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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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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合作 V1.0 (從城市間合作的角度)

大灣區規劃 V2.0 (從整個地區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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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區內進出口貿易額達1.5萬
億美元，港口集裝箱超過7200萬標箱空

航空客運 香港 8 廣州15 深圳39
航空貨運 香港 1 廣州19 深圳24
貨櫃港口 香港 5 廣州 6  深圳 3

廣東省9個城市是中國經濟活力最強
的區域之一

具競爭力的大灣區城市群

廣東目前已與港澳形成，先進製造業和
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

173所大學, 6所高校進入全球100強
(QS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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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意義 6

輻射周邊鄰國(如東盟地區)，為
睦鄰富鄰和推動地區協開路

為「㇐帶㇐路」橋頭堡，讓
輻射範圍周邊伸得更遠

面對逆全球化浪潮，大灣區將是
國家全球發展主要基地之㇐

為中國進㇐步改革開放探路，繼續發
揮大灣區領頭羊角色

以大灣區拉動及輻射整個華南地
區，並與⾧江經濟帶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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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經濟總量追平東京灣區
2030年，成為世界GDP總量第
㇐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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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告之㇐/ 新華網：粵港澳大灣區迎萬億級基建投資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7/11/c_1121297171.htm

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占全國土
占地面積不足1%，人口數量不足
全國總人口的5%，卻創造了全國
國內生產總值的13%



粵港澳合作

前店後廠

垂直分工

1978-2003

服務貿易自由

橫向整合

2003-2016

多中心發展

參與國際舞臺
2016-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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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告之㇐
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70629/herald/199244b01be260937ee9341460f50e09.html



改革開放以來合作
已久港人從深圳開
始，到廣東省各地
投資設廠

歷史關係密不可分

香港這個融資平臺已
是廣東企業“走出去”
的首選

廣東省各市是
很多香港人的
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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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的血脈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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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 6800 萬(大約多於
世界排21 的英國總人口) 

 GDP: 130000-14000億美
元 (接近世界排11的韓國、
排12的西班牙的GDP)

 人均GDP: 21000 美元
(與世界排第40 的葡萄牙
接近)

大灣區的潛力
-大灣區是協同創新的利益共同體



2017-
2018

• 2016年年底，發
改委《關於加快
城市群規劃編制
工作的通知》，
提出於2017年啟
動「珠三角灣區」
城市群規劃

• 2017,18年李克
強總理的《政府
工作報告》

• 2017年十九大
• 2018 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領導小
組，香港及澳門
特區行政⾧官為
成員

• 西九高鐵站通車
• 港珠澳大橋通車

2015-
2016

• 2015年3月，國家
發改委、外交部和
商務部就聯合發佈
《推動共建絲綢之
路經濟帶和二十㇐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願景與行動》文
件，將「打造粵港
澳大灣區」列入

• 2016年3月，國務
院印發《關於深化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的指導意見》- 共
同打造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世界級城
市圈格局

2009-
2014

2000s

1990s

1980s

• 1980年改革開
放

• 南邊沿海城市
先富起來

• 香港㇐度利用
珠三角地區的
勞動力優勢發
展低端製造業

•前店後廠

•三來㇐補

•內地企業開始
來港上市

• 香港在研發、
金融和商務服
務等方面向內
地企業「輸
血」，內地企
業通過轉型升
級延伸反哺香
港，延伸香港
的產業鏈條，
拓展香港發展
空間

• 2009年廣東
省委書記汪洋:
「廣佛肇」、
「珠中江」及
「深莞惠」3
個經濟圈規劃
(包括河套區)

• 2014年深圳
市政府報告提
出「大灣區」
概念

• 2016年9月，發改委
《關於貫徹落實區域發
展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
展的指導意見》，廣東
省港澳共同編制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

灣區合作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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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12

合作宗旨：
全面準確貫徹“㇐國兩制”方針，完善創新合作機制，
建立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廣東: 強化廣東作為全國改革
開放先行區、經濟發展重要
引擎的作用，構建科技、產
業創新中心和先進製造業、
現代服務業基地

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合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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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聯手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共建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 支持重大合作平臺建設

香港: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強化全球
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功能，推動專業服務和
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
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澳門: 推進澳門建設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建設以
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
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促進澳門
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總體: 努力將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
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
範區，攜手打造國際㇐流灣
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合作重點
領域：



