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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投资项目 859 个，总金额达到 2.24 万亿元
人民币；围绕高端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海洋
牧场、金融服务、清洁能源等产业，举办 6场专题产
业对接会，推动项目合作；组织企业“湾区行”投资
考察活动，吸引更多投资者落地粤港澳大湾区……

近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3 粤港澳大湾区全球
招商大会在广东广州举行。大会以“投资大湾
区，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来自 20 多个国家
及地区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专业机构及商协会代
表等参会。

空间巨大 前景广阔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所借助的，是‘一国两
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力，‘9+2’里的
所有城市都各有优势和特点。”大会上，澳门贸易
投资促进局主席余雨生表示，大湾区是我国开放
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中澳门
的优势在于单独关税区、自由港，人流、物流、
资金流便利流动等。澳门和横琴联动合作的新模
式，体现出澳门平台+国际资源+横琴空间的加成
效果。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
里出席活动时表示，当前大湾区人口已达 8600
万，2022 年经济总量超过 1.9 万亿美元，实力无
限，潜力无限。“香港在全球 65 个城市设有办事
处，服务范围覆盖128个国家。希望一方面帮助大
湾区企业透过香港的金融服务、创业服务走出去
跟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个网络把海外的
基金、人才引进来。”

在广州开发区全球招商总监贺励平看来，粤

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就是体系完备。“这里有一
流的供应链、国际性的港口和机场以及庞大的市
场，产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要素都囊括其中。”

“我们对大湾区的信心来源是多元的。”烯湾
科城 （广州） 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李雪松表
示，企业聚焦的新材料领域在整个大湾区有非常
丰富的客户资源和政策、人才支持。依托于大湾
区庞大的市场体量、开放包容的氛围以及政策、
资金、客户资源等支持，企业在这里有广阔的市
场和发展空间。

积极布局 加码投资

“广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
外合作的重要窗口，从我们落地中新广州知识城
到现在已经走过7个年头，大家看到了整个粤港澳
大湾区的生物医药行业的蓬勃发展。”对于广州的
营商环境，百吉生物医药首席财务官郑梓元称赞
连连。他说，目前企业与广州开发区完成了重磅
项目的签约，将建成一个技术创新与临床医学转
化中心，能够对生物医药行业最前沿高端的技术
进行创新研发以及转化落地。

广州市商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市新
洽谈产业招商项目4522个、增长31.7%，签约项目
1577个、增长38.8%。对于广州外资重要聚集地广
州开发区、黄埔区而言，今年前三季度，该区累
计新签约引进项目349个，注册项目协议达产年产
值/营收超3800亿元人民币；实际利用外资约27.2
亿美元，同比增长20.55%。今年1—10月，累计签
约百亿级项目 9 个，其中孚能科技和 TCL 中环都
是投资、产值均超百亿的“双百亿”制造业项目。

今年以来，重大外资项目接连在广州开发

区、黄埔区落地、竣工、投产：签约引进中生制
药等一批重点项目，捷普、安利、思肯德等外企
增资扩产，赛默飞粤港 澳 大 湾 区 总 部 主 体 竣
工，现代氢能项目投产运营，费雪派克生产基地
开工……外资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彰显该区对外
商投资的强劲吸引力。

完善政策 优化服务

“去年首届全球招商大会，我们签订了 853个
项目，总投资2.5万亿元人民币。到10月底，开工
率超过78%，这从侧面说明投资大湾区有机会、有
项目、也有动力、有回报。”会上，广东省商务厅
厅长张劲松介绍了广东投资政策的新发展。

在参观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的卡尔蔡司光学
（中国） 有限公司时，前来参会的丹纳赫集团卫生
经济学及政府事务副经理高卓坤对这里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生物医药板块是我们未来在投资等领
域最关注的，中新广州知识城有非常多的优质资
源，这次大会和走访让我看到了很多潜在的优质
客户。”高卓坤表示，在生物医药领域，广州的政
策力度大、范围全，这对于丹纳赫下一步的投资
有很好的指向作用。

外资对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的强大信心，离
不开该区强有力的政策体系支撑。今年，该区新
出台 《广州开发区 （黄埔区）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措施》，专门设置“引进外资奖”，单个
企业最高扶持1亿元人民币，极大鼓励充分利用好
外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该区一直重
视资本对招商的推动作用，已形成“国企投资+产
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招投联动体系，推
动一系列项目成功落地。

“这里有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
——外商外企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前景

瑞 安

以“新格局中融合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10周年年会近日在江苏南京举
办。约800名两岸企业家及各界人士相聚扬子江畔，
探讨如何把握新发展格局，推动台企融入大陆内需
市场，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

