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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佈局一核一帶一區謀協調發展
珠三角核心引擎 沿海14市經濟帶 北部5市生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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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三步走
2020年，新格局初步確立

珠三角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進一步增
強，東西兩翼地區和北部生態發展區與
全國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2022年，新格局基本確立

珠三角核心引領作用進一步提升，全省
區域發展差距顯著縮小，東西兩翼地區
和北部生態發展區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
平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2035年，全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
代化

全面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粵港澳大
灣區建成世界級城市群，東西兩翼地區和
北部生態發展區成為各自功能「引領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全港各區工商聯穗辦揭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

州報道）全港各區工商聯粵港澳
大灣區廣州辦事處19日廣州番禺
大學城揭牌。全港各區工商聯將
以廣州大學城為依託，通過引入
港澳企業、高校、科研院所與內
地高校共建協同創新平台，打造
粵港澳產學研創新聯盟。全港各
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表示，全港
各區工商聯作為一個在香港工商
界擁有廣泛基礎的愛國愛港團
體，在廣州地區設立粵港澳大灣
區廣州辦事處，將為港澳企業、
港澳青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他表示，希望可吸引並留住港澳
的有志青年來粵創業、就業，為
港澳青年在內地創業就業打造
「試驗田」。

落戶廣州大學城
至於為何選址在廣州大學城，盧

錦欽表示，大學城小谷圍島聚集了
13所國家級、省級一流大學、20多
萬名青年學生及3萬多名各類科
研、教學人才，具有知識、技術、
人才、信息等創新資源密集以及生
態環境優美的綜合優勢。他透露，
辦事處將通過引入港澳企業和高
校、科研院所與內地高校共建協同
創新平台、知識產權信息交換機制
和信息共享平台，打造粵港澳產學
研創新聯盟，推動穗港科創深度合
作，促進港澳科技成果內地轉化，
構建國際化區域大灣區硅谷模式的
協同創新體系。
「港商要深入大灣區，必定先經

過廣州。廣州是大灣區的核心地
帶，可以覆蓋的城市很廣闊。無論
是延伸至佛山等粵西城市，還是延
伸到中山等地都很便利。」盧錦欽
說，大灣區「9+2」城市生活圈非
常密切，設在廣州的辦事處將會發
揮全港各區工商聯的優勢，打造集
「服務貿易、科技金融、創新創
業」為一體的穗港合作平台。
番禺區委常委、區委統戰部部長

林偉長表示，辦事處的揭牌成立，
對香港企業家融入大灣區建設是很
重要的起點。「廣州大學城每年有
6萬名大學生畢業，為各類企業發
展提供豐富的人才資源。」林偉長
說，全港各區工商聯可很好地利用
大學城的資源，幫助港青融入灣區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
輝 廣州報道）中山大學粵港
澳發展研究院教授張光南接受
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縱觀

整個《意見》，「一核一帶一區」三個區
域功能定位十分清晰，也與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一脈相承，惠商的同時又體
現惠民。
張光南說，《意見》對經濟、產業以及優
質生活圈均着墨不少。珠三角地區產業優勢
明顯，而粵北地區則有生態優勢，通過政策
協調和區域規劃，讓兩種優勢實現了功能對

接和切換，推動了區域協調可持續發展。發
展經濟的同時，利於打造優質生活圈。
另外，引導人口向珠三角轉移，提供了製

造業所需的勞動力，在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和發展起到支撐作用，同時，大灣區又能輻
射和帶動其他區域發展。
對於港澳來說，廣東「一核一帶一區」建
設中政策的推進，也給港澳提供了更好的腹
地。港澳的專業服務、醫療等，能夠在珠三
角以及周圍產業升級提供服務。在社會管理
創新、公共服務方面，港澳也能起到很好的
輔助和支撐作用。

助發揮港澳專業服務優勢

《意見》部分政策亮點
1. 推進三超級城市群和湛茂陽都市區
加快發展

2. 合理引導北部生態發展區人口向珠
三角地區轉移

3. 實現城際和城市公交無縫對接

4. 加強東江、西江、北江、韓江等重
要流域上中游水源保護

5. 實現所有地級市通高鐵

6. 將珠三角地區建成世界級寬帶城市
群

7. 推動引進港澳高等學校、科研院所
前來辦學和設立研發機構

8. 引進港澳優質公共服務資源

中美合作滅菌技術
醫院消毒成本減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由中美
團隊合作實驗的醫學滅菌技術最近突破世界難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從廣州舉行的「特大型全自動
EO滅菌器暨第三方醫用器材衛生用品配送中心國
際研討會」上獲悉，該技術填補了國內外空白，可
使滅菌消毒全過程全自動，且整個系統可由一人操
作運行，將讓中國醫院的滅菌消毒成本下降一半。
「公司由美國專家教授團隊和國內團隊合作實驗

