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蜿蜒的海岸線、優良的港口群，
山海連城、三面環山、三江匯聚，昭

示了生態綠始終是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鮮明底色。
今年年初，香港計劃垃圾收費一事引起全城關注，發展綠
色智慧城市，對香港來說刻不容緩。香港今年《財政預算
案》重點落墨綠色城市、綠色科技等，助力香港邁向綠色
未來。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生態環境廳黨組書記、廳長
徐曉霞表示，今年將深入推進珠三角 「無廢城市」 建設，
聯合港澳建立 「無廢灣區」 建設協調溝通機制，協調推進
香港生活垃圾跨區域協同處置。

「大氣方面，以PM2.5控制為主線，確保完成粵港雙
方訂立的2025年和2030年減排目標。」 作為廣東省環境廳
的主政官員，徐曉霞表示，會積極推動碳排放權交易試
點，聯合港澳開展碳標籤互認機制研究與應用示範。 「我
們會進一步推進聲環境質量、水質、新污染物、碳等的監
測系統建設，加快粵港澳生態環境科學中心建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亦認
為，盡快開展 「無廢」 灣區建設，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
可共同探討構建綠色環保、循環再造生態圈。 「珠海、江
門等城市既有合作意向也有土地空間，可以協助大灣區其
他城市處理都市固體廢物。建議大灣區城市探討共同投
資、合作處理都市固體廢物問題。」

徐曉霞認為，大灣區需要持續提升綠色科技創新能
力。她建議推進粵港澳生態環境科學中心建設，打造一批
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中心、重點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

聚焦減污降碳、多污染物協同治理、環境健康、
新污染物等領域科技需求，加快生態環境

科技成果轉化和示範應用。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
王冬勝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政府部門可發揮各自優勢，
加強統籌規劃，完善光電基
礎數據建設，推動分布式光
伏發電應用示範區的商業化
運作，提升光伏在新區建
設、舊城改造、綠色社區創
建中的應用比例。

城市

深圳

廣州

佛山

東莞

惠州

珠海

江門

中山

肇慶

香港

澳門

GDP（億元人民幣）

34606.40

30355.73

13276.14

11438.13

5639.68

4233.22

4022.25

3850.65

2792.51

29913.28億港元*

3794.78億澳門元

增速

6.0%

4.6%

5.0%

2.6%

5.6%

3.8%

3.7%

5.6%

3.7%

3.2%

80.5%

2023年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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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
新型研發機構數量

責任編輯：牛禾青 王 旭 美術編輯：馮自培

「十四五」時期，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
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 「十四

五」 規劃綱要實施時間過半、任務過半。關鍵一年，實施關鍵之
策，今年全國兩會發出沿着正確方向、向着目標任務一往無前的
動員令，在兩會熱烈氛圍中，大灣區發展藍圖愈發清晰。香港作
為大灣區的璀璨明珠，正處於迎難而進的黃金時期。隨着23條立
法工作的推進， 「愛國者治港」 展現出新氣象，維護國家安全取
得新突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步伐加快，民生改善成效明顯。

五行學說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之一，被視為分析運勢和走向
的學理邏輯。向 「新」 而行，提 「質」 轉型。大公報以五行元素
為脈絡，深入觀察大灣區發展嶄新氣象。

金，科研世界每個細微創新都足以 「點石成金」 ，支撐灣區

國際創科；
木，意味着環保、綠色、低碳，助力香港發展綠色經濟；
水，象徵着財富；香港匯集海內外資產，一步打開 「跨境融

資」 閘門，可望為國家源源注入經濟活水；
火，代表着生活的煙火氣，灣區特別是香港 「日夜繽紛」 ，

三地 「一小時生活圈」 互聯互通，市民往來更便利；
土，象徵着穩固、承載與生長。香港樓市

全面 「撤辣」 ，大灣區內地多個城市相繼放寬
限購，可望吸引全球各地人才落戶大灣區發
展。

大灣區得此五行調和，藏風聚氣，運勢大
開，蛟龍入海，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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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五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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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國
紛紛投身AI競賽

的大背景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
次提出 「人工智能＋」 ，並鼓勵數字
基礎設施 「適度超前」 發展。全國人
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鵬城實驗室
主任高文表示，大灣區是目前我國算力發展
最為突出的地區之一。政府機構、領軍企業都在積
極布局大型算力基礎設施，廣州、深圳均已建成國家級
超算中心。香港創科局委託建設的香港算力中心已採用先進的訓練模式，
取得了令人矚目的AI模型成果。

