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拓八大領域 商機三萬億
粵港交流會簽278項目涉66億美元

仁㞫濱海中心將成珠澳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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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籲把握粵優化政策機遇

珠三角發展綱要提出珠海作為珠江西岸核心城市的重要位

置，而港珠澳大橋及橫琴新區的建設將加速粵港澳經濟一體

化進程，促進澳門與珠海腹地互動發展成為更高檔次的旅

遊、休閒、娛樂中心。由於地處澳門特別行政區與珠海市交

界的交通要道上，即將建成的港珠澳大橋珠海段入口及廣珠

城際輕軌拱北樞紐站均選址於這一地段。作為溝通港澳及內

地之驛站，仁㞫濱海中心建成後必將成為珠澳地區顯要的地

標建築。

據介紹，仁㞫濱海中心位於珠海情侶路最南端，毗鄰拱北

口岸、輕軌拱北站及未來港珠澳大橋接入口，是一國兩制三

地的交匯點，優越區位在國內堪稱絕無僅有。港珠澳大橋、

珠澳口岸、廣珠城軌拱北站接駁珠三角及港澳地區，令項目

快速融入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暢享珠港澳璀璨國際生活。

昨日下午，本屆粵港經貿交流會還專門舉行廣東

省華僑農場土地招商推介會。據介紹，主辦方組織

了涉及先進製造、金融、高新技術、旅遊、現代農

業等行業近60個項目現場推介洽談。推介會吸引香

港工商企業界近500名客商參會，現場達成投資項

目協議28個逾8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現場簽

約17個外商投資項目44.6億元，最大項目投資額超

10億元。

現場簽17外資項目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指，廣東省是全國華僑

農場最多的省份，有23個華僑農場分佈在廣州、深

圳、珠海、佛山、韶關、梅州、惠州、汕尾、江

門、陽江、湛江、肇慶、清遠、揭陽等14個地級以

上市，土地總面積達1070平方公里，其中國有土地

總面積約110萬畝，預期可用於建設的土地面積近

30萬畝，是廣東省國有土地儲量最大的特色區域。

2008年以來，廣東因地制宜創新思路、出台政策推

動華僑農場體制改革實現重大突破，經濟社會發展

取得長足進步，呈現出良好發展勢頭。

將推系列優惠政策

為推進相關華僑農場的發展，廣東國土廳相關人

士表示，對廣東華僑農場的開發，將有一系列的政

策優惠。其中，在省市兩級土地指標安排上，將獲支持。相

關審批將有綠色通道。而在用地政策上，如果是發展現代產

業項目，也有專門的政策支持。其中，對新興的戰略型產

業，將優先安排用地指標。同時，對大型骨幹企業參與開發

華僑農場項目，也有特別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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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廣東省政府和香港政府聯合主辦的

「2013粵港經濟技術貿易合作交流會」

昨日在香港舉行。率團來港出席會議的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表示，當前廣

東的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了一個嶄新階

段，將進一步改革開放加快及轉型升級

和基礎設施建設，尤其在未來兩到三

年，將以粵東西北為發展重點，這將為

境外投資者特別是港資企業帶來系列的

新機遇新前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古寧、藺紅柳、徐碩

圖：張偉民

本次交流會期間，廣東推出涉及基礎設施及園
區、農業、輕工、機械、電子信息、化工、

醫藥、服務外包及服務業、旅遊業等領域的重點
合作項目以及一批貿易貨單。據初步統計，共簽
訂外商投資項目278個，外資金額66.35億美元，同
比增長9.1%，投資總額超過3,000萬美元以上的項
目105個。貿易成交總額41億美元，同比增長
7.9%。

安排21大項目共460個子項

徐少華在會上指出，廣東「十二五」的後三年
投資需求巨大，將繼續推進公路、鐵路、機場、
港航、城市、能源、水利和環保等八個領域的建

設工程。目前，已安排
21個大項目共460多個
子項。未來三年，廣東
有將近3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投資總額。
同時，廣東正創建實施
促進粵東西北地區振興
發展的決定，將在今後
5年安排超過9,000億元
的財政資金，加大對粵
東西北承接雙轉移重大
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區
擴建的投資力度。「這
些項目蘊含重大商機，
我們期望海外特別是香
港企業家特別關注參與

投資共同發展」。

投資重點轉向粵東西北地區
「如果說過去的30年港資的關注度以及投資度

主要是在珠三角，今後2至3年乃至到2020年前，
廣東自身安排的發展投資重點將逐步轉移到粵東
西北地區。」徐少華又指，廣東也期待香港企業
家與廣東發展趨向同步，「比如10日這樣的機
會，港商與粵東西北地區政府商量今後的投資項
目。此外，十二五時期廣東推進產業型升級，將
安排超110億元支持高端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
半導體照明、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等戰略新興產
業。」

