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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高校众创空间合作发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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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推进高校众创空间合作发展，可为粤港澳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促进粤港澳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构建粤港澳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在国家大力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支

持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数量不断增长，合作内容与形式不断深化。根据合作现状，粤港澳

大湾区高校推动众创空间合作发展，应树立共同体意识，资源共享，促进协同合作；凸显发展特色，

求同存异，实现互补合作；拓宽发展范围，开放创新，力争全面合作；利用区域优势，与产业融合，

推进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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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公布，该规划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

的纲领性文件[1]。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趋势下，高校众创空间是满足大学生创新创业需

求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

众创空间建设及合作发展，是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科技、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合作发展的

必要性 

    粤港澳大湾区区位条件优越、开放程度高、

经济总量大、产业优势明显，是我国现有湾区中

发展较成熟的区域。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发展对

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科技协同创新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一) 以点带面，为粤港澳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能 

    粤港澳大湾区连接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肩负着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粤港澳大湾区

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发展，有助于推动湾区经济

协同发展，打造湾区国际化人才高地，培育开放

竞争新优势。同时，粤港澳三地地缘相近、文化

相通，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发展，为港澳青年进

入内地学习提供了良好机会，可促进粤港澳三地

文化交融，保持区域繁荣稳定，潜移默化地为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有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成为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基地。 

    (二) 互联互通，促进粤港澳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内地与港澳高校的交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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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密切，推动了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发展。三地

高校众创空间开展实质性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敞

开粤港澳高校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之“门”，相

互借鉴不同高校的先进管理理念与经验，努力

探索合作发展新模式，实现互利共赢；同时，

也有助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提

升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中的

竞争优势。 

    (三) 集聚资源，构建粤港澳科技协同创新 

体系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逐渐向“全球科创中心”

转型，各类创新创业要素资源集聚。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机器人、新材料、云计算、工业互联

网等行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产业化应用，离不

开区域创新体系的支撑作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

众创空间围绕重大技术突破与重大发展需求等

问题，与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交流，推动众

创空间合作发展，有利于探索以创新为引领的知 

识型经济增长模式，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

创新体系，为大湾区发展提供不竭的创新动力，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支

撑引领作用。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合作发展 

现状 

    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互联网+”

战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数量不断增长，合作

内容与形式不断深化。 

    (一)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建设现状 

    自 2015 年以来，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粤港澳高校纷纷建立众

创空间，为青年学生创新创业搭建平台。2019 年

11 月，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 2019 年度国家

备案众创空间复核名单，广东省(含深圳市)共有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229 家。其中，以高校、高校

研究院、大学科技园为运营管理主体的高校众创

空间 18 家(见表 1)，涵盖教育部直属高校、省属

重点大学、普通本科院校、专科院校等不同类型

学校。 

 
表 1  2019 年国家备案广东高校众创空间名单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管理主体 

中大创新谷 广州创业谷高新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药职院众创空间 广州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工匠创客汇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汕头大学学生创业园众创空间 汕头大学 

广州大学城两岸四地大学生创客空间 广东工业大学 

河源广工大众创空间 河源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院 

Medical-X 众创空间 广东顺德南方医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创业 18mall 广东东软学院 

华工创新 华南理工大学珠海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 

智惠创客工场 惠州市广工大物联网协同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肇梦空间 肇庆市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为树海洋大学众创空间 湛江市为树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横琴基地 横琴燕园校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创营众创空间 广州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创业工场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广科 Mi 创空间(Maker Incubator)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创客空间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188 创客空间 深圳市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科学经纬                     郑泽萍，钟翰扬，徐婧雅，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高校众创空间合作发展探索 

 

83 

 

 
    在 2019 年国家备案的广东高校众创空间中，

多达 15 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这也凸显了粤

港澳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而在国家相关政策

支持下，港澳地区高校纷纷设立创新创业中心(见

表 2)，并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共建等形式建立

了众创空间、新型研发机构等，助力创业团队、

初创企业成长与发展。 
 

表 2  港澳高校众创空间(创新创业中心)名单 

学校 众创空间(创新创业中心)名称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研究院、 

HKUST The BASE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 

香港理工大学企业发展院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 

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创业协会 

香港中文大学 
星河 WORLD 香港中文大学 

创新创业基地(深圳) 

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创意研究院、 

TriAngle 创新服务学习中心 

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创新创业中心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创业就业发展中心 

 

    (二)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合作现状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三地高

校众创空间的交流合作成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新的发展需求。课题组对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等高校的众创空间创新创业团队、管理者进

