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打造科創中心獨具優勢
採訪中，各方人士均認同深圳在打造科技創新中心

方面具有自己的優勢和良好的基礎。
香港意得集團董事長、前立法會議員陳鑒林認為：

「深圳在過去三十年發展很快，其中科創是深圳發展
得非常好的行業。」

香港大灣區工商聯總會創會主席彭華雄以 「中國硅
谷」來形容當下深圳在全國乃至全球科創領域的地
位，因為 「深圳的科研力量很強，深圳的中小企業來
自全國各地，年輕人都很有活力」。

香港經濟師學會會長郭德心認為深圳是 「數一數二
的科研中心」。他說，深圳科創研究及產業化日趨成
熟，在疫情爆發前，深圳科研發展的速度可謂一日千
里。對深圳在 「科創方面領先」地位的判斷，麥振興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季輝則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的觀察：
「全國創業者不斷流入深圳。」
國家 「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如今深圳明確了建設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科技
創新中心的目標，對於二者會否產生目標衝突或者資
源浪費，接受本報採訪的專家學者及業內人士均認

為，完全沒有必要擔心這一點，兩地發展科創各有優
勢，互補空間很大，若是加強協同，必將促進國家整
體科技實力的增強和科創產業的發展。

利用港平台對接海外
事實上，上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在打造國際創科中心

方面，就已經着手與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尤其是深圳
發揮協同效應。香港與深圳在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項目上的協同效應越來越強，殷商王朝乙丙丁
（國際）健康產業集團董事長宋筠瑄用 「互相借鑒、
互相促進」來形容這種局面。郭德心則相信，在疫情
緩和後，深圳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互聯互通將進一步
增強， 「如果深圳科創能與香港金融結合，必將如虎
添翼」。

對於深圳建設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
心，本港各界人士多從加強深港合作的角度提出建
議。陳鑒林希望香港能成為深圳科創走向世界的戰略
夥伴。而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認
為： 「深港合作空間大，尤其香港可以發揮其國際化
的長處，吸引國際投資者及募集全球資金，以及開拓
國際市場。」洪為民特別提到應在前海發展創科生

態： 「前海要有別於內地的城市或區，要有差異化的
發展，須發展前海的強項，即金融及智識產權。」
「前海有知識產權法，同時打造知識產權中心，希望

吸引多些香港知識產權公司來前海。此外，亦希望吸
引估值/仲裁公司。」

香港貿發局副總裁劉會平指出： 「深圳可以在知識
產權、對接海外及對接海外教授（科研對接）等三方
面做得更好。如果能夠使用好香港這個平台，引起全
球投資者更大的興趣，深圳的創科產業勢必能夠發展
得更好。深圳的產業也可以通過香港的推廣走向世
界。」

談及香港可以對接海外的優勢，彭華雄以日本3D
打印技術為例稱，日本的3D打印機設在香港的生產
力促進局，其可以打印金屬。根據協議，相關技術
不能輸入到內地。深港兩地企業可以在香港學習尖
端科技，然後到深圳落地，同步開拓內地的龐大市
場。

互惠互利拓寬合作領域
香港大學太空實驗室、物理系客席教授李嘉樂則從

產業經濟的角度談及深港科創合作。他說，深圳可以
選定一些有發展潛力且西方未定下遊戲規則的領域，
例如航天科技與太空經濟，聯手香港共同發展。為促
進太空經濟產業發展，深圳與香港可合作成立類似香
港貿易發展局的機構，識別太空經濟涉及的領域，為
國際、香港特區和內地的企業作配對服務，並在這過
程中識別和制訂產業發展所需的法例、監管、優惠政
策和措施等，及時訂立法例和規章制度，以推動和壯
大產業整體發展。此外，對深圳長遠發展有利的產
業，可以向香港稍微讓利，以增加香港企業參與和從
事相關產業發展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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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陳彥潔報道：廣州館以文旅新氣象為主題，組團亮相
第十八屆文博會。本屆廣州館從空中俯瞰是傳統的如意中國結造型，也猶如
一個CPU芯片造型，既預示羊城花開、文旅復蘇，也代表廣州市文化產業
近年來着力以數字文化創意作為新引擎，以數字創意帶動非遺、文
博、文創等領域多元發展。

