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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来 之 不 易 的“ 全 球 最 繁 忙 ”

本版编辑 李 丹 美 编 倪梦婷

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理清清楚楚

支振锋

据国际机场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香港国际机

场 2023 年处理货运量达 430 万吨，获选为 2023 年全

球最繁忙货运机场，这是香港国际机场 2010 年以来

第 13 次获此殊荣。

忙，是衡量一个机场及其所在城市经济活力的

重要指标。“全球最繁忙”体现的是香港作为国际航

空枢纽中心的稳固地位。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屡屡

遭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的大背景下，香港国际机场

的“全球最繁忙”难能可贵。

这是一次逆势而上的增长。2023 年的全球航

空货运量同比下降了 3.1%，全球前 10 名的机场航空

货运量同比下降了 3.5%，香港国际机场则实现了

3.2%的增长。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广为人知，

但国际航空货运对香港经济的贡献不遑多让。根据

香港国际机场官方网站的数据，2022 年机场的货运

总 量 约 420 万 吨 ，占 香 港 外 贸 总 值 约 48% ，接 近

45600 亿港元。

“全球最繁忙”的背后是香港国际机场世界级的

货运服务水平。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首个获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颁发所有运输认证的机场，可处理包括

医药品冷链、鲜活货物及锂电池等在内的高价值货

物。电子清关系统 24 小时运行、接受货物的截止时

间设定最晚可以到航班起飞前 3 小时、非禁区内的

货车轮候时间为 30 分钟、空运货站内的鲜活物品在

航班抵达后 105 分钟至 120 分钟内完成拆卸，这些精

确到分钟的货运服务吸引了每天 100 多个往来全球

各地的货运航班。

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紧密对接是货运量增长的

重要动力。大湾区 75%的空运货物经由香港国际机

场外运，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货运创新合作为香港

带来了充沛的货源。在东莞设立的“香港国际机场

东莞空港中心”以及在香港建设的“空侧海空联运货

运码头”，形成了全球首个直达机场空侧的海空联运

项目。来自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出口货物在东莞完成

符合香港航空货物规定的安检、打板及航空公司收

货等上游程序后，经海路运送至香港国际机场再直

接空运至全球各目的地。位于珠海的粤港澳物流园

一期已经投入使用，该项目配套港珠澳大桥，货物可

在 1.5 个小时内快速到达香港国际机场。

大湾区之外，更多的内地货物则通过跨境电商

物流网络借道香港。菜鸟网络、中航集团、圆通速递

等企业在香港国际机场合作兴建的“菜鸟智慧港”于

今年年初投入使用，预计能带来 170 万吨的货运增

量。香港邮政与中国邮

政合作的中转邮件中心

也在建设中。

可以预见，伴随着

香港特区的由治及兴，

伴随着大湾区的融合深

化，伴随着内地经济的

稳健增长和对外开放的

高水平推进，“全球最繁

忙”的香港国际机场未

来还会更繁忙。

作为国家级粤港澳合作重大平台，深

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自《粤港

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印发实施 5 年多来，始

终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瞄准“依托香

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战略定位，全面

深化改革创新，加速推进大湾区要素资源

流通，不断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最浓缩最

精华的核心引擎”。

跑出制度创新加速度

“前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政策

优势，是我们选择这里的主要原因。”思谋科

技联合创始人、CEO 沈小勇说。2019 年 12

月，乘着大湾区建设的东风，深圳思谋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在前海成立。2023 年，思谋

科技率先发布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开发与

应用底座 SMore LrMo，并基于此打造出工

业多模态大模型。得益于前海在制度创新

方面的不断突破，深港两地科技领域加速规

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思谋科技这样在香港、

内地、海外均有业务的企业带来便利。

“制度创新是最鲜明的底色，也是前海

开发开放的动力源泉。”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副局长王锦侠表示，5 年来，前海持续加大

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力度，为前海高

质量发展夯实根基。

2021 年 9 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印发，前海合

作区总面积在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的同

时，赋予前海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

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新使

命。2023 年 12 月，《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发布，前海迎来了战略

定位、发展目标、产业规划等内容的全面更

新。全面修订的《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管理局办法》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正

式施行，办法首次以分项的方式全面概括前

海管理局的具体职责，尝试以正面清单的方

式廓清法定机构与其他行政主体之间的分

工边界，为前海进一步完善区域管理体制机

制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截至目前，前海已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

