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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頒布四周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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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政府官網及公開信息 單位：元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 截至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接近
13萬億元。躋身世界主要經濟體前10名

◆深圳、廣州、佛山、東莞、香港5個GDP萬億
級城市共同組成了大灣區「萬億級城市群」

◆ 2022年，大灣區內地9市進出口總值7.94萬
億元，佔廣東省進出口總值的95.6%，佔全國
進出口總值的18.9%

◆ 2021年，廣東對港澳進出口1.18萬億元，佔
廣東外貿總值14.2%

◆ 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全球招商大會達成合
作項目853個。投資總額達2.5萬億元，彰顯
粵港澳大灣區強大引力

◆ 2022年共有24家大灣區企業上榜世界500
強，涵蓋金融、科技、汽車、醫藥、家電、房地產
等行業

◆ 科研投入：2022年廣東省研發經費支出
4,200億元，佔GDP比重3.26%。

◆大灣區高水平實驗室數量：國家實驗室2個；
廣東省實驗室10個；國家重點實驗室30個；
香港澳門聯合實驗室20個

◆ 2022年，大灣區內地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
達到1,092公里

◆預計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鐵路（含幹線和
城際鐵路）網絡運營及在建里程達到4,700
公里

就業：
◆「灣區通」工程深入推進，取得內地註冊執業
資格的港澳專業人士已有3,100多名

◆累計超過30萬人次港澳居民在粵參加養老、
失業、工傷保險

◆醫生、教師、導遊等8個領域港澳專業人士執
業資格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實現互認

◆已經研製涵蓋食品、中醫藥、交通、養老等25
個領域的110項「灣區標準」

金融：
◆累計開立「跨境理財通」業務相關賬戶50,167
個；辦理資金跨境匯劃15.61億元人民幣

醫療：
◆「港澳藥械通」持續推進，累計批准引進24個
藥品、13個醫療器械

◆超過72萬瓶港澳外用中成藥進入大灣區內
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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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高層團今訪粵 發掘灣區新故事
再造新廣東 港迎新機遇 交流急升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
連日來，廣東各地掀起齊心協力抓發展的熱
潮，多個重點項目工程建設如火如荼地進
行，不斷傳來建設進度條刷新的好消息。今
年，廣東將錨定高質量發展首要任務，扎實
抓好重大工業項目建設，計劃重點建設項目
共1,530個，總投資達8.4萬億元，續建項目
1,281個，新開工項目249個。
深圳前海合作區內的粵港澳大灣區核心
樞紐工程——深中通道的施工現場一片熱
火朝天。隨着近280噸的鋼箱樑被吊索穩穩
固定於91米高空之上，深中通道伶仃洋大
橋又一片鋼箱樑完成吊裝。這座連接着中
山、深圳、廣州三地的世界級集群工程，
預計將在2024年實現通車。另一側，江門
與珠海之間廣闊的黃茅海水域塔吊林立、
機械轟鳴，鋼鐵棧橋上工程車輛絡繹不
絕，黃茅海跨海通道項目正在為主塔早日
封頂做最後衝刺，預計今年上半年實現全
部封頂。
與香港息息相關的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
程亦進入衝刺階段。由於東江供水的利用

率已經達到國際警戒線頂峰，為此廣
東啟動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建設，
預計今年12月份將正式通水。項目設
計年供水量17.08億立方米，建成後將有
效解決廣州、深圳、東莞生產生活缺水問
題，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多水源保障
體系。

各地支柱產業大項目搶開工
廣東高質量發展大會後，在廣州、深

圳、東莞等地，546個總投資約9,500億元
的重大項目紛紛開工建設。廣州以數字化
技術賦能發展先進製造業，當地正鞏固提
升汽車、電子、石化等支柱產業。在佛
山，為撐起製造業當家的大舞台，當
地積極推動家電、鋁型材、陶瓷、傢
具等傳統產業鏈群互動、轉型向
優。東莞是國際製造業名城，當地
着力推動千億級的食品飲料、服
裝鞋帽，百億級的化工、玩具
等傳統產業集群不斷邁向
中高端。

粵力推高質量發展
重點工程建設加速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而沒有
基礎和前沿領域的原始創新，科技創新就沒有根基，誰在
基礎研究領域領先，誰就掌握了高科技領域的話語權。只
有啃下「從0到1」的硬骨頭，才會迎來「從1到100」的

井噴式發展。由此來看，強化基礎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改革排頭兵 下好先手棋
記者留意到，在優化科技力量建設布局、補足基礎研究短

板方面，積極為中國高質量發展探路的「改革排頭兵」廣
東，已經把握大趨勢，下好了「先手棋」。去年10月底，
剛剛履新廣東省委書記的黃坤明，就帶隊趕赴廣州生物
島，走進廣州實驗室，就生物科研攻關等課題展開調
研。而在備受矚目的「兔年新春第一會」上，黃坤明又
特別提到，鵬城實驗室、廣州實驗室等重要項目為廣東
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外界關注到，在高層重視和頂層設計背後，是實打實

的科研經費保障和看得見的科研成果產出。2022年廣東研發
經費支出約4,200億元，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3.26%，實現
將三分一以上省科技創新戰略專項資金用於基礎研究；同樣就
在去年，廣東祭出「十年磨一劍」的決心，圍繞基礎與應用基
礎研究推出十年「卓粵」計劃，重點聚焦量子科技、腦科學與
類腦、半導體器件和集成電路等領域，為在全國31個省份區
域創新能力評價實現「六連冠」，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開門搞研究粵港澳協同
更值得一提的是，廣東並沒有「關起門」來搞研究，而是

