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2018年5月10
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特區政府代表團訪川，
出席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標誌「川
港合作會議機制」正式建立，成為繼粵港、京港、閩港和
滬港之後，內地第五個與香港構建的類似新機制。3年多
來，川港合作從單點到全域，從單向到雙向，從經濟到多
元，川港合作廣度不斷拓寬。

赴港上市川企增至30家
金融是川港合作11個重點領域之一，兩地在金融科技

創新、川企海外融資等方面進行深度合作。2016年，康諾
亞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在成都高新區成立，專注自體免
疫、腫瘤治療。然而，生物醫藥是一項高投入、高風險行
業，巨大的資金需求往往成為初創企業不能承受之重。
2018年5月，港交所正式接受同股不同權新經濟公司、無
營收的生物科技公司申請，這種新機制為眾多成長型企業
打開了一扇窗。今年7月8日，「無營收」的康諾亞在港
交所主板掛牌上市。
今年7月12日，成都高新區另一企業「領悅服務」在港

交所掛牌上市。此前2019年11月至12月，該區企業「魯大
師」、「人瑞人才」亦先後在港交所上市。短短2年內，成
都高新區便有4家企業在港上市，赴港上市川企增至30家。
今年中秋，原定於9月20日至22日在大坑舉辦的「大

坑舞火龍盛會2021」因疫情被取消，給市民留下小小的遺

憾。然而，「大坑火龍」卻從香江「游」到長江上游的蓉
城，盛裝出席了第十八屆西博會。插滿長壽香的「火龍」
盤旋在半空，中間的圓柱上掛着燈籠、燈謎……「大坑舞
火龍」為成都市民送去美好的中秋祝願。
這僅僅是3年多來，川港兩地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

2018年7月29日下午，「藝聚錦官城－蓉港戲曲匯演」
在錦江劇場隆重唱響，香港八和會館和成都市川劇研究院
的粵劇、川劇演員同台飆戲。2018年11月8日晚，川港戲
曲界聯合在香港油麻地戲院舉行了一場「香江蜀韻，梨園
同輝」川港戲曲匯演。兩地人文、兩地情感，在一次次的
交流合作中，逐漸變得相通相融。

創業社區助港青在川發展
「感謝您一直以來對香港青年的關心、支持，藉此機會

向您道一聲『辛苦啦』！」9月22日，川港青年創新創業
社區首席運營人蕭羲清得知特首即將訪川，期待借媒體一
角向林鄭月娥表達問候。 2018年5月12日上午，特首林
鄭月娥曾在電子科大親切接見在川求學、創業的港青，蕭
羲清作為港青代表曾作專題匯報。如今，他擔綱運營的
「川港青年創新創業社區」成功幫助30餘名港青落地成
都發展，成了川港青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
據統計，在川港企由3年前的5,000家增至5,800家，並

逐漸從成都拓展到四川各地；老牌房地產、現代服務企業
在蓉扎根，創意設計、法律會計等紛至沓來。

川港合作三載 多元交流開花

2018年
5月 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
次會議在蓉召開
5月 在「四川－香港投資與貿易合作
交流會」上，天府新區成都管理委員
會、香港設計總會和成都傳媒集團等簽
訂「川港設計創意產業園」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
11月 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率團赴港
澳，「川港澳合作周」舉辦40多場活
動，簽署物流通道、跨境電商、文化旅
遊、青少年交流等系列合作協議
11月 成都高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在港
交所成功發行3億額度美元債券，成為
該集團發行的首筆美元債券

2019年
7月5日 由中國國家一級導演劉凌
莉全新編導、四川和香港舞蹈演員
聯袂奉獻的大型民族舞劇《塵埃落
定》在成都亮相
9月12日 四川省國資委與香港中
國企業協會在港舉辦「川港企業經
貿合作對接交流會」，四川能投集
團與香港新恒基國際集團、香港昊
天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11月25日 由香港新華集團總投
資近千億元的川港合作示範園在四
川眉山市啟動
12月28日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四
川企業分會在香港成立

2020年
11月24日 「創新升級·香港
論壇」在成都開幕，川港兩
地人士深入交流，四川省自
然資源科學研究院與香港城
市大學成都研究院簽署科技
合作協議

2021年
9月23日 川港高層會晤暨川
港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在蓉
召開，兩地達成多項合作協
議，川港合作持續深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昨日上午10時許，成都世紀城國際會
議中心三樓，特首林鄭月娥與四川省委
書記彭清華並肩而行。兩人邊走邊談，
不時報以會心的微笑。
「這是我第十一次訪問四川，期待有
一個豐碩的成果！」林鄭月娥在隨後的

致辭中表示，過去十多年，她曾以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發展局局長、政務司司長、行政長官身份訪川，「我
對四川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得知四川瀘縣地震災區受
災群眾基本上得到妥善安置的消息後，林鄭月娥感到由衷
高興，並代表特區向受災居民表示親切的關懷。
地震援建、國寶熊貓……林鄭月娥如數家珍，處處流露出

對四川的真感情。她提到，四川人民因香港參與2008年汶
川大地震的重建工作而對港人有深厚的感情，而多頭來自四
川臥龍的大熊貓也是川港人民的重要連繫。她希望特區政府
日後在內地的宣傳推廣工作，能特別得到四川省政府和人民
的支持。
「社會動亂期間的黑暴行為，無疑傷害了內地同胞的感

情，也令他們對香港有負面看法。」面對因修例風波引起的
暴亂和新冠疫情對香港經濟社會的衝擊，林鄭月娥堅定地表
示，她將帶領特區政府重新出發、重振經濟。她也歡迎更多
的四川同胞到訪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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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身份訪川 感情始終如一

