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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研究

覃艳华，曹细玉＊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５２８４０２）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由于内部科技要素分布不均，科技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科技合作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协同尚未有效构建，区域 内 部 创 新 资 源 配 置 差 距 大 且 同 质 性 强，导 致 大 湾 区 内 的 科 技

协同创新程度较低．在对粤港澳大湾 区 城 市 群 科 技 要 素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的 基 础 上，运 用 层 次 分 析 法

对粤港澳大湾区１１个城市的创新能 力 及 排 名 进 行 分 析，并 指 出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城 市 群 科 技 协 同 创

新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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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１７年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

区建设框架协议》中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立和

完善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

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化、开放型

的区域创新体系，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但粤港澳的经济基础、科技资源禀赋和

创新能力等各不相同，差异较大．因此，如何调查了

解粤港澳各城市的科技资源基础与禀赋差异，促进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科技协同创新发展就变得

格外重要．
目前，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逐渐热 门．蔡 赤

萌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以及面

临的挑战进行了研究［１］；毛艳华和荣健欣针对粤港

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视角研究了其如何实现协同

发展问题［２］．在 城 市 群 发 展 和 城 市 群 科 技 协 同 方

面，Ｇｏｔｍａｎｎ和 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认为城市群的快速发

展不仅要求城市间的生产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商品

和服务交易活跃，而且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活动要

协同发展［３］；褚敏等基于空间协同和产业生态协同

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战略［４］；陈燕和

林仲豪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的产业协同与机制创新问题［５］；向晓梅和杨

娟就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和模式进

行了分析［６］；张亚明和刘海鸥运用博弈理论构建了

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模型，提出了科技资源协同创

新的策略［７］；颜姜慧通过建立地方政府协作机制的

博弈模型，对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进行 了 分 析［８］；

刘爱君和晏敬东通过建立城市群创新主体协同交

流博弈模型，分析了协同动因及演化路径，并提出

了协同创新的对策［９］．上述研究主要局限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性、城市群协同发展以及科技资

源共享等方面，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科技创

新基础以及科技协同创新方面的研究尚少．本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科技协同创新为研究对

象，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人口与经济基

础、科技人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科技创新载体与

平台、科技活动产出等方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归纳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科技资源的存量与差

异特征，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

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的策略．

１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城 市 群 科 技 协 同 创

新基础分析

１．１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人口与经济基础情况

截止到２０１６年底，粤港澳大湾 区 城 市 群 的 人

口及经济基础情况如表１所示．从常住人口总量来

看［１０－１２］，广州和深圳常住人口超过千万，属于人口

最多的 城 市；东 莞、佛 山 和 香 港 在７３０～８３０万 之

间，属于人口第二级别；其它城市的常住人口属于

第三级别．从经济总量来看，香港、广州、深圳３个

城市的ＧＤＰ总量在１．９万亿元以上，远远高于其



２５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５３卷

它城市，属于 第 一 层 次；佛 山 和 东 莞 分 别 为８　６３０
亿元和６　８２７．６７亿 元，属 于 第 二 层 次；其 它 都 在

３　５００亿元以下，属于第三层次．从人均ＧＤＰ来看，
澳门和香港人均ＧＤＰ远远高于其它城市；广州、深
圳、佛山、珠海超过１０万元，属于第二层次；其它城

市在１０万元以下，属于第三层次．从产业增加值来

看，第二产业增加值中，深圳、广州和佛山的增加值

在５　０００亿元以上，属于第一层次；东莞第二产业

增加值为３　１７２．５亿元，属于第二层次；其 它 城 市

属于第三层次；从第三产业增加值看，香港、广州、
深圳的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０　０００亿元以上，属于第

一层次；东 莞、佛 山、澳 门 的 第 三 产 业 增 长 值 在

２　６００～３　７００亿元 之 间，属 于 第 二 层 次；其 它 城 市

属于第三层次．

表１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人口及经济基础情况

Ｔａｂ．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ｓ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ｃ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地区 常住人口／万人 ＧＤＰ总量／亿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人均ＧＤＰ／元