行了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

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现状。 

    1. 合作现状 

    一是相关部门和高校重视粤港澳大湾区高

校众创空间的合作发展。如相关部门合作举办创

新创业项目对接活动，邀请代表性强的创业团

队、初创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开展较为深入的

沟通对接，帮助创新创业团队掌握最新前沿信

息，提升项目运行质量，促进创新创业项目转化

落地。2017 年 12 月，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第一届

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洽谈活

动，搭建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与社会投资机构

沟通交流的平台[3]。相关高校合作举办创新创业

实践训练营，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

平台。创新创业训练营一般依托优势教育资源、

校友资源等，聘任专家学者、知名企业家、投资

人等担任创业导师，围绕创新创业思维提升、企

业运营管理、最新产业政策解读等主题设置课

程，采取实训课程与研讨、现场教学与互动交流

等形式，提供优质的创新创业服务。2016 年 8 月，

第二届粤港澳大学生科技创新实训营在广州举

行，本次活动营造了粤港澳三地良好的创新创业

氛围，探索建立了粤港澳大学生科技文化交流长

效机制[4]。此外，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创新

创业平台，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创业

支持。三地高校充分发挥自身在科技创新领域的

引领作用、在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中的链接作

用，并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空间

载体方面的优势，共建创新创业平台、强化合作。

2018 年 7 月，由广东药科大学与香港大学联合主

办的粤港澳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中山峰会顺

利举办，粤港高校在中山市国家健康产业基地与

中山市政府共建创新平台，携手共建中山生物医

药产业的国家级专业创新孵化器[5]。 

    二是大部分创新创业者对粤港澳大湾区高

校众创空间开展交流合作的需求强烈。根据课题

组调查结果，47%的创业团队所在的高校众创空

间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高校进行交流合作的次

数为 3 次以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33%的

创业团队是 1~2 次，每年会进行定期的交流合作；

13%的创业团队表示不确定或者从未进行交流，

但同时也希望能够定期开展合作。可见，粤港澳

大湾区的规划建设以及该区域内便捷的交通，极

大方便了高校众创空间的交流合作。创业团队之

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大

湾区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需求愈加强烈。为满足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需求，各种助

力粤港澳高校众创空间交流的活动不断涌现。

2018 年 12 月，“青创杯”第五届广州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发布了广州共青团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

青年交流“1234N”计划，全力支持粤港澳高校

众创空间的交流与合作[6]。 

    三是“互联网+”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

空间的合作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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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国务院陆续颁布了推进创新创业和促进“互

联网+”的若干指导意见，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

创空间顺应网络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开拓线上合

作发展路径。根据课题组访谈结果，当前粤港澳

高校众创空间基本设施较为完善，实验室、办公

室、讨论区、休息区等汇聚了不同专业背景的创

新创业者，他们共同探究问题，创作出具有独特

创意的作品。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单一

的线下交流已无法很好地满足高校众创空间的

合作需求，不少创业团队负责人表示，当他们在

创业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他们会利用信息通信技

术以及互联网平台，与其他高校众创空间的负责

人进行线上交流，共享信息资源，共克技术难关，

实现跨界融合、创新驱动，从而优化生产要素、

更新业务体系，提升企业发展效益。 

    2. 合作发展瓶颈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形

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但课题组在调查中也发现高

校众创空间的合作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高校众创空间在发展理念上缺乏共同

体意识，实质性的协同合作有待深入。调查问卷

结果显示，高校众创空间创业团队之间的交流方

式主要是经验分享，这种合作方式往往只能解决

创业团队在运营管理上的一般问题，难以在技

术、资本、人才、信息等专业问题上深入交流合

作。而在实地参观交流和业务往来方面，高校众

创空间负责人表示次数很少或基本为零，这也是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合作发展所需突破

