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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创新城市建设中的香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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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梳理香港在金融环境、科研、产业链提升、进出口贸易以及合作平台方面对深圳创新活动的支持作用，

探讨深圳创新城市建设中的香港因素，对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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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经过40年的发展，深圳实现了从边陲渔村到世

界级创新中心城市的历史性跨越，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和专利申请授权量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被
称为“中国的硅谷”。2018年福布斯中国发布创新

竞争力指数显示深圳居国内城市榜首，2019年深圳

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仅次于北京，累计超过1．7万家，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和有效发明专利多年稳居国内
城市首位⋯。深圳的创新之路值得深思，特别是创

新成功因素的探讨，对创新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国内外学者对深圳创新城市成功因素的研

究主要有两类：

一是内部因素，重点研究深圳自身的创新发展。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相关研究特别强调政府的

催化剂作用【2J，所制定的前瞻性创新政策为自主

创新战略的扎实推进奠定了基础o¨J，特别是产业

结构调整、创新创业制度方面的政策部署¨J。在相

关制度的引导下，深圳独具特色的创新环境和创新

体系日趋成熟【w J，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
系、全产业链支持的服务体系及开放灵活的投融资

体系"。8 J，构建起创新城市建设的制度支撑。

二是外部因素，大量人口涌人和外部投资对

深圳创新能力和创新结构的大幅提升意义重大，作

为我国典型的移民城市，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口汇集

孕育了创新创业精神，外部投资是奠定经济基础的

重要力量¨"J。香港作为深圳发展的外部因素之

一，相关分析主要集中于资金和科研支持两个方

面，早期香港的投资奠定了深圳的制造产业发展基

础【9t1¨2J，进而获得一定的资本积累，后期香港

完备的金融体系成为深圳创新活动资金的重要来

源【12。1 3|。深圳科研资源贫瘠，港深产学研合作和人

才流人成为深圳的主要科创力量【10'I纠6|，同时，香

港的科技服务在深圳的创新成果转化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l 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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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研究虽然重视了香港的作用，涉及

