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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香港发展新方略  开拓深港合作新空间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香江北望，湾区潮涌。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
寄望香港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强调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十

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主动对接国家发
展战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正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最强动能所在。 
    深圳是多重国家战略交汇之地，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搭上国家发展快车的第一站。在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经济特区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
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促进内地与香港、澳门融合发展、相

互促进”。 
    深港双城，同心向前。强强联手，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切入点，以北部都会区作纽带，继续做
好“深港合作”这篇大文章，是深港双城探索发展新路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的

题中应有之义。 
    香港规划建设北部都会区，被外界称为“北上新方略”。这是香港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展
现了香港主动拥抱祖国、拥抱大湾区、拥抱深圳的满满诚意，对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

践、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这也意味着香港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有了新平台、新引擎，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有了新载体、新空间，深港合作将由点

状带动到全面铺开，进入双向发力、相向而行的新阶段。 
    规划建设北部都会区，不是香港的“一己之事”，需要中央大力支持、广东积极响应、深圳
协同联动。深圳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深入落实“中央要求”，准确把握“湾

区所向”，主动对接“香港所需”，始终竭尽“深圳所能”，积极对接香港发展新方略，大力拓展

深港合作新空间。 
    优化深港合作新机制。深港愈发紧密的合作，离不开高效联动、规划衔接、政策协同。深圳
要进一步加强与香港的联系沟通，用好深港合作专班工作机制，探索设立专门对接、支持和服务

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工作专班，以及“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体制。在此基础上，聚焦土地规划、

经济发展、产业策略等重要事项，形成年度重点工作清单，推出合理可行的“联合政策包”，推

动资金、企业、机构、人才等要素资源向北部都会区集聚，全力塑造大湾区融合发展新标杆。 
    升级深港口岸经济带。北部都会区拥有七个跨境陆路口岸，是促进港深融合发展和联系大湾
区最重要的接口。高水平规划建设深港口岸经济带，必将形成“串珠成链”新优势，推动深港合

作提能级。事实上，作为深港合作的重大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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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数，手中有

招，行动有力，方能推动深港口岸经济带规划建设落地落实，加快打造国家级深港合作新平台。 
    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北部都会区之于香港，是未来发展新引擎、科技创新新高地。新经济、
新产业、新业态，是北部都会区规划的重点。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的关键支撑。深港双城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强化产学研创新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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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珠联璧合”效应，快速形成全过程生态链和产业集群效应，为北部都会区建设注入源源不

断新动能。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香港向北走，深圳喜相迎，必将实现更多元、更深入的互动合作，进
一步做强粤港澳大湾区深港这一极，放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极点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