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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论坛第 14届全球年会 11月 18日
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年会主题聚焦粤港澳大
湾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
已经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湾区相比，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在哪里？用与会人士
的话说，当前应该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充
分发挥广东、香港和澳门各自的比较优势，在
制度多样性和发展水平差异性中寻求一致性，
以合作发展为主题，以创新发展为主线，突出
合作重点，务实推进相关建设。

合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
长官梁振英在会上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公
布后，三地有必要制定共同的行动纲领。应该
创造条件让三地的工商、金融、专业界更频繁
和更广泛地集体互访和交流，只有三地的企业
界以及民众走在一起，才可以形成社会和经济
活动，才可以用好规划，落实建设，完成目
标。

梁振英明确表示，如何在香港、澳门和大
湾区广东城市之间、在符合“一国两制”的前
提下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是粤
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主要课题。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原巡视员陈宣庆表示，
应尽快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规划，明确
合作方向重点目标、定位和主要任务，打破行
政壁垒，促进要素流动；设立高层次协调机
制，及时研究解决合作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
题，有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粤港澳
三方应摒弃单向思维，完善协商对话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流动应该上新的台

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指出，
必须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
和信息流等要素更自由地流动，实现生产要素
在市场中的优化配置。比如，广深港高铁和港
珠澳大桥通车以后，通过通关制度创新提高交
通效率。

创新

如何促进三地经济诸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
化配置？与会专家认为，必须创新体制机制。

“港澳与内地不同的行政、社会、经济管
理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理念认知差异，是影响
各方深度合作的重要原因。”陈宣庆表示，要
实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城市群的目
标，必须设计和创新促进各方互利共赢的制度
体系和政策框架。

南丰集团行政总裁、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
政司司长梁锦松认为，早在数十年前，世界经
济就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城市
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从
工业经济转向创新经济，中国把产业、金融、
科技创新有机融合起来发展创新经济，需要在
大湾区或城市群中进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认为，粤港澳大湾区要在“一国两制”条件下
进行制度创新，推动跨境金融、跨境科技创新
和人才网络的建设，才能形成强大的发展合
力。

祝宪称，粤港澳大湾区要通过顶层设计和
凝聚共识来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加强政策和规
划的协调对接，将两种制度的互补性带来的收
益最大化，把差异性带来的成本最小化。“这

可能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在制度上非常关键的
挑战。”祝宪说。

特色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认为，粤
港澳大湾区中，三地各具特色的经济体系是世
界上其他湾区都不具备的。只要善加利用、有
益汲取，港澳的独特优势将在湾区建设中增光
出彩，大湾区将是港澳经济与内地经济高度融
合发展的升级版。

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马儒沛在书面演讲
中也明确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
中，应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挥港澳独特的优势
作用。

梁锦松表示，香港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可以在人才、金融、生物科技、大数据等
四方面发挥优势，并作出特殊贡献。因为香港
对全球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金融市场
将助推创新型企业成长，可协助大湾区生物科
技产业实现创新发展，大数据更具与国际接轨
特色。

马儒沛指出了澳门的独特优势。他说，澳
门作为历史悠久的自由港，具有单独关税区地
位和简单低税政策，具有金融便捷、优惠、灵
活的优势；澳门在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商贸合
作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服务平台和相互沟通
的作用。

马儒沛建议，港澳应该搭乘粤港澳大湾区
的快车，将优势效应跨境输出至珠三角的各城
市。同时，也要将珠三角城市的优势效应跨境
输入港澳。他期待香港、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过程中大有作为、大显优势、大获双赢。

“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湖
北省残疾人艺术团近日在台北演出，身
障演员马伶在台上清唱，台下人人响应

“我来推你嘛！”虽然湖北话学得荒腔走
板，但真诚、热情的气氛洋溢全场。

成立于 1993年的湖北省残疾人艺术
团实力不俗，曾培养了邰丽华等优秀的
演员。此次名为“荆风楚韵”的一台节
目在台公益演出，开场就是伴随邰丽华
成名的舞蹈精品《千手观音》。舞台前侧
两位老师的“手令”提示着观众这些都
是听不到旋律的演员，但舞台上呈现的
艺术水平不打折扣。精准的团体造型、
曼妙的举手抬足、投入的面目表情，完
全以艺术打动观众。每个造型完成的瞬
间都有掌声，传递着台北观众对这些听
障演员们的深深赞美。

