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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一国
两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
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
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 

“优化提升中心城市。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
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
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建设重要节点城市。支持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
江门、肇庆等城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增强
城市综合实力，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有竞争力的重
要节点城市。”

“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
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
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
产业重要策源地。”

“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建设世界级机场群、畅通
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

“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
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
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
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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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 18 日，万众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全文发布。自

2018 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即将出台的消息不绝于耳，大众寄予的深切期待也与日俱增。在

此期间，粤港澳合作事宜“成熟一项，推进一项”的模式亦不断在合作发展中取得进展，2018 年下半

年广深港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及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更令贯穿珠江口东西两岸及粤港澳三地的基础设施

建设迎来突破性的成果。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千呼万唤的规划纲要终于落地时，我们发现超出

预期的惊喜似乎并没有太多，不论是区域合作的方向还是中心城市的划定都与此前的预期基本吻合，

但同时也反映出规划纲要本身对市场及现状的尊重，毕竟大湾区的定位是建立在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基

础之上的——发挥现有的优势，谋求更深入全面的合作融合以增强整个区域的发展动能，甚至将这种新

的动能辐射影响到更广阔的范围。再细细研读，洋洋洒洒近 3 万言的规划纲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布局、

科创中心、基建交通、产业体系等多方面均做出了明确指引，为大湾区建设工作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必然推进湾区发展全面迈入新阶段。

数据来源：
各地统计局
面积单位：
万平方公里
人口单位：
万人，截至 2017 年末



2014 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
告首次提出“湾区经济”，
把粤港澳城市群勾连起的湾
区作为一个整体规划

2015 年 3 月， 在 国 家 发
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
合发布的一带一路相关文
件中，国家层面首次提出
要“深化与港澳台合作，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16 年，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之中

在 2017 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提出“研究制定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
划”

2018 年 8 月 15 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举行第一次
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任组长，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澳门特首
崔世安均担任小组成员

2018 年 9 月 23 日，广深港高
铁全线通车

2018 年 10 月 23 日，港珠澳
大桥正式开通

2019 年 2 月 18 日，《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发 展 规 划 纲
要》正式出台

2009 年，《大珠三角城镇群
协调发展规划研究》首次将“湾
区发展计划”列为空间总体布
局协调计划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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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一国两制’下，
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
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
良好局面尚未形成”。 

放眼全球，不管是旧金山湾区还是纽约湾区都通过成立传统行政管理

体制之外的跨区域性机构从规划、协调等多方面推进区域融合。在广

东省内部，珠三角协调发展的步伐推进已久，城市间体制、制度等方

面无太多差异，合作密切；而粤港澳的全面融合则面临与此不同的方

方面面的挑战。不难发现，在规划纲要全文中，“港澳”二字出现频

次高达 224 次，远远超过“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出现频次，但 “粤”

和“广东”分别出现 143 次、22 次，相比可见，在整个大湾区的融

合发展中粤港澳地区间的融合乃重中之重，也将会是未来湾区发展的

挑战所在。规划纲要还指出，“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要加强沟通协商，稳步落实《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

架协议》与本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清晰可见对粤、港、澳三方

增强对话沟通协商合作以消除壁垒、探索新模式、激发新动能的要求。

尽管本次文件并没有对具体的合作协调模式抑或是制度层面可能的调

整方向做出明确指示，但方向和要求的提出意味着未来在规划纲要的

指引下，涉及各领域的湾区协调机制和具体落实举措将持续出台，从

货币、金融、法律、发展思路等多方面推进粤港澳三地的对接。

1. 
推进粤港澳三地全面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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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提升中心城市。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能够提供最便捷的国际融资服

务，对大湾区乃至全球极具辐射影响力。同时，香港拥有众多一流的高校和高端科技研机构，在科技研

发、知识产权和相关运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是打造粤港澳科创湾区的源头支撑力量，此外其国际航运、

