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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昨
日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
要講話，當中談到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基本方針，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相互
促進。香港立法會多個政黨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習主席重要講話為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
指明了方向，香港特區政府應立即坐言起行，盡快
研究具體的措施，融入國家發展大格局，包括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
實踐，而香港年輕人亦應該積極抓住今次的重大歷
史機遇。

廖長江：握灣區機遇
建制派「班長」、立法會商界

（第二）議員廖長江表示，面對
新時代、新的經濟模式，應該珍惜
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不斷豐富
和發展。他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要
發展戰略，香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員，應該把
握這個難得的機會，發展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大灣區機遇處處，年輕人應將眼光放遠一點，
利用自己專長，在灣區內創造一片新天地。

李慧琼：發揮港優勢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習主

席對大灣區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全
面、詳細及深入的方向策略，具指
導性作用。她認為，香港與深圳關
係密切，面對新形勢，香港應該好好發揮「一
國兩制」的優勢，配合大灣區的未來發展。她更指
出，從國家處理疫情的成績，只要發揮好香港的優
勢，配合大灣區發展，有信心香港也必能跨過難
關，重振經濟。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繼續
發揮所長，擔當內地企業走向國際的窗口，為國家
發展出一分力。

葉劉淑儀：利港青發展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粵

港澳大灣區的人口數目，較美國
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以及日本東
京灣區為多，要有效發揮粵港澳大灣
區的特色，增加人均收入，必須提升區內的經濟
檔次，而大灣區內的兩個特區各具特色，習主席提
出一套全面的發展策略，如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及

彼此融合，有助大灣區內的城市發揮協同效應。她又指，香港經
濟架構單薄，連帶年輕人上流的機會也大為收窄，而大灣區人口
眾多，社會結構多元，可以為年輕人提供更多選擇及發展機會。

黃國健：拓港人眼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過去香港特

區政府對融入大灣區的發展仍有不足之處，期
望往後香港特區加把勁趕上國家發展的列車。
他呼籲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應該抓緊這個機遇，擴
大發展空間，有助提升上流的機會，眼光不要只集中
在香港，限制自己的發展。

林健鋒：可助推科研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大灣區發展將

為整個地區帶來經濟和創新發展的動力，為年
輕人創造大量的機會，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可以發揮人才、研發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方
面的優勢，聚集大灣區和全球各地的創新資源，推進創科
研發及提升競爭力。

鍾國斌：刺激青年創科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表示，香港應善用「一國

兩制」的經驗，與內地一同創造粵港澳大灣區
市場一體化發展。他提到，年輕人對是否到大
灣區發展的概念較為模糊，但問到是否有興趣到
騰訊、阿里巴巴工作時，都表現得很雀躍，證明年輕
人對創新科技都很有興趣，冀有關方面大力推動。

喜見創科新策 港校積極入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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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僑中學中五生譚志朗
說：「深圳能在40年間急速
發展起來，是非常了不起的
成就！」他表示，小時候曾
經到過深圳，「當時的樓不
高，最多只有十幾層；但現
在放眼望去都是高樓大廈，
這是經濟蓬勃發展的象徵！」

譚同學期望未來能在內地升學，因內地的教學方法、
師資等均能給予他莫大的信心。至於事業方面，他亦
有初步想法，希望朝法律專業進發，「這幾年國家致力
發展大灣區，可見未來大灣區對人才需求會更大，相
信將來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就業機會。」
培僑中學中四生周沃霖表示，由於他是在深圳居
住、在港上學的跨境學生，故這些年來目睹深圳這個
城市的發展，「從歷史資料中看到深圳從一個小漁
村，漸漸變成現在的一線大城市，我感到非常自豪及
驕傲！」周同學留意到，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點發
展項目，雖然現在年紀尚輕，但未來希望在大灣區發
展事業，「希望為內地的發展出一分力。」他期望
港、深兩地政府能為香港青年提供交流機會，讓他們
能夠體驗內地的文化及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習近平主席昨日
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時，提
出要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促進人
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
體化水平。有專門研究交通問題的學者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加快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對
區內經濟發展有好處，並建議兩地政府重新考慮
興建連接香港與深圳機場的跨境鐵路，有助兩地
機場互補不足。
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熊永達表示，加快
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對區內經濟發展有好處。如
果要手提升，可先加強連接兩地機場的鐵路，
他指出香港國際機場的容量有限，尤其是內地航
點不夠深圳機場多，即使三跑系統落成後，情況
亦難有大幅改善，「爭得最多的一定是大飛機，
有些航點未必夠客量，只能用小飛機。」
至於其他跨境鐵路項目，則需要更多時間研究

其成本效益，「香港現時已有三條連接深圳的鐵
路，當中高鐵通車時間尚短，現時又因為新冠肺

炎疫情而停運一段日子，未有足夠數據知道是否
有足夠客量支持，可以等之後再研究。」熊永達
補充，香港現時尚未有鐵路連接珠海，認為若要
再興建新的跨境鐵路，最理想的設計是經港珠澳
大橋前往珠海，惟未知大橋設計是否可以負荷鐵
路行駛。

交通物流先行 制度完善一體化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則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香港面積細，整個鐵路網絡不足100公
里，客量早已被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鐵路系統超
越，期望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可以帶
動鐵路行業的人才需求，令從業員的工資有更大
上升空間，從而吸引更多年輕人入行。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科技研發中心行政總裁黃廣

