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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能等 應把握歷史機遇
習近平深圳重要講話 提振各界發展信心

駱惠寧談香港如何抓住機遇
•一是需要堅定一個認識。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是要讓香港 「內地化」 「邊緣化」 ，而是要全面
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讓香港更好地保持特
色、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與內地實現
優勢互補、相互促進。

•二是需要匯集眾人智慧。國家以清單批量授權
方式，賦予深圳更多自主權，含金量非常高，希望
認真研究如何用好這些政策，積極提出建議，推動
經濟運行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

•三是需要積極行動。帶頭參與大灣區建設，在
開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參與國家 「雙循環」 過程
中，開拓發展新空間、做出自己新貢獻。機不可失
，時不再來，香港不能等、也等不起，不能讓 「歷
史性機遇」 ，成為 「歷史性遺憾」 。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

深圳特區40年一
直堅持解放思想，這
對香港也是一個很重
要的啟示。特區政府
不單要解決固有的深
層次矛盾問題，也要
改變原有的 「小政府

大市場」 的管治思維，結合香港現時的實際
情況，發展出一套適合香港的管治思維，才
能帶香港突出重圍。特區政府必須要加強管
治能量，平衡社會、資本與政治之間的力量
，以市民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展現出新的
管治風氣。深港兩地的協同發展一直都存在
，香港更要堅持 「一國兩制」 ，更要利用粵
港澳大灣區的平台為香港市民，特別香港青
年創造發展的機會，增強向心力。

加強政府管治能量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唐英年：

我對習主席重要
講話有三點領悟：第
一是堅定不移貫徹實
踐 「一國兩制」 。正
如習主席指出，要全
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
制」 方針，促進內地

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相互促進。深圳經
濟特區的成功，為香港帶來鼓舞；同時亦要
珍惜香港成功發展的經驗，並長期堅持在實
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第二是粵港澳大灣區
擴大開放的新格局。第三是國家內外雙循環
的新時代大政方略。香港要更好發揮優勢，
例如貨幣自由兌換、資金自由進出、高效的
金融基建、穩健的法律基礎、與國際接軌的
監管標準及優質的專業服務等。

融合發展相互促進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

習總書記講話中
總結了經濟特區40年
改革開放、創新發展
的十條寶貴經驗，對
香港的發展也具有極
大的借鑒意義，例如
第一條經驗 「堅持黨

對經濟特區建設的領導，始終保持經濟特區
建設正確方向。」 結合香港問題思考， 「一
國兩制」 方針是中國共產黨首創的偉大事業
，必須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香港社會要有危機感，抓住國家發展機遇
，勇於變革一切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不能
滿足民生所需的舊制度舊框框，形成全社會
呼籲變革、支持變革、推動變革的氛圍，不
斷提升特別行政區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全國政協常委、
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林建岳：

要推動粵港澳三
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現有
香港與內地各項協議
和自貿區 「負面清單
」 的基礎上，整合制
定更加開放、最短最

少的粵港澳大灣區版 「負面清單」 ，進一步
降低粵港澳三地的市場准入門檻，拆除現時
貨物和服務貿易的壁壘和障礙。粵港澳三地
應大力促進和拓展貨物、服務、資金和資訊
的 「全流通」 。另外，金融是香港的最大優
勢產業，建議擴大滬深港股通每日交易額度
及降低南向投資者參與門檻，同時加強吸納
中概股在港第二上市。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蔡冠深：

香港在國家建設
中的功能依然無可替
代，而香港的金融、
貿易、航運，以及法
律、會計等現代服務
業，都與國際接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關乎中國雙循環新格局的成敗。深港雙城，
是大灣區的核心所在，也是內外雙循環8字
形格局的戰略樞紐。港深加起來經濟規模超
過四萬億人民幣，兩地如果能優勢互補，發
揮好 「華爾街加硅谷」 的合作創新模式，並
在人民幣國際化、數字人民幣、亞太理財和
結算中心方面作出新的突破，則在國家發展
戰略中，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發揮合作創新模式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譚惠珠：

深圳的發展經驗
，非常值得香港學習
。我認為主要有三點
：第一，有決心和意
志迎接挑戰，奮起直
追。香港坐享特區 「
兩制」 的制度優勢，

與世界經濟體系高度接軌，應該將優勢轉化
為發展的動力，尋求突破。第二，要有強而
有力的執行力，將好的政策貫徹到底。第三
，擁抱祖國內地就是擁抱全球經濟發展的未
來。習主席為香港立牌指路，香港必須緊密
配合深圳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豐富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新
實踐。

