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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观察 
 

专访香港科技园公司 CEO黄克强：香港跟大湾区内地城市有
很多合作机会 

 
本报记者  朱丽娜 

 
    在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之前，黄克强曾在多个跨国企业担任高层，包括通用石油天然气、艾
默生、Caterpillar等。他坦言：“香港过去二三十年，在科技上的投入很少。过去五六年（投入）
特别大，我们有很好的大学、研究机构，背靠粤港澳大湾区 8000 万人口的大市场。同时，香港
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有很好的政府政策支持。” 
    香港研发人员的最大集中地 
    21 世纪：科学园作为香港创科孵化的最大的平台之一，成立 20 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现在整个园区入驻企业的情况？ 
    黄克强：我们刚刚庆祝过 20周年，目前在科学园里面有大概 1100家公司，大约 18000人左
右在这里上班。其中，11000人左右是 R&D研发的人员，我们对于这个数字包括 11000人是比较
重视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建立这样的一个生态圈，研发人员是很重要的。 
    我甚至敢说，在香港来讲，研发人员的集中地最大就是在这里。在香港每 3-4 个研发人员有
一个在这里。1100家公司中大概有 600家是初创企业，其中包括一些很初期的大学生或者是学生
创业尝试的 preincubation，就是完全前期的大概有 200家；真正创业的队伍大概有三四百家左右。
所以，生态圈是在发展当中，不敢说很成熟，但是在过去几年有一定的成效。 
    21世纪：对于很多初创的企业，比如说他们想要申请来香港科学园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在筛选这些申请企业的过程中主要有什么样的标准？ 
    黄克强：基本上来讲，你的创业必须要是跟科技有关，不管是初创也好是大企业也好，必须
有一半的人、有 50%的人做研发才能进来，这是我们很重视的一个要求。我们说的研发不光是科
研，而更重视的是产品开发（development）。 
    初创企业在这里孵化的话基本上有两大类，一类是科技 Technology，另一类是生物科技。正
常的科技（企业）孵化大概三年时间，你在当中要做产品开发，找客户找投资者。如果是生物科

技企业的话是四年，当中我们有很多产品开发甚至是做临床等。最关键最重要就是，你觉得很有

前途的科技在背后支持你。 
    21世纪：就是一定要有真正拿得出手的硬的科技？ 
    黄克强：我讲的是科技，而且研发不一定是最顶尖的科技，不一定是最顶尖的科学，而是能
够变成产品、有一定的东西。 
    21世纪：就是能够落地。 
    黄克强：落地是最重要的。 
    21世纪：现在整个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全球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您曾经说过科技不再是
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生存的问题，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您怎么样的思考得出这样的一个结

论? 
    黄克强：与我个人的背景（有关）。我不是公务员，我过去三四十年都是在跨国企业工作，
香港过去二三十年其实在科技里面投入很少，就是过去这五六年投入特别大。香港有很好的基础，

有大学、有研究的机构、有很好的市场。香港 700 多万人口，但是背靠的大湾区有 8000 多万人
口，这是很大的市场；有金融市场支持，有国际接轨，有很好的政府、政策的支持，所以香港有

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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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都在科技颠覆中，科技必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香港
有能力有条件去推动创新科技，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可选项，是必须要做的。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与国际人才中心 
    21世纪：国家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支持香港打造建设国际创科中心，香港有发展
科创的很多先天的优势跟条件，还存在哪些短板或者不足？ 
    黄克强：我觉得，基本上很多条件都存在，我个人认为人才是一个需要做好的事情。人才是
做任何科技做任何工业都需要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关键是在人才上有两个方面（要做）：第一是

给香港本地的年轻人机会，让他们愿意投身科技，本地人才是需要推动的；第二，同样重要的是，

香港必须要成为国际人才中心，不光是（吸引）本地人才，也要吸引全球人才来这里落户。 
    我希望可以多做点工作，把香港这个环境做好，吸引全球的人才过来。（香港）必须要成为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国际人才中心。 
    21世纪：人才的确是科创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我们跟一些香港的创科企业交流，大
家都会提到，在招聘人才上面对一定的困难。您怎么看香港创科人才供给跟需求之间的错配？ 
    黄克强：是有点困难的。科学园每年三四月会做一个职业博览，帮园区的 1000 多家公司招
人，过去三年每年都有一两千份工作机会就在科学园，大部分都是研发的工作，这种空缺是很多

