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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79
年建市之初
經濟總量2億
元（人民幣，
下同），到去

年超過3萬億元，深圳只用了
31年時間，完成了從小漁村到
現代化都市的華麗蝶變過程，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承擔了

很好的先行示範作用。」深圳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譚剛
說，在深圳的快速發展中，香港發揮着重要作用。未來深
港雙城應該推進更深入的合作，打造具有全球標杆意義的
雙子城，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豐富完善，發揮特殊
作用。

深圳創新發展得益於香港資源
譚剛指出，深圳的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做出許多重要探

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紀念大
會上所說，深圳是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一手締造的嶄新城
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一張白紙上的精彩演繹。他認
為，總結「深圳經驗」，主要是在改革、開放、創新三大
方面的探索，每一步都與香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譚剛指出，深圳技術創新體系的特點是以市場為導向，
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深度融合，一組數據最能體現其特
色：90%以上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
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

的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90%以上的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企
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於龍頭企業，這
「6個90%」構成了深圳的創新密碼，也為深圳探索中國式
現代化的創新發展道路打下了堅實基礎。

他認為，深圳通過跟香港合作開放，創造了一種新的
發展模式，「事實上，早期深圳基本上沒有什麼科技資
源，也沒有什麼科技人才，但是通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
立，通過跟香港的合作開放，來跟國際資源加強聯繫，
搭建起了從 0-1 的科技產業發展。」他說，曾經有國外
的分析文章認為深圳改寫了世界創新的規則體系，縱觀
全球，發展科技創新的基本前提都是有高校的支撐，例
如美國硅谷，才能形成創新體系創新產業，深圳沒有那
麼多大學的支撐，也能夠走出這種創新發展的成功道
路，得益於毗鄰香港的資源。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深圳的改革實踐
不僅深圳科技的騰飛與香港關係緊密，在改革開放方面

深圳也受益匪淺。譚剛說，深圳建立之初率先探索市場體
制，進行了包括工資、勞動力以及關於市場在內的諸多改
革，便是學習香港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的一些走法，實現
了以改革為動力進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深圳還通過引
進香港「三來一補」加工貿易的產業形態，承接香港產業
的轉移，然後通過開放的方式配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
構建起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體系。「我覺得這樣一
個過程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具備特殊的作用，在
『一帶一路』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參與全球資

源要素配置，或者在全球的經濟體系如何更好發揮中國經
濟作用，深圳還可以進一步來推動。」

譚剛表示，伴隨着深港合作的不斷擴大，深圳從製造業對
外開放，轉入服務業的開放，再到當下以前海、河套等重點
平台的開放，在規則銜接的探索方面，為中國穩步擴大規
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提供了思考。而深圳
在各領域改革中，創造了1,000多項全國第一，從上
世紀八十年代的單項突破，到21世紀初期的綜合
配套改革，再到現在以「雙改」示範為代表
的全面深化改革，即深圳綜合改革試點
以及前海合作區的改革，是一個不斷
深化不斷擴展的過程，這些改革
實踐對豐富和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和
意義。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
深圳報道

在深創業的港人詹培勳對中國式現代化有着自
己的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

的現代化，這對香港和港企而言，意味着內地十分廣闊的超
級市場。需要思考如何以獨到的技術優勢去佔領市場，在發
展自身的同時，亦可服務於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大局。」

企業可在深圳香港兩邊發展
2021年北上深圳的一清創新聯合創始人詹培勳，專攻無人

駕駛，也見證着企業的飛速發展。他感慨表示：「二十大報
告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一連串提法，讓我們
在科創行業創業的年輕人受到非常大的鼓舞，尤其是人才方
面，在二十大報告中被視為第一戰略要素，剛剛發布的香港
《行政長官2022年施政報告》也推出了系列招攬人才的舉
措，對於企業來說，是很大的利好。」
他認為，未來深圳和香港加強聯動，能集聚更多優秀人才，

「譬如在河套地區，香港科學園設有分園，如果招募了國際人
才來到河套，他既是在香港工作，也是在深圳工作，對於人才
來說，深港之間的無界感，吸引力必定非常之大。」詹培勳
說，「『香港研發+內地轉化』已經成為一個很好的組合，企
業在深圳和香港兩邊都有發展，一方面依託香港強大的基礎科
研優勢和成熟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是依託深圳的產業鏈進行
轉化，立足大灣區既可以輻射內地龐大的市場，又可以通過香
港這個通道將產品推向國際市場。」
詹培勳還認為，他們企業主打的無人駕駛車，通過使用清
潔能源，也能為節能減排作出貢獻，也符合二十大報告提出
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要求，而他自己則通過「香港新方
向」向特區政府提出推廣自動駕駛應用，助力智慧交通綠色
出行，部分內容得到認可與被寫入施政報告之中。詹培勳
說，香港在中西方文化的交匯之下，形成了自身茂盛的文化
生態，施政報告中，特首的八大中心建設亦包括了文化中
心，未來可以思考如何連接中西方，承擔好更多向西方講好
中國故事的使命。

研究符合深港合作區稅收政策
財政部日前發布《關於支持深圳探索創新財政政策體系與

管理體制的實施意見》，支持深圳在財政政策體系與管理體
制方面探索，促進公共服務優質均衡、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財
政體系，建立與先行示範區相適應的現代財稅體制，探索提
升財政管理效能的有效路徑，以強化民生財政投入保障，推
動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深入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面向未來的現代產業體系，增強暢通
國內國際雙循環功能等。這個關乎到分配制度等層面，首份

