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

在中國南部、珠江口以東，有一片花朵於大陸的
那端綻放。
這裏，有一座高度繁榮的自由港和國際大都市，

與紐約、倫敦並稱為「紐倫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
心，重要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也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城市之
一，在世界享有極高聲譽，被GaWC評為世界一線
城市第三位。
這裏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把華人智慧與西方

社會制度的優勢合二為一，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
安、自由的經濟體系及完善的法治聞名於世，有「東
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購物天堂」等美譽。
這裏便是香港，百年前祖國母親不慎丟失的孩

子。

艱苦歲月

1842 至 1997 年間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管
治」。二戰以後，香港經濟和社會迅速發展，不僅躋
身「亞洲四小龍」行列，更成為全球最富裕、經濟最
發達和生活水準最高的地區之一。1997年7月1日，
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立，此後便與祖國一同發展。

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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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此後十幾年，香港經濟的增長呈現了不斷放緩的態勢，
2020 年第一季度香港經濟更被指陷入深度衰退。除了國內外多
種因素影響之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改
革，國家對於香港的期待及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往來被嚴重的「政
治化」了，香港在持續的政治內耗中不斷錯失機遇。

舊日如夢，展望新天

2017 年 3 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
次提出深化粵港澳合作，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
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下，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熱潮澎湃而起。「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
三種貨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開全球先河。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高水平謀劃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根
本遵循和目標指引。五年來，粵港澳三地紮實推進基礎設施「硬
聯通」、規則制度「軟銜接」、民生互惠「心相融」。從「一張
白紙」到滿目繁華，「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
高品質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的願景正在成為
現實。
2020 年 10 月 14 日，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

上，習總書記強調要「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促進人
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準」。作
為大灣區的骨骼與框架，便利快捷的交通網路是灣區協同發展的
「硬基礎」。
2022 年 12 月 8 日，大灣區科學論壇灣區科創峰會在廣東東

莞舉行，來自粵港澳三地的專家學者和科創企業代表為打造全球
頂級科創灣區建言獻策。如今，大灣區已經躋身世界最重要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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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中心行列。
截至 2023 年底，大灣區發明專利有效量 67.2 萬件，深度支

撐大灣區建設；散裂中子源、鵬城實驗室、廣州實驗室等一大批
科研中心聚集了眾多國際頂尖水準的國內外科學家，大灣區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的影響力顯著增強。科技創新不僅是大灣區的一個
重要標籤，也是實現三地人才、金融等規則「軟銜接」的核心引
擎。
在金融創新領域，自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試

點以來，內地與港澳投資者積極參與，累計辦理資金跨境滙劃
128.1 億元；在人才流通方面，大灣區推動金融、醫療衞生等多
個領域的港澳專業人才享受跨境執業便利；在規則對接域，32個
領域 183 項「灣區標準」充分發揮標準協商一致的技術性作用，
不斷促進大灣區各類要素便捷流動和優化配置。
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大灣區建設宜居宜遊宜業的

優質生活圈有力促進了三地居民「心相融」，習總書記期待的「吸
引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
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願望日漸成真。
於 2023 年 11 月 22 日，2023 年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專場招

聘會暨第 27 屆全國高校畢業生秋季就業雙選會在深圳國際會展
中心舉辦。
在大灣區發展願景的吸引下，愈來愈多的港澳人和內地人

「雙向奔赴」。「灣區社保通」等一系列便民措施讓三地民眾產
生更強的連結感。在允許港澳居民報考大灣區事業單位的政策出
台以後，累計有超過 1500 人次的港澳居民報考。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僅深圳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廠累計孵化的香港創業團
隊就接近 600 個。
如今，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港澳居民及隨遷子女可同等享受

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階段教育，以及參加中高考。兩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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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辦學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已於 2022 年 9 月開學，與香港
科技大學在學術規範、師資水準、課程品質等方面保持一致。
從黨的十八大後習總書記首次離京考察時指出「希望廣東聯

手港澳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到 2018 年 5 月
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再到 2023 年 4 月在廣東考察時再次對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出指示和要求，大灣區建設始終凝聚着總書
記的傾情關懷。
國家層面的支援政策，如前海、南沙、橫琴及河套等重大合

作平台的建設，為香港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這些平台不僅為企
業創造更寬鬆的營商環境，還增強了香港在大灣區中的戰略地
位。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完善的金融體系和國際化的專

業服務，這使其在大灣區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香港可以利用其
金融優勢，推動大灣區內的資本流動和跨境交易。通過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香港不僅在經濟上受益，還在社會和民生方面獲得了
改善。

花開朝霞的紫荊

但很不幸的是，在人們的共同努力時。2019 年，新冠病毒
（SARS�CoV-2）在全球各地肆虐，對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災
難，對香港的發展帶來了沉重的一擊。社會的發展更是在此後停
滯了一段時間。
全球經濟不穩定、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

都可能對大灣區的發展產生影響。中國香港需要在複雜多變的國
際形勢中把握機遇，應對挑戰。粵港澳三地在法律、稅制、市場
准入等方面存在差異，這增加了企業在大灣區內運營的複雜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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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此外，訊息不對稱和溝通障礙也阻礙了區域內的協同發展。
更重要的是注意調節當前主要的社會矛盾，縮小貧富差距，處理
社會公平性問題。

縱千阻荊棘與淚，終繁花錦繡一片

儘管面臨諸多困難，但通過戰略規劃、產業升級、區域合作
和政策創新，相信香港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
用，並實現自身的更好發展。
如今，大灣區經濟總量已經超過 14 萬億元人民幣，綜合實

力顯著增強，正在朝着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既定
目標加速前進。
五年蝶變，粵港澳大灣區琢玉成器、氣象萬千。香港則於其

中作為重要動力，凝聚着人們的期盼與願望，隨着國際大勢緩緩
前進，駛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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