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香港是北京FDI（國際直接投資）
排名第一位的區域，累計在京投資200

億美金，約佔北京FDI的1/3；與此同時，北京走
出去的首選地，亦是香港。」北京市副市長、北
京市工商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程紅在接
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如是說。據最新統計，目
前在港的北京企業有300家左右，而香港作為金融
中心，已吸引85家北京企業在港上市。

經貿往來 成最重要夥伴
經過15年的共同合作，北京與香港已經互為對

方最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去年前8個月，北
京市利用外資52.2億美元，其中，港資達到23.5億
美元。京港兩地進出口總額累計達到57.2億美
元，同比增長35.5%。其中，北京從香港進口額
達到29.5億美元，同比增長119.3%。
截至去年8月底，香港累計在京設立外商投資

企業11,213家，累計實際外資194.5億美元。同
時，香港亦是北京重要的對外投資目的地。2010
年，北京在香港設立境外企業（機構）74家，中
方協議投資額4.5億美元，佔北京對外投資總額的
25.2%。而今年4月初，本報記者了解到，在港上
市的北京企業再度擴容，達到85家。
程紅表示，多年來，北京與香港始終保持㠥

緊密聯繫，除在製造業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合作
成果外，在服務貿易等新興產業方面亦呈現出
良好態勢。她說，北京服務貿易發展能夠突飛
猛進，並服務全國，這其中，香港在京服務機
構功不可沒。

通過北京 港企輻射全國
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福5月底在京參加「京交

會」時對本報記者說，香港回歸15年來，兩地的
合作已由單一的經濟往來向文化、教育、醫療等
多元化發展，「這是健康和必須的發展過程。」
在過去十幾年，隨㠥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民

眾對生活的需求亦不盡相同，一些與城市建設、
文化教育有關的香港企業，開始慢慢進駐到北京
等城市。林天福指出，香港企業可以通過北京這
樣的大城市，輻射至全國。未來香港與內地的合
作絕不僅限於簡單的製造業方面，兩地在醫療、
教育、城市建設、房地產等提升民眾生活水平的
領域亦將展開密切合作。

強強聯合 攜手邁向世界
一個是身居內陸的大國首都，是中國政治、文

化和國際交流中心，是有㠥豐厚文化底蘊和歷史
的百年古都；一個是依靠在大海邊的國際自由
港，是全球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程紅認為，北京與香港各具特點，可互相取長

補短。她說，就服務貿易而言，香港具有產業優
勢和技術優勢，北京則具有地理優勢和人才優
勢，兩地的服務貿易合作可謂是強強聯合，在今
後的發展中，兩地亦將繼續互利互惠，共同走向
國際。
而林天福亦表示，過去京港兩地的合作以走進

來為主，未來更大的課題是兩地如何一起走出
去。他認為，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北京可以更多
地利用香港在國外建立的網絡，利用香港國際化
的條件和經驗，與香港企業一同走向世界。另
外，由於一些內地企業已經在國內擁有一定份
額，香港企業亦可以利用這些企業的龐大資源，
進行優勢互補，達到互利共贏的目的。

作為國內城市軌道交通領域，首個引入外
資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京港地鐵公司無疑
是最引人注目的企業之一。今年3月，香港
特首曾蔭權視察了京港地鐵，他表示，特區
政府一直重視發展京港兩地合作，北京地鐵
4號線是京港兩地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額最
大的合作項目，對於這一項目的合作成功和
發展，特區政府十分關注。他希望在京港兩
地交流日益緊密的大趨勢下，港鐵要始終保
持在業界的領先優勢，為京港兩地交流合
作、北京軌道交通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由京港地鐵公司負責建造的4號線項目總投

資約153億元（人民幣，下同），這其中70%
由北京市政府出資，30%由特許經營公司出
資。4號線特許經營公司總投資46億元，註
冊資金13.8億元，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
司和香港地鐵公司各佔49%，另外，2%則由

