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港科研合作歷程
•由港商譚偉豪創辦的深圳
權智有限公司與中國科學
院合作，研發出 「快譯通
」 產品

•香港六所高校
相繼在深圳成
立研究院

•深港兩地政府
簽署《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
、深圳市人民
政府關於 「深
港創新圈」 合
作協議》

•深港兩地政府
簽署《落馬洲
河套地區綜合
研究合作協議
書》

•福田保稅區更名為深港科
技創新合作區。同年11月
，合作區深圳園區首批11
個項目集中開工

記者何花整理

•首個深港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
在深圳南山雲
谷創新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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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港科大
建聯合實驗室，研究領域包

括先進無線通信系統、4G、
5G+無線系統核心科技及機器學
習算法

合作方：港理工
建先進計算系統與網絡光互

連聯合實驗室，研究領域為高傳
輸容量光通訊及先進計算系統

騰訊
合作方：港科大

建計算機感知與智能控制聯
合實驗室，研究方向包括機器學
習基礎理論與基礎算法研究、計
算機感知與智能控制研究

合作方：港大
建計算機科學系金融技術與

區塊鏈實驗室，共同研發金融科
技項目

合作方：港科大
建生物科技研究

中心，研究方向包括
抗衰老生物學、自動
化醫學成像及影像分
析、機器學習與醫學
輔助診斷，以及海洋
基因組學

記者何花整理

華為 華大基因迅雷
合作方：港科大

建區塊鏈聯合
實驗室，重點研究
區塊鏈加密技術，
以及區塊鏈在雲計
算、新零售等領域
的應用

▲華大基因推動基因科技普惠民生
網絡圖片

深圳經濟特區8月26日迎來建立40周年。40年間，從敢
闖敢試到先行示範，始終站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創造
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等多項奇跡。40年後，深
圳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機遇，朝着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方向前行。大公報今日起刊發系列專題報
道，聚焦深圳特區40年來，在深港科研創新、跨境交通、
規則銜接所做探索，以及港商、專業人士、跨境家庭等在時
代變遷中的點滴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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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自主研發 帶動代工升級 福田1號通道促進跨境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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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科技發展真正開始應該是在90年
代初，當時遍地港商，對高新技術人才的需求是
港商最早提出來的。」 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會長
、原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長張克科受訪說，深圳高
新科技發展與香港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2000年後，港科大、港中大等高校進駐深
圳，為深圳解決最初的科技人才緊缺難題；這
批科研人士也成為深圳高新科技發展的先鋒部
隊。

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肇始於代工模式的升
級。張克科回憶，90年代初，深圳遍地代工廠
，其中多為港資。香港時興的電器風靡內地，款
式更新換代迅速。其中，大量港資企業謀求轉型
，籌劃進行產品的自主研發。

1993年，由港商譚偉豪創辦的深圳權智有
限公司與中國科學院合作，採用中科院的漢字識
別和轉化輸入技術，研發出 「快譯通」 產品。 「
『快譯通』 迅速風靡內地市場，很多人看到了與

科研機構自主研發產品的市場空間。」 張克科回
憶，自此之後，許多深圳企業提出更多對人才的
需求。深圳官方隨即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尋求人才
引進，最早將目光放在香港。

從1990年代
初開始，張克科
見證兩地科技合
作的重要歷程。
「深港科創合作

並非一直都
是一帆風順
的。深港科
技合作幾經波
折，卻始終艱難
推動，原因就
是因為兩地都
有共同的發展需
求。」

繼深港產學研基地後，由落馬洲河套 「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 和深圳河北側毗鄰河套 「深方
科創園區」 組成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成為
兩地科創合作中又一里程碑。大公報記者採訪

中，兩地科研界
人士均對這一區
域報以巨大期待
。香港高校多位
教授受訪表示，

這一區域完
全可以看作
「香港校園

的延伸 」 ；
希望河套地區能
夠真正從體制機
制方面進行創新
探索。

「目前在大

灣區範圍內，內地城市與香港的合作還僅限於共
同申請科研基金，攻關科研項目等表層合作。大
灣區內科研合作遠未達到從深層次激發源頭創新
的程度。合作區這麼便利的條件，如果不能從兩
地制度銜接方面突破，就浪費了這個地理位置。
」 香港城市大學機械工程系副教授陸洋受訪表示
，城大多名教授都有意願到合作區工作，希望能
在這一區域實現港人港稅，區域性通關自由。

深圳相關部門透露，合作區深圳園區方面已
進行相關探索。近日福田保稅區 「1號通道」 獲
准向科研人員開放。 「1號通道」 是連接落馬洲
和福田保稅區的專用出入境通道，在皇崗口岸
處接駁落馬洲大橋直通香港。目前，合作區內
首批科研機構和車輛 「白名單」 已形成。其中
，科研機構包括香港5所高校的7個項目，76
名人員和20個車輛。未來，深圳將嘗試申請 「1
號通道」 成為合作區跨境專用口岸，探索 「一地
兩檢」 。

深 圳 特 區深 圳 特 區 4040年年

▲深港產學研基地自1999年創建以來，為深圳
創新科技及高新技術產業化發展注入活力，左
圖為建設中，右圖為建設完成 受訪者供圖

飛速發展

•由深圳市政府
、北京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三方攜手在深
圳高新技術產
業園共同創建
深港產學研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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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兩地合作始於商貿，
「前店後廠」 模式後期，一批

