更

多创新创业和产业技术人才。

1.2 基础研究与应用发展
根据创新的链环—回路模型，创新可能源于知识

创造/基础研究，也可能基于潜在市场，直接通过知识

应用/技术开发进行设计[4]。但从长期来看，创新离不

开知识创造，必须通过基础研究，不断补充新知识，

以补偿知识应用中的边际效益下降[5]。中共中央政治

① 文中提到的独角兽企业及其掌门人名单来自《2018 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各掌门人成长、求学和发展情况，由笔
者根据网络信息整理得到。

② 根据 QS2018 世界大学排名，香港有 4 所大学进入前 50 名，而内地仅有 3 所（北京 2 所、上海 1 所）。
③ 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推广署网页专题报道“突破航拍彊界，捕捉全新视觉”. [2016-04-26]. https://web.archive.org/

web/20160426090530/http://www1.investhk.gov.hk/zh-hk/success-stories/seeing-the-un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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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指出：“基础研究决定

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卡脖子’问题根

子在基础研究薄弱。”

（1）香港在基础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特

别是高水平成果和科研影响力，长期领跑大湾区。

以 2017 年为例④，香港科技人员发表论文总数居大湾区

中第二位（广州第一），而高被引论文数量、论文总

下载量和引用量均居第一位。但同时，香港的应用发

展较为滞后，2017 年专利数量仅为深圳的 1/33，在大湾

区 11 个城市中排第 8 位。这可能是由于香港的科研以

高校为主体，倾向于基础研究和发表论文；深圳则以企

业为主体，应用开发和申请专利的积极性更高。

（2）香港高校的薪酬体系，成就了香港的基础

科研；大湾区建设则为更好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

技术和产品提供了机遇。香港高校教员的待遇丰厚而

激励单一，研究项目和职级晋升大多仅以论文为产出

要求。因此，大学的工作聚焦于理论研究，而较少从

事工程技术类研究。这在成就香港基础科研优势的同

时，也使其缺乏进行技术开发的动力。一方面，大学

应当以培养学生和基础研究为主业，香港良好的科研

条件、环境和成果，对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科技创

新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考虑到这种单一评价体

系和创新对应用发展的需求间的矛盾，可适当增加应

用类考核指标。同时，应加强港深互动，与大湾区中

其他城市优势互补，为香港科研团队中有志开展应用

研究的群体提供宽松环境和便利条件。通过畅通研究

成果向后端推进的道路，促进香港高水平科研成果为

创新服务，使香港真正成为创新策源地，辐射周边区

域发展。

1.3 现代服务业
（1）香港高度发达的金融、法律等现代服务业，

为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融资及其他配套服务打下良好

基础。大湾区中以深圳、广州、佛山等为代表的 9 个

内地城市，已经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及相当数量蓬勃

发展的初创企业，但金融、咨询、专业服务等行业

的发展还相对滞后。香港高度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

投融资经验和配套服务，为大湾区企业提供了有力支

撑。2017 年，共有 253 家中国内地企业和 169 家中资

背景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共筹集资金 4 669 亿港元⑤，

为内地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大量国际资本。同时，这些

公司也在香港更加完善的市场监管中，利用香港经验

和服务业人才，不断优化内部会计和监管制度，树立

起良好的国际形象。

（2）香港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较为完备，有机会

在开展知识产权贸易、探索科创保险制度等方面先行先

试。知识产权是最经济、有效和持久的创新激励，能够

保障知识生产者的私人利得，并鼓励更多人在新的高度

上不断进行研究开发[7]。而良好的、令人信任的知识产

权制度，必须以整体社会的良好法律框架为依托。香港

一流的法律环境和法治实践，在客观上具备保护知识产

权的能力，更在主观上避免了因不信任而产生的高昂交

易成本。随着与内地互动更加频繁，以及将更多视线转

向科技创新，香港可能探索出符合国际共识和中国国情

的知识产权保护、交易和保险体系。要将这种可能变成

现实，既要求《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CEPA）的全面落地、促进关键人才要素流

动，使香港能够直接参与到大湾区的服务供给中；也要

求香港积极地进行探索和适应性转变，将传统优势真正

转化为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的服务业，寻求新的发展动

力、加强城市间的协同。

1.4 全球视野与国际形象
香港的国际城市特质，是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

④ 数据来源：香港城市大学资讯系统学系发布的《2018 年大湾区科研创新综合分析及展望报告》。
⑤ 数据来源：香港交易所 2019 年 9 月 30 日统计数据。其中，“中国内地企业”指在中国内地注册的公司企业；“中资背
景的企业”指主要运营资产和业务在中国内地，但注册在境外离岸法域的公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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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心的重要依托。