的。 
    我觉得错配有很多原因，很多结构性的原因，包括教育、人才入境各方面的工作。科学园也
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提供很多实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我们有很好的计划吸引最顶尖的人过来，

甚至到 VTC（职业训练局）、学徒这种（层面），我们也给他们很多这样的工作(机会）。香港政府
很多部门都在讲抢人才，我认为需要整个香港政府、香港社会去一起推动。 
    21世纪：除了人才以外，空间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会面临的一个限制，我们
知道科学园之前跟深圳签订了框架协议在深圳开设分园，目前的进展怎样？ 
    黄克强：在香港来讲，土地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这里其实差不多 90%都（租用），
地方是不多了。（科学园）深圳分园在福田大概有 3 万平方米的两栋大楼，现在正在装修，希望
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完成，然后明年年初春节前后可以开幕。 
    开分园的最主要目的，很简单的就六个字：引进来、走出去。“引进来”就是希望利用福田
吸引香港甚至全世界的科技企业，去开发大湾区 8400 万的（人口）市场甚至（全国）14 亿人口
的市场。“走出去”就是希望香港跟福田合作，吸引全中国最好的科技企业，经过福田跟香港这

个渠道去开发全世界的市场。 
    香港本身是很小的市场，（只有）700万人口，但香港是个很好的起点，然后咱们科技从 0到
1、1到 10，然后在 14亿人口里面变成从 10到 3000，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走出来的路。 
    香港深圳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21世纪：大家都说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试验田，对于未来港深两地在科创合作方面，有哪些地
方可以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 
    黄克强：其实我认为香港、深圳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某个程度上也是竞争对手，竞争是好
的。我们的基础研究强，我们是从 0到 1、1到 10，深圳是从 1到 10、从 10到 3000，我觉得很
多空间可以合作。 
    21世纪：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推动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也推出了 InnoHK的平台，相比现有的
一些创新平台，InnoHK在转化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 
    黄克强：InnoHK是香港政府拿了 100亿港元出来，分给现在 28家（企业），一类是 AI、人
工智能跟机器人，另一类是健康科技。每一家都是香港有名的非牟利的科研机构跟国外一家合作

在科学园里做；差别就是，他们必须在科学园里面做研发，而不是在大学里面写文章。目的就是

他们做的工作、研发必须有一个商品化的出口才能进来。现在，有很多项目都已经有东西出来，

比如有做手术的机器人，比如有纺织方面的 AI，也有一些做疫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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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关键并不是这么快要很多产品出来，而是这些科学家、教授他们需要很多投资者或
者工业家去帮助他们去想。因为很多时候科学家的想法就是我研究出一个很好的产品、很好的技

术，但他们没有想到怎么去应用；但是，我们做业务、做生意的人，想法就是客户有什么需要，

我才去找一个解决方案。 
    21世纪：有一些评论认为，香港的创科模式跟内地或者以深圳为代表的创科模式不同，深圳
可能是以市场需求来驱动的，所以很多企业都是从市场的需求痛点来出发。但香港一直以来，创

科投入都是以政府投入，以对高校科研人员在基础科研这一方面的投入为主。所以，这两个模式

您怎么来看？ 
    黄克强：我觉得这是香港的强项，我们的基础研究很重很强，我们也应该把这一方面做好，
不要硬去做一些我们不强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科技是硬科技，都是很好的科技，关键就是我经

常讲的，当你是榔头的时候，你去找钉子去敲；但是你有榔头，你要有钉子才行；有钉子有榔头，

还要有木板才行。我们是有榔头，有钉子去找木板，我觉得都重要的。我们的基础研究很强，所

以我觉得香港跟深圳跟大湾区（其他城市），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实习生丁宁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