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市民的粤港澳大湾区
“一小时生活圈”

港珠澳大桥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 本报记者 张守营

回归祖国的香港迎来了她的第25个春

秋。在香港的金紫荆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

迎风招展，隆重热烈的喜庆氛围洋溢在维港

两岸。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温天纳告诉记者，

香港特区政府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资源，

鼓励市民多多参与庆典活动。“逢五进十都是

大喜庆，五年前的庆典报告，我也有参与。”在

投行领域从业近30年也是香港证券学会专

业委员的温天纳认为，现在国家富强了，香港

作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了新的角色，

与大湾区的城市群共荣发展。香港需要乘

搭上经济快速列车，才能协同发展，在人流、

物流、资金流及信息流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缔造一个新平台

日前，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

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突出

“粤港澳全面合作”和“面向世界”，特别强调

与港澳协同，共同扩大对外开放，聚焦科技

创新、创业就业、对外开放、规则衔接、城市

发展等五大任务。

“南沙其实可被视为广州的延伸。我觉

得南沙和港澳的合作有很大的空间，主要是

在运作上，在金融、物流、科技领域等方面加

快创新发展。如何加快融合、创新、加强协同

效应，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缔造一个新的模

式，缔造一个新平台，让大湾区内各城市尽展

所长。”

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表示，将

加快出台落实总体方案的实施方案，制定省

级层面支持南沙的政策举措，要着重强化多

个方面的功能。比如，强化“走出去”综合服

务功能。深入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发展需要，推动香港、澳门国际联系广

泛、专业服务发达等优势，与大湾区内地市

场广阔、产业体系完整、科技实力较强等优

势更加充分结合起来，支持港澳现代服务业

在南沙加快集聚发展，共同深化对外经贸合

作，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国际投融资“一

站式”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中国企业“走出

去”综合服务基地。

投融在香港，研发在深圳，制造在东

莞，销售在广州，出口在南沙，这是一个广

为流传的说法。温天纳对此也是认同的：

广深两城只能完成产业链条上的部分环

节，其他部分得靠合作，脱离了东莞，广深

两地是完成不了现代化的高度复杂产业协

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广深周边的城市

实则属于它们的经济腹地，大量的产业链

根据发展定位、土地、人力、交通等，合理分

布在这些城市的核心或周边区域。

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化程度非常

高，城市群直接连成一片，如果坐飞机到深

圳宝安机场，降落之前你会看到湾区的高楼

大厦密密麻麻一片，根本分不清到底是哪个

城市。像广州深圳这样的超级大都会和城

市跟周边城市的界限其实已经非常模糊了，

它们如同是一个生命体，非常紧密地联系在

了一起。

投行从业三十年

从1993年开始，温天纳就在投资银行

工作，当时从事金融、融资为主的工作，接

触过很多不同的公司和企业。“当时投资银

行界刚起步，我当时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

可以接触到一些改革性的题材，或者是新

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触

了很多不同的重组个案。”温天纳告诉记

者，当时香港市场不是很大，但有很多机会

跟外界接触，包括内地跟国际的一些朋

友。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经历过不同的阶

段，从一开始新股融资到1997年亚洲金融

风暴，很多美好的个案变成了惨痛的教训，

需要在市场上进行很多交易上的处理，所

以后来很多变成债务重组或者是企业融资

重组。

“我在投行这个领域差不多有30年了，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992年、1993年的时

候，第一波内地企业开始来香港上市。”令

温天纳记忆犹新的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一夜之间，整个市场从繁盛的一面变成完全

崩溃式的一个下挫。当时很多企业捱不过

这一关，需要重组。

“以前我总跟我的朋友或者客户说，上

市是一个起点还是终点，如果是终点的话，

你们就不要去上市了，没用的，市场上成本

肯定是很高的。”温天纳说，你爬得越高摔的

就越疼，当你从高位滑落的时候，市场可能

还会相信你一次，最多一次。当给了一次机

会，你也没办法挽回的话，你就要好好考虑

企业的发展、股东的利益，还有你自己的利

益。“这时我也会劝他们，这或许是你离场的

最佳时间了，不敢说是华丽转身，至少有一

个很好的台阶，也可以争取到他们最大的利

益，使利益最大化。”

疫情终将过去

谈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温天纳表

示，疫情对金融业务有一定的影响，毕竟

投行是以人为本的行业，但这几年大湾区

有不少新发展，如跨境理财通等为金融产

业带来“活水”，近期的ETF互联互通亦是

一例。“至于新股业务，我相信随着疫情过

去，人流恢复正常，对项目操作等将带来

有利的发展条件。”

“当年我们小学念书的时候，要念香港

的社会结构、香港的产业，从小就知道香港

是国际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温天纳告诉记

者，如果从小你就听到香港的金融市场如

何如何发达，自然很容易对这个行业产生

兴趣。

“有一段时间，大概是2000年~2005

年，在内地跑得比较多。当时跟很多内地

的大学，如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师生，

都进行过很多交流，我感觉到当时内地的

一些年轻人挺有兴趣在金融这个行业发展

的。”但温天纳总是会告诉学生，这个行业

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有的人可能去互

联网、科技行业发展更好。最主要是看自

己的兴趣，不要说这个行业赚钱你就去，因

为你未必适合。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金融产

业，最主要的是可以学以致用。当时的阿

里巴巴和腾讯企业规模还不是很大，可以

说很小，当时要是有人选择了这两个企业

那肯定“赚大发了”。

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多久？温

天纳说，大家看一个金融家，往往只看到他

靓丽的一面，事实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一面可

能都不是靓丽的，而是每天在办公室里面看

文件写文件。很多时候，其实成功可能就在

于一个坚持。“对于疫情也是如此，只要我们

坚定抗疫的决心，坚持正确的做法，疫情终

将过去，香港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温天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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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尖沙咀

