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省港澳辦主任廖京山在
致辭時表示，粵港澳共建世
界級城市群，這個工作正在
加快推進。粵港澳合作除
資源整合、產業融合之外，
2017年，港珠澳大橋全線建
成，從香港的大嶼山到珠海的

拱北，大概就40多分鐘，廣深港
高鐵預計2016年底至2017年也能開通，從廣州到西
九龍也只需45分鐘，再加上正全力爭取的深中通
道，從珠江東岸到西岸將不繞虎門大橋，橋隧結合，
中山到深圳將只需半小時。這樣，到2017、2018
年，整個珠三角、港澳組成的大珠三角，將進入一小
時到一小時半的工作、學習、生活圈，整個粵港澳合
作的格局將發生巨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初具規
模、在世界上叫得響的世界級城市群，是值得我們熱
切期待的。在我們這個區域、這個板塊，區域面積規
模，已經超越了大東京地區、大巴黎地區，這樣的一
個前景我們是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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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由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作指導單位，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

中國文化院（www.cefc-culture.co）、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辦的「粵港澳合作研
討會暨《粵港澳合作報告》發布會」在香港舉行。
由中國文化院策劃出版的新書《粵港澳合作報
告》，是首部系統披露粵港澳合作由來、合作機
制、各領域合作情況和最新合作焦點的權威報告。
研究粵港澳合作的著名專家並就「粵港澳深度合作
與自貿區未來」主題進行了深度研討。

首部系統披露粵港澳合作的權威報告
廣東省港澳辦主任廖京山、中國文化院執行董
事總經理蘭華升、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霍震宇分別致辭。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張夏令，
香港華信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莊苗忠，《粵
港澳合作報告》聯合主編、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
進會執行會長林迪夫、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社長俱
孟軍、學術顧問及研討會演講的專家國家發改委
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中國銀行（香港）發

展規劃部經濟及研究主管謝國樑、澳門經濟建設
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
深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香港城市
大學當代航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劉建華、深圳大
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教授汪永成、珠海橫琴新
區管委會副主任陳騫、深圳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
絡官洪為民、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張楠迪揚博士等
參加新書發布及研討會。
參與新書發布和研討會的嘉賓還有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徐莉副主席、何毅強副主席、中聯辦宣傳
文體部李海堂處長、廣東省港澳辦劉衛處長、中
聯辦經濟部葉志雄副處長、黃衛挺副調研員、華
信石油（廣東）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章衛東、中華
能源基金委員會副秘書長路祥安等，共200多名
香港文化傳媒工商界代表出席了活動。

廖京山蘭華升霍震宇致辭談粵港澳合作
「粵港澳深度合作與自貿區未來」專家研討會

由《粵港澳合作報告》策劃統籌、中國文化院
（香港）總經理吳建芳，香港新聞聯副主席、香

港著名時事評論員郭一鳴主持。
活動協辦機構有華懋集團、廣東
省粵港澳經貿發展促進會、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法律專業委員會、香港城市大學
航貿金融研究中心、中華智庫聯
盟（香港），活動由人民香港有
限公司承辦。

由中國文化院有限公司出版的《粵港澳合作
報告》，是粵港澳合作全記錄，披露了粵港澳
合作重大推進歷史細節，分析了粵港澳服務貿
易自由化和共建世界級城市群路徑與方略，聚
焦前海南沙橫琴探索突破的進展和方向，記錄
粵港澳深度合作和自貿區未來的最新思考，展
示粵港澳發展願景，披露粵港澳領跑中國三大
城市群的壯志雄心。該書希望能搭建粵港澳交
流大平台、啟迪區域改革發展新方向、讓世界
看見粵港澳世界級璀璨城市群。
在「粵港澳深度合作與自貿區未來」研討會

上，研究粵港澳合作的權威專家由衷地表示對
該報告的欣賞。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
圳）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玉閣說：
「說句很有誠意的話，我真的感覺這個報告寫
得非常好，對粵港澳合作平台體系問題等有很
好的總結。」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
國樑表示，希望這個報告能成為粵港澳合作的
百科全書。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
發言時指，報告寫得很好，一是系統地把粵港
澳的合作做了一個很好總結；二是分析準確；
三是建議可操作。

以下為當今研究粵港澳合作最具影響力的權
威專家對《粵港澳合作報告》的評介。
張燕生（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

