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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前三季度，深圳市前海片区生产总
值达 1864 亿元，增长 8.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100.3 亿 元 ， 增 长 16.5%； 在 地 进 出 口 实 现
5212.8 亿元，增长 50.1%；跨境电商进出口实现
971.8 亿元，增长 189.1%……2023 年 12 月，国
务院批复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
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开启前海开发
开放新篇章。《规划》 实施一年多来，前海加快
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
开放门户枢纽、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现
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高地，呈现出更加生机勃
勃的发展态势，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促进深港融合

从空中俯瞰，前海梦工场的初始园区如同
一个繁体的“梦”字。多年来，前海梦工场不
断扩建，从约 4.7 万平方米拓展至约 19.1 万平方
米，覆盖企业“初创、加速、成熟”发展全周
期，为香港青年构建起创新创业的圆梦体系。

成为“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是前海
的战略定位之一。为更好支持香港青年、香港
企业圆梦，2024 年 8 月，前海再次升级梦工场
支持政策，推出“1510”发展模式：提供“1 元
创新坊”，仅需 1 元/平方米/月服务金即可入
驻；出资 5 亿元组建梦工场基金，其中港澳青
年首创技术产品在内地首次应用，按照首单合
同实际销售额的 30% 给予最高 200 万元支持；
供应 10 万平方米产业空间。“1510”发展模式
发布以来，梦工场已开展三期深港联合公开遴
选，66 家港资企业成功通过深港两地专家联合
评审，进驻梦工场。

截至目前，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累计孵化
创业团队 1374 个，其中港澳及国际团队 955 个；
孵化国家高科技企业 50 家、高层次人才队伍 12
支，团队融资超 40亿元。

在生活服务领域，前海不断优化提升，新
开通了前海桂湾至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福
田口岸高铁站及蛇口邮轮中心 4 条“前海一站
达”接驳巴士，累计服务超 9600 人次，极大地
方便了人员往来；发布“前海卡 2024”，为香港
同胞提供了免漫游费等便利服务。2024 年 5 月，
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正式上线，为深港两地
居民跨境工作、生活及企业拓展业务创造了更
加便捷的条件。

扩大对外开放

2024 年 1—10 月，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进出

口额 4481 亿元，同比增长 58.3%，进出口值创
历史新高；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海
关总署支持前海开发开放“18 条措施”已落地
17条，“国家级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 （深圳） ”获批设立……一年多来，围绕

“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定位，前海深化
改革，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取得显著成效。

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认为，
前海正在成为“全球买、全球卖”重要枢纽。
得益于实施货物贸易担保放行等系列便利化措
施，前海空运、快运货物通关放行时间控制在
2.7 小时左右，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仅 2024 年
1—10 月，前海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就达 1062 亿
元，增长 168.3%。亚马逊全球开店、谷歌电商
等 6家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先后落地前海。

前海联合交易中心去年年度交易额超千亿
元，其中人民币跨境结算 490 亿元，居国内同
类交易平台之首。2024 年 1—10 月，大豆离岸
现货市场成交突破 1300 万吨，增长 2.5 倍；天
然气贸易总额 341.9 亿元，增长 77.5%。电子元
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实现交易规模
703.2亿元，增长 68.3%。

在打造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高地方面，
2024 年 7 月，前海出台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新引进加拿大宏利金融、
安迈咨询等 50家知名服务商，累计近 200家。

推动制度创新

2024年8月，西门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前
海保税维修中心获批保税维修账册后落地前海。此
前，这家公司的出口产品如需售后维修，要将零配
件运到国外维修点，场地、人工等运营成本极高；保
税维修业务落地后，各类产品就能在前海综合保税
区内集中维修。这一模式因报关手续简单、无须保
证金，既能节约成本，又能提高效率，为企业提升国
际竞争力、拓展外贸空间提供了新机遇。

保税维修只是前海探索制度创新的一个案
例。一年多来，前海加速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
规则，重视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速
推动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强化“全
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定位。

数据显示，一年多来，前海新增制度创新
成果 47 项，累计达 882 项。新增“国际船舶登
记入级管理集成创新”“构建立体化海外维权工
作格局”“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等 13 项
制度创新成果全国复制推广，累计达 101 项；

“空运快运货物 6 小时内通关”“外商投资转移
自由汇入汇出无延迟”等 5 项制度型开放案例
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中山大学发布
2023—2024 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
前海连续 3年在全国自贸试验片区中排名第一。

以改革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深 圳 前 海 交 出 亮 眼 成 绩 单
本报记者  柴逸扉

