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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疫情日趨嚴峻， 「對於
香港而言，疫情能否迅速控制好，關乎
粵港澳大灣區在人員往來方面能否進一
步融合。」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
首席專家陳廣漢表示，香港背後有中央
的全力支持，相信隨着這波疫情逐步受
控，往後繼續維持動態清零，局勢穩定
後將為兩地恢復有序通關創造條件，為
經濟發展注入更大動力。 「香港今年深
受疫情之苦，經濟遭受重創，更得為後
疫情時代早作謀劃，全面布局。」

尖端科技人才 炙手可熱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2年經濟

工作作出部署時，明確指出要提升製造
業核心競爭力，啟動一批產業基礎再造
工程項目，同時加快數字化改造，促進
傳統產業升級。有專家認為，數字化轉
型將是今年兩會值得關注的主題，而大
灣區的數字化轉型也能為港企帶來發展
新機遇。數據顯示，2021年廣東全省規
模以上製造業企業數量超5萬家，居全
國第一。此外，2020年廣東省數字經濟
增加值規模約5.2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佔GDP比重46.8%，規模也居全
國第一。

顯揚科技創始人、總經理丁克是大
灣區創業者，其團隊是由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科技大學數名博士創建而成
的。公司主要研發並產業化高速高清三
維機器視覺設備及智能機器人系統。丁
克認為，大灣區的發展吸引了各地的人
才，灣區製造業的升級，也為其行業帶
來更多的機會。

全國政協委員、白雲電器董事長胡
德兆認為，調研顯示，廣東製造業數字
化轉型目前面臨的難點有資本、技術和
複合型人才短缺等問題。作為製造大
省，廣東是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
合的主戰場和 「試驗田」 。他認為，通
過產業集群和工業互聯可有效整合利用
現有資源，推動5G、大數據、人工智
能、區塊鏈等技術與製造業的融合，加
快推動製造業向數字化轉型。他今年將

在全國兩會上提交《關於鼓勵製造企業
數字化轉型的提案》，希望能推動
產業數字化轉型。

高端消費服務 兵家必爭
在後疫情時代，香港融入大灣

區的機遇在哪裏？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
濟系教授林江認為，目前中國正處於消
費升級的重要時期，高端消
費、服務型消費具有較
大的增長空間。中央和
地方發布的一系列促
消費政策加速落地，
依託互聯網的各類新型
消費模式受到追捧。大
灣區正是內地中等收入
群體最集中的區域之一，這些
人群不僅具備良好的消費力，也更
願意嘗試新產品、新服務。他認
為，香港可把握大灣區新興產
業發展機遇。

林江指出，香港可充分發
揮港澳地區在現代服務業的領先
資源優勢，在深化國際合作的條件
下優化粵港澳大灣區的營商環境，實
現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港資企業廣東麥斯卡體育用品公司
總經理、港商葉偉倫正是抓住粵港澳大
灣區機遇，讓企業在內銷之路上越走越
遠。作為接棒家族企業、開拓內銷市場
的 「港二代」 ，葉偉倫說，內地是全球
第二大消費市場，加上國家 「內循環」
的政策加持，令不少原本以海外市場為
主的香港廠商正加快 「出
口轉內銷 」 的步
伐。他認為，港企
進軍內銷市場時，
應投入資源進行市
場研究、善用 「香
港品牌」 優勢和布
局全渠道策略等，
才能在千變萬化、
競爭激烈的大灣區
市場中突圍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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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執業
企業登記註冊 「灣

區通辦」 ，逾萬港企適用
簡化版公證文書辦理登記業
務。廣東全力推動實施 「人才
通」 ，推動金融、稅務、
建築等16個領域港澳專
業人才享受跨境執
業便利。

初出校園的港
青，對全國兩會的關
注熱點莫過於 「大灣
區」 就業話題。俗話
說，百聞不如一見。
然而，不少香港年輕

人從未踏足內地。 「我聽說有個數據，
說香港有70%的青年沒有來過內地」 ，
廣州市青年聯合會副主席、霍英東集團
副總裁霍啟文指出，在香港，可能很多
本地年輕人得不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就
業、求學等資訊信息，希望未來可在香
港開拓更廣泛的宣傳渠道。

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發布實施三周年，至今中央政府已
推出不少政策，便利香港居民特別是青

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和創業
等，為香港青年人提供更多優質工作機
會和更寬廣的發展空間。

港青陳偉平的職業生涯就與大灣區
的發展息息相關。他從香港上市公司業
務負責人，成長為廣州一家大型國有企
業中層管理者。陳偉平說，大灣區內地
城市對於港青就業非常友好。他自身就
享受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多項政策優待，
如境外高端緊缺人才個稅財政津貼、分
配區內人才公寓並可享受住房租金減
免、就業資助等。