利用粵港澳協同創新的天然稟賦，發揮各自所長，實現優勢
互補，為科技創新提供一片沃土。

一方面，以橫琴、前海、南沙為支點，不斷加強與國際創
新資源對接，更好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目前，以廣深港科技
創新走廊為脊樑的大灣區創新資源集聚空間格局已初步形
成，打造了一支體現國家使命、具有大灣區特色的「科技王
牌軍」。

另一方面，也不斷推進在大灣區體制機制一體化上的探索
和創新，完善財政科研資金過境港澳使用管理制度，廣東省
自然科學基金、省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重大項目已向港澳開
放，還加快了向港澳開放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國家超算廣州
中心港澳網絡專線已服務港澳地區用戶超200家。

與此同時，為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廣東還與港澳加強合
作，實施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出台政策「組合拳」延攬各方
人才，着力營造「近悅遠來、拴心留人」的創新創業環境。

科技發展史表明，基礎研究是創新驅動的先導，更是科技
創新的源泉。圍繞「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
金融+人才支撐」的全過程創新生態鏈，廣東已攜手港澳提
交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灣區方案」。期待三地在未來的合作
共贏中，能實現更多「從0到1」的原創性突破，打造基礎研
究的「灣區模式」，跑出科技創新的「灣區速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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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基礎研究的「大灣區方案」

◆◆大灣區建設大灣區建設加加
速速。。圖為建設中圖為建設中
的深中通道的深中通道。。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廣州傳真

◆◆「「再造新廣東再造新廣東」」提出後提出後，，海內外媒體關注海內外媒體關注。。圖圖
為在廣州拍攝的飛行汽車為在廣州拍攝的飛行汽車「「旅航者旅航者XX22」」。。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2月月2020日起日起，，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
註政策註政策，，為大灣區科研交流活動提供便利為大灣區科研交流活動提供便利。。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復常通關後復常通關後，，越來越多香港考察團越來越多香港考察團到大灣區到大灣區
內地城市走訪內地城市走訪。。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坐最早的高鐵往返粵港開會，方便快捷！」香港青
年葉興華在朋友圈開心地分享一條動態。上午8

點從香港西九龍出發，葉興華乘坐高鐵只需48分鐘即可
抵達廣州南站。最多10分鐘車程後，他便能坐在位於
佛山南海三山科創中心的辦公室內，與同樣來自港
澳的創業青年團隊開會。這樣的「雙城」生活，對
於葉興華來說已經是常態。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復常通關後，從香港到佛山的考察團體數量
已經逐漸恢復到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北上」「南下」密密行
而廣東高質量發展大會召開之後，大灣區內

地城市亦不斷組團「南下」到香港招商、交
流。隨團到香港考察的Vivo維沃移動通信有限
公司高級芯片規劃總監孟祥育，笑言此行收穫滿
滿。他說：「在香港為期三天的考察活動讓我們收
穫良多，其中最大的收穫就是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課
題組達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今年廣東「新春第一會」後，廣東各地市紛紛將香港設

為首個招商目的地。廣東省商務廳率先在香港舉辦了投資
貿易政策宣講會，瞄準製造業、總部企業兩大重點方向精
準招商。佛山、深圳、廣州、東莞等市也陸續組團赴港訪
問，開展交流合作。
通則暢，暢則興。隨着內地與港澳人員往來全面恢
復，流動的大灣區處處生機盎然、活力迸發。前海現代
服務業發展提速；南沙進一步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
面合作；橫琴服務港澳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作用不斷增
強。三大平台正在「以點帶面」引領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向縱深推進，積極打造高質量融合發展典範。

粵港合作意願強烈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和廣東的經濟發展便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廣東發展得好，香港
自然也會迎來更大的機遇。」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中
山大學粵港澳研究院首席專家陳廣漢表示，香港作為外
向型經濟體，發展離不開外部環境的支持。如今鄰近的
廣東省有了「再造一個新廣東」的宏偉發展目標，香港
需要把握時機，特別是務求實效，利用好香港的國際化
優勢，憑借高度開放的國際化營商環境和集聚國際高端

要素的能力，在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成為內地與全球市場
的橋樑和紐帶。
陳廣漢表示，近段時間粵港兩地交流合作意願十分強

烈，不同領域的交流團紛紛「北上」和「南下」，香港特
首李家超於本周啟程走訪廣東，香港傳媒高層人士也組團
參訪大灣區內地城市，各行各業都展現了更加積極有為的
作風、更加和諧融洽的氛圍。而這種「雙向奔赴」推動的
不僅是人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和信息流的融合，更
重要的是促進粵港兩地核心優勢的互補合作。
據了解，此次香港傳媒高層人士大灣區參訪團將一連

考察廣州、深圳、東莞三座大灣區內地城市，與各界人
士作深入交流，親身感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跳動脈
搏，充分發掘在廣東高質量發展中的香港新機遇，進一
步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務實合作，攜手講好粵港澳大灣
區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雙向奔赴」密集湧現，灣區建設按下

「加速鍵」！隨着內地和香港全面恢復通

關，繁榮而忙碌的粵港澳大灣區正在逐漸

回歸。尤其在廣東省高質量發展大會之

後，粵港兩地重啟頻繁的經貿投資往來，人員之間、企業之間、機構之間、

政府部門之間的「雙向奔赴」加速升溫，交流層次亦不斷提升，呈現出一片

生機勃勃的新氣象。自23日起，香港傳媒高層人士大灣區參訪團也將開啟為

期三天的廣東考察行程，走訪大灣區內地城市廣州、深圳、東莞，到港澳青

創基地、創新中心、科技企業等地進行實地考察，了解廣東高質量發

展過程中所蘊含的香港機遇，冀望借助考察機會，推動兩

地交流合作，講好協同創新、互利共贏的灣區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