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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
智庫聯合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粵港澳大灣
區智庫聯盟在廣州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粵港
兩個智庫聯合機構簽署協議加強戰略合作，
旨在建立完善合作機制，發揮各自優勢，團
結人才隊伍，匯聚研究力量，為粵港澳三地
智庫及專家學者加強交流合作、聚力深化大
灣區建設研究提供平台。

在簽署儀式上，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
組組長黃元山表示，兩家智庫聯合機構開展
戰略合作有利於三地智庫專家展開更多交流
合作，加強信息共享，助推高質量研究成果
的產出，為大灣區建設出謀劃策。簽約儀式
後，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專家學者聚焦香港北
部都會區與大灣區融合發展的議題交流發
言。香港利豐研究中心董事總經理張家敏對
北部都會區的深港跨境高科技產業園區提出
建議。他認為，深港跨境高科技產業園區的
空間布局，應該首先在港深緊密互動圈的深
港邊境河套地區進行選擇。

專家建言北都發展 探科技產業布局
灣區智庫戰略合作 共享信息高質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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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國兩制」 研
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認

為，香港北部都會區開發要避免 「新瓶裝舊
酒」 ，尤其要避免成為放大版 「科學園拼
盤」 。他建議北部都會區東部規劃為 「五大
片區」 ，打破城鄉二元分割。

方舟認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將成為香
港融入和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的重大平台，
北部都會區可以引入深圳及大灣區資源，壯
大香港創科產業，重塑香港經濟新動能。他
指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將能改變歷史上香
港經濟空間的分布，創造香港第二個城市中
心，讓香港經濟活動不再局限於維港兩岸的
狹長地帶。

對接四大口岸「五大片區」先導
「北部都會區的成敗在於產業導入，關

鍵在於產業能不能成功，要避免成為幾個加
強版新市鎮加上一個放大版的 『科學園』 拼
盤。」 方舟分析，當前北部都會區整體規劃
缺乏國家戰略高度的思維，仍然沿用舊有
「新市鎮」 的開發模式，公營房屋比例高，

經濟產業用地尤其是科創用地尚不足夠。他
建議在香港北部都會區合作開展 「一心兩
廊」 的建設，作為下一步深港合作的 「早收
項目」 。 「一心」 指的是 「大河套科創核心
區」 ， 「兩廊」 指的是 「深圳灣科技創新走
廊」 和 「東部口岸走廊」 。

方舟介紹，北部都會區東部可對接羅
湖、文錦渡、沙頭角、蓮塘這些口岸規劃為
「五大片區」 ，包括國際教育及醫學城、羅

湖綜合商貿區、沙頭角走廊、紅色歷史旅遊
區、紅花嶺郊野公園，將這部分打造為北部
都會區的先導區。

團結香港基
金副總裁葉文祺

認為，香港對北部都會區的開發應
從 「中環視角」 轉換為 「大灣區視
角」 。他認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不
應只着眼於增加土地房屋供應，而
應該加強香港與深圳交通基建的聯
繫、發展新產業並推動香港經濟多
元化。葉文祺認為，北部都會區可
參照新加坡招商模式進行產業引
進，即提供慷慨的優惠政策吸引企
業設立總部，同時政府需要確保政
策支持力度和企業的貢獻是 「等價
交換」 的。

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研
究所副所長謝來風指出，香港先進
製造業的發展基礎相對薄弱，需要
借助外部資源實現跨越式發展。他
認為，北部都會區可以重點研究引
進深圳、廣州的先進製造企業，比
如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人工智
能等符合國家戰略方向的產業。
「實現項目的落地還是要改革，香
港應該要加快目前土地開發流程的
速度，這樣才能盡快開展下一步建
設。」

在市場方面，謝來風認為香港
北部都會區應該加快與大灣區內地
科技市場的一體化。 「北部都會區
要打造香港城市科創載體，就需要
科研技術、項目、資金、人才要素
的協同。」 他建議，粵港可以共同
設立大灣區科創基金，以促進研發
要素高效、便捷地流動。他還建
議，後續還應加強香港北部都會區
與內地在政府層面和專家層面的機
制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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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熱議北部都會區開發

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合會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是分別在廣東、香
港註冊成立的智庫聯合機構。兩大智庫強強聯
手，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和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特
首政策組組長黃元山出席活動並現場見證廣東和
香港兩大智庫機構簽署合作協議。黃元山表示，
政策組非常重視社會的政策研究力量，與大灣區
各地智庫的合作亦是優先目標。他相信這次兩地
智庫聯合舉辦的活動可以大大增加大灣區各個智
庫間的相互了解，為未來的強化合作奠定基礎。

