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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掌握「一國兩制」國際學術話語權
出席中山大學港澳研究40年研討會並致辭 要求培養更多高素質研究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

州報道）9日，中山大學港澳研究

40年暨「港澳研究回顧與展望」研

討會在廣州舉行。中共中央港澳工

作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出席並致辭。

夏寶龍指出，港澳研究必須始終堅

持問題導向。要把理論研究與港澳

實際緊密結合起來，為破解港澳深

層次矛盾和問題、保持港澳長期繁

榮穩定獻智出力；要依託研究優勢

講好港澳故事，掌握「一國兩制」

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廣泛爭取國際

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支

持；要培養更多高素質的港澳研究

力量，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發

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撐。

夏寶龍對中山大學40年來在港澳研
究領域取得的成果表示肯定，並

向廣大從事港澳研究的專家學者一直
以來對港澳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謝。夏
寶龍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高
度重視港澳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
特別是在香港由亂到治的鬥爭實踐
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治港
治澳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極大發
展了「一國兩制」理論體系，豐富了
黨治國理政新經驗，標誌着我們黨對
「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認識達到了
歷史新高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港澳
工作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
分，為新時代新征程港澳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要把習近平總
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學習
好、研究透、闡釋準，深刻領會精神
實質，準確把握精髓要義，全面深入
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的寶貴經驗，
形成更多高水平、更具影響力的理論
研究成果，為不斷完善「一國兩制」
理論體系發揮更大作用。

港澳研究須堅持問題導向
夏寶龍表示，港澳研究是一門實踐
性、應用性非常強的學問，必須始終
堅持問題導向。要把理論研究與港澳
實際緊密結合起來，真正把問題找
準、把情況摸清、把對策提實，為破
解港澳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保持港澳
長期繁榮穩定獻智出力，積極助力解
決「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問題。要依
託研究優勢講好港澳故事，不斷開拓
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網絡、搭建更多合
作平台，主動設置議題，發出中國聲
音，傳播中國經驗，掌握「一國兩
制」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廣泛爭取國

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支
持。要培養更多高素質的港澳研究力
量，充分發揮高校科研機構的學科專
業優勢，建立港澳研究人才蓄水池，
加強港澳研究戰略領軍人才和研究梯
隊建設，形成港澳研究人才輩出的新
格局，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發展
提供有力人才支撐。

鄧中華：增強「一國兩制」理論自信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在會上

表示，港澳研究如何從成功經驗中吸
取力量，在新的歷史階段如何履行使
命，是我們每一位從事港澳研究的人
員需要研究解答好的時代課題。他表
示，將在港澳研究中進一步增強對於
「一國兩制」的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共同推動港澳研究事業更上一層
樓。
廣東省副省長張新表示，廣東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視港澳工作，重視對
「一國兩制」和港澳問題的研究，重
視發揮研究機構專家學者的決策參考
作用，扎實做好全省的港澳工作，加
強與港澳的合作發展。中山大學黨委
書記、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理事長陳春
聲表示，中山大學將緊緊圍繞「一國
兩制」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持續深化
港澳治理和粵港澳大灣區研究，更好
發揮高端智庫作用。
中山大學1983年成立港澳研究所，

是中國最早成立綜合性港澳研究機
構、系統開展港澳研究的大學。夏書
章先生擔任研究所第一任所長。2015
年，中山大學組建粵港澳發展研究
院。40年來，中山大學港澳研究取得
了豐碩的成果，在香港回歸、澳門回
歸和回歸後港澳「一國兩制」實踐等
不同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9
日，中山大學港澳研究 40年（1983-2023）
暨「港澳研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在廣州舉
行。在主旨報告環節中，香港大學社會科學
學院副院長、教授方偉晶分享了對香港移民
研究的初步調查結果。該調研抽樣調查了
2,500名每月至少有兩周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中
生活或工作的香港居民，超過一半已移居大
灣區內地城市的港人對生活狀況感到滿意，
大部分人對內地醫療條件都持正面看法。方
偉晶認為，人口遷移直接或間接涉及經濟利
益和市場規律，是研究經濟地區發展起源的
好機會。

北上港人老一代居多
方偉晶介紹，北上工作的港人中，老一代

多於年輕一代。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和香港
人互動，其內地工作單位的香港同事佔比相
當高，居住的小區亦多數以港人為主，使用
的語言基本是粵語為主。
他認為，移民是理解大灣區起源和發展的

關鍵，其中涉及到人口、組織、環境、科技
等元素。下一步需要社會調查來了解大灣區
社會整體發展圖景。

打造一體化技術市場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教

授陳廣漢回顧了內地市場開放與大灣區經濟
整合的進程。他指出，內地從局部開放到全
方位開放再到制度性開放，進一步為大灣區
發展形成了與國際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相銜
接的、規則透明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

式。陳廣漢認為，下一步，大灣區應統籌好
國家安全與對外開放的關係，探索高水平開
放的新領域和新規則。他建議，可以完善知
識產權保護法律，發揮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
權貿易中心的優勢，打造大灣區一體化的技
術市場，促進創新要素跨境自由流動。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郭萬達表示，要提升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水
平，需要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港口
通」「總部通」和「科研通」。他認為，
「總部通」可以讓香港的總部與大灣區內地
城市的總部實現「資金通」，特別是涉及
「資本和結算」先通起來，就如同滬港通、
深港通、基金通、理財通、藥械通等「管道
式聯通」做法，促進大灣區跨國公司總部之
間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教授陳廣漢：
可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發揮香港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優勢，打造大灣區一體化的技術市場，促進創新要素跨境自
由流動。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方偉晶：
人口遷移直接或間接涉及經濟利益和市場規律，是研究經濟地區發展起源的好機會。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婁勝華：
澳門主要社團以其非政府性、親民性、靈活性、網絡性與嵌入性可以成為跨域治理的有效中介與平台。

