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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優勢及路徑探討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

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是內地與港澳在現有貿易、投資合作基礎上的模式創新，

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假以時日，一定會發展成爲世界級城市群，

引領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並在國際合作和競爭中發揮重要作用。 

 

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在中國城市群建設中具有突出的比

較優勢 

 

城市群一般是指在特定地域範圍內，以一個或多個特大城市

為核心，由至少三個以上大城市構成，透過發達基礎設施網路形

成經濟聯繫緊密和高度一體化的城市群體。內地城市化發展規劃

提出目標，要把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建

設成爲世界級城市群。 

 

在珠三角主要城市整體規劃的基礎上納入香港和澳門，既是

空間範圍的擴充，更是在建立並保持合理的協作和分工關係方面

的嶄新探討。與長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相比，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首先，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具有一定的規模優勢。雖然以GDP

總量計算，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規模不及長三角，但以人均生產

總值算則已超出其他城市群。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域生產總值達

到1.3萬億美元，進出口貿易額約1.5萬億美元。作為重要的交通樞

紐，該區域擁有世界級的海空港群，機場年旅客輸送量接近1.4億

人次，港口集裝箱輸送量接近7,200萬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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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具有突出的制度優勢。珠三角始

終擔當內地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重任，是全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市

場體系最完備的地區。在此基礎上，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

區納入城市群後，增添了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完全市場

化和與國際接軌的經濟制度優勢。 

 

第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具有產業集群優勢。珠三角已發

展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全

國科技創新與技術研發基地。隨著港珠澳大橋等交通基礎設施的

建設，珠江口西岸城市群與港澳地區的融合進一步深化，珠三角

區域一體化將進入全新發展階段，形成具有高端、開放、創新特

點並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灣區經濟新形態。 

 

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路徑 

 

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中，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

等主要城市各有側重，可以加強分工合作，共同打造完整產業鏈。 

 

香港作為區內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培育了金融服務、旅遊、

貿易及物流，以及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等支柱產業，

同時擁有對接國際的法律、營商環境和大學資源等深厚積澱，在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將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澳門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也是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

務平台，可以進一步豐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經濟結構，增加城

市群產業鏈的多樣性。 

 

廣州和深圳是重要的國際航運中心，深圳亦具有科技先行者

的優勢及對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堅持，在高新科技發展上具有領先

地位。廣州則擁有省內重點大學和省級研究機構，且廣東一直對

研發活動和製造業發展甚為重視，珠三角地區亦有完善的製造業

產業鏈，背靠龐大的內地市場，逐步從勞工密集型加工區域，轉

型為創新驅動的製造區域，具備良好的客觀條件，成為打造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非常重要的腹地。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將進一步推進粵港澳經濟融合，

一方面，主要城市可在分工合作的基礎上共同打造創新科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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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包括合作進行科技研發、知識產權保護、科技融資等金融及

專業服務，以及科技產業管理和運營模式創新。另一方面，將進

一步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在現代服務業方面展開深度合

作，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現代服務業基地。 

 

三、廣東自貿區和前海、南沙、橫琴是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合作的重要平台 

 

發揮廣東自貿區和前海、南沙、橫琴的政策優勢，加速粵港

澳大灣區城市群產業融合。廣東自貿區於2015年4月正式掛牌，在

實現粵港澳深度合作前提下加強對外開放，並以負面清單及備案

制度簡化外商投資管理。目前，香港可通過CEPA優惠政策在製造

業相關服務、電信服務、金融服務、法律服務、技術測試和分析

服務等方面更快一步進入內地市場，加上廣東自貿區的對外開放

政策，以及在CEPA框架下深化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措施，將

進一步擴大香港企業進入廣東以至整個內地市場的空間。 

 

廣東自貿區亦重點深化粵港澳金融合作，積極推進跨境人民

幣業務發展，有利於提升香港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地位。同時，

香港是內地企業、特別是粵企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商貿平

台，隨著廣東自貿區積極引領珠三角地區走出去及轉型升級，有

關發展趨勢將為香港服務業者帶來更多機遇。而且廣東自貿區規

劃不同措施推進粵港澳共同開拓國際市場，並加強連繫海上絲綢

之路沿線經濟的貿易往來，有利於香港鞏固作為亞太地區的貿易

及航運樞紐地位，並繼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和融

合。 

 

總括而言，今次把香港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表明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香港未來在國家發展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重視加強內地與香港的交流合作，著力支持香港發揮獨特優勢，

提升自身競爭力。因此，香港各界應抓住機遇，做好與國家戰略

的對接，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交匯點，在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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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報告 

 

1.  債務上限或拖慢聯儲局加息步伐 
卓亮 03.07 

2.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金融合作最為關鍵 
應堅 03.06 

3.  “特朗普交易”推高美國加息預期 
劉雅莹 03.02 

4.  從基礎貨幣的變化看貨幣政策的新操作 
戴道華 03.02 

5.  中國債券市場正日趨豐富與成熟 
孔玲 03.01 

6.  從中期人口統計看香港市民的住屋情況 
蔡永雄 02.28 

7.  市場波動難阻綠色金融井噴式增長 
孔玲 02.23 

8.  內地政策新動向 利人幣匯率階段性趨穩 
柳洪 02.23 

9.  2016年香港經濟再勝預期 
蔡永雄 02.22 

10. 對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解讀 
戴道華 02.21 

11. 美國加息預期升溫會否改變貨幣政策正常化路徑? 
鄂志寰、黃思華 02.20 

12. 貨幣市場長短期利率出現“剪刀差”走勢 
劉雅莹 02.17 

13. 評估特朗普可能的對華匯率新策略 
戴道華 02.15 

14. 內地國企混改提速 或成A股雞年新動力 
蘇傑 02.15 

15. 
經濟增長預期和投資氣氛改善 

2017年私貸市場有望穏定增長 黃靜萍 02.15 

16. 從 1月份内地信貸數據看對港貸款市場的影響 
王鎮強 02.15 

17. 彭博推出中國債券指數有助資金流入境內債市 
羅羽庭 02.10 

18. 特朗普將如何整頓美國金融監管？ 
張文晶 02.09 

19. 美國口頭上的強美元政策不再及其影響 
戴道華 02.09 

20. 
心理防綫？整數關口？ 地外匯儲備降至 3萬億美元以下的

政策含義 鄂志寰 0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