大灣區的創新與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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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不在的電子支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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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眾銀行

累計發放: 1.1 萬億元 1.3億筆
服務人群: 77%非白領 79%大專及以下
使用習慣: 平均期限48天 54%非工作時間
使用金額: 筆均金額8200元 73% 利息<100元



智慧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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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政務 (廣州) 19



泊車應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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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無人機



無人船 (珠海) 23



24生物科技 (香港) (深圳) 



機械人 (佛山) 25



轉廢為能(佛山) 26



變壓器與大型冷凍設備 (江門) 27



散裂中子源 (東莞)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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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
–把設計
變成量產



電子製造及石油化工 (中山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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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是大灣區發展的主要任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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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深化的優勢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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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統計處)

深圳
(深圳市統計局)

廣州
(廣州市統計局)

澳門
(統計暨普查局)

GDP-2017
（百萬元）

HK$ 2,662,637 HK$2,684,307 
（￥2,243,839）

HK$2,572,424 
（￥2,150,315）

HK$392,426 
（MOP$ 404,199）

GDP-2016
（百萬元）

HK$ 2,490,703 HK$2,179,137
(￥1,949,260 )

HK$2,185,268 
(￥1,954,744)

HK$351,714 
(MOP$ 362,265)

GDP增⾧-2017 6.9% 8.8% 7.0% 11.6%

GDP增⾧-2016 3.9% 9.0% 8.2% 0.0%

人均GDP-2016 HK$ 339,490 HK$187,154 
（￥167,411）

HK$158,671 
（￥141,933）

HK$544,576 
(MOP$ 560,913)

人口-2016 7,377,100 11,908,400 14,043,500 644,900

面積-2016
（平方公里）

1106.3 1 997.27 7,434.4 30.5

34*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狀況

匯率： 2017年12月29日 100 HKD=83.591CNY      100HKD=103.00MOP ;                                               2016年12月30日 100 HKD=89.451CNY        100HKD=103.00MOP  
澳門金融管理局：http://www.amcm.gov.mo/zh/financial-information/exchange-rates ； 國家外匯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sy/tjsj_hlzjj_inquire



35評核大灣區主要城市的競爭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狀況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告之㇐
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70629/herald/199244b01be260937ee9341460f50e09.html



評核大灣區主要城市的競爭力

地區
項目

香港 深圳 廣州 澳門

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2016年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 2 3 5 15

2016中國城市成長競爭力排行 15 1 6 N/A*

2015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十強 2 1 4 9

可持續競爭力指數十強 1 4 6 5

宜商城市競爭力十強 1 5 4 N/A**

文化城市競爭力十強 1 N/A** 6 3

全域城市競爭力十強 1 3 8 2

信息城市競爭力十強 4 3 1 N/A**

36資料來源：《GN中國城市綜合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 《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6：新引擎: 多中心群網化城市體系》
*表示排名在30名之外 **排名在10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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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產業群的競爭力及短板
-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狀況

 經濟總量超過三藩市灣區，接近紐約
灣區

 進出口貿易額是東京灣區3倍以上
 區域港口集裝箱輸送量是世界三大灣

區總和的4.5倍
 陸地面積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三

藩市灣區的2.6倍、1.5倍和3.1倍
 人均GDP只有紐約灣區、東京灣區、

三藩市灣的32%、41%和18%，經濟
密度只有它們的46%。

 總體經濟增⾧在7%以上，2016年經
濟增速分別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
三藩市灣區的2.26倍、2.19倍和2.93
倍。

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告之㇐
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70629/herald/199244b01be260937ee9341460f50e09.html



粵港澳的優勢互補 38

廣東省
人文匯萃、歷史悠久
• 產業體系比較完備
• 製造業基礎雄厚

• 大灣區的製造業中心
• 優質產業群已有實力向世界出發

香港:
• ㇐流的世界知名大學，彙聚人才和專才

• 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
• 與國際接軌配套，助灣區內企業“走出去”

法律資訊、設計優勢

澳門:
• 國際旅遊休閒中心

• 與葡語系地區商貿合作的主要平台
• 可助灣區內企業把握葡語系地區的市場

深圳
• 科研及產業創新方面發展速度驕人
• “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經濟佔

GDP比重為50.4%
• 5,500多間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包

括騰訊、華為等）所在地
• 為灣區內的科研基地

為大灣區發展建立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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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指數研究院：GDP直逼紐約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時代來臨/ 珠海市經濟合作促進會
http://news.fang.com/open/25358270.html/ http://www.sohu.com/a/147995258_552676

