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19 ■責任編輯：吳欣欣　■版面設計：吳景強 2013年10月4日(星期五)國中文匯教育

1.「第九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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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上文，說明泛珠三角的合作背景。

2.參考上文，泛珠三角各區域能在哪些方面加強合作？試舉3項並
加以說明。

3. 香港可在泛珠三角的合作中扮演甚麼角色？試舉例加以分析。

4. 上題所提及的角色，對香港、泛珠三角各區域以至國家而言，分別有哪些好
處？試舉例加以討論。

5.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在泛珠三角合作中，香港利大於弊」這個說法？解釋你
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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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合作

體現

「第九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
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

早前，泛珠三角各區域的行政首長雲集貴陽，出席「第

九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究竟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為何概念？香港從中扮演甚麼角色？下文將逐一探討。

■陳振寧、戴子熙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互補優勢

現代中國＋今日香港＋全球化＋能源科技與環境

外資「引進來」內企「走出去」

小知識小知識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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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對泛珠三角各區域的發展投入大量資金。2004年
初，香港在泛珠三角9個省（區）累積實際總投資約9,000億
元人民幣，而其貿易總額高達4,300億元人民幣；至2012
年，累積實際總投資額已達至20,000億元人民幣，貿易總
額達到15,000億元人民幣。
另外，香港有不少人才，可為泛珠三角搭建「引進來」

和「走出去」的平台，例如泛珠三角的企業可來港舉行招
商展覽，吸引外地資金；有關企業也可在香港上市，籌集
資金等。而香港與泛珠三角9個省（區）有快捷、可靠的交
通聯繫，包括航空等服務，而多項基建如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港珠澳大橋等即將完工。這些因素都令香港成為有意
開發內地市場企業的跳板。

當「超級聯繫人」 任「首席知識官」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出席「第九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
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時表示，香港可擔當「超級聯繫人」
的角色。尤其國家積極推動服務業的發展，而香港的服務
業發展成熟，又與國際接軌，可為泛珠三角引進資金、人
才和技術。具體而言，香港可以發揮3種功能：
1. 擔當泛珠三角的「首席知識官」。香港是擁有超過

1,300家企業的亞太區總部，匯聚全球的知識和經

驗，可為泛珠三角的企業提供所需的信息、國際聯繫

和專業配套服務；

2. 中央政府的目標是在「十二五」末期通過《內地與香港

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實現香港

與內地服務貿易自由化，香港可利用CEPA，打開泛珠

三角服務貿易對外開放的窗口；

3. 香港的服務業人才眾多，可為泛珠三角的

服務業發展提供支持。

達成《貴州共識》
•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發揮比較優勢
•推進區域市場一體化
•開拓國際區域合作
•推動完善合作機制

•政策傾斜
•建立有執行能力的協調機制
•形成梯級產業分工

障礙
•部分協議並未被落實執行
•缺乏協調組織
•經濟合作和衝突並存

解
決

｜展｜望｜ 泛珠三角各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頗大。有些區域發展較快，但資源短缺，勞動成本漸高；有些區

域則發展較慢，但資源豐富，勞動成本偏低。通過這些區域之間的合作，既能優勢互補，也能避免惡性競爭。

在這個過程中，適逢國家正大力發展服務業，泛珠三角與香港已有廣泛、深入的聯繫。就此，香港更應憑其

成熟的服務業的優勢，推動泛珠三角各區域的服務業發展，協助國家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9月9日，「第九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
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在貴陽舉行。行政長
官梁振英及相關官員也有出席，並與5個省或
自治區的行政首長進行雙邊會談。各方代表
在大會上達成《貴州共識》。

《貴州共識》的內容主要有五大方面：
1. 堅持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謀劃泛珠區域合作；

2. 堅持發揮比較優勢，促進區域內重點地區加快發展。香港

和澳門應帶動泛珠區域內重點地區先行先試，促進共同發

展；

3. 堅持務實方針，推進重點領域合作，包括聯合推進跨區域

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推進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不斷

完善產業合作體系、建立健全公共服務體系、聯合推進區

域生態文明建設、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港澳更緊密合作；

4. 堅持開放原則，打造多層次合作格局，包括加強與國內其

他區域的互動合作、積極開拓國際區域合作；

5. 堅持制度創新，推動完善合作機制。

而第十屆有關會議將在香港、廣州和澳門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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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廣

