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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啟動「數字灣區」建設，粵

港澳三地建立「數字灣區」聯合
工作機制，並在智慧城市共建、政
務服務「跨境通辦」、泛公共服務
與資訊聚合、數字化招商引資、
數字化人才培養、數字化均衡

發展等重點領域率先取得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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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粵港澳三地通過數字化合

作，在推動要素資源流通、數字
產業集聚發展、新型基礎設施連
通、社會數字化治理等方面，形
成政府引導、企業主導、社會參
與的多元共建模式，數字化

成為大灣區建設的重要
推動力。

2025年
基本完成「數字灣區」建設

任務，實現大灣區數字化規制規
則有效對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高
效聯通，計算能力、存儲能力均衡發
展。「數字灣區」建設成為大灣區
新的經濟增長點，「數能」成為
驅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

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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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灣區」

建設三步走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方俊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李紫
妍 廣州報道）新出爐的《「數字灣
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提出加快建
設數字產業集聚發展新高地，帶動灣
區數字「產業通」。其中，加快推動
粵港澳三地數字技術聯合創新和產業
化，對標全球領先地區，構建高標
準、一體化的完整數據產業鏈，提升
大灣區城市群數據產業發展能級。鼓
勵支持粵港澳三地企業、高校、科研
機構共建高水平數字協同創新平台，

推動數字科技成果轉化。

算力基礎設施共建共享
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楊

鵬飛表示，該局將會同港澳地區建設
高速泛在融合的網絡基礎設施，加快
一體化算力網絡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樞
紐節點建設，推動大灣區算力基礎設
施共建共享。而行動方案也明確，鼓
勵龍頭企業圍繞通用人工智能、高端
算力建設等重點領域建設聯合實驗

室，謀劃發布算力夥伴計劃。在醫療
影像、智能視覺、基礎軟硬件、普惠
金融等領域推進國家和省新一代人工
智能開放創新平台建設。依託大灣區
信息產業、通信產業、計算機軟件行
業規模和技術優勢，大力發展雲計
算、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人工
智能等數字經濟重點產業。

穗深新一代AI創新發展
行動方案還提出，深化「國家工

業互聯網示範區」建設，實施產業
集群數字化轉型工程，構建以「工
業互聯園區+行業平台+專精特新企
業群+產業數字金融」為核心的新製
造生態系統。同時，加快粵港澳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
家科學中心建設。積極推動港澳創
新資源參與信息技術領域省實驗室
建設，加快推進大灣區交叉研究平
台和前沿學科建設，加強數字領域
核心技術攻關。

其中，以河套為試點，開展生命
健康、人工智能、數據、先進製
造、新能源等產業數字化合作。支
持廣州、深圳推進國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和國家人工智
能創新應用先導區建設，打造人工
智能技術創新策源地。積極協調國
家有關部門，進一步放寬信息傳
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外資
市場准入限制，鼓勵港澳企業提供
數字內容增值服務。

加快一體化算力網絡建設 河套試點產業數字化合作

廣東省公布《「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下稱「行動方案」），

明確以數字化促進粵港澳三地經濟發展、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的目

標。行動方案具體規劃了包括要素、商事、產業、生活等在內7個方面

的主要任務。在「推動政府服務銜接融合，實現灣區居民『生活

通』」方面，行動方案提出，推動三地居民統一身份認證、電

子簽名互認，實現企業和居民高頻事項「跨境通辦」。

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黨組成員魏文濤說，粵港

兩地創新建立粵港在線身份互認體系，在國內首次實

現內地政務系統對香港市民身份的在線認證。香港市

民登錄廣東政務服務網、粵省事時，選擇通過香港

「智方便」認證，即可順利完成身份核驗，線上辦

理內地政務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方俊明廣州報道

今年以來，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牽頭會同
各地、各部門和港澳特區政府相關部門啟動了

「數字灣區」建設工作。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
局局長楊鵬飛表示，「數字灣區」建設的目標是將
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為全球數字化最高水平的灣
區。而「數字灣區」建設將依託橫琴、前海、南沙
等區域作為粵港澳全面合作平台的示範效應，探索
建設「粵港澳數據特區」。「我們非常鼓勵有條件
的企業參與建立三地『數字灣區』聯合工作機制，形
成政企高效協同、資源整合共享的工作推進體系。」

將上線「灣事通」對接「智方便」
針對實現灣區居民「生活通」，行動方案從兩個方面進行
統籌安排。在推動粵港澳政務服務一體化方面，行動方案提
出，加快推動大灣區政務服務事項目錄、標準銜接，按照用
戶授權原則，着力打通粵港澳三地政務服務鏈條和數據共享
堵點，推動三地居民統一身份認證、電子簽名互認，實現企
業和居民高頻事項「跨境通辦」。協調國家有關部門推動港
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即回鄉證）等港澳居民高頻事項全
流程電子化辦理。
另一方面， 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居民通信、交通、食住行的
需要，「灣事通」泛公共服務平台將亮相。行動規劃指出，
推動廣東政務服務網、「粵系列」移動政務服務平台與香港
「智方便」、澳門「一戶通」等政府服務平台對接互認。充
分聚合和引導社會力量，打造「灣事通」泛公共服務與資訊
平台，圍繞粵港澳三地居民出行、通關、通信、支付、求
職、養老、醫療、教育、保險、吃住遊等場景和習慣，提供
無感、便捷的跨境服務。拓展跨境電子錢包、數字貨幣、移
動支付等應用在大灣區互認互通。
據了解， 「灣事通」小程序將於近日在微信和支付寶小程

