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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 會長
深港產學研基地 副主任

06.03  2011         香港

張克科

深港區域合作
我才大有可為

重要領域推進

戰略性新興產業

•信息網路基礎設施、
新一代移動通信、下
一代互聯網核心設備

•三網融合、物聯網、
雲計算；
•積體電路、新型顯示
、高端軟體和伺服器；
•數字虛擬、文化創意

•高效節能技
術裝備及產品；

•資源迴圈利用；
•先進環保技術
裝備及產品；
•廢舊商品回收
利用；
•煤炭清潔利用

•生物技術藥物；
•新型疫苗、診斷
試劑；

•化學藥物、現代
中藥；

•生物醫學工程；
•海洋生物

•航空裝備；
•空間基礎設施；
•衛星及其應用；
•軌道交通裝備；
•智能製造裝備

•核能
•太陽能光伏
•風電及設備
•生物質能

•新型功能材料
•先進結構材料
•高性能纖維及
複合材料

•共性基礎材料

•動力電池
•純電動汽車
•電子控制
•插電式混合動
力汽車

支柱產業

先導產業

國家推進七大新興產業

1

深港科技合作
新使命
國家國際視野下的深圳香港

科技資源

創新平臺
核心研
發團隊

先行先試

聚合空間

區域創新體系

為城市發展提供科技資源（資訊

化）,ICT網路資訊互聯網國際平臺

為科技服務業發展提供創新平臺（前

海、南山大沙河）

為產業發展提供核心研發團隊

（大學和產學研合作）

為國際競爭和區域龍頭提供聚合空間

（特區一體化，落馬洲河套）

為國家提供未來發展的路徑先行先試

（優質生活、創意文化、高端服務業）

未來科技合作新使命的判斷

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2

深港兩地合作
空間推進演變

3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蛇口—羅湖—廠房—工業區由點到面

由北上到南歸

由向南到望北

由橋樑到堡壘

寶安龍崗—東莞惠州
—深圳高新區—福田CBD

維多利亞填海—沿深圳邊界開放

鹽田港—西部通道—國際機場

20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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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兩地合作
空間推進演變

福建
江西
湖南
廣西
海南
廣東
雲南
貴州
四川

香港 澳門

粵東粵西粵北

珠江三
角洲

大珠江
三角洲

環珠江
三角洲

泛珠江
三角洲

深港科技合作資源佈局示意圖

深港創新圈

4

深港兩地產業合作
升級提升

單邊利用 特色利用 互補發展 互動交流 共建共用 要素共生

供港鮮活、水、菜

單邊利用

三來一補

特色利用

轉口貿易

互補發展

人才、資金、管道、物流、市場

互動交流

研發、法律、服務

共建共用

市場機制、投資環境

要素共生

50’s-70’s

80’s

90’s

00’s

10’s 

2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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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兩地產業合作
升級提升

