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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启动近 5 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021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约 12.6
万亿元，比 2017 年增长约 2.4 万亿元；进入世

界 500 强企业达 25 家，比 2017 年增加 8 家；广

东省现有高新技术企业超 6万家，其中绝大部

分在粤港澳大湾区，比 2017 年净增加 2 万多

家。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

澳合作更加深入，三地民众获得感更加充实。

“硬联通”加速，“一小时
生活圈”基本形成

广东省发改委（省大湾区办）主任郑人豪

介绍，目前“轨道上的大湾区”正在加快形成，

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粤港澳大湾区铁

路运营里程近 2500 公里，其中高铁里程 1430
公里，在建里程 975 公里；大湾区珠三角 9 市

已有城际铁路运营里程 476 公里，12 个城际

铁路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在建里程 362 公里；

珠三角 9 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 1092 公里，

在建里程 662 公里。

眼下，广东省正在优化路网结构，提升互

联互通灵活性，推动高铁线路引入中心城区，

与城轨和地铁无缝衔接。在铁路投资建设管

理体制改革方面，广东省将大湾区城际铁路

划分为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投资建设

运营管理由省调整至两个都市圈分别实施。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黄凌介

绍，截至 2021 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达 4972 公里，路网密度达到 9.1 公

里/百平方公里，在国内外主要城市群中位居

前列。

另外，三地口岸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创新

实施“一站式通关”“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

便利通关模式，2/3 出入境旅客通过自助方

式通关、基本实现排队不超过 30 分钟。

随着“硬联通”持续加速，在粤港澳大湾

区，世界级的机场群和港口群也在加快形成，

机场群旅客吞吐能力超过 2 亿人次、港口集

装箱吞吐量超过 8000 万标箱。目前，广州、

深圳、珠海、东莞等 4 个港口已迈入亿吨大港

行列，深圳港、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位居

全球第四、五位。

“软联通”深化，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

郑人豪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着力推进“湾

区通”工程，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软联

通”不断深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

广东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对港澳实施

更短的负面清单，基本实现与港澳服务贸易

自由化，目前港澳企业在法律、会计、建筑等

领域投资营商享受国民待遇，港澳企业商事

登记实现“一网通办”，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1 个工作日内办结。

“深港通”、债券“南向通”、“跨境理财通”

等措施落地实施，人民币成为粤港澳跨境收

支第一大结算货币。香港、澳门居民通过代

理见证开立内地银行个人账户超 18 万户，拓

展银联港澳版“云闪付”手机应用、微信等移

动支付应用场景，大湾区居民享受跨境金融

服务更加便利。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林平介

绍，截至 2021 年底，参与“跨境理财通”试点

业务的大湾区居民超过 2 万人次，资金汇划

5855 笔，金额 4.86 亿元，资金双向流动均衡、

交易活跃；大湾区内地城市与港澳间累计跨

境人民币结算量达到 21.01 万亿元。

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措施，

2021 年广东对港澳进出口 1.18 万亿元，占广

东外贸总值的 14.2%。

为支持港资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前海合

作区出台产业集聚等政策，对港企按一般扶

持标准的 1.2 倍执行。

此外，横琴合作区推出商事登记跨境通

办服务，澳门企业足不出户即可落户合作区，

自揭牌以来新设立澳资企业 253 家，实有澳

资企业 4771 家，澳资企业参与合作区建设热

情高涨。港澳建筑工程和专业人士跨境备案

系统正式启用，累计 63 家港澳企业和 324 名

专业人士获跨境执业资格。

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断深化，在医

师、教师、导游等 8 个领域，广东以单边认可

带动双向互认，3000 多名港澳专业人士取得

内地注册执业资格。此外，广东还推动制定

了首批“湾区标准”清单，涵盖食品等 23 个领

域 70 项标准。

“心联通”加强，宜居宜业
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正在形成

如今，珠三角正在成为香港、澳门各行业

人士就业、创业、生活的良好聚居地和新空

间，“心联通”不断加强。

目前广东已全面落实港澳居民在民生领

域的市民待遇。在教育方面，港澳居民及随

迁子女同等享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

段教育等政策落地实施；在医疗卫生方面，

“港澳药械通”试点实施，大湾区内地符合条

件的医疗机构可按规定使用已在港澳上市的

药品和医疗器械；在社会保障方面，“湾区社

保通”政策落地，截至 2021 年底，港澳居民在

粤参加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累计达 27.92 万

人次……

在横琴合作区，“澳门新街坊”项目正在

加快建设，可为澳门居民提供 4000 套住房。

截至 2021 年底，在横琴合作区登记就业的澳

门居民有 503 人，同比增长 114%；澳门居民

累计办理居住证 8679 人、购置各类物业 7426
套、签订门诊统筹 424 名，去年全年超 5.3 万

人次澳门居民在横琴就医。

更多港澳青年来粤就业创业。目前，在

广东纳入就业登记管理的港澳居民超过 8.51
万人。累计超过 1000 人次的港澳居民报考

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首批考取

港澳居民已聘用到岗。此外，全省建成“1+
12+N”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体系，累

