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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9日，廣東省廣州市，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南沙院區啟用。
圖為南沙院區研發公關中心。 資料圖片

▲2023年12月3日，以「提振全球信心 共促媒體發展」為主題的第五屆世界媒體峰會
在廣州南沙舉行開幕式暨全體會議。 資料圖片

◆◆前海石前海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澳車北上」。 資料圖片

◀廣州南沙
的 粵 港 澳
（國際）青
年 創 新 工
場。

資料圖片

▲2023年7月，在前海實習的港青們在香港回歸祖國紀念日一同慶祝合影。 資料圖片

從一年10萬億元資金跨境看制度型開放高地

【總書記囑託】堅持以高水平開放為引
領、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統籌發展和安全，
高標準對接國際經貿規則，深入推進制度型
開放，加強改革整體謀劃和系統集成，推動
全產業鏈創新發展，讓自貿試驗區更好發揮
示範作用。

2023年12月5日，深港通開通7周年。
7年來，深港通累計成交金額已達74.32萬億元。年均超過

10萬億元的資金跨境流動，顯示出深港通這一資金通道的暢
通和活力。
前海，資金跨境流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從首筆跨境人民

幣貸款，到率先打通跨境雙向發債、實現跨境雙向股權投資
等跨境金融業務，前海一直將推動資金跨境流動便利化作為
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截至2023年11月末，粵港澳大灣區參與「跨境理財通」個

人投資者6.71萬人，涉及跨境資金115.60億元。
前海管理局副局長王錦俠說，前海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深
入推進制度型開放。從便利香港居民開立內地銀行賬戶，到
便利香港企業跨境投融資，從提升跨境貿易結算便利化水
平，到適度放寬跨境投融資限制……各項體制機制改革穩步
推進，對外開放高地的「海拔」正不斷升高。
2023年8月，《「前海港企貸」業務操作指引》印發，30

條金融改革創新舉措中，「支持前海合作區內符合條件的港
資小微企業在500萬元人民幣的限額內從境外銀行獲得人民幣
貸款」正式落地。
很快，港順（深圳）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創始人、香港青年

尤金港在交通銀行澳門分行獲得了200萬元人民幣信用額度，
第一筆50萬元境外貸款預計將在2024年1月跨境打到公司賬
上。
港企貸、不落地購匯、取消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資本金專

用存款賬戶、新型離岸貿易跨境資金結算……隨着一項項改
革扎實落地、一項項制度穩步建立，前海展現出強勁的國際
資金要素配置能力。目前，大新銀行、東亞前海證券等332家
金融機構已入駐，其中83家是港資外資。
2023年12月發布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
規劃》提出，前海是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高水平對
外開放門戶樞紐、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現代服務業高
質量發展高地。
相關負責人表示，前海將貫徹落實有關要求，加快推動以

負面清單為基礎的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探索與港澳金融市場
高水平互聯互通，進一步探索建設制度型開放高地。

從一年100萬輛次澳車跨境看粵港澳協同發展

【總書記囑託】建設橫琴新區的初心就是
為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橫琴有粵
澳合作的先天優勢，要加強政策扶持，豐
富合作內涵，拓展合作空間，發展新興產
業，促進澳門經濟發展更具活力。

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澳門單牌車隨處可見。很多第一
次來橫琴的人感嘆：「粵港澳深度協同發展已『從夢想照進
現實』。」
橫琴邊檢站提供的數據顯示，2023年，橫琴口岸入境人員

超過1,600萬人次，出入境車輛185萬輛次，其中澳門單牌車
超過100萬輛次。
截至2023年12月，在合作區生活就業居住的澳門居民超過

1.1萬人，澳門專業人士跨境執業人數近1,300人。每輛車的
背後，都有一個琴澳融合的故事。一年超過100萬輛次澳門單
牌車入出橫琴背後，是琴澳一體化愈加深入。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負責人說，合作區用最大

的力度、最便捷的措施為「人」提供跨境服務。通過「跨境

通辦、一地兩註」機制，「足不出境」就能
實現全流程的商事登記服務。跨境執業的專
業人才也同樣如此。
人氣旺，產業興，建設橫琴的初心就是為
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創造條件，從橫琴新區，
到橫琴自貿區，再到如今的橫琴粵澳深度合
作區，橫琴初心不改，活力滿滿。
發展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是促進澳門經

