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港加強專業服務合作 20對項目簽約60億元
中總與浙商總會簽合作備忘 梁振英冀港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

以「開放提升促發展 夥伴同行創

未來」為主題的浙港現代專業服務

合作會議昨日在浙江杭州舉行，涉

及製造業、金融服務、法律服務、

文化服務等20多個專業服務領域的

270多名浙港兩地嘉賓參會。20對

浙港企業就現代專業服務合作項目

進行簽約，總額約人民幣 60.2 億

元，香港中華總商會與浙商總會還

代表兩地企業簽署建立友好合作關

係備忘錄。會議期間，浙江省委書

記易煉紅會見了參加此次會議的香

港中華總商會考察團及香港專業人

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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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鑑滔本 港 新 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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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帥
誠 江門報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赴
粵專題調研組一行人昨日下午在廣
東江門調研，先後走訪了江海基層
立法聯繫點和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江
門巡迴審判法庭。
「很難想像，一個城市下面的一

個區，都會有專門地方，可以讓市
民自由表達自己對國家立法的意見
建議，促進國家立法的不斷完
善。」吳永嘉代表表示，沒想到一
個江門市江海區就有三個街道代表
團，分布在不同的地方，通過這些
代表收集民意，由下至上讓廣東人
大乃至全國人大了解民意民情，從
而讓立法更符合民眾實際需要，
「這就是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其中
一方面的最佳體現！」
在江海基層立法聯繫點，代表們

了解到，該聯繫點迄今已完成61項

立法意見徵集任務，上報1,264條意
見建議，已審議通過的48個立法項
目中，上報意見建議623條，被採納
125條；正在審議的13個立法項目
中，上報意見建議641條；先後圍繞
愛國主義教育、僑捐物資管理、制止
餐飲浪費等課題開展專題調研，高質
量完成多篇專題調研報告。
在參觀完兩個調研點後，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樓家強用「大開眼界」
來形容自己的感受。他表示，過去
很多港人對內地司法機制了解不
足，也會從媒體上了解到一些關於
知識產權的案件和糾紛，通過實地
走訪，自己更加清晰認識到，內地
司法機關在確保公平公正及增加透
明度上都做得很好，還有專門的法
院和調解中心為企業提供知識產權
方面的服務，相信可以讓港人，特
別是港青北上發展更有信心。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合作會視頻致
辭表示，香港的專業服務在國家改革

開放歷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和地位。
新形勢下，更需要進一步發揮香港專業服
務的功能和作用，助力國家走好高質量發
展的「最後一公里」。香港要更加積極主
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
「推進現代化專業服務合作的課題是浙
港合作的新領域，我們要深入研究對接，
走深走實。」梁振英表示，除了傳統的上
市、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之外，在知識
產權、船舶買賣、航運保險、市場營銷等
細分領域都是雙方新的合作範疇，可以為
浙江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
浙江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邱啟文表
示，真誠希望浙港夥伴攜手合作，在深化
「1+1」機制中成為戰略夥伴，同心謀未
來；在深化「1+4」模式中成為合作夥

伴，同向創未來；在深化聯誼交友中成為
知心夥伴，同行迎未來。
「我們知道，浙江正在致力加速發展高

科技工業，特別是數字經濟、生物科技、
醫療及新材料。香港近年來也在大力構建
創科生態環境，強化創科產業布局，推動
創科產業化，聚焦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
範疇，跟浙江目前的發展不謀而合。」香
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表示，「香港在

移動支付、物聯網應用等方面發展空間巨
大，浙港兩地可集結高新技術研發力量，
結合浙江在高端製造業的產業優勢，共同
推進創新科技和相關產業合作發展。」

蔡冠深：港應充分利用國際人脈網絡等優勢
他認為香港可充分利用國際人脈網絡、

熟悉環球經貿與法規等優勢，更好發揮連
接浙江與世界各地的門戶功能，提升「走

出去、引進來」的成效。
談到此次與浙商總會簽署的友好合作關

係備忘錄，蔡冠深告訴記者：「『走出
去』絕對是香港的強項。我們今年的部署
是要把東盟、歐盟、東北亞以及海灣地區
等國家和地區都要盤活，我們會把這些計
劃部署向浙商總會提出，浙江感興趣的企
業可以和我們一起『走出去』。」
浙商總會會長南存輝表示，香港現代服