天星码头，天星小轮

载着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25周年标志的

旗帜在维港航行。

新华社记者

王 申 摄

□ 王 旭 王 茜 李柏涛

“广深港高铁通车，从香港西九龙到

深圳福田不到20分钟，到广州南也就50

多分钟。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香港到

澳门不超过40分钟，到珠海也不超过50

分钟。”正在深圳开发无人驾驶项目的香

港青年詹培勋，至今难掩广深港高铁香

港段通车和港珠澳大桥贯通时的兴奋。

“玩转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

圈’”“深圳创业，香港生活”……两地融

合的前景鼓舞着詹培勋这样的创业者。

2020年，他辞去香港的工作，完成了从投

资人到创始人的转型。他的无人驾驶项

目主要应用于封闭园区的运输。从走出

香港科技大学实验室到实现量产，企业

如今拥有了150多人的团队，拿到三轮融

资，产品已在广州港等100多个园区投入

使用。

从内地大学毕业的香港市民林小姐

早已习惯了在网上买买买。受疫情的

持续影响，许多香港市民和林小姐一

样，在“指间”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

的便利。

“口罩、消毒湿纸巾，这些网购又便

宜又快捷。”有老有小的舒先生对粤港澳

大湾区网购的优势深有体会。他告诉记

者，只要深圳有货仓的，哪怕在疫情期

间，从下单到收货也就两天时间。他连

大米都网购，“内地产的圆粒珍珠米口感

好，疫情期间香港经常买不到”。

“我一直希望能进行内地人民币产

品投资，‘跨境理财通’让我切实体验到

大湾区金融互通的便利。”2021年10月

19日，香港市民邝女士在工商银行南沙

分行帮助下，联系到家附近的工银亚洲

鲗鱼涌分行，成为“跨境理财通”业务的

首位客户。

“大湾区的跨境市场需求太大了。”

说起大湾区的市场，中银香港个人金融

及财富管理部总经理陈文非常兴奋。

“为迎合市场需求，中银要求‘全员

都要做跨境业务’，包括业务最末端的前

台服务人员。我们在大湾区一共有187

家分行，3500位同事，必须都要懂跨境业

务。”陈文说。

他回忆，以前香港与广东多是人流、

物流、资金流的简单往来，单次旅游人数

多，往来只有简单的货币兑换、贷款等。

随着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出台，两地的交流越来越多样化。退

休、医疗、上学、置业等各种需求越来越

多，对一体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对于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出

现的“一小时生活圈”，陈文深有体会：

“我有时因工作需要到内地，近几年内地

发展得很迅速，电子化程度非常高，出门

打车、买东西、吃饭都是电子支付。”

为此，中银香港推出大湾区“开户易”

服务，香港客户绑定内地主流手机电子支

付应用程序后，在内地消费、乘出租车等，

畅游无阻，切实解决香港客户大湾区便捷

支付、网购、转账、汇款等多样化需求。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在中银香港

开立内地账户的香港客户数同比上升

41%，接近17万户。大湾区企业贷款按

年上升 9.8%，科创企业贷款按年上升

8.3%。目前BoC Pay（电子钱包）客户数

目已超过100万户。

“这些大幅增长的数字足以说明大

湾区的市场前景，足以说明香港居民对

于大湾区的认可程度是相当大的。”陈文

语气很坚定。

“我接触到的行业都感受到了大湾

区发展带来的影响。”毕马威中国香港资

本市场发展主管合伙人李令德说，“拿我

们自己作例子，毕马威在中国29个城市

设立了32个机构。其中，在广州、深圳、

佛山、东莞、香港和澳门等6个大湾区城

市设置了7个办公室，里面有两个办公室

是在过去一年多设立的。”

李令德介绍，毕马威4月发布的就业

趋势调研报告显示，香港受访者愿意移

居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比例逐年递升，

2019年是52%，2022年已达到72%。

与往年类似，事业及行业发展前景

（63%）、交通便利（62%）是人才从香港移

居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主要原因。此外，

较高薪酬（54%）2022年取代获得更广阔

的工作视野（50%）成为第三大主要原因。

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形成“一小时

生活圈”背后，是近年来一批重大跨境基

础设施建成使用：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

铁和3条高速公路省际通道直达香港。

通关更快，效率更高。莲塘/香园围

口岸正式启用，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等加

快推进；深圳湾口岸货检通道实现24小

时通关，“合作查验”“一地两检”等创新

举措落地见效，香港与内地正走向“无缝

衔接”。

詹培勋庆幸当初的选择，即便有疫

情影响，香港与深圳的优势互补仍让他

的创业项目快速成长。“深圳有良好的创

业空间，香港有科研源头性的支持和后

端金融服务的优势。”他相信，粤港澳大

湾区会给更多初创企业带来成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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