將建100個現代服務業集聚區

同時，廣東將支持建設100個現代服務業集聚
區，在近5年打造一批包括港資企業在內的大骨幹
企業，一共將有100億元企業250家，超過500億的
60家，超1,000億的30家。其中，將重點發展現代
金融信息服務文化創意工業設計等現代服務業。
徐少華稱，按此前的規劃，明年底前，廣東將率
先實現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屆時廣東服務業總
值佔GDP48%。香港是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高端服
務業非常好的地區，港資進入廣東有利於廣東的
服務業轉型升級，也將為海內外投資者尤其是港
企提供投資發展平台。
徐少華表示，目前廣東已是中國第一人口大

省，人口超一億。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30年居內
地首位，也是內地電子信息及電器商品的重要集
散地。十二五期間，廣東進出口額增速達7%，今
年廣東進出口總額有信心突破一萬億美元大關，
這也將給全球進出口窗口的香港帶來商機。此
外，廣東重大平台推介建設順利，包括廣州南
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六個重大平台建設正
在有序推進。尤其南沙、前海和橫琴，將辦特區
中的特區，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將在這些特區中
的特區率先實現。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開幕式並作主題演

講，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副特派員李元明等出席開幕式。廣東省21個地
級以上市、順德區以及粵省內六大招商平台組團
參加，粵港雙方逾1300人出席大會開幕式。

香港貿發局總裁林天福在發言時表示，香
港與廣東兩地合作無間，無論是在貿易或者
是人才交流方面，都不斷的擴大。目前，粵
港合作模式逐漸轉化到服務業聯手走出去的
策略性的合作，在國家政府規劃背景下，在
廣東的企業紛紛謀求轉型升級，欲求提升效
益和競爭力走向高中層。兩地除了共同開拓
新的產業以外，還可以共同發展珠三角商業
市場，並聯手將海外品牌及技術引進廣東。

珠三角商業市場潛力大

林天福說，香港作為進入內地市場的
一個據點。上個月貿發局在紐約與洛杉
磯舉辦大型推廣活動，向美國企業介紹
亞洲市場，尤其是中國內地市場的商
機，借此引進更多美國的先進技術到亞
洲市場。與此同時，貿發局也聯合廣東
相關部門到美國尋找投資合作機會。此
前，就組織幾十家廣東和香港的企業到
美國考察。通過此行，相關企業此後的
合作估計接近20億美元。

港成功助走出去引進來

同時，香港也成橋樑幫助內企走出
去。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代表對此深
有體會。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本是廣

東國資，通過在香港設立子公司，現已成功
轉型為國際跨國公司。該公司相關人士表
示，該公司目前在海外的併購有一半的資金
來自港資機構。他甚至建議，內地和廣東的
優勢主要在於廣闊的市場，而香港的優勢主
要在於自由市場的體系， 發達的資本市場與
國際間的金融服務，相關企業只有在優勢上
做文章才能不斷提升競爭力。

出席洽談會的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致辭時表示，會
繼續加強與廣東的交流合作。粵港貿易總額一直穩定增
長，2012年廣東和香港進出口總額接近2,300億美元。而廣
東也是港商投資聚集地，截止2012年年底，在粵港投資的
投資企業累積12萬以上，合計投資額3,000億美元，佔粵外
商直接投資的七成。他認為，隨㠥內地對服務貿易需求日
益劇增，粵港必須加快提升整體的競爭力，共同為未來新
機遇做好準備。
曾俊華又指，國家十二五規劃和珠三角發展綱要強調要

深化粵港的合作，並支持廣東先行先試的方式對香港的服

務業開放，反映了國家對粵港合作的重視和支持，也促進
區域經濟共同發展，而正舉辦的交流會也正是粵港合作框
架協議2013年的重點工作之一。CEPA自2003年簽訂以來，
為兩地服務業發展合作創造機遇，廣東已落實多項先行先
試的措施，便利香港服務業拓展開內地的市場，也促進粵
港服務業的發展與融合。

須加快提升競爭力配合需求

目前，港資銀行已獲得批准在廣東設立55家異地支行。
而在醫療服務方面，香港服務提供者積極在廣東省內設立
診所、門診部和醫院醫療機構。香港服務界在廣東省設
點，可以為日後在內地其他地區開展業務打好基礎。近
年，廣東不斷推出多項新政策，優化迎商環境，爭取在全
國成為行政上審批項目最少、效率最高、審批過程更具透
明度的先行者。目前，深圳、珠海、東莞、順德等地也相
繼跟進改革。

粵服務貿易自由化利好港企

曾俊華稱，港企業應可多關注廣東優化政策把握發展機
遇，共建互惠雙贏的合作空間。他表示，廣東努力在2014
年基本實現對港服務貿易自由化，這有助促進香港服務業
在廣東進一步拓展市場。粵港兩地在經濟和貿易發展下，
已經是長期戰略合作夥伴，隨㠥對中國市場對服務貿易需
求日益劇增，粵港必須加快提升整體的競爭力，共同為未
來新機遇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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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福稱，香港與廣東兩地合作無間。

■曾俊華稱，本港會繼續加強與廣東的交流合作。

■「2013粵港經濟技術貿易合作交流會」

昨在香港舉行。

■粵港經濟技術貿易合作交

流會簽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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