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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合作區定藍圖 建世界級創科樞紐
國務院印發「規劃」明確三大定位 打造產業中試轉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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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先導區
◆利用深圳園區獨特的「平台」和「通道」作用，聯合香港園

區建設國際一流的科研實驗設施集群，集聚全球高端創新要素

資源，匯聚國際頂尖科技人才，鏈接國際科技創新網絡，積極

開展國際科技合作，攜手打造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新標杆和

國際科技創新高地

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
◆發揮深港科技產業互補、園區跨境接壤以及深圳園區海關特

殊監管區域的優勢，緊緊圍繞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的任務，營

造高度開放的國際化科研制度環境，對接香港及國際先進科研

規則，加快形成靈活高效、風險可控的跨境科技創新體制機

制，為新時期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擴大開放發揮示範引領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聚區
◆匯聚粵港澳三地優勢，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

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着力突破重點

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加快實現從研發到工程化的中試轉化，打

造國際一流中試轉化服務平台，形成一批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

成果，為大灣區建設持續產生高質量的科技創新供給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
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表

示，規劃的發布充分表明國家對粵港澳
大灣區、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以及推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重視，也是對河套在國家和區域發
展戰略中重要地位的認可。規劃明確三
大發展定位，聚焦具體產業，有利於河
套在有限的空間內，鏈接深港基礎科研
和產業發展的優勢，集中力量進行科研
和轉化，更有利於快速解決相關領域
「卡脖子」問題。

研發人工智能生物醫藥
根據規劃，河套深圳園區將建設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中試轉化基地，圍繞
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突破發展，要瞄準
集成電路設計、軟件開發、封測及中
試、第五代移動通信（5G）等，加快建
設5G中高頻器件測試、先進顯示研發驗
證、集成電路科研試驗、高端芯片設計
驗證、半導體先進封測、微機電系統研
發、機器人檢測認證等中試公共服務平
台，開展產業鏈關鍵技術攻關，加快實

現信息產業前沿共性技術突破，推動形
成相關技術標準。
在先進生物醫藥技術創新應用方面，

要推動生物技術與信息技術、材料技術
交叉融合，重點圍繞藥物及疫苗、基因
檢測及診療、高端醫療器械、人工智能
在生物科技中的應用等領域開展合作，
重點發展新一代基因測序儀、醫療機器
人等高性能醫療器械。
圍繞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發展前沿領

域布局，規劃提出 ，要支持智能傳感
器、人工智能算法、圖形處理芯片等基
礎軟硬件開發，打造智能製造無人工廠
示範基地、智能網聯全無人自動駕駛公
交應用示範區，推動人工智能與數字產
業發展。加快制定人工智能技術標準框
架體系，在智能製造、智慧醫療、智能
網聯汽車等領域開展創新應用試點示
範。積極探索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
等技術在金融領域的規範應用。
謝來風認為，三大領域是深港合作已

有一定基礎的優勢領域，香港方面有高
水平的研究，而深圳在產業方面的發展
也有較為扎實的基礎。規劃不僅明確了

聚焦的方向，對相關配套產業亦有涉
及，例如先進生物醫藥技術創新方面，
支持新型生物藥械的研究發展，試點放
寬外資生物醫藥企業准入限制等，有利
於更加快速落地推進，實現這些領域前
沿技術的研發突破。

支持港澳高校重點科研
深港合作是河套地區最鮮明的特色，

規劃明確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先導區
為其三大定位之一，並圍繞深港合作提
出系列支持措施。
根據規劃，河套深圳園區要主動加強

與香港園區的規劃銜接，協同推進基礎
設施建設和園區運營管理，強化「一河
兩岸」、「一區兩園」的統籌開發利
用。
同時，要支持港澳高校優勢學科發展

能級躍升，引進港澳知名高校優勢學科

重點科研項目，支持港澳全國重點實驗
室和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在深圳
園區拓展空間，開展具有重大引領作用
的跨學科基礎研究及技術攻關。支持深
港兩地高校聯合成立研究生院，共同培
養創新人才。支持兩地高校、科研院
所、企業聯合承擔國家科技重大專項、
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國家重點研
發計劃，共同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
科學工程。
此外，規劃還提出支持深港聯合國內
外高校、科研院所在深圳園區共建卓越
研究中心、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人工智
能應用示範平台、數字經濟與金融超級
計算集群、「量子谷」，促進粵港澳大
灣區科技資源深度融合，並協同香港引
進國際頂尖研發型企業，設立聯合研發
中心，推動深港及粵港澳大灣區應用基
礎研究能力躍升。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規劃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發展即將駛入更快車道。國務院印發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

圳園區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29日正式發布，明確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三大發展定位——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

先導區、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聚

區。規劃明確提出要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突破發展，支持先進生

物醫藥技術創新應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發展前沿領域，

到2035年，與香港園區協同創新的格局全面形成，成為世界級的科研

樞紐。

深圳園區建設

兩個關鍵節點

到2025年

基本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創新協
同機制，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作
取得積極成效

◆皇崗口岸整體完成重建，跨境基礎
設施互聯互通，實現運轉高效的通
關查驗模式創新

◆深圳園區監管模式運作成熟，與香
港園區基本實現要素流動暢通、創
新鏈條融通、人員交流順通

◆建立與香港及國際全面對接的科研
管理制度，集聚一批香港及國際優
勢學科重點實驗室集群和卓越研究
中心、頂尖企業研發中心，與香港
科技合作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到2035年

與香港園區協同創新的格局全
面形成

◆科技創新國際化程度居於全球領先
地位

◆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動

◆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創新載體和頂
尖科技企業研發中心，成為世界級
的科研樞紐

◆有力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廣深港科技創新走廊建設

◆來源：中國政府網

聯合成立理事會諮委會 為園區發展提供戰略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國務院印發《河套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
（以下簡稱「規劃」），明確河套
深圳園區建設深港科技創新開放合
作先導區、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
試驗區以及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
集聚區，打造世界級的科研樞紐。

圍繞園區建設推進，規劃提出系列
保障措施，當中特別提出支持深港
雙方聯合成立深圳園區理事會和專
家諮詢委員會，吸納深港兩地各界
優秀代表參與，共同為「一區兩
園」提供戰略諮詢，重點研討深圳
園區優先發展領域、重大研究計
劃、重大項目布局、科研資助管理

等關鍵事項，形成協同規劃、聯合
建設、共享成果的合作推進機制。

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
規劃指出，科技創新是深港合作

的「最大公約數」，在河套地區的
建設上，雙方合作共識度高、意願
積極、互動活躍，基本形成了高效

協作、相互支撐的合作機制。深港
兩地政府成立聯合專責小組合作開
發香港園區，支持深圳園區發展，
共同建立合作區，規劃支持在深港
雙方組建香港園區聯合專責小組的
基礎上，深化深港雙方合作區建設
發展協調機制，建立定期會晤制度
和專題會商制度，統籌合作區政策

制定、合作開發等重大事項。
此外，規劃還特別提出要充分發
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在遵循
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前提
下，探索在深圳園區海關監管區域
逐步構建民商事規則銜接香港、接
軌國際的制度體系，強化法治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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