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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
新为主题的特色平台，河套深港
科技创新合作区（以下简称“合
作区”）始终把坚持服务香港、支
持香港科创发展作为坚守的初
心使命。7 月 8 日，合作区推出
深港科创合作“八大举措”，紧密
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携手
香港高质量推进“一区两园”协
同开发，助力香港开创新局面、
实现新飞跃。

举措一：
加快香港科学园

深圳分园建设
加快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

改造工程进度，于 2022 年年底
前完成改造、顺利开园；支持香
港科技园作为项目协同评审机
构，大湾区创科快线、大湾区创
飞学院将落地园区，香港科创机
构及企业快速集聚。

举措二：
发布实施深港“联

合政策包”
四大方面促进深港规则衔

接：深港协同支持科研项目，联
合支持 、“选题征集”与“团队
揭榜”、配套支持科研项目；深
港联合支持科研人才，配合合
作区人才及岗位需求推行便利
化支持措施、深港有序分批次
推出合作区人才住房等；深港
联合完善配套支持措施，建立
深港医疗协同创新体系、为深
港合资格创科初创企业提供配
对投资/资助等；支持创新要素
在深港两地便利流动，境外科
技人才便利流动措施、简化科
研样本、推动合作区深港数据
资源合作共享等。

举措三：
助力香港青年创

新创业
推 动 约 1 万 平 方 米 河 套

港 澳 青 年 创 新 创 业 谷 年 内 投
入 运 营 ，建 设 集 孵 化 、中 试 、
服 务 于 一 体 的 国 际 化 创 新 创
业 综 合 体 、极 具 辐 射 带 动 效
应 的 国 家 级 创 新 创 业 中 心 。
出 台 实 施“ 港 澳 青 年 支 持 计
划 ”，多 元 化 资 助 ，满 足 港 澳
青 年 实 习 、就 业 、创 业 、生 活
居 住 等 多 方 面 需 求 ；创 新 性
提 出 对 获 得 港 澳 高 校 创 业 资
助 的 团 队 或 项 目 ，给 予 最 高

1：1 的配套支持。

举措四：
鼓励科技成果转化

出台实施产业“政策包”，对
前沿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产业化
项目建设，分别最高支持 5000
万元；对市级及以上重大功能型
平台，最高配套支持1亿元。

举措五：
筹集一批支持深

港科创合作新空间
启动改造、运营约 20 万平

方米 9 个新产业园区，包括量
子科学中心、IDEA 中心、香港城
市 大 学 物 质 科 学 研 究 院 等 。
2023 年-2024 年完成新 30 万平
方米科研及配套空间建设；加
快东翼皇岗口岸片区 40 万平
方米土地释放。

举措六：
汇聚一批深港科

研新机构及企业
引入新一批三个香港高校

科研机构落地运营，加快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鹏城
实验室异质异构光电子芯片创
新平台等 18 个高端科研项目入
驻，紧密对接香港生命健康创新
科研中心建设。

举措七：
开展深港规则衔

接制度创新
深化科研“政策包”落地实

施，面向香港高校、科研机构及
企业推介选题征集制、团队揭榜
制等五大创新机制。推动“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
和法制、税制、科研体制、园区管
理体制”等深港规则衔接、机制
对接，促进科创要素的便捷高效
流动。

举措八：
提升深港科研人

才服务水平
打 造 2.0 版“e 站 通 ”综 合

服务中心，推出“湾区社保通”
“深港通注册易”等特色服务，
实 现 服 务 全 面 升 级 。 针 对 科
研人员需求，推出 300 套人才
住房。

（郑明达）

深港双方首次共同开展公共政策研究提出28
条举措、围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六大产业
推出八类支持措施、针对港澳青年实习就业创业
提供全方位资助…… 7月 7日，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25周年暨深港河套“招才引智”推介大会在深
港国际科技园举行，会上发布三大新政策，启动九
个新园区和19个新项目，推进深港合作不断纵深
发展。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
特色平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承载推动深
港两地深度合作的重要使命。在这里，深港两地
科技创新协同合作和创新要素高效流动正源源不
断地释放出发展的强劲动能，开创深港共同发展
的新局面！

福
田
“小河套”释放强动能
深港协同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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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郑明达

A 深港联通衔接的关键区域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
到香江去看一看……”深圳
与香港一河相连。在这片
深港“直接结合部”的区域，
由深圳河北侧的深圳园区
和深圳河南侧的香港园区
组成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 作区（以 下 简 称“ 合 作
区”）在此孕育而生。

2017年，深港两地政府
明确共建“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以来，合作区成为深港
联通衔接的关键区域。尽
管占地面积仅 3.89 平方公
里，却具有“一国两制、一河
两岸、一区两园”的多重独
特优势。首先是区位优势
得天独厚。深圳园区拥有
皇岗和福田“两大口岸”、保
税区一号通道三大通道，跨
境直联互通，辐射大湾区。
其次，空间载体独特，面积
有限风险可控，涌动着勃勃
生机和澎湃动力。

跨境、跨制度、跨关税
区的独特优势吸引了大批
一流科研机构和企业落户
合作区，与此同时也带来了
难度和挑战。合作区充分
利用双重制度优势，继去年

推出首个深港“联合政策
包”后，于今年 7 月推出三
大政策，即深港“联合政策
包”“产业政策包”“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支持计划”，拿
出更多“真金白银”支持深
港产学研协同，助力科学研
究催生更多“从1到100”的
应用突破，推进深港共同打
造国际创科中心。