《粵港澳合作報告》以「一國兩制」為基石，
以全面深化粵港澳合作為指向，以推動要素跨
境流動與服務貿易自由化為重點，以共建世界
級城市群為目標。充分發揮CEPA的制度效
應，進一步推動粵港澳合作上升為國家戰略，
實現粵港澳優勢互補、合作互動、共同發展。
黎熙元（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教授）：報告詳細生動再現了粵港澳合作的歷
史進程及其中的重大事件。
謝國樑（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經濟

及研究主管）：《粵港澳合作報告》翔實記載
了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合作發展歷程，有廣
度、有深度。報告的一大亮點是把粵港澳合作
發展過程中涉及的事件、人物及觀點緊密及有
機地結合起來，這是表達形式的創新。報告將
成為研究粵港澳合作問題的重要文獻。
楊道匡（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粵
港澳合作報告》對粵港澳合作歷程的各個階段成
效及原因作了回顧和總結，對合作中的政策、規

劃和機制等問題進行了對比分析。提出了粵港澳
未來合作的重點和特點，並提出了解決合作中存
在差異以及利益平衡協調的建議。
張玉閣（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經濟

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本書描繪的壯闊未來，
是值得粵港澳共同追逐的發展之夢。
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近

年來關於粵港澳合作的研究和報告不少，但像
《粵港澳合作報告》這樣把三地合作從制度體
系、到各區域和各行業合作進展，再到學界觀
點進行系統的完整的總結和梳理，是十分難得
的。
劉建華（香港城市大學航貿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報告》聚焦三大合作領域（世界級城
市群、一國兩制自貿區、新海上絲綢之路），
講事實、有見解。唯技術創新和環境生態與經
濟平衡發展方面不宜輕視。
汪永成（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教

授）：立意高遠，審視客觀，現實意義和前瞻
引領俱佳。
馮邦彥（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全面回

顧，深入剖析，推動粵港澳合作更上一層樓。

在廣東自貿區建設中，香港的
角色和利益在哪裡？參加「粵港澳
深度合作與自貿區未來」研討會的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
秘書長張燕生認為：「國家在廣東
設立自貿區，是希望通過香港、澳
門，建設高標準的全球的自由貿易
網絡，即「一帶一路」，通過資本
輸出的方式，進入亞太經濟圈，進
入歐洲經濟圈，進入東南亞、南
亞、西亞、北非等，下一步是一個全球視野，香港不是需要
什優惠、支持，而是應發揮國際化自由度高的優勢，用好
你的航運中心、金融中心、高端服務等，與內地一起通過資
本輸出進入亞太、歐洲經濟圈，這才是香港最大的機遇。」
張燕生認為，粵港澳合作正從過去35年依靠汗水支撐的增
長，轉變為靠智慧支撐增長，這是粵港澳黃金35年的開始。
粵港澳需要走向全方位的「3+X」的合作，即粵港澳合作加
上技術來源、資金來源等的跨國企業合作，把粵港澳地區打
造成新35年的增長極，成為創新之都。
張燕生認為，「十三五」國家有三大目標：1、市場因素起
主要作用，改革在重要領域和關鍵議題取得成功；2、依法治
國取得成就；3、全民小康國民收入翻番。香港有市場經濟、
透明公正有序的法治社會、高品質生活提供，因此港澳要和
廣東一起，把中國內地帶向市場經濟制度、規範透明的法
治、高品質的生活，未來中國，誰做到這些，誰就會成為國
家平台建設的成功者；若誰只看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只追求

優惠和利益，則會成績平平。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港澳經濟社會研究中心主

任張玉閣認為，粵港澳合作目前擁有五大平台，即戰略平
台、政策平台、創新平台、決策平台、操作平台，現在的關
鍵是如何將五大平台構建成粵港澳合作平台體系，粵港澳存
在合作能力、合作體系的提升和現代化的問題。
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指出，粵港澳過去是

平台對產業基地的合作，這有互補性，而下一步是平台對平
台的合作，從世界上看，平台與平台之間，是競爭多過合
作，如香港與新加坡，現在廣東自貿區和香港澳門是兩個平
台，平台之間如何也做到互補、互利、互益，是三地需要思
考的問題。
澳門經濟建設協進會理事長楊道匡提出，可發展珠海與澳

