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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內地城市需避產業同質化競爭
社科院報告：經濟一體化差距明顯 廣深輻射帶動效應亟需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7日在北京發布

的《城市藍皮書：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0.15》指出，當

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發展差距較為明顯，經濟發展的不

均衡性仍比較突出，特別是廣東9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為突

出，部分城市之間甚至存在進一步擴大趨勢，迫切需要進一步提

升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

對「9+2」主要問題與建議
問題：港澳產業相對單一、發展空間相對

不足，加上「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三法域、三種貨幣、四個關稅
區」一定程度阻礙了灣區內生產要
素的高效流通。

建議：構建高標準的市場制度規則體系，
擴大內地對港澳的開放程度，持續
優化營商環境，實現粵港澳三地在
市場經濟體制、產業技術標準、行
業服務管理等領域的規則銜接和機
制對接。

問題：跨境貿易、投融資便利化水平有待
進一步提升，如CEPA及相關協議
對於港澳服務提供者的認定門檻較
高，港澳投資准入後環節仍存「准
入不准營」的制度性障礙。

建議：深化數字等創新技術在金融機構的
應用，聯通大灣區金融市場，進一
步提升大灣區跨境貿易服務效率；
重視機制體制創新，不斷簡化創新
人才簽註管理，促進科技人才跨境
流動。

問題：粵港澳三地醫療衞生資源合作不
足，比如港澳醫師人才頂級考試、
資質認證難以銜接，影響港澳醫師
在內地發展；境外醫療器械、藥品
實行嚴格管制，大型醫療設備受制
於「配額」，且審批手續繁雜，一
定程度上制約了港澳醫療機構在廣
東的發展。

建議：通過整體規劃統籌灣區公共服務一
體化，實現公共服務標準化、均等
化；推動醫療規則銜接，如拓寬港
澳醫師執業範圍與年限等，加強大
灣區醫療要素流動對接，促進優質
醫療資源協同供給。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藍皮書由中國社科院生態文明研
究所與社科文獻出版社共同發

布，梳理分析從2015年至2021年的
發展情況。藍皮書指出，粵港澳大
灣區各外圍城市間經濟一體化發展
差距仍較為明顯，從空間品質一體
化、數字一體化、經濟一體化、創
新一體化和對外開放一體化等指標
分析，具體到城市而言，廣州、深
圳、珠海、佛山均成功步入高發展
水平階段；東莞、江門、肇慶、中
山則從低發展水平跨入中等發展水
平，惠州雖然發展速度較快，但仍
處於低發展水平。

存在大量產業布局重疊和交叉
課題組分析稱，在經濟一體化方
面，大灣區各外圍城市間經濟發展
水平差異甚至存在進一步擴大趨
勢，其中城市經濟一體化指數得分
最高的是深圳（11.96），是得分最
低的肇慶市（1.92）的十倍。灣區內
城市之間同質化競爭仍然存在，像
東莞和深圳、中山和佛山等地產業
結構相似度較高，存在大量產業布
局重疊和交叉。中心城市與外圍城
市的創新一體化不均衡性也更為明
顯，5個城市得分高於均值6.41分，
依次為深圳、廣州、珠海、東莞和
佛山，得分較低的江門、肇慶、惠
州創新一體化指數均在3.00以下，
部分城市發展基礎較為薄弱，先進
製造業、新興產業等承接能力有待
提升，創新資源分布不均，創新平
台載體建設有待進一步完善。
對此，課題組也給出了具體的建
議，要求灣區內部持續完善市場體
系，推動灣區經濟一體化發展。鼓勵

支持江門、肇慶、惠州主動引進吸收
中心城市遷出的產業，促進自身產業
轉型升級，形成與其他城市間良好的
產業分工協作關係。持續推進灣區市
場一體化建設進程，探索和創新市場
一體化機制，避免政府對要素市場的
過多干預，不斷改革壟斷部門，疏通
阻礙要素流通的障礙因素。構建高標
準的市場制度規則體系，擴大內地對
港澳的開放程度，持續優化營商環
境，實現粵港澳三地在市場經濟體
制、產業技術標準、行業服務管理等
領域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

還應強調城市之間聯動發展
同時，各外圍城市對外開放水平差
異也較為突出，得分最高的是肇慶
（5.35），其次是廣州、珠海和深
圳，得分最低的是東莞（0.52），各
地之間的投資規則仍然存在不統一現
象，因此在促進灣區城市對外開放的
同時，還應強調城市之間的聯動發
展，避免城市之間的惡性競爭，特別
是在吸引外資方面，應避免城市開放
政策過於地方化。