高文分析稱，人工智能發展的三大核心要素：算法、算力和數據。三
方面綜合實力而言，大灣區在算力裏的綜合排名在全國前列。香港新一份
財政預算案提出，香港數碼港正全速設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協助研究機
構和業界應付算力需求，預計中心最快可於2026年初提供每秒浮點運算
3000千萬億次的算力，相當於1小時可完成近100億張圖像處理。香港嶺南
大學副校長姚新評價稱，由香港特區政府設立超算中心，為AI研究人員提
供了非常好的基礎設施，能精準推動大學對人工智能的研究工作。

「粵港兩地AI領域的學者和企業早已展開深入合作，一些新型科研機
構與香港知名大學及科技企業在算法研究上也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高文表示，這種緊密合作不僅推動了雙方的數據共享，還促進
了雙方在大模型訓練等多個方面的互動和創新。建議可加
強深港跨境數據流通方面的探索，立足技術創新，
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試點抓手，促
進跨境數據互聯互通、互惠互利。

高文表示，自去年以來，與香港科
研機構的交流頻率和研究者的往來已逐
漸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隨着AI發展日
益受到重視，大灣區在AI領域的合作研
究也越來越緊密。他提到，粵港澳三地
通過共享科研資源和大型科技基礎設
施，可有效提升灣區整體科研水平這種
互利互助模式，讓研究者們能夠強強聯
合，互利雙贏，推動科研合作的深入發
展。

在繁華的香港街頭，古茗和蜜
雪冰城等內地新茶飲品牌的招牌格

外醒目。這些品牌正扎堆赴港上市，希望利用香港資本市
場融資。與此同時，大灣區珠三角城市的中小企，亦有不
少希望透過香港市場融資緩解資金緊張的難題。據測算，
2023年大灣區參與進出口的中小微企業潛在資金需求達
7000億元（人民幣，下同），預計到2027年將突破萬億
規模。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何傑認
為，香港應發揮超級金融協調人作用，吸引大灣區內地企
業赴港澳跨境融資。

「大灣區企業跨境融資需求與日俱增，但大灣區內地
企業在赴港澳進行跨境融資仍然不太順暢。」 何傑指出，
當前內地企業跨境融資審核登記手續繁瑣、耗時長、成本
高。港澳金融機構對大灣區內地企業情況了解不足，影響
了對企業的授信。此外，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徵信互認和標
準尚未統一，信用報告流轉也存在困難。

何傑建議，加快推進在橫琴、前海等區域試點商業銀
行集團內部數據跨境流動試點，降低港澳金融機構獲取大
灣區內地企業數據信息的成本。同時研究設立專門渠道服
務於徵信報告跨境傳輸，提升跨境融資信用服務能力，解
決跨境融資難題。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已初步實現覆蓋股票、
理財、債券、私募、ETF、保險等金融產品的 「六個聯
通」 。全國政協委員、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行長張奎認
為，應該用好新版 「跨境理財通」 互聯互通安
排，拓寬大灣區跨境投資渠道，支持廣東
省和港澳地區徵信機構開展多層次交流合
作。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金融發展協
會主席、安德資本集團主席魏明德此前
到中東、歐洲、拉美等地實地考
察，親眼目睹 「一帶一
路」 項目的成功實踐。
他認為，可以推動
「一帶一路」 共建國

家地區企業、項目在
香港發行股票、債
券，推動香港金融市
場多元化發展。

最近的周末，說着普通
話、來往香港看房的內地客流

顯著增加。為此，不少房屋中介門前都貼上了 「設有
普通話專組」 攬客。香港宣布樓市全面 「撤辣」 不到
兩周時間，位於九龍半島長沙灣的首個 「日光盤」 便
出現。無獨有偶，粵港澳大灣區內地核心城市深圳、
廣州亦在房地產市場一再放寬 「限購」 要求。有代表
委員認為，這無疑將為大灣區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資金
流入，推動灣區經濟的持續增長。

