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朱琳 美编：赵耀中 校对：韦驰 组版：徐益忠

2019年8月26日 星期一
T03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于思浩：要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中有更大作为，在区域竞争格局重塑中脱
颖而出，珠海应当把握新定位，培育新动能，在优
化产业格局培育发展新动能上下真功夫。重点
打造三溪片区高新技术产业带、环澳门现代服务
业产业带、空港经济区与西部生态新城联动发展
带、江珠高端产业聚集区四大产业发展新平台。

市科技创新局局长王雷：深化与港澳科技创
新合作，是珠海市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的先天优势和重要手段。珠海要着
力面向港澳建设一批孵化器、众创空间等载体、
平台，充分利用香港国际化开放合作优势和澳门
丰富的创新资源，引进、承接好港澳创新创业项
目和高端科研机构，促进三地创新要素高效流
动，集聚高端创新资源。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沈岩：珠海将继续坚
持制造业立市不动摇，充分利用好市场优势、资
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推动珠海制造业实现能级量
级的提升。同时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新材料
等产业，运用好相关政策，集中力量引进集成电
路全产业链项目，形成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林粤海：如果没有高效便
捷的城市轨道交通，没有内畅外联的路网体系，缺
乏与珠江东岸、粤西地区连接的大通道，就不足以
支撑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的战略定位。珠海正聚
焦支持澳门、优化大桥、承接东岸、辐射粤西、提升
港口、航空枢纽、高铁枢纽、城市交通等八个方面，
全面构建与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相匹配
的、内联外通的珠江西岸交通枢纽城市。

我市各相关部门“一把手”

谈提升城市能级量级

抢抓发展机遇
落实各项工作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
面推进，为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表示，珠海
应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完
善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高端
服务等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格局，不断提升城
市能级量级。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将
加速城市间经济要素流动，促进资金、人才、信息
向发展环境优越、行政效能高的城市聚集。”林
江认为，珠海需要以更大的城市魄力，提升城市
综合竞争力，积极面对机遇与挑战，站在推动整
个珠江口西岸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打造粤港澳
深度合作示范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

积极面对机遇与挑战
不断提升城市能级量级

专家访谈

“当前，珠海迎来了一次乘势而上的重大机
遇，应当抢抓机遇，积极谋划，从拓展港澳尤其是
澳门发展空间、打造高质量发展平台、开展制度
创新探索等方面实现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
题组组长王福强如是说。

王福强认为，从城市群和城镇发展体系的视
角来看，不同于广深港澳这四个中心城市，珠海
是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之一，需要与其他城市一
起，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有竞争力的重要
节点城市。从大湾区建设任务的视角来看，要实
现内部均衡发展，解决珠江两岸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就需要提升澳珠极点的发展能级量级。这就
需要珠海勇于担当，带动珠江口西岸发展并辐射
粤西和大西南地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

携手澳门打造
大湾区重要发展极点

相关链接

采写：本报记者 靳碧海 见习记者 张景璐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迅速提升城市能级量级

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39年前的今天，经济特区的建立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南海之滨
的边陲小镇珠海历史性地站在了全国
发展的最前沿；39年后的今天，港珠澳
大桥通车和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两
大机遇叠加，珠海再一次迎来千载难
逢的黄金发展机遇期。

机遇当前，时不我待。珠海经济

特区以“二次创业”的勇气和魄力，重
铸特区精神，再燃改革激情，挑起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口
西岸核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典范的重任。迈进新时代，开启新
征程，迎接新挑战，使命在心，责任在
肩，担当在行，珠海，准备好了吗？

“当前珠海最大的短板是经济规

模小，城市能级量级不足，在全国全省
发展大局中地位和影响力偏弱。”在不
同场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永航多次表达了珠海对珠江口西岸
乃至粤西地区辐射带动能力的担忧。
这是对这座城市的深刻剖析，抓住了
珠海发展的症结。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近年来，珠

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勇当新时代改革开放
探路尖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大力发展以先进装备制造业为核心
的实体经济，不断深化对澳合作，加快
构建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提
升城市能级量级为最终落脚点，在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港珠澳大桥通车和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两大机遇叠加，珠海再一次迎来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机遇期。

建 设 如
火如荼、面貌
日 新 月 异 的
横琴新区。

去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
通车运营。珠海全力做好港珠澳大桥
文章，加快完善港珠澳大桥衔接路网建
设，建设以大桥为龙头的区域综合交通
枢纽，力争在大湾区建设中发挥更重要
作用。

近日，又有一则重磅消息引爆珠海
人的朋友圈。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官网挂出《广州地铁18号线从中山
延伸至珠海段工程方案前期研究》的招
标公告引起广泛关注，珠海不久或将进
入地铁时代。

市委八届七次全会提出，要加快推
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形成内联外
通、高效衔接的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
设珠江西岸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已经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珠海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交通工作
方案（2019-2025 年）》也从支持澳门、
承接东岸、辐射粤西等八个方面，要求
举全市之力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全面构建与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

枢纽相匹配的重要节点城市。
交通发展是拉开城市框架、做大城

市能级量级的先决条件。珠海正大力
推进内部新一轮交通大会战，特别是香
海大桥、洪鹤大桥、金海大桥三座东西
向大桥备受关注。与此同时，积极推动
与港珠澳大桥相衔接的“六横十纵”交
通网络建设、伶仃洋公铁通道建设、黄
茅海大桥建设等重大项目，珠海“区域
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未来可期。