香港轉移---模具、鐘錶、珠寶、服
裝、傢俱、工藝品禮品、電子元器件

互聯網、生物、新能源、新材料、
文化創意、新一代資訊技術

高新技術、金融、物流、文化

金融、航運、貿易、物流

創新科技、教育、創意文化、醫療、
檢驗檢測、環境保護

提升傳
統產業

新興戰
略產業

四支柱

四支柱

六新生

一目標

單邊利用、特色利用、互補發展、互動交流、共建共用、要素共生

優質生活

香港

深圳

6

六大產業基礎和優勢分析

六大產業基礎和優勢分析內容

p嚴緊的認證制度；本地的測試及認證企業均有良好聲譽，並有龐大
的內地市場，有條件應付來自國際其他測試及認證品牌的競爭

p有能力吸引周邊地區居民使用本地的醫療服務

7

p創新科技方面，具備優良的軟體和硬體，可利用珠三角地區的生產
優勢，和內地龐大的市場，為科研成果提供規模效益

p香港中西文化薈萃，創意人才濟濟，又有完善的智慧財產權法例保
護創作，內地也可成為香港文化創作的龐大市場

p提供兩文三語環境及國際認可的課程，對高等教育作出巨額投資，
研究經費及學術設施達國際水準，教育作為產業，有很大發展空間

p企業污染防控經驗豐富，也善於把環保技術商業化。內地近年致力
處理環境污染，也為本港的環保科技提供無限商機

制度 聲譽 品牌 服務

優良的軟體和硬體 規模

效益 中西方文化薈萃

人才濟濟 智慧財產權法

例保護 龐大市場 經驗

兩文三語的環境 高等教

育 研究經費 學術設施

國際水準 發展空間 技

術商業化

香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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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專案影響
落馬洲河套

8

高等教育=高科技研發+創意+人才聚集

1

高新科技研發=高等教育+創意+高端服務支撐

2

文化創意產業 =高等教育+科技創新+國際化氛圍

3

p 國際教育樞紐，特色專業院系所，more than one

p 科技金融、智慧財產權登記交易、科技服務支撐

p 旅遊、演藝、展示、會議、國際賽事

分析:  產業要素

核心產業

重大專案影響

培育參與全球競爭新優勢
1

以現代服務業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2

打造粵港澳合作新載體，提升區域
合作水準

3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探索深化與
香港合作的新途徑

4

發揮深圳經濟特區改革開放、先行先試
的引領作用

5

前海開發目標

9

前海開發
規劃總體佈局

一條中心線

九個核心區

六個輻射區

重大專案影響
深港一河兩岸全流域視角

10

重大規劃綱要

珠江三角洲五個一體化
規劃分近期、遠期兩個目標,近期規劃目標

到2012年,遠期規劃到2020年

五個
一體化

環境
保護

城鄉規
劃

基本公
共服務

產業佈
局

基礎
設施

繼續實施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1

深化粵港澳合作，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2

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
中心地位

3

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4

重點包括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前
海發展、廣東先行先試對香港服務業開放市場、各
跨界基建發展、粵港澳優質生活圈，以及現代流通

經濟圈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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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領域產業化導向深入

大規模產業化階段:生物醫
療、生物醫藥、生物農業、
生物能源、生物製造、生物
環保

新興產業群形成

全球生物產業銷售額幾乎每5年翻一番，增長速度是世界經濟平
均增長速度的近10倍。預計到2020年，生物醫藥占全球藥品的
比重將超過1/3，生物質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費的比重將達到5%
左右，生物基材料將替代10-20%的化學材料。

生物產業將成為繼資訊
產業之後未來全球經濟
社會發展的又一重要推
動力

重要推動力

13

第四次
醫學革命

第二次
“綠色
革命”

第三次
化學工
業革命

可再生
能源發展

生態環境
修復

醫學生物技術

農業生物技術

工業生物技術

能源生物技術

環境生物技術

生物科技引領新產業革命
醫學、農業、材料、能源、環境

14

深港合作基礎產業
生物產業

1

2009年2

3

2005年

2011年

地理優勢

深圳被國家發展改革委認定為第一批國家生物產業基地，生物產業已被納入
國家總體發展佈局

深圳率先制定新興產業振新規劃，生物產業列為三大戰略性產業之一

通過十二五發展規劃，進一步明確了產業發展的目標和實施路徑

Ø 深圳毗鄰香港，有條件借助香港的生物醫藥科技研發優勢、國際金融中心的專業服務優勢，加快
生物產業發展。

Ø 南中國海具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多樣性資源和良好的海洋生物棲息環境，深圳是該地區唯一的濱海
國家生物產業基地，具備發展海洋生物產業的優越條件。

發展規劃

15

深圳生物產業基礎
產業規模全國居前

2008年，深圳生物產業銷售收入358.5億
元，產業規模位居國家生物產業基地城市
前三位元

生物醫療設備、生物製藥產業規模全國
領先；銷售收入過億元企業61家，過10
億元6家。

一批企業已成長為我國各專業領
域自主創新的龍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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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生物產業基礎
自主創新特色明顯