從事電子元器件拼裝的港企，
開始探索產品自主研發。深圳
對科技人才的需求，與香港對
產業轉型的需求一拍即合，兩
地開始謀求合作。經歷從政府
到民間的探索，兩地科創合作
從大學間打開窗口，先後合作
創辦深港產學研基地等示範園
區；孵化大疆、固高、商湯科
技等一批知名企業，大量香港
科技成果來到深圳轉化成為終
端產品，成為深圳率先在大灣
區建造智慧城市的強大推動力
。目前港科研人士北上，已由
最初的開設實驗室，延伸到產
學研一體化合作。未來在大灣
區框架下，兩地科研合作將從
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改革，形成
新生態。

大公報記者 何花

「20年前，我第一次來深圳交流的時
候，深圳還沒有什麼高新技術企業。」 作
為第一批北上深圳的香港科研人，劉軼20
年來經歷了身份的多重變化。從香港科技
大學講師，到深港產學研基地深圳市智能
媒體和語音重點實驗室主任，再到深圳市
北科瑞聲科技公司董事長。他笑談， 「自
己完整經歷了一項技術怎樣從香港實驗室
來到深圳普通人的生活中。」

港科大AI語音辨識拔頭籌
「其實北上的目的非常簡單，每一個

工科人都想把自己研究的東西變成產品，
學以致用。」 劉軼團隊是全國較早從事人
工智能研究的團隊之一。彼時，全國範圍
內也並沒有多少人明確知曉 「人工智能」
這一概念。帶領着來自香港科大的智能語
音識別技術團隊，2008年，劉軼在深圳創
辦北科瑞聲。劉軼解釋， 「北科瑞聲」 的
名字蘊含了深港合作的意義。深港產學研
基地作為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深圳
市政府三方合作的首個標誌性項目，其基
地孵化的企業名稱均為 「北科系列」 。 「
北科創業」 和 「北科瑞聲」 是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企業。

「我們的產品最開始把人工智能技術
用在車載電子產品，香港市場也很小。」
他說，工科研究需要數據樣本和產業環境
，香港並沒有那麼大的應用市場和空間，
香港的工科人都急需向外拓展。而當時剛
剛經歷經濟轉型陣痛期的深圳，則急需高
新技術人才。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會長、
原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長張克科回憶，毫無
技術含量的 「代工模式」 遭受衝擊後，深

圳經濟必須向高新科技轉型，也同樣面臨
人才短缺的問題。2005年前後，深圳市政
府部門的一批批官員南下香港幾大高校做
交流，希望將香港的人才引導到深圳。

與很多初創企業一樣，北科瑞聲創立
初期面臨着資金短缺、場地短缺、人才短
缺的難題。 「很慶幸我們來的是深圳，依
託深港產學研基地。我們的技術恰如其時
進入內地市場，契合了人工智能技術的應
用趨勢，也搭上內地經濟轉型的快車。」
香港科大博士、北科瑞聲董事王昕透露，
基地為公司提供了最早的辦公場地和實驗
室，並幫助企業招聘到大量享受政府補貼
的高層次人才，為企業解決最初發展的各
項難題。目前，公司的人工智能語音識別
技術服務用戶超過1億。

與華為騰訊拓全方位合作
「科大最早響應深圳市引才北上的策

略。我們這些科大校友也享受到了深圳經
濟發展的紅利。」 王昕舉例，從最早期的
固高機器人，到後來的大疆無人機，都是
香港科技北上後的成果。同時，企業壯大
後也為科大人才提供實訓基地。

目前，港科大已與華為、騰訊、大疆
等深圳知名企業形成從科研實驗、人才培
育到產業轉化的全方位合作鏈條。 「華為
在港科大設立聯合實驗室。華為將業界面
臨的難題提給科大，雙方共同攻克。同時
，華為和科大簽署人才培育協議，定向為
華為培育複合型人才。」

求新求變圖強
GDP高速增長
記者
手記

深圳特區短短40
年，經歷了從農業到
工業，再到高新技術
產業的轉變。經濟發

展日新月異，為世人詮釋了 「深圳
速度」 。求新求變之中，深圳對發
展高新技術產業卻一以貫之，堅定
不移。大公報記者在採訪中，多名
香港科研人士強調，深圳多年來對
高新技術不遺餘力的投入已見成效
。近年來，深圳GDP高速增長，擺
脫 「山寨」 之名，都得益於高新技
術對經濟轉型的推動。

在採訪中，原深圳市科技局副
局長張克科完整回憶自己曾參與推
動深港科技合作的關鍵事件。從
1995年深圳確立發展高新技術到
2005年提出深港創新圈，深圳市政
府與香港官方和民間不斷磨合交流
，從政府間合作的局限性到民間廣
泛參與的積極響應，兩地合作幾經
磨礪，但始終在向前推進。其中，
不乏原港科大校長吳家瑋、時任深
圳市副市長劉應力等關鍵性人物的
推動，更重要的是深港兩地在科技
合作方面所形成的共識。

兩地科技合作最初深圳熱、香
港冷。現在，兩地逐漸形成資源互
配的共同體。香港科研需要借助深
圳進行轉化，而深圳也需要香港的
基礎科研力量激發創新源動力。經
過十多年高速發展，深圳已成長為
全球產業鏈中重要的一環，成為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
未來，深圳科創的視野將不再局限
於與香港合作，而是集全球創新而
為我所用。唯其不變的，仍是對高
新技術的堅定追求。

▲2019年深圳高交會上展示的
VR體驗 「蛟龍號」 載人潛水器
應用華為5G技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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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年來，受高新科技等產業快速增長的推動，經濟保持高速發展。圖為在2018
年8月於深圳會展中心舉辦的第四屆智博會上，與會嘉賓參觀華為城市大數據運營中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