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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从 “跟跑”到 “并跑”再到“领跑”

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载体。伴随全球产业和科技版

图的深度重构，大湾区成为电子信息、软件、医药等领域的全球科技竞争前

沿。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大湾区肩负着引领国家科

技自立自强、争取全球科技创新主动、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的重大使命。 

本文主要解答以下问题：创新型大湾区建设具有哪些方面的价值？当前大湾

区科技创新有何成就？仍有哪些短板？未来大湾区应如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 

摘要 

一、建设创新型大湾区的六大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活跃、消费市场庞大、人才智力丰富、开放程度领先，

具有引领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优势。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具有强大带动

力的创新型大湾区和科技高地，发挥 6 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对国家战略形成支撑，珠三角和港澳加强自主创新、科技转化、新兴产

业发展等方面创新协同，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二是系统推进大湾区全面创新，科技创新通过解放和发展新的生产力，引领

制度、业态等方面的新变革，推动产业链价值链整体提升。 

三是集聚一批新兴产业领域、跨学科前沿领域的高素质人才。 

四是激发大湾区实体经济动能，攀爬产业链高端和全球技术尖端。 

五是发挥大湾区“互联网+”“金融+”等产业赋能效应。 

六是加快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建设智慧城市。 

二、大湾区科技的五大特征：创新投入大、战略意义强、大项目落地、跨境

合作多、金融创新优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科研合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一

方面重点面向电子、机械、汽车等领域开展创新研发，做强做大高新技术产

业，另一方面坚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前沿创新

能力。具体来看： 

一是大湾区创新投入居全国前列，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全社会 R&D 经费达到

3826.75 亿元（2021），高于 30 个省份，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3.8%。 

二是聚焦并支撑产业、基建、卫生等重大战略需求。其中，围绕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形成一批科技创新成果，目前

超高清显示、手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工业机器人产业规模已稳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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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港珠澳大桥、太平岭核电、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重大项目，实现

了若干最新成果的首次应用。 

三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从零到一”“从一到多”。东莞散裂中子源、惠州强

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站、东莞南方

光源项目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后落地建设。 

四是粤港澳科教合作加速推进。借助高水平实验室体系、高校合作办学及横

琴、前海、南沙三大“合作区”平台，积极对接港澳科技创新资源。 

五是依托科技高地与金融中心的双重优势，推动“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

蓬勃发展。 

三、大湾区科技的四项短板：原创能力弱、核心技术乏、管理机制陈、金融

支持欠佳 

一是原始创新、前沿创新能力不强。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国内已拥有几家发

展较快的仿制药企业，但原创药物研发能力尚处于起步期，很多重要专利药

物市场被国外公司占据。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疫情期间汽车产业受芯片全球供应链紊乱影

响，一度面临供货难题。大湾区半导体产业尚不具备设备、材料、工艺关键

环节的核心技术实力，在国际不稳定形势下存在“断供”“断链”风险。 

三是科技体制机制不适应新的形势，尤其是片面强调论文和专利、职称、学

历、资金的人才评价体制，对一流创新人才、一流科学家的引进培养不利。 

四是金融支持创新作用未充分发挥。 

四、从五个方面发力构建大湾区创新生态链 

一是加快布局高水平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保障基础研究投入。 

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动力电池、

下一代通信网络、材料科学等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三是强化粤港澳成果转化协同，将横琴合作区、南沙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等打造为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并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改

革。 

四是统筹利用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公共财政、社会资本等资金支持科技创

新发展。 

五是发挥大湾区的人才高地作用，探索新型引才用才留才模式。 

 

风险提示：研发创新活动存在失败风险、科技格局演变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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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型大湾区建设的六大作用 

21 世纪以来，全球进入大科学时代，各国高度重视系统性创新，研发活动空前活跃。

新一轮科技革命不同于以机械、电气、信息为标志的前三轮科技革命，广泛依托于信息

与智能、生命科学、能源、地球与海洋等领域，创新体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协同性、颠

覆性，并带来全球科技和产业版图的深度重构。一方面，全球生产与消费日益走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重大科技成果能够激发新增长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经济

社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贸易和科技领域冲突对抗风险

正在上升，争夺科技制高点、增强科技和产业话语权成为了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内容。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国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22 年

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 3.09 万亿元，研发投入规模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为

2.55%，高于欧盟平均水平1；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超 600 万人年，稳居全球第一；全球创

新指数排名从 2012 年的第 34 位上升至 2022 年的第 11 位2。我国制订了《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基础研究十年规划》

等规划，提出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目标：在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基础上，

到 2035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大湾区和科技高地。科技创新具有区

域集聚的规律，与产业能够形成协同效应。大湾区实体经济活跃、消费市场庞大、人才

智力丰富、开放程度领先，具有科技研发与产业创新的重要优势，国家已提出要在大湾

区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提升新兴技术原创能力和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未来，大湾区科技创新有望发挥 6 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具体包括： 

（一）支撑国家战略 

建设创新型大湾区，是我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已处于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期，注重内涵式效率提升，对创新能力以及知

识、人才两个关键要素的依赖不断增强。大湾区作为经济和科技的重要增长极，坐拥 5354

万就业人口和 12.6 万亿元经济规模（含港澳），在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创新

型城市、高水平实验室、“双创”孵化器、院士和高层次人才数量等方面都处于全国第一

方阵的领先位置，在自主创新、科技转化、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有望发挥对全国的引领