國內第一
個/台

世界第一
個/張

生物工程
一類新藥

醫用核磁
共振診斷儀

彩超

伽瑪射線
治療系統

基因治療
新藥

亞洲人
基因圖譜

截至2008年底，
深圳共有19個生
物專案被列入國
家高技術產業發
展計畫，位居全
國前列。

17

深圳生物產業基礎
生物醫療設備產業優勢突出

生物醫療設備產品技術含量高、品種齊全、出口比重大、產業配套能力強，產值
約占全國的10%、廣東省的50%。

我國最具影響力的生物醫療設備產業集聚地、大型精密醫療設備和醫用電子儀器
設備的重要研發生產出口基地。

18

深圳生物產業基礎
產業化條件不斷優化

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核心區的建設

降低了中小生物企業創
新創業成本

完善了生物產業成果轉
化條件

保障了大型生物產業化
項目的用地需求 生物醫藥企業加速器、生物

孵化器的建設

一批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

19

深圳生物產業目標

核心目標 將深圳建設成為我國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產業基地

基本原則 自主創新 國際合作 集聚發展 重點突破

優勢領域 生物醫療 生物醫藥 生物農業 生物環保

主要任務 提升自主
創新能力

加強產業
國際合作

擴大產業
發展規模

推動產業
重點突破

促進產業
集聚發展

構建產業
支撐體系

2015年目標：世界知名、國內領先的國家生物產業基地



2011/6/3

6

20

深圳生物產業發展重點

新型生物體外
診斷檢測產品

幹細胞產品

生物醫療領域

新型疫苗

生物醫藥領域

多肽類藥

生物農業領域

生物環保
產品生產

再生利用
技術研發
和產業化

生物環保領域

生物基高分
子新材料

生物製造領域

生物基綠
色化學品

生物能源領域

生物柴油

生物質
發電

綠色農用
生物製品

生物保健
產品

21

深圳生物產業發展重點
產業重點突破工程

積極承接生物領域重大專項

1

①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綱要提出的重大新藥創制
②愛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
③轉基因生物新品種
④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

穩步實施產業重點突破專項

2 生物醫療設備、組織工程與幹細胞、體外診斷檢
測產品、生物藥、化學藥、中藥、生物農業和生
物環保

22

深圳生物產業發展重點
產業國際合作工程

吸引國際風險投資 鼓勵海外上市設立研究機構 引進海外人才

推進深港傳染病研究中心、深港創新圈互動基地、深港創新圈企業孵化器等生物創
新基地建設，搭建深港基因組學個體化醫學研究中心、深港人才培訓與交流平臺等
服務平臺，實施食品及藥品安全專項、愛滋病防治專項、智慧財產權專項等重大專
項，推進建設香港城大（深圳）生物和動物醫學中心。

以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物產品為重點，對生物企業申請美國FDA
認證、世界衛生組織認證及其他國際市場准入認證，

開展生物產品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或申請國外註冊給予支持。

拓展國
際市場

加強深
港合作

開展國
際合作

23

深圳生物產業發展重點
產業集聚推進工程

建設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核心區

建設生物醫藥企業加速器

優化提升生物產業集聚區

推進建設生物產業專業集聚區

適度擴大孵化器建設規模

在坪山新區，建設集總部、研發、生產、產業配套和生活配套
於一體的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核心集聚區

完善產業集聚環境

搭建公共技術支撐平臺，降低中小企業創新創業成本

重點支援生物產業工程實驗室、重點實驗室、企業研發中心建設

創新孵化器管理體系和運行機制,提高孵化器內企業的
成活率和成功率。

建設產業化集聚區，通過各集聚區優勢互補、錯位發展，
形成各具特色的產業佈局

完善生物產業的金融、保險、評估、會計實務、財務管理、研究
開發、成果評定、技術轉讓、產品認證、人力資源等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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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生物產業發展重點
人才保障

