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施榮懷

乘勢搭上「蘇州艇」

粵港澳大灣區是非常重
要的戰略部署，為香港未
來發展注入很大的動力，
將推動香港新一輪發展。
「蘇州過後無艇搭」，大
家應當好好把握機會。

大灣區交通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 林德興

「血脈」通暢促動力

人流、物流、資金流的高效互融
互通，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
基礎性要素。隨着大灣區城市群的
「血脈」更加通暢，相信企業的發
展也將會從中獲得源源不斷的動
力。

社會融合民心通

基礎設施建設是實現物流、人流和資源空
間移動和有效配置的前提，是實現大灣區城
市間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協調發展的基
礎。隨着多項基礎設施逐步落成，大灣區的
交通將更便利，必將帶動經濟融合、社會融
合，民心融合。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鄭翔玲

灣區建協同 三地探共融
論壇提5步發展運輸思路 冀接軌全球吸人才

「粵港澳大灣區機遇下的互融互通

論壇」，日前在深圳舉行。國家交通

運輸部副部長戴東昌、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等出席並發表主旨演講。戴東

昌指，交通運輸部初步形成了5步支

持粵港澳大灣區交通運輸發展的工作

思路工作重點建設內容，包括構建互

聯互通基礎設施網絡、 打造高品質出

行體系、建設高質量貨運物流體系、

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港口群和

機場群，以及提升交通科技創新能力

等。譚鐵牛則指，香港在對接全球科

技創新體系、吸引世界科技人才、促

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等方面，都是國

家創新體系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李望賢、郭若溪 深圳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機遇下的互融互通論壇」
以「如何構建三地協同機制，真正實

現互融互通」為主題，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的交
通基建展開六場主旨演講及兩場圓桌討論，吸
引各界人士約300名參加。

戴東昌：打造高質交通體系
戴東昌發表題為《攜手共築一體化交通體

系，支持大灣區協同發展》的主旨演講。
他表示，交通運輸部初步形成了5步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交通運輸發展的工作思路工作重點
建設內容，包括構建互聯互通基礎設施網絡、
打造高品質出行體系、建設高質量貨運物流體
系、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港口群和機場
群，以及提升交通科技創新能力等。
戴東昌表示，打造高品質出行體系，將加強
港澳與內地交通聯繫，為港澳居民到內地就
業，求學，營商等提供便利；建設高質量經濟
貨運物流體系，要促進大灣區交通運輸一體化
和便利化，提升粵港澳口岸通關能力和通關便
利化水平，為粵港澳大灣區建成世界新興產
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提供有力支
撐。

譚鐵牛：以技術將科創做大
譚鐵牛以《協力推進大灣區互融互通、着力
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為題發表主旨演講。
他在演講中就「改革開放」、「粵港澳大灣
區」、「互聯互通」三個關鍵詞進行重點論
述。
他說，改革開放，無疑改變了國家的命運，
也改變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命運。改革開放的巨
大成就是四個自信的最好佐證。
譚鐵牛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具備打造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的良好基礎，也具備將科技產業做大
做強的優勢，因為香港有一流的科研水平，深圳
是技術創新的熱土，珠三角是製造生產的重地，
還有內地廣大的市場腹地和「一帶一路」。
他續說，交通領域互融互通也為大灣區建設
國際創科中心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設施支持。
隨着未來交通日益智能化與科技化，國際創科
中心建設亦會為大灣區內交通互融互通提供強
大的技術支持。
譚鐵牛表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在對
接全球科技創新體系、吸引世界優秀科技人
才、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等方面，具有比內
地城市更為優越的條件，是國家創新體系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科技創新成果轉移
轉化方面，可以利用香港在金融、法律、評
估、會計、會展等專業服務方面的優勢，幫助
大灣區企業走向世界，在大灣區互融互通的基
礎上，進一步融入全球創新網絡。

戴北方：促進資源自由流動
深圳市政協主席戴北方致辭時表示，基礎
設施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和主動脈，
區域內基礎設施協調發展對促進區域物流、
資金流、人流和信息流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
動，對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的效益和競爭力
具有重要作用。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還
存在較大的差距，研討粵港澳大灣區的交通
如何實現互融互通，非常及時，也很有必
要。
論壇由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紫荊》
雜誌社、大灣區交通經濟發展研究院主辦。全
國人大常委譚耀宗，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主任
鄧家禧，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深圳市委常
委、統戰部部長林潔，原全國政協常委楊孫
西，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鄭翔玲、會
長施榮懷，《紫荊》雜誌社社長楊勇，大灣區
交通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林德興，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編輯李大宏等出席論
壇。

在論壇上，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主任鄧
家禧、中國民航總局綜合司副司長高俊、
港鐵主席馬時亨、華南理工大學土木與交
通學院副院長溫惠英分別作主旨演講，從
香港在大灣區交通領域互融互通的重要作
用以及區內城市民航、高鐵、陸路交通的
發展情況等方面，共話大灣區交通一體化
過程中的機遇及挑戰。

鄧家禧：以基建打通經脈
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主任鄧家禧指，香

港近期有3項跨境大型基建：廣深港高
鐵、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相繼
完成，這些大型交通設施，重要性不僅在
於打通大灣區內經脈、便利生產要素流

