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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第一財經日報》在首屆長江
經濟支撐帶合作論壇上獲悉，國家發改委《推動長
江經濟支撐帶轉型升級綜合發展指導意見》（下稱
《指導意見》）將出台。「長江經濟帶」將涵蓋長江
七省二市（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雲南省、江
蘇省、安徽省、江西省、重慶市、上海市），覆蓋
包括主流、支流在內的長江全流域（如流經湖北省
的漢江、清江，不含流經貴州省的烏江）。

六大領域促轉型升級

該指導意見將從綜合交通物流、產業分工合
作、新型城鎮化、開放開發先行、生態環保、機
制協調等六個方面推動長江經濟帶轉型升級。

今年9月，國家發改委會同交通運輸部召開了
關於依托長江建設中國經濟新支撐帶的相關會
議，國家發改委指出中國經濟要保持長期穩定增
長，當務之急就是要壯大能夠支撐轉型升級的長
江經濟帶。
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認為，中國

要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僅
依靠沿海經濟帶的支撐引領作用是極不利的，要
實現李克強總理提出的「中國經濟第二季」，需
要一個新的經濟增長帶。
楊開忠說，長江流域人口4.87億，佔全國

36%，「36%的人口能不能高收入，我想直接關
係到我們國家能不能高收入（的問題）」。

行政分割突出 宜設綜合機構

楊開忠認為，建設長江高收入經濟帶，未來七
到九年長江流域經濟增長率必須保持在10%左
右。要實現這一增長，就不能走過去的老路，靠
廉價勞動力、土地等驅動發展，而是要建立有利
於全流域開放的要素自由流動、商品自由貿易的
共同市場之路；加快形成長江沿線對內、對外的
無縫銜接的高效、便捷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實
現規模報酬遞增；重點建設長三角城市群、長江
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積極打造上海、武
漢、重慶等三個航運中心。
但現實情況是，現行的行政分割問題較為突

出，區域之間沒
有建立統一
的市場監
管體系，
產品要素和
資源制約流
通 受 到 限
制。為此，楊開
忠建議，建立一個綜
合農業、水利、交通、生
態、能源等相關方面的綜合機
構—長江流域管理局，推動長江經濟
帶向高收入水平經濟帶轉型。

長江經濟帶意見將出台 涵蓋七省二市

深中通道公示 擬投資334億
全程24公里 93%跨海 預計2020年建成

根據公示，深中通道由東向西跨越珠江口，路線起
於廣深沿江高速機場互通立交，與深圳側連接線

對接，在中山市翠亨新區馬鞍島上岸，終於橫門互通。
此次公佈的推薦方案中，路線全長約24.005公里，跨海
長度22.405公里，約93.3%的路程將在海上經過。其中
深中通道主線橋樑總長17,198米，隧道總長6,720米。海
上工程中，接近深圳海域近7公里的海底隧道將連通2個
人工島。

海中設置兩處人工島

根據此前的環評公示，深中通道工程的海中橋隧工程
全長22公里，將採用橋隧組合方案，共設兩處通航孔，
穿越深圳機場支航道與磯石水道處採用海底沉管隧道，
隧道總長6.72公里，兩側分別設置一座625米乘150米的
人工島，伶仃西水道採用橋樑跨越，橫門東水道橋推薦
採用雙塔鋼箱樑斜拉橋。
公示也顯示，線路面擬採用雙向八車道高速公路技術

標準，設計速度為每小時100公里，路基寬度41米。預
計將在2015年年底開工，2020年建成。

貫通「深莞惠」「珠中江」經濟圈

規劃了近9年的深中通道項目，是《珠三角改革發展
規劃綱要（2008—2020）》中的「重大交通基礎設施」，
項目建成之後不僅將會把珠江東岸的深圳、東莞、惠
州，和西岸的珠海、中山、江門用陸路交通直接連接起
來，加速「深莞惠」與「珠中江」兩大經濟圈的進一步
融合，也有助於輻射帶動粵西欠發達區域經濟發展。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譚剛也表示，該項目的建

設對於珠三角產業轉型升級、加快粵東西兩翼的經濟發
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建設深中通道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能加快珠三角9大城市之間的聯繫，促進區域平衡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備受

