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舉措促深港人才金融合作

創科研發投入帶動增長 專家籲港借「帶路」灣區拓新動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何花深圳

報道）深圳全市生產總值（GDP）趕超香

港或成事實。剛剛過去的2017年，深圳經

濟成績亮眼。在昨日開幕的深圳市第六屆

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上，深圳市長陳

如桂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預計2017

年深圳GDP超過2.2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8.8%，超過廣州，亦有可

能趕超香港。專家指出，深圳的科技創新

勢頭強勁，研發投入高，推動GDP持續走

強。香港未來需借助「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擴大腹地，尋找新的產業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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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稱，香港2016年GDP為 24,891億港
元，2017年預計增速為3.7%，創下近年新

高，並將創2011年以來的六年之最。但由於港元
兌人民幣的匯率從0.8536下跌到0.8259，若換算成
人民幣計，預計2017年香港GDP不會超過21,800
億元人民幣。故深圳GDP超香港「幾乎是板上釘
釘」。此外，深圳的研發支出亦遠超香港，根據政
府工作報告，2018年深圳GDP預計增長仍在8%以
上。

深圳去年GDP增速8.8%
深圳經濟總量超越香港的預期已經持續數年。中
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指
出，深圳無論人口數量還是地域面積都比香港大，
GDP超過香港並不奇怪。深圳近年來基於科技創
新帶來強大的經濟發展後勁，去年經濟增長
8.8%，樂觀估計今年依然可以在8%到9%之間，
加上內地廣闊的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好轉，未來可能
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而香港3.7%的增速在發達經
濟體中已經是很好的水平，除了全球經濟好轉，香
港近幾年強調的科技創新也開始發揮作用，如香港
科技園已經孵化出不少新的公司新的產業。
不過，郭萬達表示，分析經濟發展不能只看
GDP的量，而是要看產業結構。此外，不僅深
圳，內地其他城市都可能趕超香港。香港有國際
網絡的資源優勢，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發揮這些
優勢，培養新的產業新的增長點，而不會只有金
融、旅遊等傳統優勢產業。「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將是香港提升優勢的重要平台。

建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深圳的科技創新勢頭強勁，根據政府工作報告，
深圳去年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900億元，佔GDP比
重4.13%。未來將加快建設全球科技產業創新中心，
實施綜合創新生態優化計劃，爭取增加國家省市級
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等各類創新載體100家以
上，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2,000家以上。還將大
力發展高端製造、智能製造等先進製造業集群，打
造中國製造2025國家級示範區。

實施最嚴格知識產權保護
報告還指出，深圳將依法實施最嚴格的知識產權
保護，推進知識產權綜合管理改革，建設中國（深
圳）知識產權服務機構，完善知識產權激勵、質押
融資政策，構建快速受理、授權、確權、維權服務
體系。對此，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
大大點讚，他表示希望深圳能夠在這方面做個好
的範例，相信能夠吸引全世界的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何花
深圳報道）在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推
進深港合作也是深圳未來的重點工作。深
圳市長陳如桂昨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
出，未來深圳將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
為契機，推動深港澳在經貿、金融、教
育、科技、人才等各個領域的緊密合作，
重點包括建設前海城市新中心，出台前海
深港金融創新政策，與香港共同推動河套
地區開發，打造灣區合作新亮點等。

40億建前海城市新中心
報告指，深圳將積極對標國際化高標

準投資貿易規則，發展更具國際競爭力
的開放型經濟，重點建設前海城市新中
心，推動前海與周邊地區聯動發展，自

貿區加快建成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
和粵港澳深度合作示範區。
此外，深圳還將積極爭取國家支持，

在自貿區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並深化深
港金融合作，探索港資主體探索或參與設
立法人銀行機構、非銀行金融機構，探索
開展跨境人民幣信貸資產轉讓等，爭取進
一步放開港澳認證機構進入自貿區開展認
證檢測業務。並推動出台前海深港金融創
新政策，設立深港科創基金，提升深港青
年夢工廠發展水平，新引進一批總部企
業，新增港企2,000家。
深圳市財政委員會主任湯暑葵作2018

年預算草案報告中指出，深圳將安排前
海合作區支出40.6億元支持自貿區建設
發展。

建科創合作區促河套開發
報告指出，深圳將與香港共同推動河套

地區開發，加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
設，加快推進園區土地整備和更新改造。
深圳市政協委員、深圳海歸協會副會長

黃靜香建議，結合落馬洲河套地區目標定
位和開發現狀，引進一批基礎性、前瞻性
的科技產業項目，針對香港科技研發優

勢，在該片區謀劃建設金
融科技、數字生命、環境
科學等基礎研究院，物
聯網、機械人等創新
中心，以及金融科
技、智能硬件等產業
集聚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
道）人工智能近年來迅速發展，已上升
為國家戰略。如何發揮深圳在人工智能
等科技創新領域的優勢，來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深圳市政協委員、深圳市碼隆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CEO黃鼎隆認
為，大灣區已具備發展人工智能產業的
巨大優勢，建議打造成「人工智能大灣
區」，實現人工智能在三地的全覆蓋、
全融合、全應用，同時全面發展以人工
智能商品識別技術為核心的無人零售產
業。把粵港澳大灣區建成無人零售產業
示範區，通過「一帶一路」向全世界輸
出先進技術與商業模式。
黃鼎隆指出，「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

