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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的效果。

“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身都是国家战略。

相互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

聘教授陈强告诉记者，“譬如，就高校的聚集程度来说，香港

地区高水平大学不少，然而从整个大湾区看，高校聚集程度仍

然低于长三角、京津冀，甚至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过去

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外和国内其他地区高校到深圳办

学，释放科教能量。未来，沪港高校之间要加强联动，并将联

动效应辐射到长三角与大湾区。”

“香港，侬好”，这是前不久为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

由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贸办事处与香港旅游局上海办事处合

办的“国风港潮，艺文‘沪’赏”活动现场出现的一个巨型手

办上的字样。记者联系到这一作品的创作者黄书汉（Richard 

Wong）。黄先生表示：“我是作为‘港潮’代表受邀前来参加

活动的，但要形成‘国风’的作品，我自然想起联系内地著名

书法家朱敬一老师，来寻求合作创作。沪港合作，本身就是香

港进一步融入内地的一种表现。让内地同胞感受香港城市文化

的传承、包容、创新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回到祖国怀抱，

我们才是自己人。” 在黄书汉看来，一句“香港，侬好”，道

尽了香港与上海、大湾区与长三角的浓情厚谊。

提及的科创企业联动发展，是有政策面的支持的。但记者在采

访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朋友对沪港合作有一个担心之处——毕

竟，香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且是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那么，

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之合作，是否会冲淡沪港合作呢？

譬如上海，以及整个长三角地区，在产业布局上与大湾区有相

似之处——第三产业集中。

施荣恒对此解读称，就第三产业来说，长三角是全国金融机

构的首要聚集区，拥有庞大的金融资产规模，能够与香港、深圳

共同发挥协同效应，放大金融效益。他特别看重长三角的人才优

势与香港对接。“长三角地区本科以上学历人口占全国的五分之

一，拥有高质量人才库；香港亦拥有三所名列世界百强的大学，

故加强推动两地人才交流能够更好地拓阔两地人才的视野及格

局，提升两地人才的竞争力，从而推进两地高质量发展。” 施

荣恒说，“长期以来，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均致力于打造国际化、

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通过沪港龙头城市合作，能够起到很好的领

头作用，吸引更多外资到沪港落地开业，提高贸易体量。”

在施荣恒看来，虽然粤港澳大湾区拥有更为全面的产业链，

但目前的发展并不均衡，而上海与香港分别作为长三角及大湾

区的龙头城市，有着长期累积的人才、资本、技术及资讯资源，

拥有强大的区域聚合效应，沪港的深度合作能够发挥一加一大

黄书汉和他的“香港，侬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