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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自貿區推進與港澳機制對接
商務部明確未來3年自貿區164項重點工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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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葉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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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港車
北上」即將7月1日起經港珠澳大橋入粵。珠海市
政府15日舉行發布會明確，推出空陸多措施共建
「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包括持續推動大橋珠
海口岸「一站式」系統升級，加快推進粵港澳物流
園、「經珠港飛」項目；支持香港海關提出的「空
陸鮮活食品專屬快線」計劃，暢通粵西地區供港生
活物資經大橋運輸通道。據珠海市商務局最新統
計，目前僅粵港澳物流園重點在談項目便達21
個，包括香港機場飛機零配件、藥品、冷鏈物流等
項目，可望帶來逾6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外

貿進出口增量。
「當季荔枝從茂名高州採摘後，12小時內可運達
香港油麻地果欄市場。」高州市根子柏橋龍眼荔枝
專業合作社負責人何達為表示，隨着粵西到香港的
跨境通道日趨便捷，鮮活農產品供港將更加快速。
珠海市商務局局長沈岩透露，目前珠海正建設「港
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暢通粵西地區供港生活物
資經大橋運輸通道；而香港相關部門也將配齊大橋
香港口岸查驗配套設施，屆時粵西地區水果、蔬菜
等經港珠澳大橋僅需4小時內便抵達香港。
珠海市政府副市長李翀25日在發布會上表示，

目前正充分發揮港珠澳大橋「一橋連三地」的獨特
優勢，以跨境物流為主攻方向，以跨境物流促進外
貿倍增，進而帶動內地與港澳之間物流、資金流、
信息流的快速融合發展，進一步促進內地與港澳攜
手合作，打造成為服務粵港澳大灣區、輻射粵西、
連接內地大西南地區、促進國家東西部協作的經貿
新通道。他稱，目前以港珠澳大橋延長線為軸，自
東至西布局建設包括「粵港澳物流園」等一批重要
載體項目，並設立專項資金，出台系列扶持政策，
對重點項目落戶、外貿進出口、大橋運輸、跨境物
流業務等給予全方位資金扶持。

物流企將圍繞大橋增設運輸路線
沈岩透露，擬於6月28日在珠海舉辦「共建港珠
澳大橋經貿新通道大會」，港澳相關政府部門、物
流商協會和重點物流企業亦將參會，共同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粵西乃至內地大西南地區的物流、經貿
等相關產業聯動加速發展；其間，粵港澳物流園、
空港國際智慧物流園、粵港澳大灣區海產品交易中
心、珠港「空-陸-空」聯運物流通道、粵西地區水
果大橋出口通道、預製菜大橋進出口通道等載體項
目將正式啟動。「屆時，港珠澳大橋的物流運輸功
能更加凸顯。」香港物流商會有關負責人認為，大
灣區的物流運輸格局正在向理想的「東進東出、西
進西出」轉變。
「粵西物流企業利用港珠澳大橋進出口貨物，不

僅縮短了通行的時間，保障了產品的質量，還能將

更多優質的產品運往香港、澳門乃至全球各地。」
順豐速運粵西區公共事務部總經理胡金鳳表示，順
豐將在珠海設立專門的辦事處，圍繞港珠澳大橋增
設更多的運輸路線。據了解，目前珠海正推動申報
建設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進境肉類、水果、冰
鮮水產品、食用水生動物指定監管場地，加快打造
珠海與港澳深度合作「樣板工程」，為粵港澳發展
提供新動能，為內地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提供示範。

科企：助灣區科技進一步交流合作
珠海市招商署相關負責人表示，接下來，珠海將

大力支持「港澳總部經濟+開放人才+珠海產業載
體」協同發展模式，歡迎港澳企業家來珠建立總部
基地、銷售中心、研發機構。推動「港澳科技孵
化＋珠海產業轉化」無縫對接，積極探索設立離岸
國際研發平台，聚集一批港澳科技企業在珠海創新
創業。而今年上半年赴港舉辦3場推介會，現場簽
約18個項目涉投資額近36億元人民幣，涵蓋新一
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與健康、貨運物流等領域。
珠海硅酷科技團隊核心成員均來自香港，目前在珠

