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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联合政策包 

I. 引言 

1.1 宗旨与目的 

1.1.1 本政策包旨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下，充分发挥香港和深

圳的优势，强化深港合作，推动由位于落马洲河套地区的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以下简称“港深创科园”）和深圳

河北侧毗邻河套地区的“深方科创园区”（以下简称“深圳

园区”）共同组成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简称“合作

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为深港联合开展政策协同支

持提供基础，强化深港双方在项目引入、人才培养、配套服

务等领域的合作，共同吸引国际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深港科

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域，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 

1.2 支持对象 

1.2.1 本政策包的重点支持对象，是符合合作区重点科研领域和方

向（医疗科技、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微电

子、金融科技等六大领域），以及面向未来的前沿科技探索

的香港（或具有香港元素）、深圳（或具有深圳元素）的国

际一流科研院所、研发型企业及转化孵化平台等机构和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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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申请机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a） 须为在深圳园区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和机构，或者

依托独立法人单位在深圳园区建设、具有相对独立

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的科研实体； 

（b） 香港公营科研机构、创新及科技基金下成立的研发

中心或者香港公营支援科研的机构的培育公司和

从事创科工作的租户等创新主体。 

1.2.3 获得资助的机构和团队聘请相关科技人才，并签署雇佣合

同，相关人才可按规定申请合作区各类人才支持政策。 

1.3 总体负责机构 

1.3.1 港方总体负责机构为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简称“创

科局”），深方总体负责机构为深圳市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

新合作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市建设合作区领导小组办

公室”）。 

1.4 申请方式 

1.4.1 符合 1.2项要求的支持对象可根据本政策包第Ⅱ至 V部分内

有关政策的实施细则，向深港双方相关负责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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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深港协同支持科研项目 

2.1 联合支持 

2.1.1 深港双方以“深港澳科技计划”之下的 A 类深港联合资助

项目（深方名称）／“粤港科技合作资助计划”之下的丙二

类深港联合资助项目（港方名称）为基础协同支持科研项目，

深方可同时参照《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科研及

创新创业若干支持措施》（以下简称“《支持措施》”）给

予支持。深港两地申请单位就同一合作项目分别向深港双方

相关负责机构递交申请，深港双方各自评审后，获双方同时

支持的申请可予以立项，港方参照“粤港科技合作资助计

划”，深方参照“深港澳科技计划”、《支持措施》及其配

套文件，分别通过各自方式给予资助。同步建立深港联合资

助项目库，共享获资助项目的资讯。 

2.2 “选题征集”与“团队揭榜” 

2.2.1 【选题征集】深港双方相关负责机构向两地重点科技企业征

求其需要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征集内容包

括：问题题目、所属学科、关键字、问题描述，以及问题产

生的背景、最新进展和重要意义等。在审议提炼选题并将其

转化为相应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科研项目主题后，深港双

方相关负责机构分别向两地公开张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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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团队揭榜】深港两地的科研团队可依据自身条件和研究兴

趣选择向深方相关负责机构提出揭榜，需按照《支持措施》

要求向深方提交揭榜方案（项目申请书），揭榜方需满足以

下条件： 

（a） 在深圳园区内依法注册的科研院所、研发型企业

等； 

（b） 尚未在深圳园区注册的科研院所、研发型企业、科

研团队等，需承诺在揭榜成功后 1年时间内在深圳

园区完成注册和实际入驻。 

 深方具体负责机构按《支持措施》及其配套文件对符合条件

的科研团队进行评审，资助其开展相应科研活动。 

2.3 配套支持科研项目 

2.3.1 鼓励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下成立的研发中心，以及公营支援

科研的机构的培育公司和从事创科工作的租户等创新主体，

包括 InnoHK创新香港平台设立的研发实验室等，在深圳园

区设立分支机构、研发实验室等平台，例如香港科技园公司

将于深圳园区建设的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加强与内地机构

开展科研合作。深方按照《支持措施》中“国际化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机构建设计划”、“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项目资助计划”等进行项目评审，并对符合要求的项目给

予科研空间、资金支持等，以鼓励获得港方资助的科研人才

到深圳园区开展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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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深港联合支持科研人才 

3.1 配合合作区人才及岗位需求推行便利化支持措施 

3.1.1 深港双方均设有吸引科研人才的计划，例如深方《支持措施》

中的“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尖端科学家奖励计划”、

“联合培养人才计划”等，以及港方的“科技人才入境计

划”及“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等，深港双方按照各自现有计

划联合支持科研人才，同时深港双方将进一步研究合作区紧

缺人才及岗位，按照实际需求循相应渠道为符合要求的人才

提供资金、住房、办公场地、配套服务等便利化支持措施，

并共享相关资讯。 

3.2 建立大湾区创科飞跃学院 InnoAcademy 及大湾区创科快线

InnoExpress 

3.2.1 香港科技园公司将成立大湾区创科飞跃学院 InnoAcademy，

在深圳园区内为两地的创科人才提供资源中心、培训枢纽以

及交流平台三个重要功能的全面服务及支援。 

3.2.2 香港科技园公司亦会成立大湾区创科快线 InnoExpress 支援

创科企业发展，一方面协助香港及外地企业“引进来”在大

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同时为有兴趣进军海外的内地企业提供

“走出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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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深方会提供资金、场地、人员等支持，并依托深圳园区“e站

