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海大扩容 迎来大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唐维

前海合作区再迎发展新征程！

9

月

6

日，备受关注的《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

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正式发布。

《方案》围绕前海合作区打造全面深化

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和建设高水平对外

开放门户枢纽提出了八大措施， 细品

《方案》， 可高度浓缩为三个关键词：

“扩区”、“改革”和“开放”。 新的起点

下，前海肩负怎样的发展使命？又将迎

来怎样的发展新格局？ 对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释放怎样的利好？

扩区：提升发展能级

随着《方案》的发布，一个更大的

前海展现在眼前。《方案》明确，新的前

海合作区实施范围将以现有前海合作

区为基础， 进一步扩展至南侧毗邻的

蛇口及大小南山、 北侧毗邻的会展新

城及海洋新城、机场及周边地区、宝安

中心区及大铲湾等片区， 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56

平方公

里，为原来面积的

8

倍。

“前海空间越大，意味着可承载的

资源和功能就越多， 进而能更好地扮

演好服务香港的角色。”广东社科院经

济学教授丁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前海一直以来的定位就是为香港未来

的繁荣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而香港

当前正面临土地空间有限， 导致制造

业被挤压， 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大

容量”的前海能更好地实现 “香港所

需、深圳所能、合作所向”的愿景。

实际上，《方案》 开篇就再次点明

了建设前海合作区的初心和使命，即

“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

合作水平”。 毫无疑问，与香港一水之

隔的前海，具备粤港、深港合作的先天

优势，而目前，前海也已经成为与香港

关联度最高、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

在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

着“桥头堡”的作用。 中联办发言人日

前发表谈话时也表示， 内地广阔的市

场腹地和丰富的要素资源是香港破解

产业单一、发展空间不足、流动渠道狭

窄等问题的金钥匙。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被纳入前海

发展空间范围内的宝安中心区及大铲

湾、 机场及周边地区以及会展新城及

海洋新城， 均属宝安近年来重点发展

的区域，而宝安中心区、海洋新城，以

及承载“互联网

+

”未来科技城的大铲

湾片区都是今年深圳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及的重点布局项目。 宝安区发展研

究中心经济师朱东山接受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上述这些片区的发展

将与前海发生“共振”，如宝安中心区

目前已引进了深圳农商行、亚太卫星、

鹏鼎、

VIVO

等大批总部企业，可与前

海联动发展总部经济， 同时中心区配

套的医疗、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等都

将为前海湾片区高端人才提供优质

的公共服务。 而在大空港片区，依托

国际机场可以与前海联动发展高端

物流业；依托会展中心，可以发展会

展经济。

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深圳）常

务副院长郭万达向证券时报记者表

示， 扩容让前海产业多元化发展成为

可能。大小南山和宝安片区的加入，将

为合作区增加高科技制造业企业。 随

着会展新城及海洋新城被纳入合作

区，在会展产业方面，前海合作区将会

与这一领域发展较好的香港实现更深

刻的联动；另一方面，海洋经济也进入

了前海的产业体系，包括海洋工程、海

洋设备、 海洋生物医药以及海洋大数

据等行业，大有可为。

展望未来，“扩区” 后的前海将拥

有丰富的产业业态，将在高新科技、海

洋科技、航空物流、会展业，以及先进

制造等方面大有可为， 从而大大提升

前海的发展能级。

改革：增强发展马力

从

2010

年国家正式批复《前海深

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以来， 前海就一直奔跑在制度创新和

改革开放的路上， 改革成为推动前海

发展的不竭动力， 也是前海作用发挥

和价值彰显的重要所在。截至目前，前

海累计推出

645

项制度创新成果，在

全国复制推广

65

项， 全省复制推广

82

项，全市复制推广

203

项。

此次深化前海合作区改革，《方

案》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即“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

台”。 具体如何打造，《方案》也给出了

具体路径， 即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

展、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打造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及创新合作区治理模