到香港对深圳的资金、科研方面的支持，但多是在

探讨深港关系或某一合作领域问题时简要提及，并

未系统归纳深圳创新城市建设的香港因素，忽视了

香港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参与深圳创新这一关键问

题。本文意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缺，梳理香港在金融、

产学研、产业链提升、进出口贸易以及合作平台方

面如何参与到深圳的创新链全过程，对未来深港深

入创新合作提供方向参考，为其它区域的创新城市

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2 金融环境：从融资到合作金融区的建设

香港拥有全球顶级的金融资源，汇集了全球70

家百大银行，80％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排名前20的

再保险公司，形成完备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

场，连续25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成为仅次于

纽约和伦敦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8。加J。

大陆改革开放后，深圳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实

验田引进大量的香港投资。地理位置的邻近和大量

空间资源吸引香港成为深圳的主要外资来源地，特

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投资多年稳占深

圳外资总额的70％以上，对深圳早期的经济发展起

到关键性的带动作用。目前，香港仍是深圳的主要

外资力量，截至2018年，香港累计投资深圳企业30

815家，投资额累计1 894亿美元，占外商投资总额

的48％【9m瑙J。香港的投资不仅为深圳带来了资本

积累，人才、管理、技术等资源也随之流人，带动

产业链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香港汇聚

了众多顶级的国际金融机构，深圳获得了更多的国

际金融机构的投资机会。

早期深圳的资金相对紧张，香港活跃的金融市

场吸引了深圳的创新企业融资和上市。深圳出口型

企业中，至少10％的企业获得过香港融资，30％的

企业同时在香港注册公司，获得订单和融资途径ⅢJ。

企业在香港上市税率低、效率快，为深圳创新企业

上市提供了便利，截至2018年底，在香港上市的深

圳企业达101家，超上市总数的1／4旧J。深圳在香
港的支持下建立起深交所、高交会等融资平台以及

中投融公司、明德资本等融资中介机构，帮助企业

获得融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相继兴起，深

圳的金融风投体系和融资环境逐步完善，形成了创

投、风投、证券、保险、银行、基金等一体的科技

投融资体系，保障创新活动资金链供应，推动科创

与金融深度结合。

可以说，香港的投融资市场是深圳众多初创时

期受资金短缺限制的创新企业的“救命稻草”，在

香港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又成为深圳投资的重

要力量。如互联网巨头腾讯在创立初期因缺少添置

服务器资金处于生死关头，2000年在高交会上获

得了香港盈科数码110万美金的融资度过瓶颈期，

2004年在香港上市又募得1．99亿美元资金，受益于

深圳逐渐成熟的金融体系，腾讯获得融资后高速发

展，成为我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和世界规模最大

的投资公司，成为深交所、高交会等融资平台的重

要战略合作伙伴。摊引。

金融人才经历了单向香港流人到港深互动的双

向发展过程。早期的单向流入主要有3种方式：一

是深圳的本地金融机构通过引入香港专业金融人才

提高业务水平，如平安证券引入香港高层管理人员

提高治理能力。二是港资机构人驻深圳带来的金融

人才，如汇丰、渣打银行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派

出原工作人员入驻。三是港资机构为满足深圳的市

场业务需求招聘当地的金融人才。深圳的金融业得

到一定的发展后开始与香港开展双向交流，以同业

互访和共建金融人才培训中心最为典型。特别是在

银行业领域，香港银行为进一步了解国内金融市场

常邀请深圳资深的金融家来港召开座谈会。深圳的

金融机构也常组织员工来港访问学习。此外，双方

共建财资市场公会，通过香港专家和高管授课培养

内地金融管理人才¨3|。

深圳前海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阔的土地资源

成为深港金融合作最紧密的地区，深圳市逾1／3的港

资企业分布在前海，占前海企业总数的加心1’驯。
特别是金融领域，香港东亚、汇丰、恒生等多家银行、

汇丰前海证券、恒生前海基金管理公司、港交所联合

交易中心等多家最具影响力的港资金融机构落户前海

片区，带动基础设施完善和本地金融企业发展，截至

2018年6月，前海持牌金融机构数量占深圳的1／：2，

金融类企业合计5．8万家，成为我国最大的以跨境金

融为特征的金融类企业聚集区”【29 J。

从早期香港的投融资到合作金融区的建设，标

志着深港金融联系愈加密切。香港的金融工具、产品、
人才逐步输入深圳，早期通过“授人以鱼”扶持深
圳的创新活动，同时“授人以渔”带动深圳金融业

从基础设施到制度层面的完善，逐步营造了适合创
新企业孵化和成长的金融环境。

3研发动力：从科研输入到深港产学研联动

科研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多基于外部技术和增

量创新，核心要素之一即决策者通过建立相关支持

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创新互动‘30|。深圳早期虽然有

良好的产业基础，但科研资源贫瘠，高校数量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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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几，属于科研资源薄弱区。而香港拥有世界领先

