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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晨 ， 阳 光 透 过 薄 云 ， 洒 在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闪 耀 的 高 楼 大 厦 上 ， 仿 佛 为 这 片 科 技

热 土 披 上 了 一 层 金 色 的 外 衣 。 这 里 ， 不 仅

拥 有 优 美 的 自 然 景 观 ， 更 因 其 卓 越 的 科 技

创 新 而 蔚 为 壮 观 。 这 里 ， 科 技 公 司 如 雨 后

春笋般崛起，科技成果如银河星辰般闪烁。

走 进 科 技 园 区 ， 一 股 现 代 气 息 扑 面 而

来 。 智 能 机 器 人 曾 是 科 幻 电 影 中 的 场 景 ，

如 今 却 已 成 为 现 实 。 白 领 们 挤 在 咖 啡 馆 里

讨 论 着 最 新 的 科 技 项 目 ， 每 个 人 脸 上 都 洋

溢着憧憬和希望。

在 全 球 竞 争 日 益 激 烈 的 今 天 ， 科 技 创

新 无 疑 是 衡 量 一 个 国 家 与 地 区 发 展 的 重 要

标 准 。 大 湾 区 不 仅 是 科 技 创 新 的 沃 土 ， 更

是 人 才 汇 集 的 高 地 。 各 大 高 校 、 科 研 院 所

云集于此，把一项项科技梦想变为现实。

这 里 是 个 人 发 展 的 最 佳 舞 台 ， 更 是 科

技 成 果 层 出 不 穷 的 重 要 保 障 。 为 了 人 尽 其

才 ， 各 展 所 长 ， 政 府 的 扶 持 政 策 也 如 春 风

化 雨 ， 为 科 技 创 新 的 沃 土 灌 溉 了 源 源 不 断

的 生 命 之 泉 。 人 才 ， 在 这 里 如 同 繁 星 璀 璨

的 夜 空 ， 每 一 颗 星 都 贡 献 了 自 己 的 光 辉 ，

才有了满天星空的美丽。

为 了 科 技 创 新 ，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产 学 研

企 紧 密 合 作 ， 形 成 一 个 环 环 相 扣 的 科 技 创

新 生 态 链 。 高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是 科 技 创 新 的

知 识 源 泉 ， 企 业 是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主 体 ，

政 府 则 为 这 些 创 新 提 供 政 策 支 持 与 资 源 保

障。通力合作，最终共同奏响科技创新的华

美乐章。

资 本 与 资 源 的 耦 合 ， 则 如 同 植 物 的 根 系

与土壤相互依存。充沛的资金支持为科技研

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资源则为其应

用与推广铺平了道路。无论是创新型企业的

孵化，还是高新技术的产业化，都离不开资

本与资源的双重支持。如同大树，根系与土

壤紧密结合，才能确保大树枝繁叶茂。

“一心两翼”战略，更是以超凡的规划力

和执行力，让科技创新如虎添翼。作为一个

整体，粤港澳大湾区一心努力，共同谋划未

来 ； 同 时 ， 依 托 两 翼 优 势 区 域 ， 协 同 发 展 ，

使得整个地区在科技创新上更具竞争力。

随 着 夜 幕 降 临 ， 珠 江 水 畔 ， 高 科 技 企 业

的灯火通明，研发人员日夜奋斗，只为追寻

科技的巅峰。粤港澳大湾区的夜空下，满天

星辰似乎也在为这片热土的科技进步喝彩。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的 科 技 创 新 成 就 不 仅 是 区