「其實香港 『撤辣』 和大灣區珠三角城市放開
『限購』 ，是一件好事。這意味着對於內地和海外人

才來說，大灣區真正可以立足、扎根的圈子在擴
大。」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
榮表示，大灣區內地城市放開限購政策，港人北上退
休、打拚、買房也更加方便，也可以透過大灣區作為
跳板進一步深入內地發展。而作為國際城市的香港，
亦能吸引更多外國人湧入香港，讓外國公司通過香港
進入大灣區內地市場。

盧金榮還提議，在北部都會區出台有關人員、貨
物進出及稅收等方面的鼓勵政策，打造更便利的生活
環境，為在香港工作、居住於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內地
人士，提供更便利的出入境安排和跨境個人所得稅的
稅收優惠。他認為，開發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特區政府
的重要發展規劃之一，憑藉地理優勢，北部都會區可
擔當港深經濟融合的 「橋頭堡」 和大灣區跨境合作制
度創新的 「試驗場」 。

在全國房地產經理人聯盟理事鄧浩志看來，香港
的 「撤辣」 ，不僅能吸引本地人和內地人 「上車」 ，
甚至還能虹吸全球的購買力。 「香港面臨的問
題是：既要留住人才，留住購買力，亦
要復甦樓市。」 鄧浩志表示，房價
穩了，對人口流入有吸引
力；稅費降了，對購買力
亦有吸引力，還能支持
人才在香港安家落戶。

剛剛過去的春節，粵港澳
大灣區內人流物流熱絡，繪出

粵港澳三地文旅消費的 「煙火氣」 。《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年來， 「一小時生活圈」 變成
現實，港澳與內地 「雙向奔赴」 日益熱絡。全國兩會
期間，來自大灣區的代表委員紛紛化身 「代言人」 ，
招徠內地和境外遊客到大灣區 「一程多站」 旅遊。香
港代表委員亦倡推動港澳與內地更便捷交流往來，催
熱灣區 「車暢、人興、財旺」 。

全國人大代表，海關總署黨委委員、廣東分署
主任李魁文表示，為推動港澳與內地人流、物流和民
心相通，海關將進一步改善人、車、貨來往條件，全
力推進智慧口岸旅檢改革，支持廣州琶洲港澳客運碼
頭、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皇崗口岸改造重建和沙
頭角口岸重建等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水運、空運、陸
運口岸與港澳互通、連接世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珠海社團總會會長鄺
美雲今年提出，除了開拓港珠澳大橋的旅遊產業，還
要進一步增加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量，真正發揮其效
用，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便利和聯通。對
此，她建議，港珠澳大橋需要與其他交通方式，包括
周邊高速公路、鐵路等交通方式的連接和配合，提高
整個區域的通關效率和服務水準。

不少大灣區代表委員都希望打響大灣區旅遊品
牌，增強香港的城市活力和國際大都市魅力。全國政
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表示，作
為文旅企業，需要在項目、設施、活動上持續充實，
創新消費場景，提供差異化、高品質的產品供給，變
「門票經濟」 為 「綜合消費經濟」 。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啤酒有限公司聯席董事長
蔡明威表示，他希望聯動大灣區的幾個兄弟城市舉辦

啤酒節。 「碰杯也是在交朋友。我覺得這
是大灣區人很好的互動機會，也可以
促進大灣區旅遊業的發展。」

資料來源：
中國產業信息網

數讀廣東
AI發展

•核心產業規模超1300億元

•核心企業數量超過800家

•產業總體位列全國第一梯隊

•AI產業規模、核心產業規模、
企業數量均居全國前列

•11個省級AI產業園，
擁有AI企業超1500家

•預計AI核心產業規模突破3000億元

•企業數量超2000家

◀廣東持續加
大研發投入，
推動科創企業
高質量發展。

2021年

◀中國科學院超算環境廣州分中
心助力生命科學研究。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北京報道

新賽道

•目前，廣東擁有綠色石化、智能家
電、汽車製造等8個萬億級產業集
群，新能源、超高清顯示等10個
千億級產業集群，同時大力發展新
能源汽車、新型儲能等戰略性新興
產業。放眼全球，12%的新能源汽
車、50%的5G設備、70%的商用
無人機，都誕生在廣東。

新產業

•2023粵港澳大灣區全球招
商大會上，來自美國、法
國、英國、德國等國家的
外資外企，瞄準半導體、
新能源設備、電子產品等
新興產業領域，簽下859
個 「大單」 ，總額達2.24
萬億元人民幣。

