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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节”变成“高交会”

上世纪末期，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深圳当时原有的人口红利也正
在消失、深圳正在“三来一补”增长乏力的路口徘徊，经济发展面临严峻
挑战。原来每年一届的“荔枝节”，也在这个当口被改为了“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而正是这一“改”，为深圳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高交会究竟有哪些故事呢？一个经典的案例便是如今的互联网大佬马
化腾。有一个时期，马化腾曾经四处奔波，甚至一度要卖掉QQ，但首届
高交会上的一笔风险投资，却救活了这只“小企鹅”，而如今的腾讯，已
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地标”。事实上，像腾讯这样在高交会获得市场、
资金或科研成果的故事比比皆是，深圳自主创新的“家底”也越来越厚
实。达实智能、云来网络、金蝶、比亚迪、大族激光、三诺、研祥等一大
批企业从高交会走出，成为中国创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丰富的创新资源，加快了深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高交会与高
新技术产值增长周期的关系可以用一组数据说明：1990年，深圳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仅有几十亿元；到2000年，超过第一个1000亿元，用了10余年
的时间；而 2003年超过第二个 1000亿元时，用了 3年时间；之后，就以
平均每年一个“千亿元级”的速度在增长；到 2014年，深圳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超过1.5万亿元。

小产品登上大舞台

当然，高交会的故事远不止马化腾一位，众多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产品
亦从这里走出。有观察人士戏称，看高交会的产品变迁，就能感受出时代的
变化、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变迁。

例如，人们司空见惯的U盘，就是从高交会走向世界的。1999年，邓国

顺和同伴成晓华发明了全球第一款闪存盘 （即U盘），并把它带入高交会上的
一个小展台，结果成就了后来风云全球的朗科。2006年，中科院深圳先进院
院长樊建平在高交会上预言：不出 10年，智能机器人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
当时此言被人们认为是“吹牛”。如今 8 年过去了，扫地机器人、炒菜机器
人、智能玩具机器人等，都已经进入了市场。

17 年来，研发机构与企业在高交会上达成数百项合作，如转基因抗虫
棉、地效飞行器等一批国家级重点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项目，
均走上了产业化之路并打入国际市场。事实上，智能手机、家用机器人、物
联网，以及时下最新潮的可穿戴设备、云计算、光子支付等，都是在高交会
上崭露头角，进而大规模应用铺开的。

“如果你有一项发明，那么就应当跑步来参加高交会；如果你是一家很想
尽快有所作为的科技企业，那么就应当在每一届的高交会上有所作为。”一位
参会企业家的肺腑之言，道出了高交会在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上的重要意义。

太空科技南方中心主任周路明，曾担任高交会组委会办公室工程部部

长。当时他曾这样分析：中国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北方和高校集中的地区，
深圳在科研上可谓“一穷二白”，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的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迅猛，对科技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科研院所又有大批科技成果
亟须产业化。高交会的出现，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成为国家创新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愁嫁女”变身“万人迷”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高交会也是如此。最初最难的工作便是招商。尽
管举办方付出巨大努力，但首届高交会，也仅有 5个外国政府组团、21家跨
国公司参会。

17年后的今天，和深圳这座城市一样，高交会也早已今非昔比。如今的
高交会已然从深圳走向世界，成为全球范围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高新
技术盛会。例如今年，就有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近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9
个国外团组参展。其中，比利时、希腊、保加利亚等21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29个团组及巴基斯坦为首次参加高交会。数百家外国展商为本届高交
会带来了千余个项目与产品，此外，韩国也组织了 8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参
展，规模较去年增大一倍。

截至目前，已累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逾5000家次的境外企业参
加过高交会，十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此论道，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在高交会
部长论坛上发表高见，包括全球十大证交所在内的著名海外证券交易机构前
来“跑马圈地”、发掘中国好公司。如果说，初期深圳高交会是位“愁嫁女”
的话，那现在她已经变成了“万人迷”。

