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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2023聚能大湾区”活动在深圳前海举
办，邀请大湾区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为大湾区
融合发展积极建言献策。活动以“聚焦科技革新描绘
未来湾区”为主题，包括《未来湾区：展望人工智能驱
动的智能城市集群新格局》和《未来湾区：借力绿色科
技平台推动可持续发展》两场炉边谈话，以及《聚焦科
技：打造创新创业的优质土壤》和《聚焦革新：融合共
筑前海深港国际金融》两场专题讨论。

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为城市数
字化、智慧化治理提供全新技术和思路。活动邀请
Microsoft香港及澳门区总经理陈珊珊、华为云盘古大
模型生态总监楚蕤菡发表精彩言论。他们表示，在AI
加持下，城市交通出行、政务服务、医疗系统、资源调
配等多种场景正加速智能化，为人类复杂决策的制定
提供高效智力支持。智慧城市大潮已至，如何抓住风
口机遇，孕育新的产业模式，对大湾区建设国际一流
城市群至关重要。

活动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及香港中文
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香港数码港管理
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任景信，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产
业标准创新研究所所长王益群，深圳市工商联党组成
员、专职副主席谢振文4位嘉宾围绕如何打造企业创
新热土积极发言。大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科
技集群”连续 3年居全球创新指数第二，科创资源密
集，创新行为活跃。面对“十四五”规划中建设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长远目标，大湾区要进一步完
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让更多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

地涌现出来并运用到实践之中，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其中，谢振文围绕市工商联更好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发表精彩言论。

“十四五”时期，“降碳”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重
点。随着国家提出“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以绿色
低碳转型带动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共识，产业结构升
级迫在眉睫。作为中国先进的制造业基地，粤港澳大
湾区聚集了众多工业园区，发展绿色科技、培育绿色
产业、实现低碳减排势在必行。深圳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发展有限公司战略经营部副总经理岳兆阳、创冷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朱毅豪认为，长期以来，大
湾区在科技创新领域已积累强大的竞争优势，涌现出
许多宝贵的绿色科技成果。整合优势，打造绿色科技
平台，汲取各方在绿色转型中的优秀灵感与实践，从
而实现“1+1>2”的效果，是大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必要课题。

伴随国家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大湾区的深
度融合，粤港澳三地企业和居民对跨境金融服务的
便利性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活动中，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程振华，香
港金融发展局总监及政策研究主管董一岳，渣打私
募股权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曦明、
Oceanpayment联合创始人杨新芳均认为，深圳和香
港作为联系大湾区腹地的支点，在金融领域的跨境
合作与协同十分紧密。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独特体系仍
为金融创新带来不小的挑战，要通过结合大数据、云
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发展数字金融，促进三地金
融发展“软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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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大湾区发展机遇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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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正全面发力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并积极推进以下方面工作：一是加

快光明科学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西丽湖

国际科教城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积极打造科技

创新策源地；二是着力打造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范

围内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引擎”企业；三是积

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的创新体系；四是深化与港澳的创新合作，促

使科技创新要素在全球充分流动和有效配置，培育

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

业，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的国际竞争力。

——深圳市外办主任 曹赛先

前海将继续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

界”，把科技创新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动

力，以推动引领产业创新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主

攻方向，以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产业化为突破路

径，以集聚国内外拔尖创新人才为关键支撑，推进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深港科技创新优势互

补、紧密合作，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

态，努力打造科技产业变革的孕育地爆发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

局副局长 王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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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创新创业环境。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