广袤的西部为珠海新一轮大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与产业平台。
然而珠海最大的短板也在于东西部发
展不平衡。当前，珠海正加快推动东西
部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发展空间南进西
拓北接东优——向南连接港澳，促进横
琴新区、保税区、洪湾片区一体化发展；
向西集中资源，建设西部中心城区；向
北对接深中通道，建设唐家科教新城；
东部优化提升香洲主城区中心地位，推
动万山海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海洋
经济发展。

西部既是珠海的短板所在，也是珠
海的潜力所在。珠海不断完善交通基础
设施“硬联通”和体制机制“软联通”，在
拉开城市框架格局上下真功夫。

斗门区和富山工业园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和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主
战场、主阵地，加快构建以创新为战略
支撑、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
系；高栏港经济区坚持“以港促产、以产
兴城、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加快建设产城深度融合临港新城；金湾
区将优先在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智能汽车、工业机器人、工业无人机等
领域谋划布局重大产业项目，打造珠海
新的经济增长极。

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运营、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等一系列国家战略
实施，珠海处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互
联互通的中心连接点上，源源不断的人
流、车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此汇聚
扩散，城市能级量级将随之提升，辐射集
聚能力也将进一步凸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
沿，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
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

市科技创新局局长王雷表示，今年
以来，珠海紧紧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任务，通过出
政策、建载体、引企业、优环境，加快集
聚高端科技创新资源，进一步提升全市
科技创新能力，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在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产业纵深
布局中，珠海频频“亮招”。以建设全球
前沿产业“独角兽”超级总部基地为目

标，珠海出台了关于培育引进前沿产业
的措施，在政策、资本、人才、制度、土地
等方面给予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政策
支持，组建千亿元级产业发展基金、百
亿元“独角兽”投资资金、5亿元政策性
天使基金，加快引进培育一批创新“独
角兽”和“瞪羚”企业。

当前，在大湾区加快建设的背景
下，良好的产业基础、毗邻港澳的区位
优势，正为珠海布局发展具有竞争力的
现代产业体系创造新的机遇。“随着港
珠澳大桥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
推进，珠海区位优势凸显，发展势头强
劲，未来前景广阔。”阿里巴巴集团合伙
人、首席技术官张建锋说。

围绕建设珠海新经济、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部署，珠海全面强化产业规
划和引导，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在做
大做强家用电器、石油化工、电力能源、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等支柱产
业的同时，将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新
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体经济是一国一省一市经济的
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发展壮大实体经
济，重在制造业，也难在制造业，尤其是
先进制造业，珠海紧盯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以及高端服务业，大力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依靠实体经
济走向未来。

制造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支
撑。近年来，珠海抢抓珠江西岸先进装
备制造产业带建设机遇，加快发展“海
陆空+智能制造”特色产业体系，包括
格力智能装备、中航通飞、三一海洋重
工在内的一批掌握核心科技的“装备大
军”加速崛起。

从当年的重奖科技人才，到去年出
台珠海“英才计划”，正在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珠海，始终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

“第一资源”。着眼于引进一批具有国
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集
聚一批具有创新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
人才，推动人才向企业、新型研发机构、
科技园区等流动和集聚。

今年5月10日上午，“澳门产业多
元十字门中央商务区服务基地”正式揭
牌，该基地首期可为300家至500家澳
门新兴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致力于
构建服务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优质载体，
推动珠澳深度合作。

近期，珠海对澳合作动作频频：出
台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
展的16条专项措施；启用9万平方米的
跨境办公试点楼宇，开通了跨境通勤专
线；联合澳门大学共建横琴·澳门大学
产学研示范基地；新增人才发展政策，
港澳人士在横琴工作免办就业证，购
房、教育、就医等享受珠海市民待遇等。

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珠
海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横琴新区的初

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
件。横琴有粤澳合作的先天优势，要加
强政策扶持，丰富合作内涵，拓展合作
空间，发展新兴产业，促进澳门经济发
展更具活力。

谆谆嘱托，殷殷期望。珠海深入贯
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与澳门从“紧密合作”迈向“深度合
作”。截至今年6月底，珠海共有澳门
投资项目超过2000个，涉及商务服务、
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科教研发等十余
个产业领域。其中，在横琴注册的澳资
企业1636家，覆盖国民经济行业逾17
大门类。

一批重大涉澳工程有望年内取得
阶段性进展。如横琴新口岸旅检大厅、
青茂口岸力争年底前投入使用；“琴澳

新街坊”综合民生项目正积极筹备；争
取把横琴“分线管理”政策具体化清单
化……此外，珠海将重点在特色金融、
科技创新、医疗健康、跨境商贸、文旅会
展、专业服务等领域，携手澳门再推出
一批示范性合作项目，并进一步完善便
利澳企澳人发展的政策措施。

“珠海是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之
一，从大湾区建设任务的视角来看，要
实现内部均衡发展，就需要提升澳珠一
极的发展能级量级。”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认为，珠
海必须勇于担当，抢抓机遇，积极谋划，
不断推进自身高质量发展。

当前，珠海把参与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纲”，依
托港珠澳大桥直通家门口的优势，积

极推进与港澳的规则衔接，从拓展港
澳发展空间、打造高质量发展平台、开
展制度创新探索等三方面积极谋划，
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辐射力，加快建
设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更好发挥澳
珠极点带动作用。

7月3日，横琴新区为首批4名澳门居民发
放“澳门居民参加珠海医保社会保障卡”，标志
着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险正式覆盖常住横琴办理
了居住证的澳门居民、购房租房的澳门居民。

拓宽城市发展框架 加快构建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不断深化对澳合作 共同做大做强粤港澳大湾区澳珠极点

狠抓创新驱动发展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现代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