果 835 项，其中 88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中山

大学发布的 2022 年至 2023 年制度创新指数

显示，前海以综合分 90.87 分蝉联榜首。改

革创新为前海发展释放了充足动能。2023

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64 亿元，同比

增长 15%。

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是前

海的战略目标与使命担当。5 年来，前海建

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大

湾区标准创新联盟正式成立、大铲湾港区获

批纳入深圳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全国首个离

岸现货交易大豆保税交易库落地、全国 15

家粤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 7 家落户前海、跨

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加快建设⋯⋯高水平对

外开放硕果累累。

深圳海关综合业务处处长殷允伟介绍，

“深圳海关通过建设大湾区机场群前海服务

中心，推动国内首个机场货运安检前置站落

地，可支持企业订舱、集货、分拨、安检等环

节由机场货站前置到前海综合保税区，能节

约物流成本近 30%”。自 2021 年前海扩区

以来，深圳海关将 38 条自贸试验区海关改

革试点经验和创新成果推广到合作区全域，

推动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

建设，先后保障深圳首票飞机保税融资租赁

业务开展，助力医疗器械全球中心仓、绿山

咖啡机研发中心等重点项目入区，实现前海

综 合 保 税 区“ 五 大 中 心 ”功 能 发 挥 见 效 。

2023 年，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 2514.8 亿

元，增长 8.8%；今年一季度，前海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 654.7 亿元，同比增长 37.9%；全国

企业经前海合作区内口岸进出口 5032.4 亿

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3.2%。

着眼于民生领域，加快推动教育、医疗

等领域对外开放。前海累计引进 9 所国际

学校，新增落地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中

欧商学院，推动 35 所学校与香港中小学缔

结姊妹学校。在医疗领域已逐步实现“标准

通”“机构通”“医师通”“药械通”“医保通”

5 个互联互通，首批 13 家医院（含香港 4 家）

参与医院质量评审认证，落地前海首家港

资独资医院，推动前海医疗机构与多家国际

商保公司开展合作等。

如今的前海已成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新高地。香港青年协会、香港政策研究所、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中国总

部等一批港澳及国际性组织相继落地前海；

全国首家“双牌照”银行、大湾区首家外商独

资基金销售公司等落户前海；吸引金融、商

贸物流、信息等八大类累计 162 家知名服务

商进驻。

“引进来”的同时，前海还在积极地“走

出去”。近期，前海经贸交流代表团前往美

国旧金山、纽约等城市开展交流洽谈，推进

互动合作，在当地掀起一股“前海热”。王锦

侠介绍，前海代表团现场推介了多家高成长

性企业，并见证了泰合咨询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与联合国国际战略家联盟、美中国际商

会、美国好莱坞影视基金会等机构的签约合

作。截至今年 2 月，前海企业累计对美国直

接投资设立 61 家企业（机构），中方协议投资

额为 12.98 亿美元；美资企业累计对前海投

资设立企业 155家，投资总额为 3.02亿美元。

深港合作走实向深

2021 年，香港青年严国生带着他的团

队创立深圳市辉灿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以

液态高分子材料吸收光源中有害光线的技

术，推出无蓝光、无紫外线、无电磁辐射的健

康光源，成功实现人造光源从照明向光生物

安全照明转变。

据统计，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已累计孵

化创业团队 1000 余家，其中香港团队 658

家，成为香港青年来内地发展的首选地。3月

28 日，由前海管理局和香港青年协会共同

设立的前海香港青年发展中心在前海深港

青年梦工场正式启用，支持香港青年在大湾

区就业创业。

5 年来，前海联合香港特区政府部门出

台了“风投创投 18 条措施”“知识产权 16 条

措施”等政策举措，推动 23 类港澳专业人士

经备案（登记）即可在前海执业，并开展建设

工程管理制度港澳规则衔接改革，推行与国

际接轨的前海建筑师负责制，已有 10 家港

企成功参与前海 2 个试点项目。

“今年，智掂再次入选 2024 年第四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深圳代表企业。我们

还与华为达成合作，正在为入驻华为商城做

上线前的准备。”智掂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品牌创始人周小霞说，跟随大湾区

建设步伐，公司与国际市场联动更密切。

为提升港澳居民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

程度，2023 年 12 月，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税务局在“深港澳办税易”香港金钟导

办点启用大湾区通办“微税厅”，依托“智能

柜台”将更多税费服务事项覆盖延伸至香港

地区。这是内地税务部门首次成功在香港

接入智能办税设备。“这个‘微税厅’相当于

一个驻港‘智慧办税窗口’，在强化粤港澳规

则衔接、机制对接上作出有益探索。”前海税

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丁浩表示。

随着各项改革创新迈向深水区，为前海

高质量发展蓄足势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质生产力在前海加快形成。今年1月，前海

以“一号文件”形式印发出台《关于支持人工

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的若干措施》，加

快前海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集聚发展。

目前，前海已集聚微众银行、思谋科技等

14家独角兽企业，已建设企业工程中心、工程

实验室等创新载体155家，前海深港人工智能

算力中心正式启用。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

能力，2023年 6月 30日，国内首个颠覆性技术

创新联盟在前海成立，将致力于推动一批院

士专家科研成果产业化项目落地。

“ 团 进 团 出”激 活 澳 琴 联 游
本报记者 喻 剑

5 月 6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进一

步便民利企出入境管理若干政策措施正式

实施，其中一条明确为参加“琴澳旅游团”