其中，“联合政策包”提
出 28 条具体举措，创新性
地在人、财、物及配套方面
实现深港政策全链条协同
支持，未来科创项目和人才
能够同时享受深港两地的
政策支持，实现“1+1>2”的
效果；“产业政策包”推动构
建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政
策的链条，针对前沿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产业化项目建
设和市级及以上重大功能
型平台分别支持 5000 万元
和 1亿元，助推产业基础高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如今，这个占地3.89 平
方公里地块，不仅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新
为主题的特色平台，更上升
为国家战略平台。

B 港青来深创业的圆梦舞台

站在毗邻深圳河的深港国
际科技园办公室的落地窗旁，
陈升向外望去就看到对岸的香
港，那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
作为香港赴内地创业青年，陈
升二次创业创立的“UNI香港青
年创业空间”就选择扎根在合
作区内。“近年来河套的变化日
新月异，为越来越多的香港青
年来深创业提供孵化加速平
台，我相信这里会越来越好。”

2015 年，前海深港青年梦
工场启用。作为第一批入驻团
队，陈升在这里成立了前海学
学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
海外供应链管理及匹配，创业
不到一年，就获得了首轮 5000
万元融资，并于3年后成功孵化
出区。

谈及“二次创业”创立的
“UNI 香港青年创业空间”，陈
升说道，这次他的目标是为到
深圳创业的香港青年提供专业
的导航、孵化服务。他把公司
命名为“港湾”，“希望香港青年
拥抱大湾区，也希望这里成为
他们的‘港湾’”。至今“UNI香
港青年创业空间”已经签约入
驻 40 多个香港创业团队，近
400 个香港青年团队在陈升的
协助下来深圳创业创新。

像陈升一样，到合作区创
业的香港青年还有很多。为何
如此多青年都能在这里启航梦
想？因为这里向香港青年创业
提供了良好的孵化加速平台和
资助政策。今年，“港澳青年创

新创业支持计划”面向来合作
区实习、就业、创业的港澳青年
给予资助补贴和奖励支持，重
点支持符合深圳园区重点科研
领域和方向的人员，推动港澳
青年在河套聚集发展，将合作
区打造成港澳青年来内地打拼
首选地。

随着两地互动愈发频繁，
如今的合作区已吸纳大量港青
前来创业，多所香港高校正在
落地科研项目。而国家重大平

台的入驻不仅便捷了创业港
青，更让科研成果的落地变得
迅速。这里每天都在演绎着携
手合作、融合创新、奋发共荣的
故事。

目前已培育港澳背景创业
团队 21 家，产生知识产权 203
项，无创血糖监测、雾霾穿透视
觉系统等技术在专项领域实现
突破，6个团队产值从零迈入千
万元级，企业获得融资共 2.7 亿
多元。

C 大湾区科创资源的集聚之地

合作区深圳园区的高端科
创资源从“零的突破”到“集聚
发展”。这一量的飞跃，在面积
仅为 3.89 平方公里的合作区
——这片不算广阔的区域上真
实演绎。合作区集聚科创产业
优势资源的力量，正成为深港
两地优势耦合、衔接合作的最
佳撬动点。

数据表明，截至今年 6 月，
合作区推进和落地高端科研项
目 140 余个，即每一平方公里，
就有 35 个高端科研项目落地。

“量子谷”“湾区芯谷”“能源科
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在这里实现集群发展。

在此基础上，今年 7 月，九
大产业新园区、18 个重大平台
机构和高端科研企业总部落户
合作区，其中不乏量子科学中
心、香港城市大学物质科学研
究院、华为数字能源创新中心
等科研高地，以及赛能数字能
源、精科生物技术等行业头部
公司。合作区作为深港最紧密
结合部的科创引跑优势和平台

磁吸效应日益凸显。
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福田研

究院落户合作区以来，突破了
诸多卡脖子技术。院长陈福荣
透露，接下来将扩大对新材料
的研究。“短期我们有两个很重
要的项目会落地，第一个是国
家卡脖子技术的电子显微镜，
第二个是智慧节能玻璃。”此
外，该研究院中长期的研究方
向将朝着芯片、新能源科技等
方面进行，精准匹配“联合政策
包”扶持的新兴战略产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未来
智联网络研究院也是入驻合作
区的项目之一，主要发力人工
智能与网络的融合在人工智能
系统的应用。院长崔曙光认为
合作区在深港合作方面的政策
支持上有非常细节的考量，“比
如人、财、物的自由流动，对香
港招收的博士后、博士生的人
才辅导支持，对深港两地的申
请项目的配套支持，都有助于
我们吸引更多重大项目落户河
套，从而吸引更多人才一起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
浓厚的科研环境吸引了更

多的科研人才扎根于此。五所
世界百强高校共10个优质科研
项目进驻合作区，香港城市大
学研究院成功研发首台我国自
有知识产权的桌面型电子显微
镜，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建设
全国首个开放式医疗机器人测
试基地……人才的汇聚，使得
这 3.89 平方公里焕发出更强的
科研生命力。

与此同时，“租、购、改、
建”四策并用，合作区筹集的
60 万平方米高品质科研空间、
投入使用的 10 个专业化科创
园 区 ，为 企 业 拓 宽 了 发 展 空
间。预计到 2035 年，合作区将
新增科研及配套空间将超过
300 万平方米。

合作区正在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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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两城深度融合、
实现优势互补，将加速推动大
湾区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河套连深港，一起向未来!

“八大举措”助力深港科创合作发展

华为数字能源创新中心

e 站通综合服务中心内景

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效果图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