通”综合服务中心、港科大蓝海湾孵化港等现有机构，为深

港两地创科人才提供商务、政务、海关、会计、法律、出入

境等培训服务。 

3.3 合作区人才住房 

3.3.1 按照近中远期安排，深港有序分批次推出合作区人才住房，

研究出台深港双方认可的入住机制、申报标准等，并视乎供

应按相关途径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居住服务。深方为在深

圳园区工作的符合条件的香港人才按照《支持措施》中“居

住服务计划”提供住房实物保障或货币补贴。另一方面，在

香港园区工作的符合条件的深圳人才亦可申请入住日后将

落成的港深创科园的创新斗室。 

3.3.2 另外，深方可以为在香港园区工作的人才提供人才住房。而

视乎在深方园区工作的人才需求，香港特区政府亦将积极为

符合条件的深圳园区重点企业人才提供住房支援，例如提供

部分香港科学园的创新斗室单位、以特惠租金租住特区政府

前公务员宿舍或香港酒店短期住宿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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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深港联合完善配套支持措施 

4.1 建立深港医疗协同创新体系 

4.1.1 【生物医药研发】依托香港生物医药研发资源、香港大学深

圳医院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在深圳园区开展生物医药科研活

动，加强跨境医疗科研合作，鼓励深港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

试验。 

4.1.2 【医疗服务】在深圳园区引入香港高端医疗服务机构，按照

“中央十六条惠港惠澳政策”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药品医疗

器械监管创新发展工作方案》，在专业部门指导下，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试点允许在深圳园区符合要求的指定医疗机构

使用临床急需、已在香港注册的药物和香港公立医院已采购

使用、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仪器。 

4.2 共享深港科技资源 

4.2.1 香港创新科技署定期向香港高校及科研机构征集科研所需

科学装置及仪器清单，深港双方可共同就该需求清单争取所

需支持，提前布局合作区科研仪器设备资源。支持获批科技

资 源 纳 入 “ 深 圳 市 大 型 科 学 仪 器 共 享 平 台 ”

（www.irshare.cn），允许符合要求的支持对象依申请方式使

用科技创新共享资源，并在双方相关机构的网页发布有关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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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供专业服务支持 

4.3.1 支持香港知名律师、会计师事务所、争议解决机构、金融机

构等专业服务机构在深圳园区设立分支机构。按照《支持措

施》中“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支持计划”，对在深圳园区设立

并实际开展知识产权仲裁、调解、诉讼等法律服务的国际或

国内一流组织或机构，给予落户补贴等资助与支持。 

4.4 建设网上“一带一路”仲裁和调解平台 

4.4.1 鼓励合作区内企业和机构使用香港电子商务相关仲裁和调

解（eBRAM）平台，两地亦可合作推广网上平台，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提供便捷而具成本效益的网

上争议解决服务。 

4.5 为深港合资格创科初创企业提供配对投资/资助 

4.5.1 深港双方按照自有的创科基金为合作区内的合资格创科初

创企业提供资金，引入社会/私人资本，政府以不超过 1:1的

投资配对比例与社会/私人资本进行共同投资。香港的“创科

创投基金”可投资于深圳园区港方的合资格创科初创企业，

深圳园区港方的合资格创科初创企业可同时申请获深圳

“创新及中试基金”、“‘100亿+’卓越探索基金”支持，

深港按照各自方式进行分别资助，共享基金对项目的资助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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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支持创新要素在深港两地便利流动 

5.1 境外科技人才便利流动措施 

5.1.1 落实《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2020－2025年）》，推动在合作区为符合深圳市

认定的外籍“高精尖缺”人才办理 R字签证，探索优化外国

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审批流程。 

5.2 简化科研样本、实验试剂和遗传资源出入境 

5.2.1 推动简化科研样本、实验试剂和遗传资源出入境。探索对出

入境的人体组织、血液等科研样本、实验室试剂实施风险分

类分级管理，优化风险评估和检疫审批流程，在保证生物安

全的前提下，对低风险特殊物品给予通关便利，依托香港科

研机构在深分支机构开展科研样本、实验试剂和遗传资源出

入境实操。 

5.3 拓宽合作区跨境投融资渠道 

5.3.1 支持园区内科创企业多渠道赴港融资，支持企业赴港开展并

购业务采用香港金融服务。 

5.4 推动合作区深港数据资源合作共享 

5.4.1 推进深港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方面的发展和合作，探索促

进数据跨境安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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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特殊事项支持 

6.1 对于需要特殊支持的重大事项，双方实行“一事一议”，由

双方具体负责机构向上提交审批，经批准的给与相应支持。 

Ⅶ. 附则 

7.1 本指南所涉及的具体政策文件有效期，从其规定。 


	H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联合政策包 

	H2
	I. 引言 
	Ⅱ. 深港协同支持科研项目 
	Ⅲ. 深港联合支持科研人才 
	IV. 深港联合完善配套支持措施 
	V. 支持创新要素在深港两地便利流动 
	Ⅵ. 特殊事项支持 
	Ⅶ. 附则 

	H3
	1.1 宗旨与目的 
	1.2 支持对象 
	1.3 总体负责机构 
	1.4 申请方式 
	2.1 联合支持 
	2.2 “选题征集”与“团队揭榜” 
	2.3 配套支持科研项目 
	3.1 配合合作区人才及岗位需求推行便利化支持措施 
	3.2 建立大湾区创科飞跃学院InnoAcademy及大湾区创科快线InnoExpress 
	3.3 合作区人才住房 
	4.1 建立深港医疗协同创新体系 
	4.2 共享深港科技资源 
	4.3 提供专业服务支持 
	4.4 建设网上“一带一路”仲裁和调解平台 
	4.5 为深港合资格创科初创企业提供配对投资/资助 
	5.1 境外科技人才便利流动措施 
	5.2 简化科研样本、实验试剂和遗传资源出入境 
	5.3 拓宽合作区跨境投融资渠道 
	5.4 推动合作区深港数据资源合作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