務業發達，而浙江是製造業大省，浙港兩
地在金融科技、生物醫藥、人工智能、互
聯網、區塊鏈等諸多領域合作前景廣泛。
「香港已經成為浙江第一大外資來源地、
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以及企業境外上市
和發債、境外參展的首選地之一。浙江企
業可以充分利用香港專業服務平台，特別
是在金融、法律、會計、物流和市場推廣
等方面，提升國際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帥誠 廣東報道﹚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赴粵專題調研組一行人昨日繼續在廣東
茂名調研，了解荔枝產業種植及加工銷售情況。代表們
認為粵西漁農產業發達，香港有國際網絡優勢，雙方可
以聯手進行海外銷售推廣等方面的合作，香港還可以參
與相關技術研究，利用高科技手段延長荔枝保鮮期，參
與產品包裝設計等，攜手將荔枝等鮮果賣到世界各地
去。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來到成園於
隋唐年間、位於高州市根子鎮的貢園，看到樹齡在500
年以上的荔枝樹，特別是僅依靠部分樹皮連接土地便能
存活的1,300年樹齡的古荔枝樹，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們
都很是好奇，紛紛諮詢各種荔枝種植知識。
據介紹，作為省級「一村一品」荔枝生產專業村，柏
橋村荔枝種植歷史有2,000年左右，現種植荔枝面積
6,800畝、年產量約4,300噸；種植龍眼420畝、年產量
約250噸。2022年根子柏橋龍眼荔枝專業合作社組織或
幫助銷售荔枝鮮果2,400多噸，桂圓肉300多噸，營業
額達1,320萬元人民幣；柏橋村農產品加工年產值一億元人民幣，
帶動了3,000多人就業，吸引了愈來愈多年輕人回流。

參考鄉村振興 制定農業發展目標
在這裏，荔農通過大面積種植荔枝發家致富的例子比比皆是，
由此發展起來的荔農家庭建起了新樓，開起了汽車，生活愈來愈
紅火。身為元朗區議會主席的沈豪傑代表表示，鄉村振興是香港
人比較陌生的一個概念，但是香港政府也希望保留部分的農業空
間，可以考慮向農業高科技方向發展，包括制定明確的農業發展
目標，為農業發展提供相關政策支持等。
黃冰芬代表也認為，與內地市場需求不同，香港的農業目前僅
有少量蔬菜種植集中在北區，且以價格較高的稀有品種為主，「要改
變現狀，應該學習茂名這樣的規範化種植，引入更多高科技種植技
術，把產品品質把控好，發展出一條高質量高價值農產品的道路。」
黃英豪代表認為，湛江和茂名都在農產品生產方面有得天獨厚
的條件，但產品深加工及供應鏈仍有發展空間，建議借助粵港澳

大灣區其他城市例如江門來做產業延伸，江門在食品加工方面有
產業優勢，粵西城市要密切與整個大灣區發展的交流合作，食品
深加工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

港可助內地農產品走向國際
李應生代表品嘗了茂名各種荔枝產品後讚不絕口，但他也發

現產品在包裝和宣傳上仍有改善空間，他認為香港可以參與其
中，例如對有養生功能的飲料進行重新設計包裝，改用適合長
途運輸的包裝材料等，幫助內地農產品走向更廣闊的海外市
場。
陳曉峰代表在與這兩天走訪的漁農企業交流中發現，他們對香

港市場都有很大的興趣，「當我建議將網箱養殖技術帶到香港
時，恒興集團表現出很大的興趣。」當陳曉峰了解到蠔可以生存
的水域就適合養深海魚時，他認為香港未來可以學習湛江，用政
策來支持發展深海養殖，並與湛江進行差異化發展，他相信「湛
江技術+香港國際網絡」可以拓展更廣闊的海外市場。