和带动作用。总书记高度重视大湾区科技事业发展，对广东、香港分别提出“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把支持创新科技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等要求，

强调珠三角和港澳要加强创新协同，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 

  

                                                                 
1
 《 2022 年 中 国 全 社 会 R&D 经 费 投 入 超 3 万 亿 元  稳 居 世 界 第 二 》， 2023 年 2 月 21 日 ， 见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3/02-21/9957671.shtml 
2 《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图文实录》，2023 年

2月 24日，见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9421/49612/wz49614/Document/1736742/17367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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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大湾区就业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2022、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注：部分年份进行平滑处理 

（二）系统推进大湾区全面创新 

建设创新型大湾区，有助于全面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系统推进涵盖科技、制度、业

态与模式、人才等层面的全面创新。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要通过科技创新来解

放和发展新的生产力，由此引领制度、业态等领域的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推动产业链价

值链实现整体提升。大湾区既拥有“一国两制”重要制度优势，又拥有广阔的消费市场

和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网络消费等新业态，以及数据、管理、设计、人才等要素，更

要注重优化创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以科技创新的力量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带动新

产品、新服务、新市场、新模式、营商环境等方面创新活动。近年来，广东被确定为全

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深圳、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后获批，广州、深圳则确定

为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 

（三）集聚大湾区人才资源 

建设创新型大湾区，有利于壮大高素质人才群体。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人

口总量、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人才流动等因素都与城市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密切联系。

谁拥有优秀人才实力，谁能够形成梯次合理的人才队伍，谁就能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

就可以让实体经济发展保持“源头活水”的持续性竞争优势。2023 年《广东省政府工作

报告》披露，全职在粤工作的两院院士达 135 人，广东全省研发人员数量达 130 万人。

同时，大湾区拥有一流的双创生态链，已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近年来，广东建设的科

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均超过千家，两类载体数量在全国位居首位，2021 年全省孵化

器培育毕业企业 4571 家、吸纳 42.35 万人就业3。依托蓬勃发展的科技企业，大湾区有

望吸引和培养一批新兴产业领域、跨学科前沿领域的高素质人才，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扩大高质量就业的正向循环。 

                                                                 
3 《广东科技企业孵化器达 1111 家，连续 6年全国居首》，2022 年 8月 30日，见 https://mp.weixin.qq.com/s/DEDBKukaUP1Nv_VTa6ur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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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发大湾区实体经济动能 

建设创新型大湾区，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的落脚点，在于培

育壮大经济新动能，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于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潮流。目前，大湾区产业体系的技术密集、智力密集特征不断增强。其中，新一代信

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光伏、风电、超高清显

示、半导体照明、储能等已具备明显优势，消费电子、汽车主要是中下游环节竞争力较

优，能源化工、原材料加快低碳化转型。大湾区科技创新的重点，是要加快“硬科技”

创新，推进技术改造、科技自立自强、科技重大基础设施、专利标准体系等方面建设，

积极攀爬产业链高端和全球技术尖端，增强实体经济新动能。可以想象，科技创新将成

为大湾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 

（五）发挥大湾区“互联网+”“金融+”等产业赋能效应 

建设创新型大湾区，要立足科技优势，发挥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近年来，我国

依托现有产业格局、科学技术进步及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利用“互联网+”“金融+”等手

段激发经济新增长点。其中，在数字创新和互联网普及的基础上，工业互联网、柔性化

定制、共享生产、电子商务的发展带来了制造、设计、营销等环节的改造，使工业生产

的质量和效益得以提升。同时，依托金融大数据、信用模型等技术支持，金融机构能够

更高效地识别和评价融资主体，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从大湾区来看，一方面，大湾区

企业正面临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土地成本所

进行的存量竞争，叠加当前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需求承压，导致大湾区企业面临降本增效

的严峻压力。另一方面，大湾区在互联网、金融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21 年广东数字

经济规模达到 5.9 万亿元，连续 5 年居全国首位4；拥有华为、富士康、树根互联、腾讯

4 家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全国第一
5
；香港、深圳、广州金融中心指数分列全球

第 4、第 9、第 25 位（GFCI 32 报告）。这意味着，大湾区更有必要积极利用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金融科技等创新成果，推动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为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赋予强劲动能。截至 2023 年 1 月，广东省累计推动超 2.5 万家规上工业企

业数字化转型，带动 70 万家中小企业“上云用云”6。 

（六）加快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建设 

建设创新型大湾区，有利于构建生态安全、环境优美、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美丽

大湾区。智慧城市建设依托于人工智能、通信网络等科技创新成果，涵盖智慧基础设施、

智慧城市经济、智慧社会生活、智慧政务、绿色低碳等领域，统筹治理与服务、经济与

社会、标准化与高度灵活等不同层面，重点提升人居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和市民幸福度，

促进城市群发展壮大。尤其是信息网络、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等建设，既有利于提升居

住品质，又有利于优化贸易物流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推进新型

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和珠三角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强粤港澳智慧城市合作，大

力发展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市政、智慧社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大湾区居民带

来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领域的更多高品质公共服务，提高大湾区城市群生活便利

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 

                                                                 
4 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d.gov.cn/gdywdt/bmdt/content/post_3965685.html 
5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3246939.html 
6 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d.gov.cn/hdjl/hygq/content/post_40765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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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湾区科技创新的五大特征：创新投入大、战略意义强、