粵港澳大灣區
各產業的競爭力



經濟和環
境協調發
展，地理
位置優越

製造業中
心 ( 內貿
型 )

製造業中心
( 外貿型 )

地域廣闊，
有望通過城
市群 融合在
製造業方面
取得突破

電器機械、紡織服裝、
先進 裝備等製造業

電子製造和石油化
工為支柱

傳統製造
業為主

珠海 佛山

東莞

中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41



大灣區跨海交通

世界最長跨海大橋，全長55公里，

由跨海橋樑和海底隧道組成。30

分鐘到香港、珠海、澳門，已全線

通車。

港珠澳大橋
全長12.89公里，珠三角核心區域

過江要道，預計2019年通車 。

虎門二橋
全長24千米，未來深圳至中山行

車時間僅半個小時，預計2024年

通車 。

深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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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灣區未來發展的㇐些想法



粵港澳大灣區: 全球獨㇐無二完整產業鏈

基礎科研
香港、廣州、深圳

空運和海運能力 – 大灣區

融資 – 香港、深圳

高端製造業
廣州、東莞、惠州

國際貿易配套和市場化 – 香港

品牌及設計、文創 – 香港、廣州

44



未來方向：發展成為面向環球的
互聯網+ 創新創意產業群

45

參考大倫敦創意城市群、三藩市灣的
高新工業產業群的經驗，營造
創新深圳 + 創意廣州 +旅遊珠海 + 東
莞惠州製造+ 健康中山 + 輻射全粵 +
從港澳面對向世界
在新全球化下
具競爭力的互聯網+ 產業群



人流 物流

資金流信息流

以促進四流為目標的制度創新 :
46



大灣區發展方向 - 世界第㇐的灣區品牌

47

香港專業人才與
內地企業㇐同
「走出去」

㇐帶㇐路專業服務中心

發展跨境金融
科技

金融科技中心
創新智造市場

化產業鏈

工業4.0



建設「灣區」品牌

放棄城市本位
以「灣區」

本位
規劃發展

建立「灣區
人」身份

塑造「灣區」
文化

多辦「灣區」
為本位跨境

活動



例:創新資源分享，互相利用其
政策優勢，加快政策落實速度

靈敏高效合作機制

跨區基建

城市間交通規劃合作

土地資源及人力資源擴容

土地和資源集約利用

產業優惠互補 (金融+創科產
業)

新興產業錯位發展

未來發展方向 49



未來產業的發展

50

分工

促進發展

價值創造

南方網：從粵港澳大灣區看房地產前景之㇐：區域價值前景
http://house.southcn.com/mjmb/yum/content/2017-09/26/content_177807431.htm



未來產業的發展

先進製造業 現代服務業



未來產業的發展

52

• 與灣區城市合作

• 與其他國家合作

• 與其他地區合作

• 開放式創新與產業集群

國家合作

地區合作



創新協調機制



促進要素流動
在大灣區內某
些試點，適當
開放對某些境

外網站限制

打造香港成為「國
家數據安全港」

粵港澳三地手機跨
境數據/通話不再漫

遊收費

「大灣區通行證」(不分國藉)
予商務/科教人士及家屬

允許合資格專業人士在
大灣區開業、執業

取消「㇐周㇐行」安排

不再限制跨境
車輛只能於指
定口岸過關

「港澳台
居民

居住證」

容許公積金、
保險于大灣
區自由流動

“港人港稅，
澳人澳稅”



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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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園 – 中科院院士工作站
中醫藥科技產業發展平台

“㇐帶㇐路”建設
對接融會支撐區

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

充滿活力的
世界城市群

內地與港澳
深度合作示範區

宜居宜業宜遊的
優質生活圈

打造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 - 「廣州 - 深圳 - 香港 - 澳門」科技創新
走廊

56



• 瞄準世界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前沿，建成全球

科技創新高地。

• 中央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科

學園建立建立中國科學院院屬研究機構 - 中

科院院士工作站

• 支持澳門建設中醫藥科技產業發展平台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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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59
來源：
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8/0514/1
65940.html

