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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殷翔）中國日報

香港版於創刊20周年

之際，昨日舉辦「打

造粵港澳大灣區，響

應『一帶一路』亞洲

領袖圓桌論壇」。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中

聯辦副主任楊健，外

交 部 駐 港 特 派 員 謝

鋒，中國日報社長兼

總編輯周樹春，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特區

政府創科局局長楊偉

雄，各國駐港外交使

節，各界代表等 300

餘人參加論壇。林鄭

月娥在論壇上透露，

特區政府與國家發改

委進行了深入研討，

制訂香港參與大灣區

建設的系列計劃，明

天發表的施政報告會

公佈相關建議，而這

些計劃將於今年年底

陸續落實。

香港新聞特 刊

港參與大灣區 年底陸續落實
林鄭：與發改委深入研討 制訂系列計劃

論壇主辦方中國日報社長兼總編輯周樹春首
先致歡迎辭，他指在大灣區規劃和「一帶

一路」倡議下，香港企業家應思考新的經營理
念，適應新環境，與政府聯手培育可持續發展
的、創新和包容的新經濟模式，與大灣區城市

攜手合作，令「一帶一路」倡議成為現實。

不能單打獨鬥 創造協同效應
林鄭月娥在隨後發表主題演講中表示，香港

是大灣區一員，不能單打獨鬥，要積極與大灣

區城市合作，創造更多協同效應，共同把握
「一帶一路」帶來的歷史機遇。粵港澳大灣區
是全國最國際化的區域，而香港則是大灣區最
國際化的城市。大灣區城市群有6,600萬人口，
超過英國總人口；經濟總量達1.3萬億美元，佔
國家GDP12%，相當於一個澳大利亞。大灣區
在「一帶一路」中將擔負重要角色，香港應積
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相信能為香港帶來新發展
機遇、為國家改革開放作出貢獻。
她指出，大灣區是國家很重要的經濟橋頭

堡，而香港站在這個橋頭堡的最前列。香港擁
有「一國兩制」的獨有優勢，應在大灣區建設
中發揮更大作用。香港正在發揮聯繫人角色，
協助跨國公司進入內地市場，同時協助內地公
司拓展國際市場。香港是國家最大的人民幣離
岸中心及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風險管理、
資產管理、仲裁、法律、會計等方面有明顯優
勢，能滿足中外融資和相關專業服務的需要。

可形成創新經濟完整產業鏈
林鄭表示，創新科技能推動經濟增長，提高
市民生活水平；香港若不願落後，就需要與大
灣區城市攜手合作，發展創新經濟。香港有很

好的研發能力、人才和資本自由流通、知識產
權保護完善，發展創新科技很有潛力。現在香
港已吸引全球創科公司興趣，已誕生逾2,000間
創科公司，創科業年增長逾24%。
香港與深圳、廣州合作，有條件形成大灣區
的創新中心；與佛山、中山的強大製造能力結
合，有望形成創新經濟完整產業鏈。
她透露，香港和深圳已商定在河套區合作建

立創新科技區，稍後與廣州也有新的創科合作
計劃。她說：「香港在大灣區建準確定位，結
合『一帶一路』帶來的機會，就能帶來實在的
利益。」
林鄭又指，高鐵、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

口岸相繼開通，令香港與大灣區日益融合為一
個大生活區，帶來更多合作機會，提升協同效
應。香港土地資源稀缺，加強大灣區融合，可
以彌補香港短板，帶來更多人才和市場。
她表示期待推出更多便民措施，促進香港與

大灣區生產要素的流通。
另外，特區政府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海上絲
綢之路協會聯席主席葉劉淑儀，招商局集團副
董事長兼總經理李曉鵬等亦在論壇發言，對大
灣區建設提出看法和建議（見另稿）。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聯席主席葉劉
淑儀在論壇上表示，很贊同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提倡積極參與大灣區建
設，把握「一帶一路」帶給香港的
發展機遇，相信這對香港長遠發展
十分重要。她指出，香港一直是珠
三角的一部分，應在大灣區建設中
充當重要角色。不過，要與大灣區
達成一個逾6,000萬人口的整合區
域，特區政府面臨很大挑戰，就是
如何致力提升物資、人員流動。
葉劉淑儀說，「一國兩制」給香

港帶來很多制度優勢，但客觀上也
造成物資、人員流動的障礙。如何
提升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融入大灣
區區域經濟，特區政府還有很多事
要做。如果成功做到區域整合，會
給香港帶來很大益處，香港的商企
更容易開拓內地市場。高鐵、港珠
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開通，
為香港與大灣區帶來更多的連接
點，若成功促進大灣區「同城
化」，市民將有更好的居住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招商局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李曉鵬在論壇上表示，「一帶
一路」給大灣區帶來重要發展契機，創造很多商機。作為國家
最大的港口和船運集團，招商局會努力加強大灣區與「一帶一
路」國家的商貿往來。他建議包括香港在內的大灣區各地方政
府建立政商溝通平台、改善營商環境和鼓勵城際資源流通。
李曉鵬對大灣區各地方政府提出三項建議：第一是建立政商

