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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衛視作為首個旨在為觀眾提供
大珠三角地區最新信息的電視頻道，
在粵港澳合作30年之際，其掌門人對
泛珠三角的現在及未來的看法如何？
點心衛視董事兼行政總裁司徒傑先

生對粵港澳合作的前景充滿信心。他
認為，融合的大方向不可逆轉，但不
是一揮而就，而是要很多因素配合。
點心衛視希望在這個地區的交流和溝
通上加把力。
身為香港人，司徒傑改革開放一開

始就進入內地，他對香港和內地都有
深刻理解。他說，就香港而言，成熟
的經濟體系和法治架構已發揮到淋漓
盡致，要突破就要尋求更大的空間和
市場。珠三角面臨產業升級，與香港
高層次合作的領域也有待開拓。因
此，溝通和互動很重要。司徒傑說，
雖然已交往了30年，現在信息也很發
達，但由於文化差異等因素，香港很
多優秀東西未必就能及時讓澳門和廣
東分享，反之，廣東和澳門日新月異
的變化，香港市民未必就在第一時間
感受得到。如果有一個平台大家能多
接觸，加深認識，達成共識，粵港澳
的形象就能強勢輻射出去，內至泛珠
三角、整個珠江流域，外至海外華人
社會。
點心衛視就是要搭建這樣一個平

台。司徒傑說，點心衛視看問題既不
是香港本位，不是廣東本位，也不是
澳門本位，而是要超越地方本位的角
度，將三地優秀文化發揚光大。其
實，粵港澳有很多特點是共同的，例
如，敢為天下先、應變力強、包容及
多元化等。

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點心衛視策劃了《跨越珠三角．
一步一腳印》特別節目，將目光鎖定在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
的廣東，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贏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節目重點展現在廣東乃至全國率先改革、具有歷史性意義的
內容，探討下一個三十年粵港澳地區的發展。

為紀念粵港澳合作30年，點心衛視策劃了《跨越珠三角．
關注粵港澳》特別節目，以大珠三角地區粵港澳三地共同關
注的時事焦點為內容，結合詳盡的背景資料片，和專業人
士、專家學者的精確解讀，展現粵港澳三地合作的現狀和未
來發展方向。

作為改革開放前線的珠三角地區，企業的變化直接緊扣社
會的脈動。點心衛視推出了改革開放30年特別節目《一步一
腳印．企業篇》，以積極和活潑的紀錄手法，重現這段歷史
中因為企業而發生的故事，回顧廣東企業在改革開放30年間
的努力與成就。

改革開放30年來，發生在廣東的每一個奇跡，正是由每一
位社會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點心衛視推出的特別節目《一
步一腳印．人物篇》，挖掘改革歷程中每位「平凡英雄」的
故事，忠實呈現他們開創、積極和冒險的精神，重現這段歷
史時刻所發生的精彩故事。

為紀念改革開放30年，點心衛視特別推出了一檔在校園中
進行的益智類答題遊戲節目《一步一腳印．分秒必爭》。點
心衛視走進廣東、香港和澳門的10所大學，挑戰大學生對改
革開放30年相關知識的了解。通過活潑的遊戲方式，把改革
開放的成就與相關知識進行有效的傳播和普及。

一提起中國的改革開放，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地方就是廣東。1978年，廣東率
先進行價格「闖關」。1979年，廣東實行特殊政策，經濟特區成立； 1980

年，廣東推進流通體制改革；1983年，新中國第一張股份制企業股票在深圳公開
發行；1984年，鄧小平視察廣州、深圳、珠海、順德，對廣東改革開放成績給予
高度評價⋯⋯點心衛視近日推出的《跨越珠三角．一步一腳印》系列節目，將目
光鎖定廣東，多方面、多角度、立體地展示改革的進程，以及敢闖、敢拚、敢幹
的廣東精神。

1979年，當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廣東鄰
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
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鄧小平十分贊同廣東富有
新意的設想，他聽說「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稱還定不下來，就說：「就叫特區
嘛，陝甘寧就是特區」。

30年前的深圳，有的是空地，但沒資金。「補償貿易」是當時特區建設者找到
的新辦法——深圳出地，香港人來建廠房，交地租；或建房賣給港人，回收資金
用於建設。就這樣，特區開荒牛們為深圳的早期建設開闢了一條活路。深圳最早
出租的土地後來被建成了中國內地第一個房地產項目：「東湖麗苑」，它是內地
第一塊土地出租協議，也是第一個合資房地產項目。

