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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南山南山南山区区区区如何打造深港如何打造深港如何打造深港如何打造深港创创创创新圈先新圈先新圈先新圈先锋锋锋锋城城城城区区区区        

作者/来源：黎拥华 王艳梅  

2007年5月深港两地政府共同签订《“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以来，“深港创新圈”建设被列为深圳加快深港

合作、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2007年两地共安排6000多万元专项资助资金，2008年又增加了

40%，专项资助科技项目大部分都落户在南山区。香港八所高校在南山区建有8个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等四所

大学已获准在深圳高新区建设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的产学研基地；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在深圳高新区设立了

办事处；香港科技园与深圳高新区联合成立“深港创新圈互动基地”。整体来看，香港在深圳的创新资源基本

集中在南山区。 

  一、打造深港创新圈先锋城区的优势 

  （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势。南山区作为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已形成以电子信息产业为核心，光

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经市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达1135家，占全市40%以上。持续

推进的大孵化器战略，促进了各类孵化器之间的互动发展，保证了新兴产业和新创项目的落地和发展。这些产

业和各类孵化器资源恰恰是现在香港相对缺乏的资源。 

  （二）知识服务业发展优势。知识服务业正逐渐成为南山区的重要产业，如科研和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计算机应用服务和金融投资保险等四类知识服务行业的企业数量超过15000家，其中包括以研发服务为主的汉捷

公司，以知识管理服务为主的蓝凌公司，以创新管理服务为主的知行信公司和以人才培训及知识更新服务为主

的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等，这些企业以知识工具和知识产品为依托，创新意识贯穿研发、生产、管理、销售、

服务各个环节，而且创新要素的有效联动，大大促成了企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此外，南山区还率先启

动深港知识服务业创新基地———南山知识服务大楼的建设，深获香港、台湾等地知识服务机构青睐，目前已

经有两家台资机构进驻，一批港资机构也即将进驻。 

  （三）创新空间资源优势。在全市普遍面临土地难以为继的紧约束形势下，南山区积极推行“两轮两翼”

产业发展战略和“三点一线一中心”商务发展战略，不仅使辖区产业结构调整度过了“阵痛期”进入到持续发

展的良性轨道，而且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腾笼换鸟，将一些低端落后企业淘汰出去，为知识服务业和高端服务

业发展腾出了更多的空间，一批重要的特色产业园呼之欲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西部通道的开通，南山与香

港的联系更为紧密，区内创新要素和香港已经产生互动效应和聚集效应。 

  （四）产学研资源优势。南山区聚集了深圳绝大部分高等学校和国家级科研院所，22个公共研发机构，40

个重点实验室，一批潜在的创新型企业，形成打造深港创新圈先锋城区的独有优势。尤其是包括清华研究院、

中科院等在内的科研院所，一批符合深圳产业发展和创新方向的专业研究机构和队伍，其研究成果与全市产业

发展需要有着极强的关联度和结合度。而且，这些资源在实践上形成了比较合理的梯度，容易与香港不同层级

创新资源实现对接。此外，包括20名院士、3000位博士在内的11万余名各类高素质人才更是不可多得的创新资

源优势。 

  二、打造深港创新圈先锋城区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缺乏深港创新圈先锋城区的功能和概念规划，没有形成标志性的核心区域。目前，深港创新圈先锋

城区还只是一个理念，要进一步推进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等作为配合。由于没有规划出一块

相对确定的区域作为先锋城区的核心区域，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目前的深港创新合作仍停留在“零打碎

敲”阶段，只是一个个具体项目在推进，且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创新圈先锋城区的整体效应并不

明显。 

  （二）区级政府没有纳入深港创新圈领导机构。为推进深港创新圈建设，市里专门成立了深港创新圈督导

小组，由市领导牵头，市科信局、贸工局等相关部门参加，但该机构缺乏区级政府参与，各区意见难以被及时

传递和有效吸纳，导致市、区联动不够，督导小组的督导效率和推介作用发挥并不明显。 

  （三）缺乏创业和安居配套环境支持。南山聚集了一批高端科研人才，包括从香港引进的人才，但缺乏针

对香港优势创新资源的产业支持，人才资源放大效应无法体现。同时，为港人提供服务的医院、国际学校、人

才公寓、商业服务等配套设施极为匮乏，导致香港高端人才创业、居住、就医、子女上学、工作和生活极为不

便。 

  （四）体制差异导致创新合作活动受限制。香港诸多资助计划只面向港资企业，且要求设计和研发工作全

部在香港进行。同样，在深港资机构不能在国家级别科技计划中单独立项申请863项目等，市中小企业资助计划



也不面对港资企业；深圳人到香港工作受限较多，申请工作签证的手续繁杂，而办理旅游签证的在港时间不超

过7天，且三个月只能签两次，这给两地人员频繁交流带来极大不便。 

        三、把南山区打造成深港创新圈先锋城区的几点建议 

  （一）科学规划核心区域。加强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把深圳西部硅谷定位为“深港创新圈”先锋城区的

重要载体，建立“香港技术转移孵化器”、“香港中小企业孵化器”、“香港大学生创业孵化器”等，承接香

港高校和研发机构的技术转移、香港中小科技企业向南山区的聚集，打造优势互补的特色产业创新基地，通过

各类创新资源和要素聚集，形成更为广泛的示范效应。同时，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和配套设施建设，努力把先

锋城区打造成深港创新圈的精品。 

  （二）赋予区级政府更多参与权。吸纳区级政府人员为深港创新圈督导委员会成员，充分听取区级政府在

深港创新圈建设尤其是在打造先锋城区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赋予区级政府在先锋城区建设方面更多的自主权。 

  （三）加大资金、人员和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在引进香港高端人才的同时，出台鼓励和吸引香港高校

毕业生来深工作的人才政策。一方面解决深圳高素质人才资源短缺的现状，另一方面使香港成为深圳高端人才

的培育基地和输出基地。派遣相关人员到香港企业和机构工作、学习，直接了解和掌握与国际接轨的企业运作

模式、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及高级管理人才优先发放“通行

证”，简化入港签注手续。选择深港创新圈合作计划中的某些科技合作项目作为试点，尝试建立深港两地资金

流动的特殊通道。借助香港行业协会的经验和力量，适当调整政策，赋予经济类行业协会更多自主管理权，发

挥协会联结政府与企业的纽带作用，拉动港企与深圳创新资源的互动。 

  （四）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强化高新技术企业和孵化器的产业化载体，通过大力支持南山区正在着

力打造的十大产业联盟，一方面与香港的创新资源形成互动，另一方面通过联盟形成特色产业的聚集。同时，

进一步深入调研，详细了解来深创业港人在深工作、生活情况，以及港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需求与发展等，

协调市、区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提供更为完善的配套服务，解决港人在深工作的后顾之忧。 

   

 

       （作者：黎拥华，南山区委（政府）办博士；王艳梅，南山科技事务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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