式四大方面。

比如在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

上，《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联通港

澳、 接轨国际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机制体

制， 要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

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表示， 前海全面

深化改革， 将让更多香港企业通过前海

进入内地经营， 让香港服务业更好地融

入国家双循环的新格局。截至今年

8

月，

前海合作区累计注册港资企业

1.15

万

家，

2020

年前海合作区实际利用港资

38.02

亿美元，占前海实际利用外资比重

达

88.3%

。这意味着，港企作为前海经济

支柱的作用日益显现。

再如在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方面，《方案》也做了系统性的安排。众所

周知，港澳地区科技研发水平高、技术创

新实力强，因此，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

的对接，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前海此

轮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 据证券时报记

者了解， 当前前海落户市级以上部门认

定的各类创新载体有

27

家，另拥有“香

港

X

科技创业平台”等一批面向港澳团

队的创业载体。根据《方案》，未来前海有

望通过大力发展粤港澳合作的新型研发

机构、 建设国家版权创新发展基地等措

施，打造成为粤港澳科技创新高地。

而在吸引粤港澳科技创新团队和人

才进驻内地发展的过程中， 良好的营商

环境也是前海必须着力打造的重要抓

手。 “从营商环境来看，港澳有很多我们

需要认真学习的地方， 营商环境不需要

创新， 直接把成功的经验搬过来用就行

了。 ”丁力指出，不少港澳人士之所以对

前往内地发展没有积极性， 是因为对内

地的营商环境不放心， 前海若能在粤港

澳大湾区的概念下， 引领打造优质的营

商环境，并且辐射到大湾区范围内，实现

一体化的市场，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郭万达表示，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需要进一步做好政府服务的改革、市

场准入制度的改革、法制的改革。《方案》

指出，用好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健全外

资和民营企业权益保护机制。

开放：拓展发展广度

《方案》明确，前海建设高水平对外

开放门户枢纽， 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

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

放新格局。 自前海合作区成立以来，就

一直在向港人港企开放建设市场、扩大

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提

升法律事务开放上下大功夫，并取得一

定的成绩。

比如，在对外贸易方面，数据显示，

2021

年上半年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额

（按关区口径）

6506.4

亿元，增长

29.9%

。

对于《方案》中提到的“深化与港澳服务

贸易自由化”， 有创业者表示深有感触。

“香港在金融、对外贸易等方面有独特的

优势和基础，加快深港贸易自由化，可以

为我们这类从事贸易行业的从业者带来

更多机会。”深圳一名跨境电商从业者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前海对于跨境电商

的补贴力度可能不及内地一些城市，但

是前海的优势在于毗邻港澳， 有着更加

完善的配套体系， 为企业走向国际化创

造更好的条件。

再如，在金融开放方面，前海已打造

了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跨境

双向股权投资、跨境双向资金池、跨境资

产转让、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等“六个跨境”

金融特色品牌。 港交所前海联合交易中

心、东亚前海证券、恒生前海基金公司等

正式开业，

CEPA

框架下金融业对港澳地

区开放措施在前海全面落地。 此外，还挂

牌成立前海地方金融监管局，设立前海金

融风险防控中心，打造“前海鹰眼系统”，

促进前海金融业有质量地稳定健康发展，

前海持牌金融机构累计达

252

家。

“要素自由流动可以实现更高效的

资源配置，但在深港合作中，金融的主战

场还是在香港。 ”丁力指出，香港是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 前海要做的是扮

演好香港金融中心的“后台”角色，提升

与香港金融合作的水平， 提升香港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发展好香港的同时

发展自己。

对于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

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

部长王福强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当前

我国在现代服务业方面还没有完全实现

开放，包括教育、文化 、医疗、金融等领

域，但前海基于前期

CEPA

的成功实践，

完全可以成为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

香港青年在前海的“小确幸” ：

住房大一点，消费低一点，压力小一点

证券时报记者 唐维 卓泳

“我一直都和香港的家人朋友

说，深圳具有极大的发展潜能，充满

活力以及各种机遇； 深圳与香港毗

邻，对港人更加包容，对港澳人才支

持力度特别大，就业机会很多，而且

也不用担心会感到孤独。 ” 在前海来

画科技， 人力资源部港籍员工小新

这样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小新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