的醫學滅菌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將成為新醫
學滅菌體系的建立者。」香港僑興集團董事長、僑
康生物科技（廣東）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業成表示。
該核心技術團隊負責人馮立雄表示，特大型環氧

乙烷滅菌項目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在傳統醫療消毒
技術的基礎上創新，增加了廢氣的回收及降解處
理。
據透露，由港企牽頭的該技術項目將率先落戶大

灣區的廣州南沙，進而在珠海橫琴等落地，五年內力
爭全國市場覆蓋率達60%。中國商業聯合會副會長
譚新政指出，該項目今後在減少居民疾病、降低中國
醫保開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將發揮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廣東省委省政府近日正式印發《關於構建「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

新格局促進全省區域協調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將全省21個地市劃分為珠三角核心區、沿海經濟帶和北

部生態發展區，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為目標，通過精準施策，促進全省區域協調發展。根據《意見》，除珠三角

攜手共同打造世界級城市群之外，還將通過產業分工、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對接等措施，推進建設汕潮揭

城市群和湛茂陽都市區。珠三角定位為全省發展的核心區和引擎，將推動製造業與港澳國際化優勢結合，聯手

開拓國際市場。同時，廣東還將引進更多港澳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共同打造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

區域發展不平衡歷來是廣東的突出省情和最大短板。《意
見》指出，通過加快構建形成「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

展新格局，要增強珠三角輻射帶動能力及東西兩翼和北部生態
發展區內生動力，推動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基本公共服務
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
體相當、生態環境美麗安全五大目標。

廣深引領珠三角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在珠三角的發展要求上，《意見》對
珠三角東西兩岸的對接提出了具體方向，要求開展珠三角內部
跨行政區合作探索，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高端要素在
珠三角兩岸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在產業方面，明確珠三角往
高端化發展。廣州和深圳作為珠三角的「雙核」，將分別發揮
國際產業服務中心和國際產業創新中心的引領作用。
同時，要引導支持粵東粵西和北部生態發展區共同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從而帶動全省協同發展。

沿海重點佈局產業群
而「一帶」包括珠三角沿海7市，以及以汕頭為中心的粵東
4市和以湛江為中心的粵西3市，共14市，超過全省21個半地
級市過半。《意見》將其定位為新時代全省發展的主戰場，在
經濟、產業上進行了重點佈局。其中，粵東要培育壯大生物醫
藥、石化等重大產業群，而粵西則加快推進鋼鐵、海上風電、
海洋重型裝備等產業和項目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意見》還明確在沿海經濟帶重點建設汕潮
揭城市群和湛茂陽都市區，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和臨港產業佈
局。打造以珠三角城市群為核心，汕潮揭城市群和茂湛陽城市
群為兩翼的沿海城市帶、產業聚集帶和濱海旅遊帶。

粵東西北轉型綠色發展
建設粵北5市北部生態發展區，《意見》明確「堅持共抓大
保護、不搞大開發」，對經濟和產業的着墨明顯謹慎，提出在

該區加快構建和鞏固北部生態保護屏障，推進發展方式向綠色
發展轉型。允許區域內重大發展平台和開發區發展與生態功能
相適應的生態型產業，增強對珠三角地區和周邊地區的服務能
力。同時，合理引導5市常住人口向珠三角地區和區域城市及
城鎮轉移。
交通基礎設施是除產業分工之外，《意見》提及最多的方
面。意見指出，發揮基礎設施先導作用，建設「軌道上的珠三
角」，實現城際和城市公交無縫對接，構建以珠三角核心城市
為中心、輻射環珠三角地區的2小時經濟圈。為此，《意見》
中提出數十個機場、鐵路、公路推進和新建項目。
另外，該《意見》對攜手港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推動港
澳參與「一核一帶一區」建設，有多個重點內容。如引入港澳
優質公共服務資源進入廣東，打造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
又如推動引進港澳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到東西兩翼和北部生態
發展區合作辦學和設立研發機構。
業內人士指出，粵東西北產業特色明顯、資源優勢各異，港

澳優勢資源的引入，對促進廣東區域協調發展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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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一帶一區」總體格局

香港文匯報製圖

■珠江西岸將重點打造高端裝備製造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

■由中美團隊合作實驗的醫學滅菌技術突破世界難
題，並將率先落戶南沙。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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