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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加強與灣區先進製造業合作

泛珠促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
「9+2」各方攜手灣區建設 鞏固提升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曾萍 南寧報道）

2019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6日

在廣西南寧舉行，泛珠「9+2」各方達成共識，確

定攜手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構建區域協同產業體系和創

新網絡、加快一體化市場建設等六大年度重點工

作，進一步謀劃支撐對接大灣區建設以及攜手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共同推動泛珠三角合作縱深發

展。

拓 桂 港 質 檢 合 作

昨日，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左一）在廣西
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
（左二）陪同下參觀
「9+2」泛珠區域合
作成果展示。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萍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如火如荼展開，受到各方關注，
在泛珠三角區域內也不例外。與會各方認為，作為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腹地、「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區域、中
國經濟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泛珠區域也迎來了新
的發展機遇。泛珠合作各方要緊抓機遇，進一步謀劃支撐對接
大灣區建設，攜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推動全面深化改
革、創新區域合作機制上實現更大作為。

「雙創」示範基地輻射帶動
據了解，泛珠三角各省區將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契機，共

同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統一市場建設、產業協作發展，促
進區域經濟協調聯動發展。在此過程中，香港可以發揮在人
才、金融、專業服務、品牌建設和管理方面的優勢，助推泛珠
內地省區的製造企業向高端及高增值生產邁進；發揮香港作為
具國際認受性的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優勢，利用其
法律人才在眾多專門法律領域以及調解和仲裁方面的豐富經
驗，為泛珠區域的商事投資及糾紛，提供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
服務，協助泛珠區域企業開拓市場。
其次，泛珠三角各方將發揮廣東、四川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
和珠三角、成都、長株潭、福廈泉、福州新區、贛江新區等國
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及國家「雙創」示範基地的輻射帶動作用，
構建區域協同創新體系，推動區域內人才、科技、資金等創新
要素加速流動。粵港澳大灣區高度市場化的優勢，可以強化科
技支撐，培育企業創新主體作用，支持更多泛珠區域高校、院
所、企業參與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進一步強化基礎研究、
應用基礎研究、產業技術創新。

鼓勵港專業服務「走出去」
此外，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也是泛珠三角區域對接

大灣區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9+2」各方共同推進「絲路海
運」建設，提升港口、航運、物流合作水平，打造陸海內外聯
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國際貿易物流新通道，鼓勵泛珠區域企業
利用香港的專業服務「走出去」，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
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是另一年度合作重點。與會各方認為

應加快推進省際間鐵路、高速公路建設，共同打造幹支流航
道，盡快暢通向南出海出境國際大通道，並提出繼續鞏固提升
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香港機場第三跑道項目建設，同
時發揮澳門國際機場作為多功能中小型國際機場的優勢，支持
澳門機場改擴建及發展區域公務機業務，共同建設國際航空樞
紐。

深入推進區域旅遊合作
會議還同時確定加強產業深度協作，構建區域協同的產業體

系和創新網絡；深入推進區域旅遊合作，打造泛珠區域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之旅、海峽之旅、邊境之旅、郵輪之旅等跨省
（區）「一程多站」精品旅遊線路；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建
設，探索建立泛珠內地9省區信用合作機制，完善統一的區域
市場規則體系，推動跨地區市場監管共治；建立健全流域生態
保護補償機制，推進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聯防聯控聯治等重點
合作內容。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是經國務院批准，2004

年由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
南等九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9+2」）共同
推動成立的一個重要區域性合作交流平台。泛珠合作各方一致
同意，2020年泛珠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由海南省承辦。

六大年度重點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曾萍 南寧報道）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6日在廣西南寧舉
行的2019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上
表示，香港會致力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利
用其高度開放、國際化的經濟及法律制度，與大灣區
及泛珠省區的廣闊市場有機結合起來，共同開拓海外
市場機遇，攜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在上午的聯席會議中，林鄭月娥與泛珠省區行政

首長就利用泛珠三角平台加強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共同推進「一帶一路」
有機銜接等議題進行討論。林鄭月娥表示，《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其中一項重點工作是建設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特區政府已投入大量資
源，提升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水平，以配合建設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工作，為香港的創科發展
提供有利環境。
林鄭月娥認為，香港有非常好的科研院校，亦有

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國際化優勢和良好的法
治，這是香港在科研方面的優勢，但科研需要轉化
為成果，香港要和大灣區裡內地城市的先進製造業
合作，泛珠區域裡的其他省份亦有很強、很先進的
製造能力，林鄭月娥表示，香港與泛珠其他省份具

