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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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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 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本文提出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

创新体系。[ 方法 / 过程 ] 对粤港澳的科技创新政策、科技创新人才、科技创新载体、科技活动产出等

情况进行研究，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在科技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结果 / 结论 ] 借鉴世界先进湾区在

科技协同创新的经验和做法，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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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ONG Yunfeng  LIU Wei

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 Technical Information, Guangzhou 51003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Significance]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Methods/Process] The paper studies the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sci-tech talen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rrier and the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find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ults /Conclusions]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world’s advanced bay areas in science and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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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technological coope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优化我国区域创新发展战

略布局的重要举措，是新时期推动内地和港澳

科技合作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实践。粤港澳大

湾区内部各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差距较大，香

港、深圳、广州在经济总量、产业布局及发展

情况都遥遥领先于湾区内其他城市，而肇庆、

江门等城市经济水平及科技创新能力较低。粤

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整体科技创新协同度低，各

城市在政策协同、创新要素流通等方面协调难

度较大，完善粤港澳科技协同创新体系，需要

有效结合大湾区内各地的产业优势，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整合产业价值

链和创新链的不同环节，建立要素合理流动、

产业合理布局的合作机制，促进大湾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

1　文献综述

李文辉、李青霞等 [1] 通过分析申请专利的

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城市新协同网络、

组织创新协同网络、个体创新协同网络 3 个层

次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技术创新方面的

机理和演化过程。李志坚、叶茂桂 [2] 在分析区

域协同创新要素的前提下，从政策环境、创新

要素、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

协同创新遇到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思路建议。

许亦楠 [3] 基于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情况及上海

市现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构建了长三

角区域协同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使用

空间计量法，分析得出了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

的水平对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

影响。赵超 [4] 指出粤港澳科技创新协同仍存在

缺乏顶层设计、科技创新要素区域分布不均匀

等问题，提出了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机

制、深度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的建议。李楠、王

周谊等 [5] 以区域创新驱动发展关键影响因素为

分析框架，运用案例回溯和归纳演绎的研究方

法系统分析了全球四大湾区的共性与差异性特

征，并归纳了全球四大湾区的发展类型、发展

特点以及发展模式。蹇令香、李辰曦等 [6] 基于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利用 2008-2017 年粤港

澳大湾区相关数据，研究其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状况，运用多维正态云模型分析了 2017 年区域

内各地科技创新水平差距。孙坚强、缪旖璇等 [7]

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选取粤港澳大湾区 2008-

2017 年的面板数据，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

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空间依存结构，以及科技创

新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

范旭、刘伟 [8] 指出要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科

技创新合作，可以将创新链协同治理作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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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并提出了实现创新链协同治理的“公转”、

“自转”及“公转 + 自转”相互融合的三大协

同治理机制。叶玉瑶、王景诗等 [9] 研究了当前

全球创新的局势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源头创新、

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三大战略方向。吴海江、

王超然 [10]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现状及

问题，提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多创新

主体协同、推动科技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加强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覃艳华，曹细玉 [11]

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要素现状，并对粤

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研究，从

组织机制、科技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促进粤港

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刘海宏、

加雪莲 [12] 分析了科技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中小

型企业发展现状的影响，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了

加强创新思想引导以及自主创新产业区建设的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发展策略。

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研究主要从城市群

协同创新、创新链视角等单一的视角总结粤港

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现状、问题与策略，探讨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发展，尚未有研究是

从整体视角去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

发展。本文将从体系建设出发，对标世界三大

湾区的科技协同创新经验，探寻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协同创新的基础及存在问题，提出粤港澳

大湾区科技系统创新发展的对策。

2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发

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2.1　发展现状

2.1.1　基础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 5.59 万平方公里，占

全国 0.58%，2019年湾区常住人口 7264.92万人，

同比增长约 150 万人，经济总量达 11.62 万亿元，

是国际四大湾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湾区。

2020 年 3 月 5 日，阿里研究院发布《2020

粤港澳数字大湾区融合创新发展报告》，其中

对比了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三大湾区的基础条

件（见表 1）。从表 1 中可看出，粤港澳大湾

区与三大湾区在 GDP、人均 GDP、世界 500 强

企业、第三产业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但粤港

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运输基础设施等方面

占优势，发展空间较大。

表 1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基础条件对比

指标 粤港澳大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面积（万平方千米） 5.6 1.8 3.69 2.15

