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振英昨在由《中國日報》與絲綢之

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合辦的 「粵港澳大灣

區論壇」 上形容，港珠澳大橋將是一個良

好的起點，讓整個地區獲得經濟和社會紅

利，但目前卻沒有將這座橋的潛力充分發

揮。在大橋運作的前十個月，平均每日車

流量僅3800輛，在12小時的基礎上，即相

當於每分鐘5輛車，主因是現有政策只允

許少量車輛可使用這座橋，香港及澳門的

使用配額太少。

冀港放寬科研人才入境
梁振英建議，可讓非中國公民的香港

永久居民，憑着其香港身份證自由地到大

灣區內的廣東城市發展，而不需申請簽證

，料這項措施連同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將

有助香港及廣東城市的國際寄宿學校的發

展，亦為香港家長提供更多選擇機會。

另一方面，為了增加香港市民對廣東

的了解和親切感，他認為，應該向香港居

民開放大灣區廣東城市的房地產市場，規

定香港居民最多可購買房的數目，料此舉

將進一步加深香港人對內地的了解和親切

感。

至於開放專業服務市場，梁振英認為

，雖然《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CEPA）和廣東省的先行

計劃已推出多年，但香港專業人士在內地

發展仍面對不少限制，冀內地能推出更大

膽的開放措施，這不僅有利於香港，也將

促進大灣區城市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梁振

英建議，香港應該放寬科研人才在落

馬洲地區工作的入境限制，如此這

些科學家就可以每天方便往返，而

不必舉家搬遷到香港。他強調，政

策創新需要雙方的決心來解決問題

，而香港現在比以前更需要好消

息。

港現更需與灣區城市合作
出席同一場合的絲綢之路經濟發展

研究中心主席陳立基表示，今年2月份中

央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大

灣區內的每個城市都要有自己的角色，亦

要搞清楚發展目標，料區內城市可透過合

作發揮協同作用，而香港的角色，則是發

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並加快9+2城市的

發展，未來要繼續發揮香港獨特的優勢，

包括香港專業服務中心的角色。

《中國日報》社編委、亞太分社社長

兼總編輯周立表示，雖然近幾個月香港受

到暴力破壞，而香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

更需要與大灣區城市合作，並強調香港仍

是法律體系很穩健，及最自由城市之一。

深圳智能醫療發展領先香港
【大公報訊】由中文大學醫院執行董

事及行政總裁馮康主持的專題研討會，以

智能醫療的演化技術與互聯資料為題，邀

請了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招彥

燾、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東英

／碳雲大健康投資與商務委員會主席張高

波，及香港醫院管理局前財務總管及總監

（財務及資訊科技服務）謝秀玲出席。

馮康表示，自己過去幾年的觀察，發

現大灣區在智能醫療、遠程醫療上都有很

大的發展，其中深圳的智能醫療發展更已

經超越香港，但整個大灣區而言，發展並

不平均，其他大灣區城市仍有很大差距，

因此，他認為未來要探討大數據、人工智

能等如何改變醫療的未來和提升醫療服

務。

對此，招彥燾指出，他在美國學習了

18年的生物工程，之後在美國開設公司，

主營醫療行業的診斷技術。他解釋，有關

技術可以提高診斷結果，讓診斷更準確，

成本更低，時間更短，也可以更容易做到

傳染病檢測、癌症早期篩查等。

灣區助力港醫療體系革新
招彥燾稱，自己於兩年前看到大灣區

的發展機會，所以回港發展，在2017年建

立公司的香港總部，進軍新市場，銳意發

展大灣區的醫療服務。他認為，目前大灣

區發展醫療產業的最大挑戰，是區內醫療

體系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企業需要更成

熟的環境去發展，而香港作為世界上醫療

體系最先進的地方之一，雖然在創新上有

些落後，但未來相信可以與大灣區互補，

協助大灣區發展。

盧寵茂亦指出，香港醫療體系與大灣

區不同，如香港所有病歷都用英文來書寫

而非中文，香港也有醫管局管理醫院，並

給予醫院資金，反而內地很多獨立運作的

醫院，也需要自負盈虧。因此，他認為，