有很強的互補性，可以互惠共贏。

務實教育醫療等合作
香港與泛珠其他區域緊密合作的另一個重點則在

「一帶一路」方面。林鄭月娥指，香港是國際航運
中心和區域物流樞紐，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世界
級的聯通能力、高效的海關系統，以及豐富的國際
貿易經驗。香港和泛珠省區可以善用各自地理優
勢，強化港口的班輪航線聯繫，共建高效的港口物
流網絡，為構建陸海新通道提供更有力的支援。此
外，香港國際化、高水平的專業服務團隊，能為
「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提供優質服務。林鄭月娥希
望往後無論是金融、服務業、貿易或其他專業服
務，可以將香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作與
泛珠三角區域的各個地區結合得更好。
在南寧期間，林鄭月娥還與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

書記鹿心社及自治區主席陳武舉行會面，雙方同意
在交通物流、教育、醫療衛生、檢測和認證、旅
遊、青年發展等領域加強務實合作；並分別與江西
省省長易煉紅及四川省省長尹力舉行會面，探討雙
方在經貿、「一帶一路」建設、青年發展和文化交
流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香港青年一定要排除心
魔，不要坐井觀天，要真正用雙腳走
到內地看看，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內
地『一日千里』的巨大變化，才知香
港到底有多大差距。抱着挑剔的心態
是沒有進步的，要有欣賞才會成
功。」6日，香港青年創業企業家朱
冠球正式入駐深圳寶安首個大灣區香
港青年創新創業示範基地，免租降成
本的優厚資助，讓他對未來的發展充
滿憧憬，迫不及待的想要一展拳腳，
積極尋找對接現實機會，期盼能開拓
大灣區港式婚禮文化市場。

免租優惠降成本
2018年，在港從事婚禮文化的朱

冠球來到深圳，想將具有中西合璧
的特色港式婚禮文化帶到內地，
「我的團隊核心成員5人，主要是
做視頻，教攝影和拍婚禮，最初是

希望直接拓展市場，後來發現最實
際的還是通過培訓，教內地年輕人
如何去做。港青創業基地就給了我
很大的空間去嘗試，因為以前在香
港一睜開眼睛就要想租金等成本，
而現在免租優惠能讓我們有更多的
時間去慢慢沉澱，不用為了生計而
求快，能更深入地了解文化，尋找
內地市場機遇。同時，通過基地的
平台能和更多內地年輕人交流，也
能將內地優秀的經驗讓我帶回香
港，甚至是台灣、東南亞。
6日至8日，30多位像朱冠球這樣

的香港青年、中產專業人士和大學生
們組成「香港基層青年灣區行」考察
團，北上廣州、深圳、珠海三地參訪
交流，實地了解大灣區青年創業就業
政策環境，學習港澳青年在大灣區創
業發展的成功經驗，探索基層青年投
身大灣區發展的具體途徑和渠道，對
接現實機會。

港青灣區行 尋內地發展機遇 對大學生和職場人士來說，很需
要人脈資源，現在內地跨境電商發
展比較快，希望引進一款美國果汁
產品，借助跨境電商平台，售賣到
大灣區及內地市場。她說，自己還
希望能了解更多置業和買樓的優惠
政策，這樣才能更好地幫助他們在
大灣區安家。

深港兩地甚至是整個珠三角有很
大發展空間，「我是讀IT的，今天
了解了很多，感受到大灣區巨大的
潛力，希望以後有機會在這裡就業
或者創業，一展所長。」

「內地在這個行業已經發展到
2.0版本，我這次來，是想要和香
港的情況做一個對比。我們公司也
已部署大灣區的發展，未來第一站
將會是深圳，之後業務還將發展到
大灣區的東莞、佛山等地。」

余安安
從事健康產業

楊勇
人力資源管理從業人員

陳成威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

1、攜手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對接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

發揮香港在人才、金融、專業服
務、品牌建設和管理方面的優勢，
助推泛珠內地省區的製造企業向高
端及高增值生產邁進
發揮香港作為具國際認受性的國

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優
勢，為泛珠區域的商事投資及糾
紛，提供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

2、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共建西
部陸海新通道

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
位，支持香港機場第三跑道項目建
設

3、加強產業深度協作，構建區域協
同的產業體系和創新網絡

支持廣東、福建、江西、貴州、
湖南進行綠色金融體制機制創新，
推動與港澳地區金融機構雙向互設
建立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

制，利用港澳知識產權法律服務資
源開展海外服務

4、深入推進區域旅遊合作

依託廣深港高鐵，共同建設泛珠
高鐵經濟帶和以精品旅遊線路為特
徵的黃金旅遊帶

5、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建設

6、深化生態文明建設合作

加強內地9省區與港澳地區的生態
環保合作，支持香港舉辦國際環保
博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2019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昨日在廣西南寧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攝

■「香港基層青年灣區行」考察團一行參訪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北上發展有期盼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胡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