近日，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陳建文一行蒞臨廣州
館參觀巡視，對廣州館展現的文旅新氣象和設計理念等給予高度評
價，特別建議要向來參觀的人，講好廣州文旅故事，讓大家看到廣
州對文旅復蘇的信心。

2022年，廣州市文化產業取得豐碩成果，數字音樂和原創動漫總
產值均佔全國高比重，冬奧會吉祥物 「冰墩墩」風靡一時。文化新
業態成績亮眼，營收佔全市文化產業的 45.4%，數字出版增速
107%。網易遊戲躋身全球七大遊戲公司之一，數字文化湧現微信、
酷狗等龍頭企業。漫友文化、奧飛娛樂、天聞角川、雲圖動漫、泰
樂凌智文化等行業翹楚在優質IP打造上爭相綻放，藍莓薈、比格文
化、藝夥實業、愛自然、萬澤文化科技、專意唯、詠聲動漫等蓬勃
發展景象。

非遺文化與數字科技的結合取得新突破，湧現了嶺美文化、元雅
文化、花城博雅等一批新型非遺科技企業。廣府民俗文化專家龍智
敏攜素馨花重回大眾視野，嶺美文化非遺通草畫複製等多項技術幾
乎獨領風騷，相關產品斬獲國際大獎。張民輝等一批專家走出牙
（骨）雕的新穎之路，分別在各自細分領域有力推動非遺新生。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第十八屆文
博會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與文化發展
基金合作，組織澳門文創單位連續十七屆參展，
設立 「澳門創意館」，介紹多個澳門品牌及原創
IP，創意設計涵蓋生活用品、紀念品、時裝飾
品、動漫、玩偶等，豐富文化消費選擇，向內地
業界及民眾展示澳門創意多元的文化形象，促進
粵港澳大灣區文創領域融合發展。

據了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自 2006
年起組織本澳業界參展深圳文博會， 「澳門創意
館」設於粵港澳大灣區館，面積約180平方米，
匯聚多個澳門文創品牌，當中不乏澳門知名 IP
及蘊含澳門文化遺產元素的設計作品，涵蓋生活
用品、時裝飾品、紀念品等範疇。

本次澳門方面的文創參展單位，包括：恆動活

動策劃有限公司、澳門文創綜合服務中心有限公
司、梳打熊貓產品設計、樂古創意設計有限公
司、TICK設計有限公司、漢彩廣告企劃設計有
限公司、早雲設計整合有限公司、WAS澳門國
際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同
點設計策劃有限公司等。

澳門創意館運營人員陶芳志表示，所有的文創
產品都是結合澳門旅遊文化局的文化旅遊品牌塑
造計劃 「麥麥MakMak」，進行相應的設計創作
以及加工升級，非常具有當地特色。

澳門創意館項目負責人容慧坤則表示希望通過
文博會，引領澳門文創特色產品與服務走出去，
為文創業界創造發展機遇，向內地業界及民眾展
示多元文化形象，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文創領域融
合發展。

【香港商報訊】記者余麗齡報道：第十八屆文博會上，汕尾展團位於12號粵
港澳大灣區館12A10展位，以 「紅色海陸豐，善美新汕尾」為主題，以展示汕
尾市紅色文化資源和獨具特色文旅資源為重點，突出 「紅、藍、綠、古、特」
五色資源，通過農特產品、文創工藝品展示，特色美食現場品嚐、新興產業產
品展示及汕尾非遺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現汕尾城市風貌。

展會上，皮影戲、漁歌、蓋仔獅等民俗展演，盡顯 「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
鄉」的魅力。陸河青梅、豬油糖、捷勝泥塑、麒麟棋、木雕、海味乾貨等豐富
多樣的汕尾非遺、文旅產品展示了汕尾深厚的文化底蘊，又彰顯着生機勃發的
時代風貌。萌趣可愛的動漫產品，體現了汕尾新興產業的蓬勃發展。

汕尾市委宣傳部四級調研員黃賢嘉、汕尾市文廣旅體局局長謝威宣、汕尾新
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振堅先後蒞臨視察了汕尾展廳，仔細了解參展企業情況，
對展出的文創產品和民俗展演給予了肯定。