關注的深中通道項目近日對外公示。這座建成後

將把深圳、中山兩個城市車程，從兩個小時縮短

至30分鐘的跨江通道，不僅可將前海、橫琴、

南沙三大粵港澳合作平台通過陸路交通連接，也

將大幅拉近珠三角和粵西部欠發達區域的距離。

據估算項目總投資將達334.4億元人民幣。

平潭船籍港准設 助推對台交流

預
算
大
減

僅
留
﹁
西
橋
東
隧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最新公佈的深中
通道可行性研究顯示，深中通道的起點和終點有變，全長由
去年底環評時的51公里縮短至約24公里。據相關人員解釋，
深中通道的主體未變，海上部分依然保持「西橋東隧」（伶仃
航道橋樑+磯石水道隧道）的A3方案，陸上的部分工程則劃
分至其他項目名下。
去年11月，《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工程海洋工程環境影響

報告書第二次公示》中，推薦採用A3「西橋東隧」方案，路
線全長約51公里。
今次公佈的方案中，深中通道的起點從原定的深圳市寶安

區西鄉機荷高速黃鶴互通收費站中心，變為廣深沿江高速機
場互通立交。終點從原定的中江高速公路新隆互通，變為橫
門互通。路線全長大幅縮減為24.005公里，93%的路程都在海
上。同時，項目預算亦大幅縮減至約334.4億元，而原來光是
海中橋隧工程部分投資就達到324億元。
據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項目前期工作辦公室相關工作人員

介紹，有變化的主要是陸上部分，海中部分基本不變。「中
山港口的新隆互通到馬鞍島的橫門互通這段中，原來規劃有
中江高速延長線，線路長十多公里。雖然不再列入深中通
道，但仍會配套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目前珠江
下游區域兩岸之間過江交通並不暢通，「深莞惠」與
「珠中江」兩大經濟圈直接交通往來仍需繞行至虎門大
橋或虎門輪渡通行。隨 深中通道建設規劃的日漸明
朗，這條比橫跨珠江口伶仃洋海域的港珠澳大橋更寬
更長，建在港珠澳大橋以北約32公里的通道與港珠澳
大橋的功能定位是否重疊、存有競爭等引起兩地專家
熱議。
香港浸會大學政府與國際研究教授戴高禮認為，深

圳興建深中通道意在同港珠澳大橋展開正面競爭。受
益於臨近香港而崛起的深圳，隨 自身產業的不斷發
展亟需外移。而香港則試圖減少對深圳地緣上的依
賴，通過港珠澳大橋將讓香港進一步輻射珠三角，以
提升競爭力。

深中通道可帶動粵東西發展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譚剛表示，深中通道建

成後，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會分流港珠澳大橋的部分人
流，但由於受到通行政策的影響，港珠澳大橋主要服
務的是珠江西岸南部城市與香港間跨界交通，而不能
解決珠江口東西兩岸的交通需求。因此在虎門大橋至
港珠澳大橋之間約70公里長區域內仍需要有直連通
道，「規劃了近9年的深中通道項目已經在建設時間上
給足了港珠澳大橋先機，但隨 粵東西兩岸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以及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建
設通行能力大的直接跨江通道，加強兩大經濟圈交通
聯繫，已是當務之急。」
譚剛指出，規劃港珠澳大橋時曾有人建議採用「雙Y」

可連接深圳，但事實上，「雙Y」的設計不論對香港還
是深圳，都會增加一方到對岸的距離。相比之下，對
深圳而言，「雙Y」只增加了與珠海和澳門的聯繫，而
深中通道可連接中江高速、開陽高速、陽茂高速一路
高速到粵西、廣西。通過深中通道將粵東與粵西相連
才是關鍵。

珠三角問題政經評論員金心異亦認為，無論是目前
的虎門大橋，還是未來的港珠澳大橋，都無法承擔國
家沿海高速公路戰略大通道在珠江口的過江功能。
「虎門大橋偏北太繞，港珠澳大橋由於要經過兩個特別
行政區，過關手續很難簡化，較難便利溝通珠江東西
兩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福

州報道）記者從福建省海事局獲
悉，中國海事局已正式批覆同意增
設平潭船籍港，登記管轄範圍為平
潭綜合實驗區內航運公司船舶，並
可發展為中資方便旗船舶的特案免
稅登記。這將有力推進「兩岸三通」
和對台交流合作的發展。
據介紹，平潭設立船籍港後，

實驗區內航運公司的船舶就可以
平潭為船籍港獨立進行登記註
冊。據悉，平潭籍船舶大部分在
外地登記註冊，登記地點廣泛分

佈於全球方便旗國家和全國沿海
及長江區域。目前在福州登記註
冊的平潭籍船東船舶只有約70
艘，約17.9萬總噸，其中在平潭本
地經營的只剩7家公司，25艘船
舶，約7.5萬總噸。
另據了解，目前福建海事局正積

