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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香港迎來回歸27周年紀念日。上午10點42分，伴隨着一聲嘹亮的
鳴笛，G2963次列車緩緩駛出成都東站，標誌着這條鏈接成都與香港的高速鐵路
已經安全運營整整一年。
這一年，蓉港高鐵不僅成為了連接兩座城市的重要交通紐帶，更是促進兩地經濟、

文化、旅遊等多方面合作的強勁引擎。從運營數據來看，蓉港高鐵的表現可圈可點。
開通僅一個月，蓉港高鐵就安全運送旅客超過12.5萬人次，客座率超過96%。截至6月
27日，蓉港高鐵成都累計發送旅客35.7萬人次，客座率82.9%；香港累計發送旅客4.4
萬人次。
翻開中國地圖，成都和香港，遠隔千里。但，在着眼於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當下，

兩地面臨共同發展機遇，蓉港合作，一以貫之，沒有距離。 香港商報記者 郭代勤

當前，成都提出堅持以高水平開放推動高質量
發展，加快打造對外交往中心和國際門戶樞紐城
市，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拓空間、增動力，這與香
港的城市功能定位正好不謀而合。

縱觀成都對外開放路徑，蓉港合作仍然是其重
要通道之一，而 「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成都
則成為香港向西發展的新通道。

過去幾年，蓉港 「雙向奔赴」拉近交通距離的
探索從未止步。為方便蓉港兩地經貿往來、提升
赴港旅客出港效率，2017年9月，成都雙流國際

機場正式開通成都機場 「蓉港快速通
道」，這是成都機場首次在國際廳為單
獨一條航線開通乘機旅客快速通道。
2023 年 7 月 1 日，蓉港高鐵的開通，蓉
港首次以高鐵方式相連，進一步拉動了
蓉港之間的人員流動和經貿往來，成都
作為西部綜合交通樞紐的功能得到強
化，為區域經濟快速發展注入活力。

「成都不僅擁有巨大的消費影響
力，還擁有國際班列通道優勢和產業
聚集的堅實基礎，完全具備在進口冷
凍食品領域率先搶位成為西部地區門

戶一級樞紐的條件。」香港玉湖冷鏈成
都公司董事長王駿在成都一場以擴大開放
為主題的座談會上對成都建設國際門戶樞

紐信心滿滿。
2021年玉湖冷鏈（成都）項目落戶，投資40億

元在青白江區鐵路港打造全球冷鏈產品一級市
場。目前已經全部完成項目主體結構，預計今年
8月建成投用。

該項目是成都國家骨幹冷鏈物流基地的重要組
成部分，項目建成投用後，將打造集進出口貿
易、冷鏈倉儲、拍賣、電子商務、現貨交易、物
流配送、供應鏈金融於一體的冷鏈食品產業集
群。

「今年11月，2024首屆玉湖冷鏈全球合作夥伴
大會將在成都舉辦，大會將匯聚全球，尤其是 『
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冷鏈行業頭部生產廠
家、頭部貿易商、頭部服務商，共商將成都打造
成中國西部冷鏈集散樞紐。」王駿說。

除了玉湖冷鏈，同樣冠城集團對成都未來發展
也信心滿滿。作為最早一批北上的港企，早在上
世紀 90 年代，冠城集團就把眼光瞄準了成都市
場。如今，冠城集團已從 0-1 實現了 1-N 的跨
越，發展成集教育產業、地產開發、金融投資、
生態農業為一體的多元化集團企業。

「算一算，今年已經是我在成都生活的第12年
了。」冠城集團執行董事洪振原說，成都話裏有
個詞叫 「港」，香港的港，形容一個人或一件事
很厲害、很新潮。在成都，你很容易找到香港帶
來的潮流印記——IFS 國際金融中心、遠洋太古
里、蘭桂坊等知名地標，是兩座城市經貿往來日
益緊密的縮影。

