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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在深港经济寻优合作中的作用  

作者/来源：汤山文  

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又好又快”，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方法就是“寻优”。“寻优”是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寻优发展是寻优合作的前提，寻优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寻优发展。共建深港地区“四大中

心”（全球性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中心）和深港创新圈，是深港各自寻优发展与

共同寻优合作的最重要目标。 

     一、深港经济优要素合作 

  深港之间具备优要素合作的基础条件。双方互为邻居，交通相连，初步形成半小时都市经济圈；双方拥有

大量的优要素资源；双方均积极鼓励知识经济的内生增长。深港经济优要素合作的优势条件包括：深圳市是

“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竞争力、综合生产率、人才竞争力处于国内前茅，各类创业型人才、专业人才资源

极为丰富，人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旺盛；高新技术及产品竞争力很强，高新产品转化能力强大；政府管理能

力、财力优势突出。香港拥有一个可有效利用和提升投入的全球性商业环境，资本、人才和知识技术具有高度

流动性，经济力量异常强大。在经济决定因素（ 生产要素与基础设施等）之外，策略性决定因素（制度与政

策）也居于全球前列。 

  深港共同致力对优要素的深度挖掘和全面利用，是深港经济寻优合作的最重要内容。 

  在非同一关税、非同一货币等体系下，深圳与香港之间尚不具备全要素合作或完全一体化的条件；另一方

面，双方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停滞不前。基于上述逻辑前提，本文提出了一个较新的概念———深港经济

优要素合作。 

  深港经济优要素合作是指，在深港之间尚未实现全要素合作等前提下，双方优先整合流动性较强、最具有

增值效应的知识、智力和技术等优要素，形成知识流、信息流、技术流和资本流高度集聚的带群，推动更多创

新生产要素因子在区内形成，促进创新优势与竞争优势的累积提高，形成更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经济与技术体

系。深港经济优要素合作，也可称为深港经济寻优合作。深港经济寻优合作与共建深港创新圈，在内涵和外延

上是一脉相承的。 

     深港经济优要素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度寻优合作，即要在制度安排上创造有利于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

体制环境和营商环境。智力寻优合作，即发挥各自拥有的知识、技术、人才等优势，形成知识、人才集聚高地

与技术创新系统。空间寻优合作就是主要按照功能一体化和产学研结合的原则，优化创新空间，共建“深港创

新圈”、“亚太区域知识与智慧集聚带”。产业寻优合作，就是围绕优势产业、整合优势资源，在现代物流、

国际贸易、高新技术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创意产业等方面实现优势共享、强强合作。 

  二、南山区的区位优势、要素资源优势有利于寻优合作和寻优发展 

  作为深港创新圈的先锋城区，南山区在深港经济寻优合作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南山区所拥有的区位优

势与要素资源优势，既有利于自身不断加快寻优发展，又非常有利于深港之间深入进行寻优合作。 

  首先，南山区的区位与环境优势突出。南山区是深港和珠江东岸区发展轴线上的关键节点，拥有最短半小

时的深港车距交通条件。环境优美，拥有华侨城、深圳湾红树林、后海及蛇口大南山等宜居的生态片区。高新

园区、高校片区、旅游景区和高档商务区、生活商业区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各种优要素、创新要素和优才、

创业人才等在这里可找到适宜的土壤。 

  其次，大量优要素集聚南山区。南山区历来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

重要的教育基地，在优要素资源拥有量等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南山区拥有大批企业家和科技创新人才，

聚集了包括3000名博士在内的５万名高科技人才；拥有深圳大学、虚拟大学园、大学城、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

院，以及全市65%以上的企业博士后工作站、50%以上的工程技术中心和90%的重点实验室，即将建成的南方科

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也在南山区。 

  南山区是深圳市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链、人才链和价值链。区内

聚集了12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超过1500亿元，拥有数量庞大的科技型、专业型的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六大产业群，包括：从移动通讯、程控交换到网络设备的通讯产业群；从配件、部件到

整机的计算机产业群；从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软件到系统集成软件的软件产业群；微电子及基础元件产业

群；自动控制、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群；从检验试剂、基因疫苗、基因药物到医疗器械的医药产业群。 

