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科技大學走訪，能明顯地感
受到創業氣氛無處不在。多家創業咖
啡店均由學校出租給創業團隊，為他
們進行商業模擬訓練，其創業氛圍與
加州相似。學生們聚集在此進行腦力
激盪，頭腦風暴，碰撞出靈感火花。

北上創業近年來在香港高校也漸成
風氣。在經歷了2個創業項目後，28
歲的Charles 趙徐勃剛剛開始了他的
第三個創業項目——互聯網停車位搜
索。3年前在香港科大碩士畢業後，
他和幾個校友隨即到了深圳科技園創
業。在他的校友中間，20%的創業比
例，讓他們對創業習以為常，而在內
地高校畢業生真正創業的比例卻不足

5%。這些完全得益於香港高校和深
圳共同營造的對創業者極具吸引力的
土壤。港科大模式培育出了大疆科技
等一批成功企業，對校友們又是鼓
勵，給了他們成功的信心。

完善的創業激勵機制和配套設施更
讓創業者無後顧之憂。 香港科大本
身的創新創業中心即為孵化器，而港
科大深圳產學研基地是一個更大規模
的孵化器。準創業團隊在此註冊公
司，在孵化器辦公，開拓業務，成本
極低。此外，還可以得到學校教授顧
問團隊的指點，為創業企業指正方
向，積聚人脈，還可以帶頭向深圳市
等地方政府申請項目資金。

無人機、無人船、髮絲快速驗毒、冬蟲夏草等中藥提取……香港高校、人才和深圳業界的合
作已經在各界頻繁地開花結果。不僅在市場上有絕對佔有率的產品，而且在公益、社會效益等
多方面都有顯著成果。這些成果都是「香港研發+深圳製造」的模式孵化出的產品。
香港科技大學深圳中醫藥實驗室的首席專家詹華強教授多年來從事中醫藥研究，接受
記者採訪時，他卻感歎中國人在中醫藥方面的得益少之又少。從2011年開始，詹華強和
自己的學生團隊從化妝品領域入手，將燕窩成分提取出來加入到了面膜中，這一產品連
續9年在屈臣氏名列銷售冠軍，賣出逾50萬片。這給了詹華強和他的團隊足夠的信心。
產品在香港研發，在深圳龍崗生產，隨後推向兩地市場讓他們獲得了成功。
詹華強說，中國在中醫藥行業的進步亟需香港和內地合作共進，不僅能夠在市場上
競爭，也可以帶動內地中藥種植農戶收入翻倍，取得社會效益。

深圳科技創新委員會主任陸建接受本報採訪表
示，深港融合是大勢所趨，科技合作就是最好範
例，但目前兩地在人流、信息流、資金流等諸多
方面還存在障礙，未來兩地合作不能簡單「求加
法」，要實行真正的融合創新。
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人員流動、資金過境、

設備過境檢測等難題亟待打破。對於創新企業來
說，「一周一行」政策，科技人才離港不能超過183
天，資金設備無法過境等難題仍然是多方困擾。
深圳科創委政策法規處副處長陳穎介紹，對於
深港兩地合作的科研、創業項目來說，因外匯政
策規定，兩地資金仍無法自由流通。「香港項目
在深圳市政府獲得資金補貼必須要在深圳開設分
公司，才能解決資金流動困難的問題。但這樣又
涉及到兩地人員流動的問題。從前自由行的情況
下，尚有餘地。而目前的『一周一行』政策實施
後，深圳方的工作人員要到香港工作無法自由出
入，一周到香港一次之後，即便有緊急事務也需

要等到下周才能過去。」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涉
及深港兩地合作的企業大都表示「從自由行到
『一周一行』的政策讓企業陷入被動。」
除此之外，設備過境檢測也是企業和科研單位

普遍反映的難題，因為這一難題，同一個公司往
往需要在香港和深圳兩地買兩套相同的設備。企
業呼籲兩地政府能夠針對這些難題，在相應的政
策上對高新科技企業適當放寬，以便於兩地科技
界更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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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創業大眾創業」」在深圳在深圳系列系列

之優勢互補

「香港缺資金，深圳缺優質項目；香港有基礎科研優
勢，深圳有廣闊的市場和完整的產業鏈。」在香港

創業者王昕看來，香港和深圳的優勢互補，雙方協同合作對創業
者來說簡直是「天作之合」。從事語音搜索研究已經近10年，3年
前她在深圳創辦了現在的公司，從事語音搜索和大數據業務。王昕告
訴記者，1999年在香港科大讀書的時候就讀電子工程系研究語音識別和
語言處理。讀博士期間在外兼職，就萌生了創業的想法。在2011年她決定北
上，將創業的地點選在內地。在比較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之後，最終將公司
落在了深圳。

深彌補港缺陷 創新土壤吸才
創業初期，王昕的企業獲留學人員海外人才基金近60萬元

（人民幣，下同）人才補貼，南山區政府的30萬元資金和深港
產學研基地免費提供的場地讓企業順利生存下來。「語音實驗室
也符合深圳市政府的發展方向，所以後來發改委陸續又有500餘
萬元的資金補貼。」現在企業已經是一個擁有逾100名員工，年
盈利數百萬元的企業。在深圳市場車載語音識別、政府部門人工
客服等多個領域都有王昕公司的產品。
在王昕等創業者看來，香港的整體經濟過於偏重金融等第三產
業，對科技人才來說沒有吸引力，產業鏈配套、天使投資、模式
創新、創業輔導等創業土壤存在不足，而這些不足恰恰在深圳都
可以得到彌補。在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院長李世瑋看來，珠
三角地區是中國最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硅谷的地方；新一輪的創業
潮得益於深港兩地近年來的深度合作。