揚表示，要做到服務業與市場一體化，必須要由
供應鏈與物流做起，「要成為現代化國際物流基
地，必須要有產業基地、服務業國際關係與科技
結合，這正是香港與深圳可互相合作的地方。」
他認為，香港的強項則在於服務業的國際關係與
經驗上，但由於只屬傳統物流樞紐區，需要有產
業基地支撐，深圳正正具備產業基地，彼此合作
是天衣無縫。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表示，

前海過去長期扮演一個制度創新的先行示範區，
例如前海試用了「兩個制度」，認許香港特區發展
局的認可建築及工程業界人士可不需領取內地住
建部的牌照下執業，已經是一個制度創新，其後
CEPA更已將之推到大灣區；「港人港稅」政策也
是在前海先行先試，去年再推展至大灣區。相信
深港未來有更大合作空間。

加快城際鐵路建設
聯通兩地機場雙贏

日前當選為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創新創業人
物和先進模範人物，並作為代表之一受邀參加

了慶祝大會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昨日
接受《點新聞》訪問時表示，深圳經濟特區建立的40
年，也是深港攜手同行的40年，兩地在經濟社會多個
領域合作不斷深化，在高等教育合作、人才培養方
面，也結出了纍纍碩果。由香港中文大學和深圳市政
府合辦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成為其中的典範。

徐揚生：積極招才配合
徐揚生表示，他對習主席提到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
的引擎十分認同。在談到如何發揮引擎作用時，他認
為包括三個方面：科技上的創新、制度上的改革以及
人才的培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成立，不僅吸
引了眾多世界一流的學者和科學家，也致力於為粵港
澳大灣區和國家輸送具有國際視野、中華傳統素養且
具社會擔當的創新型高層次人才。
在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要提高「引進
來」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競爭力，徐揚生認為，
深圳特區的發展，定位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吸引
力到底在哪裏一定要好好思考，要制定一些特殊的吸
引政策。日前中辦國辦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
（2020-2025年）》中，特別提到人才的開放政策、
辦學的開放政策、科技創新的開放政策，意義重大。
徐揚生表示，港中大（深圳）一直堅持市場化的方式
從全球招攬人才，取得很好的效果。

張翔：廣拓兩地合作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表示，欣聞中央將會推出連串的

新政策，推動大灣區的科研和創新，會為香港和大灣
區帶來全新的機遇。港大一直積極探討大灣區的發展
潛力，期望藉各種新措施和政策，增強大學在研究
及創新方面的能力。港大正與大灣區各城市的院校及
企業探索合作機會，現時的項目包括設立培育平台，
而各行業的項目及實驗室亦將準備就緒。相信這些新
計劃將加強港大與內地夥伴之間的聯繫，在已發展數
年的港大深圳醫院及香港大學深圳研究院
（HKU-SIRI）等項目之上，開拓更多合作空間。

段崇智：加強國際聯繫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表示，香港與深圳同是大
灣區的重點人才培訓及科研創新基地，而中大亦一直
致力支持和推動深圳市創新發展及人才培養，該校更
於今年獲批成立香港中文大學深港創新研究院（福
田），作為中大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科研基地。中大將
繼續致力培育人才，促進學生交流，推廣和支持知識
型創新科技發展及智庫建設等，積極開展與深圳市等
大灣區高等院校合作，繼續加強國際上的教育及科研
聯繫，進一步提升香港高等教育的國際地位，共同應
對疫情下的全球新常態。

史維：推動科研產業化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認為，面對香港近年來的社會

挑戰，香港、內地若能在開放、互信的基礎上推動具實
質內容及鼓勵創新的計劃，以聯絡擁有各種志向的人
才互動、交流及合作，社會將可注入更多正能量與新
動力。除了未來的廣州校園，科大早前已先後在大灣
區內的廣州、深圳和佛山建立了科研平台，透過技術
轉移丶業界合作丶創業和孵化支援，實現產業化。

香港多位大學校長昨日出席深圳經濟

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現場聆聽習

近平主席重要講話。他們表示，喜見中

央推出新政策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科研及創

新發展，大學會積極在大灣區建立不同平台

及合作機會，培育專業人才，增強科研實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看好深發展
港生冀增北上

■圖為香港西九龍站。 資料圖片

陳先生：兩地融合對
香港未來重啟經濟十
分重要，我之前工
作的雜誌跟內地也有
聯繫，感覺內地人對
香港青年十分友善，亦願
意給港人機會。其實為工作周圍走係
常事，好似美國，都好多人因為工作
緣故由東岸跑到西岸，我們也不一定
要困在香港，如果有機會亦希望可以
到內地工作，相信長遠會比只在香港
有更多得着。

陳先生：國家的發展
成就經常被人抹
黑，香港不少青年
被人誤導，他們應該
親身到內地交流，了
解真實情況，而且香港的青
年失業問題嚴重，到內地發展也會有
較多機會。

鍾先生：大灣區，特
別是深圳有很多的
發展機會，希望香
港施政報告會有令
人眼前一亮的促進港
深融合措施，令兩地的
青年在疫情過後有更多交流機會，為
香港人帶來更多發展機會。

張小姐：國家發展迅速，內地有很多
發展機會，特別是創新科技方面，多
了解不同的文化一定有好處，所以我
也有鼓勵自己的兒子多了解內地，更
已安排他到內地升讀大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方、成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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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重慶大廈大電視播放習主席重要
講話新聞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圖為港青在深參觀、了解深港科技創新
合作區建設。 資料圖片

■譚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