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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倡新界北打造香港小矽谷

本港新界北土地擁邊境地區的地理優勢，不少專家都
認為值得深化規劃，配合深圳與大灣區發展帶來的難得機
遇。香港中華總商會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發表研究報告建
議，政府應將新界北規劃成為香港 「小矽谷」 ，建立國際
頂尖人才蓄水池，將落馬洲河套地區規劃成為全球創科高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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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緊大灣區發展機遇 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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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雙城互利 促進經濟建設
【大公報訊】正當深圳在全力規劃

打造深港兩地的口岸經濟帶，香港近期
提出了新界北發展藍圖，立法會亦通過
了 「以口岸經濟帶動新界北發展」 議
案，均顯示社會各界認為港深雙城共同
發展，機遇無限。《大公報》早前推出
系列報道探討相關議題，專家和學者倡
議在河套地區作一體化規劃，令創科發
展更加順暢。

《大公報》系列報道探討
為了深入探討雙城如何共同發展，

《大公報》早前推出 「口岸經濟新機
遇」 系列報道。當中有邊境地區居民向
大公報記者慨嘆，回歸20多年以來，沙
頭角一直無任何發展規劃，村民都希望
特區政府能積極與深圳的新規劃融合對
接，加快推展新界北口岸經濟帶的規劃
和配套設施。

《大公報》並探討了新皇崗口岸的
交通配套問題。雖然預計於2023年落成

的新皇崗口岸已預留香港北環線支線接
入位，但香港接駁交通安排遲遲未有定
案，甚至預計2034年才全線竣工，窒礙
口岸經濟發展，專家建議政府出資加快
興建北環線支線。

就河套一體化規劃方面，《大公

報》率先訪問了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研究總監方舟等學者。他們提出由國家
科技部、深圳市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聯
合成立一家機構，共同建設和管理河套
園區，以令相應硬件、軟件配套建設都
跟得上創科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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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中總）昨日
舉行簡報會，預告 「2021中總世界
華商高峰論壇」 將於下周四（17
日）舉行，並發表《提升香港現代
服務業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
與競爭力．發揮對一帶一路市場輻
射引領作用》研究報告，探討如何
提升香港現代服務業在大灣區和
「一帶一路」 市場的發展優勢和競
爭力。

就科技創新方面，研究報告認
為，香港創新科技的發展對本港和
大灣區均有裨益，一方面有助優化
本地產業和就業的結構，創造新的
經濟點和更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另
一方面將有助促進大灣區創新科技
成果的多元發展。

現時規劃滯後於發展
報告指出，香港與深圳已於

2017年簽訂合作備忘錄，共同開發
落馬洲河套地區，致力於創新科技
發展，由落馬洲河套地區的 「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 和深圳河北側毗鄰
河套地區的 「深方科創園區」 ，共
同組成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
惟報告認為，現有的發展思路僅將
河套區視為 「科學園2.0」 ，規劃和
建設滯後於發展，認為香港亟需更
宏觀地考慮自身的獨有優勢。

因此，報告認為應把落馬洲推

動成為全球創科高地，配合國家科
技發展步伐。報告提出多項建議，
包括引入科技企業在港設立研發中
心，與高等學府合作，打通研發的
中下流，形成大灣區的產學研鏈
條；因應河套創科園仍在建設當
中，可塑性強，報告建議可交由進
駐的科技企業研發總部自行設計建
築風格和空間布局。

建立國際人才蓄水池
報告又建議，藉科技企業的資

源優勢，以及香港國際化、市場化
和法治化環境，吸引全球創科資源
集聚，尤其是海內外頂尖科技人
才，以建立國際頂尖人才蓄水池。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
舟在簡報會上指出，香港金融業能
滿足粵港澳大灣區集融資和灣區金
融業縱深發展需求，並就 「一帶一
路」 海外融資需要和促進人民幣國
際化發揮作用。方舟建議，未來香
港要和大灣區更多城市合作發展，
尤其是在創科等領域。

中總會長袁武表示，舉辦論壇
的目的在於探討新形勢下如何加強
和推廣香港的現代服務業，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及法律中心，始
終具備自身的競爭優勢。論壇將於
本月17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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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底見？獄中見！赴內地升學為港青帶來更大發展空間

龍眠山

《蘋果日報》昨日頭版大字標題
「抗爭者：長路剛開始 煲底見」 ，

這分明是煽動暴徒搞事，企圖延續前
年的黑色暴亂。對於這種公然挑戰國
安法、破壞香港安寧的行為，國安部
門該出手時就出手！

往事不堪回首，兩年前香港爆發
的 「修例風波」 是一場外力支持的
「顏色革命」 ，攬炒派處心積慮，黑

衣暴徒無法無天。攬炒派當時就定下
「煲底見」 的目標，即所謂奪取香港

管治權，在俗稱 「煲底」 的立法會大
樓慶祝 「變天」 。

雖然這場暴亂最終被平息，香港
國安法落實開啟撥亂反正的進程，但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少數死硬