對生物產業創新人才予以資助，鼓勵生物產業創新人才
申報產業發展與創新人才獎和高層次專業人才認定

支持生物企業、科研機構設立博士後工作站、流動站或
創新基地

鼓勵生物產業創新人才創業

政府、企業、高等院校等共同努力，通過多種管道和方
式培養人才，逐步建立生物產業創新人才支撐體系

創新人才資助

人才工作站設立

創新人才創業

創新人才支撐體系

自2009年起，連續7
年，每年集中5億元，
設立生物產業發展專
項資金，用於支持生

物產業發展。

25

深圳生物產業發展重點
促進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 創新內容 專項資金

生物產業高技術
產業化專項

鼓勵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積極承擔生物產業領域國家、省級研
發及產業化項目

最高1500萬

促進創新 能
力提升

設立符合規定條件的研發中心、工程實驗室、重點實驗室、工程中
心、公共技術服務平臺

最高500萬

承接國家 重
大專案

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承擔國家工程實驗室、重點實驗室、工程
中心建設任務，並在深圳實施。

最高1500萬

鼓勵開展 技
術創新

自主創新生物產品研發 最高800萬

加強知識 產
權工作

用於生物產業專利池建設、基礎性專利研究與分析、專利預警報告發
布

最低300萬

加強產業 標
準工作

推動積極參與國際國內標準化活動、建立研發與標準化相同步機制、
制定具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技術標準

最低300萬

26

深圳生物產業發展重點
促進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 創新內容 專項資金

鼓勵生物產業人才申報我市高層次專業人才認定，按照有關規定享受住房、配偶就業、子女
入學、學術研修津貼等優惠政策。

在本市經認定的生物企業連續從事研發工作1年以上的創新人才，根據其貢獻程度，給予一定
的資助。

支援生物企業、科研機構設立博士後工作站、流動站或創新基地予以一次性50萬元資助、創
新基地予以一次性20萬元資助，對博士後人員發放每人每年5萬元、總額不超過10萬元的生
活補助。

鼓勵創新人才、團隊來深圳創業，參加全國性創業大賽。支持優勝者
實施競賽優勝生物產業專案或者創辦生物創業企業，並可優先入駐創
新型產業用房。

600萬

通過多種管道和方式培養人才，建立生物產業專業人才庫和專家庫

生物
人才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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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生物產業發展重點
促進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 創新內容 專項資金

生物產業高技術
產業化專項

生物企業申請国际認證，開展生物產品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或申請國
外註冊

最高800萬

優先納入創新型
產業用房規劃

首3年予以500平方米以下部分免房租、500-1000平方米部分房租減半資助。

重大生物產業
建設專案

超過2億元項目，優先列入深圳市重大建設專案；對屬於產業發展重點領域且為產業鏈
缺失環節的產業化項目，專項資金予以最高500萬元資助

生物產業展會
資助在深圳舉辦生物產業展會，企業參加境內外生物產業專業展會。
積極爭取舉辦中國生物產業大會。

最低500萬

擴大生物產業
知名度

加大對生物產業宣傳推廣力度，提升國際知名度，促進生物產業項目、資金、人才向深
圳聚集。

舉辦中國生物
產業論壇

依託中國生物產業論壇，搭建國際一流學術交流平臺。

生
物
企
業
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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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張克科 E-mail:szkx903@tom.com

Ø 現任：深港產學研基地（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深圳研修院）副主任、深港發
展研究院秘書長，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會長

Ø 曾任：深圳市科協專職副主席（ 2006-2010正局級）、深圳市政協委員、深
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2004-2010）；深圳市政協聯誼委辦
公室（港澳工作處）處長（1991-1994）、深圳市外資局招商聯絡處、投資服
務處處長（1994-1998）；市高新辦調研員（1998-2000）、市科技局（智慧
財產權局）副局長（2001-2004）、國家積體電路設計深圳產業化基地主任
（2001-2005）、深圳市高新辦副主任（2005-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