港校深設研院 人才大展拳腳
據了解，從1999年開始，港大、中文大學、科大等6所高校在
深圳建立了研究院和產學研基地，集中坐落在深圳科技園。這些
高校迄今為止都建立了多個重點實驗室，共培養了7,000餘名專
業人才。
2008年至今，深港創新圈已有8個創新基地、12個服務平台。
深圳科創委政策法規處副處長陳穎介紹，深港創新圈每年扶持優
勢項目12個，撥款5,000萬元，用於雙方的優勢創業項目扶持。
深圳形成了相當規模的產業集群和科技創新氛圍，不過在高校
資源和基礎科研方面卻非常薄弱，引進香港高校在深發展成為必然。在互聯網、新能源、新
材料等深圳市重點發展的科研領域，都有香港高校的身影。大疆科技、固高、幻音數碼等業
界知名企業，都是由香港高校校友創辦。

建天使投資商學院 培養企業接班人
深圳成為創業熱土，不僅創業者蜂擁北上，香港投資者亦「蠢蠢欲動」。香港企業家俱樂
部秘書長陳立文參與創建的香港紫荊厚德商學院11月在香港成立。陳立文介紹，雖然從資
金、人才、技術等環節都不輸內地，但香港的創業生態鏈卻不如北京和深圳等地。
「現在有一批投資人通過前海把內地資源導到香港，也很懂香港的運作方式，而香港科學
園的中小企業加速器也開始與前海對接起來，今年大概會有5家集中過去內地，香港未來可
以通過前海去接入內地市場。」他指出，今後會通過商學院的平台從每個環節與內地的創
投機構進行密切交流。學院的願景是最終打造成一個亞洲最具特色的投資實戰學院，培養新
一代優秀投資人與企業接班人。

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院長李世瑋接受記
者採訪時說，從香港科技大學建校之初，就立
志成為「中國的史丹福」。借鑒史丹佛的經
驗，科大在課程設置、創業競賽、平台建設、
成果孵化等創業過程有一條龍的扶持體系。
與深圳有合作項目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詹華

強介紹，科大專門為學生設置了創業輔導課
程，介紹內地、香港、台灣、美國等各地對待
創業項目的不同政策；其中30%的課程更有業
界知名企業家到學校講課。學生組項目團隊，
學校定期舉行「百萬元創業大賽」，獲獎的團
隊可以獲得資金、場地等創業支持，亦有機會
被教授推薦到深圳前海青年夢工廠等創業基地
獲得扶持；專注於創業的師生都可以獲得專門
的「學術假」和「無薪留職」的機會。
科大電子工程系教授李澤湘在深圳創辦固高

科技公司，是科大教授在深圳創業的成功典
型。他既是科大的科研扶持體系的受益者，也
是推行者。他為學校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的學
生開創的兩門新課程，「Introduction to

Electro-Robot Design」是工學院一年級學生的課程。旨在
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團隊合作意識，溝通能力和工程意
識，讓學生真正體會到學以致用的意義所在。第二門課程
是Robocon課程，該課程聚集了各種不同專業，不同年
級，不同背景的學生。在短短8個月的時間裡，學生們會
經歷從概念學習到做出機器人原型機去參加比賽的過程。
通過課程的培養，他們不僅熟悉了機械系統、電子系統、
軟件系統的設計，更學會了團隊合作和良好的溝通技巧。
為製造機器人，他們必須到深圳採購零部件，製造PCB板
和機械部件，從而了解熟悉深圳的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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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模式」威力初獲市場印證

港高校北上創業成風氣

深港深度合作障礙待打破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詹華強提取燕
窩成分並注入面膜，使該款於深圳
生產的面膜名列銷售冠軍。是「深
港模式」的成功典範。

記者何花攝

■■科大科大深圳研深圳研
究 院 院 長 李究 院 院 長 李
世 瑋 接 受 本世 瑋 接 受 本
報訪問報訪問。。
記者何花記者何花攝攝

■香港科技界人士到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究院參
觀與交流。 受訪者提供

兩地優勢合兩地優勢合 成全創業人成全創業人
港科研實力雄厚港科研實力雄厚 深產業鏈條完整深產業鏈條完整

佔全球70%份額的大疆無人機，連續9年銷量最高

的屈臣氏燕窩面膜，還有幻音數碼、固高科技……

這些科技產品、公司品牌，走過一條「香港研發+深

圳製造」之路，在這一輪科技創新創業浪潮中佔得

一席之地。

十多年來，香港科技人才在深圳找到了創業平

台，各個大學的科研分支機構遍地開花，從官方到

民間深港科技合作已經形成了成熟的科技創新產業

鏈，珠三角地區也被業界譽為中國「最有可能成為

下一個硅谷」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熊君慧、何花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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