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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繪就宏偉發展藍

圖，聚合優勢突出的粵港澳

大灣區迎來重大機遇的

同時，也須承擔更多

為中國式現代化

探索實現路徑的使命。多位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均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在推進和實現中國式現

代化上，需要更大努力突破壁壘，構建開放

大格局，使各種要素充分流動，注重區

域內部協同發展，優勢互補，分工明

確。此外，還需更多考慮香港民

眾利益，以調動港人在實現

中國式現代化上的積極

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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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葉格子 ◆版面設計：余天麟

近日，在廣州舉行的中國
創新創業大賽廣州賽區的決賽

中，來自香港、專注於商用自動駕
駛的一清創新團隊，獲得二等獎。8月

底，一清創新與港科大智能自動駕駛技
術中心聯合研發的無人車，獲香港運輸
署頒出的全港首張無人駕駛正式牌照。
目前，項目已完成四輪融資，由香港、
內地多家投資公司參投。

一清創新聯合創始人、首席戰略官詹
培勛表示：「我們來自港科大，香港的
科研對於我們項目重要性毋庸贅述。從
大灣區內地城市看，深圳高科技發展全
國領先，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有大量
人才匯集，激光雷達、傳感器高科技企
業眾多，自動駕駛測試場等產業配套也
很完善。同時，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讓我們受益非常大，學校有1,500平方米的自動駕駛實驗室，可以更好推動我們項目
的產學研。我們還在佛山有園區的應用推廣合作方，成立了銷售中心。」

他同時指出，二十大報告強調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對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都給予了高
度重視。有賴於大灣區融合創新加速，公司在這三方面均有受益。拿到全港首張無人駕駛牌

照，接下來，一清創新也將推動香港自動駕駛應用，並立足香港開拓海外市場。
此外，他還透過社團向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了「獅子山計劃」，建言香港吸引高端人才。「我很高興地

看到這份建議得到特區政府的採納，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吸引年薪250萬港
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畢業於全球百強大學並在過去5年內累積3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人士。」詹培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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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01【頭條，解碼中國式現代化之大灣區機遇（下篇）】

灣區航運及基建等領域迎發展高峰 港專業化服務獲機遇（眉）
港發揮獨特優勢融國家大局（主）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員丁力表示，收
入分配的制度改革，關係到老百姓切實的利益獲
得，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二十大報
告提到，要完善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
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
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
大中等收入群體。此外，報告首次提出「規範財
富積累機制」。
丁力說，隨着生產力發展，創新取代資本的力

量，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力量，之前依靠資本的模
式不再可取。對香港而言，參與中國式現代化面臨
很多需要解決的新課題。他舉例稱，香港最繁華
時，製造業佔香港GDP的30%，現在僅約1%左
右。大量的企業搬到內地，使香港工業化發生中
斷，轉而以資本驅動的金融和房地產等產業為主要
支撐，但這對香港底層人士而言並未受益。
丁力表示，香港底層民眾生存空間很小，不僅僅

是體現在住房方面。香港如今提出「再工業化」，
是破解香港社會當前很多問題的一種思路，而後來
形成的金融等產業優勢，仍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香港資本市場既可以對接和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經濟，也可以對接西方國際市場經濟，必然需要
探索出一條與此前不同的路徑。
丁力認為，大灣區未來融合，產業是結果，而

不是抓手。就個人營生而言，高新技術和從事傳
統產業的普通底層老百姓關係不大。「當然在這
個問題上，我們已經做了一部分工作，廣深珠都
在做港澳青年到內地就業創業平台，釋放內地的
誠意。但到目前為止，有多少港澳青年願意到內
地發展，成功比例有多少，還需進一步調查研
究。」丁力說，「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以人民

為中心，港澳問題也不出其外。」這不僅僅涉及到兩地
政府的合作，更多的是民心的融合。
「香港應該利用財政優勢，有選擇性地發展優
勢產業。我認為，香港應該發展具有高附加
值、對空間需求小的產業，且與大灣區其
他城市形成優勢互補。我也看到施政
報告中提到了生命健康、人工智能
與數據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
源科技等策略產業，這些都
是非常好的選擇。」中山
大學區域開放與合作
研究院院長毛艷華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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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為
北上港人和港企提供了

莫大的發展機遇。圖為
香港創客在佛山為港澳
青年分享創業經驗。

香港文匯報
記者敖敏輝攝

◆大灣區交通建設日趨完善，助實現1小時生活圈，有利區內城市間協調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展商早前在香港秋季五大科技展向入場人士
介紹產品。 資料圖片

