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旅客从横琴口岸过关。

本报记者 贺林平摄

图②：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图③：南沙港繁忙场景。

王美燕摄（人民视觉）

图④：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图⑤：深中通道深中大桥。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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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湾碧水，两地相拥。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以下简称“河套合作区”），从深港协同创

新中心 44 层俯瞰，曾经杂草丛生的滩涂上，一栋

栋产业楼宇拔地而起。不远处，高约 200 米的

“河套壹号”已完成封顶，建设现场热火朝天。

同样火热的，是高端科创资源的加速汇聚。

目前，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已汇聚 160 多个高端

科研项目、1.5 万名科研人员。2023 年 8 月，《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印

发 ，提 出“ 科 技 创 新 是 深 港 合 作 的‘ 最 大 公 约

数’”。在这块约 3.8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深港合

作、协同发展进入了提速期。

“这是自主研发的高速高清三维机器视觉传

感器，用于引导机器人工作，精度最高达 0.5 微

米。”站在新品展示柜前，深圳显扬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丁克感慨道，“香港的科研优势叠加深圳

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可谓珠联璧合。”

河套合作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香港高校科

研团队。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等 5 所高校陆

续设立了 10 个创新研发平台和一系列创新孵化

载体。“我们布局了深港协同创新实验室集群，17
个实验室分布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材料科学、人

工智能等领域。”香港科技大学深港协同创新研

究院执行总监高凌云说。

如何让科创资源更加便利“过河”，让协同发

展之路更加通畅？“围绕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

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

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三大定位，加速推动规则

衔接、机制对接，落实推动科技创新要素流通各

项政策，优化服务配套。”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发

展署署长曾坚朋说。

深港共同编制“联合政策包”、开展“科汇通”

试点、打造国际产业中试集聚区……一系列举措

落地见效，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时空

分辨率电子显微镜等一大批科研成果在河套合

作区竞相涌现。

当下，深港科创合作正在走向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我们将进一步叠加‘香港创科’和‘深圳

转化’优势，勇当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创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锋。”曾坚朋说。

河套：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步伐加快
本报记者 程远州

见到 90 后澳门青年萧启东

时，他刚从香港返回甡物科技（珠

海）有限公司位于横琴的办公室。

萧启东的创业从澳门起步，迄

今已 10 多年。如今，公司在横琴

建立研发总部、在东莞建有智慧型

工厂、在深圳设立销售中心、在香

港开拓国际业务，奔波在粤港澳

大湾区成了他的工作常态。

公司专门拓展了“茶甡”业务

领域。“‘茶甡’，就是以茶渣为原

料，生产销售包括建筑材料在内

的一系列环保产品。”萧启东一边

介绍“茶甡”理念，一边带记者参

观用茶渣环保墙砖装修装饰的办

公室，“墙砖是我们创业之初的主

打产品，现在产品已拓展到文创

产品等几十种，都是以废弃茶渣为

原料，经过生物菌发酵，再将剩余

的纤维制成再生产品。产品不仅

可降解，还为大量茶渣废弃物找到

了再生利用途径，变废为宝。”

大学期间学习工业设计专业

的萧启东，曾以木屑为原料设计

制 作 相 机 外 壳 ，赚 到“ 第 一 桶

金”。后来，茶渣废弃物进入他的

视野，他找到学习生物、化学等相

关专业的内地和港澳年轻人，组

建研发团队，携手创业。经过近

3 年不懈努力，在澳门特区政府对

青年创业的支持下，去年底，公司

获得融资 2500万元。

“这里潜力无限，大有可为！”