1983年7月，「深寶安」成為新中國的第一張股票在深圳發行。但當時人們並
不十分清楚什麼是股票，政府甚至下文要求領導幹部帶頭買。1992年，鄧小平在
第二次南巡時對深圳在股票市場方面大膽嘗試給予了肯定的態度；最早買入「深
發展」的人也發現，他們的幾千股股票在沉睡了幾年之後突然變成了幾十萬現
金；潘多拉盒子就這樣被打開了。

廣州，地處世界製造中心的珠三角
腹地。改革開放30年來，廣州從率先
實行價格改革，到成為全國著名的商
貿中心，走過的每一步，亦代表 內
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的重要
「闖關」歷程。

今日的廣州是一個物質生活富裕的
地方，零售批發業發達。但30年前的
廣州卻是樣樣要憑票。市民住房難、
坐車難、吃肉難，樣樣難。1980年代
初，廣州市在全國率先放開8種主要副
食品和一些大商品的價格。當年的價
格改革，從廣州延伸到全國。目前廣
州成了全國著名商貿中心。現今回

首，正因為廣州當初率先實行價格闖
關，才為市民帶來了今天豐富多樣的
物質生活。

改革開放之初，廣州路橋建設率先
開始了引入港資的破冰之旅。當時幾
位番禺籍的港商何賢、霍英東等投資
建設從廣州到番禺的洛溪大橋，啟用
以貸款建橋，收費還貸的投資方案。
引入港資和民間的資本，讓路橋建設
逐漸走向市場化，廣東省的公路得到
了高速發展。到2007年底，廣東省公
路的總公里數已達到了182004萬公
里，將近是改革開放初期的3倍，實現
了路通、橋通，財通。

改革開放在中國農村的一大創舉和成就，
就是農民洗腳上田辦企業，從鄉鎮企業到民
族工業到上市公司，開闢了中國經濟的一片
天地。順德就是這一改革成就的絕佳體現。
率先興辦鄉鎮企業，率先進行產權改革——
順德的改革經驗對全國來說都很有參考價
值，因為它走出了一條「非特區」的探索之
路。

1989年，一則由阿姐汪明荃演繹的冰箱廣
告「容聲，容聲，質量的保證」紅遍內地。
現在，幾乎每個中國城市家庭都會擁有至少
一件產自順德的家電產品。第二次到順德的
鄧小平，望 現代化的廠區，連問三次：
「這是鄉鎮企業嗎？」其實，作為內地改革

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就坦言：「農村
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最大收穫，就
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

1993年11月12日，一隻代碼為「0527」的
新股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交易，由鄉
鎮企業轉制而成的上市公司，當時內地獨此
一家，它就是「美的」。在沒有任何可借鑒
模式的基礎上，「摸 石頭過河」，順德率
先進行企業產權改革，成為內地最先建立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的城市。現今順德
已擁有世界最大的微波爐企業——格蘭仕。
順德製造已經走向世界，這個位於珠江三角
洲中心位置的農業小縣，在改革開放30年
間，一躍成為中國的製造業之都。

「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
東」。改革開放初期曾流行這句
話。東莞這個珠三角漁米之鄉，
靠「三來一補」起家，與鄰近的
香港形成「前店後廠」的格局，
利用人緣、地緣、政策優勢，從
加工貿易突破，發展外向型經
濟，迅速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和
現代化——東莞之路是中國經濟
走向世界的成功嘗試。

1978年9月15日 東莞太平手袋
廠成立。牌照編號「粵字001號」。獲得了由中國工商總局發放的關於「三來一補」
企業的第一個牌照。自此，東莞乃至整個珠三角開始承接改革開放後國際產業轉
移的第一個牌照。現在，只要東莞塞車，全球就缺貨。東莞聚集了3500多家IT企
業，全球每5台計算機就有1台東莞製造。在過去的30年裡，東莞成長為一座「現
代製造業名城」。

港商在「三來一補」中掘了第一桶金，由香港商人開創的加工業在為東莞乃至
珠三角帶來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製造了污染和能耗。由此，企業升級轉型成為必
然的出路。事實上，東莞經濟社會「雙轉型」近年已經啟動。東莞模式是珠三角
的縮影，在「雙轉型」中走向成熟。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東莞取得了輝煌
的成就，相信這也會是未來發展的一股動力。