序同步上線。魏文濤介紹說，「灣事通」為在大灣區跨境工
作、生活、旅遊的民眾，提供無感便捷的服務。譬如，內地
居民赴港澳旅遊時只要通過「灣事通」小程序，就可快速預
約辦理通行證件、查詢附近出入境辦事大廳、辦理境外手機
流量套餐等服務。港澳居民前往內地，用「灣事通」也可享
受同樣以回鄉證辦理指引及預約、「港車北上」指引、通
關、交通、生活等「一站式」服務。
魏文濤表示：「我們將持續優化改進用戶體驗，推動更多
泛公共服務進駐灣事通小程序，以數字化實現『一碼暢行灣
區』，構建灣區優質生活圈。」

加快推動回鄉證享同等便利
行動方案還明確將進一步豐富回鄉證、港澳居民居住證在

大灣區的便利應用場景。行動方案指出，將加快推動港澳居
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澳居民居住證在大灣區交通、住宿、
求職、保險、電子貨幣、購票、金融、電信、財產登記等業
務辦理方面，享有與內地居民身份證同等便利，指導通信運
營商對相關網站、平台身份認證及服務功能優化升級。加快
粵港澳三地養老領域數字化合作，開展大灣區智慧養老試
點，鼓勵社會力量整合利用三地康養資源和先進模式，提供
精細便捷的養老服務。

《「數字灣區」建設三

年行動方案》提出要充分

發揮數字政府「大平台、

大數據、大服務、大治

理、大協同」能力，推動

粵港澳數據、人才、物流、資金暢通流

動「要素通」、 公共服務融合便利「生

活通」等目標。其中，為推動粵港澳政

務服務一體化，粵港兩地創新建立了在

線身份互認體系，優化統一身份認證、

電子簽名互認互通，推出「灣事通」綜

合服務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務體驗。就

讀於廣州中醫藥大學的港生林鼎雲表

示，非常期待相關功能和平台早日上

線，將給北上求學、發展的港人港青以

極大的便利。

林鼎雲說，他在內地都是綁定回鄉

證進行身份認證，但遭遇了諸多不便

之處。剛來內地求學時，由於在廣州

居住時間未滿半年，他還無法辦理居

住證，而許多網上平台的身份認證都

需 18 位數字的證件號，即居住證或內

地居民身份證的證件號格式，令他時

常感覺不便。

例如出門遊玩時，需要在攜程、美團

等平台用身份信息訂房，但許多民宿和

普通酒店都不支持以回鄉證進行預訂，

由於無法認證與回鄉證綁定的學生身

份，因此無法享受學生優惠。

「辦理醫保也是一個問題，它也需要

18位的證件號。」林鼎雲為此需自行前

往相關單位辦理手續。此外，他身邊的

香港同學也因此經歷過各種不便，例如

更換內地駕駛證、進部分城市的高鐵

站、辦理求職入職相關手續等。因此，

在聽聞「灣事通」平台即將上線後，林

鼎雲表示十分期待，非常希望「數字灣

區」的建設能夠切實地惠及在灣區發展

的港人港青。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廣州報道

港青期待「灣事通」快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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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1. 推動粵港澳三地居民統一身份認證、電

子簽名互認。

2. 積極協調國家有關部門，推動回鄉證等
港澳居民高頻事項全流程電子化辦理。

3. 深化「灣區社保通」，在橫琴、前海、
南沙、河套探索推進粵港澳社保服務深
度融合。

4. 推動廣東政務服務網、「粵系列」移動
政務服務平台與香港「智方便」、澳門
「一戶通」等政府服務平台對接互認。

5. 加快推動回鄉證、港澳居民身份證在大
灣區交通、電子貨幣、購票、金融、電
信、財產登記等業務辦理方面，享有與
內地居民身份證同等便利。

商事
1. 推動「粵商通」平台與香港、澳門經貿

合作信息平台融合對接，為大灣區企業
提供開辦、融資、稅務、政策兌現等營
商全鏈條、掌上辦服務。

2. 優化廣東政務服務網港澳企業服務專
版，提升「粵智助」政府服務自助機便
企服務功能，探索在港澳地區投放並提
供常態化服務。

3. 在粵港、粵澳「跨境通辦」機制下，依
託「投資廣東」平台搭建大灣區招商平
台，匯聚三地招商引資政策、服務渠道
與資源，助推三地精準高效招商和企業
需求對接。

4. 加快推進大灣區貨物通關便利化，爭取
國家支持，基於國際貿易「單一窗口」
合作，推動粵港澳三地港口、機場的物
流數據、申報數據等共享。

▲粵港澳「跨境通辦」合作深度發

展，三地出行與交流將更便捷。圖為

口岸通關。 香港文匯報廣東傳真

◀ 港澳居民在內地通過「跨
境通辦」政務服務設備辦理

商事業務。 資料圖片

特稿

廣東省公布《「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下稱下稱「行動方案」），

灣區人統一身份認證 跨境政務辦理更便捷
廣東發布「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 以數字化促互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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