萧启东说，公司的再生系列产品

得到认同，已在东莞建起 6000 平

方米的新厂房，6 条生产线分别

生产杯子、遥控器、包装盒等几十

种产品。下一步，还准备将中药

渣、酒糟等变废为宝，设计生产更

多环保产品。

“这里潜力无限，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富子梅

风 起 南 海 ，潮 涌 湾 区 。

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又一

个“湾区速度”令人惊叹：最

快约 5 秒，在横琴口岸完成

通关；最快不到 10 分钟，办

好营业执照；一小时，大湾区

主要城市之间基本实现通达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

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

的 区 域 之 一 ，经 济 总 量 从

2018 年 10.8 万 亿 元 增 至

2023 年突破 14 万亿元，以不

到全国 0.6%的国土面积，创

造了全国 1/9 的经济总量，

前景可观、潜力无限。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发挥港澳在国家对外开放大

局 中 的 作 用 ，亲 自 谋 划 、部

署、推动实施粤港澳大湾区

重大战略。5 年多来，《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从

一张蓝图逐渐变为实景，经

济综合实力再上台阶、科技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内联外

通网络加速完善、重大合作

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市场一

体化水平逐步提高，高质量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迈出坚实

步伐。

“大胆闯、大胆试”，建设

好大湾区，关键在创新。大

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

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

先例。在“一国两制”方针和

基本法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创新体制机

制，促进要素流通，才能化“制度之异”为“制度之

利”。如今，“港澳药械通”“湾区社保通”“跨境理财

通”“政务服务跨境通办”等一批标志性事项落地实

施；粤港澳共同公布涵盖食品、中医药、养老等领域

的“湾区标准”已经达到 183 项；横琴与澳门试行商

事登记“跨境通办、一地两注”，粤港实现 108 项高频

政务服务“跨境通办”……随着人员、货物、资金、数

据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

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国家扩大对外开

放的过程中，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

会减弱。香港具有国际广泛认可的资金自由流动、

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卓越的专业服务、发达的航运航

空等独特优势；澳门作为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一

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香港、澳门经济发展稳定向

好，具有发展韧性、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香港、澳

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

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也是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

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

今天的祖国高度开放、日新月异，足以凭国家之大、

活力之盛，为港澳增优势、拓空间、破难题提供强大

动力。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可以更好发挥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把国际联系广

泛、专业服务发达等优势同内地市场广阔、产业体系

完整、科技实力较强等优势结合起来，成为国家双向

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机遇湾区，机遇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保

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为港澳发展

带来重大机遇，对巩固提升港澳独特地位和优势具

有重要作用。从科技创新能力看，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水平人才

高地等建设全面推进，已经拥有超过 7.5 万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

4 年居全球第二；从内联外通网络看，“轨道上的大

湾区”更加完善，大湾区机场群旅客年吞吐能力超过

2.8 亿人次，港口群集装箱年通过能力超 8500 万标

箱，航线网络覆盖了全球主要城市和世界主要贸易

港口；从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看，横琴正式封关运行，

前海出台全国首部投资者保护条例，南沙中国企业

“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揭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起势良好……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蓬勃发展，

既能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也能为港澳居民提供更广

阔的生活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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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嘉华药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林文玲

顾不上周末休息，驱车前往位于横琴粤澳合作中

医药科技产业园的横琴片仔癀国医馆项目所在

地。“我们每天接待约 200 人次参观学习中医药

文化。”林文玲说，适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

下简称“横琴合作区”）建设的大好机遇，在横琴

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大有可为。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按 15%税率征收、

琴澳产学研合作项目联合资助、“促进与葡语系

国家科技交流合作的扶持办法”出台……挂牌近

3 年来，横琴合作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粤澳共

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体制不断健全。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表示，横琴是促进

澳 门 经 济 适 度 多 元 发 展 的 主 要 平 台 和 重 要 抓

手。据统计，截至 6 月 15 日，横琴合作区实有企

业 55954 户，其中澳资企业 6298 户，较合作区成

立之初增长 35.82%。

今年 3 月 1 日零时起，横琴合作区正式实施

封关运行。横琴口岸人员车辆双向实现“丝滑过

关”。截至 6 月 17 日，海关在“一线”累计验放跨

境车辆超 65 万辆次，同比增长 13%……人员进

出更加便利，物流资金流更加高效，琴澳一体化

发展加速推进。

“我看好横琴的营商环境，特别是税收、人才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及横琴的区位优势和丰富

的科研资源。”广东跃昉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

席执行官江朝晖说。

“横琴正值贸易投资机遇叠加的‘黄金期’，

它连接澳门的国际资源，联通中国内地的广阔市

场，享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趋同澳门的营商环境

以及完善全面的政策体系，具有无限的发展前

景。”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横琴合作区

执委会主任李伟农说。

如今，各类企业纷纷进驻横琴，优秀人才看

好横琴，不少澳门年轻人购买了横琴“澳门新街

坊”项目住房，参加“琴澳旅游团”人员可“团进团

出”多次往返琴澳，不断推动构建“澳门平台+国

际资源+横琴空间+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发展

模式……横琴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中，展现独

特魅力。

横琴：琴澳一体化加速推进
本报记者 富子梅

从繁忙的工地到林立的高楼，在香港青年张

海瑶看来，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以

下简称“前海合作区”）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入驻企业越来越多，配套也更加完善。”

