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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沙海陸空無人體系發展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發布意見 推動廣州南沙無人體系准入標準實施和應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隨着科技的飛速發展，無人體系正逐漸

成為全球產業競爭的新高地。1月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市場監管總

局發布《關於支持廣州南沙放寬市場准入與加強監管體制改革的意見》（下稱

《意見》），共涉15條意見，「推動海陸空全空間無人體系准入標準實施和應

用」居首位。《意見》提出，要加快智能（網聯）汽車多場景試點應用及商業化

運營，推動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eVTOL）和智能網聯汽車緊密聯接，建設大灣

區無人體系產業孵化基地。業界人士認為，這一新政的出台將有力推動廣州南沙

無人體系領域的發展進入一個全新階段，南沙有望成為無人體系產業的創新中心

和領跑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國
家發展改革委網站9日公布《關於支持廣州南
沙放寬市場准入與加強監管體制改革的意見》
（下稱《意見》），其中特別提到「支持推動
在南沙實施外國人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及遊
輪免簽政策」。業界人士認為，這一政策的出
台，有利於推動更多外國遊客走進灣區開展商
務旅遊活動，體驗嶺南文化、活力灣區；也將
進一步促進廣州國際遊輪母港與香港、深圳等
灣區港口協同發展，共建世界一流港口群，打
造「三小時遊輪經濟圈」。
此前受疫情影響，廣州南沙國際遊輪港於
2020年初暫停運營。但在去年底的相關活動
上，南沙國際遊輪母港運營管理有限公司負責
人曾表示，目前各方正在為遊輪母港全面恢復
運營做準備，預計2024年初可實現復航，爭
取春節前實現口岸全面開放。
早在2017年，廣州市政府出台《關於進一
步加快旅遊業發展的意見》，專門提出，將積

極爭取國家和廣東省支持，爭取實施外國旅遊
團經南沙口岸乘坐遊輪入境 15天內免簽政
策，積極申報中國（廣州南沙）遊輪旅遊發展
實驗區。

打造灣區遊輪旅遊線指日可待
「這次從國家層面再次強調了支持推動在南
沙實施外國人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及遊輪免
簽政策，是一個重大利好消息。」 廣東省體
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對此旅遊業界人士表示認同，他們分析，
新政將促進廣東入境旅遊市場快速發展，對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世界旅遊目的地建設具有重要
意義。未來廣東能依託鄰近港澳的國際交通樞
紐和龐大的入境遊客流，發展入境旅遊市場；
廣東旅遊資源的接入，也能使港澳的國際遊客
立體化感受大灣區的多樣魅力。遊輪出境遊和
入境遊並舉發展，廣州與深圳、香港聯動打造
大灣區遊輪明珠旅遊線指日可待，覆蓋粵港澳

多個目的地的「一程多站」旅遊線路，將會成
為熱門旅遊產品。

預計中國未來免簽範圍將不斷擴大
近期，中國對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家實

施了持普通護照人員試行單方面免簽政策。對
此，彭澎認為，從長遠來看，預計中國將陸續
對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及對中國友好的國家
實施免簽政策，「這意味着未來免簽的範圍會
不斷擴大，而在南沙實施外國人144小時過境
免簽政策及遊輪免簽政策，也是順理成章的選
擇。」
彭澎還指出，只要中國在經濟發展和技術

突破方面有需要，相信國家在相關領域的政
策會不斷優化，「屆時海外只要有好的技術
人才、好的產業願意過來，我們一定會開設
相應的綠色通道給他們，無論是『候鳥式』
停留，或者長期居留都能有更多政策空間進
行配套」。

國家支持南沙實施遊輪免簽政策 南沙發展遊輪產業回顧
◆2016年1月，南沙遊輪港口正式投入運營，僅用一年
時間便從零基礎躍居全國第三，增長速度全國第一。

◆2016年至2020年1月，南沙運營出入境遊輪418航
次，接待出入境旅客167.35萬人次，遊輪出入境旅
客規模連續四年保持內地第三，航線覆蓋中國香港、
日本、越南、菲律賓等12個遊輪旅遊目的地，穩居
中國遊輪產業「第一梯隊」。

