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全面开放为港澳发展提供新机遇

何 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

“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

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

局”，同时指出“支持和推动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

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国家全面开放为港澳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

新的历史使命。

编者按：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大会，隆重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结

束当天，清华大学收到中央有关部门约稿，邀请清华大学教师对大

会的指示精神及下一步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提出感想或建议。清华大

学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隽副教授的建言被清华大学智库中心采纳，

刊登于“清华大学信息专报”2018年第32期并报送中央有关部门。

下面是何隽副教授的建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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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港澳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具有持续性

国家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注入了香港、澳门活力元素。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

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对港澳在国家改革开放中

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肯定。总结改革开放40年港澳主要

发挥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六点，包括投资兴业

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

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和城市

管理的借鉴作用。可以说，这些作用具有开创性、持续

性，且具有深层次、多领域的特点。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事业进入了新时

代，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仍然具有特殊

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香港、

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减弱。希望香港、澳

门继续带头并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参与国家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港澳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创

造新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

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2016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讲

话中指出，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许多独特优

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从区位优势上看，香港所毗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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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珠三角地区，紧邻创新创业中心深圳，也与广东自贸

区、前海深港合作区、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等形成“共振”效应，在产业上，周边省区以制造业为

主，香港以服务业立足，互补“出海”的潜力巨大。

2017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关于

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

通过26项合作措施，支持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

路” 建设。这些措施涵盖香港拥有独特优势和地位的

六大重点领域，包括金融与投资、基础设施与航运服务、

经贸交流与合作、民心相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以及加强对接合作与争议解决服务。

以金融服务为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全

球主要银行中心之一，截至2017年底，香港金融管理局

认可的银行业机构共191家，银行体系认可机构资产总

额22.70万亿港元。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主板和创业板）

的上市公司达2118家，股票总市值达34万亿港元，排名

全球第六和亚洲第三。香港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

民币业务枢纽、融资及资产管理中心。2017年经香港银

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为39265亿元，人民币债

券发行额为206亿元。

林郑月娥在《香港商报》撰文指出，自中国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

的首选平台。在港上市的企业中，超过一半是内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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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港股市值超六成，并占总成交额超七成，成为国家和

国际交汇投融资的主要平台。同时，香港也是全球离岸

人民币中心，全球七成离岸人民币结算在香港进行。因

此，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央鼓励内地企业利用香港的平

台，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在

“一带一路”沿线拓展人民币业务；香港也应该更加积

极主动地协助内地企业开展基建项目投资、融资、资产

管理等金融业务，为“一带一路”建设拓展资金渠道。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拓

展新空间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

的新实践。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香港期

间亲自见证了发改委与和广东省政府、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

架协议》。2018年8月，韩正副总理主持召开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香港、澳门两个特区行政

长官首次以小组成员参与国家战略决策实施架构。在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林郑月娥提

出，“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独一无二的特色，亦

是大湾区迈向国际的重要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港

澳带来经济新增长点，也拓展了港澳居民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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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港珠澳大桥和莲塘口岸相

继开通，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的布局已基本完备。

中央自2017年起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

学习、就业、生活、创业的政策措施，2018年9月1日，

国务院正式推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这些便利举措，

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具体路径。

在目前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建设“广州－

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打造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最为引入关注，特别是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

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24名在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来信作出

重要批示，强调要重视香港院士来信反映的问题，抓紧

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合理予以解决。目前，来信所反映

的国家科研项目经费过境香港使用、科研仪器设备入境

关税优惠等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此外，对于国家科技

计划直接资助港澳科研活动，科技部和财政部已做出总

体制度安排；对于香港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港澳伙伴实

验室，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直接给予支持；对于香港在内

地设立的科研机构，则可以享受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

政策。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

“国家所需”成就香港，“香港所长”贡献国家。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就是当今“国家所需”的关键。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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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制”下，香港在对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吸引世界

优秀科技人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具有比内

地城市更为优越的条件，是国家创新体系不可替代的重

要资源。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香

港的国际化优势，支持香港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法律与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林郑月娥在其2018年《施政报告》中披露，特区政

府已经取得立法会通过100亿元拨款，在香港科学园建设

“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科技创新

平台”；计划向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研究基金注资200亿元；

同时推出“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在未来三年向本地

院校提供30亿元配对款项，作研究相关用途；计划每年

预留1.9亿元日常开支，支持香港研究资助局推出的三项

全新“杰出学者计划”。上述措施都将推动香港科技创

新，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技

强国和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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