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灣區智庫簽合作協議增交流
專題論壇倡效星招商模式 提供優惠招企業落戶「北都區」

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合會

與香港特區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

昨日在廣州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為

粵港澳三地智庫及專家學者加強交

流合作、聚力深化大灣區建設研究

提供平台。在簽約儀式後舉行的專

題論壇上，多位專家學者對深港跨

境高科技產業園區及香港「北部都

會區」的規劃提出建議，包括爭取

由中央主導園區的開發建設，參照

澳門橫琴合作模式「一線放開、二

線管住」，由特區政府負責具體管

理；將「北部都會區」東部規劃為

「五大片區」，以打破城鄉二元分

割；參照新加坡招商模式進行產業

引進，通過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在

「北部都會區」設立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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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消息：發展局局
長甯漢豪昨日到訪深圳南山考察當地片區
發展情況，先後參觀后海中心區、大沖舊
改片區和大沙河生態長廊發展項目，同日
下午返回香港。甯漢豪表示，特區政府在
發展「北部都會區」的過程中，會根據香
港實際情況，參考其他地區包括內地的舊
區開發和改造經驗，採用高效和高質的發
展模式。
甯漢豪昨日率領考察團到訪深圳南山，
包括發展局副局長林智文和「北部都會
區」籌備辦公室主任丘卓恒隨行。參觀過
程中，甯漢豪聽取了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政
府及開發商的代表分享以片區統籌模式發
展的經驗，包括如何以創新思維，將昔日
的舊區打造成集產業、文化、商業、教
育、居住等功能於一體的新發展區，並把
受污染的河道改造成生態長廊。
在這種發展模式下，單一開發商根據政府
的空間和產業規劃，承擔整個片區發展過程
中多項工作，包括拆遷補償、詳細設計、建
造、營運商住房產以至管理新建社區設施，
以提高效率和區內發展的連貫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參與了是次考

察。他表示，南山區政府與片區統籌企業
代表和他們分享以片區統籌模式發展深圳
灣的經驗，如何透過公私營合作，處理片
區的設計、建造以至管理社區設施等，將
舊區打造成集產業、居住等不同功能於一
體的新發展區。
劉國勳認為，深圳的經驗對「北部都會

區」的規劃及建設很有啟發，包括如何借
助私人市場力量建設發展區。「北部都會

區」涉及不少交通基建，包括連接前海與
洪水橋的港深西部鐵路，他們在與南山市
政府代表會面時，對方也十分關心洪水橋
與深圳灣的協作，同時希望鐵路能在深圳
灣加站，讓深圳更好地與洪水橋對接。
「深圳灣正打造超級總部基地，吸引更多
龍頭企業落戶，期望『北部都會區』建設
時，亦積極與超級總部基地對接，做到強
強聯手、優勢互補。」

甯漢豪：參考內地開發經驗發展「北都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縱橫大灣
區—香港高中生內地實習計劃2023」昨日
在港起動，今次將有300位剛剛考完中學文
憑試的學生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如廣州、
佛山等地，參加為期五六周的暑期實習，
融入當地生活，親身體驗灣區發展。有參
與實習的學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粵港澳
大灣區是國家未來重點發展的區域之一，
自己想去見識下，未來會考慮選擇在大灣
區內地城市就業，希望通過今次實習為今
後的職涯規劃累積經驗。
「縱橫大灣區—香港高中生內地實習計
劃2023」由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主辦，並
得到中國銀行（香港）的贊助支持，除了為
參加的高中生安排內地企業的工作崗位，
以及非工作日到訪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戶外
體驗活動，亦為參加者提供當地住宿。

參與者盼培養創意思維
即將啟程前往佛山圖書館實習的楊同學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難掩激動心情，
對自己能參與內地實習工作感到十分新
鮮。今次也是她首次離家這麼長時間，直
言感到有許多未知數，但確信自己的選擇
一定沒錯。「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未來重
點發展的區域之一，我一定要去見識。」
在這次實習中她希望能學習做文檔演示、
培養創意思維，為今後的職涯規劃累積經

