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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灣區創
業手冊 之八

逢周一刊出

智能硬件天堂 創客集聚之地

「中國電子第一街」華強北在智能硬件領域創業者眼中，被

描述為「24小時內可以買到任何創意所需全部硬件」的奇跡之

地。全球最有競爭力的產業鏈和成本優勢，亦使華強北的動靜

成為了市場的風向標。《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和中央

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政策出台後，

深圳加快了產業升級步伐和創新資源的培育。深圳華強北正在

成為大灣區智能硬件產業創新源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今年6月，香港創業者林芳同合夥人將公司從香港搬到了華強北。在此之
前，她已在香港創業5年，但公司始終無起色。瀕臨失敗的當口，今年初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給了她希望，兩人決定到深圳一試身手。

香港創客深圳試水
在電子行業工作20年，林芳原本對創業自信滿滿，5年前在香港創立了盈熹

科技，開發無人機的遙控設備。但很快，她就感受到了創業的壓力，因為香港
產業配套不齊，物流成本高昂，政府相關服務效率不夠高等因素， 5年間她的
公司始終無起色。為此她不斷尋找原因。「因為擔心我年紀大了，跟不上產品
的潮流，特地找來了年輕的合夥人。他剛剛從約克大學畢業不久，對產品創新
有着很多想法，但還是奏效不大。我們不斷要到內地工廠出差，初創期的利潤
常常被高昂的成本擠掉。」林芳作出了北上的決定。
家住荃灣的林芳，如今每天從香港來到深圳上班，單程要1個小時。從香港

坐地鐵到皇崗口岸，通關後轉深圳地鐵7號線，直接到華強北曼哈創新中心。
林芳每天往返。「已經很快了，從荃灣到中環和柴灣都不止1個小時。」她坦
言，相比於在香港，華強北的優勢顯而易見。

經營成本香港一半
林芳為香港文匯報記者算了一筆賬。初創期缺乏資金，公司每筆開銷她都記

得一清二楚。「這裡兩間辦公室，大約60平米，租金是14,000元人民幣，但
這裡有公共會議室、公共圖書館、打印機、咖啡機、實驗設備，甚至健身器
材。綜合起來經營成本不到香港的一半。」
「從iPhone手機到比特幣礦機（賺取比特幣的電腦，下載軟件然後運行特定

算法，與遠方服務器通連接可得到相應比特幣），無論什麼類型的產品，1天
之內都能夠在華強北找齊所有部件並拼接出產品，而且成本比原廠生產更
低。」林芳強調， 香港創業者北上，深圳有着灣區其他地方不可比擬的優
勢。地鐵直接接駁，通關效率高，物流成本低，且產業鏈齊全。在華強北，任
何創業者的創意產品，不僅當天就可以打板拿貨，而且任何環節都可以單獨實
現外包，成本較低。

智能硬件大有作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華強北地區目前電子和智能硬件產業從業人數達到

22萬，企業和個體商戶超過4萬家，日人流量達50萬至80萬人次，年交易額
達到了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不僅是全國規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
產品種類最齊全的電子產品交易集散地，同時，也是大灣區內智能硬件領域創
業者集聚的地區、智能硬件領域的創業天堂。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說，華強北的電子和智能

硬件產業向來就是深圳的優勢產業，如今華強北也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智能硬件創新
源頭。這裡聚集了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智能硬件創業者，產業鏈齊全，綜合成本低。
張玉閣強調，產業優勢和環境優勢相得益彰，就會推動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自然就會吸引全世界的創客。未來大灣區的智能硬件產業還將有大作為，智慧
城市、5G、物聯網等都以智能硬件為基礎，在未來的競爭中還將湧現大量的
市場需求和機會。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服務對象：2013年12月由前海管理局、深圳青聯和香港青協三方發起成立，是服務深
港及世界青年創新創業，幫助廣大青年實現創業夢想的國際化服務平台。

創業項目：夢工場以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及專業
服務為重點，已孵化創業企業近200家。

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2013年成立，位於南山智園，面積2,000平米。

服務對象：20歲至40歲的香港公民、香港高校留學生、來深創業者。

創業項目：具有一定研發能力的科技企業或創業服務公司。目前入駐企
業超過20家。

深圳華強北國際創客中心：

服務對象：全方位服務創業者的綜合創新創業生態平台，1期建築
面積5,000平米，位於華強廣場B座7樓空中花園。

創業項目：主要優勢產業為智能硬件、機器人、可穿戴設備
等，對接智能硬件全套產業鏈。

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工場：
位於河套地區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服務對象：為來深創業的香港、澳門青年提供創業孵
化、住宿、培訓、交流、政策指導、城市融入等完備
的服務。場地面積近3,500平米。

