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粵港澳學術研討會》昨日在港舉行，圖為出席嘉賓與專家學者合照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中國經濟發展步入 「新常態」 ，正逐漸向創新驅動型轉化。受到 「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五大發展理念驅動，內地開放力度加
大，與港澳的交流合作亦不斷增強。在 「一帶一路」 及自貿區建設的政
策推動下，粵港澳合作迎來黃金時期。《2016年粵港澳學術研討會》昨
日於香港舉行，當中不少專家學者均提到，粵港兩地應共同打造創新科
技產業鏈，而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將成為新的合作空間。

大公報記者 吳涵宇 邵淑芬 陳詠賢

50專家學者聚港獻策 探討發展新機遇

粵港澳宜建創新科技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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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化粵港澳合作、創新合作機制
、推動深度融合，一直是三地共同關注的
議題。今次研討會主題為 「創新發展與粵
港澳合作新機遇」，由廣東省社會科學界
聯合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澳門基
金會及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聯合主辦，旨在
為粵港澳學者提供交流思辨研討平台，利
用 「新常態」下的發展機遇，創造新的發
展模式，實現三地互利共贏。逾50位專家
學者薈萃，共同探討新形勢下的三地合作
新機遇，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曾健及副巡視
員葉莉萍亦作為嘉賓出席。

近年來，廣東省經濟規模不斷擴大，
基礎設施建設完備，且形成了高科技產業
集群。隨着廣東產業結構及要素的比較優
勢發生改變，傳統的粵港合作模式逐漸失
去了活力。中銀香港經濟研究處主管謝國
樑認為，粵港合作亟待深化和轉型，兩地
應共同打造創新科技產業鏈，並進行全方
位對接。

港營商環境仍具優勢
粵主製造、港主金融是曾經的粵港合

作模式，但隨着自貿區的發展，廣東正成
為新的金融及高端生產者服務平台，兩地
合作面臨由 「產業基地對平台」到 「平台
對平台」的轉變。謝國樑稱，平台與平台
之間的成功合作，有賴於在體制機制、市
場、產業鏈及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對接，在
政策配合上，亦對政府間緊密合作提出了
更高要求。

部分內地學者不看好香港經濟，謝國
樑稱這是對香港的誤解。他表示，根據瑞
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的《2016年世界競爭
力年報》，香港仍是全球競爭力最強的城
市。報告顯示，香港作為國際銀行及金融
中心，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且鼓勵創新
、奉行低稅率及簡單稅制，亦無資本流動
限制，加上在 「一國兩制」環境下具有法
制優勢，是國際化企業營運的重要平台。

謝國樑指出， 「深港通」開通後，港
深兩地股市市值合共達65890億美元（以
2016年9月底收市價計算），規模僅次於紐
約。貿易航運方面，2015年深圳、廣州及
香港的集裝箱輸送總量達6186.8萬箱，是
全球規模最大、最為繁忙的集裝箱運輸港
灣。他相信，香港與珠三角地區強強聯合
，有實力成為全球最大的金融、貿易、航

運中心及主要的高科技創新產業基地，看
好兩地合作前景。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兼
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毛艷華則表示，深
化粵港澳合作是國家戰略，而 「一帶一路
」為粵港澳合作提供了新動力。他指，香
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和離岸投融資平台：澳
門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廣東
GDP和對外貿易均突破一萬億美元，而粵
港澳大灣區可望成為世界級海港群和空港
群。

「一帶一路」中心優勢明顯
毛艷華表示，共建 「一帶一路」是以

中國 「走出去」為鮮明特徵的全球化深入
發展的過程。以中國 「走出去」和相應的
自由貿易區網絡構建為特徵的 「一帶一路
」建設，也將重塑港澳與內地的經貿關係
。他指，在CEPA框架下深化落實負面清
單管理模式、加強粵港澳三地在金融、旅
遊、法律、會計、規劃、建築等專業服務
領域，提高港澳專業服務機構和人才進入
廣東的便利性，能夠為中國推進雙邊和多
邊領域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提供經驗借鑒。

