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年新春，福建省委、省政府召開的「新春
第一會」，召集民營企業家唱響福建民營經
濟「好聲音」，鼓勵民營企業家奮勇爭先。
我們在香港的閩籍企業家和鄉親也倍感振
奮，希望能進一步發揮好香港「一國兩制」
優勢，促進閩港合作，助力福建更多民營企
業從香港揚帆出海，做出更大的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10月在福建考察，提出要在全面深化改
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上奮勇爭先，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
搖」，創新發展「晉江經驗」，充分激發全社會投資創業活
力。福建省委、省政府把今年的「新春第一會」，聚焦於民
營企業發展，體現了對民營企業的重視和支持。

民營經濟在福建「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福建經濟的特色
所在、活力所在、優勢所在。長期以來，閩籍民營企業家弘
揚「敢為人先，愛拚會贏」的開拓創新精神，以「晉江經
驗」為帆，走出了一條具有福建特色的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之
路，讓海內外閩籍鄉親引以為榮。

在港閩籍鄉親一直關心家鄉發展，積極參與家鄉建設，也
是連結閩港兩地的重要紐帶橋樑。福建的民營企業與香港素
有緊密聯系，在港的閩籍鄉親，願意為家鄉民營企業進一步
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

香港是閩籍民營企業走向世界的重要橋頭堡。香港作為全
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是閩籍民營企業海外上市的
首選之地。日前，寧德時代已經向港交所提交主板上市申
請，可能籌集超過50億美元資金，將為香港股市注入新的活
力。未來，隨着閩港兩地合作不斷深入，會有更多閩籍企業
來港上市，壯大香港的金融業。

閩港兩地加強金融合作，吸引更多閩籍企業來港上市，有
利於香港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同
時也有利於進一步發揮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
勢，為推進福建高水平對外開放，助力更多閩籍企業走向世
界，作出更大貢獻。

科技進步是帶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閩港兩
地在科技創新和科技產業發展領域各有所長，有廣闊的合作
空間。去年，福建省科技廳組團來港，參加「2024香港國際
創科展」期間，共簽署15個合作項目，涉及新材料、新能
源、人工智能、智能製造、醫療健康等前沿科創領域，取得
豐碩成果。閩港兩地應在科技合作方面，進一步挖掘潛力，
釋放出更大的動能，尤其要支持更多閩籍民營企業，擴展與
香港的大學院校、科研機構以及港資企業的深度合作，共同
推進兩地創新科技產業取得飛躍式的成長，造福兩地人民。

福建和香港地理相近、人緣相親，在旅遊、文化、教育方
面有很多有利的合作條件。雙方可以推出更多「一程多站」
的旅遊產品，配合國家不斷擴大的免簽政策，吸引國際遊
客，體驗中國文化，一起對外講好中國故事。

雙方也可以推展多層次的教育合作，包括大學院校之間的教
學、研究合作。晉江市政府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於2023年創
建理大晉江技術創新研究院，整合境內外優勢創新資源，聚焦
紡織科技、創新食品科技、微電子等領域，探索發展科技領域
的「晉江經驗」，是其中一個成功的例子。此外，閩港兩地也
可以考慮設置專項獎學金，支持兩地學生交流。

福建是百多萬閩籍鄉親的故鄉，也是許多鄉親退休養老的
首選地，閩港兩地可以合力推進醫療、養老合作，發展優質
醫療服務、養老服務，攜手推進民生發展。

蘇清棟 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

深化閩港合作 助力閩籍民企揚帆出海

在全球經濟格局不斷變化的背景下，香港特區面
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近期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的調研活
動為香港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香港必須緊緊把握這
次發展的黃金時機，從落實新質生產力、團結香港
青年、充分利用僑界聯通中外優勢等方面全面支持

香港未來的繁榮和持續發展。
隨着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需求日益迫切，新質生產力逐漸成為國

家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從此次調研活動中河套香港園區和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建設情況來看，科技創新和新產業的發展正
成為大灣區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新科技
發展基地，必須利用其獨特的優勢進一步推進科技創新領域的突破。

香港需加大對科技領域的投入，優化創新創業環境，例如可以通過加
強香港科技園區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鼓勵跨境合作與技術交流，提升本
地企業的創新能力，特區政府也可以出台相關政策吸引國際一流的科技
人才和企業落戶香港，推動香港在全球科技領域中的影響力提升。

在調研活動中，夏寶龍主任強調了團結香港青年的重要性，特區政
府應積極搭建平台，鼓勵青年參與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在科技創新
和創業領域，通過提供資金支持、政策優惠和培訓機會幫助青年實現
他們的創業夢想。