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9個

省（區），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

區，簡稱「9＋2」。該等地區佔全國面積

五分一，人口佔三分之一，經濟總量比

重佔超過三分一（不計香港、澳門）。

2003年，由廣東省提倡，其他相關地區

響應，結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首屆泛

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

於2004年6月初舉行。同年6月3日，各方

代表簽訂《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
（Pan-Pearl River Delta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根據《協

議》，泛珠三角有十大合作領域，分別

為基礎設施、產業與投資、商務與貿

易、旅遊、農業、勞務、科教文化、信

息化建設、環境保護、衛生防疫。《協

議》也訂下合作機制，包括建立內地省

長、自治區主席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首長聯席會議制度，每年舉行一次會

議；建立香港、澳門相應人員參加的政

府秘書長協調制度；建立部門銜接落實

制度。

過去10年，泛珠三角地區在各領域的合作和互動取得很
大進展：

整合旅遊資源　齊吸外地遊客：泛珠三角地區的旅遊資源
眾多，例如貴州與海南可作「山」和「水」的旅遊互動。加
上該區的交通日漸方便，例如橫跨貴州、廣西、廣東的貴
廣高速鐵路預計於下年完工，從貴州至廣州的車程只需4小
時。這令泛珠三角各地區可聯合起來，整合旅遊資源，共
同吸引外地旅客。就此，各區之間已簽訂多個協議，包括
香港與江西簽訂的《贛港旅遊客源互送與旅遊品質保障合
作框架協議》；江西、湖南與湖北簽訂的《長江中游城市
集群旅遊合作發展協議》等，共同促進旅遊業發展。

開通陸空航道　建「一日交通圈」：泛珠三角地區早已
認定優先發展交通的目標。早於2004年的泛珠三角區域合
作與發展論壇上，已針對交通不便的問題，提出「一日交
通圈」的構想。泛珠三角各地區已在公路、鐵路、航空等
方面加強合作，例如鐵路方面，穿越福建、廣東的廈深鐵
路將於下年通車；橫過江西、福建的向莆鐵路已正式開
通；連接貴州、廣西、廣東的貴廣高速鐵路預計於下年完
工等。

簽多項協議　保護生態區：泛珠三角各地區的代表已簽
訂《泛珠三角區域環境保護合作協議》、《泛珠三角區域
跨界環境污染糾紛行政處理辦法》、《泛珠三角區域環境
保護產業合作協議》等文件，建立區域環保合作的會議制
度。而在「第九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
談會」上，廣東、江西、湖南及廣西便簽訂《推進粵贛湘
桂南嶺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規劃編制和建設
工作備忘錄》，以推進生態功能區內的旅遊資源開發和環
境保護的合作。但仍有一些環節
尚待突破，例如跨省生態補償因
為涉及多個部門，需要更多國家
和地區的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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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協議

新聞
背景
新聞
背景
新聞
背景

《貴州共識》促區域一體化

有人認為，泛珠三角各區域合作取得成果，但仍面對一
些問題，包括一些省區對所達成的協議很多時並無採取實
際行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由廣東牽頭，但尚未有一個強
而有力的協調組織；泛珠三角區域內有多元利益主體，經
濟合作和衝突並存。如何能建立統一開放、平等競爭的市
場環境和機制、共同遵守的規劃等，考驗各方智慧。

就此，有人認為，中央政府應加大協調力度，讓泛珠三
角獲得更開放、更超前的政策傾斜。而
泛珠三角區域應建立有執行能力的協調
機制，以推動合作的政策得到落實。泛
珠三角也應形成梯級的產業分工，以實
現優勢互補。

跨領域互動進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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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姿勢欠實際　平衡利益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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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珠三角地圖

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

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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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廣西

貴州

四川

雲南
廣東

香港角色
•「引進來」跳板：吸引外資進入內地。
•「走出去」平台：協助內地企業打入國際市場。
•「超級聯繫人」：提供國際聯繫。
•「首席知識官」：提供跨國企業的各種資訊。

進展
•整合旅遊資源　吸引外地遊客
•加強陸空交通　建「一日交通圈」
•簽多項協議　保護生態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