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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为
不断增强和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深圳使命在肩、步履不停。
当前，深圳正抢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双区”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等重大历史机遇，在更高
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奋力在新时代走在前列、新征程勇当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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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大湾区，风劲好扬帆。
勇立潮头的深圳，胸怀“两

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不断
增强和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功
能。时下的深圳，创新活力四
射、创新要素聚集，全过程创新
生态链持续优化完善。这里不
断培育壮大的新增长点，更具国

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进力。众
多围绕金融现代服务业的大胆
试验，正在前海有序推进。深港
携手共建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已成为促进科技创新合
作和创新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
重要平台。一系列“软”“硬”联

通齐发力，如有力的羽翼，助推
大湾区振翅高飞。

当前，深圳正抢抓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
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等
重大历史机遇，勇担新使命，在
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不断

续写“春天的故事”。羊城晚报
深圳新闻版今天推出《抢抓新机
遇，勇担新使命》特刊，聚焦深圳
在科技创新、实体经济、营商环
境、都市圈建设、深港合作等方
面的新进展，展现深圳相关领域
的新担当、新作为，敬请关注。

（李晓旭）

深
圳

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
院院长毛艳华介绍，过去一年，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

“湾区通”工程方面，规则对接、机制
衔接，专业人士职业资质认证等，对
于促进大湾区的“软联通”起到了很
大作用。在科创方面，两个国家实验
室落地，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正在加
快形成。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
路建设规划批复，“轨道上的大湾区”
建设提速。在打造优质生活圈方面，
更多利于港澳青年大湾区创业的政
策出台。

“目前大湾区有8600多万常住人
口，创新创业活跃。在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
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各个方
面，大湾区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大湾区还承接着支持港澳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使命。”毛艳华表
示，2022年是大湾区建设的阶段性目
标实现评估之年，要形成国际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本框架。尤其
是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打造成为我国高质量
发展的典范。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需要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
化，以规则对接更好地实现国际化。

“其中，需要更好地发挥深圳先行
示范区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的政策
优势，牵引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毛艳华表示，高水平改革开放离不开
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要加快完善外
商投资法的配套法规体系，构建国际
化争端解决机制。

数说

2021年，深圳GDP

首次超过3万亿元，成

为广东省首个GDP超3万亿
城市，经济总量全国第三。

深圳47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
法在全国推广，深圳综合改革试

点首批40条授权事项全面落

地，放宽市场准入24条特
别措施出台。

6 月 30 日，前海管理局
与香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以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和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
向心力为基本合作目标，共
同支持建设香港青年创业学
院、香港大学大湾区金融科
技研究院、香港大学（深 圳）
高等法律研究院、港大前沿
科技产业园。除了推进这些
项目落地前海，双方还将同
时开展前海碳中和试点示范
区建设，为加快科技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扩大金融
业对外开放和提升法律事务

对外开放水平方面构建国际
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
向世界”，前海毗邻香港，作为
探索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
先导区，前海始终把全面推进
深港合作放在首位。在前海
的建设中，香港元素随处可
见，小到指引路牌，大到逐渐
增多的深港平台。数据显示，
2017—2021 年，原前海合作
区范围税收收入年均增速达
到 19.7%；实际利用外资和实
际利用港资均大幅增长，仅
2021 年 就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5.2%和 33%。累计注册港资
企业1.19 万家，已成为内地与

香港关联度最高、合作最紧密
的区域之一。

去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
开放方案》正式发布，面积扩
大至8倍的前海再次迎来新机
遇，正叠加推进“物理扩区”和

“政策扩区”，全面深化前海改
革开放实现良好开局。随着
前海扩区，这片热土还将发挥
机场、港口、会展中心等优势，
依托前海综合保税区实现“空
港+会展+保税”服务高效流
转，不断增强内外循环链接功
能，进一步建设高水平对外开
放门户枢纽，构建国际合作和
竞争新优势。

“感谢个人破产条例，
让我有机会得到经济上的

‘重生’。”2021 年 11 月 8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首宗个人破产清算案件：
债务人呼勇（化名）现有财
产不足以清偿140余万元债
务，将进入为期 3 年的免责
考察期，通过免责考察期
后，可免去剩余债务。

率先试行自然人破产制
度，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首
批事项之一。2021年 3月 1
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

产条例》正式施行，专门处
理个人破产事务的深圳市
破产事务管理署同日上午
挂牌成立。这标志着个人
破产和企业破产在深圳合
流并行，深圳成为破产制度
综合试点的第一试验田。

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
一年多来，取得了重要的阶
段性成果。目前，首批40条
授权事项全面落地实施，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
效持续显现。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以

来，新增上市公司超过 300
家，累计股票融资超5000亿
元。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
深圳破产制度改革成效显
著，新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改革有序推进。从实现港
澳专业人才免试跨境执业，
到稳步推进国际前沿药品
应用试点；从气候投融资改
革制度框架下第一批入库项
目成功融资，到首宗二三产
业混合用地挂牌成交。一批
重要的实践创新成果和制度
创新成果，正在不断形成。

“每次跟朋友们提到来
内地发展和生活，其中一个
最大的挑战便是适应两地医
疗体系的差异。”卢文聪是香
港数码港现时创业学会会
长，他和多位朋友选择到内
地创业。香港青年们看重内
地发展机遇，同时也担心生
活上的不适应，“比如用的药
物不一样、我们在香港买的
保险未必能在内地使用等。”
卢文聪介绍。

随着大湾区的发展，两
地青年交流更加频繁，愈来
愈多香港青年考虑到深圳生
活、创业或就业。两地医疗

衔接是许多年轻人考虑的一
大问题。推动大湾区跨境医
疗互认“打通关”，深圳近几
年动作频频。深圳市人社局
联合市卫健委先行先试，对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经审查符
合认定条件的港籍医生，直
接认定为正高级职称，用规
则衔接、机制对接，打破“双
城壁垒”。目前在该医院取
得内地行医许可的港澳医师
人员超过百名。2021年，深
圳全市共开设 11 家港资医
疗机构和1家香港名医诊疗
中心（平台），118 名港澳医
师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在深长

期执业，13家医疗机构与国
际商保公司签订相关就医协
议，7 家定点医院提供香港
病人转诊服务。此外，伴随
着“港澳器械通”实施，多种
港澳药物、医疗器械获批在
深圳试点医院使用。

医疗衔接是深圳加速
“软硬”联通和规则衔接、全
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一个缩影。当前，以基础设
施为代表的大湾区“硬联通”
进展如火如荼，包括规则衔
接在内的“软联通”也在加速
推进，各种要素在深港乃至
大湾区间流动加速。

观点

发挥综改试点优势
牵引全省深化改革

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
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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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软硬联通”加速要素流动

B 综改试点成果显著

C 前海“扩区”新动能释放

举全市之力推进“双区”建设“双改”示范，改革开放踏上更高起点

奋进新征程 走在最前列

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一年多来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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