香港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提供創新基金、稅收優惠、
創業培訓等激勵青年人投身於高科技、綠色產業和文化創意等領域，
特區政府也可以加強與內地各大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合作，為青年
提供更多的學術和實習機會，幫助他們積累寶貴的實踐經驗。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擁有龐大的僑界資源，僑界不僅是香
港與世界各國聯繫的重要橋梁，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特區
政府應充分發揮僑界的優勢，促進香港與海外市場的對接，推動貿
易、投資和文化交流。特區政府還可以通過組織各類經貿活動，邀請
海外華僑參與，促進香港與國際市場的互動，同時利用僑界的網絡和
資源，幫助本地企業開拓海外市場，實現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在全球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香港特區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發展機
遇。通過夏寶龍主任的此次調研活動，特區政府應積極把握時機，推
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團結香港青年，利用僑界優勢，全力支持香港
未來發展。只有這樣，香港才能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繼續發揮其
獨特的作用，實現更美好的未來。

把握黃金時機
與港青一同奮力勇為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夏寶龍日前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和鹽田港進行調研，就香
港在新形勢下進一步識變應變求變、加快改革促興
和進一步加強粵港合作、更好融入大灣區進行深入
交流。夏寶龍主任此行充分彰顯中央對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高度重視，並為香港深化與大灣區的產業聯動、發揮北部都
會區及河套區戰略價值，推動經濟轉型與科技創新提供明確方向，為
工商界帶來重要啟示，堅定了香港工商界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信心
與決心。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雄厚的科研基礎，與國際市場接軌的
成熟資本、商業體系，這些都是推動創新的必要條件；粵港澳大灣區
是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途徑，能夠最大程度發揮香港所
長、貢獻國家所需。近年來，特區政府積極推動粵港合作，在經濟、
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果。特別是在國家有關推動粵港
澳大灣區高質量建設戰略的引領下，大灣區已經成為目前中國經濟發
展速度最快、開放水平最高、綜合實力最強的經濟區域之一。

香港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發展從來不是一帆風順，每一次的
騰飛都是克服重重困難，香港各界不能只是「吃老本」，也不應畏懼
求變，而是必須勇於尋求突破，拆牆鬆綁，從變局中因時制宜以創新
思維推動創新改革開新路，主動打破固有的利益藩籬，銳意改革積極
作為，通過改革實現更好發展。在此關鍵時期，我們必須全力抓緊機
遇，進一步營造有利營商的環境，主動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
帶一路」國家發展策略，把握北部都會區發展的新機遇，推動產業多
元發展，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進一步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

在筆者看來，現屆特區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積極作為、勇於擔
當，香港依然擁有獨特地位和優勢。但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
「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要在改革和發展中去鞏固、去提
升，順時而為、順勢而為，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獨特優勢，又是大灣區一員，各行各業只要
抓緊定位，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與功能，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攜
手創新產業，未來機遇無限。「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引
擎，是推動創科以至產業多元化發展的重要基地，香港工商界和企業
家們應該運用好各方面的優勢，加強港深、大灣區協同發展，繼續發
揮推動經濟發展主力軍作用，展現更強烈的愛國情懷，齊心協作增強
香港的發展動能、促進香港與大灣區的高質量經濟合作，加快國家製
造業現代化建設。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各部門要加強協調和溝通，克服兩地因為發展
歷程、機制制度的差異，敢於嘗試和突破，以目標為本，勇於作為，
善於做事，讓「東方之珠」永不褪色。

香港須勇於尋求突破
深化大灣區產業聯動

馬煒喬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尖沙咀西關愛隊隊長

在香港的未來版圖中，北部都會區猶如一顆冉
冉升起的新星，承載推動經濟多元化、增強區域
競爭力的歷史使命。在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
力下，北都區的規劃與發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推進，展現出一幅繁榮發展的壯麗畫卷。
特區政府對北都區的開發寄予厚望，已提出

一系列詳盡的發展規劃。這些規劃不僅着眼於經濟的快速增
長，更注重社會的全面進步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政府通過公
開咨詢、專家研討等方式，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確保規劃
的科學性和可行性。同時，政府還加大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
入，為北都區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北都區的開發中，政府積極賦予市場更大的自由度，鼓勵
開發者在既定框架內自主探索創新項目和方案。通過借鑒市建
局及港鐵的成功經驗，政府研究並實施了更靈活的地價支付模
式，有效減輕了開發者的資金壓力，加速了項目的推進。此
外，政府還積極引入國際知名企業，通過稅收優惠等政策吸引
其落戶北都區，為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創科產業是北都區發展的重要引擎。政府深化港深合作，加強
與深圳南山區的交流與合作，借鑒其在創科政策和實踐方面的成
功經驗。同時，政府繼續依託「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計劃及相
關稅務優惠政策，吸引國際知名企業在北都區設立分部或總部。

