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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12月5日是國際志願者日（港
稱：國際義工日），由粵港澳志願服
務機構和志願者參與的相關活動在各
地舉行。目前，在廣東註冊的香港志
願者超過5,500名，今年抗疫志願服務
中，湧現不少優秀港籍青年志願者。
業界表示，從事志願服務活動，除了

能夠參與大灣區社會治理，還將極大
推動大灣區青年交融交心，呼籲三地
優勢互補，攜手開展跨境志願服務。

港青開展抗疫科普行動
5日上午，在「因為有你才了不起」
志願廣東12.5小時在線直播活動上，
「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願服

務先進個人」明偉傑與西部計劃支教
志願者、大數據專家等分享志願服務
故事。
港人明偉傑供職於暨南大學，是一

名基礎醫學與公共衞生領域的學者，
也是一名婦產科臨床醫生。
新冠肺炎之初，明偉傑明顯看到親

友的恐慌。為此，他和學生組建一支
百多人的志願者服務隊，把各種信息
整合、過濾，準確地傳遞給公眾。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人生中最為感
動和自豪的事情之一。」明偉傑說。
同日，由廣州團市委、市文明辦、

市河長辦等20家單位聯合主辦的廣州
青少年「一起來志願」行動啟動。來
自粵港澳三地的專家學者、志願者、

企業及學校團委書記等，為大灣區志
願服務合作建言獻策。

構建互認機制互相學習
「內地開展志願服務越來越專業

化、智能化，比如有一個常年開展的
中 國 健 康 與 養 老 追 蹤 調 查
（CHARLS）項目，可以以大數據掌
握老年人的需求。」澳門大學助理教
授、澳門社會保障學會理事長陳建新
說，香港在這方面可以向內地學習。
他希望進一步加強灣區志願者聯動，
構建灣區志願服務互認機制，打造人
才聯合培育平台，建設項目研發樞紐
中心。
在大灣區積極推動青年工作的霍啟

文，目前還是廣州市青年聯合會副主
席。他說，如何依託大灣區做好青年
志願服務融合和交流，十分重要。
「香港青年在大灣區以及其他內地

地方開展志願服務，除了可以幫助他
人和社會，還可增長見識，增進對內
地的了解。」霍啟文認為可以加強大
灣區志願服務聯盟建設，推動灣區青
年雙向了解，考慮讓內地志願者到香
港參加交流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
道）「中華文化港澳台及海外傳承傳播
協同創新中心」5日在廣州暨南大學舉
行建設推進會。該中心將開展科研創
新、人才培養和國際合作，着力構建中
華文化港澳台及海外傳承傳播的學科聯
盟和國際學術共同體；還將與港澳台及
海外高等院校、國際文化組織等開展交
流對話，在比較互鑒中探求文明共性、
文化融通和國際合作。

浸大中文系等參與
該協同創新中心由暨南大學牽頭組

建，目前已被國家教育部認定為省部共
建協同創新中心，主要協同單位包括中
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廈門大學台
灣研究院、華僑大學等；在港澳台有香
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澳門大學
人文學院、台灣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等；在海外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文學
院、泰國華文教師公會、德國柏林自由
大學漢學中心、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
會等。
暨南大學在讀境外學生數量居全國高

校之首，被譽為「華僑最高學府」；建
校至今共培養來自全球170多個國家和
港澳台地區的各類人才30餘萬人。
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視察暨大時肯

定學校「作用獨特」，指示學校「把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到五湖四海」。

據了解，本次研
討會由廣東省

新興經濟體研究會承
辦，來自廣東省社科
院、高校等機構的演
講嘉賓分別從「大灣
區作為一帶一路與中
國新發展格局的戰略
支點」「新冠疫情背
景下大灣區建設」
「RCEP對大灣區的
影響及對策」等主題
進行了探討。

