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是中央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

要要求。发挥广东绿色发展的综

合优势，立足海南自贸港市场主体

少、产业基础薄弱、市场空间小、人

才短缺等突出矛盾，务实举措就是

实现港湾产业一体化，与东盟合力

实现绿色发展。

共同打造中国－东盟绿色发

展合作的重要枢纽。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融合发展、相

向而行，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的重要实践，也将为海南自

贸港发展注入重要动力。

破解海南市场主体少、产业基

础弱的突出矛盾。截至2023年底，

海南续存经营主体数量相当于广

东的20.9%；2022年，海南现代服务

业增加值为广东的4.6%；2022年，

海南研发人员为 2.6万人，是广东

的1.9%。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一方面，适应

广东企业对东盟投资快速增长趋

势，发挥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优

势，在联动发展中助力广东企业扩

大东盟布局，从而拓展广东对外投

资贸易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粤

港澳大湾区要实现服务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关键在于实现服务贸

易一体化。总的看，粤港澳服务贸

易一体化尚未取得重要突破。

主动争取粤港澳大湾区相关

方面与企业的支持、参与。例如，

支持大湾区企业在海南设立数字

产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主题

的“飞地”，或委托中国香港及广东

优质企业运营海南重点园区。

以推进与东盟合作为导向推

进港湾绿色产业一体化。港湾蓝

色经济产业一体化。2023年，海南

单位海岸线海洋经济密度仅为广

东的28.3%；若提高到广东2023年

50%的水平，估计海南海洋产业生

产总值将达到4500亿元左右。港

湾携手发展海洋产业，将成为推动

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的重

要力量。为此，建议以“广东技术+

海南资源”“广东研发+海南应用”

形式，合作发展海洋牧场、海洋新

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

热带农产品加工产业一体化。

2023年，海南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0.87：1，与广

东2021年的水平（4.43:1）存在较大

差距。初步估算，若海南农产品加

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能达到

广东2021年的水平，将新增近5000

亿元的农产品加工产值。为此，建

议海南、广东合作建立面向东盟的

热带农产品采购、加工、交易基地，

支持广东农业龙头企业将进口、加

工、保鲜、包装、研发等业务布局在

海南。

以数字技术应用为重点的高

新技术产业一体化。2022年，海南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为深圳的

7.4%。若海南数字经济发展接近

深圳2022年的水平，估计海南将新

增1600亿元左右增加值。建议支

持深圳等地数字研发、高新制造企

业在海南设立“走出去”总部，开展

面向东盟的数字外包服务；支持深

圳等地企业在海南对接DEPA开展

跨境数据流动与设施本地化的规

则探索等。

以金融合作为重点实现双港

服务贸易一体化。以双港跨境资

金自由便利流动为重点引入香港

金融等专业服务机构。建议吸引香

港各大银行在海南设立私人银行总

部，允许具备条件的投资者在海南

开展对香港期货、现货、黄金等产品

的投资。借鉴欧盟经验，制定实施

金融、会计、法律等领域的“单一通

行证”制度，允许具备香港执业资格

的机构在海南经备案后开展相关业

务。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的健康开放政策，吸引香港保

险机构在海南设立财产险、人身险、

再保险公司等，合作发展面向博鳌

乐城的医疗健康保险。

以制定实施双港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为重点引入香港国际

化专业服务。建议制定实施精简

透明的双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实行总部企业金融项下的“海

南承接+香港服务”。例如，鼓励海

南自贸港“总部企业”跨境资金进

出的交易结算端布局在香港，实现

“总部企业”在一定额度内资金进

出无因划转、实时支付；合作设立

面向东盟的国际化专业服务平台；

建立跨领域综合性专业服务机制

与服务联盟，为“总部企业”境外投

资经营提供全过程、全链条、跨领

域、高品质的综合性专业服务。

双港合作发展面向东盟的数

字金融、绿色金融。建议合作开发

服务中国－东盟贸易投资结算的

数字货币，并由此创建一套以数字

货币为载体的资金支付结算体系；

支持双港金融机构开发面向东盟

的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产业

发展基金、产业绿色转型基金等产

品。

适应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需求，

做好“蓝色经济”与“绿色发展”
两篇大文章，实现政策与体制
创新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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