北京市基礎投資有限公司所佔有。
地鐵4號線自2009年9月開通至2011
年5月，客運量已突破4億人次，開
行列車30萬列次，平均兌現率
99.8%，正點率99.6%，安全行駛
5826萬公里。

軌道交通 借鑒香港經驗
去年10月，京港兩地軌道交通合

作再續新篇，簽署合作意向書，北
京亦就軌道交通建設向香港取經。
據統計，港鐵在香港主要交通工具

市場佔有率中已達到近50%，軌道交通已成
為香港市民普遍的出行選擇。北京市將借鑒
港鐵的建設經驗，積極構建「以地面公交為
主體，出租車、駐車換乘為補充」的公共交
通換乘體系。通過交通規劃、落實用地、科
學調研、系統管理等方法落實公共交通接駁
換乘工作，通過提高交通運輸保障能力，緩
解城市交通擁堵。
京港地鐵4號線正線全長約28.177公里，

設24座車站，貫通北京城區南北兩個方
向，途徑西單、西直門、北京大學、圓明
園等重要地段，是北京市民出行、遊玩的
優質選擇。記者在西單站隨機採訪了一位
乘客，該乘客表示，4號線的開通令她縮短
了上班出行的時間，同時亦方便其周末休
閒逛街。她還說，4號線的車廂比其它線路
的要寬敞些，乘坐起來也比較舒服。

15年來，京港合作的觸角由經貿往來
慢慢延伸至惠澤百姓的民生領域，2012
年，北京醫改開啟了「破冰」之旅，建
立醫藥分開試點醫院。北京市醫管局副
局長毛羽表示，香港的醫院管理具有可
借鑒意義，今年2月，北京市醫管局與香
港醫管局完成了首次實質性的合作洽
商，並將從香港聘請一名總藥劑師到北
京市醫管局工作。北京市醫管局相關工
作人員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這項工
作正在進展中。
內地醫改「風生水起」，在如何解決內

地患者「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

時，首都北京率先向香港學習借鑒經
驗。香港在藥事服務、藥房管理方面相
當成熟。統計顯示，香港醫院中的藥品
收入只佔總收入的8%，而北京各醫院的
藥品收入要佔據半壁江山，遠比香港醫
院更加依賴「賣藥錢」。

兩地醫管局 達合作意向
毛羽指出，在香港的醫院裡，藥劑師

需要核對、建議、修正醫生的處方，他
們的用藥服務標準是統一的，由醫管局
負責制定。而對於北京的患者而言，
「藥劑師」還是個陌生概念。引入香港的

總藥劑師後，北京醫療機構內部的用藥
製度也醞釀㠥改良。他亦介紹，各醫療
機構內部也將會對應地設立藥劑師，形
成一套制度。
此外，北京市醫管局還和香港醫管

局達成了為期兩年的合作意向，北京
醫管局將會從運行模式、決策機制、
醫院績效考核評價等多個方面與香港
交流。在去年的京港洽談會期間，兩
地還簽署了合作協議，該協議旨在通
過高層人員交流、專業技術合作，以
及信息資源共享等創新方式，推動兩
地的衛生事業發展。

15年前，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也從此開啟了京港兩地的互利合作之門。如今，香港已成為

北京最重要的貿易夥伴、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以及對外投資最多的地區。北京與香港

通過15年來的不斷合作，搭建起一架共同通向世界的貿易大橋。來自京

港兩地的官員、企業家異口同聲地告訴本報記者，未來京港合作將呈

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不僅僅局限於經貿往來，教育、醫

療、文化、城市基礎建設等都將成為京港合作新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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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協港區委員朱嘉樂在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時說，香港回歸15年來，她
感受到京港交流合作最大的成就是融
合，這種融合包括政治、經濟、文化、
科技、資本、人才等各個方面。

港協辦奧運積累經驗
朱嘉樂表示，這些年來，她親眼看見京

港兩地有效開展了學術交流、青年交流營

等活動，為兩地的融合搭建了長期合作的
平台。但是，除了這些方面的交流外，朱
嘉樂格外關心京港兩地的體育事業交流，
她說，體育也是國家軟實力的一個象徵，
是聯繫京港兩地的重要紐帶。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香港作為分

