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由粵港澳三地公佈的《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
規劃》公眾諮詢文件，從環境生態、低碳發展、文
化民生、土地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合作規劃。香港環
境局副局長潘潔表示，「《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
劃》諮詢文件提出把大珠三角區建設成低碳、高科
技、低污染的優質生活城市群的目標及願景，提高
居民的生活質量，並指區域發展需要超越行政邊界
的共同合作。」
對此，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

平(見圖)表示，由於粵港澳三地都有不同的行政和

法律制度，三方合作需要尊
重差異。他也告訴記者，港
澳與內地在文化產業領域合
作循序漸進，已經實現了具
體項目的合作。他舉例說，
廣東大部分文化創意園都是
與港澳合作。

善用政策 掃除阻礙
此外，在相互尊重差異的基礎上，三地政府應逐

步掃除阻礙兩地人流、資金流、車流、物流、信息
流的因素，用足中央政策，勇於突破兩地法律體
系、社會文化、價值觀念和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差
異，從制度配合、文化調適、共擔成本的原則大局
出發，以克服利益差距的某些分歧，從小處做起，
最終實現三地經濟融合一體化、民生生活的優質共
同圈。
而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黎熙元也認

為，粵港澳區域合作機制建設，應進行系統性、整
體性的制度創新設計，以便更好地適應粵港澳合作
深化發展的需要，構建起「諮詢-決策-執行-監督」，
環環相扣、良性循環的合作機制，才能更給力粵港
澳合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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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粵港澳三地共建優質生活圈，關係到三地人民生活質
量的提升，它的實施必然會對粵港澳三地人民的優質生活，特

別是對環境、生態、居住等要求得到提高，如果真的能夠全面推進而
且落實實施的話，將會大大地提高這三地人民的幸福感以及滿意度。

從五方面闡述 重視民生訴求
而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

《綱要》），則是粵港澳三地未來10年發展的一個願景，《綱要》從環
境生態、低碳發展、文化民生、土地利用和交通組織5個方面，闡述
了粵港澳三地共建優質生活圈的內涵。
長期研究粵港澳問題的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黎熙元直

言，《綱要》是「把社會民生訴求放在很高的位置，更加注重區域生
活質量的提升。」她認為，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8月訪港時，強調
「需加快共建珠三角優質生活圈」頗有深意，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
粵港澳三地居民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的高度重視。
粵港澳三地經濟健康運行，是共建優質生活圈的基礎。當下，西方

發達國家正處於衰退周期當中，粵港澳受到波及，三地發展遇到前所
未有的緊迫感。黎熙元指出，共建珠三角優質生活圈，是《粵港、粵
澳合作框架協議》的一個重要致力目標。目前，粵港澳都處在經濟轉
型的攻堅時期，共建優質生活圈也為粵港澳經濟加速一體化、轉變經

濟增長方式提供了「倒逼機制」。

粵港澳聯袂 突破發展困局
黎熙元分析說，廣東面臨產業層次、資源環境、自主創新、體制

機制等方面的制約，重塑競爭力新優勢的壓力尤為突出；香港則面
臨發展空間不足、經濟腹地較小、運作成本過高等因素制約，重建
持續發展能力的壓力也在增加，澳門則因結構單一、空間狹小而逐
步顯露發展後勁不足等問題。推進三地深度合作和高度融合，是三
地互相借力長遠發展的必然需要，也是應對未知挑戰簡便有效的捷
徑。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則表示，全球處於後金

融危機時代，香港澳門開放程度非常高，必須未雨綢繆，對抵禦風險
的思考有提前量。他認為，這個階段，需要粵港澳三地進行全局規
劃，而建設優質生活圈將大大加大區域抗擊經濟風險的能力。
內地價格水平上漲飛快，香港市民也普遍抱怨收入差距大，穩定物

價改善就業等問題日顯迫切。袁持平指出，香港要突破這些發展的瓶
頸，單一方面是做不來的。香港作為一個微小經濟體，抵禦風險的能
力比較差，港澳面對經濟衰退更需要內地經濟的支撐。要突破，只有
通過與內地合作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勞動力流動，才能解決失業率高
企的問題。

構建
粵港澳加強合作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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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飛、李叢書

對環保生態居住均提高要求《規劃》正展開諮詢

粵港合作邁出大步，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
教授黎熙元(見圖)認為粵港澳三地「共建優質生活圈」
規劃極大體現了社會民生訴求，而明年起將首推的
「二合一卡」電子貨幣，香港「八達通」和廣東「嶺南
通」可互聯互通；同時放寬兩地私家車互流，推出跨
境自駕遊一次性特別配額試驗計劃，是進一步便利兩
地居民交流往來的直接體現。這些措施不但有力促進