8年前，高交会海外分会首次走进西班牙巴塞罗那，只有十几家企业前来

合作。在 2014年第二次巴塞罗那的高交会海外分会上，超过 240家西班牙企
业在高交会海外分会场上争相“追”着中国企业跑，西班牙巴塞罗那电视台
甚至全程跟踪采访。

今年高交会海外分会则首次走进了俄罗斯，受到当地科技界的热切关注
与积极参与。来自俄罗斯联邦超过25个地区近50家科研机构、高校以及科技
公司的150多位代表前来参加分会，与中方企业进行了超过了150场次的对接
洽谈。

高交会海外分会自 2005 年起已先后在奥地利、西班牙、芬兰、匈牙利、
德国和以色列等国家举办，在欧洲大地不断刮起一阵阵“深圳旋风”，让世界
感受到中国创新的魅力。

再例如，2011年第十三届高交会上，国际知名半导体专家大见中弘出现
在现场。这位年逾七旬的业界泰斗，素闻深圳正在上演一场“科技盛宴”
时，便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不请自来地从日本来到高交会上，并由衷地感
叹道：“没想到中国有这么好的展会，科技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新技术”对接“新资本”

深圳的“性格”当然也影响着高交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
圳是我国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也是资本市场最为完善的地方之一。
因此，从诞生那一刻，高交会就将打通技术与市场、技术与资本的壁垒为
使命。

在高交会上，许多市场规则被重新“洗牌”，由于突破了传统体制的
限制，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安徽省天长市秦栏镇 1999 年首次参展高交
会，就把自己的电子产品卖到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高交会的培
育，秦栏更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电子镇，仅电子遥控器的出口就占全国总额
的70％，曾创造了闻名全国的“秦栏神话”。

一边是科技界的“年度大集”，一边是满世界寻找项目的风险投资机
构。在高交会这个舞台上，造就了许多科技与创业资本融合的佳话。

风险投资一直是高交会上颇为独特的风景，不少参展企业发现，高交
会上不仅能卖产品、卖技术，甚至还能卖股权。在很多人尚不知风险投资
为何物时，首届高交会就前瞻性地引入风险投资，提出科技成果交易和风
险资本结合，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条件。

深圳本斯集团张滨对此深有感触。10多年前，从美国归来的他带着柔
巾机技术，匆匆赶赴高交会，获得了一个仅4平方米的展台。虽然展台面
积不大，但柔巾机技术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一方面获得风投解决资金之
缺，另一方面也一口气拿到了 5000万元订单，一发而不可收地成为家电
细分产业的小巨人，目前已经拥有4家企业。后来，他又在高交会上得到

一个国内著名的风险投资商的青睐，投资1亿多元帮助他打造一个新的担保公
司。如今的他再逛高交会，任务已经从以前的找投资，变成了如今的找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10多年来，全国近300家企业借高交会平台成功上市。而正
是因为与高交会的相互促进和发展，目前深圳已成为全国创投业最活跃、竞争
力最发达的地区，创投机构的数量和管理创业资本额占到全国的1/3。

科技“年度大集” 培育投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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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遇上“科技”
——“2015文化科技创新论坛”在深圳举行

谢仁敏 朱 芳 赵鹏飞

图为参会者正在介绍自己的最新成果。

图为广东省省长朱小丹 （左二） 和深圳市市长许勤
（左一） 在听取项目介绍。

图为科技名企“集结”高交会现场。图为科技名企“集结”高交会现场。

“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每个深圳人都知道，深圳因

改革而生，因创新而荣。2015年11月16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

技术产业交易会（下简称“高交会”）再一次如约而至。据悉，第17届

高交会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主题，主要展现

中国自主创新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发挥高交会助推产业创新发展，促

进“政、产、学、研、资”有机结合。今年，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

代表团、3000多家参展商、1万多个项目参加展示、交易和洽谈。有分

析人士指出，深圳对中国国际高新技术产业交易会十多年的执著，是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展翅翱翔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国家战略
如火如荼深入推进之际，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
市南山区人民政府、深圳大学联合主办的“2015 文化科
技创新论坛”近日隆重举行。据悉，本届论坛以“开源
创新背景下的文化科技融合”为主题，分设“协同创新
与未来发展”、“创客经济与社会变革”、“开源创新与公
共文化”和“创客与创新管理”四个单元。来自美、
澳、荷、法、加拿大及中国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政府
官员以及文化企业代表百余人齐聚本论坛，就文化科技
产业的发展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那么，这场精彩的
论坛又碰撞出了哪些“火花”呢？

