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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香港潜力推动泛珠区域共同发展 
 

——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 
 

香港文汇报记者 
 

  2009 年 1 月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

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香港特区会继续积极配合国家的整体发展方向，及上述区域发展的总体战

略，尽量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与泛珠各省区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在第六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开幕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接受记者专访时，作了如上

表述。 
  曾荫权指出，国家最新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

和制造业等可持续的产业。凭借独特的优势和多年来累积的基础和经验，香港在推动泛珠现代产

业发展方面可以作出很大的贡献，重点包括金融合作、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以及与台湾的

合作四个方面。 
  ——香港在金融方面优势明显。香港是全球第三大的金融中心，也是内地企业的主要融资中

心，及泛珠地区“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主要平台。2004 年 6 月至 2010 年 3 月，在港上市的

泛珠企业由 71 家增至 145 家。在宏观层面，香港可作为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场，促进国家的金

融安全，协助国家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今年 4 月签署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涵

盖多项金融合作相关的政策。在配合国家整体政策和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粤港两地将进一步

加强金融业务合作，包括以先行先试的方式，为内地的金融发展和开放累积经验。 
  ——香港在推动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可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是

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等中心。面对全球化的挑战，香港正努力在传统的金融、旅游、贸易和物

流，以及专业服务四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产业，包括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

环保、创新科技，以及文化和创意六大优势产业。香港以泛珠区域作为腹地，进一步发展这些产

业，将有助区内优化产业结构。 
  ——在协助推动现代制造业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支持在泛珠地区

的香港加工贸易企业升级转型或转移到邻近合适的地区，包括与广东省政府和业界成立专责研究

小组；组织香港经贸代表团考察泛珠省区的梯度转移承接地；举办专题研讨会；以及透过创新及

科技基金、投资研发现金回赠计划及中小企业资助计划等措施提供资金或融资支持。我们会继续

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内地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优化产业结构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投

资来源地，2009 年底内地累计实际利用港资约 3956 亿美元，约占总数的 40%。香港的投资者一

向善于把握先机。我们欢迎各泛珠省区继续向港资和外资宣传包括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机

遇，让香港和各泛珠省区合作发挥彼此优势。 
  ——与台湾合作方面，特区政府正积极推进港台关系发展的新策略。今年 4 月，香港成立了

“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作为对口单位，台湾成立了“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通过这

个新平台，“协进会”与“策进会”可就公共政策事宜进行研究和磋商。将来，两地也可以利用

此平台，以适当的身份，就双方关注的事宜进行沟通和交流，加强合作。另外，香港贸易发展局

下设的“香港－台湾商贸合作委员会”将与“策进会”下的“经济合作委员会”作对口，促进港

台两地工商界的直接交流，并加强两地经贸、投资及旅游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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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荫权表示，国务院于去年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定位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香港

会充分利用这个新平台，与台湾、福建和邻近各省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香港与其他泛珠省区还有很多互补合作空间，曾荫权举例说，香港与其他泛珠省区都拥有独

特的旅游资源，可以优势互补；贸易及物流业方面，香港有优越的国际网络和物流基建设施，可

以进一步为各泛珠省区服务；专业服务方面，内地与香港一直鼓励两地的专业机构互认专业资格，

并通过 CEPA，促进本港专业服务进入内地市场；新优势产业方面，香港有开放的市场、完善的

国际网络、优秀的人才，以及中西荟萃的文化内涵，与泛珠其他省区合作发展教育、医疗、检测

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和创意等耗能少、经济效益高的新优势产业，能够发挥协同效应。 
  “粤港双方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以期将《规划纲要》的宏观政策转化为有利

两地发展的具体措施。在落实《规划纲要》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将影响力辐射到泛珠各省区。

此外，香港还会继续利用和完善现有的合作平台，深化与泛珠各省区的合作。”曾荫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