用學術解讀好灣區建設實踐
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合會會長、暨南

大學黨委副書記孫彧表示，將以協議簽署為契
機，進一步推動粵港澳三地智庫交流合作達到新
的水平，更好服務大灣區建設。記者了解到，暨
南大學校長宋獻中、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啟
宇、香港中聯辦原副主任楊健、香港中聯辦研究
部相關負責人、澳門中聯辦研究室相關負責人等
出席了活動。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團結香港基金
等20多家個香港智庫，思路智庫、澳門發展策略
研究中心等6家澳門智庫，以及華南理工大學公
共政策研究院、中國
（深圳）綜合開發研

究院等10家內地智庫負責人參加了活動。
與會的粵港澳三地智庫專家學者一致表示，

要發揮大灣區中西文化長期交匯共存等綜合優
勢，立足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和 「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大局，緊緊圍繞 「一點兩地」 全新定位
下推進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重大課題，
持續深化理論和對策研究，積極建言獻策，用學
術解讀好新時代中國和大灣區建設的偉大實踐，
為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智力支持。

共商企業稅收建立雙贏方案
簽約儀式後，現場舉行 「推進香港北部都會

區發展與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專題論壇。來
自粵港澳三地的9位專家學者聚焦香港北部都會
區與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重大議題作了交流發言。
香港利豐研究中心董事總經理張家敏則對北部都
會區的深港跨境高科技產業園區提出建議。他認
為，深港跨境高科技產業園區的空間布局，應該
首先在港深緊密互動圈的深港邊境河套地區進行
選擇。 「建議由中央主導園區的開發建設，以使
園區建設規劃專策土地快速且以較低成本獲得開

發，這樣能有效

保證項目快速啟動及之後所實現的經濟規模。」
張家敏認為，園區應該考慮香港以至

CPTPP等制度，參照澳門橫琴合作模式 「一線放
開、二線管住」 ，由特區政府負責具體管理。
「兩地亦應該談妥在企業稅收及兩地利益分配方
面制定出雙贏方案。」 他說，若香港能在合作管
理中積累更多的管理先進工業園區的經驗，未來
香港則更有信心參考新加坡做法，在內地不同城
市營運 「飛地」 模式的工業園，幫助香港更進一
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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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組組
長黃元山表示，今次活動有利
三地智庫專家開展交流合作。

▼香港利豐研究中心董事總經
理張家敏就深港跨境高科技產
業園區布局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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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
表示，香港北部都會區開發要避免 「新瓶裝
舊酒」 。

轉換視角

全面共享資源

粵港智庫合作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合會會長 孫彧
雙方今後將共同致力於為確保三地智庫及其成員深化交流和加強合作

提供平台，為港澳 「一國兩制」 實踐和粵港澳灣區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全
面共享人才資源。

灣區速度支持

香港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執行會長 張志剛
粵港澳大灣區內擁有完善的產業鏈，從研發到製造、從大學基礎研究

到金融配套，還有方方面面的專業服務都一應俱全。我們智庫界有 「大灣
區速度」 的支持，擁有非常好的發展機會，未來攜手合作定能為國家發展
作出更大貢獻。

培養多元人才

香港中聯辦研究部部長 雷海秋
在粵港澳三地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以此次簽署合作協議為新的起

點，智庫聯合會與智庫聯盟一定能夠發揮平台整合作用，加快推進三地智
庫共同體建設，為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能級提供堅實的智力支撐。未來
一定能夠加快形成人才培養合力，以課題研究作為前沿，設立更多項目平
台，促進不同類型智庫的人才交流，構建多元化的智庫人才培養搭建，實
現智庫建設與人才培養的良性互動。

優勢互補效應

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合會副會長、省社會科學院港澳台研究中心任 任志宏
香港北部都會區的四大發展方向與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科技、產

業、教育等發展方向高度重合互補。如香港推出的 「再工業化」 戰略，與
廣東正在進行的 「製造業當家」 具有優勢互補和同頻共振的效應。隨着香
港經濟社會逐步恢復繁榮和穩定，北部都會區的加快建設，對於整個大灣
區來說都有極大的意義。

創新聯繫網絡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鍾韻
北部都會區圍繞科技創新這一主題，政策的關注點從專項資金設立、科技基礎設施建

設逐步轉向了成果轉化、創新主體培育等方面，從各中心、各基地的單打獨鬥逐步轉向區
域合作、一體化發展的理念。香港科創產業發展亟待加強與內地尤其是與珠三角的創科聯
繫，促進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產業發展，需要構建更為均衡的區域創新聯繫網絡。

共商共建共享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陳志峰
澳門與廣東攜手合作，以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方式推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

建設；香港與深圳也攜手建設北部都會區，不論是琴澳一體化還是深港協同發展，都是在
「一國兩制」 制度框架之下，以創新的體制探索 「一國兩制」 新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