◆2017年7月，南沙國際遊輪母港一期項目正式開工建
設。

◆2019年11月，南沙國際遊輪母港一期項目建成並開
港運營。一期項目岸線總長770米，建設一個10萬總
噸和一個22.5萬總噸遊輪泊位及建築面積六萬平方米
的航站樓，同時建設國際航運中心、海員之家等商
業、辦公配套設施，建築面積共約50萬平方米，是
目前內地最大國際遊輪母港綜合體。

◆2020年1月，受新冠疫情影響，廣州南沙國際遊輪港
暫停運營。

◆2024年初，南沙國際遊輪母港有望實現復航，爭取春
節前實現口岸全面開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帥誠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上個月，廣州市
南沙區開展智能網聯汽車（自動駕駛）

無人商業化混行試點，小馬智行成為唯一入
選該試點的企業。2018年，小馬智行在廣州
南沙開啟Robotaxi試運營。五年間，廣州自
動駕駛政策不斷推進，車內無安全員的「無
人駕駛」車輛也已逐步融入南沙居民的日常
生活。

加快智能（網聯）汽車多場景試點應用
此次出台的《意見》就專門提出，「加快
智能（網聯）汽車多場景試點應用及商業化
運營，推動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eVTOL）
和智能網聯汽車緊密聯接，構建與技術發展
適配的安全標準及管理規則，實現無人體系
產業協同發展和技術跨界融合。」
小馬智行聯合創始人及CEO彭軍此前曾表
示，無人化、規模化是自動駕駛出行（Ro-
botaxi）行業商業模式成立的前提，而這背後
離不開相關政策和企業技術的雙重支持。目
前，小馬智行已在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布
局自動駕駛無人化車隊，已具備應對不同道
路條件、天氣、駕駛習慣等的高級別自動駕
駛能力。此次《意見》的出台，也將為南沙
的無人駕駛產業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
讓小馬智行這樣的企業在技術研發投入方面
更有信心和底氣。

應用端場景實踐數據採集助完善行業規範
據了解，2022年國務院印發《廣州南沙深
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
（簡稱《南沙方案》）時，就曾專門提出將
「推進無人機、無人艇等無人系統產業發
展」。圍繞這一目標，南沙大力發展無人系
統產業。2023 年 1 月，首條「無人駕駛地

鐵」在南沙正式投用；同年5月，南沙「智
造」無人艇開始試航；落戶南沙的廣東智能
無人系統研究院也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
研究成果。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認
為，此次《意見》出台，對南沙進一步加快
無人系統產業發展將帶來重磅利好。《意
見》中將推動海陸空全空間無人體系准入標
準實施和應用放在首位，並在具體措施中提
到技術規範、簡化流程、試點應用、建設產
業孵化基地等多個層面，足見國家對海陸空
全空間無人體系未來發展的重視。
《意見》中還特別提到，將「建設大灣區
無人體系產業孵化基地」。對此，彭澎表
示，「大灣區範圍內有不少優秀的無人產業
代表，小馬智行在無人駕駛應用方面取得不
少進展，億航無人機在載人飛行領域不斷突
破，可用於載人觀光的無人船也在南沙試
航，這些都說明我國無人體系的技術正在不
斷成熟。」彭澎坦言，當技術發展到一定階
段，就將形成有規模的產業體系，而企業要
在產業發展中搶佔先機，應用端的場景實踐
和數據採集非常重要，只有通過大量的實踐
和數據基礎，才能逐漸完善行業規範。

廣州為自動駕駛產業提供了豐沃土壤
據悉，作為全國三大汽車生產基地之一，
廣州憑藉強大的汽車產業，拉動了經濟發
展，也為自動駕駛產業提供了豐沃土壤。目
前在自動駕駛領域，廣州已拿下了九項「第
一」，如內地第一個批准5G遠程駕駛測試的
城市、第一個認可其他地區智能網聯汽車道
路測試許可的城市、第一個發放載客測試牌
照的城市等等，自動駕駛產業有望成為撬動
廣州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近幾年，內地推動自動駕