的科研创新资源，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势突出，拥有

5所排名全球前100的高校、22家国家级实验室和

研究中心及43位两院院士【3卜。引。两地一衣带水的

位置关系增加了互补性创新资源结合的需求，深圳

通过建设产学研合作创新载体引进香港的高校、人

才等科研力量，形成“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的互

补性创新链，实现深港产学研联动创新，不仅提升

了深圳的科创基础，在培养创新人才和孵化创新企

业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

3．1产学研合作创新载体

产学研合作创新载体为深圳和香港的产学研结

合提供了平台，通过整合深港的科研、技术、创投、

产业资源激发创新活动，提升研发能力。

一是深圳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香港的高校

和科研资源人驻，引人科研成果与深圳产业结合实
现转化、投入市场并孵化创新企业。1999年成立的

深圳虚拟大学园提供科研设施和经费，吸引了6所

香港高校(港科大、港浸会、港城大，港理工、港
中文、港大)人驻，分别设立产学研基地、重点实

验室和研究中心，引入港校的科研项目来深转化、

孵化创新企业、合作培养人才。截至2019年，6所

港校在深设立的72家科研机构转化269项科技成果，

承担1128项国家、省、市级科技项目，注册79家

企业∞3|。除科研和人才培养合作，港校还在园区内

设立了孵化器和众创中心促进科研成果落地。截至
2018年底，港科大设立的蓝海湾孵化港共孵化55家

早期创新创业项目，港科大教授参与的项目达9家，
· 大疆、固高科技等科技巨头企业均诞生于此ⅢJ。香

港城市、理工和中文大学也设立了众创中心。香港

城市大学建立药用芯片重点实验室和红树林研发中

心，并负责一项国家863计划，目前有22个在孵项

目。香港理工大学创新产品快速开发所依托学校先

进设备为创新产品提供设计、试制、测试等系统服务，

辅助深圳医疗仪器开发ⅢJ。香港中文大学众创中心

重点培育生物、信息、智能领域的初创公司2)。

二是在相关政策扶持下，深圳发挥上下游产业

链基础优势联合香港共建产学研平台，为深圳创新

企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香港科技大学参与共建

的深港产学研基地已成为面向深圳市场的重要科研

成果转化基地，形成创业、技术、培训于一体的产

学研合作平台。依托香港科技大学成立智能媒体、

运动控制、海岸大气、环境材料4个领域的重点实

验室，并设立近20家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教育方面，港科大的科技、工商、物流管理等优

势学科联合培养深圳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才。截至

2015年：深港产学研基地共孵化300多家创新型企业，

此外还设立了创投公司扶持初创期的科技企业3)。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称先进院)是

香港中文大学参与共建的集教育、科研、产业、资

本四位一体的产学研创新机构，30余名港中大教授

加入并参与管理¨引。此外，先进院与港大、港理

工和港科大在论文方面合作紧密，2019年自然指数

排行榜显示先进院位列广东省第二名。先进院与深

圳的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推动科研成果与产

业深度结合，并为深圳企业培养输入大量人才。与

企业共建20多家实验室，并派出110多名技术特派

员，累计与腾讯、华为、美的、中兴等创新企业合

作700多项产学研项目。召集深圳200多家企事业

单位，带头组织了北斗、机器人、海洋产业联盟。

在深圳建设62个国家、省部及市级创新载体，如蛇

口机器人孵化器、李朗云计算产业园，育成637家
企业钟。

3．2香港科技人才及创新孵化

香港和深圳是珠三角人员往来最为密切的地区，

据2017年《北往南来》统计，来内地的香港居民七
成目的地是深圳，约22万人次／日，每天在深港间

流动的人次超45万，相当于一座移动的中等城市m J。

香港人才的涌人推动了深港产学研深度融合以及相

关基础设施完善，如深港交通设施、。支付平台、信

息平台的互联互通。科研人才的进人很大程度上弥

补了深圳的人才短板，随之带来的科研资源不仅为
本地的创新企业注爪新的科研力量和技术支持，还

催生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活动。港青的创业活动对深

圳创新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影响、培养了一批深

圳的创业人才，推动深圳的创新发展和创新型城市

建设。

香港多所世界级一流高校每年培养出大批科创

型人才，但由于香港常年侧重发展金融服务业，产

业基础薄弱，科研成果很难实现转化，科研人才缺

乏用武之地。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完备产业链的

深圳成为香港的科研人才和成果转化的首选之地。

加之深圳为积极引进香港的科研人才建立了多个产

学研平台，吸引了大量的科研人员涌人，随之带来

的教育资源形成深圳本地科研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截至2019年，深圳虚拟大学园引入的6所港校及设

立的科研机构已累计培养9 211名各类人才，形成

了从学士到博士的订单式培养体系¨3|。深港产学

研基地引入香港科技大学的物流、科技、工商等管

理类优势学科，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及企业的

管理人才。香港中文大学的科研人员随先进院的设

立人驻深圳，教授担任优势研究领域的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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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培养7 000多名科研人才，大量毕业生进人深

