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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发布独角兽榜单，创科之都转型成果显著

2021年 11月 22日，由创科香港基金会策划的《香港独角兽榜单Unicorns HK 2021》

正式发布，其中共有 18家香港基因的相关企业入选，这一数字创下了香港科技行业史

上最高记录。所谓香港基因，指的是企业在香港创立/早期孵化/总部在香港，或者创始

人、联合创始人为香港居民。截止 2021年 8月 31日，这些企业均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

未上市、估值在 10亿美金及以上，因此符合国际上对于独角兽的评判标准。一直以来，

香港以仅次于纽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享誉全球，但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相对滞

后，2017年以前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较少。但经过这几年的转型发展，香港创新科技

产业已取得显著成果，此次入选企业中以高端制造、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为最多，

各有 4家，包括大疆、固高等知名企业，金融科技、医疗健康和物流领域相关企业各 2

家，半导体、企业服务、文化消费以及新能源赛道各 1家企业入围。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大湾区联动助力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

布以来，大湾区各地加快制定针对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工作政策体系，支持港澳青年融

入国家、参与国家建设。2019年 5月，广东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构建“1+12+N”孵化平台载体布局，形成功能完善、

特色明显、成效突出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支撑体系，打造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活力区、

融合发展示范区、安居乐业试验田，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到内地城市安居乐业，让基地

成为港澳青年增强认同的“第一扇窗”。广州已建成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44个，在

经评选产生的 8个市级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中，广州市政府每年对每家基地给

予 100万元运营资助，累计已划拨资助经费 1300万元。2019年以来，广州市财政连续

三年每年安排专门资金 1亿元，用以支持港澳青年来穗发展，同时设立了不低于 1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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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专项融资担保额度和总规模为 10亿元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金，协助港澳青创项目

获得内地银行授予 6000万元低息政策性贷款扶持和 5000万元专项担保资金。广州市

各基地已吸引港澳 348个创业项目、600余个团队、3000多名港澳青年落户，产生专利

1401件，获得创投资金 10.13亿元。2020年 3月，深圳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便利港

澳居民在深发展的若干措施》，从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四方面

提出 18条措施。前海更致力于打造香港创业青年们的“梦工厂”，为港澳青年在前海

实习就业、创新创业以及生活保障提供各类专项扶持资金，累计发放七批次港澳青年

专项扶持资金共计 9000多万元，惠及区内约 289个单位(次)和 855人次。截至 2021年

10月底，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累计备案孵化创业团队 549家，团队总融资额超 28亿元。

第二，科技、教育与资本融合助力香港创科产业蓬勃发展。从入选《榜单》企业

看，“创科香港”的产业轮廓越来越明显。香港高校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在前沿领域的

领先优势，为业界培养了一大批训练有素、富有想法且极具革新精神的创业人才。《榜

单》独角兽企业有 6家“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

城市大学、香港大学均有相关企业占据一定席位，比如商汤科技的起源地便是香港中

文大学。2021年 10月 18日，华润创业宣布与香港城市大学旗下城大企业有限公司正

式签署合作协议成立科创投资平台，首期共 1亿港元，双方各出资 50%在香港设立合

资公司，重点投资生命科学与健康、生物医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领域的创新

科技及初创企业，帮助被投企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独角兽”。邻近的深圳又

是全球科技之都，拥有超过 3万家科技型企业，仅投资机构投后企业就有 7000多家，

不仅为香港科研机构提供良好的孵化场景，同时也为香港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投资机

会。截止目前活跃在香港的创业投资机构有四个大类，一是香港本土创投基金，比如

Hong Kong X种子期科技基金，已投资近 50家公司，捕获了思特威和正浩 EcoFlow两

只独角兽。二是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香港这类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活跃度都在

亚洲地区名列前茅。三是国际性 VC/PE机构在香港设立的分支机构，如 Tiger Global

Management、ANZi Ventures、DST Global等一众国际投资机构。四是中国土地美元基

金，发展最为迅猛。这些机构不仅拥有充裕的资金，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优势，对香

港企业、行业赛道理解比起海外基金更为专业。通过《榜单》可以看到香港创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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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经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从 2014年到 2020年，香港本地初创企业数量由 1100

个左右增加至 3300多个，增幅超过 200%，其中香港数码港到大湾区发展的初创企业

由去年 30余家增至今年的超过 70家。

第三，香港创科转型助力大湾区塑造更高经济地位。为推动创科发展，香港政府

不遗余力，积极推出各项举措，增加对海内外人才的吸引，实施“优才计划”、“科

技人才入境计划”等，为非本地科研人才提供便捷安排。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指导下，

香港加快创科之都转型有着历史性的机遇。一是北交所成立后，港人参与创新科技产

业创业同样获益。2021年 11月 24日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培育板”开板，

系列配套及服务优惠政策同样惠及港人创业人群。二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经

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特色平台，更是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平台。三是 2021年 10月 6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

《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将在临近深圳的元朗区和北区设立“北部都会区”，300平

方公里的土地开发资源将助力香港创新科技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近年来，香港突

破地理局限，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东风，不断将业务扩大到全国，迈向全世界。大

湾区坐拥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是众多初创企业从小做到大，由弱变强的“必

经之地”，如今的创科产业链好比是一场接力赛，香港凭借强大的基础科研，将成为

湾区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的源头。但相较于人口 750万的香港，整个大湾区 8600万人

口带来的广阔及高增长的用户市场更加不容忽视，大湾区是香港科创“独角兽”拥抱

中国市场的绝佳入口，香港要想实现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还需要发挥湾区的整体联动

优势，包括优良的人才库、世界一流的大学、便利的交通条件、突出的区位优势，促

进香港创科产业加速发展的同时，也让大湾区在我国及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更加重要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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