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國

際形勢複雜多變的當下，

我國各地區的協同發展顯

得極為重要。甘肅省政協

委員、全國僑聯常委廖宇

軒表示，甘肅與香港，一

個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黃

金段，一個是粵港澳大灣

區的核心引擎，兩地相隔

千里，卻能在國家發展大

局中形成優勢互補。深化

政策對接、產業協同、人

才互動等務實合作才能把

握「一帶一路」建設等重

大機遇立足國家戰略，共

同譜寫國家發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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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宇軒：加強隴港青年交流深化兩地務實合作
●甘肅省政協委員、中國僑聯
常委、新界地區事務顧問協會
主席廖宇軒

●2024年8月19日，由甘肅省委統戰部主辦、香港甘
肅聯誼會承辦的「相約如意甘肅．厚植愛國情懷」香港
青少年國情研學活動在甘肅蘭州啟動。研學團團長廖宇
軒與團員合照。

●2024年12月15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慈善基金愛心慰問積石山縣受災群眾物資捐贈儀
式，廖宇軒與該會首長代表致贈。

前海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前海作為粵港澳大灣區

的核心引擎之一的核心引擎之一，，在推動內在推動內

地與香港深度合作方面具有地與香港深度合作方面具有

獨特使命和優勢獨特使命和優勢。。深圳市政深圳市政

協委員協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

合會常委合會常委、、全港各區工商聯全港各區工商聯

首席會長盧錦欽表示首席會長盧錦欽表示，，加速加速

推進前海與香港規則機制的推進前海與香港規則機制的

一體化融合不僅是制度創新一體化融合不僅是制度創新

的關鍵的關鍵，，更是實現灣區協同更是實現灣區協同

發展發展、、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助力國家高質量發展

的重要路徑的重要路徑。。通過金融互通過金融互

聯聯、、人才互通等多個維度的人才互通等多個維度的

突破突破，，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將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將

與前海的創新試點深度融與前海的創新試點深度融

合合，，為大灣區注入新動能為大灣區注入新動能，，

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

盧錦欽：推動前海與香港政策融合促進灣區企業多元化發展
●深圳市政協委員、中華全國
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全港各區
工商聯首席會長盧錦欽

●2025年，陽江市委書記盧一先一行來全港各區工商聯拜訪，盧錦欽接待。

●今年2月，深圳市政協七屆四次會議間，盧錦欽與政
協委員合影。

●2025年，全國工商聯在廣西召開會議，中央統戰部副部
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沈瑩（中），全國政協常委、全
國工商聯副主席何超瓊（左三）等與盧錦欽合影留念。

●今年2月，盧錦欽出席深圳市政協七屆四次會議開幕。

「從經濟層面，甘肅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廣闊的
發展潛力，特別是在現代農業、新能源和文化

旅遊等領域，具備成為國家重要戰略要地的條件。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擁有成熟的資本市
場、專業的服務體系以及發達的全球商業網路。兩地的
合作可以形成『資源+資本』『產業+市場』的良性互
動。」廖宇軒舉例指出，香港的金融可為甘肅的光伏基
地等清潔能源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推動西部地區的可持
續發展；甘肅為香港提供優質農產品和獨特的旅遊資
源，豐富香港的經濟結構，通過發揮各自優勢，實現互
利共贏。
科技創新方面是兩地合作的重要領域之一。廖宇軒認
為，香港擁有頂尖的高校與科研機構，基礎研究實力雄
厚，擁有暢通的國際科技合作渠道。而甘肅具備扎實的
工業基礎與應用場景。兩地加強產學研合作，共同聚焦
在新材料、生物醫藥、數字經濟等領域，不僅能加速科
技成果的轉化，更能為國家科技注入新動力。通過香港
的國際化人才和甘肅的專業人才互相交流合作，必定能
達成互補，為兩地培育更多高素質的創新主體。
人文交流同樣是兩地合作的重要樞紐帶。廖宇軒指
出，甘肅作為古絲綢之路的黃金段，具有底蘊深厚的文
化歷史。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大都市，具有多
元發展。兩地可以深化合作，共同善用絲綢之路文化資
源，打造特色的文旅品牌，並通過藝術展覽、學術研
討、青年交流等活動，促進民心相通；加強文化交流不
僅能豐富兩地的精神內涵，更能向世界展現中華文化的
多元魅力。

助港澳青年融入內地研學交流是關鍵
在「一國兩制」下，推動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是增強國家認同、促進區域協同的重要舉措。廖宇
軒表示，近年來，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讓港澳青
年更了解國情的最新發展，感悟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
隴港兩地積極搭建平台、開拓渠道、提供條件開展了一
系列青年交流活動工作。「我很榮幸能夠多次組織參與
香港青年前往甘肅研學交流的相關活動，帶領學生和創
業青年們走訪蘭州、敦煌等地，考察新能源項目、參觀
歷史名勝，並與當地高校學生進行交流。這類活動雖然
規模不大，但卻實實在在地讓青少年能夠親身感受甘肅
的歷史人文和科技成就，感受西北發展的潛力與機遇，
提升愛國情懷和民族認同。
然而，相較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常態化交流，隴港青年互