大项目落地、跨境合作多、金融创新优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科研合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借助香港

对外开放的渠道，大湾区积极对接海外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建设高新技术产业项

目，充实强化高校院所和企业的科研力量，科技事业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

跑”的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大湾区重点面向电子、机械、汽车等领域开展创新研发，形成科研成果与

市场应用有效衔接，做强做大高新技术产业。2021 年大湾区珠三角九市的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 5.7 万家7，其中约四分之一集聚在国家级高新区。大湾区拥有独角兽企业 51 家，

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8
。全省约 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90%

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来源于企业9。同时，大湾区坚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原始创新、

自主创新、前沿创新能力。大湾区珠三角九市 2022 年发明专利授权量 11.12 万件，占全

国的 13.9%10，2020 年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2.8 万件，占全国的 40.6%11。整体来看，大

湾区“两廊”（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两点”（深港河套创新极

点、粤澳横琴创新极点）的创新发展框架体系初步成型，积极打造 5G、集成电路、纳米、

生物医药四大产业创新高地，加快布局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平台载体。 

 

图表2：珠三角九市发明专利授权量与全国前 10省份比较（2021）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7 数据来源：光明网 https://m.gmw.cn/baijia/2022-06/21/35825869.html 
8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3-02/18/content_5742062.htm 
9 数据来源：国新办网站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7673/49010/wz49012/Document/1729658/1729658.htm 
10 2022 年全国授权发明专利 79.8 万件。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3-01/17/content_5737412.htm 
11 数据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http://www.gd.gov.cn/zwgk/zdlyxxgkzl/zscq/content/post_32505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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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22 年珠三角九市专利授权情况 

城市 
专利授权

（万件） 

其中：发明专

利（万件） 

实用新型专

利（万件） 

外观设计专

利（万件） 
城市 

专利授权

（万件） 

其中：发明专

利（万件） 

实用新型专

利（万件） 

外观设计专

利（万件） 

深圳 27.58 5.22 14.88 7.48 珠海 2.78 0.62 1.83 0.33 

广州 14.69 2.76 8.11 3.81 惠州 2.76 0.21 2.05 0.50 

佛山 10.64 0.86 5.93 3.85 江门 2.05 0.12 1.21 0.72 

东莞 9.56 1.07 6.32 2.17 肇庆 0.90 0.07 0.56 0.27 

中山 4.33 0.19 2.13 2.00 珠三角九市合计 75.28 11.12 43.02 21.14 

资料来源：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目前，大湾区科技发展主要体现出五大特征： 

（一）大湾区创新投入强度居全国前列 

大湾区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持续增长。2021 年，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全社会 R&D 经费

达到 3826.75 亿元，规模高于 30 个省份，较 2017 年名义增长 71.9%，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 13.1 个百分点12；R&D 经费投入强度（R&D 经费占 GDP 比重）为 3.8%，较 2017 年提高

0.86 个百分点，在 31 个省份中仅低于北京、上海
13
。从城市来看，2021 年，深圳、广州、

东莞、佛山、香港 R&D 经费分别达到 1682.2 亿元、881.7 亿元、434.5 亿元、342.4 亿

元、278.3 亿港元（约合 230.9 亿元人民币），其中深圳、东莞、惠州、广州的 R&D 经费

投入强度超过 3%1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

-广州”科技集群连续三年位列全球百强科技集群第二位，高于北京、上海；《2022 全国

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中，深圳、广州分列全国第三、第十位。 

 

图表4：大湾区珠三角九市 R&D 经费与全国前 10省份比较（202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广东省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12
 2017年珠三角九市全社会 R&D经费 2226.6 亿元（广东统计年鉴 2018），2021 年、2017年全国全社会 R&D 经费 27956.3 亿元、17606.1
亿元（中国统计年鉴 2022 表格 20-1） 
13 数据来源：2021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http://www.gov.cn/xinwen/2022-08/31/content_5707547.htm 
14 数据来源：2021 年广东省科技经费投入公报 http://gdstc.gd.gov.cn/attachment/0/509/509343/40686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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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大湾区 8 个城市入选 2022 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 

