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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8版）最近一段時期，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已取得可喜進展。香港同胞在大灣
區學習、就業、生活的國民待遇問題得到逐
步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
經編制完成，很快出台實施。作為大灣區重
要的持份者，廣東省已梳理形成了推進大灣
區建設100項先導合作事項平台和項目並在
積極推進，年初召開的廣東省十三屆人大一
次會議上又提出要創新通關模式、促進人才
流動、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提升粵港澳大
灣區市場一體化水平。港珠澳大橋、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及蓮塘香園圍口岸這三條聯繫香
港與內地的大動脈，也將在今年陸續落成。
高鐵能讓香港市民在50分鐘內抵達廣州，
港珠澳大橋可將機場到珠海的交通時間縮短
至45分鐘，未來香港與內地的聯絡將更加
順暢通達，大灣區1小時優質生活圈也將變
為現實。這些舉措必定能為香港分享國家巨
大發展機遇和紅利創造更大空間，帶來更強
動力，提供更大支持。
在中央支持下，香港還可以聯合大灣區其
他城市在更多領域開展合作。已經有很多社
會人士提出了相關建議。比如，可以共同推
動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創業創新共同基
金」，把香港高校科研人才優勢、資本對創
新的撬動作用和珠三角成熟完備的產業鏈相
融合，提供包括資金、場地、導師等資源在
內的創業一站式服務，孵化一批科創項目，
以項目帶動大灣區特別是香港青年就業創
業。再比如，可以利用港珠澳大橋通車的契
機，大力發展香港端的「橋頭經濟」。在這
方面，世界上已有不少成功的先例。連接丹
麥哥本哈根和瑞典馬爾默的厄勒海峽大橋於
2000年竣工後，「厄勒地區」就迅速發展
成為歐洲北部科研中心，吸引了來自歐洲的
大量高科技項目投資。中聯辦將積極支持特
區政府爭取在港設立「中科院粵港澳大灣區
創科研究院」，這必將大大助力香港創科產
業發展。又比如，香港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壓
力和自身土地資源緊張的突出矛盾，可探索
在大灣區規劃框架下，協同廣東省發展區域
內的康養產業，為包括香港在內的11個城
市的老年人提供康養服務，等等。這項工作

做好了也能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借鑒。可以
預見，在包括在座各位代表在內的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和特區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粵港澳
大灣區將為新時代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
供最佳着力點，為香港創造新價值、拓展新
空間帶來宏大機遇和紅利。

三、建設創新型國家為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和創建「新優勢、
新中心」提供了不竭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精闢指出，「創新是從根本

上打開增長之鎖的鑰匙。」政府工作報告提
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加快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的必然要求和戰略舉措。十八大以來，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把創新擺在國
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強調「必須把創新
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創新驅動發
展戰略的引領下，國家的創科發展如火如
荼。北京、深圳、杭州已成為具有全球影響
力的創新科技中心，並孕育出阿里巴巴、騰
訊、華為、百度、大疆等一大批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世界級科技企業。以北京為例，截至
2017年，北京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已達到2
萬餘家，規模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全年總收入
預計將超過2.2萬億，相當於香港去年全年
的GDP總量，「獨角獸企業」更是高達60
餘家，僅次於硅谷，位居全球第二。而在毗
鄰香港的深圳，平均每天就有46件發明專
利誕生，平均每63人擁有一家高新技術企
業，研發投入佔GDP比例多年保持在4%以
上，研發強度媲美以色列、韓國等全球一流
創新型經濟體，被譽為「創新之都」。可以
說，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
展階段，創新就是最重要的引擎。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科技創新

由跟跑為主轉向更多領域並跑、領跑，成為
全球矚目的創新創業熱土」「一定能跑出中
國創新『加速度』」，我們可以從中更深刻
感受感悟到，這將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嶄新的時代機遇。香港在鞏固提升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的同時，可依托粵
港澳大灣區強大的創新能力和全球領先的供

應鏈體系，依托國家和「一帶一路」廣闊市
場，充分發揮獨特優勢，構建世界科技創新
中心、國際數據中心、國際資本配置和管理
中心，使香港成為東西方創新型經濟交流合
作的樞紐。
比如，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世界科技創新中