海、香港兩地設立雙研發中心，自主研發三條產品
線，是華為等知名公司的長期合作夥伴。該團隊研發
經理周叢表示，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建設，疊加
「港車北上」的即將落地、深中通道等硬聯通的實
現，將為珠港帶來更廣闊的發展前景。「期望粵港澳
三地的進一步融合，能助力灣區科技領域的進一步交
流合作，進一步完善大灣區產業鏈、創新鏈。」

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道 粵西蔬果四小時抵港

◆ 「港珠澳
大橋經貿新通
道」將服務大
灣區、輻射粵
西、連接內地
大西南地區，
圖為貨車經大
橋珠海口岸。
香港文匯報
珠海傳真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以自貿
試驗區建設10周年為契機，加快實施自貿試

驗區提升戰略，推動高質量發展，商務部會同有
關地方、部門制定《工作清單》。
此份《工作清單》明確了2023—2025年相關自
貿試驗區擬自主推進實施164項重點工作。《工作
清單》將在加強分類指導、促進改革創新和強化
系統集成三個方面發揮作用。

精準定位施策 實現差異化個性化發展
據商務部網站25日消息，《工作清單》立足中
央賦予各自貿試驗區的戰略定位及發展目標，以
清單方式列明未來3年各自建設方向和重點事項，
推動各地精準定位、精準施策，實現差異化、個
性化發展。
如，支持廣東自貿試驗區積極深化與港澳在貿
易、投資、金融、法律服務和職業資格互認等領
域合作，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鼓勵
廣西、雲南等自貿試驗區充分發揮沿邊區位優
勢，積極推進邊民互市貿易進口商品落地加工，
促進邊境貿易創新發展。

根據公布在附件中的廣東自貿試驗區重點工作
清單（2023-2025），除上面提到的深化與港澳資
格互認和規則銜接外，還包括推進「大灣區組合
港」「灣區一港通」建設，建設跨境貿易全球供
應鏈管理中心，將建設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將
支持建設具有深港現代服務業特色的綜合保稅區
等（見表）。

擬建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
此外，《工作清單》涵蓋了各自貿試驗區主動謀

劃、自主推進的一系列重點工作，有利於充分發揮
地方首創精神，調動地方改革積極性和主動性，因
地制宜不斷深化改革實踐創新。如，上海自貿試驗
區着力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深入推進「一網通
辦」「一業一證」改革，建立健全行業綜合監管制
度；浙江自貿試驗區聚力發展數字經濟，有序推進
數字人民幣研發試點和跨境數據流動便利化試點，
為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探索經驗和路徑。
《工作清單》還賦予各自貿試驗區集成性的目標

任務，各地可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完善配套政策，加
強重大制度創新系統集成、協同高效，形成更多可

複製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如，天津自貿試驗區
重點建設世界級的租賃產業集群，山東自貿試驗區
積極開展海洋經濟創新，江蘇自貿試驗區加快打造
生物醫藥產業集群，進一步做強做優產業基礎，加
快形成現代產業體系，增強發展內生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日前發布

《自貿試驗區重點工作清單（2023—2025年）》（以下簡稱

《工作清單》），明確未來3年相關自貿試驗區擬自主推進實施164

項重點工作，每個自貿試驗區重點工作7-10項，包括重大制度創新、重

點發展產業、重要平台建設及重大項目活動等。其中包括支持廣東自貿試驗

區積極深化與港澳在貿易、投資、金融、法律服務和職業資格互認等領域合

作，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等。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學位委
員會委員白明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工作清單》的發
布，相信會將粵港澳三地之