人口（万人） 7116 777 4532 2300

GDP（万亿美元） 1.64 0.83 1.92 1.8

人均GDP（美元） 23584 106821 42256 84646

世界500强企业数量 20 11 39 22

机场旅客吞吐量（亿人次） 2.01 0.76 1.24 1.03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TEU） 6520 227 766 465

第三产业比重（%） 64.9 89.4 82.8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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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产业发展情况

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产业构成看（见表 2），

香港、澳门经济主要为第三产业，珠三角第二

产业占比较高，内地 9 市中广州第三产业的占

比超过 70%，巩固了其外贸中心的地位。深圳

除了拥有高科技产业中心的优势外，金融、服

务业及物流等产业发展也很突出，与香港互联

互通的优势推动两地产业协同发展。惠州、东莞、

佛山等以第二产业为主，承担着广州、深圳制

造业转移的产业布局任务。肇庆、江门等目前

第一产业的占比较大，在与其他城市协作的基

础上逐步完善二、三产业。总体来看，粤港澳

大湾区产业互补，产业化环境成熟，粤港澳三

地可以借助大湾区建设的契机，有效利用产业

资源优势，打造产业协同发展基地，实现优势

产业互补和协调发展。

第三产业尤其是科技服务业和金融保险

业，是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

撑。从表 1 可看出，国际三大湾区的第三产

业比重都超过 80%，远高于粤港澳大湾区的

64.9%，旧金山湾区被誉为“科技湾区”，湾

区内聚集了包括谷歌、苹果、英特尔、脸书在

内的大批科技公司及 20 多所科技研究型大学。

纽约湾区被称为“金融湾区”，是世界金融中

心，拥有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世界金融、

证券、期货及保险和外贸机构等近 3000 家机

构总部聚集于此。东京被誉为“产业湾区”，

服务业发达、工业基础雄厚，拥有巨型工业城

市群，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日本

的 3/4 的工业产值都聚集于此，现代物流、石

油化工、装备制造、游戏动漫和高新技术等产

业成熟。

表 2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产业结构

城市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香港 0.1 7.2 92.7

澳门 0.0 5.1 94.9

广州 1.1 27.3 71.6

深圳 0.1 39 60.9

珠海 1.7 44.5 53.8

佛山 1.5 56.2 42.3

惠州 4.9 51.9 43.2

东莞 0.3 56.5 43.2

中山 2 49.1 48.9

江门 8.1 43 48.9

肇庆 17.1 41.2 41.7

2.1.3　科技创新资源分布情况

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够推动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

《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 - 香

港 - 广州集群位居科技集群第 2 位，超越了旧

金山和纽约，科技创新资源不断集聚。在科技

人力资源方面。截至 2018 年底，深圳的全社会

R&D 人员总人数超过 34 万人，广州超过 20 万

人，属于第一梯队。东莞和佛山的研发人员数

量突破 10 万人，属于第二梯队，其它城市属于

第三梯队。在科技财力方面。截至 2018 年底，

粤港澳大湾区每年投入的 R&D 经费呈整体上

升趋势，深圳的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最高，

R&D 经费投入已超 1100 亿元，占其 GDP 的比

重达到 4.6%，9+2 城市中除香港和肇庆的 R&D

经费投入占比较低以外，其它城市的 R&D 经费

投入占比均在 2% ～ 3% 之间。

2.1.4　政产学研协同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开展产学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TECH INNOVATION科技创新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1 年·第 7 卷·第 2 期 
050

研合作，构建产业创新生态。已在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

局建设 10 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20 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积极探索“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

等政策，支持港澳机构作为牵头单位申报广东

省科技计划专项。构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技

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两地高

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科研成果市场化、产业化。

粤港澳三地 14 家机构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知识

产权联盟”，促进三地产学研协同创新。 

相较国际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政产

学研体系还不够成熟。在多年发展积累下，三

大湾区结合自身的优势资源及需求选择符合自

身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旧金山湾区依靠强

大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发挥高等

教育资源和创新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利

条件，如斯坦福大学为了引导校企合作，推出

了产业联盟计划，鼓励教职员工创新创业，推

动高校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东京湾区则利用东

京核心区的优势，增加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方式

聚集一大批科技创新人才促进产学研发展，如

京滨工业区作为东京湾区的产学研中心，通过

赋予高校更大的自由等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产学

研结合，构建了具有竞争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

而纽约湾区为推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引导

高等院校设立技术转移部门，将高校的科研成

果市场化。

2.2　问题分析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地理区位、经济规模、

创新资源禀赋与创新要素聚集等多个方面具有

一定优势，但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2.2.1　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存在一定障碍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税区”，

