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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走越“宽”的前海合作区A

今年的两会上，深圳市
长覃伟中在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指出，将积极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推进广深“双城联
动”，积极参与广深港澳科技
创新走廊建设，促进珠江口
东西两岸融合互动。2021年
4月颁布的《广东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构建广州、深圳“双
城联动”发展新格局，强化广
深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
力。广州、深圳出台的“十四
五”规划也将“双城联动”发
展作为支撑、引领城市未来
发展的重大战略。

近两年，广深两市组织
部门将共建干部教育培训优
质资源库、打造红色教育经
典路线；两市统战部门决定
共同打造全球创新人才高
地，共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基地联盟；两市文旅部门围
绕文艺精品创作、公共文化

服务等方面加强合作；
两市文联签署“双城
联动文艺先行”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
议，携手推动两
市 文 艺 事 业 发
展；两市人社部
门推动社保互
联 互 通 。 在 广
深港澳科创走廊
上，琶洲人工智

能与数字经济试验
区、南沙科学城、中

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
光明科学城、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
等科研平台串珠成链……随
着广深“双城”联动重大战略
的部署，广州、深圳联动发展
不断深入。

作为同一区域的两大一
线城市，广州、深圳是同处于
珠江三角洲和粤港澳大湾
区、规模体量不相伯仲的“双
子座”城市。在“双区驱动”
的政策红利背景下，两座城
市的联动互促、共同发展成
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的核心引擎。广州
作为广东省省会和国家中心
城市，拥有其他城市无可比
拟的教育、医疗、文化、人才、
科技等资源优势，在现代服
务业、国际商贸、航运物流等
领域尤为发达；而深圳作为
改革开放设立的经济特区，
具有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创
新人才等的比较优势。因
此，广州、深圳以优势互补为
内生驱动力，以产业联动带
动交通、科技、就业、生活、旅
游等的全面联动，构建起全
方位、多层次的“双城联动”
发展大格局。

一个千年商都，一个科
技之都，广州和深圳这对“华
南双子星”在基础设施、科技
产业、社会民生等领域的加
速联动发展，将成为带动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双
引擎”。

深圳着力增强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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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1日，
《深化粤港澳合

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在
香港签署，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
式启动。近五年来，粤港澳三地同心，紧
抓机遇，奋楫扬帆、乘风破浪，有序推进，一
个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
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
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正在加速形成。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推进，深圳
与大湾区其他各城市的产业联系日益紧密。
深圳作为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引擎，深入实施
“东进、西协、南联、北拓、中优”发展战略。
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同根同源，目前深港合
作西有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中有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东有深港口岸经济
带，正全面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
策略，拓展深港合作新空间；同时，深圳
主动融入“一核一带一区”建设，推进广
深“双城联动”，积极参与广深港澳
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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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6 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
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前
海合作区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
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方案》明确，进一步扩展前海合
作区发展空间，面积在原基础上
扩大至8倍，前海合作区总面积
由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
平方公里。前海扩容，可以在更
广阔的范围内改革和创新，是支
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
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
局的重要举措，对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增强香
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具有重
要意义。

2021 年前海合作区建设实
现良好的开局，前海合作区地
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0.5%，税
收收入增长 15%，关区进出口
总额增长 20.28%；新推出制度
创新成果 75项、累计 685 项，新
增全国复制推广 7 项、累计 65
项。2021 年前海合作区港资企
业数量同比增长了 156%，持续
利用外资特别是港资占前海利

用外资的93.8%，11家香港的工
商协会和前海有合作；1-3 月，
前海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13.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42%，占
深圳 64.87%、广东省 21.14%、
全国 2.32%；自贸片区关区进出
口货值 3968.4 亿元，同比增长
31.6%。其中，前海综保区外贸
进出口 440.86 亿元，同比增长
55.5%。一组数据折射出“大前
海”十足的经济潜力和韧性。

作为深港合作的“桥头堡”，
前海的魅力不仅在于具备各种

优惠政策，更拥有“依托香港、服
务内地、面向世界”顶层设计和
功能定位的吸引力，以及体制机
制创新注入的强劲活力，从而带
动各种资金、资源、创新要素在
此汇聚。作为探索香港与内地
紧密合作的先导区，前海紧扣深
港合作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在深
化粤港澳合作中的独特优势，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驱动，通过一系
列政策设计和平台打造，不断提
升开放合作能级，促进深港两地
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

目前，包括沙头角口岸、
莲塘/香园围口岸、文锦渡口
岸、罗湖口岸、皇岗口岸、福田
口岸、深圳湾口岸，深圳与香
港之间已经开通 7 个陆路口
岸，深港两地交流优势得天独
厚。各区纷纷因地制宜、共谋
发展。近年来，在深港融合发
展的背景下，深圳积极谋划更
深层次的口岸领域综合改革，
进一步加快深港口岸经济带
建设，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
放，构建更高质量新发展格
局，让深港口岸经济带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动力澎湃
的新引擎。

去年10月，香港特别行政
区 行 政 长 官 林 郑 月 娥 发 表
2021 年施政报告，其中“北部
都会区”“双城三圈”等热词，
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焦点。“北
部都会区”包括香港元朗区和
北区两个地方行政区，并覆盖
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
及更纵深的腹地，面积约为
300平方公里；“三圈”为深圳
湾优质发展圈、港深紧密互动
圈和大鹏湾/印洲塘生态康乐
旅游圈。“双城三圈”覆盖深港
口岸经济带和深圳发展最成

熟的都市核心区，以及香港城
市建设资源正在高速汇集的

“北部都会区”，发展潜力及空
间巨大。

有学者表示，香港“北部
都会区”的发展策略，将对未
来香港与深圳携手推进大湾
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深港
相互协作，香港借助深圳、前
海等地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以及“十四五”规划中首次
把深港河套纳入粤港澳重大
合作平台建设，积极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东风，可积极
联系内地与其他“一带一路”
地区，带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内
国际双循环格局；深圳则可依
托香港高校的科研实力和聚
集国际顶尖人才的优势，加速
前海与河套地区的开发建设，
使其成为带动边界地区整体
产业合作发展的摇篮和引擎，
并寻找推动建设更多的产业
合作示范点，围绕商贸服务、
文化创意、科技研发三大产业
类型，打造特色鲜明的生产性
配套服务业、文化产业、高新
技术产业等专业园区，形成产
业关联紧密的高端产业集群
发展带。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
究院港澳及区域经济发展研
究所所长张玉阁表示，升级
深港口岸经济带主要涉及定
位更新、战略提升、空间拓
展 等 方 面 ，使 深 圳 更 加 向
南，香港加快向北，在深港
交界地区尽快形成高端要素
资 源 高 度 聚 集 的 发 展 新 格
局，构建“深圳南+香港北”
的双城组合。

当前，深港口岸经济带建
设已被列入国家、广东省、深
圳市大湾区建设重要工作内
容，并纳入广东省、深圳市“十
四五”规划纲要。深圳市第七
次党代会明确提出“高水平规
划建设深港口岸经济带，形成
空间统筹、结构优化、错位协
同的口岸经济发展格局”。香
港也将建设香港北部宜居宜
业宜游的都会区，额外开拓用
地作住宅和产业用途，帮助香
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由此，全面深化
深港合作进入“快
车道”，为深港口
岸经济带建设
注 入 全 新 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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