●林鄭月娥
與彭清華並
肩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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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12領域合作達共識
特首：強化港國際循環中介人角色 彭清華：深化金融合作加強科創協同

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

第二次會議昨日在四川成都召開，

雙方就下一步推進的重點合作事項

達成意向，包括「一帶一路」建設

及經貿，金融，航空、航運和物

流，創新及科技，法律專業服務，

文化創意及旅遊，藝術和體育，青

年交流，教育，衞生（中醫藥），

公務員交流，便利港人在內地發

展，共計12項（見表）。率團與會

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

香港可以進一步強化在國際循環中的

「中介人」角色，同時聚焦內地市場

商機，拓展內銷市場，積極成為國

內大循環的「參與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這是2018年5月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
召開3年多之後川港高層又一次會晤。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代表團與四川省
委書記彭清華、省長黃強會晤，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見證並致辭。當天，四
川省委常委、副省長李雲澤通報了川港合作會
議第一次會議以來的工作推進情況；香港特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布川港合作會議第二
次會議擬重點推進的領域。川港雙方簽署川港
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備忘錄，
四川教育廳與香港職業訓練局、四川省商務廳
與香港貿發局、四川省中醫藥管理局與香港特
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分別簽署合作協議。
「川港合作會議機制於2018年5月正式成
立，是本屆政府對提升川港兩地合作構建的重
要平台。」林鄭月娥表示，兩地能夠在三年多
的時間內兩度舉行高層會晤暨會議，特別是在
疫情期間雙方仍堅持不懈促進彼此的經貿往
來，確實難能可貴。她說，是次再來成都，看
到不少港企在四川的發展非常好，不僅積極參
與當地的「首店經濟」和「夜間經濟」，也成
了成都的標杆項目之一。
過去兩年多，因修例風波引起的暴亂和新冠
疫情令香港社會和經濟飽受衝擊。然而，川港
兩地去年的投資和貿易數據仍然保持，甚至呈
現逆勢增長的態勢，令林鄭月娥感到欣慰。目
前，在川港企已增至5,800多家，香港繼續是
四川省最大的境外投資來源地。林鄭月娥表
示，這足以證明香港和四川的關係是越趨多
元、緊密。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服務業發展相對比較成
熟，港企可助力四川提高服務業質量。特區政
府亦將推動川港業界交流合作，助力川企「走
出去」。她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川港人員往來
可以有序恢復，讓兩地政府和機構組織能更順
利地推進合作計劃。

彭清華：加強航空物流領域合作
「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

心，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平台。」彭
清華說，川港合作興起於改革開放時代浪潮，
發展於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機制，深化於汶川特
大地震災後重建，成熟於川港合作會議機制的
建立。他希望川港雙方繼續加強航空航運、現
代物流、跨境電商等領域合作，進一步暢通川
港與「一帶一路」國際市場的經貿聯繫網絡；
此外，深化現代金融合作，加強科技創新協同
等。

黃柳權冀帶動灣區和成渝經濟圈
「四川和香港都是國家重要的區域經濟中
心，經濟社會發展互補特色鮮明，合作潛力巨
大。」黃柳權表示，希望川港兩地用好區位優
勢，加強香港和成都雙城聯動，帶動粵港澳大
灣區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

●林鄭月娥率領香港政府代表團出席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雙方達12項合作共識。

川港12領域合作達共識
1、「一帶一路」建設及經貿：鼓勵支持川
港企業參與對方的經貿活動和展會，推動
兩地企業併船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地區
雙城經濟圈」商機。

2、金融：推動港交所與四川深化合作，鼓
勵川企赴港上市；推廣香港「綠色金
融」，支持川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開展綠色工程、綠色投資、綠色貿易；鼓
勵川港加強金融科技創新合作，共同研發
金融科技產品和方案。

3、航空、航運和物流：支持港鐵與成都深
化合作，加快軌道項目合作步伐；支持機
管局及有關機構與成都天府國際機場等展
開物流、培訓等方面的合作。

4、創新及科技：結合優勢學科領域和重點
產業，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支持川港兩地
大學、科研機構在申報國家級重點科研項
目、「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等方面
展開合作。

5、法律專業服務：推動川港在法律專業服
務領域的合作，適時在川舉辦「香港法律
服務論壇」；鼓勵川港律師事務所擴大業
務合作，支持兩地法律專業人士深入交
流。

6、文化創意及旅遊：特區政府繼續通過
「創意智優計劃」資助合適項目，鼓勵兩
地園區根據雙向需求加強合作；支持川港
創意業界相互參加「香港設計營商周」
「成都創意設計周」等活動；支持「三九
大」文旅品牌在港推廣。

7、藝術和體育：推動兩地藝術文化交流，
鼓勵藝術團體赴港、赴川演出交流；深化
兩地體育方面的合作，邀請運動健兒參加
兩地的體育盛事。

8、青年交流：視疫情發展，繼續推進川港
青少年交流、培訓、實習計劃；特區政府
「青年發展基金」資助在大灣區創業的團
隊，鼓勵將業務拓展至四川；持續開展賽
馬會川港人才交流計劃，分批組織人員赴
港學習交流。

9、教育：推動教育資源分享，強化高端人
才的聯合培養；加強校際交流和職業教育
合作，持續推進川港姊妹校合作；支持香
港名校與四川合作辦學，以及港青赴川體
驗、學習。

10、衞生（中醫藥）：加強新冠疫情常態
化防控，以及區域衞生合作；四川的資源
優勢與香港的平台優勢相結合，推進川港
在中醫藥方面的全方位合作。

11、公務員交流：共同推動川港公務員交
流，分享公共服務和管理經驗。

12、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升級港人在川
「一站通」平台，促進便利港人政策落
地。

●川港金融深度合作。圖為川企「領悅服務」
在港交所掛牌儀式。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