新投資

•2023年廣東全省新設製
造業外資企業數量增長
30%，製造業實際利用
外資增長11.7%，今年1
月新設外資企業1947
戶 、 增 長
106%。

灣區
「吸金力」
強勁

▲在第134屆廣交會上，
俄羅斯客商觀看汽車零
配件。 新華社

3月7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
議廣東省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會上
公布數據顯示，五年來，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取得階段性成效。綜合實力邁
上新台階，大灣區經濟總量從2018年
超10萬億元到2023年突破14萬億

元人民幣大關。

大灣區GDP
突破14萬億

話
你
知

2023年
粵港澳大灣區
GDP情況

近年港澳客
灣區置業
熱門城市

資料來源：樂有家研究中心

東莞

珠海

深圳

惠州

中山

7%
11%

20%
22%
25%

科技創新

▶在第23屆深圳高交會智慧
城市展區，觀眾了解華為智
能網聯。 新華社

綠色環保 金融銜接

水是財富的象徵。大
灣區匯集着海內外財富，不僅
是人民幣的儲蓄池，更是金融
創新的策源地。金融是經濟的
血脈，香港可進一步推動資金
跨境自由流動，擦亮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招
牌」。

香港樓市全面 「撤
辣」，大灣區多個內地城市已
經放寬限購。今年政府工作報
告提出 「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
健康發展」，向市場釋放信
心。可以預期，未來將有更多

海內外人士落戶灣區
打拚。

「碳達峰碳中和」今
年已連續四年寫入政府工作
報告。香港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亦提出，打造綠色科技生
態體系。育 「五行」之木，

大灣區綠色生活圈欣
欣向榮。大灣區9+2的煙火氣

息濃厚，夜市、小吃、文化演
出讓人流連忘返，正是經濟活
力的體現。香港每月將舉辦煙
火和無人機表演，與大灣區內
地城市合作推廣「一程多站」，

國際大都市魅力更加
醉人。

「加」成全國最「綠」
•截至2023年12月，廣東全省
已完成林分優化提升203.65
萬畝。目前，廣東森林覆蓋
率約達53.03%，森林蓄積
量、自然保護地數量等關鍵
生態指標居全國前列。

點綠成金釋放「乘數效應」
•2023年，廣東省碳排放配額累計成交
量2.24億噸，累計成交額63.68億元，
繼續位居全國區域碳市場首位。

「除」法巧算「生態賬」
•自2021年開始 「無廢城市」 試點建設以
來，廣東建立綠色工廠304個，共推出1075
種綠色設計產品、每年危險廢物利用處置能
力達1243萬噸，建成國家3A級生活垃圾焚
燒項目16個、建築垃圾資源化利用項目168
個等。 資料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梯度推進碳「減」排
•2024年初，廣東海上風電裝機規
模已突破1000萬千瓦大關，每年
可發電約300億千瓦時。到2023
年末，南方電網向香港輸送100%
清潔能源，為港澳融入灣區發展
大局注入強勁的 「綠色動能」 。

文旅融合
宜居宜業

放
寬
置
業
限
制
利
好
全
球
引
才

◀圖為琶洲人工
智能與數字經濟
試驗區。

▶ 去 年 「 五
一」 小長假羅
湖口岸迎來眾多
香港旅行團。

分業態看

•文化新業態特徵較為明
顯的16個行業小類：實
現營收3700.1億元，同
比增長10.2%
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局

廣東
文化產業
實力雄厚

總體實力

•廣東省規模以上文化
相關產業實現營業收
入：10517.3億元分產業類型看

•文化製造業營收：4879.0億元
•文化服務業營收：4337.2億元
•文化批發和零售業營收：1301.1億元

分領域看

•文化核心領域實現營收：6276.1億元
•文化相關領域實現營收：4241.2億元

科研點石可成金，今
年 「人工智能＋」首次被寫入
政府工作報告中，有望成為新
質生產力重要引擎。人工智能
作為一種潛力巨大的新興技
術，粵港澳大灣區必須迎

頭趕上。

◀學生們在深圳龍崗能源生
態園參觀學習。 新華社

*以當時市價
計算（預先估
計數字）

（單位：人民幣）

（單位：人民幣）

從「加減乘除」
看灣區綠色
經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