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開放性、綠色發展
和經濟發展共享性待升

與 2016年相比，2017年粵
港澳大灣區的經濟開放經濟
性指數、綠色發展指數和經
濟發展共享性指數分別下降
了16.31%、14.85%、8.38%

珠三角經濟發展開放性、
協調性和共享性存短板

與2016年相比，2017年珠三
角經濟發展開放性指數、經濟
發展協調性指數和經濟發展共
享性指數分別下降了7.95%、
23.44%、19.19%

灣區城市發展三弱項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盧靜怡

文匯要聞A3

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

20192019年年22月月1515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責任編輯：謝宗興 ■版面設計：張華強

高質發展三梯隊 港居灣區龍頭
暨大研究報告發佈 倡11市突破機制限制展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
莞報道）昨日，香港文匯報記者
從東莞市人社局了解到，作為
「製造業名城」的東莞，春節後
將陸續舉辦40場招聘會，預計
將有800多家企業提供超過10萬
個工作崗位。日前在東莞市職業
介紹服務中心舉辦的節後首場招
聘會上，近百家企業參會，其中
製造業佔比達六成，普工需求量
普遍增加，有企業鼓勵「老鄉帶
老鄉」應聘，發放離職返廠獎
勵。此外，多個技術工崗位開出
過萬元（人民幣，下同）高薪，
有企業為軟件開發工程師開出2
萬元月薪。

節後40招聘會供10萬崗位
根據東莞市人社局的統計顯

示，春節後將陸續舉辦40場招
聘會，預計將有800多家企業提
供超過10萬個工作崗位。節後
首場招聘會上，共有92家企業
參加，提供崗位約7,000個，其
中製造業企業佔比60%，服務業
企業佔比40%。涉及電子、計算
機、通訊、傢具製造、電商、酒
店、倉儲物流等多個行業，各家
企業提供的崗位，月收入普遍在
3,500元以上。其中，需求數百
人甚至上千人的企業不在少數，
位於石碣鎮的一家電子企業節後
需求員工人數達到2,000人，所
需崗位均為普工或作業員。

厚街鎮和盛鞋廠的負責人張先生表示，年
後公司需要招聘800名普工，為了盡快完成
招聘需求，除了在工業區及廠區周邊設點招
聘外，他們企業還鼓勵「老鄉帶老鄉」，對
介紹新員工進廠的老員工發放介紹獎，給予
離職後再返廠的員工獎勵等。即便採取了諸
多頗具吸引力的方法招工，他還是感嘆「現
在招人一年比一年難」。
位於厚街鎮的一家運動用品公司就需求

CNC操作員、IE技術員、ME技術員、電子
工程師、結構工程師、自動化電氣工程師等若
干名。「相比普工而言，技術工的招聘難度可
能更大。」該公司相關工作人員黃小姐表示，
目前企業的部分技術工是通過內部培養的，但
這個過程比較長，節後考慮向社會招聘。

台企用工需求相對穩定
相比之下，一些在東莞落戶多年的老牌台

資企業，在用工需求上則表現得相對穩定。
東莞豪力黏劑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裕聰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近年工廠在東莞一直保持着
穩定的規模，年前員工離職比率很低，相應
在年後的招工需求也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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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擬造灣區地標
將建跨城綜合體

GDP有望躋「萬億俱樂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

報道）佛山是廣東製造業第一大市，
擁有裝備製造業、家居產業等多個優
勢產業，這也帶動佛山成為廣東經濟
總量第三的城市。佛山市市長朱偉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透露，2018年，佛山
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9,935.88
億元（人民幣，下同），增長6.3%，
距離萬億只相差不足64億元。香港文
匯報記者了解到，雖然增速低於去年
6.5%至7%的預期目標，未能成功晉
級「萬億俱樂部」，但全省經濟「第
三城」的位置依然穩固。

促外貿推工業 力爭年內突破
對於2018年GDP增速低於預期的

原因，佛山市發展和改革局局長張
開機當日發表報告時表示，主要是
受世界經濟周期性整體回落、國際
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因素增加，以及
內地經濟結構深化調整等影響，全
市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工業增長穩
中趨緩，投資、消費等需求拉動減
弱。

朱偉表示，2019年佛山地區生產總
值增長預期目標為6%至6.5%，略低
於上年度預期目標。不過，由於去年
距離萬億元目標只剩下不足4億元，
這也意味着，佛山今年GDP將極大概
率突破1萬億元。
為實現該目標，佛山將在推動工業

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擴大消費需
求、促進外貿增長等方面採取一系列
積極有效的措施。根據報告，佛山將
實施大工業項目市、區領導掛鈎聯繫
制度，50億元以上項目由市主要領導
掛鈎聯繫，20億元以上由市領導掛鈎
聯繫，10億元以上由區領導和市直部
門領導掛鈎聯繫。
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加大軌道交

通、公路、環保基礎設施等投資力
度，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
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在積極
擴大消費方面，推動全域旅遊擴面提
質，完善各類旅遊設施和服務體系，
打造全國知名旅遊目的地。在促進外
貿增長方面，推動多元出口產品結
構，加快培育貿易新業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報
道）今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在基礎設施
建設、產業協同發展方面將有系列大動
作。昨日，佛山市市長朱偉在市十五屆人
大四次會議開幕式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透
露，佛山將攜手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等大灣區主要城市，積極推動灣區世界級
城市群建設。
其中，將在廣州南站周邊謀劃建設廣佛跨
城綜合體，推動南海三山新城與廣州南站接
壤片區對接，打造大灣區標誌性項目。與深
圳方面，重點引進電子信息、高端裝備製造
等深圳產業外溢項目，主動對接創新要素。
今年亦將新推「澳門+佛山」合作模式，加
強文化、經貿、中醫藥等領域合作。
佛山與廣州「廣佛同城」合作剛剛滿10周
年，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下，特別是大灣區
規劃即將出台的背景下，廣佛將謀劃更大手
筆的合作。