■點心衛視董事及行
政總裁司徒傑（左）
向香港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林瑞麟（中）
及廣東省人民政府副
秘書長、廣東省人民
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唐豪（右）介紹
點心衛視播出機房情
況。

■順德美的「上市」帶動了內地企業的產權改
革。

■今日的廣州是一個物質生活極其富裕的地
方，零售批發業發達。

■改革開放後，廣州成了全國著名的商貿中心。圖為繁華的
廣州上下九路。

■順德格蘭仕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微波爐生產企
業。

點心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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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珠三角 關注粵港澳」——為了紀念改革

開放30年，關注粵港澳大珠江三角地區的粵語電視

媒體點心衛視，推出一系列以紀念「改革開放30年」

與「粵港合作30年」為主題的報道。超越以往「以

廣東為珠三角」的舊有概念，用更加廣闊的目光去

看香港、廣東、澳門這個大珠三角地區的發展，回

顧過去30年來粵港澳三地的合作發展歷程，展望香

港、澳門、廣東這個「大珠三角超級經濟圈」的未

來發展趨勢。 ■文圖提供：點心衛視

鄧小平曾說，香港回歸後保持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馬照
跑，舞照跳。」這是一個政治家在適當的時候、適
當的環境所表現的智慧與幽默，這是給香港派的定
心丸。港澳回歸以來，中央一路堅持這個政策，一
國兩制得以實踐。到今天，粵港合作已經30年，合
作的層面也由民間至政府，涉及社會、民生、金融
等各方面。隨 世界各地打造「超級經濟圈」的話
題越來越熱烈，粵港政府在重要施政報告中都提到
構建粵港澳緊密合作區，以增加地區以及國際的競
爭力，構建「粵港澳超級經濟圈」成為一個令人振
奮的構想。點心衛視推出的《跨越珠三角．粵港澳
系列》專題節目，以大珠三角地區共同關注的時事
民生焦點為內容，展現粵港澳三地合作的現狀和未
來發展方向。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於1998年3月30日，在廣東省政
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推動下，在廣州成立。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至今舉辦了11次，它一步步引領
香港融入內地，加強香港與內地的溝通。2003年，
中央還和香港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協議CEPA。在CEPA的框架之下，粵
港澳三地形成了一個大珠三角的概念，三地都希望
用10到20年的時間將大珠三角建設成為全球最具有
活力的地區之一。

廣東、香港和澳門，經常被合稱為「大珠三
角」。1979年廣九線恢復通車時，每天才1班車來往
於香港和廣州，需要5個小時，如今大珠三角各地

的距離，已被高速發展的交通設施拉近了。不久的
將來，隨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廣珠輕
軌等重點項目的騰空而起，香港、廣東、澳門的距
離將被無限拉近，大珠三角地區實現「1小時生活
圈」，將不再只是夢想。

粵港澳三地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緊密聯繫的生活
圈，在內地供港的食品中，約有7成來自廣東。食
品安全是三地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問題。2005年第
八次粵港高層聯席會議上，兩地政府提出要建立一
個日常食品安全監管合作機制。2006年兩地政府又
建立了一個供港農產品食品檢驗檢疫專責小組。
2008年，廣東省政府推出了新的食品安全措施，包
括使用GPS電子管理100%數據監控食品企業和原料
基地，讓廣東真正成為香港的「放心菜籃」。

生活日漸富裕，城市迅速發展，環境也面臨 各
種嚴重的污染問題。2005年，粵港澳三地政府簽訂
了《泛珠三角區域環境保護合作專項計劃》，深化
三地在整體環境保護規劃上的合作。廣東肩負供港
澳安全食品及清潔用水的重責。廣東省已用了大量
人力物力，保障有充足和高質量的東江水輸送給香
港市民。東江水的源頭，就在廣東河源市的萬綠
湖。為此，點心衛視採訪了河源市市委書記陳建華
先生，了解到河源市政府在保護東江水方面，投入
了極大的資源。相信在未來，粵港澳三地會在環保
上有更多更緊密的合作。

■港珠澳
大橋在粵
港澳三地
的落橋點
已 經 確
立。

■廣東與港澳
唇齒相依，隨
三地加強緊

密合作，香港
的繁華商業將
一直輻射到整
個泛珠三角。

�30年前，這裡只是
一個名叫「寶安」的
小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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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東莞模式是珠三角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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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後，這裡名
叫深圳，高速列車
每日穿行在林立的
高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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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共鑄大珠三角超級經濟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