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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的40年，深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中国经济体制的调整变迁、市场基因的养成与发育，神奇地对照出
区域发展的低谷与高潮。起初，特区之“特”，主要在于政策优势。后来，特区之“特”，主要在于市场活力。如果说深圳特
区之于全国的意义是改革的“拓荒者”，前海蛇口自贸区之于全国自贸区的特殊意义，将是开放的突破口。这里盘踞着
中国经济最耀眼的明星企业，也蕴藏着海量的创业新秀和创业者。他们各有特色、敢闯敢干、打破陈规，具有极强的市
场竞争意识和国际化视野，与各种力量博弈，不达目的不罢休。

深圳自贸区：“特区中的特区”

【编者按】在做深做实“两区”建设、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在北京自贸区全面落地的宝贵窗口期，北京商报特别策划
一组系列报道，聚焦自贸区的启航与成长。通过实地调研，讲述海南、深圳与上海自贸区三个先行样本因地制宜的发展故事，探索
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与制度创新。同时，聆听来自北京自贸区三大片区顶层设计者和亲历者的权威声音、来自区内企业的
一线声音，搭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间的信息桥梁，为北京自贸区的远航出谋划策。

投石问路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焱信为民”App首页写道。

“焱，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意思。”洪纬是焱信为民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焱信为民”）的创始人。公司面向创业者的社群平台，是最早入

驻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的港企之一。

1997年，洪纬离开香港前往深圳创业，在他看来，深圳就像是一扇通

往大陆的门，对面是13亿人的大市场。在此后的20余年间，他辗转于保险

产业和销售服务对接平台间。“之前一直是自己摸索，从租房子到去人才

市场招聘，2015年有个香港同乡告诉我前海有个企业孵化基地，很多港企

都在里面，或许能帮上忙。”

彼时正值梦工场计划开展新的平台项目，洪纬填了报名表，很快收到

面试邀请。“场面很隆重，面试官里有几位是上市公司的总裁。我们彼此交

流了一下创业的想法，然后我拿到了offer。搬进来那天，梦工场给我发了

一把‘大钥匙’的模型。”

交钥匙的仪式感一直复制到了今天。2020年12月7日，梦工场二期的启

动仪式上，依然有这个有趣的环节。在梦工场的助力下，洪纬也没有放弃创

业资源的积累。最终在2019年，这款名叫“焱信为民”的软件重出江湖。

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创业期的洪纬拿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已向

梦工场提交了租金减免和补贴申请。“相较以前办公的地点，梦工场补助

后的价格便宜很多。如果香港团队来创业，第一年租金减免能达到八成，

还有创业补贴，每年可以减不少钱。”

据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事业部品牌活动策划高级经理杜鑫介绍，当

前梦工场为港澳青年提供的扶持政策包括租金减免、创业资助、住房支

持、拎包入住以及一站式创业服务等。

从1/468到1/12500

“从城市上空向下俯瞰，梦工场所有楼宇的形状刚好凑成一个大大的

‘梦’字。”杜鑫说。截至去年11月末，梦工场已累计孵化团队468家，包括港澳

台及国际团队236家、高层次人才团队5家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0家。

采访洪纬的前一天，也是梦工场二期工程启动的日子。当天开园仪式

请来了舞狮队，按照港人的习俗，沉睡的舞狮被德高望重的人用毛笔醮朱

砂点睛后将被唤醒，醒狮则会带来好运。

“六年前的今天是梦工场一期落地的日子，今天已经是二期开园了，

这次又有首批4家孵化机构和32家港台创业团队入驻。”杜鑫说，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覆盖领域众多，分工各不相同，按照前期规划来看，梦工场更多