朱偉在報告中表示，佛山今年將全力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在編制大灣區建設實
施方案和專項規劃，將攜手大灣區各城市共
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其中，深
化廣佛同城成為首要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佛山兩會召開

前，佛山與廣州剛剛簽署深化廣佛同城化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並就在廣州南站以西、南
海三山新城以東規劃建設跨城綜合體達成一
致意見。而此次，相關規劃正式納入政府工
作報告。

功能針對高端金融服務
同時，官方正邀請內地及香港的策劃研究

機構，對三山新城及廣州南站片區開展發展
戰略研究，確立城市綜合體的功能定位和產
業方向。之後，兩市將向全球徵集城市綜合
體建築設計方案，形成共識後全面啟建。
雖然城市綜合體的功能和產業方向尚在開

展前期研究，但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過有關方
面獲悉，高端金融服務將是一個重要方向。

推香港佛山1小時經濟圈
在與深圳、香港、澳門合作方面，佛山今

年也將有一系列具體措施，主動對接廣深港
澳科技創新走廊。朱偉在報告中表示，將加
強與深圳在科技創新、產業協同等領域合
作，着力引進電子信息、高端裝備製造等深
圳外溢項目，主動對接深圳創新要素。
在與香港合作方面，今年大動作不斷。朱

偉透露，今年將全面落實「香港+佛山」合
作機制，舉辦第四屆「香港．佛山節」。同
時，將力爭開通佛山西站至香港的高鐵線
路，構建香港－佛山1小時經濟圈。
佛山市發展和改革局局長張開機進一步透

露，在「香港+佛山」合作機制下，兩地將
推進7大領域11個重點合作項目，深化兩地
在金融、貿易、產業載體等各領域合作。

城市間高質量發展態勢
差異較大

與 2016年相比，肇慶、東
莞、珠海和惠州2017年的高
質量發展指數分別下降了
21.15%、9.75%、5.92%和
4.18%

■■按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按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大灣區城市可分為三個梯大灣區城市可分為三個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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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態勢良好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態勢良好。。圖為大圖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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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春節後將陸續舉辦40場招聘會。
香港文匯報東莞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

報道）如何交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滿

意答卷？昨日在廣州發佈的《粵港澳

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報告(2018)》為大

灣區11市把脈建言。該報告通過比較

大灣區 11市在 2011 年、2016 年和

2017年的高質量發展指數，發現大灣

區城市已形成了三個梯隊。其中，香

港為第一梯隊，廣州、深圳、澳門和

珠海組成第二梯隊，中山、東莞、惠

州、江門、佛山和肇慶組成第三梯

隊。團隊成員介紹論文成果時表示，

大灣區11市可推動經濟腹地共享，突

破現時機制限

制 進 行

合作。

■研究團隊
指出，大灣
區11市應共
享 經 濟 腹
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盧靜怡 攝

該報告由暨南大學經緯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研
究院撰寫，從經濟發展動力、新型產業結構、

交通信息基礎設施、經濟發展開放性、協調性、綠色
發展和共享性七個維度構建了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
系。報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呈現三個主
要特徵，包括發展態勢良好、形成三個梯隊、高質量
發展支撐動力發生轉換。
報告顯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指數從2011年的
0.4814，增至2017年的0.5129，年均增長了1.06%。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賈善銘表示，與2011年相
比，大灣區城市在2017年高質量發展整體態勢較
好，11個城市中，香港以高質量發展指數年均增長
6.77%領先其他城市。

第二梯隊發展追近香港
報告顯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另一大特徵，就是
形成了三個城市梯隊。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根據
2017年的指標，澳門從此前的第一梯隊變為了第二
梯隊城市。研究團隊補充道，城市梯隊劃分由系統聚
類分析方法判定，並非單維度指標分類，是中性分

析，不反映競爭激烈與否及程度。
報告建議，應理順大灣區不同梯隊的城市

之間、城市群與經濟腹地之間的關係，推動經
濟腹地共享，同時適度提升第三梯隊城市
的城鎮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梯
隊的城市發展速度加快，逐漸逼近位於
第一梯隊的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有關研究了解

到，隨着珠三角崛起，粵港澳「前店後
廠」的合作模式成為歷史。大灣
區發展應破除體制機制的隔閡，
香港也可拓寬經濟腹地和發展空
間。
此外，大灣區高質量發展主要

支撐動力也產生變化。報告顯示，
2011年，粵港澳是經濟發展開放性、協
調性和新型產業結構。2017年主要支撐
動力轉變為新型產業結構、經濟發展動
力和交通信息基礎設施。

報告倡提高科技創新力
報告還提出，在經濟發展動力方面，大灣區應進一
步提高創新主體的科技創新能力，建立城市間科技創
新資源共享機制，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促進新業
態、新模式的湧現。
此外，大灣區應不斷提升技術含量與附加值較高的
新產品出口佔比，提高資本流動效率與外資利用質
量。大灣區還應完善經濟發展成果共享機制。進一步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針對性地
補足11個城市在醫療衛生、教育、就業、公共物品
等方面的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