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城市 得分 排名 城市 得分 

1 北京 98.14 21 大连 62.44 41 温州 56.78 61 衢州 48.39 81 舟山 41.25 

2 上海 87.89 22 沈阳 62.43 42 徐州 56.70 62 蚌埠 47.97 82 德州 40.34 

3 深圳 80.10 23 东莞 61.22 43 绍兴 56.62 63 宜昌 47.73 83 滁州 40.17 

4 南京 79.26 24 郑州 61.20 44 兰州 54.84 64 盐城 47.09 84 桂林 39.95 

5 杭州 78.30 25 南昌 60.83 45 湖州 54.82 65 湘潭 46.77 85 赣州 39.77 

6 广州 75.66 26 嘉兴 60.65 46 潍坊 54.74 66 金华 46.44 86 柳州 39.71 

7 武汉 74.92 27 长春 59.71 47 马鞍山 54.61 67 景德镇 46.44 87 攀枝花 39.05 

8 西安 72.40 28 镇江 58.91 48 泰州 53.05 68 江门 46.32 88 包头 38.76 

9 苏州 72.00 29 贵阳 58.74 49 洛阳 52.82 69 东营 46.12 89 泉州 38.67 

10 长沙 71.07 30 烟台 58.30 50 绵阳 52.16 70 连云港 46.10 90 淮安 38.45 

11 合肥 70.52 31 芜湖 58.03 51 淄博 52.06 71 泰安 45.95 91 新乡 38.31 

12 天津 69.34 32 株洲 57.71 52 石家庄 52.05 72 保定 44.93 92 拉萨 38.30 

13 青岛 67.24 33 哈尔滨 57.54 53 佛山 51.82 73 惠州 44.79 93 德阳 38.09 

14 成都 67.01 34 扬州 57.47 54 海口 51.72 74 秦皇岛 44.57 94 临沂 37.90 

15 无锡 66.46 35 南通 57.37 55 呼和浩特 51.15 75 襄阳 44.56 95 黄石 37.61 

16 济南 66.25 36 太原 57.26 56 廊坊 49.24 76 中山 44.37 96 三亚 37.43 

17 厦门 66.13 37 威海 57.24 57 南宁 49.04 77 银川 44.11 97 宣城 37.23 

18 珠海 65.82 38 重庆 57.07 58 乌鲁木齐 48.60 78 铜陵 43.41 98 黄山 36.55 

19 常州 65.21 39 昆明 56.98 59 台州 48.59 79 唐山 42.51 99 衡阳 36.49 

20 宁波 64.28 40 福州 56.87 60 济宁 48.48 80 新余 41.96 100 日照 36.17 

资料来源：科技部中信所《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2》、粤开证券研究院，注：排名不含港澳台 

 

图表6：深圳、东莞、惠州、广州 R&D 投入强度超过 3%（2021）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注：香港按年均汇率换算，澳门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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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大，工业研发投入中电子制造业占据半壁江山。考虑到大湾区

珠三角 R&D 经费占广东全省的 95.6%，以下使用广东省数据近似分析珠三角研发投入情

况。2021 年，广东省 R&D 人员全时当量达到 88.5 万人年15，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达 982.76

亿元（科技经费公报口径），专利授权总量 87.2 万件16，分别较 2017 年增长 56.6%、16%、

162.2%17，香港创新科技活动全时当量 4.7 万人年18。分类别看，基础研究投入从 2017年

的 109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70 亿元
19
，比重从 2017 年的 4.7%提高到 6.9%；应用研究、

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 8.9%、84.2%20。分行业看，2021 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R&D 经费支出为 2902.18 亿元，其中电子、电气机械、汽车、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为

前五大行业，依次占规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的 48%、12.6%、5.8%、4.6%、4.2%21。 

 

图表7：2017 年以来，基础研究在广东省本级科学技术支出中的比重快速提升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注：2022 年为预算执行数 

 

 

  

                                                                 
15

 根据 2021 年广东省科技经费投入公报“全省共投入 R&D 经费 4002.18 亿元，按 R&D 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 45.21 万
元”推算 http://gdstc.gd.gov.cn/attachment/0/509/509343/4068620.pdf 
16 数据来源：wind 
17 2017年广东 R&D 人员全时当量 56.53 万人年（广东统计年鉴 2018），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823.89 亿元，专利授权量 33.26 万件（广东
省科技厅：广东省科技统计数据）http://gdstc.gd.gov.cn/zwgk_n/sjjd/index.html 
18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https://www.censtatd.gov.hk/sc/web_table.html?id=655-83001 

19 数据来源：科技日报 2022-10-18 第 7版《数字成绩单》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2 -10/18/node_8.htm  
20 数据来源：2021 年广东省科技经费投入公报 http://gdstc.gd.gov.cn/attachment/0/509/509343/4068620.pdf 
21 数据来源：2021 年广东省科技经费投入公报 http://gdstc.gd.gov.cn/attachment/0/509/509343/40686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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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电子制造业占据广东工业研发投入半壁江山（2021）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支撑产业、基建、卫生等重大战略需求 

大湾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形成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示范。一是围绕重

点产业链部署科技创新。近年来，科技部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广

州）、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广州）、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深圳）以

及一批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新型产业技术突破。广东省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等实施省级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以科技力量支持产业发展及

供应链自主可控。目前，大湾区超高清显示、手机、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工业机器人

产业规模已稳居世界前列，粤芯半导体、因湃电池、库卡机器人等产业化项目助力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工业大数据、低碳工艺等则为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提

供技术支持。同时，跨国企业也将一些产业链中高端环节布局在大湾区，如蔡司光学在

广州设立高端人工晶体产线，飞利浦部署深圳创新中心等。 

二是以重大基础设施需求为导向开展科技成果应用。例如，港珠澳大桥作为世界最

长的跨海大桥，实现了长大桥梁建设技术、沉管隧道设计施工成套技术、中国外海通道

成套技术标准三大技术突破，尤其是沉管安装工程创下了全球最长、最大跨径、最大埋

深和最大体量的四项第一，岛隧工程完成了 100 多项试验研究，创造了 500 多项技术专

利22。又如太平岭核电、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等项目，首次实现了新型核电技术、长距

离高压输水盾构隧洞设计等若干最新成果的实际应用。中国电信广东公司的卫星大带宽

应急通信技术，实现了 Ku 高通量卫星中继网与车载移动通信网的融合，有效提升了台风、

洪涝、地震等场景下的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三是积极组织新冠领域科研攻关。我国科技工作始终将民生与健康摆在突出位置。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广东共有 5 个新冠疫苗取得临床试验批件，深圳康泰灭活疫苗、珠