調研粵西漁農產業 人大代表：港網絡優勢助推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黃寶儀江門報道）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赴粵專題調研組來到珠西創谷（江門）科
技園，了解當地港澳青年創新創業情況。珠西創谷（江門）科技
園行政總裁馬振富介紹，珠西創谷是廣東省認定的四個「港澳台
科技企業解化器」之一，已服務香港企業代表5,014人，園區累計
孵化港企79家，在孵香港企業42家，畢業香港企業37家，目前
園區香港員工有113人。
「新一代電子信息、生物科技和環保節能三大類是我們主要入孵的

項目，孵化器內的企業知識產權數累計達673個，獲得國內外各類獎
項逾98個，帶動就業人數累計逾700多人。」馬振富自豪地表示。
在只隔着一個街角的江港澳科技轉移中心，已成功轉化的AI智
慧海洋牧場項目，展示出了用石墨烯複合新材料製作的沉箱設計
方案，項目提供的智慧海洋牧場系統具備數字漁場管理子系統、
養殖大數據分析子系統、海洋水質監測子系統等多個功能。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和霍啟剛拿起現場展示的AI智慧海洋牧場專
用材料仔細端詳，並用手機拍下產品介紹。
馬振富還介紹，位於同一空間的江港企業發展中心，為解決企
業有關資金需求及發展問題，對接江門及香港兩地政府的優惠政
策，協助江門市及園區的企業申請香港、江門或省級、國家級的
優惠補貼，實現多方資源共享。利用自有孵化基金，同時引入港
澳台的基金及風投，解決企業壯大的資金問題。

人才購房最高補貼40萬元人民幣（約44萬港幣），邑科貸年度累計
最高可達1,000萬元（約1,102萬港幣），高企建設省級以上技術創新中
心最高補助3,000萬元（約3,305萬港幣）……看到江門政府面向香港的
人才、企業有這麼多優惠政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梁美芬激動地拿手機
拍下政策展板，「我要回去告訴香港的年輕人，讓他們來看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仲尼則建議，要吸引更多港青前來進駐，

珠西創谷需要加強高新科技和金融生態的支持，這兩點恰好也是
初創企業最需要的幫扶。

訪珠西創谷 讚創業政策優厚

◆人大代表在貢園門口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人大代表在體驗江門E法庭自助服務終端。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

◆人大代表調研珠西創谷（江門）科技園的項目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1+1」合作夥伴項目簽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

人大代表談調研啟示
梁美芬：
對比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到北京讀書時的生活，現在內地二三線城市

的生活質量都非常高，已經可以平衡好經濟發展和環保之間的關係，像粵西
就有很多值得驕傲的項目，可以設計成參觀體驗線路，讓香港年輕人前來看
一看，了解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成果。湛江、茂名這些養殖、種植項目的科研
攻關也可以多吸納香港年輕人參與，對於培養他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有好
處。

林順潮：
調研中看到的湛江海產和茂名農產品能夠擁有可觀的銷量，與內地發達的

電商產業以及當地發達的港口運輸業密不可分，希望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推進，香港的海產也能夠借助電商渠道和發達的運輸走得更遠。

冼漢廸：
在湛江我們看到了恒興集團的深水網箱養殖和國家863基地，培育繁殖了大

量不同品種的海洋魚蝦且產品穩定。香港本身也有漁業，希望在國家推動下
可以將這些先進的海產養殖技術分享給香港漁業，幫助香港提高漁業產量，
以滿足香港海產的出口需求。

陳曉峰：
香港可以與內地業界進行合作，設計出相關高鐵沿線產品，如荔枝園採

摘、親子研學等，讓更多港人通過互動體驗，了解認識大灣區內地城市及廣
東的不同城市，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帥誠

◆香港中華總商會與浙商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