此外，政府還借鑒以色列的創科發展模式，吸引民間投資以減少
對政府資金的依賴，通過市場力量驅動創科產業的繁榮發展。

交通是北都區發展的血脈。政府優先發展交通基建，引入智
能交通系統，提高交通效率。同時，政府採用公私合營（PPP）
模式，制定清晰的回報機制，吸引私人企業參與基建投資與管
理。這些措施不僅有效緩解了政府財政壓力，還提升了交通設
施的服務質量和運營效率。

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政府高度重視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北都
區創新自然保育管理模式，探索私營管理自然保護區的可能
性。通過制定明確的土地規劃和建立協作溝通機制，政府確保
了發展與保育之間的平衡。此外，政府還加強公眾的環保意識
教育，推動綠色生活方式，共同守護綠水青山。

社會各界對北都區的發展同樣寄予厚望。企業、非政府組
織、學術界等紛紛貢獻智慧，共同探索北都區的最優發展路
徑。他們通過參與規劃咨詢、提供技術支持、開展公益活動等
方式，為北都區的繁榮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同時，市民也積
極參與北都區的建設和發展，通過提出建議、參與志願服務等
方式，共同為北都區的美好未來貢獻力量。

筆者認為，北都區的未來發展需要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共同努
力和智慧貢獻。我們對北都區的發展充滿信心，讓我們齊心獻
智，共築北都輝煌。

莊紫祥 全國政協委員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齊心獻智 共築北都輝煌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擁有高度國
際化的營商環境、完備的金融體系以及頂尖的專業服
務人才。其在全球資本流動、國際貿易規則運用方面
的經驗，宛如一座連接內地與世界的橋樑；深圳則是
科技創新的急先鋒，從電子資訊到生物醫藥，從人工
智能到新能源，諸多前沿領域都有深圳企業衝鋒陷陣
的身影，強大的研發能力與高效的產業轉化機制，使
其成為全球矚目的創新高地；惠州土地資源相對充
裕，產業基礎扎實，在石化、能源等領域優勢顯著，
且生態環境優美，是產業承載與拓展生活空間的理想
之地。

產業協同是深港惠深度合作的核心引擎。香港的金
融資本可精准對接深圳創新企業的資金需求，助力科
技成果從實驗室邁向生產線，走向全球市場。例如，
為那些處於成長期、潛力巨大但資金短缺的深圳科創
公司提供上市融資輔導、風險投資引入等金融服務，
讓創新不再受困於資金瓶頸。同時，深圳成熟的科技
產業可以向惠州有序梯度轉移，發揮惠州的成本優
勢，延長產業鏈條。像電子資訊產業，深圳專注於高
端晶片研發、核心軟體設計等高附加值環節，將零部
件製造、組裝等環節布局在惠州，既為深圳騰出寶貴
空間聚焦前沿突破，又帶動惠州產業升級，形成區域
產業閉環，提升整體競爭力。

加快深港惠之間的軌道交通建設，讓通勤時間大
幅縮短，人員、物資流通暢行無阻。如「深惠城
際」等線路的推進，使得居住在惠州、工作在深圳
成為更多人的便捷選擇，緩解深圳住房壓力，也為
惠州導入人才流量。而港深西部快軌一旦建成，香
港與深圳西部、乃至延伸至惠州的產業園區將無縫
對接，國際物流、貿易往來能在當日完成多頻次周
轉，強化區域聯動時效。

在生態與文旅融合方面，三地同樣大有可為。惠
州的羅浮山、巽寮灣等自然景觀與香港的都市風
情、深圳的主題公園文化相映成趣。聯合開發旅遊
線路，遊客既能在香港體驗國際都市購物狂歡，又
能奔赴深圳感受科技魅力，再到惠州享受山水休
閒，打造「一程多站」式旅遊體驗，吸引全球遊
客，讓旅遊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極，也為大灣區
文化交流搭建流動舞台。

當然，協同之路挑戰重重，政策銜接、利益分配、
區域規劃協調等問題亟待破解。但只要三地秉持開放
包容、互利共贏之心，以制度創新打破壁壘，用戰略
眼光謀篇布局，深港惠必將匯聚成磅礴力量，在大灣
區藍圖上勾勒出經濟繁榮、生態宜居、社會和諧的畫
卷，成為世界城市群協同發展的典範標杆，向全球展
現中國城市集群發展的智慧與魅力。

黃少康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主席

在粵港澳大灣區蓬勃發展的浪潮之下，香港、深圳、惠州

三地宛如三顆耀眼明珠，各具獨特光芒，又蘊藏攜手共

進、締造輝煌的無限潛能。如何巧妙將三地優勢融合碰撞

出發展的璀璨火花，是當下灣區建設的關鍵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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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宇軒
中國僑聯常委 新界地區事務顧問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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