駛、無人機等無人產業加快

研發和商業化應用，目前已

建設 17 個國家級自動駕駛測

試示範區、七個國家級車聯網先導區，累

計開放自動駕駛測試道路超 2.2 萬公里，

累計測試里程超 7,000 萬公里。北京、上

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紛紛出台政策，允

許自動駕駛汽車在特定區域、特定時段從

事城市公共汽電車、乘用車出行服務、物

流配送等商業化試運營，且應用規模不斷

擴大。

而2023年中國的無人機產值已達到1,520

億元人民幣，作為低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

分，在智慧城市、物流運輸、應急救援、

航空測量、環境保護等很多領域有着廣泛

應用，為產業服務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

間。根據「深圳發布」消息，截至2023年

底，深圳市無人機企業1,700多家，年產值

為960億元人民幣，增長28%；累計開通低

空航線 126 條，建設無人機起降點 89 個，

2023 年無人機載貨及綜合飛行 60 多萬架

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
基9日在廣州和惠州繼續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
第二天訪問行程。當日上午，一行人到南沙區參
觀自動駕駛初創企業小馬智行，並試坐他們的無
人駕駛出租車。陳國基表示，香港今年內將落實
新的自動車法定規管框架，便利業界在保障道路
安全的前提下，更靈活地測試和應用自動車技
術。小馬智行這類在內地迅速發展無人駕駛載客
技術的企業之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支持香港引入自動駕駛系統
陳國基說，小馬智行公司2017年得到南沙區
政府支持將無人駕駛技術「落地」，短短幾年
間便發展到載客營運，運行了約2,800萬公里
都是「零事故」，他們亦試坐了小馬智行的無
人駕駛出租車，認為全程順暢安全，由此可見
自動駕駛技術在內地發展日趨先進成熟。現
時，特區政府正全力推展自動車應用，包括今
年內落實新的法定規管框架，為日新月異的自
動車技術「拆牆鬆綁」，並全力支持機管局在
機場航天城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引入自動駕
駛系統，接駁到東涌市中心。他期望，無人駕
駛技術可在香港更多地方「落地」，推動本港
智慧出行的發展，並緩解職業司機數目供不應
求的壓力。

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參觀
陳國基一行人接着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參觀，與校長倪明選教授、科研人員和來自香
港的學生交流，了解校方在教研、科技成果轉
化和學生交流等各方面的進展。陳國基指出，
港科大（廣州）前年開校，是《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頒布以來首個獲國家教育部批
准正式設立的內地與香港高校合作辦學項目，
意義重大。據悉，港科大（廣州）去年首次招
收本科生，並共有近1,000名本科、碩士、博士
新生入讀。在校園，陳國基與來自香港的在校
學生傾談，就香港創科、醫療、教育等話題交
流意見，他期望香港科技大學和港科大（廣

州）繼續秉承「港科大一體、雙校互補」的辦
學理念，推動港穗兩地校園互補合作發展，助
力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他亦鼓勵學生
把握國家尤其是大灣區的龐大發展機遇，一展
所長，成就夢想。

訪惠州支持港人港企在當地發展
中午，陳國基結束廣州行程，轉往惠州，先

與多家當地港企的代表餐敘，就港資企業在惠
州以至整個大灣區的最新發展交流意見，之後
參觀其中一家港企——旭日集團，了解其在內
地投資製造業到成功轉型至現代服務業的歷
程，包括近年積極拓展數字化經營。他指出，
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會繼續推動港惠
兩地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支持港人港企在惠
州發展。
訪問團一行其後與惠州市市長溫金榮會面。
陳國基說，香港與惠州地緣相近、人緣相親，
經貿關係向來密切。惠州是大灣區東岸重要樞
紐，製造業基礎堅實，文旅資源豐富；而香港
是大灣區最國際化的城市，專業服務業發展成
熟，中西文化薈萃。期待港惠兩地繼續貫徹
「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在經貿、文
化等領域拓展交流合作並推動更多政策創新和
突破，為大灣區高質量建設作出新貢獻。
陳國基10日展開深圳訪問行程，同日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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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9日在廣州和惠州繼續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訪問行程。圖為陳國基（右）在小
馬智行副總裁莫璐怡（中）陪同下，在廣州南沙試乘該公司的自動駕駛出租車。

◆陳國基（左二）在廣州南沙與在香港科技大學
（廣州）就讀的香港學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