域发展的引擎，更是国家和全球科技进步的

重要动力。它们犹如一簇簇燃烧的火焰，以

不可抵挡之势，向全世界宣示着中国科技力

量的崛起。

科技之光耀四方
本报记者 高志民

“科创要素”集聚大湾区

盛夏时节，珠江潮涌，岭南风劲。

在珠海，刚下飞机的调研组成员就马不停

蹄来到圣美生物诊断技术有限公司，这是由丽

珠医药集团及旗下丽珠试剂公司和美国 Cyn-

venio 生物系统公司三方合资创立。企业瞄准

的方向是液态活检的癌症早筛市场。

“整个液态活检市场潜力，预计美国和中

国分别是 230 亿美元和 140 亿美元，而其中最

大的一块市场是早期筛查市场。整个美国早筛

市场有 90 亿美元左右规模，中国早筛市场有

80 亿美元左右。这是一个科技创新带来的新

赛道。”圣美生物总经理石剑峰介绍。

“大湾区的科技资源众多，我们和香港大

学、澳门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等

方 面 都 有 合 作 ， 着 力 培 育 复 合 型 的 创 新 人

才。”石剑峰说。

在 深 圳 ， 面 对 调 研 组 ， 培 育 了 “ 熊 猫 ”

“长城”等一批民族品牌的中国电子集团党组

书 记 、 董 事 长 曾 毅 介 绍 ，“ 大 模 型 、 脑 机 接

口、脑认知等技术需要同步发展、充分融合，

推动产业发展需要应用和技术相结合。中国电

子在算力底座、数据治理、脑机技术等领域进

行了一系列实践和探索。”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 发布，明确提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超过 6 万家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所全球排名前 50 位的

大学“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 4 年

位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第

二名。

广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龚国平表示，大湾

区不断跑出创新“加速度”并跻身全球顶尖科

技集群，靠的是持续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不断优化区域创新体系。随着一系列平台载体

的建设，深港河套、珠海横琴“两点”，广深

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两廊”，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布局逐渐成形。

“科技创新供给能力提升是值得关注的问

题。希望广东省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组

织模式，以新机制新模式实施重点领域研发计

划，催生更多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

备。”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

主席何志敏表示。

“科研实验设施集群”形成规模

建设国际一流的科研实验设施集群，集聚

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资源，是 《河套深港科技创

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 中要求的大湾区

发展定位之一。

在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

海）（以下简称实验室），调研组了解到，实验室

聚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坚持产业科技互促

双强，重点聚焦四大核心任务“海洋牧场与健康

养殖、海洋工程与智能装备、海洋安全与防灾减

灾、海洋生态环境与碳汇”，取得了“解决凡纳滨

对虾良种依赖国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构建

对虾生态健康养殖关键技术模式；打造国内首

个海上 5G 通信专网，破解海上试验远程数控传

输难题”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在中山大学，不能不看“天琴计划”。

2014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原

校长罗俊提出空间引力波的探测计划“天琴计

划”。这一计划将于 2035 年前后在约 10 万公里

高的地球轨道上，部署三颗全同卫星，构成边

长约为 17 万公里的等边三角形“星座”，建成

一座空间引力波天文台。

“仰望星空，宇宙还有太多奥秘，让人类

为之着迷。探测引力波，将能揭开许多宇宙的

奥秘，而这一过程中发展的技术，也可以应用

于许多领域。”现任中山大学天琴中心主任的

罗俊教授向调研组介绍。

借助探测到的引力波数据，“天琴计划”

精确测出月球表面五组反射镜的回波信号，使

得我国成为第三个全面测得月球表面反射镜的

国家；发射的“天琴一号”卫星，使我国成为

第三个有能力自主探测全球重力场的国家。

“季华实验室作为首批 4 家广东省实验室

之一，深耕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领域，沉淀了

一批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带动一方创新驱动

的新兴产业。”作为长期关注科技人才培养的

科技部原副部长，季华实验室理事长曹健林详

细向调研组介绍了实验室相关情况。高效灵活

的体制机制，逐渐壮大的科研人才队伍，让季

华实验室累计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160

余项，已获批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显示装

备创新平台、广东省半导体高端装备及关键零部

件工程研究中心等。成功研制出 OLED 喷墨打印

装备及其配套墨水材料、SiC 高温外延装备、大

功率微波电源等系列成果。

“广东目前初步形成以鹏城实验室、广州实

验 室 为 牵 引 ， 11 家 省 实 验 室 、 31 家 全 国 （国

家） 重点实验室、435 家省重点实验室为支撑，

以及一批粤港澳联合实验室组成的高水平多层次

实验室体系，在集聚人才团队、承担重大任务、

实现成果突破方面效应逐步显现，为推进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

供重要支撑。”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广东省委会

副主委、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校长梁浩介绍。

据了解，广东省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集群，国家大设施已达 10 个，居全国第三，目