粵港經濟一體化，亦
有助兩地更好地共建
優質生活圈。
今年8月，香港特

首曾蔭權和廣東省省
長黃華華在粵港聯席
會議上，共同簽署了
5個項目協議，其中
包括「嶺南通．八達
通聯名卡發行合作框

架協議」。港人北上消費玩樂日漸普遍，2010
年4,880萬人次到內地旅遊，其中廣東省就已
高佔93.5%；另一方面，內地人南下，從觀光
旅遊到購物血拼，也趨向恆常。

粵六市先行 包括穗惠汕
兩地電子貨幣的互聯互通，在很大程度將雙方交易

媒介統一起來（儘管或分別處理港元和人民幣），對便
利兩地的人流、資金流往來發揮重大的促進作用。目
前，粵港正努力實現「八達通」與內地的「嶺南通」

通用兩地，計劃明年在內地6個城市率先試行，包括廣
州、惠州及汕尾。將來亦有可能將使用範圍進一步擴
至廣東全省乃至其他地區。
針對有人擔心，電子貨幣會派生人民幣加速回流內

地的問題。黎熙元教授釋疑道，「二合一卡」交易就
如跨境貿易結算般同屬實際業務，交易款額以及儲值
額度的所涉金額都是可控的，不會出現大量投機性湧
入情況，只要做好相關監管工作，對內地資本管理不
會造成過大負擔，反而能從微觀個人消費行為上加快
區域財富流動。

跨境自駕遊 帶旺相關產業
據兩地旅遊業人士表示，隨㠥港粵居民互留互訪的

需求日益提高，道路基建網絡的不斷完善，明年粵港
有望開放跨境自駕遊。屆時，內地每日有500輛車赴港
消費，首先會給化妝品、奢侈品等中高端零售業帶來
充足的購買力。隨㠥內地汽車的普及，自駕遊更是成
為內地居民南下香港的誘因，極大推動了兩地旅遊及
相關產業的發展。業內人士建議，倘若試行效果順
暢，當可考慮將配額數量擴大，並把自駕遊範圍擴闊。

為配合《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三地正在
共同編制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重點建設行動計劃》，是
「共建優質生活圈」的具體落實行動，該計劃將推動優質
生活圈的建設。
據了解，「環珠江口灣區」包括了珠三角的核心空間，

區位優越、資源豐富、經濟繁榮、生態良好，由鄰接珠江
出海口水域的區一級行政單元組成，包括廣州、深圳、珠
海、東莞、中山等廣東5市所轄的17個區和香港、澳門全
境。灣區內的森林、濕地和海洋等自然生態系統完備，擁
有深厚的文化傳統，產業發展有良好基礎，並已建立起連
通國際內地的海陸空交通體系，為建設宜居區域奠定良好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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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八達通」和廣東「嶺南通」(小圖)明年可互聯互通。

■香港義工正在清
理紅樹林的垃圾。

■廣東中山市公安邊防支隊官兵與駐地群眾在珠江
口清理水域垃圾。

建設粵港澳優質生活圈需要優質
的生態環境。粵港澳三地水源都來
自珠江，對良好的水質有同等的需
求。為此，長期以來，港澳一直都
參與了珠江水系優質水源的保護工
作。粵港積極探索補償機制，減少
上游生產企業排污，保證下游水
質。
據了解，廣東省省長黃華華曾多次

陪同港澳代表參觀環保項目，檢查是
否達到了要求，雙方通過互動幫助區
域改善珠江水質。中山大學港澳珠三
角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表示，「實
際上，內地在環保工作的實際操作中
並沒有明確的警戒線，港澳兩地嚴格
的環保標準將逼迫內地加快改善環
保，三地都將為此受益。」

集約使用土地 提高利用價值
此外，粵港澳珠三角地區城市高

度集中，土地資源緊缺。三地雖不
能實現土地資源的互通利用，但在
特殊區域的合作將發揮土地的集約
利用的價值。目前，橫琴、前海和
南沙都在嘗試在土地利用方面展開
合作。其中，橫琴島項目已經獲得
實際操作經驗。澳門受土地資源稀
缺的限制，發展已經是步履維艱。
橫琴島的開發，使得港澳多元化延
伸發展有基礎，為澳門金融服務、
文化創意產業、中醫藥產業發展提
供機遇。袁持平表示，「如果說粵
港澳合作是一項皇冠，那橫琴島就
是皇冠上的明珠，香港也需要有特
殊實驗的土地作為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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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八達通粵港兩用明年推

■粵港澳三地雖不能實現土地資源的互通利
用，但在特殊區域的合作將發揮土地的集約
利用價值。圖為正在開發的橫琴島。

共謀發展三地須尊重差異

■公共單車出租點出現在廣州街頭，客人只要交
納一定的押金和租金便可使用，既環保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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