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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可借鑑粵三城經驗發展北都區港可借鑑粵三城經驗發展北都區
工商界關注產業布局城市規劃創新發展 獲啟發添信心願續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香港機場管理局與珠
海交通控股集團昨日在珠海簽署
協議，香港機管局斥資約43億元
人民幣（約46.44億港元），購
入珠海機場35%的股權，並加強
香港國際機場與珠海機場合作。
同時，香港機管局附屬珠港機場
管理有限公司將對珠海機場的經
營管理權延續至2046年。
據了解，股權合作協議由香港

機管局署理行政總裁張李佳蕙與
珠海交通控股集團董事長陳維家
簽署。香港機管局主席林天福表
示，港珠兩地機場不斷深化合
作，隨着機管局入股珠海機場，
兩地機場優勢互補，不僅可以為珠海機場帶來更
多的客貨運流量，亦可便利珠海乃至大灣區西部
城市的旅客，讓他們善用香港國際機場的廣闊航
空網絡連接全球各地，達至互利共贏。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
示，本次簽約是香港機場、珠海機場合作的新
里程碑，為加強兩個機場的客貨運互聯互通打
下了更堅實的基礎。香港將與珠海發揮香港機

場國際航空網絡和珠海機場國內航空網絡的優
勢，持續擴大協同效應，繼續推進與珠海在發展
港珠國際航空貨運業務、建設高端航空產業群等
其他方面的合作，促進雙方優勢互補，實現強
強聯手、互利共贏的發展局面。

港珠兩機場發揮協同效應
珠海市市長黃志豪表示，近年來珠港機場合作持

續深化。當前，珠海正推動珠海
機場與港珠澳大橋、港口、鐵路
等重大交通基礎設施以及「5.0產
業新空間」等產業園區聯動，進
一步打通供應鏈、產業鏈、服務
鏈。珠海希望與香港機管局開展
更加廣泛深入的合作，在航空客
貨運、陸空聯運、跨境物流方面
進行更加積極有益的探索，共同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
融合發展的典範。
珠海交通控股集團有關人士
指出，香港機管局入股珠海機
場，可發揮兩個機場的協同效
應，進一步增強粵港澳大灣區
整體客貨運競爭力及通達性。

該人士說，珠海由於沒有國際航線，近年就更加
專注國內網絡的建設，使其在與具有成熟國際網
絡的香港機場形成了更好的航線對接和契合。譬
如已經實施的「經珠港飛」創新模式，是「經珠
海飛內地+經香港飛全球」的組合模式，實現彼
此的雙贏；接下來還將進一步發揮港珠澳大橋的
紅利，開發出更多更為便捷的「經珠港飛」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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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管局入股珠海機

場，加上香港機場第三跑道即

將全面啟用，這將助力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

位，進一步提升香港機場的國際影響力。」廣州中

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認為，香港

機場與珠海機場可更好地分工合作；其中，香港機

場在第三跑道的賦能下，可開闢更多直飛歐洲、北

美、南美以及非洲等遠程航線，與珠海機場深入擴

展內地城市航線網絡形成優勢互補。

同時，香港機管局通過入股珠海機場，港珠機

場便形成利益共同體，從自身利益出發，也更有

動力來推進兩地機場的深入合作，譬如在航線布

局、資源分配等方面更容易協同發展；而且通過

港珠澳大橋形成「空－陸－空」無縫銜接，未來

合作的範疇也將更大，包括機場「+會展」、「+

產業」等形成資源共享，進一步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的融合發展。

據悉，香港機管局與珠海市政府自2006年開始

合作經營及管理珠海機場，機管局協助珠海機場

提升營運效率、優化服務質素及管理水平，令珠

海機場的客貨運量不斷增長。數據顯示，去年珠

海機場的旅客處理量超過1,100萬人次，在內地民

航機場排名第35位，在廣東省內排名第三，僅次

於廣州白雲機場和深圳寶安機場。

另外，珠海機場正進行擴建工程，包括興建全

新的T2航站樓，目標於2025年落成啟用。屆時，

珠海機場每年將可以處理超過2,700萬人次旅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專家解讀

●香港機管局署理行政總裁張李佳蕙（前排左）與珠海交通控股董事長陳維家簽約，機
管局入股珠海機場35%。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與珠海市市長黃志豪等見證。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林建岳受訪表示，北部
都會區的建設是香港工商界關注的熱點話

題，他會將這次走訪的經驗帶回香港，與北都區
的開發建設者互相交流，「現在大家對建設北都
區的意願都非常濃厚。」
他表示，粵港兩地企業在科技、金融等領域有

廣闊的合作空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幫
助灣區內地企業發債、上市、融資等。他希望通
過此行帶動更多香港企業和內地企業一起併船出
海，尋求新的機會。

各地成功模式應用到北都區
「通過這次參觀，增強了商界對北都區未來的
發展信心，亦包括增加投資方面的考量。」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受訪表示，此次參觀
了解到廣東城市的發展，讓他對香港北部都會區
的未來發展非常期待，「希望能夠了解廣東不同
城市的發展模式，未來有機會將其應用到香港北
部都會區的發展中。」
與香港北都區相比，廣東的土地面積空間大很
多，他對如何在有限空間合理規劃好產業比較感
興趣，為此特別期待參觀中韓（惠州）產業園，
希望了解該產業園的規劃發展經驗，為北都區的
產業布局提供借鑒。
「到廣東多個城市參觀，特別能感覺到本地夜
經濟和人流的活力。」香港總商會主席陳瑞娟認
為，這次走訪交流讓她對於未來香港文旅的定位
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她希望通過粵港的互動交流
合作，推動香港的日經濟、夜經濟發展，實現
「無處不旅遊」。