航空枢纽的地位也极具影响力。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经

济日趋多元化，对推动大湾区建设亦具有重大意义。广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

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具有深厚的积淀，扎实的产业基础及丰富的科研人才资源为城市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内驱力，为湾区建设提供多方位的支持。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科创板块中可谓翘楚，

不论是高新技术产值还是其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在各大城市中都居于前列。龙头企业、高成长的初创型

企业及上下游的中小型企业共同构筑了深圳科创产业持续发展的企业梯队。这都令我们相信，深圳将逐

渐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

深圳

澳门
香港

广州
国家中心城市和综

合性门户城市

国际商贸中心、综

合交通枢纽功能

科技教育文化中心

国际大都市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

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

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

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

值方向发展

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

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

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

国家创新型城市

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

2.
中心城市发挥重要的核心引擎带动作用

不同于其他多数湾区经济体明确

单一的中心城市带动，粤港澳大

湾区在“一国两制、强市鼎足而立”

的特殊背景下，既出于国家发展

战略考量，也以实际发展情况为

依据，确立了港、澳、广、深四

大中心城市，每一城都实力雄厚

并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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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货币单位 GDP(2018)
（万亿）

GDP增速
(2018)

人均GDP
（万）

深圳 RMB 2.42 7.50% 19.33

广州 RMB 2.29 6.31% 15.77
佛山 RMB 0.99 5.72% 12.98
东莞 RMB 0.83 9.19% 9.92
惠州 RMB 0.41 7.11% 8.59
中山 RMB 0.36 5.90% 11.14
珠海 RMB 0.29 8.95% 16.51

江门 RMB 0.29 7.81% 6.36

肇庆 RMB 0.22 4.35% 5.35

香港* HKD 2.66 3.80% 36.02

澳门* MOP 0.40 9.10% 62.30

湾区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离不开城市协同机制的深入作用，除了核心城市的发展壮

大，其他城市在协同机制的带动下也将逐渐消除市场分割和过度竞争，实现功能互补。对比珠江东西两

岸的发展现状，广州东部和中部—东莞—深圳—香港这条黄金轴线上集聚了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高科技产业，使得东岸优势突出。在珠江西岸，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及可能建设的深珠跨海通道

等重大基建项目是加强东西两岸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未来，便捷的交通将增强东岸核心城市对西岸的

辐射带动作用。规划纲要指出，“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支持佛山深

入开展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在交通、产业的强力带动下，湾区西岸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建设重要节点城市。支持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
肇庆等城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城市综合实力，
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

3.
规划重要节点城市，珠江西岸迎来发展提速

* 香港、澳门为 2017 年数据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公开发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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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系列研究报告之《科创内核驱动湾区

发展》中所说的“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础和世界知名湾区发

展特点可以看出，粤港澳已经具备打造科技湾区的条件——科

研教育、创新创业、生产制造、资本集聚等，而广州、深圳、

东莞、香港等地恰恰具备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优势，将共同而有

效的促进产学研结合、企业发展及创新成果的转化。”

规划纲要指出，“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

廊建设，探索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

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和国际

化创新平台。”实际上，处于广深段的科创产业融合已深入开展，

目前深圳作为科创中心产业外溢对东莞的带动、广州密集的教育

资源对深圳的支持等不胜枚举，随着科技走廊延伸至香港、澳门，

相信其将成为打造粤港澳国际科创湾区的核心带动力量。

规划纲要同时指出，“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

和重大创新平台在大湾区布局建设、支持设立粤港澳产学研创

新联盟、研究实施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出入境、工作、居住、物

流等更加便利化的政策措施，鼓励科技和学术人才交往交流。”

依托于坚实的发展基础，配合一系列更加全面的支持措施，全

球科技创新高地发展前景可期。

“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集聚国际创新资源，
优化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
重要策源地。”

4.
深度融合强化发展科创产业，打造完善的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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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互通互联是湾区融合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多项增强湾区联系的重大工程得以快速推进。除

已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项目外，穗莞深城际预计 2019 年全线通车，并预留南延至前海的