圳的腾讯、华为、百度、阿里巴巴等创新企业就职引。

此外，港校学生在读期间就经常来往于港深的实验

室和产学研合作企业之间，有助于其科研方向更贴

近市场需求，也更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毕业后进

人这些企业担当骨干科研人员。密切的产学研互动联

系使深圳成为港校毕业生到内地发展的首选城市。

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12．5％的升学本科毕业生选择

进入深圳研究生院继续深造，51．72％的毕业生选择到

深圳就业，腾讯和华为成为赴深求职的首选企业【3引。

另一方面，香港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式教育培育

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型人才，但香港用地

紧张，地租和劳动力成本高，这些港青创业人才将

目光转向创新环境良好、创业成本远低于香港的深

圳。同时，深圳为吸引港青来深创业，投资建立了

463家孵化载体，。并出台了涵盖场租、税收、保险、

科创项目等各方面的创业补贴政策扶持港澳青年创

业。截至2018年底，深圳共有130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235家众创空间和98家创客服务平台。形成了

完善的孵化服务体系，招揽了大量香港人才来深创

业勋。深港共建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是深圳聚集最

多港青创业者的地区，已成为港青在深创业的摇篮，

成立5年来已孵化173家香港的创业团队，约占孵

化总数的1／25)，部分港青创业者列举为表l。

表1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孵化香港创业团队
单位：万元

6所人驻虚拟大学园的港校在国家大学科技园

均设立了创新创业基地，为本校创业人才提供技术

支持和创投服务的同时，向深圳输入了香港及其它

地区的创业人才。截止2018年6月，已有10个香
港团队人驻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孵化港¨钊，不乏

创业成功的案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及其

学生汪滔的创业案例，李教授是机器人领域的专家，

依托港科大在深圳的创业平台成立固高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设立运动控制系统研究院，开辟了深圳

机器人领域研发和产业的有机结合。在李教授的指

导下，其学生汪滔创立了世界无人机的领先品牌——

大疆，随着大疆的发展壮大，从前期李教授的学生

加入到Robo Master机甲大师赛吸引了从香港到全球

范围的机器人领域人才汇聚深圳。大疆在深圳的无

人机领域掀起了产业巨浪，相关领域人才的集聚形

成完备的无人机产业链，深圳的无人机企业如雨后

春笋迅速增加至360多家(截至2018年底)，被誉

为“无人机之都’’[7|。

4 制造业产业链：从产业转移到产业联动与升级

以全过程配套关联为特征的制造业产业链是深

圳创新活动效率和质量的关键保障。深港间的制造

业产业链联动是深圳实现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香港从主导者到参与者的角

色转变，推动深圳的制造业产业链实现了从简单装

配到山寨模仿再到自主创新的结构升级，从全球产

业链低端位置迈人高端。

上世纪60年代，香港因承接西方国家工业转

型中大量外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亚洲制造业中

心之一。80年代的科技革命推动了香港标准化技术

产业的升级，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短

缺，制造业成本高涨，香港开始另谋出路，转型发

展服务业。香港大量的制造业开始向珠三角地区特

别是深圳转移，早期在深圳形成了“三来一补”和

三资企业形式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H’柏J。香港利用

自由港和国际市场承担起“店”的角色，而深圳则

发挥工厂的作用，进行产品装配加工。1981一1994

年，深圳共引进香港约11 000家“三来一补”企业

和8 000家三资企业，三资企业约占深圳企业总数

的70％[41|。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以电子产业的转移为
主，聚集于深南大道和华强北的交汇处，吸引了大

量创客汇集，为深圳带人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

是深圳加入全球电子产业链和开展创新活动的开端，

为深圳后期的创新活动转化落地奠定了全过程配套产

业链生产基础。例如无人机的制造(表2)，“三来

一补”以来引入的各类制造业为无人机原件生产组装

提供对应基础支撑。到1985年深圳已发展起215家

电子电器及机械制造企业，创造了超60％的工业总

产值。深南大道发展起中航、中电、赛格、华强四大
电子产业天王，华强北成为我国电子第一街㈤埘J。

表2深圳无人机生产与制造业基础产业对应裹

碳纤维材料

铝合金

特种塑料

电池、电驱、电控技术

网球拍、高尔夫球杆、钓鱼杆等碳纤维加工

手机外壳制造

小家电

伺服电机、磁性材料

1995年之后香港制造业开始整体北移，大量的

电子产业进人深圳，同时香港加大对深圳的制造业

投资，深圳的电子产业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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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密集型升级。随之引进的人才、科研教育、金