共享时代机遇

两岸企业家峰会发端于南京，是具有重要影
响力凝聚力的两岸企业界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今
年恰逢峰会成立 10周年，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
面理事长郭金龙感慨：“这10年是两岸经贸合作收
获满满的 10年。两岸贸易总额接近翻倍，由 2012
年的 1689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3196 亿美元，实
际使用台资累计增至 720亿美元。”郭金龙表示，峰
会坚持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合作走深走实，积极促成
台湾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企业到大陆投资
设厂、增资扩产，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台资企业在大
陆上市、台企产品获得大陆市场准入等。“在新征程
上推动高质量发展，两岸融合发展将迎来新机遇、
新气象、新局面。”他说。

“我们经常组织考察团、访问团到大陆寻求商
机，众多会员企业在大陆实现了发展。”台湾工商建
设研究会理事长江温良表示，两岸企业家峰会是两
岸企业及工商界人士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下一步
希望能带动更多台湾企业家抓住大陆高质量发展
新机遇，更好助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过去10年，两岸经济交流的领域、经贸合作
的方式深入、多元，广大台商台企得以抓住时代
红利融入大陆内需市场中。”台资企业中天生技集
团创办人路孔明认为，两岸是一家人，合则两
利、分则两害，两岸产业界应把握新的时代机
遇，敞开胸怀，精诚合作。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旺旺集团首席代表
林天良认为，经贸交流合作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压
舱石之一，两岸企业家一定能在新发展格局中挖
掘互利双赢的合作空间，“这个空间无限广阔”。

深化产业合作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
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岛内的主流民意。与会人
士表示，始终看好大陆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对
两岸产业合作与融合发展充满信心。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说，近
年来，大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致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产业科技创新和供应链自主，其中蕴含巨大
的新商机，也为两岸企业携手合作、共创新局创造
了契机。他认为，台湾在大数据、5G通讯设备零组
件、工业互联网、节能环保等产业具有一定竞争力，
台商台企可与大陆产业的供应链深度合作，促进两
岸产业融合发展，追求互利共赢的目标。

“台商绝对不会放弃大陆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
场。”台湾商业总会主席赖正镒连续10年参会，他
认为布局大陆是台湾产业“必须要走的方向”，两
岸加速融合发展才能共创美好时代。赖正镒说，
近年来两岸在半导体、电子资讯、数字金融及绿
色智慧等领域不断加强交流合作，许多台商台企
在大陆找到投资发展的机遇。“两岸关系好，台湾
才会好，祖国大陆的经济蓬勃繁荣，台湾老百姓
一定会受益。”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李诗钦
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科技变革，谈到两岸深
化交流合作的紧迫性。他建议加强两岸科技专业
人才交流与培养，举办科技、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
的赛事。“我相信，通过共同努力，两岸产业在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准的提升、科技创新合作的
加强等方面，将会取得更显著成果。”

实现转型升级

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两岸同胞是命
运共同体。着眼未来，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协同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共同应对国际贸易挑战，
成为两岸各界人士的共识。

“产业融合，应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先行军。”台湾
工业总会理事长苗丰强表示，大陆发展优势显著，台
商可以通过大陆市场发展规模经济，找到转型升级
新方向，实现优势互补、产业共赢。他认为，未来台
湾与江苏可以围绕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领域开展
密切合作，“两岸只有合作才能创造更好的未来。”

“这些年我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
在不断探寻自身的发展机遇。”南京南特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育玮自2005年随父亲到南京创业，
如今高端制造装备行业成为他看好的“新赛道”，张
育玮决定斥资改造车间，为产业升级调整做准备。

“两岸产业需要优势互补，大家发挥自身优势，主动
融入新发展格局，必将大有可为。”

“2001 年，公司营业额只有几百万元人民币，
2022年营收已经超过 2亿元人民币。”恒驰环保设
备 （南京） 有限公司业务副总经理萧凯嘉感慨，
在大陆提出新发展理念后，环保产业迎来发展

“风口”，他所在的企业也迎来腾飞机遇。“近两年
公司营收年增速超20%，我们的大陆客户也越来越
多，涉及光伏、化工等行业。”萧凯嘉说。

“在大陆发展，感受最明显的是大好机遇和广
阔空间。我希望能借助峰会年会这个平台，推动
更多业务取得进展，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徐韬说。