動仍面臨挑戰，例如由於交通成本較高，交通方式受限導
致活動頻次偏低，且多數研學活動一直停留在參觀考察層
面，缺乏像大灣區那樣的實習機會、創業等深度的融合機
制。對此，廖宇軒表示，會在政協提案中持續聚焦「構建
隴港青年交流長效機制」並提出多項具體建議：第一，聯
合兩地政府、高校與企業，設立專項基金支持兩地青年互
訪，增設交流名額擴大交換生規模和開設暑期課程；第
二，共建「隴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提供辦公空間、導
師指導和融資服務；第三，開發「數字絲綢之路」線上交
流平台，利用VR技術讓香港青年遠程體驗甘肅文化遺
跡。這些措施旨在使青年交流從活動型轉向項目型、從短
期型轉向長期型，以期未來形成常態化交流機制，助力港

澳青年成為國家發展的參與者。

發揮多重身份優勢 積極擔任推動者
廖宇軒始終牢記自己的責任和擔當：「我一直努力做
好隴港交流的聯絡員，利用香港不同社團等平台，促成
兩地工商界、教育界、文化界的常態化互動；二是當好
甘肅發展的智囊，圍繞『一帶一路』建設等國家戰略在
甘肅的實施建言獻策；三是做好香港社會的宣傳員，通
過文章、訪談等形式，向香港各界客觀介紹甘肅的發展
機遇和內地的真實情況。近年來，通過履職實踐和不斷
地學習思考，我深刻體會到作為香港青年應該要善用自
身獨特優勢發揮『雙重積極作用』，既要支持家鄉建
設，又要促進港澳與內地的融合發展。」
隴港合作是為了互利共贏。廖宇軒強調，甘肅通過香

港窗口走向世界，香港借助甘肅腹地拓展空間。這不僅
是經濟互補，更是文化交融、青年共進的過程。青年既
是受益者，更是推動者。當越來越多的香港青年在甘肅
找到發展機遇，當越來越多的甘肅青年通過香港接觸世
界，兩地融合發展的社會基礎就將更加牢固。作為政協
委員，廖宇軒將繼續為兩地合作架橋鋪路，為「一國兩
制」實踐貢獻力量。

深港市場互聯互通
釋放巨大協同效應

「金融領域的規則對接
是突破口，香港成

熟的國際化體系與前海的
創新試點結合，將釋放巨
大協同效應。」盧錦欽指
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擁有成熟的金融監管
和市場運作機制，但在前
海與香港的金融規則對接
方面，仍存在市場准入標
準、監管協調等差異。他建議，應進一步擴大兩地金融
市場的互聯互通範圍，優化股票交易品種、拓展兩地股
票板塊。
其次，盧錦欽強調深化「債券通」機制在深港金融合
作中的重要性。他建議，可優先在前海試點金融衍生品
交易，借助香港的國際化經驗與市場化優勢，推動跨境
金融產品創新。他表示，在金融衍生品領域，香港可憑
藉其成熟的金融體系及監管框架，為內地發揮引領作
用。例如整合「債券通」現有機制，拓展跨境支付、風
險管理等配套服務，促進資金流動與交易量提升。
通過前海試點，不僅能強化深港金融互聯互通，更能
以創新驅動區域金融市場升級，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
更具國際競爭力的金融樞紐。盧錦欽提到，此舉預期將
帶動兩地金融業態的多元化發展，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國
際金融體系中的戰略地位。

吸引人才回流打造全產業鏈模式
盧錦欽表示，「香港的國際化優勢與人才資源是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引擎。」為進一步發揮香港青
年在科技創新中的潛力，他建議，應充分利用香港作為
國際化平台的優勢，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並與前海深度
合作，共同打造完整的科技產業鏈。香港擁有成熟的科
研環境與國際化視野，而前海則可依托內地強大的生產
鏈與市場化能力，實現科研成果的產業化轉化。通過深
港兩地的優勢互補，形成「香港研發+前海生產+灣區市
場」的全產業鏈模式，不僅能有效提升科技創新方面的
國際競爭力，更能為香港青年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此外，盧錦欽提議深圳市政府應加大對青年創新創業
的政策支持力度，提供資金補貼、人才政策等優惠措
施，吸引更多香港青年融入前海的創新生態圈。他指
出，前海在給予補貼的基礎上，需建立標準化機制，明

確各領域人才引進的具體要求與待遇標準。例如，可根
據學歷或專業職稱設定差異化補貼，並結合住房、配套
政策等綜合支持，提升對港人的吸引力。這不僅能為人
才提供清晰預期，還能激勵企業主動參與人才引進。
盧錦欽強調，香港與前海的緊密合作不僅能促進科技
創新，更能為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科技
產業集群。通過整合兩地資源，推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
發展，讓香港繼續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為國
家科技創新戰略貢獻力量。

轉型社團服務發揮橋梁作用
「香港社團在新時代的發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盧錦欽強調，社團需緊跟時代需求，創新服務模
式。他認為，社團應從過往單一的民生服務模式，轉向
民生與經濟雙軌並行的發展道路。一方面需繼續深化基
層關懷，另一方面積極參與產業升級，如支持中小企業
數碼化轉型、推動綠色經濟等。工商聯等組織可進一步
發揮平台作用，促進灣區內企業合作，協助香港更好地
融入國家發展戰略。「通過這些舉措，香港社團不僅能
夠助力香港經濟發展，還能增強市民對社團的認同感」
盧錦欽說，香港社團作為聯通特區政府、企業與市民的
重要紐帶，應憑藉其靈活性和接地氣的優勢，持續發
力，創新服務，並發揮橋梁作用，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深
度融合，為香港社會經濟注入新動能，為香港的繁榮穩
定作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