海丽珠 V-01疫苗获紧急使用，1个小分子化学药取得临床试验批件，19个检测试剂获批、

累计生产超 28 亿人份23，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贡献了重要力量。 

                                                                 
22 资料来源：自然资源部网站ht t ps: / /w w w .m n r .g ov .cn /dt /y w b b /20 1 9 01 /t2 0 19 0 13 0 _ 23 9 20 8 5 .h t m l  ；国务院国资委网站htt p: //w w w .sa sa c.g ov.cn /n 25 8 80 25 /n 25 8 81 24 /c9 72 51 76 /con te nt .h tm l  
23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网站 http://www.scio.gov.cn/xwfbh/gssxwfbh/xwfbh/guangdong/Document/1725155/17251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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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大湾区已设立 9个国家级高新区 

名称 
成立

时间 
主导行业 

2020 年工业总

产值（亿元） 

工业总产

值排名 

2020年 R&D经费内

部支出（亿元） 

高新企业数量

（2020） 

广州高新区 1991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 7691.8 4 579.7 3544 

深圳高新区 1991 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 13556.9 1 1470.5 4929 

中山火炬高新区 1991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 1501.2 42 48.7 469 

佛山高新区 1992 装备制造、智能家电、汽车零部件 4433.7 13 190.5 1854 

惠州高新区 1992 移动互联网、平板显示、新能源 2264.5 33 85.3 505 

珠海高新区 1992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2354.8 29 153.8 1033 

东莞松山湖高新区 2010 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 5071.7 8 221.1 360 

肇庆高新区 2010 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632.0 101 21.6 193 

江门高新区 2010 机电、电子、化工 1259.6 55 44.8 548 

合计 38766.2 / 2815.9 13435 

资料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粤开证券研究院，注：排名基于 2020年 169 个国家级高新区工业总产值数据 

 

图表10：大湾区珠三角九市企业创新投入比重较高（2020）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粤开证券研究院 

 

（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从零到一”“从一到多” 

大湾区大科学装置群密集落地。东莞散裂中子源的建成，实现了大湾区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零的突破”。2018 年建成以来，注册用户已超过 3800 人，其中粤港澳大湾

区用户占 25%以上24，累计支持国内外用户约 700 项课题研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布文

章百余篇25，涵盖航空航天、磁性、量子、能源、合金、高分子、信息材料等领域。继散

                                                                 
24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https ://www.cas.cn/cm/202207/t20220729_4843363.shtml 
25 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网站 http://www.scio.gov.cn/xwfbh/gssxwfbh/xwfbh/guangdong/Document/1725155/17251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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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中子源项目后，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

站、东莞南方光源项目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先后落地建设。依托这些项目，大湾区

组建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先进能源实验室等高水平实验室，实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

实验室“1+1>2”的合作共赢，打造物理、信息、材料等领域基础研究基地。“十四五”

期间，大湾区正在布局建设人类细胞谱系、散裂中子源二期、鹏城云脑Ⅲ、先进阿秒激

光设施、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 5 个大科学装置，增量居全国首位。 

（四）粤港澳科教合作按下“加速键” 

大湾区依托高水平实验室体系、高校合作办学及三大合作区平台，积极对接港澳科

技创新资源。一是布局建设省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等。粤港澳

大湾区拥有 9 家省实验室、50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含香港 16 家、澳门 4 家）、20 家粤港

澳联合实验室、4 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26、约 400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7以及粤港澳

协同布局的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等创新平台，吸引了超过 1000 位港

澳科学家共同参与建设28，取得积极成效。例如，粤港澳联合实验室通过课题实施、学术

交流、科技资源共享等方式，促进粤港澳三地科研人员深化合作，并通过举办高端学术

论坛，推进三地政府人员、学者、知名企业家深入交流，打造粤港澳科研合作的重要平

台。 

 

图表11：大湾区已设立 9家省实验室 

领域 城市 机构实体 备注 

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 深圳 深圳鹏城实验室 筹建国家实验室 

再生医学与健康 广州 广州生物岛实验室 参与筹建广州实验室（国家实验室） 

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 佛山 佛山季华实验室  

材料科学与技术 东莞、阳江 东莞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阳江合金材料实验室  

海洋科学与工程 广州、珠海、湛江 
广州海洋实验室、珠海南方海洋实验室、 

湛江湾实验室 
 

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 深圳 深圳湾实验室  

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 
广州、深圳、茂名、

肇庆、云浮、河源 

广州岭南实验室、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茂名实验室、肇庆西江实验室、云浮实验室、 

河源灯塔实验室 

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

室深圳分中心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深

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建设 

先进能源科学与技术 
惠州、阳江、佛山、

云浮、汕尾 

惠州东江实验室、阳江海上风电实验室、佛山仙

湖实验室、云浮南江实验室、汕尾红海湾实验室 

佛山、云浮设立氢能分中心，阳江、汕

尾设立海上风电分中心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 广州、深圳 广州琶洲实验室、深圳光明实验室  

资料来源：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注：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汕头实验室、潮州韩江实验室、揭阳榕江实验室）未在大湾区珠

三角九市布局 

 

  