整场演出没有无谓的豪华包装，也
没有媚俗讨巧的桥段，反而凸显了表演
者的艺术功力和湖北的文化底蕴，引起
观者的感动与求知兴趣。黄梅戏 《女
驸马》 选段彰显湖北是黄梅戏的诞生
地，乐舞 《长恨歌》 融入了汉剧的音乐
元素强调荆风楚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评为世界 25 首优秀民歌的 《龙船调》
无伴奏演唱更显朴实真挚，舞蹈 《哎
呀，我的哥》 呈现湖北土家族青年的敢
爱敢恨，舞蹈 《渔恋》 的姑娘身着鱼尾
鱼鳍的纱裙一出场便有喝彩声。不用任
何语言注释，当四位身障男士用四声部
演唱《外婆的澎湖湾》，观众自始至终击
掌应和；当同为视障的台湾歌手徐承邦

和湖北歌手程前携手同唱 《你是我的
眼》，台上、台下，湖北、台湾的情感走
近、交融在一起。对艺术的爱、对生命
的爱人所共有，是心与心之间的“通关
密语”，能融化差异误解，让彼此理解尊
重。

这场公益演出不仅用舞蹈、歌曲、
器乐、戏曲展示“荆风楚韵”，不仅让演
员以才艺展示自己的自尊自强，还穿插
了精心制作的短片，介绍演员的日常生
活、湖北的风光人文和湖北普通百姓对
台湾的印象，显示这台演出制作的努力
和用心。

两岸交流不在排场规格，真诚真实
才有回响。短片播出时观众的安静、掌
声、笑声都体现了真诚的魅力。短片介
绍演出 《长恨歌》 的笛子演奏者张琪慧
3 岁失去双腿，两手撑着板凳上下楼梯
坚持学习，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中央民
族大学音乐专业硕士生。当短片中出现
张琪慧在大学校门口的照片时，全场报
以长久的掌声，有观众高举双手比出爱
心，由衷为张琪慧高兴。短片介绍唐氏
综合征乐队指挥舟舟时，主持人问曾到
过台湾的舟舟“对台湾有何印象”时，
舟舟摇头，观众报以会心理解的笑声。
但当舟舟出现在舞台上，他专业的指挥
动作和与观众的俏皮互动，让观众更加
喜爱这个特殊的指挥，卖力应和他示意
台下击掌的手势。

短片中，《千手观音》 的听障演员，
现身各自家乡的画面中，比着手语，介

绍黄鹤楼、首义广场、东湖绿道、三峡
大坝、武当山、襄阳古城，就像邻家女
孩子当向导，把观众自然带进她们的家
乡。短片中流动着鄂西山川、江汉平
原、都市武汉的风貌和屈原、孟浩然故
里的画面，把观众的视野从舞台扩大到
湖北的山水人文。特别打动人的是，短
片记录了在湖北随机采访的路人对台湾
的印象和祝福，言语朴素生动，感情自
然真实。一个小伙子说“最想吃台湾的
方便面”，引起全场大笑。一位阿姨说：

“我有亲戚在台湾的，我祝台湾人生活得
越来越好。”一位晨练的大爷连声说：

“祝你们到台湾演出成功！”一对情侣
说：“对台湾的印象是台湾很干净。”这
些友好的心意令全场笑意盈盈。

这场演出在花莲、台北、苗栗共演
出 3 场。演出团在台期间还参访台湾启
聪学校、新北市社会公益服务协会等。
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朱志斌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与台湾同业的
交流已经有 10 年了，每年都会有互访，
在残疾人康复、教育等领域互动频繁，
找到很多学习和合作的契合点。”

当演出的谢幕曲 《相亲相爱一家
人》 响起，当观众拥向台前与演员合
影，当全场掌声邀请台上的两岸演员
再唱一遍 《相亲相爱一家人》，“两岸
一家亲”的情感最自然和真实地激发
出来…… （本报台北电）

上图：乐舞《长恨歌》
陈晓星摄

皎皎明月心，依依桑梓情。祖国和平统一，不仅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两岸千
万家庭和个人日思夜盼的团圆梦。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今后
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要理念、目标任务、原
则方针和重要举措，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推进祖国统
一大业的新理念新主张新要求，为做好新时期对台工作指
明了方向。