条件，虎门二桥预计 2019 年通车，深中通道计划 2024 年通车，进一步联通东西的深珠通道的构想也

已被提出。根据《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三五”规划》，预计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运营

里程将从 2016 年的约 5600 公里提升至 2020 年的 8800 公里，铁路运营里程将从大约 3200 公里增至

约 4400 公里。规划指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增强广州、深圳国际航运综合服务功能”，

将进一步提升核心城市的辐射力和综合竞争力。赣州至深圳、广州至汕尾、深圳至茂名、岑溪至罗定

等铁路项目建设也将促进大湾区辐射更为广阔的腹地。广东正在按照国家要求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际

（铁路）建设规划，计划于 2019 年上半年出台，以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为重点。可以预期，大湾区城际

铁路将较原有规划更加发达密布，而结合规划纲要提及的近期至 2022 年的目标，我们预计未来四年粤

港澳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大提速。

“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建设世界级机场群、畅通
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

5.
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数据来源： 
《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十三五”规划》
戴德梁行研究部

粤港澳大湾区
主要城际铁路网



1 0     戴 德 梁 行 研 究 院

前海、南沙、横琴作为湾区融合的示范区，此前已取得不少成果——至 2018 年末，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引进港澳企业 10,800 家、南沙和横琴自贸区也分别有 2872 家、2744 家，且港澳企业增加速

度不断提升。

“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平台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
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

6.
合作平台迎来发展利好，重点区域前景可期

三大合作发展平台出现频次及关联词

共同点：
加快推进开发
建设

内地与港澳深
度合作示范区

支持澳港金融
机构设立经营
机构

港澳创业就业
试验区

•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港澳创业就业基地
•	强化引擎作用
•	修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
•	扩展前海发展空间，并在新增范围内实施前海有关支持政策
•	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探索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
•	设立口岸
•	支持国际金融机构设立分支

•	支持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重大创新载体建设
•	南沙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港澳创业就业基地
•	全球进出口商品质量溯源中心
•	新增建设用地
•	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和国际交流平台
•	华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地	
•	粤港产业深度合作园

•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	横琴口岸（探索澳门莲花口岸搬迁）
•	国际休闲旅游岛，便利旅客往来横琴与澳门，
•	澳旅游从业人员可至横琴服务	
•	港澳物流园；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粤澳合
作产业园、粤澳信息港粤

•	中拉经贸合作平台	
•	支撑澳门发展跨境电商

•	便利措施：
港澳及外籍医务人员可至横
琴执业 
珠澳在横琴生活，澳医保可
覆盖
澳民和企业参与横琴民生项
目开发和管理 
为澳民提供医疗基金 
澳门子弟学校
外国人签证居留证件签发权
完善澳车进出横琴

“前海”
14 次

“南沙”
14 次

“横琴”
22 次



已集聚多重发展利好的三地再次作为粤港澳合作发展重大平台被寄予厚望。规划指出，“研究进一步

扩展前海发展空间、联动香港构建开放型、创新型产业体系，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联动香港打

造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可以预计，前海的发展空间、产业前景、配套政策

及服务等都有望迎来进一步的利好。南沙、横琴作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在“构建‘半小时交通

圈’、 打造华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地、高水平建设珠海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等一些新的重大举措下，

也将全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此外，规划纲要还明确了落马洲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毗邻的深方科创园区、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

江门银湖湾滨海地区、东莞滨海湾地区、佛山南海区等多个区域的重点发展方向，作为湾区合作发展

的重要平台，这些区域的发展无疑会迎来更多的利好与支持。

整体来看，涵盖了宏观发展方向及诸多具体措施的规划纲

要将引领粤港澳大湾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紧随其后，相

信一系列专项规划、政策措施等将会持续出台，推进规划

纲要的落实，促进湾区加速发展，一个充满活力和国际竞

争力的一流湾区将最终呈现。

《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 解 读     1 1



1 2     戴 德 梁 行 研 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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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资本市场、工业物流、零售商业等，张晓端也是我们大中华
区住宅卓越中心的负责人。如对戴德梁行华南及华西区和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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