计孵化港澳项目超过 2300 个、吸纳港澳青年

就业达 3400 余人。

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加畅通。广东省科

技厅副厅长梁勤儒介绍，目前广东已初步建

设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体系。广东支持港澳

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财政支持科技计

划，科研项目财政资金也可以跨境拨付支持，

惠及 10 余所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形成了

“港澳高校—港澳科研成果—珠三角转化”的

科技产业协同发展模式。

大湾区建设启动近5年来，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建设成效显著——

粤港澳合作 互联互通正加速
本报记者 程远州

4 月 19 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

了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

以来的数据：4 月 1 日至 15 日，已有

4202 亿元留抵退税款退到 52.7 万户

纳税人的账户。

按 照 今 年《政 府 工 作 报 告》要

求，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全年

退 税 约 1.5 万 亿 元 ，目 前 已 有 4202
亿 元 留 抵 退 税 款 退 到 纳 税 人 的 账

户，也就是说，近三成的留抵退税款

已经又准又快落入企业“口袋”。今

年留抵退税户数多、小额退税占比

高，税务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和智

能化技术手段，通过系统预填单、弹

窗提醒、一键通达、智能审核等方

式，实现退税简便快捷好操作。

数据显示，在已获得留抵退税

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 51 万户，占

比 96.8%，涉及退税金额 2422 亿元，

占 比 57.6% ，成 为 受 益 的 最 大 主

体 。 山 东 财 经 大 学 教 授 潘 明 星 认

为，小微企业不仅关乎市场活力，也

关系民生发展，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凸显了扶持小微企业这一鲜明

导向，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之举。

据税务部门对已收到退税资金

的企业抽样调查显示，主要用于扩

大再生产的企业占 28.1%，资金占

总额的 44.5%，是占比最高的资金

使用方向。此外，还有不少企业将

退税资金用于技术研发、购买原材

料等。安徽财经大学教授经庭如认

为，企业将获得的资金直接用于再

生产，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有利

于更好发挥政策效应，也有利于为

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今年 1.5万亿元留抵退税的“真金白银”，含金量高、市场

主体需求迫切，在落实过程中更需要切实防范可能出现的留

抵退税风险，确保退税资金精准直达符合享受条件的企业。

同日，税务部门公布了 5起骗取增值税留抵退税案件。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认为，此次

税务部门查处并曝光的 5 起骗取留抵退税案件，体现了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依法拟

采取不同的处理处罚措施。比如，将利用取得虚开发票虚

增进项税额、骗取留抵退税的河北和广东两户企业，依法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将依法从重处罚并追究刑事责任；对

江西一户企业通过个人收款不申报隐匿销售收入，通过注

册空壳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违规享受低税率或免征优惠转移

销售收入，骗取留抵退税，拟处 2 倍罚款；对西藏、辽宁两户

企业通过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骗取留抵退税，拟

处 1 倍罚款，充分体现了税法的刚性和力度。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会

同公安等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严肃查处骗取留抵退税

违法行为，运用税收大数据精准发现、重拳打击团伙式造假

虚开骗取留抵退税，为留抵退税政策落准落稳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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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结构不断优化，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断
深化，创新要素流动更加
畅通……启动建设近 5年
来，一系列软硬件措施的
落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
澳合作更加深入，三地民
众获得感更加充实。

■经济聚焦R

北京石景山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一季度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保持在40%以上

本报北京 4月 19日电 （记者潘俊强）19 日，记者从北

京市石景山区了解到：为助力企业发展，缓解困扰小微企业

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该区已对标北京市优化营商环

境 5.0 版要求，推出“免申即享”政策等一系列金融普惠服

务，服务内容涵盖企业融资补贴、增信、上市支持等方面。

目前，石景山区已有 30 家企业通过“免申即享”获得小微企

业融资政策支持。

依托“免申即享”政策服务，企业无需提交申请，只要符

合政策兑现标准，即可享受政策支持，通过数据“多跑路”、

企业“少跑腿”，降低了企业融资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让

“惠企”政策真正做到了“便企”。据介绍，今年一季度，石景

山区普惠小微贷款继续保持 40%以上的增速。

山东加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一季度货物进出口增长13.7%

本报济南 4月 19日电 （记者王沛）记者从山东省 19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省一季度生产总值为