——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
关系的政治基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
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
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
碍。”在涉及两岸关系根本性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我
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不会妥协。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两岸同根同源、同文
同宗，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我们“尊重台湾现有的社
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
陆发展的机遇。”这是对台湾同胞的动情呼唤，充分体现
了对台湾同胞的尊重和理解，反映了对台湾同胞的切实关
心和真诚善意。两岸同胞应携手前进，抓住发展机遇，共
享发展成果。

——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我
们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
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
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共同创造
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是中共中央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台湾同胞逐步提供与大陆同
胞同等的待遇，既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也是深
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们将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
合。”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的源泉，传承和
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有利于增强两岸同胞精神纽带，
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坚决反对一切“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
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
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六个“任
何”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充分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台独”分裂图谋
的坚定意志和充分信心。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台湾是我的家乡，承载着我的思念。衷心期盼两岸同胞坚定信心，携手努
力，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不懈奋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建设粤港澳湾区须有新思维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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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打动人心 自强赢得尊重

湖北残障人士台湾演出传真情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冯学知

真诚打动人心 自强赢得尊重

湖北残障人士台湾演出传真情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冯学知

新华社香港11月18日电（记者周雪婷） 粤
港合作联席会议第二十次会议18日在香港特区政
府总部举办。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与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分别率团参加，会议就粤港合作的
多个方面达成共识，并签署了7项协议及意向书。

在联席会议后，粤港双方签署了 7项协议及
意向书，涵盖劳动监察、知识产权保护、医疗、
高等教育、科技创新、青少年交流及建筑工程等
多个方面。

林郑月娥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会议双
方首要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她提出了 3个
重点，包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实现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讯流和资金流
的互联互通；将香港的优势产业落户大湾区。

林郑月娥表示，未来 12 到 18 个月，港珠澳
大桥、广深港高铁、莲塘／香园围口岸这 3个重

大跨境基建项目将陆续开通，粤港双方同意在这
3 个项目开通前提早规划，深化联系，进一步方
便香港市民在内地就业、生活和发展。

林郑月娥表示，粤港两地都十分重视青年发
展，两地政府会进一步增加两地青年和大学生到
对方实习和工作的机会。另外，为配合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两地还会加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
作，包括共同监察空气污染、探讨2020年之后的
减排工作、鼓励广东省企业通过香港发放绿色债
券等。

马兴瑞在联席会议召开前致辞表示，中国共
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表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
合作、泛珠三角合作等为重点。希望通过今天的
联席会议，粤港两地可以进一步充分交流，务实
对接，在未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在港举办
签署7项促粤港合作协议及意向书

新华社台北11月19日电（记者刘刚、赵丹
平） 第十二届菁英杯武术锦标赛暨两岸青少年武
术交流大会，18日至19日在台北体育馆举行。来
自山东、安徽及江苏等地的武术团体受邀来台切
磋武技，共论武道。

大会由台湾中华武术总会主办，山东寿光华
夏国术院等单位联合承办。中华武术总会理事长
黄鲲忠表示，武术在台湾受到民众认同与喜爱，希
望相关单位能重视武术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并加以
振兴，让台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保存的重镇。

山东寿光华夏国术院已经连续参与承办了九
届大会，此次派出了13人的代表团来台参会。曾
参与大陆春晚演出的山东莱州中华武校，也派出
20 人的代表团，两支队伍共取得 15 金、10 银、
11铜的好成绩。此外，安徽明光市心意六合拳研

究会、南京明德国术社等，也都组团来台参与武
学交流活动。

莱州中华武校负责人李明治表示，中华武术
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这次大会的召开对于弘扬
传承和复兴中华武术文化、加强两岸武术文化交
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岸青少年通过这样的活动结下了深厚的
友情，每次交流活动总是相见容易离别难，分别的
时候总是泪水满面、难舍难分。”多次带领学员来
台交流的寿光华夏国术院院长王金城说，这体现
了民族心、两岸情。两岸青少年要共同努力，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寿光华夏国术院的学员
们还将前往台中、嘉义等地，与当地的武术团体
展开交流活动。

山东安徽等地武术团体在台交流

近日，云顶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启德邮轮码头为旗下全新邮轮“世界梦号”举行
首航典礼暨命名仪式。据悉，“世界梦号”是第一艘在香港命名的国际邮轮，高 18
层，排水量超过 15万吨，可容纳约 3000名旅客。图为游客在全新豪华邮轮“世界梦
号”上的VR探索馆体验虚拟过山车。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在邮轮上体验过山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