驗。
Carney的廣州實習生活將於6月7日開

始，今次她會到一家有關生物科技的公司
體驗。「正好可以感受下內地的企業文化
和科研氛圍，以及企業如何對接科研成
果。」Carney對投身科研很有興趣，更視
今次實習是自己未來職涯規劃中的重要一
環，更會認真考慮未來是否要在內地發展
事業，「一來離家近，二來內地生物科技
方面實力強，我想看看到內地工作是否適
合自己。」
香港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巡視員劉懋洲在

活動上寄語學生們，深刻認識國家對香港
青年學生的關心和厚愛，在學習和實踐中
自覺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在實
習崗位上大膽迎接工作挑戰，錘煉過硬本
領，發揚「獅子山精神」，展現新時代香

港青年朝氣蓬勃、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
為將來更好地服務香港、報效國家打下堅
實的基礎。

冀青年抓灣區發展機遇
身兼中銀香港總法律顧問的立法會議員

簡慧敏致辭時表示，中銀香港資助推行今
次實習計劃，希望提供平台讓青年發揮潛
能，冀能協助培育愛國愛港的未來棟樑，
讓青年放眼國家，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機遇。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執行董事王耀瑩

表示，為即將入讀大學的高中生安排一次
暑期實習，特別是到內地城市十分有意
義。學生們可以見識到充滿發展機遇的灣
區、體驗真實職場環境，相信對大家今後
的學業、生活及職業規劃都有幫助。

300港生赴灣區實習 盼為職涯規劃儲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消息：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繼續在北京的
訪問行程。她到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國際司副司長、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對外事務協調推進組組長潘江
會面。何永賢表示，會帶領房屋局加強與內地聯繫，抓緊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帶來的機遇，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並積極發揮橋樑作
用，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何永賢昨日又與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王凱會面，了解該研

究院推動城市政策制定的工作。研究院透過全國城鄉基礎信息平台，
廣集不同數據，以分析不同地方的發展維度。大家就土地使用、房屋
規劃和社區建設等作交流。她分享了香港在公共房屋管理及置業階梯
方面的工作。
何永賢隨後到訪屬國有企業的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參觀其發

展的社會保障性住房項目，包括項目內的餐廳及其他共用配套設施，
並與居民傾談，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她又參與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
設委員會及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舉行的座談會，進行交流研討。

特首政策組組長黃元山昨日現場見證廣東和香港兩
大智庫機構簽署合作協議。他表示，政策組非常

重視社會的政策研究力量，與大灣區各地智庫的合作
是優先目標。他相信這次兩地智庫聯合舉辦的活動可
以大大增加大灣區各個智庫間的相互了解，為未來強
化合作奠定基礎。
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合會會長、暨南大學黨
委副書記孫彧表示，將以協議簽署為契機，進一步推
動粵港澳三地智庫交流合作達到新的水平，更好服務
大灣區建設。
香港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執行會長張志剛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內擁有完善的產業鏈，從研發到製造、
從大學基礎研究到金融配套，還有方方面面的專業服
務都一應俱全。更重要的是，粵港澳大灣區是全國最
開放的區域。我們智庫界有「大灣區速度」的支持，
擁有非常好的發展機會，未來攜手合作定能為國家發
展作出更大貢獻。

在簽約儀式後，現場舉行了「推進香港北部都會區
發展與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專題論壇。來自粵港
澳三地的9位專家學者聚焦香港「北部都會區」與大灣
區融合發展的重大議題作了交流發言。
香港利豐研究中心董事總經理張家敏認為，深港跨

境高科技產業園區的空間布局，應該首先在港深緊密
互動圈的深港邊境河套地區進行選擇。「建議由中央
主導園區的開發建設，以使園區建設規劃專策土地快
速且以較低成本獲得開發，這樣能有效保證項目快速
啟動及之後所實現的經濟規模。」
他建議園區考慮香港以至CPTPP等制度，參照澳門

橫琴合作模式「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由特區政府
負責具體管理。「兩地亦應該談妥在企業稅收及兩地
利益分配方面制定出雙贏方案。」若香港能在合作管
理中積累更多的管理先進工業園區的經驗，未來香港
就更有信心參考新加坡做法，在內地不同城市營運
「飛地」模式的工業園，讓香港更進一步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北部都會區』的成敗在於產業導入，關鍵在於

