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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一系列規劃出台落地，大灣區發展脈絡
日益清晰。根據此前發布的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
中各個城市將緊密合作，共同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為
「一帶一路」 提供有力支撐。專家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在
「一帶一路」 建設中具有天然的優勢，無論是本身的經濟

實力還是與沿線國家的經濟交流程度都是全國領先，這讓
大灣區注定成為 「一帶一路」 重要支撐。目前，東南
亞、南亞地區正處於經濟發展期，需要更多引進外
資，而珠三角也需要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大灣區
各城市必須加大協同合作力度，抓住這一戰略機
遇，而香港在這一過程中需進一步發揮 「超級
聯絡人」 作用。

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推動合作
大灣區具天然優勢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才剛剛開始，更深度地對
接 「一帶一路」，乃至建設與國際接軌的開放經
濟體，還需要走很長的路。目前，最需要解決的
還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的問題，而在這一過程
中，香港的作用至關重要。在 4 月 25 日舉行的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對於香港在 「一帶一

路」建設中發揮的作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
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亞洲第二大金融中
心，可為 「一帶一路」大額投資項目提供一站式
優質金融及風險管理服務。

林江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要與 「一帶一路」結
合，首先是要發揮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和國際金融
中心、深圳作為科技創新中心和東莞作為先進製
造業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通過把 「9+2」地區
的優勢拓展至 「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既爭取
更大的市場空間和計劃，也強化大灣區相關城市

的區域和國際競爭力。其次，大灣區城市之間需
要打破區域界線，實現區域經濟融合發展，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強化與中國的經濟

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這樣的寶貴經驗，也將擴
展至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加強他們與
中國的經濟貿易與投資合作。

林江還指出，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絡
人角色，在大灣區的戰略下將得到深化，粵港澳
大灣區完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使命，香港
的角色也無可替代。香港可以與大灣區之中的內
地9個城市，聯手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進行投資和提供服務，並在此過程中加深香港與
相關城市的相互了解，為進一步深化香港與大灣
區的融合發展關係奠定堅實的基礎。如此一來，
既可以與 「一帶一路」的國際倡議的實施結合起
來，也可以推動大灣區自身的建設。此外，澳門

也 可 以 發 揮 類 似 的 角
色，包括目前灣區規劃
綱要對澳門作為世界級旅
遊休閒中心的定位的強
化，也需要通過與內地相
關城市的融合發展中得到體
現，這也有助於珠三角的9個
城市加強與葡語系國家的合作。

劉佩瓊表示，香港在整個粵港澳
大灣區中，交通、諮詢、金融和貿易，
都有非常大的優勢，這也是香港被稱為 「超級
聯絡人」的基礎。在大灣區融入 「一帶一路」
的過程中，這一優勢將進一步發揮作用。目
前，有很多內地企業在東南亞開廠，它們的營
運中心都在香港。這是因為香港有的市場自由
度高，貨幣可以自由流通，營運中心在香港，

在融資、法律合同保
障和信息流通方面都
有好處。對於廣東來
說，不管是企業「走出
去」還是「引進來」，都

需要金融的支撐，這方
面香港能提供非常好的條

件。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就是讓香港與廣東的聯繫更為

緊密，合作更為協調，這樣就能發
揮這個區域的優勢。所以，為粵港澳大灣區更

好地融入 「一帶一路」倡議，香港需要為粵港
澳大灣區中其他城市提供方便，加強他們對香
港的認識，並幫助這些城市的企業在香港立
足，這樣能夠加快粵港澳大灣區融入 「一帶一
路」的步伐，更好地促進大灣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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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推進 「一帶一路」建
設工作 5 周年座談會上強調，加強共建
「一帶一路」同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

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
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地處中國沿海開放前
沿，以泛珠三角區域為廣闊發展腹地，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應積

極主動對接 「一帶一路」建設，努力在形
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
局中發揮更大作用。

這番講話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提
供了一條路線。大灣區在 「一帶一路」建
設中具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地理位置上粵
港澳海上交通地理條件優越，資料顯示，
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戰略走向，一是
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中國海，經馬六甲海
峽或正在討論中的克拉地峽到印度洋，並
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經南海
抵達南太平洋。事實上，世界30%以上海
運量、中國70%以上的海運量經過南海，
而粵港澳大灣區面向南海，背靠中國大

陸 ， 連
接東南亞，
是中國唯一地處南
海的主要經濟核心區，交
通位置最為便利。

其次，有論者認為，日韓目前處於緩慢
發展速度期，而東南亞、南亞多數國家還
是 「人口不少，地也不小」的發展中國
家，隨着自身建設和中國經濟的融入促
進，東南亞、南亞地區發展速度肯定會迎
來飛躍。亞洲經濟地理重心南下，將使珠
三角區域經濟發展更為有利。

