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要爭做大灣區代言人

港星級酒店拓高鐵沿線市場

粵港澳委員建議 大灣區中央統籌
蔡冠深牽頭聯署提案 倡納入國家發展戰略

華南美國商會：營商環境廣州最佳

備受各界關注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將於今年上半年推

出。這份關乎粵港澳三地長遠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點滴進展都牽動人心。

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蔡冠深牽頭，數十

位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全國政協委員聯署提案，建議把粵港澳大灣區正式納

入國家發展戰略，由中央政府牽頭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委員會」，並

由國家領導人親自出任該委員會第一負責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 北京報道

「大家都說大灣區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
層面，但這還不夠，應該把大灣區

的發展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與京津冀、
長三角區域協同發展這兩大戰略看齊。同
時，由於灣區涉及不同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體
系，三地主政官員的級別都相當高，宜由一
位國家領導人親自掛帥，督導統籌。」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蔡冠深坦言，只
有如此，大灣區規劃才能有效推進，高效落
實，讓粵港澳這片曾在改革開放中先一步的
熱土，繼續在國家經濟社會改革中發揮引領
作用，並為推動落實「一帶一路」倡議貢獻
獨特的樞紐作用。

大灣區發展潛能 契合國家發展方向
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臨香港，見證了
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
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充分
展示中央高度重視粵港澳區域合作，支持港
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蔡冠深說，正是基於灣區的現實發展需
要，和國家對灣區的高度重視，這份提案才
提出了兩個層面的迫切建議。首先是希望粵
港澳大灣區真正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而不僅
僅只是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這跟粵港澳大
灣區獨特而又重要的地位息息相關。
他進而分析，按照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

字，2016年地處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粵港
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已達到13,400億美元，
已經比排在第三位的東京灣區多400多億美
元，與灣區經濟總量第一位紐約灣區也只差
1,5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灣區指日可
待。粵港澳大灣區包含的香港、澳門、深
圳、廣州等 11 個城市，人均 GDP 超過
20,000美元，是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也是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主體區域和促進
科技創新與技術研發的基地，綜合實力最
強、創新能力最高、最有條件發展成為海上
絲路經濟帶的核心樞紐。
「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擁有的發展潛能，

與國家正在推動的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品
質發展的總思路高度契合。不少國內外研究
均預期，以大灣區現時的增長速度，10年內
最少可以翻一番，成為一個超巨型的國際都
會群。」

突破行政區劃障礙 發揮「一國兩制」優勢
蔡冠深說的第二個層面，是建議中央政府
牽頭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統籌委員會，並由國
家領導人親自掛帥，督導統籌大灣區戰略的
推進落實。
「粵港澳三地分處『一國兩制』，且為三

個不同的關稅區，主政粵港澳三地的官員層
級都比較高，廣東省委書記更由中央政治局

委員兼任。所以大灣區統籌委員會應該由一
位國家領導人親自掛帥，方能有效統領中央
有關部委和粵港澳三地，為大灣區宏觀發展
進行具體規劃，制訂全域性、戰略性和決策
性的政策及決議，從而推進灣區體制和發展
機制全面創新。」蔡冠深也建議，統籌委員
會亦可因應灣區發展可能涉及的安全及規管
等重大問題，從中央層面對粵港澳三地政府
進行有效協調和敦促。
「粵港澳三地經過數十年的合作發展，累

積了大量豐富的經驗，但在新的發展階段，
必須突破以往傳統的合作模式和限制，最大
可能整合三地不同制度的優勢，弱化以至消
除由於三地行政區劃不同而造成的人為隔
閡，積極爭取在大灣區試行全面開放政策，
做到人流、物流、資金流最大限度的便捷對
接以至無縫對接，以配合國家在世界經濟分
工體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他也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粵港澳大灣區要充分釋放發展
活力和潛能，就必須在「一國兩制」框架