明確具體項目及細化目標的《實施意見》，意味着深圳將在
中國式現代化試驗方面又率先走出一步。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作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在改
革方面，受外界期待頗多，包括增加新稅種，降低企業所得
稅、印花稅、個稅等。《實施意見》實際上也是通過深圳的探
索，為中央與地方兩級財政關係提供更多參考，而有關深化與
香港合作的內容，則是通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互聯互
通，研究符合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定位的稅
收政策，促進深港科技緊密協作、優勢互補。

整合香港以外要素資源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

玉閣分析深港關係時表示，在處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係方面，
深港可以互為借鑒。如何去協調行政力量、市場力量和社會力
量，實現良性互動，形成一種新的更加合理的形態，對於中國
式現代化將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他指出，深港合作對於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亦具有重要

意義。香港的國際化，在國家參與全球治理中可以扮演重
要角色，深圳，乃至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要對香港這個功能
形成支持。他強調，香港與深圳協同發展，深度融入大灣
區，不是改變「一國兩制」，而是探索更多銜接對接的接
口，不要令「一國兩制」的邊界形成障礙，亦可以整合香
港以外的要素資源，在香港發展好了，重新產生外溢效
益，輻射大灣區，為國家的現代化再作貢獻。

經濟規模：
1980年特區成立之初GDP僅為2.7億元
（人民幣，下同），1997年突破千億元，

2005年超5,000億元，2010年超萬億
元，2016年突破2萬億元，2021年突破

3萬億元，根據深圳「 十四五」規劃，到

2025 年深圳經濟總量將達 4 萬億元。

高水平發展：
深圳每平方公里 GDP 產出約 15 億元，用

僅佔全國 0.02% 的土地面積，創造了全國

2.6%的GDP。

人口：
深圳統計年鑒數據顯示，深圳常住人口從1979

年的31萬人增加到2019年的1,343萬
人，四十年漲了43倍，2020年第七次人口
普查數據顯示，深圳市常住人口已達到了

1,756.01萬人。

人才：
截至2022年7月，在深全職院士達77人，

各類高層次人才超 2.2 萬人，各類人才總

量超660萬人。

科創：
2021年，深圳R&D（研發）支出佔地區生產

總值比重達5.49%，遠高於全國、全省平均

水平，高新技術產業產值3.03萬億元，同

比增長8.7%，高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

值佔全市40.25%，高新區PCT國際專利申

請量12,420件，擁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5,450家。

共同富裕：
進入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深圳對口幫

扶地區涉及9省份97縣，覆蓋面積30.6
萬平方公里，約為深圳面積的153倍。十年

來，深圳累計投入財政幫扶資金超305億
元，實施幫扶項目4.2萬個，推動對口幫扶

的4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230萬貧困人口
實現脫貧。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2021年深圳公園總數達到1,238個，綠道

2,843公里，公園500米綠地服務半徑覆
蓋率超過91%。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數讀中國式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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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基礎離不開與香港聯動

◆ 香港與深圳在發展方面各有千秋，若能打破城市「邊界」，則深港共同奔赴中國式現代化
之路，必將一馬當先，且可為灣區乃至內地其他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借鑒和垂範效應。圖為河

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資料圖片

◆ 2021年北上深圳的詹培勳，專攻無人駕駛，也見證企
業的飛速發展。 受訪者供圖

◆ 港青趙雨彤 2020年到深圳發
展，創辦星雨智訊（深圳）有限公
司。 受訪者供圖

◆譚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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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灣區機遇
解讀中國式現代化解讀中國式現代化 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吹響了中國向第

二個百年目標邁進的號角。香港與深圳

同為大灣區龍頭城市，不僅經濟基

礎起點高，各有「特」色，且

深圳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先行示範區，較內地其他城市擁有全面推進發展中國式現

代化更好的基礎。多名先行北上創業的港人已不再滿足於

深港或灣區的發展，而是將目光投向全國。他們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與深圳在發

展方面各有千秋，若能打破城市「邊界」，

則深港共同奔赴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必

將一馬當先，且可為灣區乃至內地

其他城市的現代化進程帶來借鑒

和垂範效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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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商業模式曾經很
長一段時間被深圳甚至內地

其他城市所複製，但隨着近年
內地的經濟發展，諸多內地的商業

模式則被北上創業的港人發掘，準備引
回到香港使用。
港青趙雨彤2020年到深圳發展，創辦星雨

智訊（深圳）有限公司，開展公司對商戶企業的多
渠道宣傳推廣業務。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中國式現代

化」，讓趙雨彤對未來發展有了更大的信心，她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內地人口龐大，隨着祖國新農村建設及現代化發展，

無論信息接收以及消費能力都是其他國家及地區無法比擬的，「這
規模巨大的市場，需要的正是那種創新的思維和敢闖敢拚的衝浪者，這

也是時代給予我們的機遇與前景，我相信，只要肯努力，一定會有結果。」
在深兩年來，她切身感受到內地飛速發展，尤其是毗鄰香港的深圳，

「無論從城市面貌、居住環境，處處都透着現代化，電子支付平台、網絡預約
登記以及辦事、網購及餐飲外賣配送非常便捷。」在內地2年，趙雨彤也觀察到內

地的預製菜逐漸走入大眾生活，結合此前在香港從事蔬菜餐飲供應行業8年多的經驗，她
計劃和朋友合作預製菜項目，除了在內地推廣，她還計劃將這個模式推向香港，探索新的事

業征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