融机构等要素对深圳电子制造业环境提出更高的要

求，为适应发展，深圳的物流交通、贸易市场、资

产管理机构等配套设施逐步完善，相关物流业、金

融业、服务业得到初步发展。然而，随着港深穗高

速公路通车和深圳的优惠政策取消，香港的制造业

开始沿着交通干道向成本更低的东莞转移，深圳在

三五年内就被东莞取代。由于制造业的大幅度下降，

深圳早期走向山寨模仿制造”J。模仿制造是创新的

前提阶段，在模仿中积累制造经验，学习相关新技术，

部分具有良好学习能力的人才成为深圳创新的引领

者。香港此次的“绕道而行”迫使具有一定硬件基

础的深圳电子产品产业从简单装配转向了模仿加工

性创新，技术含量大幅提高，向全球产业链中端迈人，

催生出华为、中兴、招商等一些早期自主创新企业

雏形。

进入21世纪，早期香港投资和转移到深圳的制

造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劳动力涌入，人口剧增超过

城市的环境和资源承载力，且地价、劳动力等生产

成本高涨，深圳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一轮引

导创新的产业结构升级筛选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

企业存活，是深圳创新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一步。

随着深圳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部署，依托于香港的

科创资源建立了一系列创新研发和创业孵化机构，

深港产学研结合成为创新活动的新模式，形成研

发+产业化的新型合作关系。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专利技术的申请授权量是深圳从山寨模仿走向自主