心。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優勢非常突出，
匯聚了諸多領域的國際頂尖科研人才，在特
色領域重大科技創新上有很強的實力和巨大
的潛力。香港5所大學躋身全球100強，擁
有43位中國兩院院士，在整個華南地區處
於領先地位。因為有良好的科研環境和平台
以及大量的國際頂尖人才，香港在不少科研
領域都站到了世界前列。比如，香港中文大
學的納米光催化技術、科技大學的大腦神經
信息傳遞及蛋白質分子功能研究、理工大學
的光纖和超聲導波傳感技術。不久前，全球
頂尖醫療雜誌《新英倫醫學雜誌》評選的
2017年度10篇對全球醫療界最具影響力的
「最矚目研究文章」中有兩篇出自香港，也
凸顯出香港高校在基礎科研方面的雄厚實
力。據統計，目前香港6所高校共有國家重
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16家，香港3所高校、
香港應用技術研究院設立了6家國家工程技
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2016年香港學者
參與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立項61項84人
次，科技大學唐本忠教授領軍的科研團隊更
憑借「聚集誘導發光」項目榮獲2017年度
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這一連串數字，都
充分反映出香港在國家創新科技發展中的深
度參與和重要作用，我們有理由對香港創科
的未來充滿信心。同時，毗鄰香港的廣東具
有全球最強大的供應鏈體系，創業者從創意
產生到產品推出的速度比硅谷要快5到10
倍，而成本不到其1/5，這是香港創科產業
發展的豐厚土壤。粵港深度合作，將可通過
「產業鏈－資金鏈－創新鏈」的跨境協調整
合，打造「香港－深圳－東莞－廣州」創新
走廊，使香港世界一流的科技研發成果迅速
轉化成產品、推向市場，孵化出一大批高成
長性的創科企業，並在大灣區創科產業價值
鏈中佔據上游。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建成後，可提供多達120萬平方米的運

營面積，預計建成後每年能為香港經濟貢獻
產值570億元，提供5萬個優質就業職位，
將成為大灣區乃至全球創新中心。
自2015年成立創科局以來，香港特區政

府對創科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積
極描繪出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願景藍
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親自領導高層次、跨
部門的「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並在首
份《施政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將創新科技
作為施政的優先範疇，循研發資源、匯聚人
才、提供資金、科研基建、檢視法例、開放
數據、政府採購和科普教育等八大方面加強
創科發展，制定了在本屆政府五年任期內將
本地研發總開支佔GDP的比例由0.73%倍
升至1.5%，啟動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
金」，為大學額外預留不少於100億港元研
究基金等詳細目標和規劃。2月28日剛剛公
佈的新一屆特區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
投放創科發展超過500億港元。這些必將給
香港的創科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又比如，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數據中

心。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是網絡時
代的重要生產資料，已成為各國基礎性戰略
資源。當前，各國都高度重視隱私保護和數
據安全，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管控措施，因
而產生了數據流通壁壘。在保證數據安全的
前提下，尋找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普遍認可的
數據匯聚地，建設國際數據中心暨全球數字
空間核心樞紐，促進全球數據匯聚和流通，
已成為國際互聯網治理的熱點問題。香港通
信基礎設施競爭力連續多年排名全球第一，
互聯網聯線速度、數據中心安全指數均居世
界前列。現連接17個陸上光纜和9個海底光
纜，數據通信流量帶寬52Tbps，在未來幾年
將擴充到220Tbps，亞洲地區236家國際網
絡機構以及大型網站與香港互聯網交換網絡
（HKIX）連線。香港個人私隱安全指數全
球排名第四，並已將全球50個國家和地區列
入香港數據出境「白名單」。香港是世界最
自由經濟體，是中國與世界各國都信賴的經
濟要素匯聚地和貿易樞紐。面對全球蓬勃發
展的數字經濟，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
優勢，充分考慮香港隱私和數據安全保護的

良好制度環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重要的國
際數據中心。支持香港列入世界各個國家和
地區數據輸出「白名單」，從而使香港成為
國際大數據的匯聚、存儲、交易和開發中
心。這將使香港如國際主航道上的交通樞紐
一樣，成為未來國際數據大流動、大開發的
樞紐，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再比如，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資本配置

和管理中心。開始於上個世紀下半段的第二
次全球化，其主要特徵是貿易全球化。而近
年來開始興起的第三次全球化，其主要特徵
是經濟要素配置全球化，資本、技術、信
息、人才、服務全球流動、匯聚，形成產品
和服務後再向全球消費者供應。經濟要素配
置全球化，必然導致價值分配全球化。香港
金融市場成熟，金融產品豐富，監管制度健
全，配套服務完善，整體競爭力很強。回歸
20年來，香港資本市場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得
到很大提升。未來20年香港將從內地融資
中心，轉化為三個新中心，即內地的全球財
富管理中心、領先的離岸風險管理中心、內
地的全球資產定價中心。香港的角色將從為
內地吸引資金，到為內地配置資產。在服務
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促進國家深度參與和
主導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香港將發展成為
國際資本配置和管理中心。
對香港如何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

大發展，中央始終念茲在茲。從習近平總書
記去年「七一」視察香港一到香港機場就說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到十九大
報告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
一」列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再到這次政府工
作報告重申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
以說，中南海始終牽掛香港發展、始終直通
香港同胞，中南海不僅始終引領我們把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必將引領我
們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我們
相信，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明天，在
「厲害了我們黨、厲害了我的國」的大勢
下，必將成就「厲害了我們大灣區、厲害了
我們香港」，香港必將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續
寫獅子山下發展新故事、繁榮新傳奇！

王志民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時的發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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