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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法：粵港澳大灣區 合作與競爭並存 

 
【明報文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以後，香港各界反應熱烈。規劃有兩個

主要目的：第一，充分發揮粵港澳綜合優勢，提升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

作用；第二，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明確了

大灣區發展的戰略定位是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宜居

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同時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

範區。 

 

多年以來，香港是以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工商業支援及專業服務業、旅遊業為經

濟支柱產業，社會也一直在探討香港經濟的轉型，但沒有找到明確的發展方向。近年來，

全球經濟形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中國內地經濟崛起，內地城市急促發展，同時全球化有

倒退迹象，貿易保護主義日趨嚴重，使中國大陸經濟與香港經濟的未來發展，面臨重大的

挑戰。這次大灣區規劃，基於香港跟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優勢，實現優勢互補，共同推進

粵港澳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為香港創造了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區域城市分工 香港定位明確 

 

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為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規劃提到各城市定位，各有分

工—— 

 
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

際大都會； 

 
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 

 

廣州：國家中心城市，全面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

化中心功能，着力建設國際大都市； 

 



深圳：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城市，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

新創意之都。 

 

四大中心城市的表述，反映了各市政府的發展目標，功能上有一定分工。香港定位的表述，

也非常符合各界的期望，其中也隱含了城市合作的機遇與可能的競爭。香港對廣州培育提

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例如香港科大廣州分校）、對深圳建設國際化城市和創新創意之都，

可以發揮重大作用（例如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廣州加強綜合交通樞

紐功能，進一步發展廣州機場與廣州港，香港國際機場需要加快發展，鞏固國際航空樞紐

地位。 

 
需解決制度配套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以大灣區的整體利益出發，強調加強大灣區城市之間的合作，攜手

打造世界級城市群，其中牽涉到很多具體的合作。對於香港來說，主要是利用大灣區為香

港的企業與市民提供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也為香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機遇。合作方面

已經有很多討論，主要包括幾個方面，一個是進一步穩固香港的金融、航運、貿易、航空

樞紐中心地位，比如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空域合理協調規劃，充分發揮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

系統的潛力。 

 

第二個方面，就是香港的企業與市民在粵港澳大灣區創業發展、工作與居住，有很多制度

配套與安排需要解決，包括港人在大灣區的市民身分，同居住有關的福利問題，包括教育、

醫療、住房、社保養老等方面。 

 

如果港人在大灣區長期居住與工作，理論上應該獲得內地居民的所有同等待遇，使他們可

以安心在大灣區工作。同時，港府也應該繼續支援在內地工作與生活的港人；回鄉證的設

計也需要升級，使它能同內地居民身分證一樣，廣泛使用各種電子服務（如購買高鐵票或

者直接乘搭高鐵）。 

 

第三個方面，就是香港與大灣區城市的互通。香港是地方小、人口密集的城市。廣東的珠

三角人口眾多，腹地遼闊。所以在兩地人流、車流互通的時候，兩地不應該是完全對等的

流動安排。可以利用珠三角比較大的腹地，給香港提供更多的開放措施，比如容許香港的

汽車「自由行」。就像現在，香港市民可以用回鄉證自由出入內地，內地居民是通過一定

的管制進入香港。這樣才可以發揮最大的作用，同時減少對香港的負面影響。 

 

需避免城市間惡性競爭 

 
在創科合作方面，很多合作可以在大灣區的珠三角城市進行，但是不少交流合作活動也需

要在香港進行，特別是在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為方便內地專才來香港

交流或短期合作，需要為內地專業人士提供便利的入境香港安排，有需要時可以快速申請

簽注，前往香港。 

 



但是，城市之間的競爭將繼續存在。良性競爭要支持，每個城市增強自己的實力，然後發

揮所長；需要避免的是惡性競爭，或者是以犧牲其他城市利益為出發點的競爭。大灣區需

要從整體上協調各個城市的發展。從大灣區規劃內容來看，香港、深圳、廣州都在發展港

口與機場，需要從國家層面、粵港澳大灣區的層面，做好合理的安排，使大灣區的航空服

務能夠進一步提升，同時也不會造成過度的投資、造成不必要的剩餘能力。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提供歷史性的發展機

遇 合作與競爭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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