                                                                 
26 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 
27 数据来源：广东省政府港澳办网站 http://hmo.gd.gov.cn/ygadwqgzdt/content/post_3829121.html 
28 资料来源：广东省科技厅网站http://gdstc.gd.gov.cn/hdjl/zxft/content/post_4007809.html ；h t t p : / / gd s t c . g d . g o v . c n / zw g k _ n / j y t a / c o n t e nt / p o s t _ 4 0 4 7 1 6 1 . ht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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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大湾区已设立两批 20 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第一批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城市 第二批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城市 

粤港澳光热电能源材料与器件联合实验室 深圳 粤港量子物质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澳光电磁功能材料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 RNA 医学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澳离散制造智能化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澳中医药与免疫疾病研究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澳人机智能协同系统联合实验室 深圳 粤港澳污染物暴露与健康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 东莞 粤港大数据图像和通信应用联合实验室 深圳 

粤港澳呼吸系统传染病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澳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 深圳 

粤港慢性肾病免疫与遗传研究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澳数据驱动下的流体力学与工程应用联合实验室 深圳 

粤港新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 汕头 粤港澳商品物联网联合实验室 珠海 

粤港澳环境污染过程与控制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水安全保障联合实验室 珠海 

粤港澳环境质量协同创新联合实验室 广州 粤港澳智能微纳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 佛山 

资料来源：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 

二是开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合作办学。截至 2023 年初，内地与港澳已建成 3 所合办

大学，分别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及香

港科技大学（广州）。未来 5 年，广东计划新建 3—5 所粤港澳合作办学机构，新设 3—5

所不具法人性质的合作办学机构和联合研究院29，香港城市大学、香港都会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等高校有望加快推进在粤办学。此外，

2013 年澳门大学在珠海横琴的新校区启用后，已建立一批联合实验室、产学研示范基地

等创新载体，有效推动了澳门与内地的产学研合作。 

 

图表13：港澳高校在内地合作办学情况 

城市 学校 进度 城市 学校 进度 

广州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已招生 珠海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已招生 

深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已招生 东莞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 建设中 

深圳 香港大学（深圳） 筹建中 佛山 香港理工大学（佛山） 筹建中 

珠海 澳门科技大学珠海校区 建设中 肇庆 香港都会大学（肇庆） 筹建中 

资料来源：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注：截至 2023 年 3 月 

 

三是建设横琴、前海、南沙等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

案》的印发，标志着粤港澳科技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例如，横琴作为与澳门一体化发

展区域，要发展科技研发等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产业，涵盖建设科技基础设施、

产学研示范基地、技术创新与转化中心、人工智能协同创新生态、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

方面，前海主要是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南沙则明确了“科技创新产业合作

基地”的定位，高水平建设南沙科学城，培育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数字信息、

海洋等高新技术产业。针对三大合作平台，国家先后出台了“鼓励类产业企业所得税减

按 15%税率征收”“横琴合作区境内外高端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负超 15%部分予以免征”

等税收优惠政策。此外，香港政府积极推进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建设，与深圳科创园一

同打造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大湾区高校院所提供优惠、充足的科研、科技成果

转化空间及公共科研装置、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基地等设施，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

已于 2023 年 1 月竣工。 

                                                                 
29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d.gov.cn/gdywdt/zwzt/ygadwq/zdgz/content/post_4016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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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大湾区创新协作日益紧密。例如，中央财政科研经费跨境直接拨付至港澳，支

持港澳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17 个基础前沿类专项、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向港澳开放30。又如，2020 年香港工商机构对大湾区的研发开支总额达

8.74 亿港元，与大湾区单位有协作的香港企业占比超过 1/4，且有上升态势31。此外，广

东已有 19 家医疗机构获批执行“港澳药械通”政策32，可使用临床急需、已在港澳上市

的药品，以及临床急需、港澳公立医院已采购使用、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器械，

实现了粤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的应用创新和监管创新。 

（五）大湾区科技与金融形成联动 

大湾区具有科技高地与金融中心的双重优势，推动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蓬勃发展。

一是科技金融，体现为风投、创投等金融模式对科技创新及产业化的支持。例如，广州

宣布成立 1500亿元广州产业投资母基金和 500亿元广州创新投资母基金，计划设立 6000

亿元的产业子基金集群和 2000 亿元的创投子基金集群33，目标分别对准大中型成熟项目

和“投早、投小、投科技、投创新”，打通从科技成果转化、种子、天使、创投到产业化

的整个链条。风险投资方面，广东已拥有 3000 多家风投机构、管理基金规模约 2 万亿元
34，尤其是深圳起步较早，积极打造香蜜湖国际风投创投街区、前海深港国际风投创投集

聚区，目前香蜜湖街区已有达晨财智、东方富海、天图资本等清科排名前 50 强风投创投

机构签约入驻35，前海则发布了支持深港风投创投联动发展的“十八条”措施，拓宽前海

风投创投机构与香港有限合伙基金（LPF）、前海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的合作

渠道。香港数码港和科技园公司分别成立“数码港投资创业基金”和“科技企业投资基

金”，截至 2022 年已吸引了超过 74 亿港元私人投资，壮大约 50 家科技初创企业36。资本

市场方面，广东实施科技企业“全链条培育计划”，支持科技企业股改和上市，加快广东

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科技创新专板”建设，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大