需推粵港澳教育資源共享流通
此外，數字經濟水平也發展不均

衡 ， 得 分 最 高 的 城 市 是 珠 海
（19.88），其次是深圳和廣州，得
分最低的是佛山（9.92）。報告認
為，數字化發展水平較高的中心城市
並未在灣區內形成整體輻射帶動效
應。最後，灣區空間品質差距依然不
容忽視，大灣區內地城市教育資源不
足，且主要集中於廣州、深圳，而港
澳人口不足以支撐生源，需要進一步
推進粵港澳三地教育資源共享流通。

◆圖為惠州市一家鋼結構模塊化產品智能工廠，工人正在作業。 網上圖片

◆10月8日，廣東省中山市，一片混凝土箱樑準備運送上運架一體船「天一號」。當日，隨着第155片60
米混凝土箱樑預製完成，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工程深中通道混凝土箱樑全部預制完成。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7日發布《攜手構建網
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白皮書，對於有外媒
提問稱中國近年來持續加強網絡監管，是
否會引發在華外企憂慮在中國工作受到限
制，中央網信辦國際合作局局長祁小夏回
應說，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祁小夏還批
評了美國今年4月發起的「互聯網未來宣
言」，指責個別國家企圖將自己的標準強
加於人，在互聯網領域以意識形態劃線，
拉「小圈子」，製造分裂對抗，違背國際
規則。

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祁小夏指出，中共二十大強調，中國堅
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此外，國家主席
習近平4日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
致辭中也明確指出，「中國將推動各國各
方共享中國大市場機遇」、「推動各國各
方共享制度型開放機遇」、「推動各國各
方共享深化國際合作機遇」，可預見中國
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祁小夏續稱，中國主管部門的數據顯
示，在華外資企業累計已經超過100多萬
家，說明外企對中國的營商環境非常有信
心。祁小夏強調，中國政府始終致力於營
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鼓

勵企業依法依規經營發展，對中資、外資
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美國「互聯網未來宣言」是拉「小圈子」
對於美國今年發起的「互聯網未來宣
言」與《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白皮書有何區別的問題，祁小夏表示，白
皮書跟所謂的「互聯網未來宣言」有本質
的區別。個別國家發起所謂的「互聯網未
來宣言」，企圖將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人，
在互聯網領域以意識形態劃線，拉「小圈
子」，製造分裂對抗，違背國際規則，
「這些行為嚴重破壞了互聯網大家庭的團
結，嚴重影響了全球互聯網的穩定發
展」。
她說，白皮書提出了「構建更加緊密的

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中國主張」，倡導
的是開放、合作、包容、互鑒，主張的是
網絡空間是人類的共同家園，網絡空間的
未來應由世界各國共同掌握，而不應該由
一個國家或者幾個國家說了算。
祁小夏強調，在網絡空間國際治理中，
中國主張聯合國發揮主渠道作用，也倡導
國際社會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強合
作，共同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我們
願同世界各國深化合作，共同推進全球互
聯網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攜手構建更加
緊密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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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規模達到 45.5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連續多年位居
全球第二，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
39.8%（截至2021年）

◆網民規模達10.51億，互聯網普及
率提升到74.4%（截至2022年6
月）

◆累計建成開通 5G基站 185.4 萬
個，5G移動電話用戶數達4.55
億，建成全球規模最大5G網絡
（截至2022年6月）

◆中國衛星導航與位置服務總體產業

規模達到4,690億元（2021年）

◆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企業完成
業務收入15,500億元，同比增長
21.2%（2021年）

◆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 10.8 萬億
元，同比增長12%，佔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比重達24.5%（2021
年）

◆跨境電商進出口規模達到1.92萬
億元，同比增長18.6%；可數字化
交付的服務貿易規模達2.33萬億
元，同比增長14.4%（2021年）

數讀中國數字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露營、陸衝、飛盤、槳板、騎行……後疫情
時代，戶外運動項目爆火。社交平台上不少戶
外運動達人每次發布消息，都會引來大量粉絲
諮詢、學習，戶外運動人才更是供不應求。體
育總局等八部門7日發布《戶外運動產業發展
規劃（2022-2025年）》提到，要推進戶外運

動人才培養。到2025年，力爭戶外運動管理
人才達到十萬名；具備專業戶外運動技能和服
務水平的戶外運動從業者達到百萬名；熟練掌
握戶外運動技能的深度參與者達到千萬名。
有專家表示，專業戶外人才將是支撐戶外

