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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流与合作，共绘未来
发展蓝图

调研首日，调研团队一行人
抵达香港理工大学（以下简称

“港理工”）进行交流活动。港理
工知识转移及创业处总监王家
达详细介绍了港理工的科研方
向及政策，分享了学校在科技创
新和技术转移方面的成果与愿
景。他强调，学校一直致力于推
动与内地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希
望未来能与广州企业建立更紧
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技术创
新与发展。为了更好地构建穗
港两地的技术合作交流机制，大
湾区中心聘请王家达为粤港澳
大湾区技术转移研究院的特邀
专家，并举行了聘任仪式。同
时，双方积极征集了企业需求及
对口技术成果，并派出代表进行
了初步的介绍与交流。调研团
队还参观了港理工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实验室和三维打印技术
中心实验室。通过实地参观与
交流，调研团队对香港理工大学

的科研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后续合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调研之旅的下一站是香港
生产力促进局（以下简称生产力
局）。调研团队一行受到生产力
局智慧城市部王晓冬总经理的
热情接待。大家参观了“新质生
产力展馆”，观看了一系列先进
制造技术，了解到香港发展创科
及“新型工业化”的优势和潜
力。在座谈会上，生产力局专家
介绍了生产力局的背景、职能，
以及在应用创科方面的工作和
成果等。调研结束后，企业代表
们纷纷就企业赴港等展开提问
和交流。

调研行程的第二日，调研团
一行来到了香港科学园。香港
科学园郭永倩高级经理详细介
绍了科学园的入园政策。她提
到，科学园为吸引和扶持优质企
业，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
税收减免、资金扶持等，旨在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助力企业快速发
展。在谈到科学园对入园企业的

投资战略时，郭永倩表示，科技园
非常注重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长
潜力。因此，科学园设立了一系
列的投资基金和孵化项目，旨在
通过资本的力量，帮助企业突破
发展瓶颈，实现快速成长。企业
代表们在听取介绍后，对科学园
的入园条件、投资环境等方面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提问。

科学园之行后，调研团一行
来到了香港联交所（以下简称

“联交所”）。联交所助理副总裁
王旭详细介绍了香港的上市政
策、市场趋势，以及全球资本市
场的最新动态。为让企业更全
面地了解香港上市的法律细节
与条件，联交所特邀香港竞天公
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明皓律
师，从香港法律视角出发，剖析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可能面临
的挑战与注意事项，并进行了深
入的互动交流。

广州“未来之星”闪耀香江

调 研 活 动 的 重 头 戏 在 于

2024 年度“广州高科技高成长
20强及明日之星”入选企业的颁
奖典礼。这些企业汇聚于德勤
香港总部，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
刻。这也是该活动首次在香港
举行颁奖典礼，得到了广州企业
及德勤中国的高度关注。入围
企业均为高新技术企业中的佼
佼者，其中 7 家荣获“专精特新
小巨人”称号，26家曾获得机构
投资。

颁奖典礼上，特邀德勤中国
管理咨询合伙人江桂枝结合德
勤中国的深度研究向参会企业
介绍中国企业出海趋势；同时邀
请香港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
香港科学园董事谭伟豪作为主
题分享嘉宾。谭伟豪以《香港融

入大湾区科技合作生态》为主
题，分享了香港的科技成果转化
经验、大湾区背景下的产学研合
作及科研转化做法。

谭伟豪、德勤中国华南（大
陆地区）主管合伙人郭炎成、德
勤中国香港中资企业服务首席
合伙人许坚真、中石油香港有限
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孙海
洋、广州力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粤以及大湾区科技创新服
务中心董事长秦海鸥、联合创始
人周进等嘉宾为上榜企业颁奖。

大湾区中心将继续发挥联
通粤港澳大湾区的桥梁作用，推
动科技交流与技术转化落地，借
助港澳资源助力科技企业技术
升级，迈向全球舞台。

广州高科技高成长企业走进香港广州高科技高成长企业走进香港

12月19日至20日，“百企赴港，与世界对话（二期）”暨2024年“广州高科技高成长
20强及明日之星”企业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本次活动再次带领超30家广州优秀科技
企业，深入香港的高等学府、产业园区、政府机构及香港交易所等地，通过实地考察、学
术探讨、成果匹配、政策阐释等多维度交流，有效促进了粤港两地技术创新的深度合
作。此次活动首次将广州高科技高成长20强及明日之星企业的颁奖典礼放到香港举
办，进一步扩大了评选的国际影响力。