前正在谋划建设合成生物设施、自由电子激光等

地方科技大设施建设。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常

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志刚表示，“目

前，广东省已初步形成以信息、材料、能源、海

洋等为重点的大设施集群，为建制化、有组织基

础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科研与市场”有效衔接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调研组关

注的问题之一。“原始创新是‘从 0 到 1’，这主

要 是 科 研 界 的 事 ；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是 ‘ 从 1 到

10’；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从 10 到 100’，这主要

是企业界的事。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跃上生

产线的‘从 1 到 10’的任务至关重要。这也是广

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以下

简称广纳院） 成立的初衷。”调研组成员、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宇亮正是广纳院的

创始院长。

为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广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依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于 2019

年 在 广 州 市 黄 埔 区 启 动 建 设 新 型 研 发 机 构 广

纳院。

广纳院于 2020 年 11 月成立广东省广纳金服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直投基金和产业引导基

金等，为纳米产业相关企业提供坚实的金融保

障，助推纳米科技成果转化。如广纳院孵化 5G

滤波器项目广东广纳芯科技有限公司在广州市黄

埔区实现了“当年报建、当年封顶、当年购买设

备、当年通线运营”，打破了国际巨头自用平台

的垄断。

如果说孵化企业是广纳院迈向市场的“造

血”之举，那么构建多元化“输血”机制，是广

纳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远保证。为此，广纳院

积极探索科技金融与新型研发机构业务的融合发

展，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以技术孵化企

业，让科研团队变成科技企业；以技术判断参股

企业，将技术和资金转化为股权；以企业发展反

哺科研或接力孵化。广纳达康、广纳四维、广纳

珈源等多家科技公司获得数千万元融资。

“科创要素”在“高效流动”

科创要素的高效流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保障，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必要条件。

“香港中文大学多年来孕育了多家出色企业，

不但完善了国家的创科生态，更为社会带来了实

际经济利益。”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校长徐扬生表示，香港可以做源头创新，但转

化需要广阔天地。内地的场景和市场是科技成果

转化的重中之重，无论是人才、市场体量，还是体

制结构，香港的科技成果发展离不开与内地的合

作，背靠内地大后方才能实现合作共赢。

调 研 组 了 解 到 一 个 感 人 的 故 事 ： 2023 年 5

月，香港中文大学的大豆种子随“神舟十六号”

升空，开启香港首个在太空进行空间搭载实验的

农业研究项目。项目主持人林汉明是香港中文大

学卓敏生命科学院教授、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 （香港中文大学） 主任。

2014 年，林汉明带着他的大豆来到了西北

的黄土高原。利用基因组方法在大豆中找到了耐

盐主效基因，并据此育成新耐盐大豆品种陇黄 1

号、陇黄 2 号和陇黄 3 号，最近还增加了陇黄 4

号。2023 年，陇黄 1 号、2 号和 3 号在横跨 2000

公里的黄土高原上累计种植面积达 118 万亩。

“香港是对世界开放的国际创科中心。内地

有丰富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亦是香港最接近、最

大的市场，通过产学研结合可以推动香港科研力

量与内地的结合。”林汉明说，“我们真心期望能

把我们在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讲

好内地和香港的故事。”

“港中大 （深圳） 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和粤港

澳大湾区的人才需求，规划了四大学科群，迄今

为止，这四个学科群的发展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

流水平。其中材料化学学科汇集了 7 位院士和 40

余位一流科学家。”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

政区立法会议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黄锦辉告诉记者。

深港合作正风生水起。调研组欣慰地看到，

在位于深圳福田区与香港交界处，河套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已经成为创新资源汇集的热土，各类