據介紹，汕尾展團將藉助文博會這一平台對汕尾重點文化產業項目進行推
介，向全國乃至世界推廣汕尾文化，宣傳汕尾城市形象，為汕尾文旅市場開拓
更多新空間，製造更多發展機遇。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林麗青報道：本屆文博
會，華強方特作為國內文化科技旅遊領軍型企業，再次主
會場和分會場同時參展。

今年方特展區全新亮相了元宇宙應用、數字內容等創新
業務板塊，探索未來產業發展的新方向和新趨勢，新推出
的美麗中國VR、虛擬人等部分項目領行業之先；方特主題
樂園、數字動漫、文化旅遊娛樂等領域項目也不斷地推陳出
新，吸引眾多參觀者觀看體驗。

工作人員介紹，今年特別亮相的全新元宇宙應用產品一
款是文旅產品 「美麗中國VR」，採用業內頂尖的場景掃
描及數字建模技術，結合真實交互、人工智能、高清實時
渲染等技術，真實還原中國各大名勝古蹟，打造線上文旅
景點的沉浸式體驗。另一款是遠程多人辦公協作平台 「方
特會議」，自主開發多人實時交互及語音通訊等技術，實
現豐富多樣的會議場景、實時互動的虛擬化身、實用便捷
的會議功能。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雯報道：湖南省近日發布
2022 年 「三湘民營企業百強榜」。 榜單顯示，2022
三湘民營企業百強營業收入總額、資產總額持續增
長，均首次突破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大關。營收
過 千 億 的 企 業 有 三 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1545.60 億
元）、藍思科技集團（1093.15億元）。

具體而言，2022 年湖南民營企業營業收入總額為
10780.22 億 元 ， 較 上 年 增 加 2078.88 億 元 ， 增 長
23.89% ； 資 產 總 額 為 11131.02 億 元 ， 較 上 年 增 加
1589.88億元，增長16.66%。三湘民營企業百強入圍門
檻由上一年的 17.46 億元上升到 21.90 億元，提高
25.43%，首次突破20億元。

從地區分布看，長株潭地區入圍三湘民營企業百強
66家，洞庭湖地區入圍企業15家，大湘南地區入圍企
業12家，大湘西地區入圍企業7家。從市州分布看，長沙
市入圍企業最多，有53家，其次為株洲市，有9家。

三湘民營企業百強中製造業企業數量45家，較上年
增加5家，45家企業營業收入6540.68億元，佔百強營
業收入總額的60.67%；資產總額為7616.69億元，佔百
強資產總額的68.43%。

【香港商報訊】記者柏永 通訊員劉暢報道：《合肥
高新區以增強企業創新能力為牽引培育 「雙五」 「雙
十」企業工作方案》近日發布。依據該方案，力爭到
2025年，合肥高新區將培育出 「雙十」企業5家、 「雙
五」企業30家，湧現出不少於1000項前沿性顛覆性的
新技術新產品。

據了解， 「雙五」企業是營收收入5億元以上且研發
投入強度5%以上的企業， 「雙十」企業是營收收入10
億元以上且研發投入強度10%以上的企業。合肥高新區
管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 「雙五」 「雙十」企業具備
研發投入、技術水平、人才儲備的先天優勢，在整合
匯聚創新資源、營造區域創新生態、提升創新體系綜
合效能等方面能夠發揮巨大作用。

【香港商報訊】記者常亮報道：深圳龍華區在深圳
國際會展中心 12 號館設主展館，龍華區以 「智匯龍
華、文創未來」為主題，推出 「1+8+10」陣容：1個主
會場，8個分會場以及10項配套文化活動。其中龍華主
會場設在深圳國際會展中心12號展館，展位533平方
米，採取 「科技+藝術」的布設手法，展示龍華傳統文
化、數字文化產業發展成果，呈現龍華集創新驅動、智慧
融合的文創新未來。

此次文博會，龍華區選取了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企
業、項目和成果，展現了 「數字創新、文化高地、文
旅融合、轉型升級」為主旨的區域文化產業優勢，在
展廳劃分傳統文化新展場、數字內容創作區、龍華特
色文化區以及數字文化活力區四個區域，邀請轄區19
家文創品牌、企業參與集中展演展示。

在傳統文化新展場，精美瓷器、大氣紅木、特色版
畫、時尚服飾……蜚聲國際的四大傳統文創品牌——
亮相文博會秀出龍華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實力。