本次活动在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下，由大湾区科技创新服
务中心（以下简称“大湾区中心”）主办，得到了香港产学研合作促进会、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科学园、德勤香港、香港联合交易所、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广州力华投资有限公司等
单位的支持。

颁奖典礼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正式公告了境内互联网信息
服务、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清
单。作为首个以“大湾区”字号
注册的高能级科技创新服务平
台，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广州）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
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聚焦
于科技成果转化领域，自主研发
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果需求生成
算法”成功通过备案审批。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通过全面梳
理与评估内部算法，确保算法设
计、应用及迭代过程均符合法律
法规与社会伦理标准，为用户提
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服务环境。
此次成功备案标志着科技成果
转化的“成果需求生成算法”在
合规性和技术应用上达到了国
家标准，为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
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应用奠
定坚实基础，为产业创新和科技
成果转化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自主研发AI算法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定位为“产业科技大数据 AI 平

台”，基于多年产业创新和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的大量数据积累，
通过先进的预训练技术，结合
Supervised Fine-Tuning、强化学
习、NLP、知识图谱、Prompt En-
gineering等前沿技术，成功构建
出聚焦于服务科技成果转化场
景的行业垂直模型算法。该算
法具备知识增强、检索增强和对
话增强的技术特色，能够落地服
务于智能搜索问答、智能匹配、
多维画像等多个场景。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该算
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构建
高效链接科技成果和产业需求的
AI匹配引擎，结合大量的科技成
果转化业务模型算法，对技术供
给端和产业需求端进行精准的大
数据画像，使科技与产业无缝对
接，大幅提升了匹配的精度和效
率。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更便捷地
找到解决方案，研究机构更快速
地实现成果转化，实现“需求端”

“供给端”“服务端”同向发力，共
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湾创成果转化平台
打造精准对接桥梁

为了更好地发挥“成果需求
生成算法”的作用，大湾区科技
创新服务中心将其应用于湾创
成果转化平台上。该平台通过
AI匹配引擎，结合大量的科技成
果转化业务模型算法，对科技成
果和技术需求进行精准匹配。
同时，平台还依托全国协作网
络，建立技术经理人派单机制，
实现线上+线下双线程服务，大
大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目前，湾创成果转化平台已
汇 聚 超 4900 项 科 技 成 果 ，近
1000项技术需求，吸引全国超千
位技术经理人注册入驻。平台
成功组织了多场三方对接会议，
成为“出题者”与“解题者”的高
效对接桥梁。通过这一平台，企

业可以更便捷地找到符合自身需
求的科技成果，研究机构也可以
更快速地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创新应用场景
解锁科技潜能

“科技成果转化AI算法”在
湾创成果转化平台上的应用不仅
限于传统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还拓展了多个创新应用场景。

技术需求 AI 智能匹配：技
术经理人在新领域的技术需求
拓建阶段，往往受到专业能力的
限制。而AI算法可以实现精准
需求剖析，提取关键指标，抓住
技术重点，并智能匹配关联成果
与专家团队。这不仅加速了技
术成果的落地应用，还提高了技
术经理人的工作效率。

AI技术需求智能预判：企业
往往难以全面识别自身未来的
技术需求。而AI需求预判功能

基于大数据分析，可以提前预判
企业的潜在技术需求，并通过平
台分享供企业确认。这不仅提升
了需求收集效率，还帮助企业精
准捕捉市场先机，提前布局未来。

成果转化智能匹配：科研成
果转化率低一直是长期痛点。
而智能匹配机制通过大模型算
法深度分析技术需求与科研成
果，结合本地向量库与海量学习
资源，实现精准匹配。这有效缩
短了供需距离，提高了成果转化
效率与质量。

此外还包括合作对接智能
搜索、企业综合能力智能测评、
企业知识产权创新能力测评等。

据悉，未来大湾区科技创新
服务中心将持续探索算法技术
在产业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
的创新应用，加大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
优化算法模型，推动算法技术的
持续创新。

“成果需求生成算法”通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

参观香港理工大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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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企赴港（二期）活动唱响协同发展最强音

广州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