7 年前，张海瑶从香港来到深圳，入职影石

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规模、营收都在

不断扩大，我们施展的空间也更广阔。”张海瑶说。

公司已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张

海瑶也成长为企业市场合作方面负责人。

对在前海合作区工作的香港居民，其个人所

得税税负超过香港税负的部分予以免征；将前海

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展至前海合作区全

域……“各项政策利好，让我扎根于此的决心更

坚定。”张海瑶说。

来前海追梦的，还有深圳幻影未来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聪，他与创业伙伴将企业

落在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最重要的是人

才。公司做人工智能虚拟人研发，需要建模师、

动作师、渲染师等大量人才，深圳有这些领域的

人才优势；公司未来准备涉足国际市场，需要不

少国际化人才，这是香港的人才优势。在前海，

这两方面的人才需求都能满足。”王聪说。

“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2021 年

9 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

革开放方案》公布，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

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

“前海港企贷”落地，港澳 23 类专业人士经

备案（登记）即可在前海执业，“关于支持港澳青

年 在 前 海 就 业 创 业 发 展 的 十 二 条 措 施 ”发 布

……一系列政策的落地，让前海这个“特区中的

特区”，对香港人才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数据显

示，在前海工作、生活的香港居民已超 1 万人，

前 海 注 册 港 企 9055 家 ，注 册 资 本 9469.47 亿

元。今年 1 至 4 月，前海新增外资注册企业 489
家、同比增长 42.6%，新增外资企业注册资本同

比增长 226.4%。

“建设着眼大湾区、服务大湾区的国际化城

市新中心，前海有其特殊的使命、特别的要求，也

有特定的期待，这就是前海‘特区中的特区’之要

义所在。”深圳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王锦侠说。

前海：“特区中的特区”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姜晓丹

广州南沙庆盛高铁站旁，一辆辆混凝土车往

来穿梭，一幢幢建筑拔地而起，广州市首个试行

“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试点项目——新鸿基

地产庆盛枢纽 TOD 项目建设正酣。

从庆盛站搭乘高铁，最快约 40 分钟便可直

达香港西九龙站。“我兼顾香港、广州两地事宜，

每周坐高铁往返，两地就像同城。”新鸿基地产相

关区域负责人黎祥掀感叹道。

南沙站一期开建在即，一小时内通达大湾

区主要城市；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港开航；南沙

期货产业园地上主体结构开工……入夏以来，

南 沙 佳 音 频 传 。 6 月 30 日 建 成 开 通 的 深 中 通

道，为“黎祥掀们”的湾区事业、多城生活打开了

新空间。

2022 年 6 月，《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

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南沙方案》）

印发，提出“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

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之后，广州出台贯彻

落实《南沙方案》的实施方案和 12 项重大政策、

252 项重大事项和 60 项重大项目 3 张清单。

街头，小马智行全无人自动驾驶出租车畅

行。在南沙安家近 7 年来，小马智行已发展成为

首个获得出租车经营许可的自动驾驶企业。“我

们在南沙开拓创新，也见证了南沙的开放创新精

神。”小马智行首席执行官彭军说。

构建第三代半导体和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加

快布局深海空天、全空间无人体系等前沿领域，

培育低空经济、可燃冰等新赛道，打造未来产业

先导区……眼下，南沙正推进环港科大（广州）创

新区建设，打造先进成果孵化地。

发展背后，是南沙协同港澳，持续深入推进

“软硬联通”。“试行‘香港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后，

项目报批时间大大缩短。我本人也通过资格认

可，得以跨境执业。”黎祥掀说。

携手港澳共建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

基地和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国家海外人才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广州南沙）总部空间揭牌运

营……“我们将持续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

合作，增强大湾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广州

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刘炜表示。

南沙：打造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本报记者 贺林平

广东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

场（以下简称“梦工场”）北区，一座

富有科技感的 5 层建筑顶部挂上

了新标识——“朗思科技”，蓝色标

识与湛蓝天空融为一体。

“我们之前分散在梦工场中区

的几间小型办公室，随着公司规模

扩大，今年租下北区 M 栋三楼一

整层。这一次搬迁标志着公司发

展进入了加速期。”站在新办公室

门前，刚搬了“新家”的朗思科技创

始人、首席执行官许可意气风发。

2019 年 ，在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攻

读博士学位的许可依托香港中文

大学在先进激光光谱领域的技术

积累，开始创业。从校园到香港科

学园，再到梦工场，短短几年，朗思

科技由最初几人的小团队，发展成

为拥有 20 多项授权专利、完成 3 轮

融资的颇具规模的初创企业。

“这台高精度温室气体分析仪

MT01 是公司旗舰产品，在多次公

开测试中表现优异，总体性能达到

国际标准。”许可指着一台约一人

高的白色立方体设备说，国产科学

仪器越来越受重视，公司将香港的

科研优势与内地的制造业优势相

结合，研发出了多款性能出色、价

格实惠的激光气体分析仪和传感

器系列产品，相关激光气体传感设

备已开始在高端科研、环境监测、

工业气体监测等场景应用。

6 月 30 日 ，深 中 通 道 建 成 开

通，许可格外振奋。“公司许多供应

商在中山、珠海，以后联络起来更

方便了。”许可感慨道，公司的发展

得益于粤港两地创科扶持政策，粤

港澳三地协同发展程度越来越高，

创新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大湾区

是年轻人奋斗的沃土！”

“大湾区是年轻人奋斗的沃土”
本报记者 冯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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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5 年多来，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迈出坚实步伐。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深入推进，进一步

拓展了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为

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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