香港 ７３３．６６　 ２１　３００．１７　 １３．５８　 １　４９５．３６　 １９　７９１．２３　 ２８９　９２８

澳门 ６４．５８　 ２　９７５．９９　 １６４．０４　 １８６．９４　 ２　６２５．０１　 ４６０　７８７

广州 １　４０４．３５　 １９　６１０．９４　 ２４０．０４　 ５　９２５．８７　 １３　４４５．０３　 １４５　２５４

深圳 １　１９０．８４　 １９　４９２．６０　 ６．２９　 ７　７００．４３　 １１　７８５．８８　 １６７　４１１

东莞 ８２６．１４　 ６　８２７．６７　 ２２．８０　 ３　１７２．５０　 ３　６３２．３７　 ８２　６８２

佛山 ７４６．２７　 ８　６３０．００　 １４４．６０　 ５　１１０．０９　 ３　３７５．３２　 １１６　１４１

珠海 １６７．５３　 ２　２２６．３７　 ４８．２１　 １　０５９．７７　 １　１１８．３９　 １３４　５２２

中山 ３２３．００　 ３　２０２．７８　 ７０．１２　 １　６７５．３９　 １　４５７．２６　 ９９　４７１

惠州 ４７７．５０　 ３　４１２．１７　 １７２．９２　 １　８３６．４５　 １　４０２．８０　 ７１　６０５

江门 ４５４．４０　 ２　４１８．７８　 １８９．１３　 １　１４７．４５　 １　０８２．２　 ５３　３７４

肇庆 ４０８．４６　 ２　０８４．０２　 ３２１．８９　 １　００２．０３　 ７６０．１０　 ５１　１７８

１．２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各 城 市 科 技 人 力 资 源 及 配 置

情况

　　截止２０１６年底，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

人才及部门配置情况如表２．从表２可 以 看 出，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全社会Ｒ＆Ｄ人员总人数为５８
万多人［１０－１２］．其 中 深 圳 的 Ｒ＆Ｄ人 员 数 量 超 过２０

万人，属于第一层次；广州、东莞和佛山的研发人员

数量在７万～８万左右，属于第二层 次；其 它 城 市

属于第三层次．从科技人才的配置结构来看，除香

港、澳 门 和 广 州 以 上，其 它 城 市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Ｒ＆Ｄ人员占比都在８０％以上，而 香 港、澳 门 和 广

州的高等院校的Ｒ＆Ｄ人员占比远高于其它城市．

表２　２０１６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人力资源及配置情况

Ｔａｂ．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６

地区 全社会Ｒ＆Ｄ人员数／人
万人拥有Ｒ＆Ｄ

人员数／人

规上工业企业Ｒ＆Ｄ

人员占比／％

高等院校Ｒ＆Ｄ

人员占比／％

研发机构Ｒ＆Ｄ

人员占比／％

香港 ２９　０４７　 ３９．６　 ４２．４　 ５７．４　 ２．９

澳门 ９０２　 ５．８　 ５１．１　 ４２．１　 ６．８

广州 ８０　５１１　 ５７．３３　 ６４．４９　 ２０．８１　 １４．７

深圳 ２０２　６８０　 １７０．２０　 ８７．８６　 １０．８３　 １．３１

东莞 ７２　８７４　 ８８．２１　 ９６．９２　 ２．４３　 ０．６５

佛山 ７４　４２５　 ９９．７３　 ８２．１２　 １６．５４　 １．３４

珠海 １６　７３６　 ９９．９０　 ９３．９０　 ５．６　 ０．５

中山 ３８　９６９　 １２０．６５　 ９８．５９　 １．２　 ０．２１

惠州 ３４　９１５　 ７３．１２　 ９８．２　 １．６　 ０．２

江门 １７　１２２　 ３７．６８　 ９７．９４　 １．８　 ０．２６

肇庆 １２　０９９　 ２９．６２　 ９０．２３　 ９．５８　 ０．１９

　　注：万人Ｒ＆Ｄ人员数＝Ｒ＆Ｄ人员数／年平均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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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财力资源配置情况

截止２０１６年 底，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各 城 市 Ｒ＆Ｄ
经费投入情况如表３所示［１０－１２］．从表３可知，深圳

