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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指數變化
體現粵港澳合作便利化

從一系列改革措施看，包括港澳及外商投
資企業在廣東自貿試驗區的 「待遇」正在逐
步升級。從投資辦企業開始，外商面對的是
以負面清單管理為重點的投資准入管理體
制，90%以上進入自貿區的投資項目實現了備
案制，而不是較繁瑣的審批制度。

根據2016年發布的廣東自貿區三大指數
（貿易便利化指數、投資便利化指數和跨境
金融指數），與自貿試驗區設立之前相比，
三大指數漲幅分別達到27.53%、42.08%和
62.17%。參與三大指數編製的清華大學經濟
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認為，從評估結果看
顯示了廣東自貿區近年來在制度創新、金融
領域開放、服務國家戰略等方面均取得了很
大的進展。

「負面清單」項目數等五個指標得到滿
分，被業內專家認為體現了口岸效率提高、
通關環境優化、貿易功能轉型等方面的便利
化。例如，在對貿易成本的評估中，進出口
環節經營性收費減幅達到25.4%，口岸效率企
業滿意度達到87.9%。另外，跨境快速通關業
務量、自貿區制度推廣數量均達到滿分，也
反映廣東自貿試驗區的制度創新輻射帶動效
能良好。比如通關效率的提高上，廣州海關
相關負責人就透露，廣東自貿區已經在使用
「企業協調員」、 「海關AEO（經認證的經

營者）互認」、 「企業註冊登記改革」、
「企業信用信息公開」、 「引入中介機構核

查」形成新的治理模式。

加強金融合作
助推粵港澳優質生活圈

廣東自貿試驗區的區位優勢決定其與香港
金融市場聯繫更緊密，從境外人民幣入境情
況來看，廣東自貿試驗區的人民幣貸款與境
外投資主要來源於香港。記者了解到，在粵
港金融合作方面，廣東自貿試驗區批准設立
粵港合資證券、基金公司，以及容許自貿試
驗區內企業在港澳發行人民幣債券；在專業
服務方面，廣東自貿試驗區試行創新措施便
利香港專業服務人士在前海提供服務等，這
些舉措都為港澳業界在廣東自貿試驗區發展
業務營造了良好的環境。

記者了解到，自貿區金融創新主要集中在
金融領域簡政放權、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助

推粵港澳優質生活圈建設三方面。數據顯
示，截至2016年3月末，南沙、橫琴有49家企
業辦理了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備案金額
130.6億元。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金融研究
處處長何偉剛透露，廣東自貿區毗鄰港澳，
居民跨境往來頻繁，是構建粵港澳優質生活
圈的重要載體，自貿區加強與港澳金融合
作，引導金融機構推出了多項針對個人的金
融服務創新措施，為粵港澳三地居民跨境往
來、為港澳同胞在廣東自貿區創業工作和生
活提供優質便捷的金融服務。有入駐自貿區
的港資企業反映，2015年7月，首批獲得跨境
人民幣貸款的企業融資成本節省10%-30%。

何偉剛介紹，比如橫琴片區探索開展跨境
住房按揭業務試點，讓港澳居民在境外銀行辦
理住房按揭貸款後，可以依法合規地將資金調
入橫琴片區，用於購買商品房，為港澳同胞在
自貿區置業提供便利。同時，珠海橫琴還推出
了全國首個跨境公交受理金融IC卡業務，讓蓮

花大橋穿梭巴士的乘客可以滴卡。

體系對接國際
探索港澳專享負面清單

廣東省自貿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未來五
年，廣東自貿區將把着力點放在國際經貿規
則創新上，將率先開展契合片區產業發展、
集通行規則和新型規則於一體的國際經貿規
則體系對接壓力測試。他說，廣東自貿區要
抓住 「一帶一路」建設和經濟全球化變革機
遇，攜手港澳積極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立
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緊密的直接經濟聯繫，確
立建設全球航運中心、全球航空樞紐、全球
貿易中心、全球金融中心、全球創新中心和
全球性國際化城市的新定位。

廣東省自貿辦方面透露，廣東自貿區要充
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開
放合作區作用，將在CEPA框架下，深化與港
澳合作，探索制定對港澳負面清單，有望成
為粵港澳業界的專享利好。比如進一步放寬
金融、商貿、法律、會計、建築、醫療、航
運物流、電信等領域的准入、資質和經營範
圍限制；加快促進粵港澳服務行業標準銜
接，推動粵港澳人才、資金、信息等服務要
素高效便捷流動、服務市場互聯互通；加快
南沙粵港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建設，率先在
橫琴建成與澳門同一標準的互聯網信息環
境；實施粵港澳遊艇自由行、澳門機動車輛
在橫琴與澳門間便利進出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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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合作創新發展粵港澳合作創新發展 共同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共同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粵港澳合作：走過輝煌十年 迎更美好前景
高端訪談

廣東省港澳辦主任 廖京山

深化粵港澳合作是中央支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舉
措，也是廣東深化改革開放、創新驅動發展的特殊優勢。

2006年，廣東省港澳辦經中央批准設立，負責統籌協調和
歸口管理全省涉港澳工作。這十年恰好見證了近十年粵港澳
深化合作的輝煌歷程。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客運專線、
深中通道等一批重點項目將陸續落成，粵港澳區域綜合交通
網絡將更加便捷，區域經濟一體化進展加快，香港大學深圳
醫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澳門大學整體搬遷橫琴等先
後投入使用，社會民生合作深度發展，粵港澳世界級城市群
願景可期，粵港澳合作前景更加美好。