派仍然不死心，黑暴兩年後的今天，
這些人又蠢蠢欲動。君不見，逃亡在
外的羅冠聰等人鼓吹 「再戰」 ；已判
刑的李卓人揚言 「不放棄」 ；一些漏
網暴徒重新集結；身在獄中的亂港頭
目也在暗中發功。《蘋果日報》連日
回顧黑暴歷史，不僅是為黑暴招魂，

也是企圖將暴徒重新聚集在旗下。而
從近日有人在網上 「吹雞」 重回街頭
「抗爭」 觀之，一些煽動已產生實質

性的後果。
就在上周五，一批暴徒仍然在借

機搞事，說明黑暴仍未根除。而國際
反華勢力也不會消停，香港再發生動
亂的風險仍在。當然，警方已周密部
署，嚴陣以待，如果有人鋌而走險，
必然遭到迎頭痛擊。

另一方面，《蘋果日報》等黃媒
公然煽風點火，這已不是新聞自由，
而是挑戰香港安寧及國家安全，國安
等部門完全有理由依法採取行動。早
就有人指出，攬炒派不斷探訪獄中的
黎智英，監獄儼然淪為其遙控指揮中
心，這也是有關部門需要調查的一個
方向。

香港已進入 「愛國者治港」 的新
時代，不容黑暴重回。對冥頑不靈攬
炒派來說， 「煲底見」 發夢冇咁早，
獄中 「聚首」 的機會則
大得多。

香港文憑試考生不斷減少，但赴
內地升學的香港中學畢業生逐年升
高，此消彼長形成的這道獨特風景
線，說明愈來愈多香港青年看好國家
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看好粵港澳大
灣區是創業就業、大展身手的熱土。

今年文憑試成績即將公布，大部
分考生已有明確的升學意向，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報名內地高校的文憑試
考生為4783人，較去年激增近兩成，
佔報名文憑試考生的比例增長近一
成，雙雙創下歷年新高。

從文憑試考生報名內地高校的專
業看，金融管理、工程、醫學是前三
位大熱門；從地域選擇觀之，報名廣
東高校的佔了一半，其中廣州中山大
學成為熱門選擇，目前在該校讀書的
港澳台生有1500人。為滿足考生願
望，今年廣州中大將錄取本港文憑試
考生的名額擴大到150人。

那麼多文憑試考生眼光北望，用
腳投票，當然有其原因。首先，內地
高校專業齊全，教學質素不斷增強，

得到國際社會公認，對港青吸引力上
升。在世界高等教育研究機構（QS）
最新公布的國際高校排行榜中，內地
有58所高校上榜，香港則為7所，其中
清華和北大高居排名榜的第17位及18
位，這也是首次同時有兩所內地高校
躋身前20大之內，力壓港大的第22位
及科大的第34位。

其次，內地經濟發展多年來一枝
獨秀，大灣區建設更是前景誘人，鼓
勵香港青年北上發展的措施也不斷推
出。譬如特區政府年初推出 「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 ，廣州、深圳等地亦
為港青就業創業提供實質性支持，為
青年人帶來更多更大的發展空間。回
內地升學，可以快人一步近距離、深
層次地 「行知中國」 ，既能學到知
識，廣交朋友，又能體驗內地文化和
生活，為未來發展打下基礎。

內地抗疫取得巨大成功，彰顯了
制度優勢、大國擔當及 「生命至上」
的人文關懷，讓全世界羨慕，也刷新
了港人對內地的認知。港青通過比

較，自然知道誰優誰劣，誰不願在安
全可靠的環境下讀書深造呢？誰不願
在青春年華就抓住最好的發展機遇
呢？

國家始終是香港的最大靠山，中
央對香港青年的關懷更是無微不至。
可以說，港青從報讀內地高校的那一
刻起，就能感受到這種溫暖。國家教
育部推出多項便利港青到內地升學發
展的政策，內地高校年年到香港舉辦
教育展，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
中心、校友社團開辦網上視頻講座，
由師兄師姐分享內地升學就業的切身
經驗，有關學校、老師及媒體也提供
支持，這些都會增進港青對內地高校
的親切感，解疑釋惑，增加信心，加
快適應內地的學習生活。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
降東升是大勢所趨，融入中國發展大
局則是香港前途之所在，香港有志青
年以己之所長貢獻國家之所需，並在
貢獻中成就自己，北上升學就是大展
身手的第一步。

▲中總建議將新界北打造成為 「香港小矽谷」 ，把落馬洲河套地區規劃成為全球創科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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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總商會《提升香港現代服務業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
勢與競爭力．發揮對一帶一路市場輻射引領作用》研究報告

金融服務
•深化 「深港通」 、 「債券通」 和 「商品
通」 進一步對接

•加強香港與大灣區金融科技領域合作
•豐富人民幣投資產品
•多元化建設香港 「一帶一路」 投資工具

創新科技
•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成為全
球創科科技高地

•成立 「跨境經費研究小組」
•資助孵化器和初創企業發展

醫療服務
•設立大灣區一
站式服務點

•設立認證與評
審制度

專業服務
•設立國際仲裁分支
•率先實施 「小門大
開」 策略，在CEPA
框架下改善資格互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