的全社会Ｒ＆Ｄ经 费 投 入 最 高，Ｒ＆Ｄ经 费 投 入 占

其ＧＤＰ的 比 重 为４．３２％，除 香 港、江 门 和 肇 庆 的

Ｒ＆Ｄ经费投入 占 其 ＧＤＰ的 比 重 较 低 以 外，其 它

城市的Ｒ＆Ｄ经费投入占其ＧＤＰ的比重都在２％
～３％之间．在全社会总Ｒ＆Ｄ经费投入配置中，除

香港、广州以外，其它城市的企业Ｒ＆Ｄ经费 投 入

占全社会总Ｒ＆Ｄ经费投入的比重都在９５％以上．

表３　２０１６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研发经费投入情况

Ｔａｂ．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６

地区 全社会Ｒ＆Ｄ经费／万元
Ｒ＆Ｄ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重／％

科研机构Ｒ＆Ｄ经费占

总研发经费的比重／％

高校Ｒ＆Ｄ经费占

总研发经费的比重／％

企业Ｒ＆Ｄ经费占

总研发经费的比重／％

香港 １　７４８　１５７．７　 ０．７９　 ４．６４　 ５２．１０　 ４３．２６

澳门 ７４３　９９７．５　 ２．５　 １．３５　 ０．６８　 ９７．９７

广州 ４　５７４　５７８．２　 ２．３４　 １３．７６　 ２１．５　 ６４．７４

深圳 ８　４２９　６９２．８　 ４．３２　 ０．５４　 ２．１８　 ９７．２８

东莞 １　６４８　３４４．３　 ２．４１　 ２．１２　 ２．７０　 ９５．１８

佛山 ２　００３　８９０．４　 ２．３２　 １．１８　 ０．０９　 ９７．８３

珠海 ５５２　２７７．５　 ２．４８　 ０．０５　 １．０１　 ９８．５４

中山 ７５９　６７２．４　 ２．３７　 ０．０４　 ０．２５　 ９９．３５

惠州 ６９８　８０４．１　 ２．０５　 ０．５９　 ０．６６　 ９８．７５

江门 ４３０　２５５．３　 １．７８　 １．０８　 ２．１７　 ９６．７５

肇庆 ２２０　１５０．２　 １．０６　 ０．７　 ０．４２　 ９８．８８

１．４ 粤港澳 大 湾 区 各 城 市 科 技 创 新 载 体／平 台 配

置情况

　　从表４可知，粤港澳大湾区总共有高等院校数

量１６２所［１０－１２］．其中广州８２所，占粤港澳大湾区高

等院校 总 数 的５０．６％；香 港、深 圳、澳 门 和 珠 海 高

等院校在１０所以上；其它城市的高等院校在１０所

以下．粤港澳大湾区共有５５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或

伙伴实验室，其中广州、香港和深圳都超过１０家以

上，而 佛 山、中 山、江 门 和 惠 州 没 有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粤港澳大 湾 区 共 有 国 家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３８
家，其中广州独占鳌头，有１８家，而澳门、佛山、中

山、江门和肇庆没有．粤港澳大湾区共有国家级企

业技术 中 心７７家，其 中 广 州、深 圳 和 佛 山 排 在 前

列，香港和肇庆没有，其他城市各有几家．粤港澳大

湾区共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６４家，其中广州、
深圳、东莞和佛山都在１０家以上，除澳门以外其他

城市都有几家．在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方面，粤港澳

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中深圳、东莞、广州和佛山都在

１　６００以上，这说明这些城市的企业研发力量比较

强．由此可见，在科技基础条件和创新平台方面，广

州、深圳和香港基础雄厚，优势明显，其余城市整体

科技水平一般，且差距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科

技创新能力不平衡是凸显的．
１．５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企业科技活动产出情况

由表５可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深圳、中
山、珠海的万 人 专 利 申 请 数 都 超 过 了１００，远 高 于

其它城市，广州、东莞和惠州的万人专利申请数属

于第二梯队，其它城市属于第三梯队．在万人专利

授权数方面，中山、深圳、珠海的万人专利授权数都

超过了５５，远 高 于 其 它 城 市，而 广 州、东 莞 和 惠 州

的万人专利授权数属于第二梯队，其它城市属于第

三梯队．在高新技术企业数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方

面，除香港和澳门没有数据统计以外，深圳、广州、
东莞、佛山远高于其它城市，中山、珠海和江门属于

第二梯队，其它城市属于第三梯队．在技术合同成

交额方面，除香港和澳门没有数据统计以外，深圳、
广州遥遥领先其它城市，达到５００亿元以上，而珠

海、佛山、东莞、中山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在１～１０亿

元之 间，其 它 城 市 的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在１亿 元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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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７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载体／平台配置情况