粵港澳三地在人才方面具有差異化
的優勢，如何優勢互補、聯動發展是歷
屆兩會備受關注和思考的問題。廣東正
全力推動實施 「人才通」 。

截至目前，402名港澳醫師獲得內地
醫師資格證，707名港澳律師參加大灣區
律師執業考試，推動金融、稅務、建
築、醫療衞生、律師等16個領域
的港澳專業人才享受跨境
執業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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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藉雙循環突圍？

醫療食衞
制定食品、中醫藥、

交通等23個領域共70項首批
「灣區標準」 ； 「港澳藥械
通」 政策試點啟動並擴展實
施，審批內地臨床急需
緊扣港澳藥品13個、

醫療器械3個。

科研創新
廣東完善省財政科研資

金過境港澳使用管理制度，省市
各級財政跨境撥付資金超3億元人民
幣，惠及港澳11家高校和科研機
構。大灣區內已擁有超50家 「獨
角獸」 企業、1000多個產業孵
化與加速器和近15000多家
投資機構。

灣區建設
機遇無限

社保教育
廣東 「社保通」

使粵港澳人員 「足不
出境」 可以就近參保。近兩年來，
大灣區內地9市就有20所新高校
籌建或開始動工，其中有8所
是與港澳高校合作辦學。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
家陳廣漢指出，後疫情時期，香港如何
重新審視 「轉口港」 定位；面對中美博

弈、國際形勢多變，香港如何穩固和發展
「超級聯繫人」 角色；在 「一國兩制」 和

大灣區合作發展的框架下，香港如何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均是在本屆兩會中值得關注的重點議
題。 「香港社會長期存在一種糾結：究竟是要進

一步靠近國際、還是更加靠近內地？我認為香港要在
保持國際金融中心、航運物流中心等國際化優勢的前

提下，更好地服務內地，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香港不但要鞏固並提

升自身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發
揮營商環境與國際接軌的優勢，更要通過粵港澳大灣
區這個平台，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影響力。」 陳廣
漢指出，內地經濟的崛起已是事實，這對香港是巨大
的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就是香港進入內地市場的平
台，對於國際而言，香港擁有背靠內地這個龐大的市
場和經濟體系的優勢，分量會提升；對於內地而言，
香港擁有國際化視野的優勢，可發揮溝通國內國際
『雙循環』 的作用。這是香港的基本立足點。」

陳廣漢認為，香港更應該抓住大灣區發展機遇，
留意今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對粵港澳大灣區的
表述變化，還需留意對外貿易、科技、金融等方面的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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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執業熱門領域？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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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灣區世界500強競爭力

面積（萬平方公里）

主要產業

最新世界500強企業家數
近4年世界500強家數變化
2020年平均營收（億美元）

資料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

5.6
金融、創新科技

、製造業
25
8
601

東京灣區

1.36
汽車、石化
、金融
40
1

588

三藩市灣區

1.8
科技創新
、專業服務

10
1

1086

紐約灣區

2.15
金融、房地產
、醫療保健

24
—
624

全國兩會即將舉行，來自粵港兩地
的科研工作者對於大灣區科研要素融合
非常關注。 「粵港澳大灣區要打造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就要打通基礎研究到產
業化的完整創新鏈條。」 廣州市香港科
大霍英東研究院院長高民博士認為，大
灣區在基礎科研的原始創新，以及在完

整創新鏈的打通上，與全球最頂尖的國際科創
中心相比還有一定差距。高民表示，大灣區已
集聚很多世界一流大學，在基礎科研上已取得
很多成果，也湧現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公司，其
中一些逐步進入甚至完全進入了 「無人區」 。
高民認為，能否打通大灣區基礎研究到產業化
的完整創新鏈，對於大灣區出現闖入創新 「無

人區」 的創新企業尤為重要。 「從原始創新到商
用產品，天然地存在着巨大的鴻溝。」 高民指
出，這就是原始科技很難變現的原因所在，科研

產業化背後，還涉及成本、費用、實現難度和資源
需求的問題。至於如何解決？他以廣州市香港科技

大學霍英東研究院為例稱，如果需要打通科研和產業
化的鏈條，則離不開穗港科技合作、原始創新與商用技

術作為橋樑，這樣將會更好地實現粵港深度合作下的應
用科技研發與成果轉化。高民期待兩會將會釋放關於大灣

區創新產業鏈方面的信息。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廣漢認為，粵港

澳大灣區肩負着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的
使命。為此，粵港澳大灣區應打造一流創新環境，推進產學研一體

化，應發揮政府、企業、高校在創新鏈不同環節的作用，建立開放
型、國際化協同創新體制，探索成果處置權、收益權、分配權落地問

題，促進科研成果轉化。他認為，可關注兩會期間對於大灣區確立深化改革
容錯機制，鼓勵制度創新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的提法。

科研無人區怎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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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日，香港教師在深圳市一
所小學課堂上與孩子交流。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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