◆復旦大學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張志安：
大灣區要運用數字科技賦能，一定要考慮年輕人的喜好，要有趣、有情、有用、有意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學者倡強化灣區「港口通」「總部通」「科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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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紫妍廣州報
道）9日，第二屆數字政府建設峰會暨
數字灣區發展論壇在廣州舉行。
《「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
首批成果之一、「灣事通」綜合服務
平台正式在支付寶、微信等多端同步
首期上線（支付寶端名為「灣事
通」，微信端名為「灣事通 One-
Stop」，統一簡稱「灣事通」），涵
蓋粵港澳三地居民出行、通關、通
信、支付等場景和習慣，如支持綁定
境外卡直接掃碼或刷掌支付、跨境購
買流量等，以數字化助力實現「一碼
暢行灣區」，共同構建灣區優質生活
圈。「灣事通」以小程序形式在支付
寶 、 微 信 、 AlipayHK、 WeChat、
MPay等境內外多端同步首期上線，
一站打通包括跨境證件辦理、跨境流
量、跨城交通、通關指南、匯率查
詢、銀行預約、就醫買藥、住宿美食
娛樂等高頻跨境服務，匯聚港澳車北
上等大灣區規制規則銜接服務，呈現
灣區政策性新聞和動態等權威資訊，
為灣區人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務平
台。如交通方面，「灣事通」覆蓋市

內交通和跨境交通兩大場景，包含高
鐵、公交、地鐵、巴士、輪渡等灣區
交通方式，三地居民可直接用手機掃
碼乘坐或購票，免去貨幣兌換的麻
煩。生活方面，港澳居民可在小程序
上查看「跨境指南」、「港車北上」
等指引，也可快速找到內地支持港澳
居民掛號看病的醫院等。
騰訊雲政務行業總經理趙明君介

紹，「灣事通」微信小程序支持內地
及港澳居民綁定境外卡掃碼或刷掌支
付，進一步打通跨境支付。螞蟻集團
支付寶副總裁彭韻也介紹，港澳居民
可直接使用AlipayHK、MPay在內地
掃碼付款、打車和搭乘部分灣區交通
工具，此次「灣事通」上線，將推動
三地從「支付通」向「服務通」進一
步拓展。兩位相關負責人也都表示，
未來「灣事通」小程序還將持續迭代
發展，逐漸涵蓋更多方面的服務和使
用人群，打造真正的灣區生活一站式
指尖服務平台。
此外，圍繞數字灣區建設，本次論
壇還發布了研究成果《數聚灣區、智
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發

展報告 2023》（簡稱《報告》）。
《報告》指出，香港數字經濟規模超
千億港元，在生物科技領域發展潛力
巨大，現時擁有超250家生科相關企
業，其中75%為50人以內中小企業，
但20%企業年營收超一千萬美元，具
有科研投入比例高、從事生產比例
高、產值高，但企業規模小等特點。
同時，《報告》指出香港及大灣區生
科產業還面臨着國際機構參與中國生
科創新研發較少、大灣區生命健康集

群實力仍落後上海張江、香港缺乏大
型錨定機構和跨學科研究機構、香港
與內地間科研數據跨境難題未解決等
問題。為此，大灣區應積極推進三地
數字化互通、要素互通和規則銜接，
如向內地複製推廣香港科創培育經
驗，同時利用好香港國際平台資源和
資本優勢，引導灣區科創企業加強合
作轉化等，以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字
經濟融合發展，打造全球數字技術創
新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
從廣東省林業局獲悉，第八屆「粵港澳自然保護座談會」近日
在珠海舉行。其間，廣東珠海淇澳—擔桿島省級自然保護區管
理處與深圳市紅樹林濕地保護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明確將
依託淇澳島的「藍碳小鎮」項目，支持生態旅遊等有助社區可
持續發展的產業，探索基於自然的「碳中和」試點項目。
地處粵港澳大灣區的廣東珠海淇澳—擔桿島省級自然保護

區，涵蓋森林、海洋、濕地三大自然生態系統，主要保護對象
為紅樹林濕地、獼猴、鳥類等珍稀動植物及海島生態環境。而
深圳市紅樹林濕地保護基金會致力於保護濕地及生物多樣性，
踐行社會化參與的自然保育模式，擁有「守護深圳灣」「拯救
勺嘴鷸」「重建海上森林」等品牌項目。

建灣區自然教育研學基地
合作備忘錄明確，雙方將圍繞紅樹林濕地修復、社區發展、

藍碳經濟、生態旅遊等整合資源，探索濕地公園的規劃與修
復，共同保護紅樹林濕地中的黑臉琵鷺等旗艦物種。依託淇澳
島「藍碳小鎮」項目打造「碳中和」試點，即通過保護、可持
續管理和修復生態系統，為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作出貢獻，同
時助力鄉村振興；共同推動建設大灣區具有領先優勢的自然教
育研學基地。
據了解，本屆「粵港澳自然保護座談會」由廣東省林業局指
導、珠海市自然資源局主辦，以「綠美廣東，高質量推進粵港
澳自然保護」為主題。

「灣事通」上線 助力一站搞定跨境服務 珠江口建「藍碳小鎮」
挺生態旅遊試點碳中和

▲▶9日，中山大學港澳研究40年暨「港澳研究回顧與展望」
研討會在廣州舉行。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上
圖）出席並致辭。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 WeChat 端
的 「 灣 事 通
OneStop」 小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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