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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打造国际科创中心 

湾区经济一般呈现出“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的四阶

段演进过程，目前世界级湾区均已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粤港澳大湾区也必然要加速迈向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取得了突出的科技创新成就，也形成了自身独

特的科技创新体系，但是仍然也面临着专利质量不佳、基础研究短板、人才

结构性短缺、金融对科技支持力度不足、城市创新协同水平较低等一系列问

题。 

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注重提高专利质量。包括完善以专利质量为导向的资助奖励制度，

强化专利申请监管以及专利质量审核，促进高质量专利运营转化等。 

第二，补全基础研究短板。包括提高财政资金投入比例，积极引导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加快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加快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等。 

第三，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包括加快广东省高校建设和理工科类

重点学科建设，大力培养本土优秀科研团队，建立更科学的人才引进、流动

和激励机制等。 

第四，完善科技金融生态。包括继续扩大粤港澳大湾区的风投市场规模，

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探索新型银行经营模式等。 

第五，建立城市创新协同机制。包括建立更完善的区域内人才交流机制，

促进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加强粤港澳三地的产学研协作等。 

 

 

 风险提示：美国强化对华科技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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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作为当今世界级湾区的主要经济增长引擎，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尽管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取得了突出的科技创新成就，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

科技创新体系，但目前仍然面临着创新要素不足、创新质量不高、创新效率有待提高等

一系列问题。 

在世界大国都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历史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设计，补齐科技创新短板。 

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概况 

湾区经济一般呈现出“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的四阶段演进过程，

目前，其他世界级湾区均已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旧金山湾区的硅谷通过加快发展以互联网产业为核心的信息经济，聚集了大量以苹

果、谷歌、脸书等为代表的世界顶尖科技型企业，奠定了其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纽约

湾区的硅巷利用科技赋能时尚传媒、金融商业等优势产业，发展出了所谓的“东岸模式”。

东京湾则在大力推进产业链上游及核心技术的创新，巩固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地

位。 

粤港澳大湾区也必然要加速迈向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中对大湾区的一个重要战略定位就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在进一步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简单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水平在中国及全

球所处的位置。 

（一）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引领全国 

放眼中国，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东部沿海经济增长极、高技术产

业集聚地，区域科技创新实力非常突出，这也是其建设全球创新高地的现实基础。从科

技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上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表现都位于全国前列。 

科技创新投入的主要观测指标是 R&D 经费占 GDP 比重（R&D 投入强度）。2018 年

广东省 R&D 经费规模为 2705 亿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珠三角地区 R&D 经费 2586

亿元。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的 R&D 投入强度分别为 2.78%和 3.19%，低于北京和上海，

但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19%。 

港、澳地区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偏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博彩业等，导致其科技

创新投入资金有限，两地 2018 年 R&D 投入强度不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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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2018 年广东/珠三角 R&D 经费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三 

 
资料来源：2018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粤开证券 

区域科技创新产出水平一般可以用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收入两大指标衡量。 

2018 年广东省专利授权数共计 47.8 万件，位居全国第一，并且远超排第二位的江

苏省。专利授权又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最能

体现硬科技创新实力。广东省发明专利授权数 5.3 万件，仍然是全国第一。在我国发明

专利授权量排名前 10 位的国内企业中，来自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占据 4 席，其中华为、

OPPO、格力、腾讯分别位列第一、第三、第六、第八位。 

再从 PCT 国际专利来看，广东省同样表现突出。根据《2018 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

护状况》的数据，2018 年广东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 2.5 万件，占全国总量的 48.7%，

连续 17 年保持全国第一，科技创新实力凸显。 

图表2： 2018 年广东省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全国最高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8 年统计年报，粤开证券 

另一观测指标是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是指在技术原理、材质、工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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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改进，进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和使用价值的产品，也可以较好地反映区域创新

成果。2017 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约为 3.5 万亿元，同样位居全国

第一。但新产品营收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约为 26%，低于浙江和上海。 

图表3： 2017 年广东省新产品销售收入全国最高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8，国家统计局，粤开证券 

最后从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来看，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

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9》显示，广东省近年来创新步伐不断加快，2019 年广东区域创新

能力综合效用值为 59.49，排名第 1 位，这也是广东省连续三年居全国之首。 

创新能力包含五个维度，广东省的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三个指标均位列

首位，尤其是企业创新能力遥遥领先，但是在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两个方面要弱于北京

和上海。 

图表4： 广东在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方面表现突出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9，粤开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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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范围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际对比来看，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不含港澳）的 R&D 投入强度约为 2.9%，

超过 R&D 投入强度全球排名第八的美国（2.8%），低于排名第七的德国（3%），基本已

经比肩发达国家。但是与排在首位的以色列（4.6%）和韩国（4.6%）相比仍然存在着一

定差距。 

再对标其他世界级湾区，科技创新投入的差距更为显著。例如全球科创中心旧金山

湾区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 R&D 投入强度超过 5%，相较之下粤港澳大湾区还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 

图表5： 2017 年全球 R&D 占 GDP 比例前 30 位的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粤开证券 

但粤港澳大湾区在科技创新产出上表现不俗。以 PCT 国际专利数量为例，2018 年

粤港澳大湾区 PCT 专利总量达 27800 件，同比增长 30%，数量上仅次于东京湾区，远

高于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科技创新产出能力在近几年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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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 粤港澳大湾区 PCT 专利数量近年突飞猛进，2018 年仅次于东京湾区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 2019，GDI 智库，粤开证券 

最后从综合创新实力来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最新

报告，深圳-香港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集群，仅次于东京-横滨。此次深圳-香港排名靠

前，主要是因为该排名的评判标准基于科学出版物和 PCT 专利申请数量，而这正是香港

和深圳的强项。 

也有其他报告曾对全球各城市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估，但评估结果的差异性较大。 

例如根据上海市信息中心发布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香

港、深圳、广州三个城市尽管入选了全球科创百强城市，但排名相对靠后，其中 2020

年香港和深圳的排名分别提升至第 15 位和第 27 位，广州则滑落至第 46 位。相较之下，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10 强近半数来自美国，包括硅谷、纽约、波士顿等。而欧洲、日本也

有伦敦、巴黎、东京等科技创新中心综合评分较为靠前的城市。 

这一差异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科创能力的衡量标准不同。在此份报告中，评判

标准包括基础研究、产业技术、创新经济和创新环境四个维度，而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

均在某一维度有明显短板，如深圳基础研究不足，香港产业技术不足，因此导致了其排

名的相对靠后。 

图表7：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在全球科技创新百强城市中排名靠后 

城市  2017 年排名 2020 年排名 

北京 9 7 

上海 17 12 

香港 18 15 

深圳 33 27 

广州 41 46 

台北 40 50 

杭州 77 64 

南京 未入围 77 

成都 未入围 88 

武汉 未入围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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