Ｔａｂ．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７

地区 高等院校数／所
政府部门

研发机构数／个

工业企业

研发机构数／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或

伙伴实验室／家

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家

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家

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个

香港 １８　 ５２　 ８６７　 １６　 ６　 ０　 １

澳门 １０　 ３　 １０２　 ２　 ０　 １　 ０

广州 ８２　 １０５　 １　７３４　 １９　 １８　 ２４　 １６

深圳 １２　 ６　 ２　１４７　 １４　 ７　 ２４　 １２

东莞 ９　 ８　 ２　００７　 １　 １　 ２　 １１

佛山 ３　 ４　 １　６４０　 ０　 ０　 １７　 １０

珠海 １０　 ７　 ２５６　 ０　 ４　 ３　 ３

中山 ５　 ３　 ８５４　 ０　 ０　 ２　 ３

惠州 ４　 ２２　 ８３９　 ０　 ２　 １　 ５

江门 ３　 １１　 ３３９　 ２　 ０　 ３　 １

肇庆 ６　 １５　 ３７７　 １　 ０　 ０　 ２

表５　２０１７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产出与技术交易情况

Ｔａｂ．５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７

地区
万人专利申请数

／项·万人－１

万人专利授权数

／项·万人－１
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亿元 技术合同成交额／亿元

香港 １．７２　 ０．８６　 ３　１４３　 ６　３２１　 ３０．２

澳门 ０．７８　 ０．３９　 １２０　 １　３２０　 ０．４２

广州 ７０．５５　 ３４．４０　 ４　７４０　 ９　１０９　 ５０５．８４

深圳 １２２．０１　 ６３．０２　 ８　０３７　 １９　２２２　 ５４８．２５

东莞 ６８．５８　 ３４．５７　 ２　０２８　 ６　０７１　 １．５１

佛山 ２４．４９　 ４．４８　 １　３８８　 １０　５１１　 ３．６４

珠海 １０７．７９　 ５５．４３　 ７８７　 ５　４１０　 ８．１７

中山 １０９．１２　 ６８．５　 ８８２　 ３　３７６　 １．３１

惠州 ５４．７１　 ２０．７１　 ４４６　 ４　６０２　 ０．４５

江门 ２９．４１　 １４．８８　 ７３０　 １　５５１　 ０．１９

肇庆 ８．７６　 ４．７６　 １８８　 １　４０９　 ０．３１

１．６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城 市 群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的 综 合

评价

　　为了全面、科学的评价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

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以人口及经

济基础、科技人力资源及配置、科技财力资源配置、
科技创新载体／平台配置、科技活动产出等５大模

块作为一级 指 标，下 面 设 有２８个 二 级 指 标，通 过

采取专家评判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在专家的选

择上充分考虑到地域性、专业性、权威性等特点，专
家主要来自于粤港澳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发

放调查问卷５０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４０份，根据

反馈问卷结果，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如表６所示．
在确定各个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对表１～表５

的 数 据 进 行 归 一 化 处 理，然 后 运 用 层 次 分 析 法

（ＡＨＰ）求解出 粤 港 澳 大 湾 区１１个 城 市 的 创 新 能

力分值及排名如表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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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Ｔａｂ．６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综合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科技创新能力Ａ

人口及经济基础Ａ１（０．０７）

常住人口Ａ１１／万人（０．１）

ＧＤＰ总量Ａ１２／亿元（０．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Ａ１３／亿元（０．１）

第二产业增加值Ａ１４／亿元（０．２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Ａ１５／亿元（０．１）

人均ＧＤＰＡ１６／元（０．２５）

科技人力资源及配置Ａ２（０．１８）

全社会Ｒ＆Ｄ人员数Ａ２１／人（０．１５）

万人拥有Ｒ＆Ｄ人员数Ａ２２／人（０．２）

规上工业企业Ｒ＆Ｄ人员占比Ａ２３／％（０．３）

高等院校Ｒ＆Ｄ人员占比Ａ２４／％（０．１５）

研发机构Ｒ＆Ｄ人员占比Ａ２５／％（０．２）

科技研发经费投入Ａ３（０．３）

全社会Ｒ＆Ｄ经费Ａ３１／万元（０．３）

Ｒ＆Ｄ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Ａ３２／％（０．３）

科研机构Ｒ＆Ｄ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Ａ３３／％（０．０５）

高校Ｒ＆Ｄ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Ａ３４／％（０．０５）

企业Ｒ＆Ｄ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Ａ３５／％（０．３）

科技创新载体／平台配置Ａ４（０．１５）

高等院校数Ａ４１／所（０．１）

政府部门研发机构数Ａ４２／个（０．１５）

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数Ａ４３／个（０．２）

国家重点实验室或伙伴实验室Ａ４４／家（０．１）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Ａ４５／家（０．１５）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Ａ４６／家（０．１５）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Ａ４７／个（０．１５）