國家科技計畫可直接資助港澳科研活動



60
河套區的創科發展



大灣區科技+金融 & 
金融+科技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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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融合的價值鏈



63大灣區: 前海 深港金融+科技合作

• 跨境電子支付系統
• 區域性平台應用，以降

低實體及電子商貿的交
易成本為目標

發展金融科技
• 發展網路安全和區塊鏈技術項目，進

行“概念驗證” (以大資料分析可行性)
• 訂立網路防衛評估框架
• 訂立跨境金融科技協議 (Protocol) 
• 加強在金融後台服務設施等金融基建

合作方面及輸出

研究訂立尖端科技協
議框架

• 成立試點促進跨境電子商貿
(包括更多實體產品)

• 研究知識產品的跨境電子貿易
• 研究成數據特區

促進物流、資金流、
資訊流

香港的“國內”+“境外”
雙重優勢，落實有利
於兩地金融市場發展

互聯互通措施

落實金融互聯互通



前海創新創業機遇

前海青年夢工場(Qianhai  E-Hub)作為服務深港青年的國際化創新創業社區，建立集“運營顧問、園區管理、金
融服務、資金扶持、基礎建設”五位於㇐體的組織架構，這充分體現了“深港合作、公益、市場”三個特色要素。
同時通過搭建“三大資金平台”，即可接受社會捐助的公益基金會平台、允許企業參與的市場創投基金平台和爭
取國家、省、市財政專項支持的政策資金平台，打造創業孵化全產業鏈。

截至2018年第㇐季度，夢工場累計孵化創業團隊304家，其中港澳國際團隊158家，56％的創業團隊獲得融資，
累計融資超過14億元人民幣。其中，微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僅三個月便成功獲得首輪融資，並在夢工場的幫
助對接下，與富士通等國際知名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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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的創新創業土壤

前海深港(國際)智慧科創基地

成功申請深圳首批雙創基地

創投生態優勢突出

前海政策優勢明顯

深港合作國際化接軌

整合資源規模效應顯著



孵化平台：
香港X科技創業平戈前海總部
香港青年專業聯盟前海眾創空間
IDG 創業孵化中心前海總部
港產學研前海孵化中心
港科大藍海灣前海孵化港
香港藝術文化青年會前海孵化總部
力合星空前海孵化器
種子期孵化器前海總部
矽穀國際前海加速平台
前海深港國際區塊鏈孵化器
創大全球孵化器前海總部



（㇐）團隊孵化情況：截至2018年第㇐季度，夢工場累計孵化業團隊共

計304家，其中港澳國際團隊156家。

（二）56％的創業團隊獲得融資，累計融資超過14億元人民幣。其中，

微埃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僅三個月便成功獲得首輪融資，並在夢工場

的幫助對接下，與富士通等國際知名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三）融資情況：截至2017年12月1日，夢工場入駐團隊中56%以上團隊

獲得種子輪、天使輪、A輪、B輪甚至C輪融資，累計融資總額超過14億

元人民幣，單個企業獲得最高投資額度為人民幣7億元。

孵化成果



創業團隊



孵化成果/夢工場入駐創業團隊“吸金”與“榮譽”排行榜



六大平台服務



系列深港合作創新創業活動

3年來共舉辦近800場國際大型論壇、深港項目路演、投融資對接會、深港創客訓練營、創客作品展等各類型創新創業活動。



駐港公司的創業/實習推廣活動



創業團隊

*已孵化304個團隊，
其中158個團隊來自
香港
*累計融資逾14億元





前海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2018年持續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和協助粵港澳青年施

展才能搭建舞臺，在總結前兩屆大賽成功舉辦經驗的基礎上，前海管

理局聯合招商局慈善基金會、香港、澳門中聯辦青年部、澳門經濟局、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深圳市港澳辦以及粵港

澳三地青年聯會等主要合作單位共同舉辦2018年“招商杯”前海粵港

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大賽以What’s Next?（誰能撬動未來）為主

題，招商局集團、前海科創投控股有限公司特別支持。旨在對創業發

展方向做前瞻性的引導，引領2018年創業風向標，將前海創賽打造成

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業風向標品牌。計畫徵集深港澳三地專案不少於

800個，獎金總金額近200萬元人民幣。

2018“招商杯”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籌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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