2025 海峡两岸千名大学生汉
唐文化冬令营活动近日在古城西安
启动。陕西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
名校云集的教育资源、丰富多彩的
西北风情，吸引了 600 多名台湾大
学生和青年参与此次活动。

2025 海峡两岸千名大学生汉
唐文化冬令营活动以“寻迹中华文
化，共唱青春之歌”为主题，以青
年为主体，以文化为主线，以青年
共同志趣爱好为纽带，旨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两岸青年之
间的交流互动，将持续 2 个月。相
关系列活动包括“长安回望，携手
可期”两岸大学生交流营、“以建
筑看西安”台湾青年陕西文化交流

营、第十三届华夏农耕文化渊源体
验营等 12项。

游历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芙
蓉园、西安城墙灯展，感受浓浓年
味；游览秦兵马俑、陕西历史博物
馆并进行书法、剪纸、汉服体验，
感受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姿；拜谒华
夏始祖轩辕黄帝陵，了解民族的起
源；参访高新科技企业、特色街
区，充分感受古都西安历史与现代
完美融合的魅力……一场青春之
旅 、 文 化 之 旅 、 发 现 之 旅 就 此
开启。

“这是我第一次来西安，这里
的美食、历史、文化带给我深刻的
印象与极大的震撼。”来自台湾的

杨同学在联欢会现场表示，他很意
外在这座千年古都里感受到了历史
与现代的文化交融，这座城市值得
慢慢探索。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陕西历史
博物馆的兵马俑色彩还原 3D 投影，
通过结合现代科技的力量，为我们
重现了一个鲜活、立体的历史样
貌。科技在这里成了文化传承的重
要桥梁，推动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与
传承中华文明。让这些历史遗产不
仅停留在博物馆中，而是成为沟通
心灵的文化纽带。”台湾青年薛博
恩说。

联欢会现场，3 名台湾青年代
表围绕 《我眼中的西安》 进行了主

题分享，引起两岸青年强烈共鸣。
台湾青年的歌曲演唱、陕西学生的
舞龙舞狮表演、民族舞蹈、民族传
统武术与健身功法表演等赢得观众
阵阵掌声。

会上，投身两岸教育交流事业
27 年的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郭誉森
获“陕台交流融合突出贡献荣誉”
证书，为两岸培养了近千名优秀人
才的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
心获颁“陕台教育交流示范点”牌
匾，12 个分营的代表获赠迎春书
法作品。联欢会尾声，两岸青年合
唱 《龙的传人》，将活动推向高潮。

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举办的
文化大集中，锦灰堆书法、皮影雕
刻技艺、漆扇技艺、秦腔马勺脸
谱、陕北安塞剪纸等非遗项目引起
了台湾学生的浓烈兴趣。活动结束
后，两岸青年一起参观了西安交通
大学校园、西迁博物馆、陕西秦腔
博物馆。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资料图片

本报香港 1 月 13 日电 （记者陈
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
展局合办的第 18 届亚洲金融论坛 13
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为期两
天的论坛是 2025 年亚洲首项金融盛
事，汇聚逾 130 名全球政商领袖、商
界翘楚、科技专家和知名经济学家，
共同展望金融走势，探讨投资策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表示，香港已准备好推
动下一个增长引擎，为地区整体发展
作出贡献。展望未来，香港将专注三
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现有优势，巩
固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财
富管理中心的竞争力；二是探索新的
经济增长点，包括建设国际黄金交易
中心、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等；三是拓
展海外网络，尤其以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为拓展重点。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主任周霁在致辞中说，香港 2024 年
在全球金融指数的排名中位列三

甲，也是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并在
世界最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和地区排
行第五，充分说明“一国两制”制
度的优越性，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认同。未来中央将一如既往、全力
以赴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
中心、航运中心地位的巩固，支持
香港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

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
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金融科技
和医疗健康等创新元素有望成为推
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动
力。今年的论坛以“启动增长新引
擎”为主题，讨论金融业界如何支
持新一代创新企业和产业发挥潜
力，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两日的论坛共设有逾 40 场主题
演讲、政策对话、“炉边谈话”以及
专题工作坊，议题聚焦全球经济展
望、中国机遇、新市场机遇、投资
前景、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预
计吸引约 3600 名来自 50 个国家和地
区的金融及商界人士参会。

第18届亚洲金融论坛在港举行

本报广州 1 月 13 日电 （记者李
刚） 1 月 12 日 6 时 32 分，G1136 次
列车载着 700 余名湖北荆门籍在粤
务工人员驶出广州南站，该趟列车
是由湖北荆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联合广铁集团共同组织的爱心
高铁返乡专列，也是今年粤港澳大
湾区开出的首趟爱心返乡专列。