產業服務的關鍵，社會需求持續增長，人才
缺口較大。近兩年，在社交平台上，一些露

營專業人士分享的露營裝備、注意事項等內
容，都會被「露營小白」視作珍寶。從事飛
盤教學和科研已有4年的北京體育大學體育
休閒與旅遊學院教師吳陽說，今年以來，不
少已經畢業的學生找他要飛盤教學的教案，
或諮詢飛盤教練培訓，可見社會上對飛盤教
練的需求增加了。

戶外運動火爆 運動人才迎契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7日發布消息稱，國家體
育總局與文旅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了《戶外
運動產業發展規劃（2022-2025年）》（以
下簡稱《規劃》）。其中提到，優化露營產
品供給。鼓勵開放郊野公園提供露營服務，
推動露營基地完善配套服務設施。同時，積
極倡導文明露營，完善規章制度，規範露營
市場，推動露營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2020
年以來，內地露營市場持續升溫。有報告顯
示，2021年中國露營核心市場規模已達
747.5億元（人民幣，下同），帶動上下游
市場規模達3,812.3億元，預計2024年，中
國露營帶動市場規模將突破萬億元。
在優化露營產品供給方面，《規劃》提出，

鼓勵開放郊野公園提供露營服務，在城市郊
野、農村地區等建設更多露營基地，滿足群眾
就近就便露營需求。推動露營基地完善配套服
務設施，開展多種戶外運動項目，鼓勵在營地
周邊配套登山、徒步、騎行、垂釣、冰雪、賽
車、馬術、航空、水上等戶外運動設施及服
務，提高露營消費黏性。加快建設露營旅遊相
關基礎設施，因地制宜引導城鎮水、電、氣、
排污、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管網向營地建設區
延伸，支持在營地集聚區域配套建設露營服務
中心、加油（充電）站、維修站、停車場、旅
遊廁所、觀景平台等。
此外，《規劃》鼓勵戶外運動裝備企業立
足群眾露營需求，研製多系列滿足不同人群
的露營裝備。積極倡導文明露營，完善規章
制度，規範露營市場，推動露營產業健康可
持續發展。
據悉，露營適合多場景和多人群，已成為

內地眾多城市民眾喜愛的休閒度假「頂
流」。據馬蜂窩《2022露營品質研究報告》
顯示，內地74%的露營愛好者來自一線及新
一線城市，其中，北京、成都、上海、廣州
包攬露營客源地前四，對露營總遊客量的貢
獻超過三成。

「露營+」解鎖更多新玩法
春夏秋三季都是露營的旺季，「露營+踏

青賞花」、「海邊露營+水上項目」、「星
空露營+篝火舞會」等「露營+」玩法為其
賦予了無限生機。如今，潮流青年又用冰上
露營、「露營+溫泉」等限定體驗打開了冬
季露營「新世界」的大門。同時，露營也是
新鮮玩法的帶貨好手，飛盤、瑜伽、騎行等
都是露營好伴侶。

露營經濟持續升溫 半年增兩萬企業
艾媒諮詢《2021-2022年中國露營經濟產

業現狀及消費行為數據研究報告》顯示，
2014年至2020年中國露營營地市場規模從
77.1 億元增至 168.0 億元，複合增長率

13.9%。預計2022年增速達18.6%，市場規
模達354.6億元。報告還提到，2021年中國
露營核心市場規模達747.5億元，帶動上下
游市場規模達3,812.3億元，預計在2024年
中國露營帶動市場規模將突破萬億元。
在強烈需求的刺激下，營地老闆也在爭相

入局。根據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
11月7日，露營相關企業註冊數量為80,518
家，相較於半年前增加了兩萬餘家。

到2025年將新建1萬個戶外營地
另外，《戶外運動產業發展規劃（2022-2025

年）》還明確，到2025年，戶外運動產業高
質量發展成效顯著，基本形成供給與需求有
效對接、產業與生態協調發展、產品與服務
品牌彰顯、業態與模式持續創新的發展格
局。戶外運動場地設施持續增加，普及程度
大幅提升，參與人數不斷增長，戶外運動產
業總規模超過3萬億元。同時，要統籌用好
多方資金渠道，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積極
性，到2025年，建設各類戶外運動營地
10,000個。

◆《規劃》提出，鼓勵
開放郊野公園提供露營
服務，在城市郊野、農
村地區等建設更多露營
基地，滿足群眾就近就
便露營需求。圖為早前
安徽省合肥市，市民在
帳篷旁休閒，享受秋日
暖陽。 資料圖片

中國力推郊野公園提供露營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