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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為代表，
「灣區經濟」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

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縱觀世界其他灣區，
東京灣區科技成果轉化率高達80%以上；三藩市灣區
則培育了谷歌、惠普、雅虎、因特爾等一批全球知

名公司。而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將是粵港澳
大灣區的核心目標之一。粵港澳作為改革開放
的前沿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是中國最有
條件建設 「灣區經濟」的先行區，具備建成
世界一流灣區的基礎條件，有望成為國家高
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平台。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8全球創
新指數報告》顯示，深港地區作為創新產
業集群，排名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東
京-橫濱地區。從發展階段來說，紐約灣
區、東京灣區、三藩市灣區基本上處於創

新引領發展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相比
其他 3 個灣區，區域內發展不均

衡，土地和人口等資源錯配，
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是過去大
灣區發展缺乏國家層面的統
籌協調，導致灣區內合作

不足、協調不夠，同質
競爭、市場分割、

各自為政現象較為嚴重，無法擰成一股發展的合
力。

隨着《綱要》的出台，這一局面將得到扭轉。
「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將整個珠三角最核心區

域相連，令珠三角創新、創業集群規模明顯擴大，
四大城市科技創新走廊將成為孕育人工智能、大數
據、生命科技等尖端科技的熱土。

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大學城市規劃及設計系講
座教授葉嘉安表示，大灣區創新產業集群一定有希
望超越東京-橫濱地區。他指出，創新與投資相
關，由於國家加大投入力度，深圳GDP已與香港相
若，加之東莞地區工業在逐漸崛起，相信將成為尖
端技術產品生產基地。大灣區創科產業將逐步形成
以 「9+2」城市為核心的完整產業鏈。大灣區在創
新影響力方面，憑藉良好的自然、生態、社會、文
化環境，初步形成了有利於創新創業的良好氛圍，
創新基礎國內領先。僅香港就擁有5所世界排名200
強大學。灣區內擁有30餘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
士以及獲聘其他國家同等職銜的科學家，擁有國家
重點實驗室12個。

對於大灣區的未來發展，德勤在報告中樂觀預
計，相較於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這3
個發展成熟的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最有可能成為
下一個世界級頂級灣區。

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公
布以來， 「科技創新」 成為粵港澳融合發展、提升經濟質
量的 「黃金機遇」 。毫無疑問，科技創新將成為大灣區
未來建設發展的重中之重，國際科創中心的建設將
穩步推進。其中 「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科
創新走廊更是撐起大灣區的創新 「脊
樑」 。值得注意的是，港澳廣深四地
在科技創新層面均存在各自的優勢
和劣勢，而科創走廊正好將讓四
地取長補短。可以預期，大灣
區打造的 「中國硅谷」 正蓄勢
待發。

香港商報記者 黃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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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灣 區
經濟發展程度較

高，發展潛力巨大，
從總量上看，粵港澳大灣區

已經步入全球經濟的第一方陣。細
分來看，各個城市優劣勢明顯，廣州近

年來科技創新驅動力表現較弱、經濟結構仍以
傳統產業為主；深圳缺乏高校資源，雙方在科研、
國際化等方面急需提升；香港和澳門則受限於自身
市場空間狹小和缺乏製造業基礎，也需要找到能夠
將技術和創意落地的渠道。

不過，差距就是發展的潛力，在 「廣深港澳科創
走廊」中，四地的缺陷正好能被互相彌補。從產業
結構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內上下游產業供應鏈完
備，產業之間存在梯度，亦可以互補，從而實現錯
位發展。分析認為，香港、澳門擁有雄厚的基礎科
研能力卻沒有成熟的市場，珠三角等地擁有完善的
產業鏈但相對缺乏國際化對接，這樣的錯位優勢，
使得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科創聯動非常必要。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是國內較
早一批研究粵港澳問題的經濟學者，他對本報記者分
析稱，廣深港澳作為四大核心科創中心擁有的各自優
勢，廣州是頗具競爭力的智能裝備及機器人基地，深
圳是中國一些領先科技公司所在地，香港既有人
才、商業網絡又有發達的金融貿易，澳門則是中國
與葡語系國家合作交流平台。大灣區規劃中的科創
中心帶是一次難得的轉型升級機遇，企業應着重提
高產品科技含量，推動整個大灣區的產業提升到一
個更高的層次。

為了充分發揮香港、澳門、深圳、廣州等資本市
場和金融服務功能，《綱要》提出，大灣區要合作
構建多元化、國際化、跨區域的科技創新投融資體
系。大力拓展直接融資渠道，依託區域性股權交易
市場，建設科技創新金融支持平台。支持香港私募
基金參與大灣區創新型科技企業融資，允許符合條
件的創新型科技企業進入香港上市集資平台，將香
港發展成為大灣區高新技術產業融資中心。同時，
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