先行先試力度前所未有
實現粵港澳服貿自由化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 「加強內地與香港、澳門交
流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2008年6月，中央同意
在CEPA框架下出台服務業對港澳開放在廣東先行先試的政策
措施。從2008年的CEPA補充協議五至2013年CEPA補充協議
十，內地對香港、澳門服務業開放在廣東先行先試政策措施
分別達到79項和68項，涉及銀行、證券、保險、建築、會計
等28個領域。廣東省提出在2014年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
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列入全面深
化改革13項任務要點。2014年12月，《CEPA關於內地在廣東
與香港（澳門）率先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正式
簽署，以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開放模式，向港澳開
放153個服務貿易部門，開放度達95.6%。2015年3月，服務貿
易自由化協議正式實施，省港澳辦制定出台《深入推進粵港
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實施意見》，提出8個服務領域27項重點
工作任務；在全省建設首批13個粵港澳服務貿易合作示範基
地；推動港澳投資、工商登記等配套改革，推動對港澳公司
投資實行備案制度，協助清理全省地方性政府規章和規範性
文件，並在港澳舉辦政策宣講會等，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
由化協議落實，取得明顯成效，積累了一批創新性經驗，為
全面實現內地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提供借鑒。

粵港澳創新合作成效明顯
廣東自貿試驗區獨具特色

順應區域合作的趨勢，粵港澳三地緊密協商，積極探索創
新合作模式，推動建設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等粵
港澳重點合作平台，爭取國家出台 「比特區更特」的政策措
施，逐步夯實基礎。

2008年，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提出建設廣州南沙、深
圳前海等合作平台，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提出合作開發
珠海橫琴，並明確了相關發展方向、重點產業、重大管理創
新舉措以及配套政策措施等。中央高度重視，把粵港澳合作
平台建設作為支持粵港澳三地繁榮發展的重要舉措來抓。
2009年8月，國務院批覆《橫琴總體發展規劃》，要求建設探
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示範區；2010年10月，國務院批覆《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打造粵港澳合作
新載體；2012年，國務院批覆《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
要求打造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推動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
合作平台順勢成為國家新一輪對外開放、參與全球經濟競爭
的重要戰略載體。2015年3月，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國（廣
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要求廣東在南沙、前海、橫
琴片區建設自貿試驗區，依託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
打造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
和全國新一輪改革開放先行地。2015年4月21日，廣東自貿試
驗區正式掛牌。

廣東省政府先後二批次下放或委託66項省級管理權限，推
進涉港澳投資、工商登記等配套改革，全面營造國際化法治
化市場化營商環境，加強與港澳溝通合作。目前，廣州南沙
立足全面合作示範區定位，創新探索與香港合作共建園區模
式；深圳前海以現代服務業合作為重點，出台深港合作工作
方案，提出 「萬千百十」目標，建設青年創新創業夢工場；
珠海橫琴着力建設粵澳合作產業園，啟動澳門青年橫琴創業
谷，出台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11條措施。

建競爭力世界級城市群
展望未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使命光榮，建設更具綜

合競爭力世界級城市群任務艱巨，粵港澳合作大有可為。按
照中央以及廣東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我們將繼續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創新發展理念，創新工作思路，夯

實工作舉措，務實推動粵港澳合作創新發展。打造粵港澳大
灣區，形成最具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的世界級經濟區域。一
是合作理念創新。要更新理念，創新思維，積極研究提出新
形勢下深化粵港澳合作的工作思路、途徑、舉措。二是合作
機制創新。要按照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要求，完善創新
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機制，加強統籌協調效率，提升執
行落實成效。三是合作政策創新。推動通關政策創新，促進
區域內要素便捷流通；積極學習借鑒港澳經驗，改革提升社
會管理水平，推動 「軟」環境對接。四是產業合作創新。務
實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加強區域創新驅動發展合
作，推動港澳科研資源與廣東產業優勢互補。五是合作成果
共享。推動合作成果惠及三地民眾，促進社會民生領域交流
合作，實現合作共贏發展。

在國家有力支持下，粵港澳緊密攜手、深化合作，經濟保持穩定發展，社
會民生持續改善，社會文化交流不斷深化， 「一國兩制」 下區域合作展現勃
勃生機。
特別是廣東自貿區規劃建設，體現了中央的支持和粵港澳三地探索深度合

作的成功。廣東自貿試驗區掛牌運作近兩年來，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
化粵港合作，降低香港工商界的准入門檻，目前正在探索CEPA框架下對港
澳負面清單，有望成為粵港澳業界的專享利好。
通過自貿區探索政策和制度上的創新，粵港澳三地深化合作動作不斷。粵

港澳還將充分發揮港澳的獨特優勢和廣東自貿試驗區的 「走出去」 窗口作
用，共同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和拓展國際市場。

■2月23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深圳參觀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圖為梁振英（左五）、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
茂教授（左三）、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廖京山（右五）、深圳市副市長吳以環（左四）和香港大學校長
馬斐森教授（右四）主持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五周年慶祝活動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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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廖京山陪同下一起參觀香港大學深圳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