科技产出与技术交易Ａ５（０．３）

万人专利申请数Ａ５１／项·万人－１（０．１４）

万人专利授权数Ａ５２／项·万人－１（０．２５）

高新技术企业数Ａ５３／家（０．１８）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Ａ５４／亿元（０．２５）

技术合同成交额Ａ５５／亿元（０．１８）

表７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分值及排名

Ｔａｂ．７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城市 城市创新能力分值 排名

香港 ０．０７７　９６９　２　 ３

澳门 ０．０４９　７２２　２　 ９

广州 ０．２０３　３８３　０　 ２

深圳 ０．２１２　１８２　２　 １

东莞 ０．０７３　５７２　６　 ４

佛山 ０．０７７　７２０　９　 ５

珠海 ０．０６７　４１８　７　 ７

中山 ０．０７２　９６８　４　 ６

惠州 ０．０５８　０７３　６　 ８

江门 ０．０４３　６６５　２　 １０

肇庆 ０．０３５　９７６　２　 １１

　　由表７可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创新

能力差距巨大，科技创新能力排前３位的依次为深

圳、广州和香港，而排最后３位的依次为澳门、江门

和肇庆，而且深圳科技创新能力分值为肇庆科技创新

能力分值的近６倍．由此可见，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人口多，经济基础较好，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科技

要素呈现整体量大，但区域内部创新资源分布较不均

匀和创新资源配置落差较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区域间

的科技溢出效应较弱，技术传播不明显，阻碍了区域间

的科技协作和产业协同，进而影响了区域的协同发展．

２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

面临的问题

２．１ 科技创 新 资 源 区 域 分 布 不 均 匀，技 术 扩 散 效

应不突出

　　在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内，深 圳 和 广 州 两 个 城 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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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要 素 比 较 集 聚，具 有 较 为 丰 富 的 科 技 创 新 资

源 和 创 新 能 力．香 港 拥 有 世 界 一 流 大 学４所，科

技 创 新 能 力 强 劲，但 随 着 近 年 来 内 地 经 济 实 力 和

科 技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升，香 港 制 造 业 不 断 下 滑，使

得 香 港 的 科 技 创 新 绩 效 不 明 显．其 它 城 市 的 科 技

创 新 资 源 和 创 新 能 力 虽 有 较 大 发 展，但 相 对 于 广

州 和 深 圳 还 是 有 较 大 差 距．整 个 大 湾 区 的 创 新 资

源 分 布 不 均 匀，导 致 科 技 创 新 的 溢 出 效 应 比

较 弱．

２．２ 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结构及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同质化，科技创新资源浪费严重

　　历史以来形成的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

及产业定位不 明 确，产 业 结 构 雷 同 严 重，因 此 也 导

致科技资源投入结构及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同质化，

科技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大湾区内的科技创新体系

和网络建设尚 在 启 动，制 度 保 障 尚 未 形 成，良 性 的

互动机制尚待建立．

２．３ 粤港澳 大 湾 区 的 科 技 创 新 要 素 流 动 受 阻，整

体创新效率有待提升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虽

然有较大发展，但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社会

公共服务、工作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地理空间差

异，使得香港、深圳、广州等城市容易集聚科技创新

要素和资源，而像江门、肇庆、中山等城市却难以吸

纳并集聚科技 创 新 要 素 和 资 源．另 外，在 当 前 大 湾

区内的科技创新政策和体制等没有取得明显的突

破的情况下，珠 三 角９个 城 市 中 科 研 院 所 和 事 业

单位的科技人员难以流向企业；同 时，由 于 中 小 型

科技型民营企业在社会保障、工 作 环 境、薪 酬 等 方

面的竞争力相 对 较 弱，进 而 难 以 引 进 和 留 住 科 技

创新人才．由于科技创新要素流 动 不 畅，科 技 创 新

资源难以有效 整 合，导 致 大 湾 区 的 整 体 创 新 效 率

不高．

２．４ 大湾区内创新合作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虽然有《粤 港 合 作 框 架 协 议》，且 粤 港 澳 大 湾