深入融合」是目前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
發展的核心，可帶動更多實體產業的升
級發展，如物流、製造、零售、批發、
工業設計等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何花
深圳報道）深圳市長陳如桂昨日作政
府工作報告指出，深圳將推進通關改
革，建設智慧口岸，全面推廣國際貿易
「單一窗口」，支持設立全球集併分撥
中心，推進跨部門一次性聯合檢查，壓
縮進出口貨物通關時間。而不少人大代
表和政協委員則表示，除了加快貨物通
關，亦希望推出措施改善皇崗口岸等通
車擁堵情況。
港籍政協委員施榮忻表示，目前在皇

崗、福田口岸過關經常人流爆棚，車輛
過關擁堵也很嚴重，希望採取更多措施
縮短通關時間，加快通行效率。他建
議，借助更多科技手段，或者採取人和
行李分開檢驗等方式，加快過關驗證速
度，並提高對過關攜帶違禁品的懲罰力
度，減少違法情況。他同時建議，完善
口岸周邊的交通配套。此外，還有多名
政協委員建議增加24小時通關口岸數
量，落實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東莞報道）
政協第十三屆東莞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昨
日開幕，會上回顧了過去一年東莞與粵港
合作的多項成果。在分組討論上，港籍政
協委員從大灣區建設、濱海新區建設等多
個領域提出了莞港合作的建議。
開幕大會上，東莞市政協副主席、黨組

副書記鄧流文在作政協第十三屆東莞市委
員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中指出，在新的

一年東莞將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和
粵港澳大灣區、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建設等
重大戰略機遇。

支持在莞港企轉型升級
在下午的分組討論中，港籍委員張宇凱

建議繼續加大對在莞港企在產業轉型升級
的支持。「東莞目前約有6,000多家港資
企業，對港企參與城市更新，應該給些專

門的引導政策，吸引港企和青年參與到新
一輪的創業創新和城市更新裡。」
另一名港籍委員王紹基，則將目光投向

了濱海新區。他認為可通過文創合作交
流，加大宣傳力度，吸引更多具有代表性
的港企進駐新區。
身為香港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校董的港

籍委員孫燕華指東莞擁有中國沉香博物
館、鴉片戰爭博物館等優秀的歷史文化博

物館，可加強發展博物館之城的定位及莞
港澳三地博物館交流，吸引更多香港民眾
前來參觀。

港資佔莞外資半壁江山
東莞市長梁維東在聽取了多位港籍委員

的發言後表示，莞港澳三地的關係日益緊
密，香港有80萬東莞人，而東莞的外資經
濟中港資佔比達55%。「在科技合作方
面，東莞的科技轉化產業潛力很大，但前
段研發缺乏人才，香港的科技人才正好可
以填補這一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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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政協委員：
建無人零售示範區

東莞政協開幕 港籍委員建言莞港合作

建智慧口岸
縮短通關時間

深圳GDP2.2萬億勢超港

2014年「佔旺」清場案，包括黃之鋒、 黃浩銘
等16名激進示威者被控刑事藐視法庭罪成，高等
法院昨日宣判，黃之鋒、黃浩銘分別被判監3個月
和4個半月。法官陳慶偉重申，每位香港人都有示
威權利，但前提是不損害其他人的權利。香港集
會遊行、言論自由受到法律保障，但同時法律對
表達意見也有明確約束，不能損害他人的權益及
影響公共秩序，更不容有暴力行為。黃之鋒、黃
浩銘在此案中的言行，明顯逾越法律底線，被判
監禁，彰顯法治的公正公義，保護了公眾的合法
權利，更提醒社會尤其是年輕人，表達意見亦須
理性平和、尊重法治，逾越底線必受法律制裁。

2014年的「佔中」、「佔旺」行動，示威者打
着「公民抗命」的旗號，自恃佔據道德高地，目
無法紀，霸道佔路、癱瘓市面，更對法庭頒發的
清場禁制令置若罔聞，聚眾阻撓法庭命令執行。
黃之鋒、黃浩銘等搞手更以表達政治訴求、爭取
民主普選為名，挑戰執達吏，煽動示威者留守對
抗法庭命令，挑戰法治，造成嚴重社會混亂，引
發社會不安，影響市民正常生活。法庭昨日指
出，黃之鋒、黃浩銘重複挑戰禁制令，「入獄乃
唯一合適懲罰」；另外，法官的判詞認為，「法
庭必須介入，不僅要保護示威者的權利，還要保
護廣大市民生活的權利。」