洪振原還提到，作為新一線城市的成都，不論
是GDP、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還是各領域城市排
名，都表現非常好。擁有2100多萬人口的成都，
優美的生態環境、完善的公共服務、良好的營商
環境、更新迭代的人才政策，已越來越成為港商
投資首選。 「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港企以及青年
創業者選擇成都。」

早上在香港吃早茶，下午在成都參加公司會
議，香港人吳博燊已經習慣這樣的工作節奏。
2005年，乘着西部大開發的東風，吳博燊來到成
都進行投資和創業，香港博燊國際（集團）在成
都應運而生，吳博燊作為董事長常往返於蓉港兩
地。

「得益於成都良好的發展環境以及政府為企業
提供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和服務，公司在地產開
發、現代農業投資、大數據物聯網等領域實現了
跨越式發展。特別是在物聯網技術領域，創新研
發、生產與銷售，為成都乃至全國大數據物聯網
產業注入了新的活力。」吳博燊說。

香港博燊國際的故事只是蓉港合作的一個縮
影。數據顯示，目前，成都現有港資企業1000多
家，港資佔成都利用外資總額超六成。另已有29
家蓉企在港交所上市。

四川是內地第五個、中西部第一個與香港建立
合作機制的省份。作為四川省會的成都，近年來
與香港在金融、經貿投資、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務
實合作也愈發響亮。

6月17日，國星宇航與香港大學簽署 「產學研
1+計劃」合作協議，助力香港大學在太空計算領
域的技術研發與成果轉化，並與香港大學一起加
速推進香港科創發展進程。

6月25日，為拓展蓉港兩地在高新創科領域的
交流及合作， 「蓉港創科產業（生命健康及新經
濟）交流會」在成都高新區舉行。會上，香港投
資推廣署深入介紹香港在創新科技領域的最新發
展，以及特區政府相關政策解析，為兩地企業合
作開拓新商機搭建橋樑。

香港特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創新及科技總裁黃煒
卓說，成都是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支
點，是西部的重要科技創新中心，高新技術產業
的發展在全國佔據重要地位。香港則是重要的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擁有尖端的學術及研究機構、
世界級研發中心及孵化計劃、高質量的臨床數據
和經驗儲備、世界一流的基建設施、雄厚的資本
市場及融資渠道，以及特區政府積極政策指引和
行業優惠措施。 「加強科技創新開放合作，對於
成都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體系有很大的促進作
用，未來，蓉港雙方在創科方面的合作空間將會
非常廣闊。」

談到科技合作，吳博燊表示，成都與香港在科
技創新方面各有所長。成都有豐富的科研資源和
人才優勢，可以作為科技創新和研發基地。香港
擁有成熟的資本市場和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適合
作為科技成果轉化和市場拓展平台。兩地可以共

建科技園區、創新中心等合作平台，實現資源共
享、優勢互補。吳博燊說，香港城市大學成都研
究院就是蓉港科技合作的一個優勢案例，目前，
城研院已建立起國際產學研創新平台，成為蓉港
科技合作當仁不讓的 「橋頭堡」。

不僅僅是 「引進來」，在成都加快構建開放型
經濟體系下，不少成都企業將香港作為開放 「轉
換器」，藉助香港市場更好 「走出去」。

在 「蓉港創科產業（生命健康及新經濟）交流
會」上，四川福濟生鴻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 「福濟生鴻醫療」）董事長董玉潔介紹，公
司正計劃藉助香港平台實現業務和技術升級，擬
在香港落地相關業務板塊。

記者了解到，福濟生鴻醫療的主要業務類型是
醫療服務，包括數字化醫學教學、科研板塊的技
術開發等。 「香港是生命健康領域技術開發合作
高地，在和當地科技園區、高校院所的溝通中，
我看到了更多發展途徑。」董玉潔告訴記者，以
融資及資本市場運作為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為企業提供了豐富的融資渠道和金融服務。
同時，香港擁有國際化的人才庫和優越的技術發
展環境，可以為福濟生鴻醫療在香港設立研發中
心，吸引國際高端人才，與其他科研機構或企業
合作開發新技術。