在未來的發展中，香港有專業的優勢，而

內地則可以發揮較為靈活和創新，也更商

業化的優勢。加上中國病人眾多，相信會

給予醫療業發展很多機遇。其中大數據、

數碼化、智能化更可以帶來很大的幫助。

如目前內地不少醫院，已經可以利用微信

來處理大部分的事務，相信未來機器人，

人工智能也會加入醫院服務之中。

醫療產業商業模式未成熟
張高波亦認同有關說法，認為隨着醫

療健康產業逐步數碼化、智能化，未來十

年會出現 「最偉大的公司」 ，其公司在大

健康方面做了很多投資，就是因為看好該

行業的發展。他解釋，目前世界各國包括

中國，醫療開支絕大部分都放在了慢性病

上，如糖尿病、高血壓、癌症等，都是需

要長期治療，需要技術去幫助管理的疾病

。而中國有14億人口，可以作為14億個生

物樣品，而中國政府也可以隨意取用這些

個人資料作為研究。他相信，中國政府非

常強勢，所有資訊都可以在政府要求下標

準化，可以總結出大量的高質量數據，對

醫療產業發展提供了很多便利。

在醫管局工作了近二十年，已經退休

了的謝秀玲表示，現時自己在多個行業擔

任董事會成員，一直希望了解如何利用科

技去改善工作，在此次研討會上聽到很多

科技、技術幫助醫療發展的事例，感到非

常興奮。她認為，科技發展，已經對銀行

業帶來了很大的幫助，相信未來對醫療產

業也有不錯的推動。而從投資者的角度，

她認為目前醫療產業發展，最缺的是成熟

的商業模式，未來投資要尋找好的業務模

式，而如金融服務一樣，能夠為病人提供

更高效，成本更低，更愉快的服務和醫療

旅程的模式將是最佳發展方向。

【大公報訊】繼大灣區發展後，中國

政府又在深圳推行先行示範區建設，深圳

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

認為，發展深圳不是針對香港。他反建議

，深圳可給予香港市民一些稅收、子女教

育方面的市民待遇。而營商方面，他也希

望深圳可以放寬一些限制，如開放香港人

出任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的大股東

，以便推動發展。

洪為民認為，內地可以借鑒香港醫院

的管理經驗，管理好內地的醫生，未來也

可以在深圳建立數據中心，方便香港企業

應用。

冀允許港人擔任律所大股東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郭萬達亦認同，深圳先行示範區不是讓深

圳取代香港，更認為深圳目前取代不了香

港，他又引用舒婷《致橡樹》中橡樹和木棉

，來比喻深圳和香港這兩個城市的關係。

郭萬達稱，深圳是社會主義制度，香

港則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深圳與香港使用

的法律體系也不相同，互相替代不了。因

此，深圳先行示範區是將繼續在深圳深化

改革開放，踐行高質量發展，讓深圳去豐

富探索 「一國兩制」 的實踐，深圳不是替

代香港，而是給香港更大空間，更大舞

台。

郭萬達認為，未來深圳和香港之間的

競爭不可避免，但這是基於市場的良性、

有序競爭。示範區意味着制度創新、科技

紅利，對香港大學也有更多的機會，香港

的科學家、科研人員可以參與到這個計劃

中，而在深圳生活的香港市民，可以從稅

收、住房、社會保障各個方面有市民待遇

，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對商界、還是市

民，都有更大舞台空間和好處。

洪為民建議深可予港人部分市民待遇

灣區跨境跨界合作 掀智能產業革命

自今年2月份，中央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迅即引起各
界對大灣區的關注。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認為，港珠澳大橋讓整個地
區獲得經濟和社會紅利，但到目前為止，大灣區仍沒有充分利用這座橋
的潛力，並指大灣區應該實現更加充分的互聯互通。他建議，可讓非中
國公民的香港永久居民毋需簽證而可到大灣區的廣東城市發展，又向香
港居民開放大灣區之內地房地產市場，加深港人對廣東的了解和親切
感。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趙建強（文） 麥潤田（圖）

梁振英倡港人免簽證灣區工作置業
發揮港珠澳大橋潛力 獲取經濟與社會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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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新時