社会制度和市场体制的差异不利于创新要素

的高效流动，对于三地产业的集群发展也产

生了一定的障碍，影响了产业的优势互补。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关税区使创新要

素流通难以形成溢出效应及规模效应，使得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利益不能达成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协

同发展。虽然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发展势头较

好，但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粤港

澳大湾区尚未建立长效的高层次科技协调创

新机制，大中型项目的创新合作也较少，合

作项目主要靠政府推动，在具体的合作过程

中有部分政策仍未能快速实施。 

2.2.2　科技政策体系尚不完善

在科技政策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2019 年发布，至今已发布两年多，但

针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没有出台更系统及

详细的配套支持政策。相比其他湾区，美国已

形成了全世界最完备的科技法律体系保障纽约

湾区及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创新发展，利用有利

的移民政策招揽全球人才。纽约湾区及旧金山

湾区除了积极实施国家层面出台的税收减免政

策外，还为湾区内的科创企业及人才提供地方

税收减免政策。东京湾区支持科技协同创新发

展的政策体系则体现在人才、财税和知识产权

保护等方面，通过实施高端人才引进政策、科

技创新优惠财税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提

升区域创新能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格局。

2.2.3　创新主体基础薄弱

粤港澳大湾区依托重点区域、重点平台，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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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聚集技术、人才、科技成果等国内外创新

资源，将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逐步打造成为

各类高端创新资源的聚集高地和技术创新策源

地（见表 3）。积极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目

前已有世界 500 强高校 8 所。加快建设各类基

础平台，拥有东莞散裂中子源、国家超级计算

广州和深圳中心、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一

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光明科学城与松山

湖科学城共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

启动区。以培育国家实验室为重点目标，启动

建立了再生医学与健康、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

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等 9 家省实验室。国家重

点实验室达到 49 家，其中港澳 20 家。对接国

家大院大所、中央企业等，内地 9 市经省政府

批准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达到 202 家。孵化育

成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级孵化器 103 家，纳入

国家级孵化器管理体系的众创空间 214 家，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4.8 万家。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载体在国内

属一流，但是从国际视野来看，和三大湾区还

有一定的距离。科研院所方面，三大湾区的实

验室均是闻名世界的研究机构，且都获得过诺

贝尔奖（见表 4），国际影响力远大于粤港澳

大湾区。高校方面，三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属

世界一流，以 QS 世界大学排名（QS）、泰晤

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世界大学

学术排名（ARWU）这 3 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

学排行榜单作比较基准（见图 1），尤以纽约

湾区内高校整体实力最强，每个榜单都至少有

10 所高校，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从创新企业看，科睿唯安在《德温特 2020 年度

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报告榜单中，美国有 39 家

企业，日本有 32 家企业，上榜企业大部分集中

在三大湾区，中国仅有三家企业上榜，分别是

华为、腾讯和小米，粤港澳大湾区有两家企业，

在四大湾区中数量最少。

表 3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载体配置情况

序号 名称（单位） 数量

1 世界500强高校（含港澳，所） 8

2 大科学装置（个） 5

3 省实验室（家） 10

4 国家重点实验室（含港澳，家） 49

5 新型研发机构（家） 202

6 国家级孵化器（家） 103

7 国家级众创空间（家） 214

8 高新技术企业（家） 48353

表 4  三大湾区部分研究机构及主要成就

所在湾区 机构名称 主要成就

旧金山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获得13个诺贝尔奖

旧金山 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 获得4个诺贝尔奖，发现J粒子、夸克、τ粒子等

旧金山 劳伦斯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发现6种化学元素

纽约 贝尔实验室 获得8个诺贝尔奖

纽约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获得7个诺贝尔奖

东京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获得4个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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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大湾区在三大世界名校百强排名中入围高校数量