長效溝通平台。大灣區要把握「一帶一路」機遇，需要商企的
充分參與。建立官商溝通平台，能即時修正各項政策，配合商
業發展需要，令整個市場發展得更快。第二要打造良好的營商
環境，重點是提升交通便利和金融合作，消除地方主義阻礙，
整合大灣區市場。第三是要鼓勵消除城際之間生產要素流通，
鼓勵資源流通，互補有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葉太促研增區內物資人員流動 李曉鵬倡三招整合大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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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局局
長楊偉雄在
論 壇 上 透

露，明天公佈的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對
發展創科將有激動人心的好消息。他表
示，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可以利用
「一國兩制」發揮更大作用；而與其他
10個城市合作打造新的創新科技中
心，會給香港帶來很大經濟效益。他提
醒公眾：「商業社會中，合作和競爭難
以絕對劃分。香港不進則退。」
楊偉雄說，大灣區規劃的目的是整

合優勢，構成協同效應。香港擁有「一
國兩制」，這令大灣區的整合體系內存
在兩種制度，如何發揮「兩制」的優
勢、克服限制，是香港面對的挑戰。創
新科技已是世界大潮，世界500強企
業，創科企業佔前例。國家「十三五」
規劃，也將發展創科列為重中之重。香
港發展創科有固有優勢，有居世界前列
的大學、有完善的法律體系等。如果致
力與其他城市合作發展創科業，會提高
香港的發展水平，並為大灣區所有成員
都帶來益處。■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一國兩制」優勢助創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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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卓識 倡導慈善信託
2006年3月16日，葉選平會長在促進會全體
理事大會上倡議，將廣東文化基金委託於專
業銀行，實行慈善信託，倡議獲理事大會一致
通過。2007年5月25日，廣東文化基金信託契
約簽約儀式，在香港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舉行。
促進會嚴格遵照「拾遺補缺、濟弱扶傾、積
極務實、量力而為」的16字工作方針，存本用
息，謹慎務實，一分一厘皆用於興教助學和扶持
文化事業。

興教助學 善莫大焉
2007年，促進會設立廣東文化基金助學金，
每年資助230多名貧困學生的全部學費，至今共
有2,000多名大學生接受資助完成學業；還舉辦
了尋找廣東最美鄉村教師評選表彰活動，專款用
於組織獲獎教師集中研修培訓；另外，由廣東文
化基金贊助的廣東音樂進校園扶持計劃，被列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廣東音樂，在孩子們心
中扎根開花結果。

發展文化 功莫大焉
促進會不遺餘力扶持推動嶺南

民族文化事業。正是有了廣東文
化基金的贊助，廣東嶺南會展覽
館每年舉辦近30場文化藝術展
覽，推動了廣東文化藝術的傳承
與發展。廣東文化基金還設立了
廣東文化人物獎，推出了一批文
化藝術大家，如畫家陳永鏘、方
楚雄和泥塑家劉沅聲等。另外，
還創辦嶺南青年工藝美術創意集
市，扶持民家傳統工藝美術薪火
相傳，新人輩出。

十年辛勤傳薪火 一片丹心耀嶺南
廣東文化基金在港信託十周年
由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下稱「促進會」）

創立的廣東文化基金，日前迎來了與香港交通

銀行信託有限公司簽署信託契約十周年。十年

來，促進會一直秉承弘揚中華民族文化，為廣

東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力所能及貢獻的宗旨，

在葉選平會長的帶領下，先後將2,247萬元信

託基金利息，全數用於廣東的興教助學和扶持

文化事業，取得顯著成效。

故鄉情——著名國畫家陳永鏘方楚雄泥塑家劉沅聲作品展交通銀行信託
誠信慈善造福
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於1981年
在香港成立，是交通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其團隊擁有
豐富的專業經驗，為客戶度身設計
最合適的信託架構。
交銀信託為廣東文化基金服務十
年來，一直堅守誠信責任原則，以
受益人的利益為依歸。通過法律形
式，將促進會一貫堅持的「存本用
息」基金運作原則規範化、固定
化、法律化；通過專業的銀行操
作，確保基金管理的長治久安，確
保基金運作原則執行的連貫性，確
保基金運作不受個人原因、人事變
更以及政策變動等其他不確定因素
的干擾；管理公開，開支透明，程
序規範，專款專用，不得以任何理
由挪為他用。

■廣東文化基金資助貧困學生從本科到博士的學習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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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選平在廣東文化基金簽約儀式上講話

由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交通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港分行和交通銀行信託有限公司主辦，世界

客屬第二十九屆懇親大會、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
支持舉辦的《故鄉情》——著名國畫家陳永鏘、方
楚雄、泥塑家劉沅聲作品展將於10月13日至17日在
香港九龍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六樓展廳舉行。
陳永鏘，廣東文化基金獎章獲得者，國家一級美

術師，中國花鳥畫領域代表畫家。方楚雄，廣東文
化基金獎章獲得者，其畫作主要以花鳥、動物為題
材，造型生動貼近生活，廣為大眾喜愛。劉沅聲，
民間泥塑藝人，用生動傳神的泥塑作品，喚起人們
對客家文化傳統的記憶與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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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鏘作品《紅梅》

■劉沅聲作品《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