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
立峰今年11月 19日來港出席國際金融領
袖投資峰會發表主題演講，他勉勵香港
繼續把握發展關鍵期，準確識變，科學
應變，主動求變。郭萬達表示，香港已
經進入了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發展成為
香港進入新時代新階段特別重要的主
題。圍繞香港發展問題，必須充分認識
到，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特功能和地
位不可替代，要繼續充分發揮香港的獨
特優勢。
郭萬達認為，香港要着力鞏固金融、貿
易、航運、專業服務等傳統優勢產業，

要大力提升香港創新科技、數字經濟、
數字貿易、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促進
香港高質量發展，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發揮優勢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郭萬達就推進香港高質量發展提出五點
建議：一）加強香港長遠規劃與國家戰略
對接，實現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同頻共
振；二）發揮香港國際聯繫廣泛的獨特優
勢，加快香港「新型工業化」和大灣區現
代產業體系戰略相結合，支持香港抓住全
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機遇「強鏈」和「補

鏈」，積極引進跨國公司來港投資，發展
先進製造業；三）發揮香港接軌國際規則
的獨特優勢，主動融入大灣區，加快規則
銜接、要素流動，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
水平，拓展香港輻射範圍和發展空間；
四）推進香港深化與大灣區前海、橫琴、
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的合作，加強與大
灣區特色平台的合作，共同推進大灣區制
度型開放水平；五）提升深港合作水平，
加快深港「雙城三圈」建設，以深圳口岸
經濟帶全面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推動深
港合作升級為「研造一體，融合發展」的
4.0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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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上周五公布「北部都會區『片區開發』

試點」，北部都會區開發是香港創新發展的重大行動，

是經濟增長點所在、創新突破口所在，也是香港深度參

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一

招。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

院長郭萬達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認為，北都區的

建設不僅在硬件，還應從軟件方面入手，由於香港擁有

「一國兩制」的無比優勢，建議在北都區引入「總部

通」機制，配合資本和結算等政策，吸引海內外製造、

研發、數據、物流、人力資源等企業設立功能總部，形

成大灣區總部集群，加快北都片區的開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五建議推進香港高質量發展

中央去年提出金融強國戰略，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其獨特的優勢是我國建設金融
強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年來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心一直穩居全球前列，內地企業和機
構借助香港上市融資和發債等，成為推動內
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今年9月，
英國智庫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
研究院聯合發布了「第36期全球金融中心
指數報告（GFCI 36）」，在全球主要金融
中心排名中香港位居第三位，與第二位的倫
敦僅1分之差。

助力內企上市融資發債等
郭萬達表示，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
提出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鞏固提
高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一國兩
制」突顯了香港優勢，作為全球重要的國

際金融中心，香港具有多方面的優勢，包括
自由港、普通法、連通國內外的股票、債券
和外匯等市場，並與倫敦形成了白天晚上連
續的交易，人民幣國際離岸金融中心，這些
都是內地城市不可替代的。《決定》提到高
質量發展、創新發展，這些都需要強大的金
融支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助力
內地發展科技金融、數字金融、綠色金融和
養老金融等。而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離岸
金融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等也都是國家所
需，也正是香港可以發揮自身的優勢。香港
繁榮的金融中心，可以促進大灣區融合，為
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服務，助力大灣區及內
地企業上市融資、發債等。

促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壯大
他稱，目前大灣區中的深圳、廣州、東

莞、佛山和惠州等地均在大力發展高新技術
產業，包括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機器人
和生物科技等，這些均需要大量的資金扶
持，香港既有大量的國際創投公司，可以選
擇優質標的進行風險投資和股權投資，一些
優質企業也可以選擇香港上市融資。如內地
的眾多生物科技公司透過港交所上市規則第
18A章上市，去年8月底已為相關公司集資
近1,200億港元；去年港交所《上市規則》
增設第18C章，為特專科技公司打開了在港
上市的大門，這些從事前沿技術行業的公司
包括AI、量子計算、食品技術和環保技術
等，因此，香港通過股市為大灣區和內地企
業帶來大量的發展資金，助力其研發創新和
成長，同樣這些上市公司的發展壯大也吸
引更多國內外投資者，有利增強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

港在國家「金融強國」中擔要角

●●專家表示專家表示，，北都區引入北都區引入「「總部通總部通」」機制機制，，形成形成
大灣區總部集群大灣區總部集群，，吸引海內外企業設立功能總吸引海內外企業設立功能總
部部，，加快北都片區的開發加快北都片區的開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11月8日，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深圳與香港工商界
人士座談時指出，香港不能僅靠傳統優勢「一招
鮮、吃遍天」，要大力推動創科發展，加大創科
資源投入，壯大創科產業規模。
上周五，逾80間企業在香港簽署參與北部都會
區發展意向書。隨着河套區和其他多個新發展區
的建設，北部都會區將成為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
其他城市高質量合作的新平台、香港增長的新引
擎。郭萬達表示，國家戰略規劃將香港、深圳和
廣州等城市打造成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隨
着香港北部都會區「動起來」，深港「雙城」共
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將是重中之重。

他稱，大灣區2035年的願景是形成以創新為主
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經濟實力、科技
實力大幅躍升。深港雙城作為大灣區兩個重要的
經濟中心城市，必須先合作搭建科技創新中心，
帶動大灣區其他城市往科技創新的方向發展。

要規劃對接 滿足就業創業需求
對於深港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郭萬達認為

要加強深圳和香港城市規劃的對接，深港合作不
僅僅是在交界區域，深圳新版城市規劃加強與
《香港2030+》規劃的對接。如港深西部快軌將
實現南山前海與香港的無縫銜接，帶動港深西部
發展軸，建成後，從前海到香港將15分鐘可到