2.2.4　一流创新人才缺乏

从人才层次看，粤港澳大湾区仍缺乏高学

历、高素质人才，全球化智库（CCG）在《粤

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中提到了粤港澳

大湾区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仅为

17%，而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的

占比分别为 42%、46%、37%。科技人才结构

方面，发达国家的国际人才占其常住人口比

例约 10%，香港、深圳及广州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化影响力最高的三个城市，国际人

才占常住人口比例分别为 8.6%、0.2%、0.36%，

远低于硅谷的 50% 及纽约的 36%，粤港澳大

湾区对国际化人才的吸引力与其他湾区相比

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人才引进方面，粤港

澳大湾区主要以人才工程等措施引进高学历

及高素质人才，缺乏有力的市场化手段。此外，

相比其他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人

才的流动性上相对较差，人才流动主要以国

内人才为主。

2.2.5　创新投入力度不足

从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强度看，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强

度仍然较低，与其他湾区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

距。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 R&D 经费支出呈现年

递增的趋势，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 R&D 经费

支出总额达到 2109.7 亿元，研发（R&D）投入

占 GDP 比重 2.27%，而德国、瑞典、日本达到

了 2.9%、3.2%、3.3%，旧金山湾区的投入强度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2.3 倍，粤港澳大湾区与世

界上比较典型的创新型国家相比在研究与试验

发展（R&D）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对比其他

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 R&D 经费投入方面还存

在一定差距。

从四大湾区中排名全球前 50 名企业的

R&D 投入金额及投入强度（见图 2）可以看出，

纽约湾区上榜 7 家，6 家企业来自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有 4 家在列，而粤港澳大湾区仅有华

为 1 家。进入榜单的企业大部分是分布在四大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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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的高科技企业，拥有较大的 R&D 投入。

旧金山湾区的整体水平最高，其中 R&D 投入

强度超过 15% 的企业有 4 家，分别是 ALPHA-

BET、甲骨文、英特尔、脸书。榜单中研发投

入强度最高的是来自纽约湾区的赛尔基因，其

R&D 投入强度高达 29.8%。东京湾区入榜企业

的 R&D 投入及投入强度处于中间水平，但其投

入强度也都在 3.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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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大湾区中排名全球前 50 名企业的 R&D 投入金额及投入强度

2.2.6　科技创新产出质量不高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除香港及澳门没

有统计数据外，2019 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过万的

有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2019 年

发明专利授权数，深圳及广州处于第一梯队。

2019 年 PCT 专利申请数，深圳申请数远远领先

其他 8 市，东莞及广州数量破千，其他城市的

申请数均在 1000 以下（见表 5）。由此可见，

内地 9 市在专利申请及授权方面，区域内各城

市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技术交易额方

面，除香港和澳门没有数据统计以外，深圳、

广州、东莞超过 200 亿元，远超其他城市。在

技术合同成交额方面，深圳、广州、东莞超过

200 亿元，而珠海、佛山的技术合同成交额在

10~40 亿元之间，其它城市的技术合同成交额

在 10 亿元以下。

从国际视野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

发展报告（2020）》指出：2015-2019 年，粤港

澳大湾区发明专利公开量为 128.76 万件，东京

湾区为 70.96 万件，旧金山湾区为 28.22 万件，

纽约湾区为 20.36 万件，近五年来粤港澳大湾

区发明专利公开量已位列世界四大湾区之首，

且年均增长率常年保持在正增长（见表 5）。

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影响力远低于其

他湾区，专利被引频次是指专利被引用的次数，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专利影响力，数据显示，

2015-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总发明专利被引频

次低于总发明专利公开量较多，说明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明专利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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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产出