濟適度多元發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橫琴重點發展的四大產業
之一。
前不久，澳資藥店——廣東橫琴珍禧品藥業有限公司正式
開業，成為合作區5,800多家澳資企業之一。
合作區商事服務局副局長邱潤華說，合作區正為澳門中醫

藥大健康產業提供全生命周期支持，包括協助澳門企業進行
產品開發和技術升級、提升「澳門設計」標誌影響力等，實
現從落地進駐到產業化階段全覆蓋。
有力舉措推動產業增長態勢迅猛。2023年前三季度，合作

區澳資產業增加值達14.67億元，增長148.5%。

從一家企業一年1.4億個包裹跨境
看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

【總書記囑託】要在更高水平上擴大開
放，高標準建設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打
造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

「我們把所有的倉庫都設在了廣東，目前公司日均發送包
裹40萬個，一年大約1.4億個。」拼多多跨境業務TEMU平
台負責人劉航說。
作為公司的一項新業務，成立一年多的TEMU已在全球40

多個國家和地區銷售中國製造的優質產品。公司把跨境業務
中心設在廣州，倉庫選在廣東，主要是看中「世界工廠」的
強大製造，以及世界級樞紐帶來的高效便捷物流。
在南沙港集裝箱碼頭，一艘艘萬噸級遠洋貨輪在海風輕拂

中進進出出，汽笛聲中，一排排吊機上下起舞。開通外貿班
輪航線150多條，通達全球400多個港口，這裏是華南沿線海
運航線最多的港口之一，也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
要樞紐。
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自由貿易試驗區和綜合保稅區先

行先試優勢，「灣區之心」南沙已建立起通暢的全球通達網
絡體系。
「南沙有15個一類口岸，進口汽車、跨境電商、郵輪、飛

機融資等新業態發展很快。」南沙海關南沙港運輸工具監管
科副科長石思睿說。
2022年，南沙外貿進出口規模近3,000億元，跨境電商網購保

稅進口業務規模佔全國1/5，門戶樞紐輻射力影響力顯著提升。
除世界級樞紐港口，南沙還有暢捷的「一港通」。2023年

12月初，一票82.5噸的小蘇打通過「一港通」鐵海聯運模式
從衡陽南站運至南沙港，直接裝船出口運往菲律賓。無需重
複提交單證，不用多次辦理手續，物流周期和報關成本均大
大減少。
自「一港通」2020年推出以來，南沙已開通19條相關線
路，形成了以南沙港為樞紐港，多個珠江內河碼頭和貴陽、
株洲、衡陽多個內地鐵路陸港為支線港的港口群。
高水平開放門戶正加速構建。近年來，除跨境貿易新模式

改革、物流通道加強聯通國際，南沙還出台了「南沙離岸貿
易10條」、啟動南沙「離岸易」綜合服務平台、發布首批全
球商品溯源標準等措施，不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第五屆世界媒體峰會、明珠灣國際氣候投融資大會、國際

金融論壇（IFF）20周年全球年會……2023年，全球政要專家
學者多次齊聚南沙，共商全球治理議題，南沙作為全球對話
平台正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可。
「我們將着力構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

的重大戰略性平台，在更高水平上擴大開放、打造高水平
對外開放門戶樞紐的道路上闊步前行。」南沙區有關負責
人說。

南南海海潮頭潮頭立立 灣灣區區氣象新氣象新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走在前列」是中央賦予廣東的歷史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新時代新征程的目標任務，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推進中
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動力，作為穩大局、應變局、開新局的重要抓手。新華社「新時代
新征程新偉業．習近平總書記關切事」專欄播發通訊《南海潮頭立 灣區氣象新》。
文章指出，近年來，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珠海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和
廣州南沙新區三大平台成果豐碩，累計形成696項制度創新成果，發布301個制度創
新案例，制度創新高地作用更加凸顯，粵港澳協同發展水平顯著提升，高水平開放門
戶樞紐建設成效突出。
南海潮湧，改革開放先行地勇於立在潮頭、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