優勢化為發展動力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

在珠三角城市建
立具有相當規模的 「
香港青年創業園」 ，
集中打造具完整設施
的創業園區，提供制
度完善、辦事程序簡
便的營商環境，協助

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業。香港特區政府可以
與當地政府合作推出多種鼓勵措施，吸引香
港青年進駐 「香港青年創業園」 ，並設立 「
大灣區青年創投基金」 ，為年輕人的初創企
業提供財政及支援，鼓勵青年創業創新。此
外，粵港兩地政府應共同推出恆常性和升級
版的 「大灣區青年實習計劃」 ，提供有吸引
力和具挑戰性的實習崗位。

鼓勵青年創業創新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

就推動大灣區要
素便捷流動提四點具
體建議。一是盡快恢
復兩地正常交流。疫
情持續下，兩地居民
最關心的就是粵港何
時能相互豁免檢疫通

關，這是恢復兩地正常交流的最急切任務。
二是貼地政策應先行先試，如探索完善醫療
服務跨境銜接機制。三是增強青少年對祖國
的向心力，為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工作及生
活創造更多機會，提供更多實習計劃。四是
加強跨境基建，如兩地政府應繼續謀劃加強
港深機場互通。

推動灣區便捷流動

香港各界婦女協進會主席
何超瓊：

香港有不少創新
科技人才，多家本地
大學在科學、技術、
工程及數學方面的排
名都在全球領先的地
位。數據顯示，香港
在過去十年，修讀本

科的女生佔比一直超過50%，近年修讀研究
院課程的女生更超過60%，但這些行業都給
人感覺以男性為主。婦女界在融入及加大參
與大灣區建設的同時，應該加強各個板塊的
聯繫，繼續運用好香港婦協等社團力量，扶
植香港年輕女性，為她們提供平台，打造更
多機遇，讓她們全面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

推動婦女界融入灣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

對香港來說，不
是應該模仿深圳已做
了的事，而是學習深
圳的思維模式──擁
抱創新、擁抱改變。
香港的未來不僅要保
持已有的競爭力，更

要走出舒適圈，增強自己，不能一直安坐在
過往的成功上。香港要 「再出發」 ，也要以
人為本，要創造一個更公平、和諧、幸福的
社會環境，讓所有的香港人都能夠分享到發
展的紅利，讓整個香港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圳的成功，為香
港尋找未來發展模式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
鑒。

借鑒深圳成功經驗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金融發展協會主席魏明德：

當深圳一次次接
過中央 「禮包」 的時
候，也是香港的機遇
。香港完全可以也應
該牢牢把握，和深圳
共同主導粵港灣大灣
區建設，攜手發展。

從過往舉辦香港金融行業國情研習班的經驗
，看到很多業內青年從未有參與國情班的機
會，而參與過的青年都認為大開眼界、對國
家多方面更為了解、更認同祖國的發展、對
作為中國人更感自豪。建議香港政府把到內
地交流作為學校通識教育的必修內容。

加強港生內地交流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屠海鳴：

按照《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對照看，就會發現深
圳和香港是大灣區的
「雙引擎」 。 「雙引

擎」 造就新機遇，例
如中央近日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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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深圳突破現有的體
制機制框架，先行先試，與香港接軌。如果
香港先完成港深接軌，將為香港長遠發展打
下堅實基礎。港深兩地攜手，完全有能力為
國內國際雙循環做出更大貢獻。

雙引擎造就新機遇

▲

中
聯
辦
主
任
駱
惠
寧
（
中
）
強
調
，
推
進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建
設
，

豐
富
﹁一
國
兩
制
﹂
事
業
發
展
新
實
踐
，
是
香
港
重
大
歷
史
機
遇

提升治理水平能力 促進三地全流通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連日來在香港社會引起
熱烈反響。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充分提振了香港社會各界對未來發展的信心。政商界人士、創科及青
年界別紛紛舉辦座談會，暢談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的看法，並就兩地合作、融合發展建言獻策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前日指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豐富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新實踐，不僅
是深圳經濟特區等內地城市的機遇，亦是香港不可錯失的重大歷史機遇。社會各界人士紛紛表示，
香港應當充分發揮自身獨特優勢，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把握重大歷史機遇再創輝煌。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周宇、劉越琦、文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