下，盡量減少各類要素流動的障礙，有效推
動灣區內各城市之間的融合，同時避免不必
要的內耗和重複建設。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粵港澳大灣
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之地，在國家
現代化建設中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在
新的歷史節點，大灣區如能列入國家發展
戰略，必能再次站在改革潮頭，發揮出獨
特而又強勁的引擎作用。」蔡冠深對此信
心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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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
留意到昨日社會上關於深圳與香港2017年
GDP總量的比較與討論，深圳統計局在官
網上公佈，按照2017年人民幣兌港幣平均
匯率1.1552折算，2017年深港GDP尚差
611億元（人民幣，下同）。目前深圳GDP
仍未超香港，不過深港差距進一步縮小。
深圳統計局在官網上發佈2017年深圳

GDP總量簡析，2017年，初步核算並經廣
東省統計局核定，深圳全市生產總值
22,438.3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
增長（下同）8.8%，總量佔全國、全省比
重分別達到2.7%和 25%。2017年深圳市
GDP總量在內地大中城市中居第3位。
同期香港本地生產總值 26,626.37 億港

元，增長3.8%，按照2017年人民幣兌港幣
平均匯率1.1552折算，2017年香港GDP為
23,049.14億元，深港GDP尚差611億元。

■蔡冠深認為，應該把大灣區的發展正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由一位國家領導人親自掛帥，督導統籌，才能有效推進，高效落實。圖為港
珠澳大橋橋頭。 資料圖片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香港如何抓住機
遇找準定位，一直是政商各界的討論焦點。
在採訪中，蔡冠深多次提到視野更具國際化
的香港人，應該更加積極爭取做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引領者。

數據證香港重要性
「明確了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走向，就

不難判斷香港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給
香港文匯報記者列舉了一組資料：港口貨櫃
輸送量，香港佔粵港澳大灣區的30.8%；機
場旅客輸送量，香港佔粵港澳大灣區的
39.4%；世界500強企業總部設在粵港澳大
灣區的有16個，其中7個在香港；世界一百
強大學粵港澳三地有四所，全部都在香港；
第三產業比重，大灣區平均62.2%，香港

90%。
這些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統計足以證明，

香港在國際化、貿易航運、金融、教育，以
及創新資源的擁有量方面，明顯優於大灣區
內其他城市，因此香港完全有可能成為粵港
澳大灣區這個龍頭上最璀璨的明珠，成為這
個世界級引擎中最關鍵的部件。
「香港市民更應該清晰認識到，這是香港的

歷史機遇，而不可簡單地理解為完成國家給予
的任務，應該主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
國家富強及民族振興，作出新的貢獻。」

企業家聯盟已成立
在採訪中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粵港澳大

灣區企業家聯盟去年底已率先在深圳前海舉
行了成立大會。來自廣州、佛山、肇慶、深

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和香
港、澳門（「9+2」城市）的200多位工商
界代表出席成立大會，蔡冠深出任聯盟主
席。聯盟主席團成員涵蓋了粵港澳大灣區11
座城市的優秀商界代表，包括澳門中華總商
會會長馬有禮、廣東省工商聯主席蘇志剛，
以及廣州、深圳、中山、東莞、江門等城市
的工商聯主席。來自騰訊、匯豐、中信股
份、華大基因、碧桂園、大族鐳射等知名企
業的企業家均是聯盟主席團成員。
聯盟成立後將通過搭建政商溝通對接、科

技創新驅動、企業交流合作、銀企互助共
贏、青年創業扶持、公益慈善助貧等多種平
台，履行社會責任，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工商
界精英組成的高層次社團，助力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創會主席蔡冠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創會主席蔡冠
深深。。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鵬飛香港文匯報記者趙鵬飛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2018廣州國際旅展昨日在穗琶洲展館
開幕，香港展館耳目一新，近30家香港中
高端星級酒店、旅行社、交通運輸等企業
現場擺攤，主動開拓內地高鐵遊沿線市
場。
香港富豪酒店廣州區域營業總監鄒瑩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赴港遊組
團產品，在廣東幾乎淡出市場，為了迎接
廣深港高鐵開通，香港不少旅行社和酒店
開始抓住旅展機會，探路長沙、武漢、昆
明、貴陽甚至內地一些三四線城市，和當
地的旅遊行業組團合作。鄒瑩說，接下來
將主動派出工作人員走訪高鐵沿線城市，