科研院所和创新企业的楼厦鳞次栉比，140 多个

优质项目落地，5 所香港高校、8 家港澳知名仲

裁机构在此布局。

“这里由深圳园区 （约 3.02 平方公里） 和香

港园区 （约 0.87 平方公里） 组成，是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重点项目，也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主题

的特色平台。走进这片香港科技大学是第一个入

驻合作区的香港高校，已获批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依托单位及博士后实践创新基地。”全国政协

委员、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吴以环非常熟悉这里的

一切。

“科技创新需要‘灵光一现’。我在香港想到

一个点子，很快就能来河套深圳园区的实验室进

行论证，这一点太重要了！”香港城市大学深圳

福田研究院院长陈福荣表示，河套深圳园区距离

香港城市大学仅三四十分钟路程，非常便利，是

开展实验和推动成果转化的好地方。

“河套深圳园区与香港园区一河之隔，直接

跨境接壤，拥有福田口岸和皇岗口岸两个连接深

港两地的陆路口岸，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最直接

的对接点。”黄锦辉指着窗外的香港告诉记者，

调研完毕，自己就可以直接回家，非常方便。

“深圳市政府刚刚正式批复 《河套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法定图则》，这是继国务院

发布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

划》 后，河套‘1+N’体系中首个获批的规划，

为促进河套深圳园区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了开发

建设依据，将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吴以环认为。

助力大湾区“再上层楼”

调研一路，思考一路。

调研组一致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粤港澳三地科技创

新与产业发展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吸引和汇聚了

一大批全球高端创新资源，有力促进三地创新要

素流动、科研规则衔接和科技协同创新，为国内

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调研组表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粤港

澳大湾区需要立足全球视野，积极吸引全球顶尖

科研人才和创新人才，建设优越的科技研发和创

新环境，推动高质量的跨境科技合作和交流，主

动适应全球性技术和产业转移新形势，这些无一

不与科技创新要素集聚密切相关。粤港澳大湾区

只有进一步推动开放创新、加强协同发展，在更

大范围实现有效资源配置，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要

素资源，汇聚国际顶尖科技人才，连接国际科技

创新网络，才能为其自身发展与建设提供澎湃的

创新活力。

调研组建议，要进一步强化科技人才培养供

给，持续加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优化硕博

士学位点和本科专业布局，加强粤港澳教育科技

合作，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展。持续

加大引才力度，积极吸引港澳及海外青年创新人

才来粤发展，促进人才融通合作，完善人才服务

保障体系。开展跨区域科技政策试点示范，依托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围绕粤

港澳三地科研人员往来、科研物资出入境、科研

项目管理、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等风险点较高的政

策措施开展试点示范，持续破解三地创新政策壁

垒和制度障碍。

一条条现实性、针对性强的建议，如同一块

块基石，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大发展。

科 创 潮 涌 大 湾 区
——全国政协“统筹推进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调研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高志民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活力最为强劲的地区之一。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

终高度重视并倾力谋划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积极推进大湾区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便

利化，推动要素流通规则的国际化衔接，支持大

湾区打造富有活力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群，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正是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近年来大湾区建

设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良好局面。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制度性基础不断夯实、阶段性成就不断涌

现，大湾区在交通区位、国际化水平、经济活

力、产业体系构建、创新要素集聚等方面的优势

持 续 得 到 强 化 ， 日 益 释 放 “ 虹 吸 效 应 ”， 彰 显

“近悦远来、群英荟萃”的区位吸引力。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进一步强化科创力量，将为粤港澳

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

2024 年 6 月 25 日至 28 日，全国政协教科卫

体委员会组织调研组，围绕“统筹推进国际和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到广东开展专题调研。

▲ 调研组在广纳院调研科技创新情况

▲ 调研组在季华实验室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