間的合作潛力越挖越大，將該地區對外開放的功
能進一步釋放。而清單中未來三年重點聚焦的金
融、法律、物流、服務業等工作範疇，又充分體
現了「港澳所長、國家所用」。

談及發布時間點，白明認為，在國際經濟形勢
錯綜複雜的背景下，更凸顯出中國通過高水平對
外開放提升國際影響力的迫切性。「在高水平對
外開放的攻堅期推出《工作清單》，等於將未來
三年各大自貿區的重點規劃都清晰可見地落到了
實處，中國特色鮮明，開放決心堅定。」

對外開放功能進一步釋放
白明指出，「清單」並不是「指導意見」，而

是將「要做的」各項工作落實到位的一份工作計
劃。「做完一項勾選一項，直到整張清單都是完
成狀態為止，這也展現了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信
心。」

白明提到，根據各大自貿區的不同特點，《工
作清單》也進行了區分和側重。「廣東地理位置
毗鄰港澳，在對外開放上有着得天獨厚的條
件。」他舉例稱，比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疊加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CEPA）的作用、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再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利好等，過去
幾年間港澳和內地的聯繫越發緊密，而《工作清
單》的發布，相信會將三地之間的合作潛力越挖
越大，將粵港澳地區對外開放的功能進一步釋
放。

觀察此次《工作清單》不難發現，廣東自貿區
未來三年與港澳攜手開展的重點工作，大都集中
在金融、服務業、法律、物流、規則機制銜接等
範圍。白明認為，這充分體現了「港澳所長、國
家所用」八個字。《工作清單》中着重推進的工
作，正是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金融中心、貿
易中心所擅長的。此外，他還強調，製造業轉型
是內地經濟發展着力解決的痛點之一，在此方
面，香港的服務業優勢和專業人才優勢，也將為
此注入力量。「香港不再是幫助內地走出去、引

進來的一個簡單 『跳板』，而是徹底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共享經濟增長紅利的一分子。」

白明相信，雖然《工作清單》裏提到的不少內
容已在或正在實施，但有了這份清單，未來的每
一步都將更加明朗、清晰，其所列工作必將朝着
更深入、細化、全面的方向發展，而香港也將在
經濟全球化中尋到自己獨特的魅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深化與港澳在貿
易、投資、金融、法律服務和職業資格互認等領域
合作，促進內外貿法規制度銜接。

◆推進廣州期貨交易所、大灣區債券平台、南沙國際
金融島、深港國際金融城等建設，依託現有交易場
所開展農產品交易，打造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粵
港澳大灣區的重要金融平台。

◆推進「大灣區組合港」「灣區一港通」建設，打造
以南沙港、蛇口港為樞紐的一體化通關物流信息平
台，提升各港口間物流和通關時效，實現港口群互
聯互通、協同發展。

◆加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分撥中心，建設跨境貿
易全球供應鏈管理中心，推動貨物自由集拼分撥，
構建服務粵港澳、輻射國內外的海陸空鐵立體化多
式聯運物流體系。

◆建設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推動在前海設立粵港澳
大灣區司法研究院，支持內地律師事務所與港澳律
師事務所在前海開展合夥聯營，開展中外律師事務
所聯營試點，集聚全鏈條、全生態法律服務機構。

◆支持建設具有深港現代服務業特色的綜合保稅區。
探索深港規則對接和制度創新，推動區域功能向全
球供應鏈管理服務型、貿易結算型、資源配置型轉
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將粵港澳合作潛力越挖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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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法院港籍陪審員早前在合議庭對案件進行
評議。 資料圖片

廣東自貿區未來3年重點工作（部分）

◆《工作清單》支持廣東自貿區深化與港澳在貿易、法律服務和職業資格互認等領域合作，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
接等。圖為廣州南沙早前啟用港澳人士跨境執業服務中心，全方位推進港澳涉稅專業人士在南沙便利執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