香港是法治社會，依法辦事是最基本原則。香
港的言論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這一點無可爭
議；但不能忽視的是，香港有明確的法例規定：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

義務，不能抵觸有關事項，包括尊重他人權利或
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
風化。此次法庭的判決，認定黃之鋒、黃浩銘等
人煽動示威抗議行為過了界線，損害他人及公眾
權利，法庭必須作出具阻嚇性的判決，制止違法
擾民的暴力行為。

「佔中」給香港帶來極之惡劣的後果，就是鼓吹
「公民抗命」「違法達義」，混淆是非，誤導年輕
人錯誤地認為，為了表達訴求，以理想崇高為由，
就可以罔顧任何法律規範。這種錯誤的引導，動搖
了香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昨日的判決公佈後，
黃浩銘所屬的社民連竟然發表聲明指稱，當日各人
的行動並非破壞司法公義及法治，而是維護及完善
香港法治；又指稱，在審訊過程中，法庭僅以「有
法必依，違法必究」的角度，狹窄地理解各人「公
民抗命」的緣由；更抹黑繼新界東北案及闖政總東
翼前地案後，本案的被告成為新一批「政治犯」。
明明藐視法庭、破壞法治的行為，卻被社民連美化
為「守護法治、爭取公義」，實在是赤裸裸的顛倒
是非、狡辯卸責。

此次法庭的判刑充分考慮了案件的嚴重性，判
處帶頭的黃之鋒、黃浩銘等入獄更是對社會、對
年輕人發出警示，香港是言論自由社會，市民有
權發表意見，但必須理性和平表達訴求，不能採
取違法手段，影響他人生活，否則就會像黃之
鋒、黃浩銘一樣，需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負上刑
責。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應該引以為戒，切勿受人
唆擺、墮入法網。

自由表達勿損他人權利 法庭判決彰顯法治公義
深圳公佈2017年GDP總額預計可達2.2萬億

元人民幣，基本可確定超越香港。深圳的發展突
飛猛進，一河之隔的香港卻不溫不火，難免令不
少港人感到失望和失落。深圳GDP超過香港帶
出兩點重要啟示：一是要摒棄政爭、避免內耗，
以高度專注姿態，將力量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事
務上；二是不能固步自封，要以只爭朝夕的狀態
擁抱新時代。深圳勇於創新，迎接挑戰，成為世
界首屈一指的科創中心，香港必須急起直追，把
握機遇，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大灣區
深化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深圳 2017年 GDP預計增長 8.8%，達到 2.2
萬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香港2016年GDP為
24,891億港元，預計2017年增速為3.7%，即
約25,812億港元，儘管創下近年新高，但由於
去年港元兌人民幣的匯率有所貶值，所以2017
年香港GDP樂觀估計也不會超過2.18萬億元人
民幣。兩地的發展趨勢短期內不會有顯著改
變，意味着深圳未來領先香港的幅度將逐漸擴
大。

1980年設立特區之前，深圳只是一個默默無
聞的小漁村，不到40年經濟總量就已經超越有
「東方之珠」美譽的香港，同時在創科等產業領
域大大超越香港，金融、物流、商業等產業領域
也逼近香港，不能不說是一個經濟奇蹟。深圳快
速發展的成功經驗，值得香港深思和借鏡。

深圳的發展有不少方面的啟示值得香港深
思。首先是長期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

一意謀發展」，終於脫胎換骨、後發先至。近
年香港政治化氛圍極其濃厚，發展受到政爭羈
絆，舉步維艱，有利推動發展、提升競爭力的
施政措施和建設項目屢受狙擊，令香港不斷坐
失良機。最經典例子是創科局擾攘整整3年，才
獲立法會通過成立，代表資訊科技界的立法會
議員竟然縱容拉布，窒礙業界發展。港珠澳大
橋、高鐵香港段等重大建設亦一波三折，費時
失事。

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是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政
爭氾濫、社會對立，激進暴力頻繁，怎能吸引科
研人才、資金匯聚香港？香港應該清醒認識政爭
不息的危害，市民必須展示求和諧、求發展的強
烈願望，支持政府依法施政，抵制政爭干擾，讓
香港社會能夠集中精力謀發展，從根本上提升香
港的競爭力。

其次，面對激烈競爭，香港既不應妄自菲薄失
信心，更不能固步自封吃老本。深圳通過積極投
入科創研發，加快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彎道超
車」。反觀香港產業多元化進展遲緩，過度依賴
金融地產，導致發展後勁不繼。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給香港帶來重大機遇，大灣
區將成為推動國家發展的新增長極，成為全球舉
足輕重的經濟中心。香港各界須凝心聚力，主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配合國家所需，發揮香港所
長，積極參與、推動大灣區的規劃和建設，真正
實現優勢互補，錯位發展，為香港經濟轉型升
級、持續增長注入源源不絕的新動力。

深圳GDP反超香港的兩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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