19926.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增长 5.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5%，货物

进出口总额 7106.5 亿元，同比增长 13.7%。

今年以来，山东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

响，对省内 16 市开展实地调研督导，“一市一策”制定工

作 方 案 ，协 调 解 决 突 出 矛 盾 难 题 。 梯 次 推 出 两 批“ 稳 中

求进”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和振作工业经济运行 28 条、

促进服务业恢复发展 35 条等政策措施。全省规上工业

41 个行业大类中，31 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增长

面达到 76%。

经过近 5 年持续加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山东供需两

端新增长点优势突出。今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217.6%，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217.8%。

330千伏汤峪变电站增容改造工程竣工
本报西安 4月 19日电 （范文斌）国网 330 千伏汤峪变

电站增容改造工程于近日顺利竣工。作为我国首批 330 千

伏变电站，该变电站已为陕西关中地区输送可靠电能长达

50 年。此次工程竣工将大大提升变电站的可靠性，继续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可靠电能。

汤峪变电站于 1969 年开工建设，1972 年建成投运，是

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刘天关输电线的枢纽项目之一。它

的建成，为当时陕西关中地区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

本次增容改造，是汤峪变电站建成以来最大最复杂的

一次改造，也是陕西省电网补强重点项目。改造扩建后，全

站总容量为 300 兆伏安，不仅大大提升了供电容量，而且优

化了电网架构，让西北电网更加可靠。

“花生丰收本来是好事，可是价格跌得厉

害，赔过不少钱。”由于花生价格容易波动，种

了 20 年花生，河南省桐柏县毛集镇熊寨村的

种植户熊本高，经历过很多次花生减产赔钱、

丰收也赔钱的烦恼。

“2021 年下半年，花生价格再次出现下跌

趋势。”这次种了 150 亩花生的熊本高却不慌

不忙，掏出一份花生期货价格保险单，拿到了

由中原农业保险公司支付的 1 万多元保险赔

偿金。“只靠卖花生，收入不够回本。有了这 1
万多元保险赔偿，心里舒坦多了。”

熊本高投保的这种花生期货价格保险，

属于郑州商品交易所和河南省财政厅在桐柏

县合作开展的花生“保险+期货”试点项目。

农户为花生价格投保，保费由郑商所、各级财

政和农户共同承担，保险公司通过期货公司

在期货市场上购买花生看跌期权。

“‘保险+期货’可以看成一种嫁接了期货

市场风险对冲功能的特殊价格保险。一旦花

生收获期价格低于目标价格，保险公司就按

约定赔付，弥补农户收入损失。保险公司再

通过行使期权获得收益，补偿自身风险。”郑

州商品交易所农产品部总监刘鸿君说。

“嫁接期货的好处在于可以买入期权对

冲风险。2021 年我们承担桐柏县、正阳县、开

封市祥符区的花生‘保险+期货’试点，赔付了

19496 户 ，共 计 约 1529 万 元 ，资 金 压 力 不 算

小。不过，我们由于买入了花生看跌期权，价

格风险就被完全对冲了。”中原农业保险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农险部主管徐放说。

桐柏县副县长段其国说，2021 年，为确保

花生“保险+期货”试点顺利实施，省、市、县三

级财政补贴保费达 622 万元，为花生种植户提

供了总额达 3.7 亿元的风险保障，财政资金补

贴效应放大约 60 倍。

截至目前，郑商所已在新疆、甘肃、河南

等 12 个省份开展了 127 个“保险+期货”试点，

涉及棉花、白糖、苹果、红枣、花生等农产品，

覆盖 25 万多户农民，降低了市场价格波动带

给参保农民的风险。

“金融应该在支农惠农、服务乡村振兴中

发挥更大作用。保险公司网点多、与农民联

系紧，期货市场可以对冲风险，‘保险+期货’

将二者优势结合起来，既保障了农民收益，降

低了保险公司风险，也能更好发挥期货市场

的作用。”刘鸿君表示，郑商所“保险+期货”覆

盖的范围和农产品种类会继续扩大，更好服

务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

河南开展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

风险能对冲 收入有保障
本报记者 毕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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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位于浙江省玉环市丁岙自然村前的 220 千伏线路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组装、架搭 50 米高的铁塔。

近年来，玉环市全力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服务大规模新能源接入，推进主配网高质量发展，加快“防台救灾”电网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保障。 吴达夫摄（影像中国）
架搭铁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