创新的核心，以PCT专利申请量来衡量，深圳一香

港地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创新集群，标志着深

圳已进入全球创新产业链高端。

5市场环境：从贸易市场到超级联络人

早期香港的自由港政策汇集了全球范围的物资、

技术和人才资源，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市场，

带来频繁和网络化的国际联系，香港成为国际超级

联络人，在联系国际与内陆市场、监督、物流、采

购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成为最

大的受益者，在香港超级联络人的帮助下实现创新

产业与国际市场接轨。

香港是深圳最大的进出口市场，深港进出口

总额自1997年(600亿元)到2018年(7 266亿

元)年均增长12．6％，2018年占深圳总进出口额的

22．6％，进出口产品以集成电路、数据处理设备等高

新技术产品为主¨1’圳。深港密切的进出口贸易保

障了深圳创新产业的顺利生产和销售。深圳的创新

产业在早期研发生产过程中需要从国外进口部分核

心组件、高端原材料，例如芯片、传感器、显示屏

等。这些具有技术战略意义的高附加值上游产品很

难轻易流入深圳，借助香港长期以来积累的广泛的

贸易联系网络资源，为这些产品的进入提供了平台

和渠道。同时香港的低关税和成熟的监管体系有力

地保障了深圳进口的原件产品成本低质量高。此外，

深圳生产的创新产品如果不通过香港这个自由港也

很难以最快的速度销往国外市场，香港县有国际认
可的出口认证制度，无疑为获得产品认证的深圳出

口产品贴上了优质的标签，帮助深圳产品打开更广

泛的国际市场。大疆无人机的创始人汪滔，借助于

在香港求学时积累的联络资源和渠道走向国际，现

已占据70％的国际市场埋1。

香港繁荣的转口贸易带来与深圳愈加密切的进

出口联系，为满足更大限度的进出口需求，深圳在

香港港的影响和带动下开始发展自己的港口，自西

向东逐步发展起罗湖、皇岗、福田、深圳湾口岸，

相应加快了各口岸所在的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

的开发建设。港口的发展需要物流、金融、通讯等

相关产业的支撑，随之发展起相关产业集群，为创

新产品的直接进出口提供便利，同时也带来更多的

国际投资、人才、技术要素。深圳港口创造的进出

口贸易额多年来稳居内地第二位，2018年达6．78万

亿元，占广东省总贸易额的94．7％6)。

6区域整合：从双城走向一体化的合作平台

一直以来，深港开展了经济、金融、教育、制

度等多个领域的合作，科技创新逐渐成为合作的重

点。由于创新资源的互补性，深港分别处于创新产
业链的不同位置，两地的创新合作逐步转向创新要

素间的深度融合，香港的研发和服务成为深圳创新

产出的加速器。从早期提出的深港创新圈到前海、

河套创新两翼，再到科技创新走廊，多个创新合作

平台的建立支撑起深港科技创新由点到面的合作框

架，标志着两地的创新合作不断升级。香港的参与

对深圳创新活动的影响经历了带动、支持、协同阶段。

2007年深港创新圈的建设拉开了两地科研、服

务、产业等创新要素融合的序幕，香港创新链的前

端和后端优势与深圳的中端基础实现了高度互补。

2009—2011年推行的三年行动计划建成8个创新基

地、12个服务平台、4个重大专项¨5|，是推动深

港创新资源深入合作的关键一步。研发方面，香港

高校和科研院所与深共建或设立研究机构，如虚拟

大学园、深圳先进院等产学研基地，输人并培养了

科研人才、设备、技术等研发资源。在创新服务领域，

香港的金融支持及推出的技术需求定制、成果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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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服务提高了深圳的创新活动转化效率。在香港

的参与下带动了深圳产业集群的出现，例如深港联

合引进的杜邦项目，美国杜邦公司在港深分别投资

建设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带动太阳能、可再生

资源、光伏技术等相关联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入驻深

港，已形成以杜邦为引领的产业组团。

前海和河套地区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的两大支

点，也是深圳引人香港创新要素的跳板。2010年

深港共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圳依托香

港的科技和金融创新优势打造从研发到产业化再到

科技金融体系的创新生态链，并引进香港的服务业

和管理理念建设现代化物流、信息服务业，打造创

新活动的坚固支撑。落马洲河套地区与香港隔河相

望，优越的地理位置推动深港科创合作步人快车道。

2008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书提出建设三个研究区，

分别布局在香港(A区、B区)和深圳河套地区(C

区)。2017年签署合作备忘录提出双方共建港深创

新及科技园，借助香港的科研力量、信息和国际化

交流平台发挥集聚和协同效应，吸引国内外的创新

企业和科研机构入驻，推动构建优势互补的高效创新

链。C区重点依托香港的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

科技等优势产业弥补自身短板。例如生物科技领域，

深圳具有一定的医药制造基础但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

配套服务，而香港国际领先的医疗研究水平和便捷的

医疗试验等配套服务成为深圳短板的最佳互补要素。
201 8年提出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构筑起港

深科技创新合作新的战略支撑平台，强调港深之间

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培

育壮大创新企业，利用香港开放的国际环境引进国

外的先进技术及配套的创新服务中介，发挥深港创

新协同作用形成产业创新生态群落。

7结论

香港在深圳创新城市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参与到深圳创新活动的全过程产业链，在产业链上

游提供核心组件等原材料、研发和金融支持，与深

圳形成“平台+科技+资金”的协同创新机制。在
产业链中游，制造业的关联互动是深圳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力。依托超级联络人的身份对接
创新产品的下游国际销售渠道，助推深圳的创新产

品走向世界。港深在密切的创新资源联系中，逐渐

形成了科技研发+产业化+科技金融的循环创新产

业链，活跃的创新活动吸引了全球的创新资源集聚，

不仅是深圳创新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更是未来粤

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源。

展望未来，深圳需要进一步加强与香港的产学

研合作，注重培养高校人才；通过制度创新突破两

地行政屏障，实现港深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充分发

挥政府推动作用，构建两地创新合作网络，建设深

港创新生态系统，并使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硬核，

提升大湾区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htIp：／／www．sz．gov．

cIl／jrb／幽№峒ll／201803／t2018030L10804819．htm．
2)数据来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官方网站．htfps：／／cuhkri．org．cll，

iIlIlovation．hhlll．

3)数据来源：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stic．sz．90v．cIl，

铲cy／眦s妣kjd讹ontent／post-2907502．ht“．
4)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官方网站．hnp：，，www．

siat．c鲢．cn，．

5)数据来源：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官方网站．hnp：，，qh-sz．90v．

c呐y驴an／qh鼢洲tz彬抑1910／t20191008_18242599Ihtm．

6)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官方网站．htIp：／／www．c璐10雌．

gov．cn，／sheIIzherI-custom“511686／zdsxgk64／yhyshj99，2688748，index．
htl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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