他續稱，從全國範圍來看，粵港澳大
灣區對接 「一帶一路」具有十分明顯的優
勢。他指，無論從硬件還是軟件來看，粵
港澳大灣區具備了承擔 「一帶一路」國際
運營中心功能角色，因此粵港澳三地要從
構建合作新空間的角度，加快探索粵港澳
大灣區的概念框架，參照國際上一些著名
灣區經濟的發展模式和路徑來統籌規劃布
局，加強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更好地謀
劃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搭建好支撐 「一
帶一路」的合作平台。

港珠澳橋促區域產業升級
【大公報訊】今年粵港澳學術研討會

，匯聚三地學術界人士就各方面進行研討
。在交流環節上，學者分別對三地在環保
、科技創新、法律及青少年教育的發展分
享研究成果。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副會長陳
錫僑表示，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上，粵
港澳三地都可為此作出貢獻，應着手研究
如何提高能源效益，開發風力發電、太陽
能及地熱能等能源。他表示，內地多個省
市正大力開發風電及太陽能，都有大規模
的新能源建設，相反港澳兩地則較少。他
又指，推動電動車在城市使用，可助提高
能源效益，目前中國製造的電動巴士不但
在國內城市可見，更已成功輸出海外多國
，印證中國環保技術具國際水平。

港創新科技發展滯後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鍾

韻指，比較香港和深圳兩地的科技創新產

業發展，指兩地同於9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
創科，但至今深圳的創科發展卻較香港領
先，香港的研發經費及研發人員投入，以
至專利授權都落後於深圳。她分析指，香
港創科發展落後，因香港依靠傳統產業，
如金融、地產及消費服務等，推高經濟增
長，但這反而妨礙香港發展創科產業，因
社會認為創科對GDP的貢獻少，香港的創
科產業並未從地區的高經濟發展水平中獲
益，而港深科技合作與香港創科亦不具有
顯著關係。她建議，特區政府需確定創科
產業為香港未來產業發展主導的理念，並
推出相應的產業發展政策，營造創新氛圍
及平台。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理事謝漢光指，將
於2018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橋，可令港澳兩
地通車時間縮短至半小時，有效加速珠三
角地區的區域融合，港珠澳三地人流、物
流將增加，有利珠三角及廣東西部的經濟

轉型升級，形成大珠三角經濟圈內的產業
轉型升級。他又指，大橋對澳門本身的幫
助，除惠及當地的博彩及旅遊業外，亦可
鞏固當地房地產市場，並適度促進澳門多
元發展，如發展會展商務及金融業。

廣東省法學會副會長蔡鎮順指示，隨
着粵港澳合作增加，三地間的法律衝突亦
隨之浮現，主要因三地的法律原本建基於
不同體系法律，且三地亦無統一最高終審
權，故不時出現同一案法，在三地法律會
有不同判斷，亦引致要靠人大釋法解決爭
議的局面。他建議，要防止三地法律衝突
，要加強交流溝通。

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陳俊指
，早前向733個由初一至高三的澳門中學生
進行調查，研究如何提升青少年的積極心
理資本，即自信、韌性、希望和樂觀，發
現學生多參與課外活動，有助增加他們與
學校聯結、友誼及自尊等狀況。

【大公報訊】廣東省人大常委、暨南
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英於研討會上表示，
粵港澳的區域定位清晰，香港是超級連繫
人、澳門是旅遊中心，廣東則是發展實體
經濟。但他指出，三地於具體合作分工方
面則不太清晰，各自發展自己的金融服務
、旅遊業，而缺乏協調，建議三地應錯位
發展。

楊英表示，香港為貿易及物流、金融
服務、專業及工商服務和旅遊並列香港四
大支柱行業。此外，六大優勢產業，如教
育、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創新科技及

文創產業亦應好好發展，並建立亞太國際
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至於澳門，則應以建立世界旅遊休閒
中心、中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
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而廣東產業定位在
製造業高端化、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
產業及海洋經濟等。