產業能不能成功，要避免成為幾個加強版新市鎮加上
一個放大版的『科學園』拼盤。」香港「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認為，當前「北部都會區」整
體規劃缺乏國家戰略高度的思維，仍然沿用舊有「新
市鎮」的開發模式，公營房屋比例高，經濟產業用地
尤其是科創用地尚不足夠。他建議在香港「北部都會
區」合作開展「一心兩廊」的建設，作為下一步深港
合作的「早收項目」。「一心」指的是「大河套科創
核心區」，「兩廊」指的是「深圳灣科技創新走廊」
和「東部口岸走廊」。

倡「北都區」劃「五大片區」
同時，「北部都會區」東部可對接羅湖、文錦渡、

沙頭角、蓮塘這些口岸規劃為「五大片區」，包括國
際教育及醫學城、羅湖綜合商貿區、沙頭角走廊、紅

色歷史旅遊區、紅花嶺郊野公園，將這部分打造為
「北部都會區」的先導區。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祺也認為，「北部都會

區」的建設不應只眼於增加土地房屋供應，而應該
加強香港與深圳交通基建的聯繫、發展新產業並推動
香港經濟多元化。
他表示，「北部都會區」還可參照新加坡招商模式

進行產業引進，即提供慷慨的優惠政策吸引企業設立
總部，而政府需要確保政策支持力度和企業的貢獻是
「等價交換」的。
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建

議，「北部都會區」可以重點研究引進深圳、廣州的
先進製造企業，比如新能源汽車、集成電路、人工智
能等符合國家戰略方向的產業，又建議粵港共同設立
大灣區科創基金，以促進研發要素高效、便捷地流
動，後續還應加強香港「北部都會區」與內地在政府
層面和專家層面的機制對接。

◆1日，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合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粵港澳大灣區智庫聯盟簽署
戰略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簽約儀式後，專題論壇隨即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甯漢豪一行
參觀深圳南山
區片區發展的
模型，並聽取
開發商代表的
介紹。

◆「縱橫大灣區—香港高中生內地實習計劃2023」於昨日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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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賢（左二）到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國際司副司長、推
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對外事務協調推進組組長潘
江（右三）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
率團到訪內地，並視察內地比
亞迪研發的「雲巴」鐵路系
統。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
昨日與傳媒聚會時表示，雖然
「雲巴」只有兩卡車，屬中低
運量的鐵路系統，但初步認為
其技術可適用於香港，而對正
進行研究的東九龍線，「雲
巴」是其中一個可考慮的技術
方案。特區政府已向有關方面索取「雲巴」的爬坡能力等相關資料，預計今年中
會完成研究。政府亦會研究是否在啟德發展區的多元組合環保連接系統中重新引
入集體運輸系統。
針對香港多個行業面對招聘困難的問題，有消息指專線小巴及旅遊巴行業擬輸
入非本地司機。林世雄表示，交通運輸是社會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處理人手問
題，「輸入外勞」必然是其中一個方法，特區政府會於短期內推出應對人手不足
的方案。
如最終決定輸入非本地司機，林世雄表示，政府定會妥善處理有關的安全問

題，「例如左軚右軚都存在習慣上的分別，一定要他們（外勞）熟悉香港嘅情
況，以及考取相關本地商用車駕駛執照。」他相信，輸入的司機會是定線駕駛。
他表示，明白勞工界存在反對聲音，不同政策局正在審視相關政策，一定會以
保障本地工人為第一考慮，不會閉門造車，例如建造業輸入外勞的同時，會周詳
考慮如何影響本地從業員，以保障本地工人，亦會與運輸業界溝通，即使輸入外
勞亦需要接受培訓及考取本地車牌。由於屬商用車輛牌照，因此並不影響現時考
牌及獲發牌照需時的私家車牌輪候隊伍。

東九龍線研引「雲巴」
運輸局料年中完成研究

◆林世雄（右三）昨日與傳媒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