（1）做好科技创新，需要全球视野和国际责任。

开阔的眼界、包容的心态，以及充分的思想交流与观

点碰撞，对培育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香港多元文

化中与不同族群和谐与共的特质，培育出着眼全球、

目及未来的思维方式，以及更强的跨文化沟通和协作

能力。有助于在大湾区建设中探寻既有创新性和战略

高度又符合国际规范和惯例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挑

战，建立国际竞争力。

（2）良好的国际形象可促进“引进来”和“走出

去”两大过程，有利于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作为国

际自由港，香港开放、包容、法治的形象深入人心，

具有很高的国内外声誉。受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

影响，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

内地表现出不理解和不信任。“一国两制”使香港有

机会成为国外和内地的缓冲地带和桥梁纽带，在购买

先进仪器、引进海外团队、开展合作研究等方面具有

更多弹性。这不仅是香港自身科研的一大优势来源，

更为培养创新人才、辐射带动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作

出独特贡献。从吸引和打造国际企业、走向国际市

场来看，香港既可以为重视中国市场又心存疑虑的外

国资本和企业提供一种“两全”选择；也可以为中国

企业和产品走向世界提供更多经验和便利，共同打造

“国际品牌”。

2 香港的探索与前车之鉴

尽管具有许多优势也取得一定成就，香港自身的

科技创新依然面临着制造业空心化、科研成果转化能

力弱等严峻挑战[2]。这些已经暴露出来的、具有警示

意义的不足，用自身实践和教训，为大湾区提供了许

多前车之鉴。

（1）应正确理解“产业升级”，不可一味追求高

附加值产业而完全放弃基础工业与制造。制造业是创

意变现的基础，也是区域和国家发展的坚实后盾。缺

少产业基础和制造能力，被认为是制约当前香港科技

创新事业的重要因素。大疆创始人赞誉“深圳有全球

最好的科技产品生产链”，并将研究与开发（R&D）

活动从香港转移到深圳；而他对“香港回不去了”的

判断，也是基于香港工业体系的缺失。香港科技园公

司的负责人同样认为，“（香港）缺少大企业，中游

的产品开发、下游的制造业都很不足，研究成果变成

产品的机会很小”。这为许多正走在发展第三产业、

聚焦高精尖行业道路上的城市发出了警示。

（2）创新政策的稳定性和执行力，对于政策效

果有重要影响。21 世纪之初，香港就曾聚焦科技创

新并出台措施，起步早于内地大多数城市。但由于缺

少顶层设计、长期规划和内部共识，“持份者”无意

参与，以及缺少外部资源和助力等原因，许多设想在

落地过程中走样、流产。例如，建立于大量优惠政策

和财政豁免下的香港数码港，最终成了房地产项目。

这不仅耽误了香港发展科技产业、寻求增长新动力的

宝贵时机，更降低了百姓对科技产业的信心和对政府

的信任，增大了当前发展科技创新事业的阻力，造成

长期负面影响。在建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推动

下，大湾区许多城市加大了对创新的投入，并兴建大

量孵化器、产业园区，应当特别注意在实施过程中

“勿忘初心”。

（3）以长远眼光看待房地产问题，谨防对科技

创新的挤出。除了要避免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建设退化

为房地产项目外，一般意义上的房价与地价过高，也

会对科技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探讨香港在吸引人才或

企业方面的弱点时，房价过高被反复提及。① 过高的

房价“绑架”人的自由思想、探索欲望和开拓精神。

这既不利于富有创造力的个体的诞生，也抑制了创新

人才将创造力转化为实践的动力。② 房价对发展实体

经济有重大影响。高房价不仅在创业初期推高企业进

入的成本和风险，也增加了投资建厂并实现产业化的

难度。内地的土地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几乎以香港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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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展至今，对于香港已经探明的“雷区”，每一