香港綜合實力獲港澳辦肯定
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副所長何德龍在致辭中提到，
作為自由港，香港的人、物、資金、信息自由流動，不設
外匯管制，港幣自由兌換，稅制簡單稅負低，除個別商品
外不徵關稅，法制與國際接軌，國際化專業人才多，經濟
自由度、競爭力、營商環境每年都得到國際評級機構的高
度認可。
何德龍對香港在金融、交通等領域的突出優勢充滿信
心，他引用一些數據指出，香港有非本地銀行機構200多
家，包括全球前100大銀行中的70家，基金管理資產28.8
萬億港元，保險公司163家。港交所2019年IPO募資額
3,129億港元，超過滬、深兩個交易所募資額之和。香港
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超過10萬億港元，處理離岸貿易近5
萬億港元。另外，香港通航國際城市170個，內地城市50
個。香港有律師事務所2,810家，會計、審計及稅務服務
機構5,840家，合計僱員超過6萬人，大行大所幾乎都在
香港設有分支機構。
諸多優勢決定了香港在全球經濟網絡中的地位，使香港
成為能動員全球資金和資源、為全球經濟增長服務的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香港如能重回正軌，絕對還是
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頂樑柱之一。」何德龍說。

港有望建亞太資源配置中心
創新和投資是未來灣區經濟發展兩大支點，中山大學粵
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廣東省創新戰略研究會會長陳
廣漢指出，香港歷來重視科研投入，加上香港科技園、香
港高校不斷吸引國際一流學者，提升人才培養能力，為灣
區創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員丁力則認為，港澳作為
獨立關稅區成功申請加入RCEP的機會很大，「在與西方
國家對接過程中，香港的制度優勢仍然明顯。香港如果成
功加入RCEP，有望打造成亞太地區的資源配置中心。」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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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2020年

粵港澳大灣區學術研討會5日在廣州舉行，國務

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副所長何德龍在致辭中提

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優勢顯

著，若香港能重回正軌，仍是大灣區和「一帶一

路」頂樑柱之一。有專家在會上表示，香港若成

功加入RCEP後，或可憑借與西方對接的制度優

勢成為亞太地區資源配置中心。另外，香港可發

揮高校人才培養優勢，加大科研經費投入，成為

灣區經濟發展重要支點。

廣東省新興經濟體研究會會長蔡春林

灣區內逐步開放自由貿易賬戶體系，進一步營造
便利的營商環境與消費環境。根據區域發展特點，
有針對性地幫助旅遊業薄弱地區發展，促進灣區整
體旅遊業質量上升。

實現灣區產業數據化，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
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建設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同時，以數據採集、加工處
理為重點，建設大規模數據處理基地。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廣漢

大灣區內的企業要擺脫貼牌生產模式，先從市場環
境較為簡單的國內市場入手，把內循環當作廣東企
業走向國際市場的「孵化器」。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員丁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在
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學術研討會上，廣東省
政府參事、空間經濟學專委會主任委員梁琦
透露，2020年前三季度廣東GDP實際增長
0.7%，達7.8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繼
續穩居全國各省之首，而2020年全年廣東
GDP預計將超過11萬億元。
她還指出，2020年廣東前三季度進出口

增速分別為11.7%、-3%、8.2%，均高於全
國增速。「由此可以看出，廣東在全國省份

中的外貿地位比GDP地位更加突出，外向
型經濟特點顯著，與國際市場聯繫十分緊
密。」
廣東省新興經濟體研究會會長蔡春林也在

演講中提到，廣東自貿區應和海南自由港錯
位發展。其中，按照區域分工，廣東自貿區
應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緊跟高端製造業發
展趨勢。同時，可以加強廣東與海南在航海
航空領域合作，借助廣東基建能力和制度創
新成果提升海南軟硬件設施。

今年廣東GDP或超11萬億

國際國內雙循環能夠有效促進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
融資便利化，提升本外幣兌換和跨境流通使用便利
度，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深化內地與港澳金融合
作，推進粵港澳資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進金融市
場和金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並且進一步提升大灣
區金融服務創新水平。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

專家建言灣區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 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副所
長何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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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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