通、更好發揮區內城市互補功能、提升整
體競爭力，從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的角度來
看，更重要的功能是通過加強與香港的互
聯互通，將大灣區與世界連接。
他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其中一項

重要目標，就是對外連接國際市場，對內
輻射和帶動環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區域發
展，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在這方面，香港可以發揮多種優勢、作出
貢獻。

高俊：優化空域發展航線
中國民航總局綜合司副司長高俊表示，

大灣區民航有香港、澳門、廣州、深圳、
珠海5大機場，2017年5大機場的總體旅

客吞吐量超過2億人次，貨郵吞吐量近
800萬噸。為緩解珠三角空域緊張現狀，
提高空域使用效率，國家整體的空域體制
改革已提上局方日程，今年內有望釋放更
大利好。
高俊認為，構建一個良性互動、分工合作、
協同發展、互融互通的粵港澳大灣區機場群，
對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建議大
灣區機場群應實現差異化發展，形成大型、
中型航空樞紐、小型機場及公務機場等分工
合理的機場體系；航空公司應優化航線網絡，
使航線覆蓋更加廣泛等。

馬時亨：研高鐵月票助北上
港鐵主席馬時亨指，廣深港高鐵開通

後，往返內地與香港的出行時間大幅縮
短。大灣區的發展很有潛力，將香港服務
引進大灣區，然後再用高鐵把香港人運送
到內地居住。未來，港鐵將研究月票，方
便港人到內地居住和工作。
他續說，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的互
融互通，能讓大灣區聯繫更加緊密。港
鐵在「軌道交通+社區」發展模式方面
經驗豐富，未來可在大灣區作出更多貢
獻。
華南理工大學土木與交通學院副院長溫

惠英說，在陸路方面，未來應加快粵港澳
大灣區軌道交通建設，與高速公路網絡對
接，建立結構優化的高鐵、城際列車等軌
道交通運輸體系。

兩場圓桌討論分別聚焦粵港澳大灣區一
體化交通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與「一
帶一路」倡議下內地交通運營現狀及展
望，邀請專家學者、交通業界人士開展討
論。與會嘉賓表示，促進大灣區在航運、
鐵路、陸路、水路交通一體化發展，進而
才能實現灣區交通領域互融互通。

協調五大機場合作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認為，大灣區內五

大機場可在空域上研究協調發展。他解
釋，在方圓不足200公里的珠三角狹長範
圍內，匯集了香港、廣州、深圳、澳門和
珠海五大民用機場，加上佛山、惠陽等軍
民合用或軍用機場，珠三角區域的機場分
佈密度非常大。

同時，廣東將在「十三五」期間新建珠
三角新幹線機場，並擴建廣州白雲機場、
寶安機場及平潭機場等，將加劇區內空域
緊張的情況，令航班延誤情況更為嚴重。
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大灣區內航空業及相
關經濟利益將蒙受無可彌補的損失。
深圳機場（集團）有限公司地面交通中

心副總經理王華表示，深港機場間是錯位
發展，而不是競爭。深圳機場發展國際化
和深圳的城市定位相匹配，隨着國際航線
的不斷增多，還能反哺到珠三角其他城
市。
他說，目前深圳機場的城市機場候機樓

可以辦理深圳和廣州機場的航班業務，未
來將和香港機場合作，辦理登機後行李直
掛。

車輛預先登記 增大橋利用率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指

出，港珠澳大橋不久將通車，但目前只有
約五萬輛持有粵港兩地牌照的車能上橋。
為提高大橋利用率，他建議可採用預先登
記方式等特別安排，讓持有香港或內地牌
照的車輛也能通行，或研究於人工島設大
型停車場，駕駛者可在過境前使用大橋。

盼「拍卡」搭高鐵更方便
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科學院創院院士

陳新滋通過分享自己搭乘高鐵的親身經歷
提出，現時到深圳坐十幾分鐘高鐵，卻要
提前幾個小時才能等到列車，很不便捷。
廣深港高鐵應變成像地鐵一樣方便，拍卡

就可以上車，才能起到最大作用，那就會
不一樣。
招行深圳分行黨委書記岳鷹亦表示認
同，他指，現在內地乘地鐵、坐高鐵很多
時候都可以不用紙質票，手機滴一下就可
以乘車。
同時，可以借助最新的電子身份證和人

臉識別技術，解決高鐵買票問題，大灣區
居民到香港也都可以使用電子通行證，過
關都會變得非常簡單，安檢等都可以變得
更方便。
珠海格力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建設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長蔣偉表示，大橋口岸目前
已建成綜合性的交通樞紐，將公交、長途
巴士等都引入到了口岸中。
他透露，該口岸將首次採取珠澳兩地邊

檢人員「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創新舉
措，將查驗設施放置於兩地分界線上，大
大提高通關效率。

聚焦「海陸空」交通完善方案

共話交通一體 同迎機遇挑戰

■戴東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各界展望

◀嘉賓聚焦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交通體系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紫荊》雜誌社、大灣區交通經濟發展研究院主辦「粵港澳大灣區機遇下的互融互通論壇」。圖為嘉賓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譚鐵牛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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