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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前海創新科技機遇，共同建立“矽谷”式資本孵化區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

中的地位和功能”，對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提出新的要求。

十三五規劃也提出“加大內地對港澳開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

橫琴等粵港澳合作平臺建設”。香港與前海的合作是國家規劃中

的重點之一，與上海等其他自貿區相比，香港與前海合作可以找

到新的產業合作模式和方向。目前深圳在中國大陸創新城市中排

行首位，GDP總量列全國大中城市第四位。前海與香港在創新科

技行業可以優勢互補，實現雙贏。 
 
一、 為什麼現階段香港對前海關注度有限？ 
 
自2010年公佈前海發展區後，業界在香港印象中只屬一個宏

大的藍圖，欠缺具體的規劃，其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前海管理

局雖然已掛牌5年，但是前期更多是基礎設施建設，實體產業群未

成氣候。目前前海註冊的金融企業占前海產業比重的50%；科技

及其他服務業占20%；現代物流業占14%；資訊服務業占12%。從

大致分佈上看，區內企業以金融企業為主，而實體經濟，特別是

大型企業的入區速度相對滯後，企業集群效應不明顯。第二，對

服務業在前海地區執業，哪些領域需要什麼樣的國內資格認定，

有沒有放開資質認定壁壘等核心問題，香港業界瞭解不夠，在一

定程度上制約了香港企業對前海事務的參與。更為重要的是，兩

地服務業合作還沒有摸索出合適的合作模式。過去香港和珠三角

地區的合作模式是“前店後廠”，製造業合作相對簡單。但隨著

廣東經濟轉型，“騰籠換鳥”，產業向“微笑曲線”兩端發展，

粵港合作由製造業延伸至高端服務業，雙方合作需要尋找新的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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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可根據前海創新產業特點，共同建立“矽谷”式

國際孵化區 
 
目前深圳在現代資訊技術、新興產業方面已形成成熟的產業

集群。深圳的互聯網科技產業發展全國領先，騰訊等一批互聯網

巨頭已孕育成長。在先進製造業和生命健康、航空航太、海洋經

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已經形成一批代表性企業，如大疆創

新、中航華東光電在飛控、航拍領域居國內前列。中興、華為是

資料和技術設備等領域的領軍電子資訊企業。2014年深圳規模以

上工業增長8.4%；先進製造業增長10.3%，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比重超過七成。 
 
因此，香港與前海的合作可以有別於上海等其他自貿區，立

足於深圳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積極探索為創新科技提供高端

高增值服務業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幫助前海企業積極吸引海外的

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天使基金、並購基金、對沖基金

等機構在前海或以深圳為中心佈局，嘗試建立“矽谷”式國際孵

化區域，從而拓展香港金融服務業向科技創新行業輻射能力。 
 
三、 兩地也可在法律、政府管理等頂層設計方面嘗試創新

與合作。 
 
完善的法律監管和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是前海吸引港資企業

進駐發展的基礎。除了在金融領域與香港接軌，前海也可積極引

入香港模式，形成與國際接軌的法律環境和政府管理體制。香港

在政府管制方面，已發展出“法定機構管理模式”，並有一整套

完善成熟的政府管理框架和理念與之相配套，而前海在創新金

融、物流、資訊、科技、專業服務業等立法條例方面尚有空缺，

可以借鑒香港的社會管理法規，形成國際標準的法律監管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