的内地居民签发专门团队旅游签注，参团

人员 7 日内可以“团进团出”方式，经横琴

口岸多次往返横琴和澳门。当日上午，实

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新措施后的首个

“琴澳旅游团”在导游的带领下，一行 16 人

经横琴口岸抵达澳门，开启 3 天 2 晚琴澳跨

境游。

承接首发团的广东省拱北口岸中国旅

行社董事长胡文强介绍，此行团员来自广

东、陕西、湖北、江西等多个省份，以 60 岁

以上长者居多。线路包括澳门的大三巴牌

坊、官也街、威尼斯人度假村，以及横琴的

长隆海洋世界、花海长廊等景点，并在横琴

观赏马戏表演《长隆秀》。来自湖北荆州的

参团游客徐媛认为，7 日内“团进团出、多

次往返”的方式，能让行程安排更加灵活，

游玩体验更为尽兴。“以往我们去澳门玩儿

基本都是当天返回，总觉得来去匆匆。这

次从网上看到新政策实施的消息，第一时

间就打电话报名参团了。”徐媛说。

首发团导游甄俊杰表示，横琴和澳门

都有丰富的文旅资源，在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背景下，两地文旅产业协同联动

发展势头明显。之前因签注受限，绝大部

分内地旅客只能选择先澳门后横琴或者先

横琴后澳门的单向旅游线路。“有了新政策

之后，旅行社可以制定更丰富的游玩线路，

也可根据旅客需求量身定制方案，极大方

便了有多次往返琴澳两地需求的旅客。”甄

俊杰说，“琴澳旅游团”持续高涨的人气，将

为旅行社直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胡文

强表示，未来会持续加大“琴澳旅游团”在

内地的推广力度。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提出，允许在合作区内与澳门联合举办跨

境会展过程中，为会展工作人员、专业参展

人员和持有展会票务证明的境内外旅客依

规办理多次出入境有效签证（注），在珠海、

澳门之间可通过横琴口岸多次自由往返。

实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新措施后，珠海

市会展旅游业协会会长吕营收到了大量来

自会展业办展、参展人员的咨询。她认为，

新措施将给合作区文旅会展产业带来直接

而又深远的影响，更有利于推进“一会展两

地”创新模式落地见效，推动更多会展企业

落户、高端人才集聚。

“新措施的实施，将促进两地旅游产业

及相关联的会展产业联动发展，有利于琴澳

游客互动，助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与横

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形成合力。”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苏崑说。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

李子蔚表示，接下来合作区将充分用好政

策红利，积极打造“澳琴联游”品牌和“一程

多站”精品线路，进一步促进澳琴文旅产业

及相关产业链协同发展。

为便利“琴澳旅游团”通关，珠海边检

总站横琴边检站已升级出入境查验系统，

游客可以经人工通道过关，也可以选择合

作快捷查验通道通行。“在口岸出入境高峰

时段，我们将根据现场客流情况，及时加开

查验通道，保障‘琴澳旅游团’顺畅通关。”

该站副站长曾向表示。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景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景。。 冯冯 潇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

华民族，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

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

华民族的不幸。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

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

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日本曾侵占台

湾长达 50 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

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收复了失地台

湾。台湾同胞欢欣鼓舞，庆祝回归祖国怀

抱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

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

特殊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

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绝不允许改变。

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有着坚实的法律

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对日宣战布

告》中就昭告各国，中国政府废止包括《马

关条约》在内的一切涉及中日关系的条约、

协定、合同，并宣布将收复台湾。1943 年

的《开罗宣言》和 1945 年的《波茨坦公告》

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

中国，这些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

了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也奠定了台

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法理根基。1945

年 8 月，日本在《日本投降条款》中承诺“忠

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澎湖列岛，重

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194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取代中华民

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

情况下的政权更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

土疆域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

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

中就包括对台湾的主权。1971 年联大第

2758 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

国原则。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乃至其他政

府间国际组织均予以恪守，坚持台湾是中

国的一个省，不承认台湾当局所谓在国际上

的代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

中庄严宣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

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

责。”《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国家绝不

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

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家安全法》

也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一个中国原则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奉行。世界上 183 个与中

国建交的国家，均遵照国际法和一个中国原则，与中国政府就台湾

问题达成正式协议或谅解，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性质的关

系。美国、日本等国也在此列。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地区

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

参加的国际组织。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原则上台湾也无权参

加。至于台湾参与民间性质的国际组织问题以及与中国建交国同

台湾通航问题，也都必须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根据中国政府与有关

方面达成的协议或谅解作出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不影响台

湾同胞从事民间对外交流活动，并未影响台湾正常的经贸、文化活动

的需要。中国政府保障台湾同胞在国外的一切正当、合法权益。

任何歪曲事实、否定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将以失败

告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推动下，70 多年来特别是两岸隔绝状

态打破以来，两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但一个时期以来，台湾民进

党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

挑衅。外部势力干涉是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突出障碍。美国一些

势力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背信弃

义，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变本加厉推行“以台制华”。特别是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蓄意歪曲挑战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炒作所

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鼓吹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会议和活动，把台

湾当作遏制中国发展进步、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棋子，侵蚀联

合国根基，践踏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尊重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等重要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的基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

家统一，不容外部势力干涉。

“统则强、分必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

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

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

复兴而解决。新时代新征程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就一定能够粉碎任何

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就一定能够汇聚起促进祖国

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