区签订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 大 湾 区 建 设 框 架

协议》，编制 了《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城 市 群 发 展 规 划》，

粤港澳区的领 导 交 流 互 动 也 增 长 迅 速，但 关 于 科

技创新合作的 高 层 次 磋 商 协 调 机 制 尚 未 建 立，大

湾区内科技创 新 合 作 的 深 度 和 广 度 不 够，具 体 表

现为合作的科 技 大 项 目 偏 少，科 研 机 构 和 企 业 的

合作相对薄弱．与此同时，科技中 介 服 务 体 系 仍 有

待完 善，科 技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的 优 势 并 没 有 凸 显

出来．

３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科技协同

创新的策略

３．１ 建立和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组

织机制

　　要根据《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

架协议》的科技协同创新要求，先从顶层设计入手，
通过中央政府的作用设立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协

同创新机制，为大湾区内多个城市的整合发展创造

深度合作 的 环 境［１３］，并 建 立 大 湾 区 政 府 间 的 科 技

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各城市分管科技的领导轮流

担任科技联席会议的召集人，定期召开包括各地方

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负责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负

责人、高新技 术 企 业 的 代 表、高 校 与 科 研 机 构 的 代

表在内的主题会议．共同协商探讨大湾区科技协同

创新的发展规 划、区 域 科 技 合 作 政 策、合 作 机 制 和

科技资源平台的共享共建等重大问题．
３．２ 创新科 技 体 制 机 制，建 立 和 完 善 一 体 化 的 科

技要素市场

　　针对粤港澳湾区创新要素流通不畅、科技创新

资源开放共享不足这一问题现状，全面清理大湾区

各政府阻碍科技协同发展的地方法规和政策，实施

科技创新政策在大湾区内的普适化，打通区域内部

阻碍创新要素 合 理 流 动、创 新 资 源 合 理 配 置、创 新

功能互补 协 作 的 瓶 颈，形 成 有 利 于 技 术、资 金、人

才、成 果 等 各 类 科 技 要 素 自 由 流 动 的 政 策 法 规 体

系，建立和逐步完善一体化的科技要素市场．
３．３ 实施科 技 人 才 协 同 发 展 战 略，加 快 推 进 以 企

业为主体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第一资 源．粤 港 澳

大湾区要想集聚更多优质科技人才，就必须缩小湾

区内的区域差 异、突 破 科 技 人 才 流 动 限 制、推 动 科

技人才协同发 展．为 此，要 整 合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的 高

等院校的教育资源，打造合作、开放、共享的湾区高

校群，联合培 养 科 技 人 才；进 一 步 完 善 支 持 科 技 人

才流动的制度 安 排，加 快 推 出 高 端 人 才 落 户、住 房

保障等相关 制 度；打 造 科 技 人 才 通 关 的 绿 色 通 道，
促进科技人才资源在大湾区便捷流动与优化配置．
根据要将大湾区打造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

定位，发挥香港、广州、深圳和澳门—珠海四个科技

创新极的创新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联合共建一批

集科研、技术转移与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协同

创新示范基地［１４］．
３．４ 积极探 索 财 税、金 融 等 手 段 推 进 大 湾 区 科 技

协同创新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２期 覃艳华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科技协同创新研究 ２６１　　

要积极探索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中各地区、各园区

财税共享机制，不断推进科技的实质性合作［１５］．建

设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加强大湾

区城市间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和深度合作［８］；设立

区域科技专项计划和专项资金或合作引导基金，发

挥金融在科技协同发展中的作用；协同实施重大科

技合作项目，加 快 重 点 行 业、重 大 共 性 技 术 的 改 造

升级；培育和 壮 大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支 持 大 湾 区 内

的产 学 研 合 作，开 展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和 技 术 标 准

创制．

４ 结论

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并打

造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必 须 加 强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城 市 群 的 科 技 协 同 创

新．但 是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各 个 城 市 在 人 口 与 经 济 基

础、科技人力资源及配置、科技财力资源配置、科技

创新载体／平台 配 置、科 技 活 动 产 出 等 方 面 存 在 巨

大的差异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科技要素流动不畅、资

源浪费严重等问题，令城市间的科技协同创新存在

较大挑战，需 要 从 组 织 创 新、科 技 统 一 大 市 场 的 建

立、协同发展战略与促进创新的激励方式等方面集

思广益、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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