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新动力
——2023两岸企业家峰会10周年年会综述

本报记者 汪灵犀

第七届丝绸之路
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
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
洽谈会近日在陕西省
西安市举办。会议期
间举办 4 大类共 20 多
项重要会议和论坛活
动 ， 全 面 展 现 共 建

“一带一路”成果，促
进国际经贸拓展。图
为观众在第七届丝博
会香港展位参观。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澳门举办中国与葡语国家文明互鉴论坛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李寒芳、刘刚）“中国—葡语国家文明

互鉴论坛”近日在澳门科技大学成功举办，主题为“以澳门为平
台的多元文化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致辞表示，
在澳门举办“中国—葡语国家文明互鉴论坛”，将有助于发挥澳门
地区与葡语国家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独特优势，促进新时期中国
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文明互鉴迈上新台阶。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显法指出，推动中国和葡
语国家文化文明交流互鉴，应深入探究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共通
性，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广泛合力，更好发挥澳门平台作用。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严植婵强调，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10周年之际举办论坛，探讨如何发挥澳门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与
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重要意义。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表示，澳门基金会愿与社
会各界共同推动多元文化交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发
挥澳门的平台作用，为澳门建设成为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和中
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心贡献力量。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表示，文明互鉴论坛是中国通过澳门
面向葡语国家开展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希望通过论坛
展示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澳门实践”与“澳门价值”。

来自安哥拉、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
牙、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等葡语国家，以及内地、澳门共
21位学者发言。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总结表示，论坛的首次
举办，对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葡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构
建中葡以澳门为平台的多元文化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
有特殊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论坛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中
联办宣文部、澳门基金会、澳门科技大学联合主办。

全球首个《冰雪奇缘》主题园区于香港迪士尼开幕
本报香港11月20日电（记者陈然） 全球首个《冰雪奇缘》系

列电影主题园区——“魔雪奇缘世界”20日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度
假区开幕，为海内外游客带来全新的游乐体验。这也是华特迪士
尼公司庆祝成立10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当日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
示，很高兴看到 《冰雪奇缘》 电影中的阿德尔王国在香港迪士尼
乐园成为现实，一个个经典场景营造出欢乐气氛，令游客全情投
入。相信“魔雪奇缘世界”的开幕会吸引更多游客到访香港，感
受这座城市的非凡魅力。

香港迪士尼介绍，“魔雪奇缘世界”园区的设计灵感源自动画
《冰雪奇缘》系列电影的场景，建造及开发过程逾7年，是香港迪
士尼乐园度假区自2005年开幕以来规模最大的扩建项目之一。

首届浙江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举办
本报杭州11月20日电（吴珊珊） 浙江港澳青年创业创新大赛

颁奖仪式20日在杭州未来科技城举办。
大赛共决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和优胜奖 4

名。包含一等奖获奖项目《纳米修饰合金种植体》在内的7个获奖
项目分别与余杭街道进行拟落地意向签约。余杭街道将会为项目
成长提供房租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

活动现场还举办了港澳机构入驻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仪
式以及浙港澳三地共建浙江港澳青年人才服务中心启动仪式。

本次大赛由浙江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浙江省青年联
合会、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杭州市委人才办主办。作为大赛的
支持单位之一，余杭街道依托浙江港澳青年人才服务中心，自
2021年以来已举办浙港澳青年企业家交流、港澳博士浙江行等10
余场大型活动，累计接待2700名港澳青年来浙交流。

为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湖北省崇阳县人民
检察院近日为偏远山区学生开展“一个都不能少”普法宣讲进校园
活动，并为同学们送上文具、笔袋、书籍等“爱心礼包”，护航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图为活动现场。 陆秋良、洪瑞璟摄影报道

6所高校新纳入香港学生内地升学计划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雅诗）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近日表

示，欢迎国家教育部公布2024/2025学年“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
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简称“文凭试收生计划”）。参与该计划的
内地高等院校增至138所，分布于内地21个省、直辖市及1个自治
区，并接受2024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生报名。

2024/2025 学年文凭试收生计划新增院校包括浙江工业大学、
绍兴文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华南农业大学、西南交通
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

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参与文凭试收生计划的内地高
等院校依据文凭试成绩择优录取香港学生，免去学生参与内地联
招试的需要。

发言人说，参与计划的138所高校提供的课程各有特色，特区
政府鼓励香港学生通过该计划到内地升学，把握机会认识国家最
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以规划往后的发展路途。

文凭试收生计划下设有校长推荐计划，每所中学有8个名额。
于指定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合资格香港学生，可申请内
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下的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

教育部于2011年宣布63所内地高校对香港学生豁免内地联招
考试并于2012年开始推行，当时称为“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
港学生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