「只有密集 『走出去』，持續 『引進來』，將
企業 『留下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才
能賦能開放型經濟發展。」董玉潔說。希望通過
香港這個支點，促進境內外的技術交流和合作。
未來希望吸引海外人才和專家團隊，既能走出
去，也能回饋內地並促進內地公司的升級發展。

7月，隨着暑假的到來，全國各地
迎來了旅遊旺季。記者從中國鐵路12306

官網查詢，從成都東始發香港西九龍的高鐵票幾
乎售罄。今年以來，每逢節假日，蓉港高鐵便會
出現 「一票難求」，蓉港兩地市民坐火車互相
「串門」的情形十分火熱。
隨着兩地人員往來的增加，也帶動了兩地文化

交流活動的頻繁開展。6月25日，來自香港文理
書院近40名中學生走進成都冠城實驗學校，開啟
了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主辦的 「『省外
行』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活動序幕。據悉，本
次活動共有來自香港7所中學280餘名學生走進
成都，參觀金沙遺址、杜甫草堂、成都大熊貓基
地、寬窄巷子等地，感受成都的傳統文化、了解
四川的人文風俗，並深入成都當地的學校，與師
生開展交流互動。

在成都冠城實驗學校，香港中學生和成都學生
一起體驗了剪紙、氣步槍、魔術、高爾夫等特色
課程。第一次來成都的香港學生黃啟沖表示，這
將是一次非常難忘的旅程。在參觀過程中，他驚
嘆於金沙遺址太陽神鳥精湛的工藝，又對冠城實
驗學校的剪紙課充滿興趣，同時對成都大熊貓基
地又充滿嚮往。 「感覺成都的每一處都蘊含獨特
文化與歷史底蘊，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體驗和學
習機會。」

冠城集團執行董事洪振原表示， 「文化是交流
的基礎，交流是促進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透過
了解文化去了解我們國家，是一個極好的途徑，
既有趣又能增長學識。」 據了解，作為成都市政
協委員、成都海外聯誼會副會長、成都市溫江區
僑聯主席、冠城集團執行董事，洪振原通過不同
身份，專注青年工作，推動青年正確認識國家，
加強蓉港交流合作，貢獻頗多。僅去年香港與內
地全面通關後，共組織數十場不同形式的蓉港交
流活動，共接待了近千名香港青少年來蓉交流。

為讓香港青年有不一樣的體驗，洪振原在籌備
工作中將多方資源合理地整合，創新的為香港青

少年展示了成都文化的多元、傳統與現代碰撞，自然與人文
融合。洪振原表示，成都正在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希望他們
除了能飽覽秀麗的自然風光之外，也能 「沉浸式」學習傳統
文化，並感受成都的發展和變遷。

文化紐帶拉近的，不僅僅是情感上的共鳴，還有更深入的合
作。記者從成都市港澳辦獲悉，去年以來，成都啟動了港澳園
落地2024成都世園會、蓉港澳青少年活力周、香港學生暑期實
習計劃、今昔——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港澳團隊參加
2024成都國際友城青年音樂周等一系列品牌文化交流活動，通
過音樂交流、文化體驗、工作實習等形式，讓港澳人士多角度
見證成都建設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範區的萬千氣象。

成都成都IFSIFS作為港企在蓉投資的項目作為港企在蓉投資的項目，，已成為成都已成為成都
地標之一地標之一。。

蓉港高鐵開通一周年，進一步
推動蓉港兩地人文經濟交流。

蓉港創科產業交流會為兩地科創企業合作搭
建平台。

冠城集團執行董事洪振原為蓉港青年交流發揮橋樑作
用，助力成都高質量發展。

拓空間增動力 蓉港合唱 「開放之歌」

加強科創合作 「走出去」 和 「引進來」 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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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國際機場成都天府國際機場。。 天府機場供圖天府機場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