在繁忙的广州南站 10 站台上，
返乡过年的务工人员拉着满满当当
的行李，有序排队等候上车。列车
乘务人员精心布置了车厢，车窗贴
上喜庆的窗花，营造出新春的氛围。

“以前回荆门只有绿皮车坐，现
在高铁 7 个小时就能直接到家门口，

比之前坐绿皮车快了 9 个小时，回
家路上还能欣赏沿途风景。”在广州
从事服装花纹设计工作的韩旭兴奋
地向记者说道。荆荆高铁开通前，
她回家只能乘坐 16 个小时的普速列
车，或者在武汉转大巴，回家时间
长还折腾，去年年底家乡通了高
铁，回家的路更加顺畅。

“我们为务工人员设置了专用集
合点，开通了进站、安检绿色通
道，并安排了 12 名志愿者在地铁、
公交、大巴站等交通接驳处所提供
乘车指引、重点人员帮扶等服务，
方便务工人员快速进站乘车。”广州
南站值班站长钱起龙介绍。

本报香港 1 月 13 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共创明‘Teen’计划”第二
期毕业典礼 12 日在香港启德体艺馆
举行。共4000名参与本期计划的学员
出席毕业典礼，展示其学习成果，并
向一直扶助他们的“友师”表达谢意。

“共创明‘Teen’计划”由香港特区
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跨部门
行动小组制定并推行，通过政、商、民
合作，聚焦扶助来自弱势社群家庭的
中一至中四学生，帮助他们开阔眼界、
增强自信、建立正向的人生观。

陈国基当天出席典礼并致辞表
示，本期计划成绩斐然，举办的内
地研学团数目增至 19 个，学员的足
迹不仅遍布邻近香港的深圳、珠
海，更远达四川、云南、杭州等
地，让学员更深刻认识和体验国家
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和成就。

陈国基感谢社会各界对计划的

鼎力支持，以及一众“友师”的无私奉
献。他表示，计划让学员“走得更高、
看得更远”。第一期的学员一路走来，
部分已成为校友会的青年委员，从他
们策划及举办活动时展现出的自信
和才能，足见计划令他们获益良多。

计划第二期的毕业生当中，有
150 名学员获得嘉奖，以表扬他们
积极参与计划，表现卓越。典礼现
场还安排学员进行歌舞及沙画表演
等，向在场观众展示学习成果。

“共创明‘Teen’计划”第三
期学员已经开始招募，名额为 4000
人。根据计划，每位学员可以得到
能自行决定用途、总计 1 万港元的
资助，还会配对一名义务“友师”。

“友师”将与之分享人生经验，帮助
学员增强自信；同时也会帮助学员
培养正确理财观念，有效使用计划
提供的资助，实践个人发展规划。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孟佳）
“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法 律 与 政 策 论 坛
2025”近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开幕。与
会嘉宾将在一连两天的论坛中就大
湾区的法律、规制与治理进行探讨。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
丁春艳在开幕式上致辞说，本届论坛
的与会者不仅限于法律领域，还包括
来自公共事务、商业等领域的专家学
者，这是一次跨学科研究和讨论的有
益尝试。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律、规制
与治理是非常有意义的议题，期待大
家共同探讨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
国钧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
重点战略，是推动“一国两制”事
业发展的新实践。香港特区把握大
湾区的发展机遇，将为社会各界开

拓发展新空间。要建设好大湾区、
用好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
域”的独特优势，区内的法治建设
至关重要。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法律事务
局局长钟颖仪表示，法律、规制与治
理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保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度重
视法治创新，推出了规范上市条件的
地方性法规，同时不断提升仲裁和调
解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出台了全链条
的法律服务业扶持办法等。

本届论坛议程分为“大湾区制度
设计之回顾与前瞻”“大湾区规则与
机制建设之现状评估与建议”“大湾
区四大合作区发展路径探索”“大湾
区区域治理：挑战与创新”四部分，约
20位专家学者进行演讲与分享。

香港“共创明‘Teen’计划”第二期学员毕业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开 出 首 趟“ 返 乡 专 列 ”

香港举办论坛探讨大湾区法律、规制与治理

近日,在香港将
军澳一家商场的“花
韵迎春”新春花展会
上，礼仪小姐介绍今
年的年宵兰花。随着
农历新年临近，香港
年宵花逐步上市，满
足市民过年选购花卉
传统习俗的需求。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海 峡 两 岸 大 学 生 西 安 感 受 唐 风 汉 韵
杨英琦

近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水务署于铜锣湾时代广场举办的“东江水
供港 60 周年”专题巡回展上，参观者通过虚拟现实 （VR） 游戏体验

“东江水供港”工程。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