个城市都应当注意并尽力避免。

3 善用“一国两制”，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在对大湾区建设的已有讨论中，区域一体化、要

素的自由流动常被认为是促进发展的关键[8]。在这一

视角下，“一国两制”似乎成了要素流动的壁垒，

不利于实现区域一体化。但通过上述对香港在建设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角色与作用的分析，本文认

为，“一国两制”正是大湾区的独特之处，善用“一

国两制”有利于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也

将为中国科技创新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注入新动力。

（1）香港在科技创新中的部分优势，以“一国

两制”为前提。善用“一国两制”，促进关键创新要

素的非对等流动，能使香港成为扩大开放、推动创新

的前沿阵地。① 香港有着集聚全球创新要素的天然优

势。作为国际自由港，香港能够获取很多内地难以得

到的信息、技术、设备等重要资源，起到缓冲国际矛

盾、促进交流互动的作用。② 香港享誉全球的法律体

系和金融体系，仍需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运行。

尊重社会差异、保持适度壁垒，成就香港独特优势。

基于此，香港才可能在大湾区建设中作出独特贡献。

③ 香港自由、开放和包容的氛围，有利于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掌握前沿知识、富有探索精神的创新人才。

香港在打造人才高地的同时，也贡献更多高水平科研

成果。因此，无论是对于大湾区还是整个中国而言，

香港的“独特性”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以“一国两

制”而非一体化为分析起点，更有利于增强香港对大

湾区的辐射作用，促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一国两制”使香港成为一片相对独立的政

策试验田，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为大湾区乃至整

个中国推动科技创新提供了低成本、并行不悖的试验

机会。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较少介入实际事务，

即使近年为科技创新投入相对较多资源，其经费总额

和项目论证的程序、周期等，也常被认为与大湾区中

内地合作方的热情和迅速反应不相匹配。但发展科技

创新，对各城市都是全新的挑战，试验道路上犯错难

以避免。小心谨慎可能错失良机，但快节奏建设也可

能带来资源浪费甚至意想不到的其他后果。以“一国

两制”为依托，按照各自偏好的风格行事，可以避免

“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在不同路径上开

展差异化尝试并探索解决方案，可为完善科技创新相

关制度体系贡献更多经验。

（3）随着共同目标的确立和两地互动更加频繁，

香港也将成为倒逼内地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开放的压

力阀。制度差异的存在，使得两地互动中难免存在摩

擦；而为了共同的建设目标，激发和强化两地的优

势，就必须共同探索改进方式，通过改革促进发展。

大湾区中“9+2”城市，各有特色，在创新资源和基

础、社会成熟度和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差异。香港

对于改革的作用，并不在于提供教科书式的行动方

案，而在于解放思想、促进反思。大湾区其他城市和

香港在互动与摩擦中相互学习、借鉴并自我革新，有

利于形成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目标和要求相适

应的制度、政策体系与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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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role of Hong Kong (HK) and maximize its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of HK in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science and innovation. There are four aspects of 

advantages of HK in the science and innovation field. (1) Its well-developed education system and a culture of freedom as essential 

foundations to foster creative talents; (2) many areas of basic research in HK are at the cutting edg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whilst frequent interactions among cities in GBA foster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3) its 

world-renowned modern services, including law, finance, accounting, management, and others, provide critical support to innovations 

in corporations; (4) the global vision and robust international image of HK can help research centers and enterprises in Chinese 

Mainland in many ways. However, HK also experiences weaknesses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uffers from high start-up costs. It is 

important to cultivate strengths of HK to mee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innovation in GBA policy whilst ease the existing problems. 

Furthermore, a better use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is critical to give full play to HK’s advantages,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K and cities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promote the flow of key innovation elements. The significance will exce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 GBA, but also benefit the broader innova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the ongoing reform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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