爭取和內地城市推出組團產品以及定制個
性遊玩產品。
「酒店產品將成為重頭戲」，鄒瑩信心
滿滿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內地很多客
人，以前赴港澳遊玩，一般都會過道廣東
遊玩一兩天，再去香港遊玩。隨着大家出
遊經驗增多，一站多程的需求也在改變。

如今，很多內地遊客對品質遊更強烈。
「他們自主性比較高，在港澳遊方面不太
依賴旅行社來訂製」。鄒瑩發現，一個好
酒店、一家特色小店都足以讓不少遊客出
行香港，來一次說走就走的周末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此次旅展規模較

去年提升，共吸引 53個國家和地區的
1,029家企業參展，其中波蘭、斯洛伐克、
盧旺達、澳洲、新西蘭、塔桑尼亞等國家
和地區首次參展。

外企數量增逾三成 港澳台佔近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昨日在兩會前國新
辦最後一場發佈會上介紹，中國商事制度
改革近年來取得突出成效，到目前為止，
包括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民專業合作社
在內的市場主體已經達到9,960萬戶左
右，預計在3月上旬突破1億戶。對於港

澳台投資情況，張茅回應香港文匯報稱，
從去年的情況來看，外商投資企業數量增
長33%，其中港澳台佔到49%，數字說明
「港澳台企業對國內經濟產生積極推動作
用功不可沒。」
據張茅介紹，過去5年，中國每千人擁

有企業數量從 10家上升到了現在的 21

家，翻了一番，但企業註冊時間還比較
長，特別是拿到營業執照之後需要審批的
事項還比較多，與發達國家相比，特別是
與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佔第二位的情況相
比，還不相適應。在企業註冊便利化方
面，張茅指出，今年計劃在北上廣深等有
條件的地方壓縮到國際標準的8.5天，大

幅度壓縮企業進入時間。

鼓勵境外青年內地創業
對於香港文匯報「如何評價港澳台企業

在內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提問，張茅
表示，港澳台企業對於國內經濟產生積極
推動作用，功不可沒。特別是港澳台企業
帶入先進的技術、管理、理念。他強調，
對港澳台青年到內地創業積極支持，將完
全一視同仁，幫助他們取得更好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昨日，華南美國商會發佈了《2018年中國
營商環境白皮書》（下稱《白皮書》）及
《2018年華南地區經濟情況特別報告》
（下稱《報告》）。數據表明，廣州成為
去年內地最受歡迎投資城市，深圳位居第
二。預計2018年美商會會員企業在華再投

資預算將達140億美元，同比上升12%。
此外，超過一半受訪企業有意在華南地區
自貿區設立新辦公室或服務點，而南沙自
貿區受到關注最高。
當天上午，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
亞丁博士在發佈會上指出，「今年我們
從調查中得出的好消息是，隨着中央及

地方政府發出將進一步開放市場、歡迎
更多外國投資的信號，外資企業更為樂
觀。」
數據顯示，53.3%的受訪企業表示中國在

其全球投資計劃中位居榜首；近九成受訪企
業已達盈利，剩餘受訪企業則有望在未來兩
年內盈利；近70%受訪企業認為2017年在

華投資的回報率比其他地區更高。
《報告》還顯示，今年廣州在中國44個
城市投資排名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受歡迎
的投資城市，其後為深圳、上海和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企業在2017年將其在
華南地區的再投資轉移到其他市場的比
例，同比下降約四分之一。

深圳GDP首超香港？
統計局：未超但差距續縮小

■按照 2017 年人民幣兌港幣平均匯率
1.1552折算，深港GDP尚差611億元。圖
為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及深圳人才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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