◆詹培勛和公司研發
的自動駕駛物流車「夸

父mini」。 受訪者供圖

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總
書記在講話時進一步指出，在中國人民和中
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
大飛躍中，香港同胞從未缺席。中山大學區
域開放與合作研究院院長毛艷華表示，在中
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中，港澳同樣不會缺
席，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參與其中並從中
受益。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
現代化，其中「全體人民」便包括港澳台同
胞。對香港而言，共同富裕、兼顧公平，在
當下有着十分迫切的現實意義。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二級教授、廣

東省科技革命與技術預見智庫主任張振剛也
表示，中共二十大擘畫了中國未來發展的藍
圖。接下來，國家制定方針政策會持續將港
澳納入其中，也會惠及港澳民眾。與此同
時，香港通過自身連通全球、教育、科
研、人才等方面的優勢，也將在中國
式現代化中發揮獨特作用。
二十大報告中提到，高質量

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
任務。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
表示，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粵港澳大灣
區有豐富的實踐，工業化、市場化、
城鎮化水平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
產業基礎雄厚。「在中國式現
代化中，大灣區在產業、市
場以及『產學研+金融』
等方面，都大有可
為，起到引領示
範作用。」

港人留振江所在的公司主業是為國際貿易船
舶提供注油服務，合作夥伴遍布全球。他

表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地位的中國，貿易現
代化推動着中國經濟現代化。全球港口吞吐量
排名前10裏，有7家來自中國，其中大灣區佔3
家，這必然帶來船舶加注油服務的巨大市場。
香港是世界排名第四的加注油服務港口，長三
角的舟山港加注油量排名世界第五，兩大港口
的年加注油量各有五六百萬噸。廣州港同為世
界排名前10的港口，每年僅有不到五十萬噸的
加油量。同處灣區的港口之間如何系統性協調
分工，做大做強，仍是必須充分考量的問題。

提升灣區港口整體競爭力
他亦認為，繼續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

位，增強廣州、深圳國際航運綜合服務能力形
成優勢互補，提升灣區港口群整體競爭力，才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也意味着基礎建設的

投入出現巨量增長，就大灣區而言，這對北上
港商來說，是能顯現個人社會價值的巨大機
遇。6年前，「80後」港青郝桂良在廣州南沙
創立廣東志桂設備租賃有限公司。「過去幾
年，我們的高空作業設備參與了高鐵站深圳北
站、港珠澳大橋、南沙大橋等大灣區基礎設施
的建設，這些重大工程、世紀工程，其實就是
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成果。」提及中國式現代
化，郝桂良是這樣理解的。「我們不僅有中國
質量，還有中國速度、中國效率，比如，我們
公司參與作業的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8個月
就全部完工了。」
郝桂良解釋，長期以來，大橋、高鐵、機
場、港口等重大基礎設施備受矚目。而如今，
隨着灣區基礎設施日趨完善，越來越多的關注
目光投向民生和民用領域，比如體育館、文化
館、博物館等。「近段時間，我也思考了很

多。仔細梳理會發現，我們公司的發展幾乎體
現在了中國式現代化五個特徵中的每一方面。
未來，我們會以香港的專業化、標準化、國際
化、人性化的服務，在中國式現代化中找到更
多服務民生領域的機遇，作出新的貢獻。」

共同富裕仍是未來方向
大灣區較內地其他省份在向中國式現代化進

發的過程中有更高的起點，但灣區各城發展的
不均衡亦是現實。未來，協同發展共同富裕仍
是灣區最主要的工作方向。
「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是難

點，但也不是特別複雜，主要是資源和利益要
合理分配。比如，誰帶來更多的GDP，誰就享
受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看起來似乎是理所當
然，但事實上並不能完全按照這樣的思路。」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員丁力表示，灣
區需有共同目標，在市場化方面需要大家細化
分工，但分工不分家，做到發展紅利共享。而
在各個城市經濟增長方面，要允許先進與落
後。灣區要實現協調發展，必須做到經濟增長
均衡化，公共服務均等化，區域發展協同化。
他指出，未來灣區在公共服務、教育、醫
療、養老等方面實現民生領域的同步發展和公
共服務均等化，就需要對現有財政體制進一步
改革。「這次二十大中，有個重要內容是社會
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大家勞是一樣，你的經濟
總量多、財政收入多，是政策的優惠，不是你
自己的功勞。不平衡不是不努力，而是機會不
如你多。」
「粵東西北雖然經濟低一些，但公共服務可
以和珠三角無差別。因為貧富不均，會導致內
需不足，若均衡發展起來甚至未來會反哺珠三
角甚至灣區。」丁力說，相信接下來廣東省委
省政府，會將相關的工作放在比較重要的位
置。

共同富裕兼顧公平對港具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