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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C文件第 8/21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四十六次會議 

議程第 2 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 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 

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介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建設和特區政府的

工作重點。 

背景 

2. 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下的重大發展戰略，對國

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和堅持改革開放肩負重大意義，也是豐富「一國

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目標是進一步深化粵港澳合作，充分發揮

三地綜合優勢，促成區內的深度融合，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建設

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 

3. 2017 年 7 月 1 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為大灣區建設訂下合作目標和原則，亦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Framework_Agreement.pdf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Framework_Agre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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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合作的重點領域。2018 年 8 月 15 日，由韓正副總理主持的「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為推

進大灣區建設提供頂層設計，並加強對大灣區發展的統籌協調。領導

小組及後於 2019 年舉行的兩次全體會議後推出 24 項政策措施，全屬

普及惠民及便利香港不同界別到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施，當中絕大部

分措施已經落實。中央政府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公布《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是大灣區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闡明發

展的原則和範疇。《規劃綱要》明確指出，香港是大灣區四大中心城

市之一，與澳門、廣州、深圳一同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繼續發

揮比較優勢做優做強，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 

 

特區政府的工作重點 

 

4. 在特區政府的架構中，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任主席、成員

包括所有司局長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全面統籌香港

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事宜，包括擬訂策略性目標、政策措施和具體的工

作計劃等。行政長官在《2020 年施政報告》中指出，特區政府獲得了

中央的全力支持，就進一步推動大灣區建設提出了極為豐富，包括不

同領域的政策措施，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鞏固和提

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完善港深陸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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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建設、支援港企開拓內地市場、支持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

業創業等。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20 年 11 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批准後，已正式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主要負責加強與內地

當局的聯繫和特區政府的內部協調，以及促進與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

加強有關大灣區建設的宣傳推廣工作。有關特區政府推動大灣區發展

各方面的工作，詳見附件。 

 

未來路向 

 

5.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區會繼續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從而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為香港社會各界帶

來發展新機遇。 

 

徵詢意見 

 

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21 年  9  月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
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

2021年9月

附件



面積
約5.6萬平方公里

人口
逾8 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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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接近17,000億美元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根據廣東省及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提供的最新數據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性

01 02 03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香港作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
所發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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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基本原則：創新驅動，改革引領；協調發展，統籌兼顧；綠色發展，保護生態；開放合作，互利共贏 ; 共享發展，改善民生；以及「一國兩制」，依法辦事。



七個發展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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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建設國
際科技創新
中心 2. 加快基礎

設施互聯互
通3. 構建具有

國際競爭力
的現代產業
體系

4. 推進生態
文明建設

5.建設宜居
宜業宜遊的
優質生活圈

6.打造世界級的
營商及投資環境
以支持「一帶一
路」建設

７ . 共建粵
港澳合作發
展平台



香港的定位

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
中心功能

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

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

打造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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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
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
• 第三十一章：積極穩妥推進大灣區建設
• 第六十一章：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 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包括：
• 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
• 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
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

• 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 支持香港服務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
• 首次加入了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
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
心，以及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 深化擴大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加強內
地與香港各領域交流合作，並首次把深港河套納
入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設

• 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國際循環的
「促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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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方案》和《橫琴方案》

•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 目前，在前海註冊的港資企業多達11500家
• 以金融業、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專業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為主

•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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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大幅擴展至120.56
平方公里

• 推動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
• 加快在前海建立與香港聯通、國際接軌的現代服務業體制

• 《橫琴方案》
• 特區政府會通過港澳政府的合作機制，探討香港可如何為《橫琴方案》的實施提供支持並
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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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日中央公布的8項政策措施



2019年11月6日中央公布的16項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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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 「跨境理財通」

• 把在香港上市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和
內地科創板股票納入「互聯互通」

• 香港保險業在大灣區設立售後服務中心

10

香港特區政府的最新工作重點: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發展項目

• 推動大灣區空運交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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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區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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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人員往來及完善港深陸路口岸建設

• 「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計劃」

• 優化落馬洲╱皇崗口岸

• 深圳灣口岸24小時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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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香港企業及專業服務業界開拓內地市場

• 推出「GoGBA」平台支援港商開拓大灣區市場

資訊（例如大灣區相關的市場情報及商務規條）
培訓及小組諮詢服務（例如行業專家或專業顧問交
流）
線上線下推廣活動（例如實體展覽、推廣活動
和電商平台）

• 成立「泛大灣區外來投資聯絡小組」

由投資推廣署聯同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對口單位制定
全面的聯合外來投資業務建議

14

「GoGBA」微信二維碼



支援香港企業及專業服務業界開拓內地市場

• 透過培訓和營運「網上香港設計廊」協助港商進軍
內地大型電商平台

• 「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
預留5,000萬元，資助主要專業團體參與由特區
政府、貿發局及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舉辦的相
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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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香港青年於大灣區發展事業

•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 「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 「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體驗
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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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內地當局的聯繫

加強特區政府的內部協調

加強與持份者的溝通

宣傳推廣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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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資源

專題網站
(www.bayarea.gov.hk)

微信公眾號
(WeChat ID: HKCMAB)

Facebook 及 Instagram專頁
(@hk.bayarea)



線上資源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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