旅遊方面，他指，廣東省資源豐富多
彩、開發潛力巨大，可發展生態休閒、文
化、商務、濱海度假、都市、紅色及鄉村
。香港近年積極發展內地化旅遊，但他認
為是走錯路，應抓緊本身中西文化結合的

特色及自由港文化，發展特色旅遊及批發
旅遊。至於澳門，他指近年澳門以發展賭
博行業為主，建議澳門應在博彩基礎上探
索多元化旅遊體系，以建立世界休閒旅遊
中心。

楊英：宜明晰分工 錯位發展

陳文鴻籲港不能食老本
【大公報訊】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

研究中心主任陳文鴻表示，內地近年大力
推廣 「一帶一路」，雖然短期賺不了錢，
但長遠而言，卻對中國企業有利。他解釋
，中國到 「一帶一路」國家主要投資交通
及能源，一旦當地經濟發展起來，對手機
及家電的需求大增，但環顧世界，主要生
產家電的國家是中國，故最終最大得益者
都是中國。

陳文鴻又指，中國貿易不再以加工貿
易為主，賺不了錢之餘，還產生環保及社
會問題。他認為中國未來應重點發展以科
研及互聯網為主的業務，指中國於兩者的
發展已處世界領先地位，與美國的差距愈

來愈少。他續稱，珠三角未來發展潛力龐
大，雖然有指珠三角發展不如上海北京，
人均GDP增長亦不及，但認為未必準確，
應看人均消費，而廣東人均消費強勁，不
輸上海北京。他表示，廣東相對較為開放
，要錢有錢，要人才有人才，亦有工業，
加上內地目標於2020年推第五代流動電訊
，屆時珠三角可發展手機、軟件及相關配
套，潛力無限。

至於香港能否抓緊珠三角的發展機會
，他並不樂觀。他表示，過去香港亦是從
事加工貿易，賺錢太容易，但如今國家逐
步規範加工貿易後，難再短時間內賺錢，
而香港就轉炒房地產及股市等，並不長遠

。他坦言，現時香港最大問題是如何參與
珠三角發展，但擔心香港未能把握。他續
稱，雖然香港現時發展離岸人民幣中心，
但指香港無論於產品及服務方面的深度及
多元化程度均不夠。他呼籲香港要努力學
習，不能 「食老本」。

【大公報訊】粵港澳系列研討會已連
續舉辦了25年，各界專家積極參與，其間
研究產出了許多高質量的報告及成果。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及大公國際
傳媒學院執行院長徐荷致辭時指出，每屆
研討會主題都緊貼粵港澳發展戰略，相信
社科及傳媒界對前瞻性、理論性重要命題
展開交流，將有助於更好地建言獻策。

粵港澳山水相連、文化相融、經濟相
通，在金融、航運、商貿及專業科技等領
域聯繫緊密、發展迅速。廣東省社會科學
界聯合會主席王曉認為，三地經濟社會的
健康發展為社科理論界進行學術研究提供
了廣闊的空間，並表示願與港澳社科界加
強溝通，促進三地思想界交流，為打造中
國最具實力的經濟體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
諮詢服務。

2013年起，研討會正式將香港列為關
注對象，由 「粵澳研討會」升級為 「粵港
澳研討會」。澳門正處於經濟發展的深度

調整時期，區域合作與國際合作雙管齊下
。中央政府早前提出，支持澳門經濟多元
化發展，包括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
立葡語系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設立中葡
合作基金總部等。儘管澳門基金會行政委
員會主席吳志良因事未能出席，但仍委託
主持人表達了對進一步加強粵港澳合作的
希冀。他表示，澳門社會經濟發展與廣東
香港緊密相依，期望通過研討會凝聚三地
學術力量，在學術合作方面取得更多成果。

緊貼形勢 碰撞思想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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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韻認為，香港應推出相應的產業發
展政策，營造創新氛圍及平台

▲陳錫僑建議三地應着手研究開發風力
發電、太陽能及地熱能等能源

▲謝漢光表示，港珠澳大橋有效加速珠
三角地區的區域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