科創聯動科創聯動
優勢互補促發展優勢互補促發展

科技創新能力是國際核心競爭力的基石，能否
成功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粵港澳大灣區未
來建設成敗的一大關鍵。目前，在產業基礎、國
際知名高校數量、全球知識產權的密集度等方
面，大灣區均初步具備了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的基礎。但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有機遇更有
挑戰。

曹鍾雄告訴記者，從大灣區來說，創新科技走
廊是未來科技創新的高地，但在整個發展過程
中，不光是 「資金過河」等問題需要更多的探
索，區域內要素的流動以及重大設備、能源等機
制上的對接仍存在一定的障礙。此外，灣區內各
個城市之間的協同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這對

科技創新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中國絲路智谷研究院撰文認為，粵港澳大灣區

要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至少需要面臨三大挑
戰。一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一直是大灣區創新科
技的短板。與日本（約 70%）和歐美國家（約
30%-40%）的成果轉化率相比，中國約 10%的轉
化率還有很大上升空間。其二，粵港澳大灣區各
城市的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對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建設不利。最後在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還要考
慮利益統一，避免重複建設。如果上述問題得不
到解決，最終或將阻礙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
步伐。

此外，從外部環境來看，目前國際國內形勢

正在發生廣泛而深
刻的變化，當今世
界經濟仍處於增長
低谷期，不確定不
穩 定 因 素 增 多 ， 國
際 金 融 市 場 動 盪 不
穩 ， 全 球 貿 易 持 續 低
迷，這對經濟外向度高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較大
外部挑戰。

鄭天祥對記者表示，國際市場上需要更
多的良性競爭，像美國設法打壓華為5G技術就違
反了市場的發展規律，而目前各國都想把推動自

己的科技發展並成為全世界的
領頭羊，大灣區發展更應避免
類似刻意打壓這種惡性競爭。

對於大灣區未來的發展，鄭
天祥建言，灣區內應注重高中
低端產業協調發展，不能盲目

追求高精尖， 「《綱要》中制定
了大政方針，但具體落地政策需要

依靠各個市以及各行各業制定符合自
身的發展規劃，並錯位找到適合自身的發

展之路。而科技創新並不局限在廣深港澳這四大
中心城市，未來肯定還有很多發展較突出的城
市。」鄭天祥說。

內外兼修 機遇與挑戰並存

比肩世界 科技灣區可期待

《綱要》中指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攜手
港澳加強創新基礎能力建設，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
關，打造高水平科技創新載體和平台。科技創新將
成為大灣區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它決定了大灣區
未來在全球灣區中的地位，也決定了灣區發展的可
持續和發展韌性。

談及大灣區科技發展的優勢，中國（深圳）綜合
開發研究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曹鍾雄對本報記
者表示，大灣區配套產業優勢明顯，並擁有全球少
有的較完善的製造業體系；大灣區擁有像華為、騰
訊、大疆等一些科技龍頭企業；高校資源密集，優
質人才為整個灣區提供了強大的支持，更是為產業
轉型、科技創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外，大灣區
內如東莞、佛山、江門等製造型城市，為創新能夠
實現低成本的轉化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熱土和高科
技產業的集聚地。數據顯示，大灣區研發經費支
出佔 GDP 比重達 2.7%，和美國、德國處於同一水
平；大灣區內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總數超過1.89 萬
家，PCT 國際專利申請量佔全國 56%。大灣
區科創中心有堅實的基礎，更有得天獨厚的
條件，粵港澳三地在創新功能上優勢互補。

此外，《綱要》提到，推進 「廣州-深圳-
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探索有利
於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跨境
流動和區域融通的政策舉措，共建粵港澳大
灣區大數據中心和國際化創新平台。分析認
為，科技創新走廊被寄予融合香港、澳門和
廣東乃至內地科研合力，推動大灣區變身成
為 「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
地」的殷切希望。

事實上，早在 2017 年初，香港和深圳就簽
署了合作備忘錄，計劃將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
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科創為主軸，建立重
點科研合作基地等，以吸引國內外頂尖的企
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進駐。
隨着廣深科創走廊進一步延
伸至港澳，並最終形成環珠
江口的創新環道，延長後的
科技走廊更是撐起大灣區的
「創新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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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規劃中的科創中心
帶是一次難得的轉型升級機
遇，將推動整個大灣區的產
業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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