观点一：协同创新成趋势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平指出，我们需要确
立一种“集成创新”的理念，强调自主意识、跨界意
识、协同意识和整合意识，有效实现艺术要素与技术要
素的集成和创新。

“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科技，
这是一个一直存在的命题。那么，
科技如何影响文化的走向？”世界
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黄昌勇
指出，文化趋向综合化发展将打破
诸多界限，实现跨界融合发展，并
将对当代艺术、先锋艺术、大众文

化产生深远影响。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指出，以移动

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和以文创为代表的文化创新代
表了人们的不同需求，文化、情感、服务、技术、材料
等都被整合在一起。未来，更多的小微企业和虚拟型企
业将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即一源多用或多源多用，进而
最终形成真正的“互联网+”文创生态。

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创新设计院总监叶长安展示了
香港在社会创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成果。他认为，社
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一样重要，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

（NGO）、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的跨界合作是必然趋势。

观点二：深圳创客空间大

美国未来学院“十年预知”项目研究主任琳·杰弗雷
对深圳格外关注。在她看来，很多旧金山的创客来到深
圳，于 2007年创办了开源式制作工厂。中国深圳是未来
创客孵化的重要区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约翰·哈特利
则说，创客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技术、知识和经
济等因素的沟通，通往创意经济与文化的新道路就在我
们的文化、生活、环境等整个生态系统之中。

“华强北之所以受到创客的青睐，缘于其打造了一个
为创客们提供全产业链条的创业生态雏形，缩短创客创
意变成实物、产品的周期。”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负责人
李诺夫表示，“山寨2.0就是创新。”深圳已走过模仿、集
成、改良再创新的道路，未来的创新之路将更加自信。

观点三：鼓励包容促创新

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马志辉则强调了创意
的文化公益性。马志辉称，创新和创客并不总带来经济
回报，很多开源方面的创新来源自内在好奇心的驱动和
执著。同时，社会与政府则应该给予适当的鼓励，通过
重视过程与宽容失败来推动创意的发展。

上海市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一直都很
关注创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花建表示，创新城市不仅
仅依赖于大城市，更要形成区域联动效应，带动小城市
的发展，形成“分散式集聚”，并逐步形成一个具有梯度
结构的、有效的城市网络。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媒介文化与创意艺术学院国际部
主任李士林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科技融合需要
更多地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对新事物的诠

释要有弹性机制，达成公共部门对确定性的追求与科技
创新的不确定性之间的调解与平衡。

观点四：优质管理不可缺

在讨论如何对待创意时，南澳大利亚大学商学院副
院长斯蒂芬·波伊乐提到，创意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问
题的关键是如何管理好创意，真正把创意转化为创新产
品。政府要建立一种创新机制，激发人们的创意意识，
并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对创新金点进行有效管理。

KEA欧洲事务所创始人菲利普·科恩梳理了欧美的创
新管理经验。他提醒说，政策制定者清楚了解面对何种
挑战是一个难点，如何落地实施又是一个难点，这需要
采用多维度的综合创新。“比如，推动跨学科之间的融
合，培养创意人才，提供创新土壤，同时也带动了创造
性的经济活动和就业。”他说。

深圳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朱谢群分析了
从创意的兴趣导向到创业的利益导向异化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并从知识产权角度提供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
在法律规范上，创意权益归属界定中存在的困难。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詹双晖则
针对管理政策面临的难题提出了三条对策：一是政策制
定时应注重解决普遍性问题；二是推进文化产业与科
技、制造业及经营模式的融合创新；三是努力培育创新
文化，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

图为论坛现场，嘉宾正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图为论坛现场，嘉宾正在阐述自己的观点。

图为“一带一路”展区前人头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