極爭取在平潭設立分支機構——平
潭海事局，具體負責平潭綜合實驗
區水域水上交通安全和船舶防污染
工作。平潭海事管理機構正式設立
後，平潭籍船舶的登記註冊將全部
由平潭海事管理機構承擔。

城鎮居民收入 上海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統計局近日公佈

的數據顯示，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長71
倍。上海在31個省（區、市）的2012
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行中，
以40,188.3元位居榜首。
據中新網報道，國家統計局近日發

佈報告稱，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長71倍，
年均增長13.4%，扣除價格因素，年均
增長7.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917

元，增長58倍，年均增長12.8%，扣除
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5%。城鄉居民
擁有的財富顯著增加。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在31

個省（區、市）的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排行中，上海、北京、浙
江這3個地區位列前三名。其中，上海
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
達到了40,188.3元。北京排名第二，為
36,468.8元；浙江排名第三，為34,550.3
元。甘肅以17,156.9元排名末位。

遇重污染 穗停駛三成公務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州準備在空氣嚴
重污染時停駛30%公務車，並
重點監管企業減排30%。此
外，全城限行黃標車和機動
車，並將分單雙號行駛。《廣
州市環境空氣重污染應急預
案》日前經廣州市政府常務會
議審定通過，上述相關措施近
期將付諸實施。
廣州市環保局局長楊柳表

示，廣州一共有10個空氣監測
國控點，如果有超過一半的國
控點出現重度污染或嚴重污
染，則啟動相應的應急響應。
據介紹，相關應急響應措施

主要分為強制性措施、建議性
措施和健康防護措施3大類。
而中小學生因為空氣污染而停
課，屬於健康防護措施，這個
措施具體的操作將在教育部門
牽頭的子預案中體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區域發
展不平衡是粵目前最受關注的話題，而如何提
升粵東西北發展，也成為廣東省政協本年度調
研考察的重點。在經過兩個月深度調研後，廣
東省政協調研組日前認為，應促進清遠融入珠

三角。有專家也表示，清遠尤其是南部的清
城、清新、佛岡、英德，發展重點是和廣州、
佛山一體化合作，粵應將此納入全省發展戰
略。清遠在粵東西北十二市中，與廣州地緣最
為接近，被稱為廣州的後花園。
今年9月到10月，粵政協在清遠進行實地調研

後建議，將清遠列入省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
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在產業轉移和對接、規劃
編制、重大項目佈局與選址建設、一體化合作
等方面與珠三角地區統籌考慮，優先給予政策
和資金支持。同時，應盡快出台主體功能區規
劃建設的相關配套政策。此外，清遠作為廣東
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唯一試點市，亟須相關部門
研究制定區域協調發展指標評價體系。而粵財
政等部門應在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以及公
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加大政策引導和財政扶持
力度，支持「三連一陽」地區爭取成為國家級

生態重點功能區。

地產商佈局 搶同城化商機

據介紹，1988年清遠建市以前，現清遠市清城
區、清新區和佛岡縣管轄區域都隸屬廣州市。
而2016年廣清城軌建成後，廣州北站至到清遠站
只需25分鐘，清遠廣州實際上已同城化。目前，
在清遠地界與廣州交界的城軌沿線，包括萬
科、恆大等內地品牌地產商早已進駐，搶先佈
局搶佔廣清同城化商機。
清遠市委黨校副校長黃榮茂則指，清遠南部

四縣（區、市）擁有10,58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
當於廣州與佛山之和，是粵重要的後發空間。
推動「廣清一體化」，可以在空間上以廣清高速
路為軸線，讓清遠市和南沙並列為一根扁擔上
的「兩個籮筐」，用「廣清雙核」的理念統領清
遠南部地區發展。

專家：兩橋定位不同 共促珠江兩岸發展

2013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47周年紀念日，廣東、江蘇等

全國多地紛紛舉行儀式紀念。圖為全國政協昨日上午在北京中山公園

中山堂舉行紀念儀式。 新華社

紀 念 孫 中 山 誕 辰

■深中通道將融合「深莞惠」、「珠中江」兩大經濟圈。

圖為深圳市區。 網上圖片

粵謀劃將清遠融入珠三角

■地產商已搶先進駐清遠的廣清城軌沿線。

本報廣州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