做差異化發展體現更大價值
「這次特區政府帶着企業家們走訪大灣區多個
城市，可以更精準地做差異化發展。」香港總商
會中國委員會主席、大灣區醫療集團聯席行政總
裁李家聰告訴記者，北部都會區最後應該是「9+
2」一起合作想辦法，讓這片寶貴的資源在「一
國兩制」框架下體現出更大的市場價值。
他認為，東莞、佛山做得比香港好的一些領

域，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就沒必要重新投入資源
去做開發建設，而應該繼續發揮香港作為「超級

聯繫人」的作用。尤其是隨着內地愈來愈多企業
發展壯大、拓展海外市場，需要資金的銜接，香
港應發揮專業服務、金融產業、離岸人民幣中心
等優勢，協助內地企業發展。
香港太古集團公共事務董事唐偉邦表示，此次參

觀的多個城市有豐富的開發經驗，可為剛開始開發
的香港北部都會區帶來借鑒。「北部都會區的建設
雖然剛剛開始，但已經有很多機會。我們通過借鑒
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能夠將北部都會區發展得更
好。」他認為，佛山嶺南天地項目就給他們帶來
很多啟示，無論是商業還是文化項目，只要片區
獲得足夠開發和發展，都能成為非常受歡迎的項
目，這大大增強他們對北都區發展前景的信心。

香港特區政府及工商界高層代表團繼續
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訪問行程。昨
日，代表團一連走訪佛山、廣州和東莞三
城了解大灣區投資經貿合作機遇。多位香
港工商界成員在受訪時表示，此行考察了
大灣區核心城市，直觀感受到廣東城市的
經濟活力與規劃效率，為北部都會區的投
資和建設帶來了信心和啟發。在考察期
間，他們都十分關注當地產業布局、城市
規劃和創新發展的經驗，希望能將這些成
功案例經驗帶回香港，為北都區的發展建
言獻策。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田欣妍 東莞報道

香港特區政府及工商界高層代表

昨日參與了多場當地城市推介會，

還到東莞濱海灣新區展示廳參觀，了解片區開發情

況。有隨團的工商界人士坦言，工商界參與投資前

肯定需要精打細算，包括向股東交代及計算投資回

報等。由於片區開發規劃範圍大、投資回本期長，

對本港發展商來說是一個新模式，因此，這次大灣

區行程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參考廣東各片區的成功

經驗，增強商界對未來香港北都區開發的信心和投

資意慾。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夏寶龍早前在深圳的座談會上，向工商界提出

「六個需要」，包括堅定支持特區政府落實長遠發

展規劃，並形容北都區和交椅洲人工島填海是好的

計劃，鼓勵工商界參與。是次隨團參訪工商界人士

認為，北都區作為香港新發展的引擎，特區政府已

極為重視，在夏寶龍主任提出「六個需要」後，相

信香港工商界對北都區發展的支持力度會更大。

根據行程，是次代表團考察的廣州、佛山、東

莞、惠州和深圳五城，其中一個重點內容就是了

解廣東片區開發和產業規劃的經驗。可以這樣

說，眾多工商界代表加入訪問團顯然是別有深意

的。

以代表團昨日考察的東莞濱海灣新區為例，該

區位於珠江出海口東岸，規劃總面積 84.1 平方公

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濱海灣新

區定位為「大灣區特色合作平台」，成為集聚高

端製造業總部、發展現代服務業，建設戰略性新

興產業研發基地，並獲批省級重大建設項目投資

積累超過290億元。目前已引進OPPO智慧製造中

心、vivo智慧終端總部、小天才智慧科技中心、科

興科學園、歐菲光灣區科創中心等一批重大產業

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 佛山報道

廣東片區開發經驗成考察焦點
特稿

●香港特區政府及工商界代表團參觀
東莞濱海灣新區展示中心。

●●林建岳林建岳 ●●盧金榮盧金榮 ●●陳瑞娟陳瑞娟 ●●唐偉邦唐偉邦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盧靜怡、黃寶儀攝

商界：將訪粵經驗帶回香港
●林建岳：現在大家對建設北都區的意願都非
常濃厚。北都區的建設是香港工商界關注的
熱點話題，會將這次走訪廣東的經驗帶回香
港，與北都區的開發建設者互相交流。

●盧金榮：如何在北部都會區有限空間合理規
劃好產業亦是我們考察的方向，希望可以為
北都區的產業布局提供借鑒。

●陳瑞娟：大灣區確實是香港的未來。深圳－
香港－廣州三地創科連續四年全球第二，而
香港單獨排行第十，這說明合作可以更好推
動香港創科發展。

●唐偉邦：北都區的建設雖然剛剛開始，但已
經有很多機會。我們通過借鑒其他地方的成
功經驗，能夠將北都區發展得更好。

●整理：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田欣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