數字文化活力區以光子晶體的 「透明大屏」奪人眼
球，全透明、超高清、全彩色、動態展示為特徵的光
子透明晶片顯示技術正構建出一個透明高清、虛實結
合的智能視界。閃耀2020年杜拜世博會舞台的大漠大
智控，展出室內無人機在展館表演，引來眾多市民駐
足。此外，還展出全球消費級3D打印機領導品牌創想
三維，致力打造國內領先數碼化3D虛擬展廳軟硬件技
術的華視海圖等企業品牌形象和展品。

澳門連續十七屆赴文博會 拓灣區商機

廣州館展現文旅新氣象

善美新汕尾突出五色資源

龍華「1+8+10」
呈現文創新未來

華強方特元宇宙先聲奪人

廣州館展現文旅新氣象。 主辦方供圖
◀澳門創意館。
主辦方供圖

【香港商報訊】綜合消息，中指研究院昨日發布
《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百城價格指數》報告，數據顯
示，2022年百城房價累計由漲轉跌，房價下行壓力仍
突出，百城新房價格自2014年後時隔7年再次出現年
度下跌，房價年度累計下跌城市數量大幅增加，各地
樓市普遍低迷，全國樓市整體仍處深度調整期。

房價時隔7年再現年度下跌
2022年，中國房地產行業下行壓力持續較大，市場

銷售規模驟減，房企債務違約頻現。為穩定房地產市
場，中央積極出台樓市支持政策，各地政府持續落實
「因城施策」，年內超300省市（縣）出台穩樓市政

策千餘次，政策優化亦從三四線延伸至熱點一二線城

市。總體而言，2022年，中國房地產政策迎來實質性
放鬆，但當前市場信心依舊不足，全國樓市整體仍處
深度調整期。

根據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百城價格指數對全國100
個城市新建、二手住宅銷售市場及50個城市租賃市場
的調查數據，2022年，百城新建及二手住宅價格累計
均由漲轉跌，其中百城新房價格累計下跌0.02%，為
自2014年後時隔7年再次出現年度下跌；百城二手房
價格累計下跌0.77%。

下跌城市數量增幅擴大
2022年上半年百城新房及二手房價有所企穩；下半

年以來，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疫情頻繁擾動、房企

風險加劇等因素影響，房價走勢疲弱。12月，百城新
建及二手住宅價格環比跌幅分別為0.08%、0.22%，新
房價格環比連跌6個月，二手房價環比連跌8個月，
且跌幅均呈擴大趨勢。租賃住宅方面，市場進入年末
淡季，整體租金繼續走低，12月全國50個城市住宅平
均租金環比跌幅擴大至0.54%，年度累計下跌2.50%。

根據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百城價格指數，2022年，
新建住宅價格年度累計下跌的城市有70個，二手住宅
價格年度累計下跌的城市有73個，下跌城市數量分別
較2021年大幅增加55個、36個。單月來看，2022年
以來，百城房價月度環比下跌城市數量整體維持在高
位水平，12月百城新建及二手住宅環比下跌城市數量
擴大至68個、80個，較11月分別增加11個和5個。

重點一二線城市房價有望企穩
展望2023年，中指研究院認為，房地產政策或繼續

保持寬鬆基調，供需兩端政策仍有放鬆空間。需求
端，核心一二線城市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政策
有望進一步優化，如調整首套房認定標準、二套房首
付比例等，促進市場合理住房需求的釋放。供給端，
房地產金融支持政策或進一步發力，防範化解房企風
險、 「保交樓」將是未來供給側政策的重點。整體來
看，隨着社會經濟逐漸復蘇，疊加房企信用逐步修
復，樓市寬鬆政策持續顯效，市場信心或有望修復，
2023年疊加各地 「因城施策」逐漸顯效，重點一二線
城市房價有望企穩，但恐需較長的恢復時間。

百城房價去歲累計由漲轉跌 寬鬆政策料延續

三湘民企百強發布
營收資產雙破萬億

合肥高新區發布
「雙五」「雙十」培育方案

香江各界冀雙城互鑒互促

深港協同建全球科創中心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深圳市委七屆六次全會日前提出，深

圳要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響力的經濟中心城市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其中
重要的一環是加快建設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對此，本港
各界給予積極評價，認為兩地在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面，各具優勢、
各有使命。如今深圳進一步明確目標，有助於兩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

2023年1月3日 星期二

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