  第三，香港的各种优要素、创新要素等大多集聚南山。香港高校在深圳设立的产学研机构几乎全部在南

山。例如，香港中文大学通过在大学科技园建设产学研实体———深圳研究院立足南山，相关科研成果、专利



技术将转移到深圳孵化和转化。香港理工大学在深圳设立深圳第一家SPF级动物实验室，其中药药学及分子药理

学研究重点实验室还被认定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家中药研究国家级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将在

南山陆续设立生物技术、中药、电子信息和新材料等领域的实验室；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就是香港科技

大学的教授创立的高科技企业，该公司以各种运动控制器为核心，派生出各种专用控制系统、CNC数控系统、

先进教学实验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等，系列产品填补了国内相关行业的多项空白，综合水平达到亚洲乃至国

际一流。成功运行了多年的深港产学研基地，是由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市政府共同创建，成为具有

较强竞争力的科技成果孵化与产业化基地、风险基金聚散基地、科技体制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引进基

地。 

  三、进一步发挥南山区在共建深港创新圈中的优势 

          第一，从制度安排、部门设置等方面为共建深港创新圈提供有力保障。 

  通常来看，某一区域的创新系统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地区机构、工业结构和公司个体。地区机构比

如大学、研究院所、政府部门以及专业技术协会、俱乐部等。工业结构则指某些产业部门或产研环节，第三个

层面则是公司内部组织。在任何一个创新圈（或创新空间）内，知识与技术、智力与人才等优要素、创新要素

资源既要拥有适宜生长的土壤、便捷的沟通平台和传播通道，更要拥有可靠的支援与服务。只有在强大的制度

安排下，才能保障这种可靠的支援与服务，而政府通过常设的部门或工作委员会，才能更好地把制度安排、制

度保障落到实处。 

  因此，建议南山区成立推动自主创新和深港创新圈工作的常设机构和专责部门。例如，以南山区委、区政

府或其它政府部门的名义，发起并正式成立“南山区自主创新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创新委”）。“创新

委”是一个半官方组织，成员既有深港两地、全国及海外的政府官员，也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专才，甚至普通

市民等。“创新委”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职责是，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全面地研究制定并适时推出一系

列鼓励支持在南山区进行自主创新、共建深港经济圈、推进深港寻优合作的各种制度、规划和后台支援系统，

在组织、规划和管理目标上为全面推进南山区的自主创新、共建深港创新圈等建立起长效机制。 

          第二， 从资金安排、金融服务等方面提供先导性的、强大的支持。 

  对各种自主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法规、金融服务等后台支持，是构成创新环境的一部分。启动资金、现代金

融服务等是创新活动正常和持续进行的重要保证，多渠道的创新资金投入与退出体系也是区域自主创新系统的

关键环节。 

  建议南山区通过与海内外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等紧密联系，共同发起成立类似“南山创新基金”这样的金

融服务机构。“南山创新基金”可包括三个子基金，一是“南山创新天使基金”，为处于萌芽状态的自主创新

思想、创新人才、创新技术等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等；二是“南山创新产业（技术）基金”，为处于成长

期的、具有一定成熟度的技术、产品提供支持与服务；三是“南山创新文化基金”，为各种推动创新的文化活

动、创意策划、创新研讨会等提供支持与服务。“南山创新基金”的管理运作等工作，要在“创新委”的指导

下，与专业的投资基金、第三方智囊、第三方评估等协同进行。 

  第三，围绕创新制度、智力与人才、创新空间与优技术、优产业等，每年定期开展广泛的“内部寻优”活

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形成鼓励创新的环境。 

  每一年度或每半年， 坚持在全区范围内展开类似“自主创新与南山新优势”的调研与考察活动，聘请第三

方研究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相关研究报告。同时，在“创新委”的指导下，根据一定规则，通过第三方评

选，在全区范围内“寻优”，然后进行表彰并向社会公布。例如评选出“南山自主创新年度人物”、“南山自

主创新年度新技术（项目）”、“深港创新圈南山先锋”，等等。另一方面，将“内部寻优”活动与寻优合

作、共建深港创新圈的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以百川汇海之势打造区域创新体系。 

  有了一个专设的机构，就有了强大的制度保障，有了政府引导基金和投资基金的支持参与，就有了专业的

后台服务和金融支持，通过“寻优”、“选优”并公开表彰，既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氛围，又以实际行动鼓

励、支持了先行者，带动、启发了后继人，从而全面地推动南山区的自主创新与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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