地区
2019 年发明专利申请数

/ 项
2019 年发明专利授权数 /

项
2019 年 PCT 专
利申请数 / 项

技术交易额 / 亿元
技术合同成交额

/ 亿元

香港 - - - - -

澳门 - - - - -

广州 46643 12221 1622 975.07 1273.36

深圳 82852 26051 17459 697.41 705.02

东莞 20290 8006 3268 221.47 222.07

佛山 16887 4582 853 11.17 12.01

珠海 14251 3327 561 33.61 35.91

中山 5548 1476 192 3.53 3.68

惠州 4852 1592 448 5.35 5.62

江门 3055 647 104 8.69 9.46

肇庆 1653 309 36 1.44 1.80

1287618

709583

282201
203602

967495

638263

827291

326599

0.751 0.899 2.932 1.604

粤港澳大湾区 东京湾区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发明专利公开量（件）

发明专利被引频次（次）

发明专利被引频次/发明专利公开量（次/件）

图 3  四大湾区发明专利被引频次与发明专利公开量对比

3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体

系建设对策

3.1　创新跨区域科技合作协调机制

健全符合创新规律和市场导向的粤港澳科

技合作组织架构，统筹中央部委和粤港澳三地

的科技资源以及提高推动科技创新的执行力。

建议争取由国家科技部牵头，推动粤港澳三地

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签订《科

技创新战略合作协议》，成立科技创新合作领

导小组，定期召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联席

会议，商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配套政策，共同推进并解决在科技创新合作当

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强化区域合作中科技创新

合作的战略地位，发挥粤港澳大湾区“9+2”城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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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产业基础和优势，加快产业跨域分工，进

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合作，促进科技创新要素更

加便捷高效的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流动，利用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契机，为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打下坚实

的基础。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区智库、行业协会

等机构的作用，吸纳内地及港澳各界代表和专

家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专家联盟，

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建言献

策，共同推动大湾区科技协同发展。

3.2　加快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创新要素的流动性影响创新水平和成效，

粤港澳大湾区要有力实现科技协同创新，就必

须提高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性，提升创新要素

流动释放的规模效应。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

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快人才跨境流动，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各地人才资质互认，鼓励高端科

研人员在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间自由流动。

第二，畅通科研“资金流”使用渠道，推动各

类科研资金在大湾区内自由转移使用，大湾区

内各类科研项目立项时减少对申报主体所处地

域的限制。第三，探索大湾区“物流”通关便

利政策，优化粤港澳大湾区通关机制，减免重

大科研设备、实验材料等科研资源的流通的进

出口税收，使其快速便利通关。第四，建立“信

息流”共享机制，探索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科

技创新资源大数据库”，减少各地区对科技信

息资源的不对称，加速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

3.3　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支撑。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

探索机构化、平台化引进创新资源，重点引进

中央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国家重点建设高等院

校、中央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国家级创新

资源，引进港澳地区高校、研究机构、行业龙

头企业、国（境）外一流大学及研究机构、知

名实验室和创新中心等高端资源，构建以广深

港澳为核心的科技创新网络体系。第二，加强

政产学研合作，推进粤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深

港创新圈、珠澳创新圈建设，鼓励湾区内科研

院所、高校与企业开展合作，推动共性技术和

关键技术、成果转化及创业孵化等工作。第三，

推动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科技创新中

介多元化及多样化发展，营造创新创业的发展

氛围，为科技创新提供发展载体，鼓励更多科

研人员创新创业。 

3.4　探索政务、人才、金融、产业协同推动

科技协同创新

第一，推动政务协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

政务部门的长效合作机制。政府各部门要积极

探索管理体制创新，破除部门及领地思维，建

立粤港澳常态化合作与协调机制，分步骤、分

层次实施城际及湾区合作与协调，推动两岸三

地的政务协同。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定位，

积极从管理的角色向服务及培育过渡，培育更

创新宽松的政策环境。第二，推动人才协同，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联合拓展全球化

引才引智渠道，优化海外人才工作站全球布局，

加快实施“大湾区引进国外人才智力行动计划”，

利用海外合作渠道布局技术创新中心、引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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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才，打造“海外专家湾区行”新名片。优

化外国人才签证制度，探索技术移民试点工作，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

惠政策。改革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

机制，深入探索优化面向国际视野的重大创新

平台和重大创新项目领军人才遴选机制。第三，

推动金融协同，加快金融体制创新。强化金融

规则对接、人才互动、市场互联，优化产业、

科技、金融布局，鼓励发展风投、创投等金融

模式，促进科技、金融及产业协同发展。第四，

推动产业协同，布局科学合理的产业集群。优

化现有“前店后厂”的传统模式，打造多方位

集成的融合产业体系，加强粤港澳产业协同。

加强三地的产学研融合建设，培育协同创新平

台体系，推动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建立常

态化的合作机制，为产业协同创新培育更多的

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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