的瓶颈。 

    二是高校众创空间发展特色不明显，无法较

好地开展互补合作。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粤

港澳高校众创空间创业团队之间的业务合作较

少，仅 27%的团队由于双方发展需要保持着业务

上的合作。另一方面，粤港澳高校众创空间拥有

市场广阔、交通便捷等优势，但并没有衍生出各

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也反映出高校众创空间发

展同质化问题严重，创业团队之间缺乏优势互

补，难以形成合作发展的内在需求。 

    三是高校众创空间发展方向和范围较为单

一，无法推动合作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根据调

查结果，粤港澳高校众创空间在投融资服务、其

他孵化服务等方面较为欠缺，46%的创业团队认

为所在高校众创空间的投融资服务水平不高，

54%的创业团队所在众创空间除一般服务外的其

他孵化服务较为薄弱。此外，高校众创空间创业

团队负责人选择未来发展的城市高度集中在广

州、佛山，发展区域较为局限。因此，高校众创

空间需要拓展业务范围，实现经济、科技、教育

等领域的全面合作。 

    四是高校众创空间与政府、企业的良性互动

不足，无法依托区域优势推进合作。粤港澳大湾

区拥有开放型的生态区位优势，高校众创空间的

合作发展应发挥知识、信息、人才等要素的核心

作用。在与高校众创空间负责人的访谈中发现，

接近 50%的创业团队与地方政府交流少，只通过

新闻媒体等途径了解相关政策信息，30%的创业

团队对与其业务相关的企业接触甚少。因此，粤

港澳大湾区高校需要进一步整合地方政府、企

业、科研院所等优势资源，推进众创空间深入  

合作。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高校众创空间

合作发展策略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发

展需求越来越强烈。针对课题组调研发现的粤港

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可在

发展理念、发展特色、发展范围、发展资源等方

面寻求解决策略，促进协同合作、实现互补合作、

力争全面合作、推进深度合作(见图 1)。 

    (一) 树立共同体意识，资源共享，促进协同

合作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湾区高校形成

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

空间要实现合作发展，应树立共同体意识，即树

立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在追

求自身利益、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高校共同发

展。基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粤

港澳大湾区高校可成立众创空间联盟，形成利益

共同体，科学制定合作发展计划，探索开展高校

众创空间集聚区试点示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

校双创示范高地。高校众创空间联盟在组建过程

中，可借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协同创新联盟”

模式，构建开放型区域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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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合作发展策略 

 

升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加快建设粤

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7]。在此基础上，助力创业

团队、初创企业共享与对接信息、技术、人才、

服务等要素资源，降低创新创业成本，整合拓建

业务渠道，合理布局组织架构，共建协同创新空

间，实现更高质量、更快速度、更低成本的发展。 

    (二) 凸显发展特色，求同存异，实现互补  

合作 

    随着高校众创空间的快速发展，提供基本的

空间设施服务已无法满足创新创业者的发展需

求，也难以实现不同高校众创空间的合作共赢。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在寻求合作的

过程中，需要找准发展定位，提供专而精的创业

服务，走垂直、细分的专业化道路，打造主题式、

精品化的众创空间。如主攻技术服务的高校众创

空间可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技

术等，实现技术赋能、产业赋能。在技术赋能上，

打造“智慧+”服务体系，为各个方面的垂直领

域的初创企业提供流量、社交、数据安全等多元

化平台服务；在产业赋能上，致力于推动“互联

网+”建设，加快培育高成长科技型创业企业。

与此同时，由于众创空间的发展难以覆盖全要

素、全产业链，因此不同运营主体、不同运营模

式的众创空间应强化资源互补，增强互动交流，

提高不同创业团队业务对接的频率和效率，联合

孵化，优势互补，形成密切合作的创业生态圈。 

    (三) 拓宽发展范围，开放创新，力争全面  

合作 

    粤港澳高校众创空间的发展范围和方向较

为单一，交流合作的广度受到限制。因此，粤港

澳高校众创空间应拓宽发展范围，实现全面合

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创业型高层次人

才。具体而言，高校众创空间应树立全局意识，

既要注重建设实践细节，也要防止画地为牢局限

于圈内；适当弥补发展较薄弱之处，避免过于集

中化，力求全面发展，提升整体发展效能。应鼓

励高校众创空间走向大湾区各地特别是港澳地

区，充分利用粤港澳地缘、文化相近等优势，践

行开放发展新理念，培育开放竞争新优势，拓宽

合作覆盖面；应引领高校众创空间在原有基础上

创新服务方向，“开垦”往往蕴含着更大的发展

机遇和发展空间，不局限于传统与经验，大胆挖

掘与利用多样化的创新创业资源，先试点后推

广，让资源更好地在各大高校众创空间之间流

通，拓宽合作发展的维度。 

    (四) 利用区域优势，与产业融合，推进深度 

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属于“一国两制、三个关

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的跨境合作[8]，为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深入合作，应加强区域

政策协调，完善大湾区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强化

内地与港澳的创新交流[9]。政府也应通过系列政



                                                                                           2021 年第 12 卷第 1 期 

 

86

 

策扶持，引导高校众创空间的建设与区域产业融

合，并鼓励竞争力强的企业参与高校众创空间建

设，共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校众创空间的

合作发展，需要与地方产业深入融合实现良性互

动，进一步激发发展活力。高校众创空间应在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深入了解当地优势产业、战略

性产业发展现状，充分利用各项政策优势、产业

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科研技术、人才资源优势，

与地方政府、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科研院

所、行业组织以及各类专业机构深度合作，共享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实现内外部创新创业资源有

效链接；将各类创业团队、初创企业的创新、创

意与产业紧密联结，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创空间呈现蓬勃

发展趋势，合作发展的愿望与需求越来越强烈。

由于受调研条件限制，本文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

众创空间合作发展现状的研究有待深入，仍需在

影响因素、政策制度支持、跨区域交流合作机制

等维度深入研究，从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众

创空间深度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教

育生态系统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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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moting 

makerspace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inject new momentum in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promote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build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policy of 

vigorously developing makerspaces, the number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makerspac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growing, and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cooperation continue to deepen.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establish a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kerspaces cooperation, share 

resources to promote cooperation；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to achieve complementary cooperation；broaden the scope of development, open up 

innovation and strive for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and make use of regional advantages to promote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i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ss-innovation space in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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