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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與合作論壇發言綜合摘要

主要內容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之魂

何德龍

國務院港澳辦港澳研究所副所長

作為國家三大區域發展戰略之一，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要承擔經濟升級使

命，也要承擔文化發展使命。在增加制度供給、促進要素流動的同時，也要注

重建構代表國家發展方向、能給人類進步帶來啟示意義的新型文化，並成為灣

區獨特的軟實力。粵港澳大灣區有豐富的文化類型和文化資源，東西方文化、

歷史文化、政治文化、治理文化、生活文化、商業文化、創意文化，各類型藝

術齊備。通過港澳與內地之間，9+2各城市之間，大灣區與全國及世界之間的學

習、吸收和借鑒，最終形成有灣區特色、有助於提升國家整體文化形象和文化

實力的灣區文化，產生屬於自己的“LOGO”，為大灣區發展提供長久的基礎

性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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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科技創新的發展與合作

謝國樑

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處主管

科技創新是影響大灣區未來發展及國際競爭力最關鍵的要素，未來目標

是要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打造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大灣區已具備科技創新的條件。第一，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已經非常重視。

第二，我們的國家體制優勢很明顯，包括投入各方面。即便如此，還存在不足

之處。比如，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官本位、官僚主義等，這可能會對創新產生

阻礙，這些方面值得大家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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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球性金融樞紐

馮邦彥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教授

從粵港澳大灣區內各中心城市的產業比較優勢來看，區域內金融業的合

作、融合無疑是重要一環。

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香港、深圳、廣州、澳門—珠

海横琴等區域內中心城市金融業發展的基礎與比較優勢，大力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內金融業的緊密合作、融合發展與錯位發展，形成以香港為龍頭，深圳、廣

州、澳門—珠海橫琴為主要支點的世界級國際金融樞紐。

其中，香港將與深穗聯手打造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重點發展成為中國企

業最重要的境外上市和投融資中心、亞太區主要的資產與財富管理中心，以及

全球主要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亞洲人民幣債券市場。深圳將重點發展成為

中國的創業投資中心和“納斯達克市場”，以及國際化的保險市場和華南地區

的再保險中心。廣州作為南方金融總部中心和區域性資金結算中心，將重點發

展成為華南地區銀行業務中心、銀團貸款中心和金融創新基地，以及區域性商

品期貨交易中心和產權交易中心。澳門則可發展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的

金融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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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澳門獨特優勢
共謀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機遇

柳智毅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大學策略及規劃辦公室主任

如何發揮澳門獨特的優勢，共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一國兩制”是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最大特點，也是優勢所在，內地與澳門企業應積極探索利

用利用澳門的中葡平台、商務平台、國際網路等獨特優勢，共同“引進來”、

“走出去”，共同拓展發展空間，為企業“走出去”開展投資、併購提供融資

服務，這是粵港澳合作重點之一。在港澳客觀城市可承載力的前提下，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中可考慮適當放寬大灣區城市的個人遊政策，降低商務簽註的門

檻，延長大灣區居民在港澳許可逗留時間；積極研究推進澳門社會福利的可攜

性，延伸至大灣區城市使用。最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

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澳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

是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粵港澳三方要共同來爭取國家

的特殊政策，共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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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視角看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方 舟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能夠給香港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最近

兩年，香港GDP的增長維持在4%左右，財政盈餘也非常高。然而，製造業空心

化，服務業出現二元結構，致使香港經濟結構和就業出現矛盾。此外，香港的

土地供應和房屋需求也存在矛盾。通過建設和發展大灣區的腹地，尤其是為香

港的年輕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生活空間，這將是推行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

一個出發點。

從香港的角度來看，現在和未來主要做三方面工作。第一是產業合作，尤

其是在科技創新和金融領域的合作；第二是共建一小時的生活家園，主要包括

醫療、教育、交通卡、電話漫遊費、通關安排等；第三是重大基礎設施的共建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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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理論分析的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

鍾 韻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

第一，思考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發展，首先要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

帶一路”建設樞紐節點的作用。第二，制度創新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點；

粵港澳地區的合作已從改革開放後通過市場推動的功能性整合階段，進入制度

性整合階段。第三，在大灣區未來的發展中，要重視城市群的網絡功能構建，

這對於營造更密切的區域合作氛圍具有重要意義，以網絡中核心城市的觀點來

思考大灣區城市未來的定位及未來發展路徑，有助於創新發展思路。根據對粵

港澳地區的科技創新合作研究發現，目前粵港澳地區科技創新合作已經出現了

核心—網絡型空間結構，通過與硅谷的網絡對比，粵港澳地區的科技創新網絡

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建議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合作注重加強

網絡的建設，而不僅僅是節點和廊道的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