香港循道学校读完中小学， 然后通

过港澳台联考来到内地读大学，专

业是人力资源管理， 毕业之后回到

香港工作。

今年年初， 小新选择来深圳工

作。 她表示，选择来深圳主要是因为

在香港工作的那几年感到经济压力

很大，毕竟香港生活成本不低，此外

自己在港工作并没有太大竞争优

势， 加上近几年看到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得很好， 前海作为深港合作区

有一些针对港人的发展政策， 逐渐

萌生到前海工作生活的想法。

于是， 在来画公众号看到招聘

信息后，小新递交简历并应聘成功。

她表示， 在前海生活工作轻松而愉

快。 生活方面，深圳作为一个一线城

市，环境优美，空气优良；在吃的方

面，选择多样，有全国各地的美食可

供选择。 工作方面，目前所在的来画

作为短视频漫画平台之中的佼佼

者，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整个

团队都充满着活力， 团队氛围也非

常友善包容。

最令小新感到开心的是， 前海

作为深港合作区有一些针对港人的

福利政策， 为港青们提供了就业补

贴、 交通补贴、 人才房等， 从香港近

8000 元的高昂租金， 到深圳的房租

1000-2000 元，租金大幅减少，居住面

积增加， 让她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来了之后挺习惯的， 港深距离很近，

回家也方便。 还有三点好处：住房大一

点，消费水平低一点，压力小一点。 ”

小新本身作为公司的人力资源工

作人员， 平时也会统一收集港籍同事

的材料， 然后从公司层面帮助港籍同

事申请各项资助政策， 并且通过前海

管理局制定的大湾区人才招聘计划，

帮企业在港澳台各个大学发布招聘信

息等。

小新表示， 家人对自己在前海的

工作生活很放心， 她个人也十分愿意

选择在深圳长期发展。 她表示，深圳是

一个开放的城市，大家都很友善，对于

互联网行业以及追求创新的年轻人来

说，来深圳发展是很不错的选择。

小新公司所在地位于前海的世茂

大厦，这里与香港隔海相望，距离香港

仅 10 公里，距离澳门 48 公里，优越的

地理环境， 为港澳青年来此就业提供

了方便。 目前，来画深圳团队 220 人，

其中港澳员工 40 人，台湾员工 10 人。

来画 CEO 魏博告诉记者， 在来

画，优秀的动画设计师月薪可以达到 3

万 -4 万，除此之外还有机会申请到 80

平左右的人才住房，幸福指数非常高。

“香港同事都受过良好的设计专业教

育，有国际化的思维，他们会用国际化

的手法，去表达传统文化，同时在国际

推广上能熟练使用英语， 他们在香港

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学习、成长，承压能

力也很强，均是公司的得力干将。 ” 魏

博说，火遍全国的“同道大叔” 系列就

出自来画的香港设计师之手。

谈到两地文化上的融合， 魏博笑

着说，“我们没有隔阂， 我们都喜欢短

视频刷 B 站，喜欢打游戏看直播，全世

界的青年人爱好都一样。” 日常的休闲

时间， 大家也一起去打棒球， 过生日

会，一同去团建。

为支持青年人到大湾区内地城市

工作，香港在今年 1 月推出“大湾区青

年就业计划” ， 该计划的运作方式，是

请在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均有业务

的企业，聘请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派驻

他们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每月薪

资不少于 1.8 万港元。港府会补贴参与

计划的企业每人每月 1 万港元， 最长

18 个月，最多共补贴 3.6 亿港元。

该计划得到广东省的大力支持，部

分地区除了对参加毕业生按不超过每

人每月人民币 1000 元标准提供生活补

助外，还提供了丰富的岗位选择。 据香

港特区政府劳工处数据， 截至 7 月 31

日， 共有超过 390 家企业计划提供约

3000 个职位空缺，科创职位约占一半；

大部分空缺的工作地点在深圳、广州及

东莞，分別约占 60%、17%及 9%。

今年 3 月，深圳正式发布《关于进

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的若干措

施》，从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学习、就业、

创业、 生活四方面提出了 18 条措施。

今年 1 月起，深圳前海发布“前海港澳

青年招聘计划” ，每月滚动式为港澳青

年发布百个以上岗位， 招聘的企业包

括顺丰、腾讯、京东、招商证券、比亚

迪、TCL、OPPO 等名企。“前海港澳青

年招聘计划” 实施 8 个多月以来，累计

已有 147 家企业发布近 900 个工作岗

位、300 多个实习岗位； 收到港澳青年

就业简历 2000 份左右，并已有部分人

员签订就业协议、实习协议。

主编：王安平 编辑：孙勇 美编：彭春霞

2021 年 9 月 8 日 星期三 Tel:(0755)83501681

A8

新的前海合作区实施范围将以现有前海合

作区为基础，进一步扩展至南侧毗邻的蛇口及大

小南山、北侧毗邻的会展新城及海洋新城、机场

及周边地区、宝安中心区及大铲湾等片区，总面

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到 120.56 平方公里，为

原来面积的 8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