達。總體規劃還要考慮配置港澳人士到內地就業
的空間，滿足港澳年輕人北上就業、創業的需
求。深港要加強科技創新載體和平台的對接，使
得該區域將成為深港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區域。
同時，光明科學城也將定位為非常重要的綜合性
的國家科學中心。深圳具有強大的創新載體，這
些載體需要的是加強與香港資源的對接，提升深
港科技合作的城市和水平。

推動科研資金跨境使用便利化
郭萬達認為，深港要提升深港科技合作的層次

和水平，包括與香港合作申請藥品審評體制機制
改革試點、允許香港在深圳設立的研發機構享有

內地研發機構同等待遇、與香港的高校及科研機
構共建優勢學科、國家級實驗室和新型研究機
構、鼓勵深圳企業與香港科研機構聯合共建粵港
澳大灣區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重點實驗室等，聯
合香港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共同參與國家科
技重大專項、重大科技項目和重大工程、重點研
發計劃等國家科技計劃，促進深港科技成果的轉
化，需要推動科研資金跨境使用便利化，試點設
立科技創業投資資金出境綠色通道。
他表示，深圳支持香港私募基金參與創新型科技

企業融資，探索與香港共建科技成果孵化基地等成
果轉移轉化平台，並探索深港金融支持科創的新模
式，探索「管道式」的金融開放。深港繼續推動跨
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發債、跨境雙向資金池、
跨境雙向股權投資和跨境資產轉讓等「五個跨
境」，聯手香港助力人民幣國際化，加強深港綠色
金融和金融科技合作。

北都區「動起來」提升深港科技合作層次

智庫：配合資本結算等政策 集聚戰略性新興產業

郭萬達指出，近年來有一些跨
國公司總部從香港遷出，其

中有各種複雜的因素，香港爭奪
跨國公司總部「黏性」存在弱化
的問題。他將香港與新加坡兩
地總部企業進行比較，香港跨
國公司總部主要集中在金融、
貿易、運輸等服務業領域，這些
領域佔香港地區總部的84%，而
新加坡則相對多元，研發總部和
製造總部佔有一定比例，香港
的研發和製造總部佔比則比較
低，跨國公司亞洲地區研發總
部近六成在新加坡，從這個角
度看，新加坡的總部「黏性」要
比香港強。

增強區域總部和功能總部有機協同
對此，郭萬達認為，香港的總部經濟需要有一個「結構變化」，

就是要加強製造業及相關的功能總部，尤其要吸引海內外製造、研
發、數據、物流、人力資源等企業設立功能總部，與香港的金融、
貿易、結算等總部功能互補、增強區域總部和功能總部有機協同。
「功能總部可以提升香港的吸引力，並可輻射內地巨大的市場，增
強跨國公司對香港的『黏性』。當香港對大量跨國公司總部黏性增
強後，將會吸引更多企業進駐，帶來大量的資金、融資、商務和資
訊等，自然亦有利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特區政府上周五公布的「北部都會區『片區開發』試點」計劃，
本月（12月）會就北都區的「片區開發」試點計劃展開為期3個月
市場意向調查，以敲定日後公開招標的細節和條款，目標是由2025
年起至2026年期間陸續為三個「片區開發」試點展開招標工作。
在郭萬達看來，北都區的「片區開發」試點計劃，就是把香港這

個總部經濟「結構變化」置於風口之上，今後的關鍵就是看北都區
能否抓住這機遇了。

促灣區總部間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企業為什麼要來香港北都區？香港的科創基礎強過深圳？製造

業好過東莞？還是成本低過惠州？」為此，他提出一個「總部通」
的機制。他解釋，「總部通」機制就是香港的公司總部和大灣區內
地城市的公司總部「通」起來，特別是涉及「資本和結算」先
「通」起來，就如同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理財通、藥械通等
「管道式聯通」的做法，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總部之間要素高效便捷
流動。
他覺得，「總部通」機制可以逐步實施，如可以讓香港和深圳的
總部先「通」，或者與大灣區主要平台（前海、河套、南沙、橫
琴）的總部先「通」，然後再擴展到內地其他城市。他表示，北都
區是香港經濟發展新動力，相關的產業規劃及布局與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定位高度契合，將為香港長遠經濟發展注
入新的動力。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也提到，特區政府會與
中央相關部委探討便利內地企業在港設立總部、分部的措施，郭萬
達特別贊成這個建議，希望中央政府支持。

港多項優勢對外資內企吸引力強
郭萬達指出， 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表現在於，香港的普通法
和自由港、聯繫匯率制度，以及國際接軌的規則等等，無論對外資
企業或內地企業而言，這些都是企業發展的非常有利因素。大灣區
內地城市在市場空間、先進製造、科技研發、供應鏈整合度等方面
具有世界級競爭力，跨國公司在大灣區持續做大，有需要在香港設
立更多的功能總部和地區總部。內地企業如果想更好開拓國際市
場，也有需要借助香港這樣的平台「走出去」。所以，香港這個
「總部通」可以「通」起來的一刻，相信對內地高科技企業、戰略
性新興企業、先進製造業企業、平台企業，有着很強的吸引力。
他認為，「總部通」機制帶來的好處很多，有利於香港吸引全球
企業前來設立總部，使香港成為連通內外循環的重要節點。同時形
成大灣區的總部集群，特別涉及到跨國公司的功能性總部，鞏固及
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郭萬達建議在北都區
引入「總部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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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香港可與前海、南沙、橫琴等大灣區主要平台的總部先「通」，然後再擴展到內地
其他城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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