門的一河兩岸綜合旅遊發展區，三地深度合作要建立利益協
調的機制。深圳前海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建議香港做
全球電子商貿的結算中心。

《粵港澳合作報告》在港首發
「粵港澳深度合作和自貿區未來」研討會同步舉行

首部粵港澳合作全記錄 促三地共建世界級城市群

專家指「一帶一路」是香港發展重大機遇

中國首部系統披露、全方

位記錄粵港澳合作的權威專

著——《粵港澳合作報告》

2月13日下午在香港首發。

報告提出，「一國兩制」優

勢是粵港澳合作的最大特

色，需要進一步充分發揮和

深刻體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是合作新領域，打造制度競

爭力、推動要素的自由流動

是合作難點，而促進「共建

世界級城市群」這一國家戰

略的實現，是目前粵港澳合

作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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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院執行董事總經理蘭華升代表主辦機
構致辭時表示，「一國兩制」是一項偉大的事
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的重要
組成部分，為「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出一份
力、發一份光，是我們中國文化院應盡的責
任，更是我們的使命。正是出於這份責任和使
命意識，我們在兩年多前，在完成了首部《香港

與內地經貿合作十五年報告》後，便手策劃寫作這
本《粵港澳合作報告》。
蘭華升表示，寫作出版《粵港澳合作報告》的初衷有三點：1、成果
展示：把粵港澳合作這項偉大的探索事業的成就和探索全面展示出來，
讓關心粵港澳合作的各方力量，清楚這項事業已經做了哪些探索、取得
了哪些成就，下一步各方正在做什、思考什，這樣能召喚更多的人
和力量，匯聚在粵港澳合作這面旗幟之下，共同推進粵港澳合作和「一
國兩制」偉大事業；2、觀點探索：把政府、商界、智庫、學者對粵港
澳合作的探索和思考匯聚起來，啟迪社會為粵港澳合作尋找更好的路
徑、更好的方向；3、區域推廣：我們希望《粵港澳合作報告》能搭成
一個交流平台，同時也可以成為向世界推廣粵港澳世界級城市群商機與
魅力的平台，讓世界通過我們的報告，「看見」粵港澳世界級城市群的
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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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霍震宇
致辭時表示，粵港澳合作的研討以及
《粵港澳合作報告》的發佈都是希望
能夠更好地配合國家粵港澳合作重要
的戰略，為粵港澳民間的交流建立一
個具有影響力的推介平台。
霍震宇表示，粵港澳三地地緣相連、

人源相親、文化相通，經濟、政治、文化等
多種領域三地交流頻繁、密切，而且有廣泛發展前景。粵港
澳三地的合作很久以前已經開始了，但以前沒有對粵港澳合作
的歷史現狀跟未來做系統性的記錄和總結，這次《粵港澳合作
報告》的發表是個重要的創舉，有利於粵港澳三地交流情況總
結經驗，拓展合作的方式，建立共同目標。
他希望今後能更加有效地細化粵港澳合作，加快三地生活圈

的建設，強化三地基礎建設的對接、產業的合作並推進積極的
創新。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探索中，粵港澳合作研討的這個平
台能夠漸漸成為新時代促進港澳與內地經濟社會轉型的視窗和
橋樑。我們希望各方面共同探討，建立出優勢互補、合作互
動、錯位競爭、共同繁榮、合作和發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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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粵港澳合作權威專家推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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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合作研討會現場粵港澳合作研討會現場，，從左至右依次為從左至右依次為：：吳建芳吳建芳、、張楠迪張楠迪
揚揚、、洪偉民洪偉民、、劉建華劉建華、、汪永成汪永成、、郭一鳴郭一鳴。。

■■粵港澳合作研討會現場粵港澳合作研討會現場，，從左至右依次為從左至右依次為：：吳建芳吳建芳、、
張玉閣張玉閣、、謝國樑謝國樑、、張燕生張燕生、、陳騫陳騫、、楊道匡楊道匡、、郭一鳴郭一鳴。。

購買《粵港澳合作報告》聯繫：中國文化院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1號會展廣場辦公大樓34樓3408室。
電話：2559 2265 傳真：2559 2599
郵箱：wenhuayuan@cefc.co 網址：www.cefc-cultur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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