湾区已有 74 家科创板上市企业，比重达 14.8%37。从知识产权融资来看，广东累计获批

43 个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发行产品规模 75 亿元（截至 2023 年 1 月）38，其中深交所设

计并发行以小额贷款债权为基础资产、知识产权作质押、将多家企业债权打包入池的 ABS

产品，通过提升债务人的分散度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佛山则首创“省、市、区、镇”

四级财政共建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发布全国地级市首单知识产权证券

化产品。 

二是金融科技，聚焦从技术、应用、标准等层面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及监管水平。深

圳和香港是大湾区金融科技的代表性城市，已走在全国前列。深圳拥有平安集团、招商

金科、金腾科技、百行征信、央行数字货币研究院等科技金融企业及基础设施。中央结

算公司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深圳首家国家级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平台，金融壹账通等

23 家企业入选毕马威 2021 中国金融科技“双 50”榜单。深圳是首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

市，并完成了全国首笔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深圳先后获批金融科技应用试点、金融科

技创新监管试点、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开发了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大

数据市场监察系统等，深入推进基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创新。香港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快速

                                                                 
30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网站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7673/47925/wz47927/Document/1720769/1720769.htm  

31 资料来源：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力发展报告》https://www.sfccn.com/2022/11-3/4MMDE0NzNfMTc3MzU4MQ.html  
32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d.gov.cn/gdywdt/zwzt/ygadwq/zdgz/content/post_4099243.html 
33 资料来源：新华社 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23-02/18/c_1129377029.htm 
34 资料来源：国务院新闻办网站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7673/49010/wz49012/Document/1729658/1729658.htm  
35
 资料来源：福田政府在线 http://www.szft.gov.cn/ftxx/xwdt/tpxw/content/post_9864492.html 

36 资料来源：香港政府创科及工业局《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 htt p s :/ / w ww . i ti b . go v . hk / z h- c n /p u b li c a ti o n s/ I & T% 2 0 Bl u e pr i n t% 2 0 Bo o k _T C _ si n g le _ D ig i t al . p df  
37 资料来源：wind 
38 资料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 http://www.gd.gov.cn/gdywdt/bmdt/content/post_40807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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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拥有超过 600 家金融科技公司39。香港已提出设立虚拟资产行业愿景、监管及试验

计划，探索发行非同质化代币（NFT）、绿色债券代币化及数码港元。香港金管局“金融

科技 2025”策略则涵盖了银行数字化、央行数字货币等内容，积极打造亚太地区金融科

技的重要中心。另外，粤港澳金融科技合作初具成效。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管

局已签署《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将人民银行

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与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联网对接；深圳、香港、澳

门金融监管部门于 2019 年启动“深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建立了集培训、考试、

认定为一体的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机制，截至 2023 年已培养持证人近 2000 名
40
。 

三、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四点不足：原创能力弱、核心技术乏、

管理机制陈、金融支持欠佳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虽已达到国内领先，但同处于全球科技创新前列

的城市群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当前正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

史性交汇期，是我国从“世界工厂”走向全球科技前沿，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机遇。必须打造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支持。大湾区作为区域重大战略的载体之一，不仅要以全面创新来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更要承担起引领、驱动、托举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责任。这意味着，认清大湾区科技创

新的薄弱之处，坚持问题导向有的放矢，是创新型大湾区建设的要义。 

具体看，当前大湾区主要存在四项短板： 

（一）原始创新、前沿创新能力不足 

前瞻性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群的创新能力赖以自立

的基点。目前，原始创新能力成果不足、基础研究投入偏低仍是大湾区科技创新存在的

突出弊病。以生物医药为例，当前国内已拥有几家发展较快的仿制药41企业，原创药研发

能力则在逐步提升，而大湾区在这个经济价值高、指标意义强的领域可谓刚刚入局。总

书记指出，我国很多重要专利药物市场绝大多数被国外公司占据，高端医疗装备主要依

赖进口，成为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之一。除生物医药以外，新材料、新能源、海洋产业等

同样是大湾区应深入打磨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领域。 

（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重点产业“断供”“断链”风险上

升 

新冠疫情期间，汽车制造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尤其是汽车芯片的全球供

应链紊乱，导致全球汽车产业 2021、2022 年分别减产 1056 万辆、438 万辆（据

AutoForecast Solutions 咨询公司数据）。大湾区汽车产业并未独善其身，广汽、东风

日产等整车企业均面临供货难题。究其原因，是大湾区车企中高端芯片仍仰赖海外供应。

近年来，广东提出打造中国集成电路第三极，推动粤芯、华润微、增芯等项目加快建设，

但考虑到大湾区尚不具备芯片领域关键设备、材料、工艺等环节的核心技术实力，在国

际不稳定形势的影响下存在“断供”“断链”风险。 

                                                                 
39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03/content_5648698.htm 

40 资料来源：深圳市政府金融办“深圳金融”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g5F9min0jfVDZO1cMyQQdw 
41 根据国家药监局的定义：专利药，指在全球最先提出申请，并获得专利保护的药品，一般有 20年的保护期，其他企业不得仿制；原

研药，指过了专利期的、由原生产商生产的药品；仿制药，指专利药过了保护期、其他企业均可仿制的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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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体制机制不适应新的形势，尤其不利于一流人才的引进

培养 

大湾区科技体制的不足，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整体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我国科技

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时代和我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如一些落后的经费管理、人