代國家改革開放下的重大發展戰略，粵港

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申明浩表示，與其他

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具備一定規

模，未來將成為智能產業革命引擎、全球

產業運營平台以及互聯網時代先鋒。

申明浩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起源於跨

界和跨境的合作，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合

作，意味着中國從高速成長階段轉變為高

質量成長階段，香港、深圳和廣州都在瞄

準高科技創新行業。他稱，跟其他灣區對

比，粵港澳大灣區在規模上有7000萬人口

，但效益和創新都有待提高，而創新企業

數量也稍微欠缺，研發投入也有提升的空

間，香港的研發投入一直佔GDP比重較低

，相反深圳已經處於比較高的水平。

申明浩認為，跨境跨界的合作可以助

力大灣區的發展，比如廣州擁有優質醫療

和教育資源，深圳則擁有強大的科技產業

，如果可以進一步整合資源，將可以發揮

更大效能，同時，大灣區的政府和民眾都

善於學習，任何一個善於學習、勇於學習

的民族都是擁有極大發展前景，未來大灣

區一定可以成為智能產業革命引擎、全球

產業運營平台以及互聯網時代先鋒。

華潤：灣區回報率最高
華潤集團戰略管理部高級副總監余忠

良表示，集團在大灣區的投資回報率是遠

高於內地其他地區，且未來大灣區將會是

全國最大的金融市場和中產階級聚集市場

，將對華潤集團的布局有重要意義。他表

示，華潤集團目前主營業務是非常多元化

的，涵蓋能源服務、房地產等，目前華潤

在大灣區擁有不少資產。

香港律師會 「一帶一路」 委員會及粵

港澳大灣區工作小組主席蘇紹聰表示，香

港擁有獨特的法律服務優勢，是提供國際

法律服務的重要平台。他認為，在香港的

法律服務廣受國際社會認可的前提下，未

來仍可加大跨界合作，如向內地借鑒怎樣

更好地利用創新科技等；粵港澳三地也可

通過跨境、跨界合作，相互學習借鑒。

歐域資本行政總裁潘永生表示，粵港

澳大灣區附近海域仍有一些未經開發的島

嶼，建議可以通過跨境、跨行業等方式，

共同對這些島嶼進行投資、開發與建設，

帶動旅遊業、文化產業等發展。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港珠澳大橋讓整個地區獲得經濟和社

會紅利，但仍沒有充分利用這座橋的
潛力，並指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實現更
加充分的互聯互通

絲綢之路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席

陳立基
●香港可在灣區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香港律師會 「一帶一路」委員會及

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小組主席蘇紹聰
●香港擁有獨特的法律服務優勢，是提

供國際法律服務的重要平台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院長申明浩
●與其他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已經

具備一定規模，未來將成為智能產業
革命引擎、全球產業運營平台及互聯
網時代先鋒

歐域資本行政總裁潘永生
●粵港澳大灣區附近海域仍有一些未經

開發的島嶼，建議可以通過跨境、跨
行業等方式，共同對這些島嶼進行投
資、開發與建設，帶動旅遊業、文化
產業等發展

華潤集團戰略管理部高級副總監

余忠良
●集團在大灣區的投資回報率是遠高於

內地其他地區，且在大灣區擁有不少
資產

中文大學醫院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馮康
●深圳智能醫療發展已超越香港，但整

個大灣區發展並不平均，未來要探討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如何改變醫療的
未來和提升醫療服務

相達生物科技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招彥燾
●大灣區發展醫療產業的最大挑戰，是

區內醫療體系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
企業需要更成熟的環境去發展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
●中國病人眾多，相信會給予醫療業發

展很多機遇。其中大數據、數碼化、
智能化更可以帶來很大的幫助

東英碳雲大健康投資與商務委員會

主席張高波
●中國有14億人口，可以作為14億個生

物樣品，中國政府也可隨意取用這些
個人資料作為研究，對醫療產業發展
提供了很多便利

香港醫院管理局前財務總管及總監

（財務及資訊科技服務）謝秀玲
●未來投資要尋找好的業務模式，而如

金融服務一樣，能夠為病人提供更高
效，成本更低，更愉快的服務和醫療
旅程的模式將是最佳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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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言論重點

粵港澳大灣區
面積：5.6萬平方公里
人口：7000萬（截至2017年末）
經濟總規模：10.2萬億港元

▲盧寵茂相信未來機器人、人工智能也會
加入醫院服務之中

▶粵港澳大
灣區論壇昨
日在香港舉
行，近300
名來自政商
學界精英出
席

▲馮康表示，大灣區在智能醫療、遠程
醫療上都有很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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