創業項目：目前已入駐孵化企業30家，涵蓋人工
智能、生物醫療、物聯網等領域。

寶安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2017年12月成立，位於寶安區海船
大廈，基地首期面積5,000平米。

服務對象：深港澳青年。

創業項目：以文創、科創為核心的創
新創意園，通過「自成一格」的創
意理念，打造「網媒+電商+實體
店」的手工創作產品平台，「線
上和線下」組合而成的品牌平
台。同時，創業基地還以
「展覽館」的形式展示港澳
等地青年的文創作品，為
創新創業青年提供創意
工作空間、生活空間和
後勤保障空間等配套
服務。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何花

電子及智能硬件：多集中於福田區華強北。

黃金珠寶：深圳珠寶產業佔全國70%以上份額；黃金珠寶企業40%聚集在
羅湖水貝。

時尚服裝：聚集於福田泰然工業區、羅湖水貝工業區、寶安服裝基地。

鐘 錶：光明新區鐘錶基地、坪山鐘錶創新產業基地。

眼 鏡：橫崗眼鏡產業園。

高新技術產業：深圳高新技術產業園、深圳軟件基地、深圳天安
雲谷產業園。

文化創意產業：羅湖國家動漫畫產業基地、中芬設計園、田
面設計之都創意產業園。

現代物流業：前海灣保稅物流園區、鹽田物流園區、大
空港航空物流園、平湖物流基地、華南物流園。

金 融：福田CBD、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深圳灣總部基地等。

生物製藥：南山高新技術產業園、坪山國家生物
產業基地核心區、大鵬國際生物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優勢產業聚集情況

重要港澳青創基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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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熹科技落地深圳已經一個季度，目前林
芳接觸了四、五個內地的客戶，對方對產品
的接受程度比較高。今年公司有望達到500萬元
的營收，依據目前的發展勢頭，林芳將明年的營
收目標定在了2,000萬元。

林芳：來內地比去國外更容易
40歲出頭的林芳坦言自己其實已經很難跟上深圳

日新月異的發展速度。為此她特別感慨地說：「內
地大量的機會，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真的希望香
港的年輕人不要錯過這樣的機會。」對於未來想要來

到深圳創業的香港
年輕人，林芳強
調，初期的不適應
是肯定的，會經歷
一個階段的過渡
期，在經濟環境、
文化心理等多方面
都要適應，但香港
人畢竟是中國人，
來到內地比去國外

其實更容易，香港年輕人應該主動想辦法適應內地的
環境，經歷過適應期後，與在香港工作並無差異。

黃卜夫：物流通達灣區各工業區
相比本土香港人，身為香港新移民的黃卜夫從上

世紀90年代上大學時期就對深圳華強北非常熟悉。
在香港中文大學機械系讀書期間，黃卜夫就每周與
同學來到華強北「淘貨」，便宜又齊全。在工作了
十多年後創業，黃卜夫毫不猶豫選擇了華強北。
黃卜夫創立的易視智瞳科技有限公司從事機械手

臂人工智能視覺識別。他為香港文匯報記者解釋
到，相當於在工廠生產線的機械手臂上裝上「眼
睛」，通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使機械手臂在為手
機等3C產品（Computer、Communication、Con-
sumer Electronics）元器件點膠等環節更精準，極大
提高產品合格率。
「易視智瞳的大量客戶都在大灣區，華強北既能

夠方便地通達大灣區內各個工業區，相比香港又有
着物流成本優勢。」黃卜夫說，未來港人如果從事
智能硬件方面的創業，「不用猶豫和比較，直接來
華強北，一定不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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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盈熹科
技公司創辦人林
芳。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花 攝

華強北：

電子科技大廈：90元/平米

賽格商務中心大廈：100元/平米

華強廣場 70元/平米

南山科技園區：

深圳灣科技生態園（一期）：128元/平米

深港產學研基地：110元/平米

南山軟件園：118元/平米

河套（福田保稅區）：

英達利科技數碼園：75元/平米

長富金茂大廈：158元/平米

長平商務大廈：120元/平米

■■華強北創客中心內的機華強北創客中心內的機
械人項目械人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攝

■香港盈熹
科技公司創
辦人林芳與
員 工 在 工
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何花 攝

■華強北街景。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花 攝

▶智能硬件產業是深圳的優勢產
業，這一產業與物聯網、5G等相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

深圳

深圳辦公租房成本

■參觀者體驗意念控制無人機，通過眨
眼睛可以觸發無人機拍照。 受訪者提供

直接來華強北 一定不會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