從這兩方面看，粵港澳大灣區
的 發 展 對 於 推 動 「一 帶 一
路」的建設，確有天然的
優勢。

融入「一帶一路」
粵港澳尋求新發展

中國特色灣區中國特色灣區
影響力將擴大影響力將擴大

中國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助力 「一帶一
路」建設寄予厚望，多次強調希望粵港澳
大灣區 「積極主動地融入到 『一帶一路』
的建設當中」。實際上，粵港澳大灣區融
入 「一帶一路」建設，是有現實需求的，
大灣區對於融入 「一帶一路」其實是有動
力的。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太平紳士、原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劉佩
瓊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粵港澳地區本
身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對外經濟體，國際
化程度較高，它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的能
力都很強、科技水平也很高。粵港澳原本
就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頻繁，隨
着大灣區的建設，將使得這一區域與東南
亞、南亞以等區域的貿易變得更加繁榮。
從外部需求來講，粵港澳三地很多企業在
東南亞、南亞地區都有投資，而東南亞、
南亞地區都處於經濟發展期，這些地區也
有很多引進外資的需求，粵港澳地區的投
資較受他們信任和青睞。

而從粵港澳大灣區自身的需求來講，廣
東珠三角地區曾經有的超過10%以上的經
濟增長率，隨着經濟結構調整，珠三角地
區仍然想要維持穩定的高增長，就必須找
到新的增長點，粵港澳地區也有更多的
「走出去」需求，通過貿易與東南亞合

作，是最好的出路。過去七八年中，中國
對於東盟的貿易，每年的增長都有10%以
上，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中美貿易增長放緩
所造成的影響。從這個方面來講，粵港澳
大灣區，也有更加深入地融入 「一帶一
路」的需求。

劉佩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自身的需求
和東南亞、南亞國家的需求如此切合，粵
港澳大灣區融入 「一帶一路」建設是順理
成章的事。此外，粵港澳大灣區中還有很
多企業走到了非洲，這都是通過海上貿易
的便利性走出去的。從這方面來講，粵港
澳大灣區成為 「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
點，是必然的。

另有專家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被定位為 「一帶
一路」的重要支撐點，還可以從國家戰略的角度
去解釋。 「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既是為了國
家的經濟發展拓寬道路，也是為了與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互惠共贏，同時提升中國的國際地
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將深度影響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

中山大學港珠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在接受本
報採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之中，香港扮演着
「中國曼哈頓」角色，深圳則扮演着 「中國硅

谷」的角色，曼哈頓+硅谷，正好可以把國際科技
創新這個大灣區的主旋律凸顯出來，也順應了經
濟全球化背景下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這
種動力正在深刻地改變着世界，包括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同時深度融
合到 「一帶一路」中，這將提供一個重要的中國樣
本，為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發展的新
動能。 「一帶一路」需要融資服務的支持，特別是
「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近年來這些地區大力發

展基礎設施，粵港澳大灣區可以起到創新融資方式
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有經濟比較發達，民間資金
比較豐富的城市，如東莞、佛山等，這些城市的閒
散資金通過金融創新渠道，可以以投資基金、
BOT、債券融資等方式投入到 「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和地區當中，在降低當地政府融資負擔的同
時，也可以為大灣區的民間投資者提供一個進入
「一帶一路」市場的機會。
林江還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本身是一個 「自產

自銷」的國際科技創新帶，通過香港作為國際城
市和國際金融中心對大灣區內相關城市的資產進
行國際化配置，結合深圳的科技創新之都的功
能、東莞的製造業功能、廣州的人才和研發優
勢、加上大灣區擁有將近 7000 萬人口的廣闊市
場，而這些人群又是全國範圍內相對富裕並且願
意嘗試新事物的人群，完全有可能成為在短期內
通過科技創新推動經濟增長、貿易進步的先行先
試地區。這個地區的運作經驗如果能夠嫁接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將讓大灣區的科

技創新的國際化趨勢更加顯著，同時也有可能超
越國際化就是歐美模式的局限性，讓中國樣本和
中國模式更容易在國際範圍內深入人心。

港 「超級聯絡人」 角色須深化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的同時深度融合到
「一帶一路」 中，這
將提供一個重要的中
國樣本，為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
帶來發展的新動能。
圖為深圳蛇口港。

新華社

粵港澳地區是一個非常強
大的對外經濟體，三地資
金整合將為 「一帶一路」
投資提供強大支撐。圖
為亞投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