才评价制度没有彻底淘汰，重大科技咨询和决策制度不够科学化，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

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不够，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社会环境不够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不

完善，高校人才培养与业界需求不匹配等。不恰当的科技管理体制，尤其是片面强调论

文和专利、职称、学历、资金的人才评价体制，对一流创新人才、一流科学家的引进培

养不利，而成果转化和收益分配制度不够完善，则有可能导致许多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 

（四）金融支持创新作用未充分发挥 

我国金融体系一直以来以间接融资为主，一般认为占到 80%以上。对于初创期科创

企业而言，风险高、可抵押品少等特征与银行信贷准入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股权融资往

往较信贷融资更为有利。虽然创业板、科创板和主板先后实行注册制，但作为多层次资

本市场之底层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还有待完善，才能支持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风投创投

方面，国内风投机构大多缺乏健全的考核体系、完善的退出渠道、专业的管理团队等，

虽然大湾区已涌现出深创投、深圳高新投等业绩卓著的国资风投机构，但撬动规模更大

的社会资本则面临一定困难。科技金融方面，知识产权融资虽取得相当成效，但评估变

现难、不良风险控制难、监督考核机制不合理等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四、构建大湾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首要任

务，这既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大湾区的时代使命，也是大湾区城市合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展望未来，深化科技领域体制改革、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资源的活力、发挥各城市的

独特创新优势将是构建大湾区协同创新生态的非常重要的内容。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发文推广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47 条“深圳经验”），其中“‘基础研究+

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居于首位。在大湾区

范围内推广“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改革创新举措，将有益于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

的飞跃，打造科创城市群和活力大湾区。 

从基础研究看，大湾区要加快布局高水平实验室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保障基

础研究投入。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及鹏城实验室、广州

实验室等高水平实验室建设，新建一批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依托散裂中子源、人类细胞

谱系、冷泉生态系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一批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加快在

高能物理、生物医药、海洋科学等国际科学前沿领域抢占制高点。争取国家在大湾区布

局环境、能源、光电等领域新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深入实施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十年

“卓粤”计划，确保一定比重的财政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重大设施、

重点机构、重点人才、重点学科的支持，持续鼓励企业、金融机构、社会等多渠道基础

研究投入，形成基础研究长期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对创新平台建设提供土地、设备采购、

人才引进等方面的系统配套支持。 

从技术攻关看，组织高校院所和企业开展关键领域协同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围绕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和集成电路、信息通信、新型

显示、动力电池等重点方向，组建高校院所、链主企业、有实力的科技型企业等多主体

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实施新一轮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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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应急专项等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配套保障，加强顶层统筹协调能力，建设

高效协同、权责明晰的科研管理机制，加强对“卡脖子”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此外，

在大湾区具有优势的领域，加快建设印刷及柔性显示、5G 中高频器件、超高清视频等国

家级创新中心。 

从成果产业化看，强化粤港澳成果转化协同，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改革。推进大

湾区高校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中心建设，积极探索“港澳高校、港澳科研成果—珠三角

转化”的科技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对接《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发挥香港在微电子、

生命健康等领域科技优势，促进技术转移和研发成果实践，孵化一批独角兽企业，支持

香港“再工业化”。支持粤港澳联合举办高水平学术会议、产业创新论坛等活动，构建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利用港澳作为引入境外高端创新资源、科技服务资

源的窗口，将横琴合作区、南沙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打造为大湾区科技

成果转化基地。此外，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措施，支持科技成果权利人依法行使

自主处置权、收益分配权及定价权，简化相关国有资产评估要求。 

从科技金融看，统筹利用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公共财政、社会资本等资金支持科

技创新发展。把握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时机，进一步推动银行信贷考评机制加

强科创导向、小微导向，有效降低科技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支持科技融资担保、科技融

资租赁等创新业务发展，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增信、资产证券化等机制。支持

深交所、港交所、广期所建设完善创新支持市场体系，继续实施广东科技企业“全链条

培育计划”以及深圳“星耀鹏城”、广州“领头羊”、东莞“鲲鹏计划”、佛山“添翼行动”

等政策举措，助力大湾区科技型上市企业扩容提质。发挥好大湾区政府引导基金的引领

作用，支持各市及所属区县的政府引导基金设立产业子基金，重视撬动社会资本，培育

发展“投早、投小、投科技”的风投创投产业集群。在深港“十八条”基础上，完善大

湾区风投创投机构“募投管退”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扶持政策，支持科技金融机构跨境联

动，打造全球创新资本顶级载体。 

从人才支撑看，积极探索新型引才、用才、留才模式。深入实施战略人才锻造、人

才培养强基、人才引进提质、人才体制改革、人才生态优化“五大工程”，设立“高精尖

缺”人才清单，携手港澳链接全球高端创新人才，探索“居住在港澳、工作在广东”“居

住在广东、工作在湾区”等多样化引才用才模式。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加快

港澳高校内地合作办学项目建设，扩大现有高校的科学、工程、数学等学科规模，引进

知名教授、工程师及其团队，提升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培养能力，并尽快扭转大湾区高校

“硬科技”实力不足的现状。加强对海内外年轻科研人才、科研学者的资助，争取国家

“优青”“杰青”项目扩大对大湾区（含港澳）的资助名额。面向科技人才的安居需求，

实施人才住宅项目，出台和落实房地产相关税费优惠政策，提升大湾区引进人才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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