扮演着服务各路港澳台及大陆创业团队“店小二”的角色。

随着《前海深港合作专项行动计划（2018-2020）》《关于支持港澳青

年在前海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落地。前海先后推出100余项惠港政策，

累计面向港企出让土地占比43.2%，建成深港青年梦工场、深港设计创意

产业园、前海深港创新中心、深港基金小镇等平台。

2015年4月27日，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挂牌成立，自此横亘深圳河道

两岸的罗湖桥“宽了”，也迎来了大量港资进驻。

据统计，在自贸片区落成半年后的2015年底，片区内港企达2313家，

到2019年底，前海注册港资企业累计达1.25万家，注册资本1.32万亿元，

2019年度实际利用港资36.47亿美元，占比87.6%，港企作为前海蛇口自贸

片区经济支柱作用显现。

“这边有个口号叫‘来了就是深圳人’，它很像一个盛放流动人口的容

器，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这里做事，各种边界被打破了，组合到一起就会

产生一些奇妙的效应。比如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条粤海街道能比肩美国

一个科技城，产业之间有强大的内部循环能力。”洪纬说。

“家门口”的生产线

正像洪纬所说，作为园区内硬科技企业的工匠社早已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体系，通过就近取材在五年内迅速扩张并完成B轮融资。

“对于我们这种机器人或者智能硬件公司来说，它的供应链布局非常

接近。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充分利用珠三角区域丰富的供应链体系，降低

自己的管理和投资成本。”工匠社创始人招俊健说。

距离洪纬公司不远处的工匠社，是一家集成机器人技术研发和生产

的科技企业，创业的初衷源于招俊健从小的爱好。2015年企业创办至今，

工匠社从一个由4人组成的工作室变成一家拥有百名雇员的企业。

招俊健多次把自己比作“草根创业者”，采访过程中，产品经理出身的

他仍最擅长讲产品。“我的职能很像产品经理，收集、分析用户反馈，总结

出一些共性的需求然后实现产品改良、迭代。”作为土生土长在大湾区的

竞技格斗机器人，其供应商全部实现就近取材，有助于企业掌握自己的核

心供应链。

2019年，深圳市机器人协会秘书长毕亚雷曾在机器人创新与发展论

坛上表示，深圳在全国已成为机器人产业链最完整的城市，部分核心零部

件已能与海外知名品牌抗衡。截至目前，深圳机器人行业产值已过千亿

元，独立发展为当地战略新兴产业。

九层之塔，起于累土。去年疫情来袭，身处完备的供应商富矿加上天

长日久的业缘积累，片区企业顺利实现跨行救急。深耕户外运动设备的前

海胡桃科技有限公司在10天内设计、生产出智能热成像测温机器人，收获

上千份订单。

截至目前，深圳在通信、汽车电子、计算机及外围接口、消费类电子、

光电、仪器仪表等领域，均已构建了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边发展，边规划”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建成五

周年。据统计，过去五年来，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注册企业增加值上涨幅度

达1.5倍，经济密度居全球前列，每平方公里平均产出税收18.61亿元。

“边发展，边规划。”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顶层设计参与者、城市一线

的亲历者，还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不止一次提到他们眼中的深圳发

展“路径”。这条路径看上去似乎冒险有余，沉稳不足，却为深圳创造了更

多机会和惊喜。

“如果问我深圳的改革基因是什么，我可能会选择‘创新’‘效率’和

‘活力’。”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说。

1980年，蛇口工业园区主任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口号，口号被做成一块巨大的标语牌，矗立在港务公司门前，“效率至

上”也就此被注入深圳的发展基因。

“举个例子，前海率先试点全流程网上商事登记，实现了企业‘零跑

动’办照，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和外商投资备案回执时限从自贸区成立前的

20个工作日减少到1个工作日。2019年，企业设立审批时限继续压缩至几

十秒内。”袁富勇说。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首次视察前海时再次提到，“敢于

吃螃蟹，落实比特区还要特的先行先试的政策，都授权给你们了，大胆往

前走”。

如今，制度创新已成为片区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基础并形成“前海模

式”。据统计，片区已累计推出573项制度创新成果，领域覆盖投资便利化、

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法治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其中，全国首创或领先

达226项，全国复制推广58项，全省复制推广69项，全市复制推广165项。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刘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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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总体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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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支持前海实
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
的先行先试政策

2014年12月7日
国务院正式批复前海
蛇口片区纳入中国（广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5年4月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挂牌成立，随后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正式挂牌运作

2018年10月24日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视察前海，充分肯定
“前海模式是可行的”

前海蛇口片区内企业类型

金融业

现代物流业

信息服务业

科技服务业

专业服务业

累计注册151205家企业

29.7%

21.3%

9.4%

15.7%

19.8%

2019年及以前注册企业141237家{ 2020年新注册企业9968家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企业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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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上市公司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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