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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5 万亿元；3 月 12 日至 21 日，澳门和横琴首次联合出海招

商，全面推介琴澳投资发展环境和优惠政策，吸引全球优质产

业项目和企业落地澳门和合作区。

《纲要》提出，到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

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

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

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从综合数据来看，该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也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典范这一长远战略目标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未来可期

如今，随着疫情扰动散去，粤港澳全面通关，大湾区的“烟

火气”又回来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势必迎来“加速期”。

2021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发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提出了跨境“双城三圈”发展空间构想，体现了香港开放发展

的新理念。但其规划时间跨度长达 20 年，如何提高建设效率、

保证政策持续性一直是外界关注的重点。

“此前，香港政府已经宣布，未来5年，香港将收地500公

顷，当中有九成来自北部都会区。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搁在以

前是无法想象的。相信今明两年，北部都会区会有一些标志性工

程开始启动。”谢来风告诉记者，香港政府也在转型，更加积极

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越发明显。

更为重要的是，要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内的 4 大核心城市和

7 大节点城市的各自禀赋，实现“共振”并不断促进高质量融

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双循环战略

的重要交汇点。”谢来风表示，“香港、澳门作为自由港，对外

联通世界；珠三角九市对内连通内地市场。如果能把这个交汇点

融合好，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会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每个城市要精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谢来风进一步说明，

香港要在建设“八中心”基础上，更好地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等平台上发挥国际化优势，吸引更多的投资

与人才；澳门要在中葡合作以及“一带一路”中发挥精准链接

作用；广州要以南沙为平台，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

引擎作用，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建设上新水平；

深圳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统领，做强“深圳—

香港”极点，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中发挥核心作用。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的合作重点，谢来风介绍，首先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肯定要走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其次，要

加强产业融通，让更多香港优秀的科研成果更有效地进行转化；

最后，要做好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政策的落实落细，

处理好各个平台间的错位以及协同发展。

站在 2023 年的新起点，粤港澳大湾区将朝着《纲要》中

2035 年的目标前进：到 2035 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

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

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到最后是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

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未来可期。”谢来风对届时能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信心。

粤港澳大湾区涉税事项跨城协同服务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是首个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一地两检”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