賽區協辦馬術比賽，令香港躋身「奧運
城市」之列，為香港積累籌辦大型國際
體育項目的寶貴經驗，也為2009年主辦
東亞運動會奠定基礎。朱嘉樂說，通過
參與北京奧運這樣的國際盛事，讓香港
市民感受到回歸後的歸屬感與榮譽感，
進一步拉近了香港與祖國的距離。

可合辦國際頂級賽事
朱嘉樂就未來京港兩地如何在體育事

業方面展開合作交流提出以下三點建

議：一、兩地合作，共同舉辦有影響力
的國際頂級體育賽事。體育無國界，發
揮體育的「民間外交」職能，整合京港
兩地資源優勢，對該賽事進行國際轉播
報道、贊助營銷，並打造有國際影響力
的賽事品牌，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良
好認識。
二、京港兩地在體育項目上各有優

勢，可進行互補交流，如北京在小球
類、跳水等項目優勢明顯，香港在自行
車、帆板等項目又具獨特之處。雙方可
以通過舉行聯賽、運動員交流、技術培
養等多種渠道取長補短，共同提高。
三、加強兩地民間體育機構交流，可

定期舉行「京港體育聯賽」、「京港明星
市民運動會」等活動，吸引市民廣泛參
與，促進京港體育的民間融合。

篇港京

■徐克在去年的京港洽談會上亮相，簽約建「高科

一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京港地鐵4號線是北京市民出行、遊玩的優質選擇。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香港作為分

賽區協辦馬術比賽。

香港著名導演、鷹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徐克在去年的京
港洽談會上，與北京市房山區政府簽署合作協議，在該
區投資建設大型影視城「高科一號」影視基地。徐
克此前透露，「高科一號」建成後，將
成為亞洲首家以3D多維技術為核心
的科技型多媒體影視基地。
本報記者獨家向房山區政府

了解「高科一號」項目的進
展過程。自去年8月香港演
藝人協會會長、新富集團董事曾志偉一行來房山區進行實地考察後，
領銜該項目的徐克以及香港著名設計師劉小康，都曾分別來房山區進
行座談。
房山區政府向本報記者透露，今年2

月，徐克就「高科一號」影視基地項目的
用地及規劃設想，與該區相關官員進行了
座談。徐克提出，要以「核心+衛星」的
理念來進行項目建設，依托區位優勢和區
域資源先建設影棚，再後續拓展。

京文化產品 港助「走出去」
對於京港兩地不斷開展的文化合作交

流，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福表示，中國是
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國，北京
又是中國的首都、著名的古都，有條件創
造出更多、更優秀的文化產品。北京與香
港合作，可通過香港這一獨特平台，把自
己的文化產品推廣到全球。
據悉，「高科一號」影視基地項目是亞

洲首家以3D多維技術為核心的科技型多媒
體影視基地，是頂尖的創意文化基地。它
將打造「亞洲唯一」的水下攝影、太空基
地、魔幻史詩等超級場景，投資研發3D拍
攝高科技設備，開發數碼替身，並建設
「全國唯一」影視版權拍賣中心。

相互促
進發展

創雙贏

名導徐克領銜
京建3D影視基地

過往12屆京港洽談會成果
2011年：簽約69億美元

2010年：簽約88億美元

2009年：簽約32億美元

2008年：簽約50億美元

2007年：㠥重討論大城市管理經驗

2005年：京企對港出口17.2億美元

2003年：合同外資172.6億美元

2001年：推進兩地城市基礎設施合作

2000年：奧申委在港舉辦申奧發佈會

1999年：推出308項招商引資項目

1998年：簽約106個合作項目

1997年：簽約14.62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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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副市長程紅

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攝

■香港貿發局總裁林

天福稱，京港合作已

向多元化發展。

港區委員籲加強體育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