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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保护，共图发展合作保护，共图发展

————深港边界地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深港边界地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徐忠平

深圳市城市规划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内容：

• 1、边境？边界？

• 2、回顾2、回顾

• 3、困难与机遇

• 4、三点设想

边境还是边界？边境还是边界？1边境还是边界？边境还是边界？1

香港侧与深圳侧的现状对比香港侧与深圳侧的现状对比

深圳侧

香港侧

边境边境 VS VS 边界边界

 边境 (Frontier): 两国间的接触带，多具有政治和军事意义。

 边界 (Border): 国家或地区间或隐或现的界限，包括自然地理的边界、

政治军事的边界、经济活动的边界、社会文化的边界等等。

1.3 1.3 港深边境地区港深边境地区 VS VS 深港边界地区深港边界地区

 港深边境地区：突出边境的政治、法律和军事防御职能以及相对于香

港城市中心地区的未开发状态。

 深港边界地区：将边界两侧视作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即“一国两制”

的边界、一河两岸的边界、深港行政地域的边界。

图片引用自2008年港深局署规划联席会议“边界禁区土地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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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发展历程2 发展历程发展历程2
1899-1979：政治对立、军事封锁的边界

1979-1997：体制迥异、合作共存的边界

1997-2047：一国两制、逐渐融合的边界

2047以后： ？

18991899--19791979：：政治对立、军事封锁的边界

1899年新界被租借
1951年边境封锁

1979年改革开放 1997年香港回归

发展
阶段

边界地区发展历程 深港合作关系 标志

事件空间形态 土地利用结构 过境管制政策 经济差距 合作领域 合作形式

1899
年以
前

深港同为
一体，早
期均为漁

以农业耕作为
主的土地利用
模式

深港同根同源，两地交往
完全放开，居民自由往来

—— —— —— 1842年《南京条
约》；1860年
《北京条约》；

2047年体制试验结束

前 期均为漁
港

模式 《北京条约》；
1899年《展拓香
港界址专条》

1899
－

1951

—— —— 港英政府在边境地区设
立防线，但深圳边境仍
允许自由往来

二战后，香港经济开始
第一次转型，工业得以
发展；而此时深圳经济
仍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 —— 1951年，粤港
两地同时开始
封锁边境

1951
－
1979

边界地区
空间形态
变化不大。

—— 边境地区开始实行军事
管制，深圳居民可凭过
境耕作证去香港耕种；
深港贸易基本中断

1970年代香港推行经济
多元化方针，经济得以
迅速发展；而深圳仍处
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缓
慢进程中，深港经济迅
速拉开距离

—— —— 1979年，中国
大陆实行改革
开放

发展
阶段

边界地区发展历程 深港合作关系 标志

事件空间形态 土地利用结构 过境管制政策 经济差距 合作领域 合作形式

1979

从蛇口和罗湖火
车站两个口岸附
近开始，边界地

工业用地比例迅
速上升，其它用
地比例均有不同

实施口岸通行政策；
内地人到香港只能
申请团队游，且有

深港经济差距巨大，
1980年GDP规模总
量对比为 1/540

港商在深投资
主要集中在加
工工业，包括

“前店后厂”的
产业合作模式；
民间资金的单向

深圳特区正
式成立；蛇
口工业区开

1899年新界被租借
1951年边境封锁

1979年改革开放 1997年香港回归 2047年体制试验结束

19791979--19971997：：体制迥异、合作共存的边界

1979
－

1986

近开始，边界地
区实现由点向面
的迅速拓展

地比例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

申请团队游，且有
配额限制；港英政
府禁止内地人赴港
就业，香港人可到
内地投资办厂就业

量对比为 工工业，包括
电子行业、服
装行业、金属
制品行业以及
化学和塑料行
业等

民间资金的单向
流动成为深港合
作的主流

口工业区开
始运作

1986
－

1997

建设用地连绵
成片；带状组
团式的空间形
态初步形成

工业用地比例继
续上升，但上升
速度有所下降；
居住用地比例开
始上升，但绿地
与公共设施用地
仍受挤压

1995年，香港对
大陆居民实行限
额移民政策；中
央政府向香港同
胞签发回乡证，
使他们能到大陆
旅行。

深圳经济迅速发
展，深港经济差
距逐渐缩小

合作领域不断
拓宽，从最初
的加工工业开
始转向能源、
交通、旅游、
电讯、科技、
金融等多个领
域

仍然以民间推
动为主，且呈
现深圳方面
“一头热”的
局面

1995年出
台《深圳
口岸管制
体制改革
试点方
案》；
1997年7月
1日，香港
回归。

发展
阶段

边界地区发展历程 深港合作关系 标志

事件空间形态 土地利用结构 过境管制政策 经济差距 合作领域 合作形式

1997

边界地区空间发
展以调整、提高
为主；建设用地

除公共设施用地
和绿地比例略有
上升外，其它用

2001年香港实施
“输入内地专才计
划”；2002年香港

1997年深港经济差
距不断缩小，GDP
规模总量对比 1/20

在原有基础上
的有限扩展

“一国两制”给
深港合作带来制
度性困扰，合作

2003年1月
27日，皇岗
口岸实行了

1899年新界被租借
1951年边境封锁

1979年改革开放 1997年香港回归 2047年体制试验结束

19971997--20472047：：一国两制、逐渐融合的边界

2003年CEPA签订

1997
年－
2003
年

为主；建设用地
空间形态格局基
本形成；填海工
程开始

上升外，其它用
地比例均有下降，
且公共设施用地
比例开始超过工
业

划 ； 年香港
放宽内地赴港旅游
团队配额

规模总量对比 度性困扰，合作
发展一度出现僵
局

口岸实行了
旅检通道24
小时通关，
这是深港一
体化进程的
重要标志

2003
年至
今

边界地区的空
间拓展主要集
中在西部南山
片区，具体表
现在前海、后
海的开发建设
上

边界地区的综合
服务配套能力继
续上升，且作为
城市中心地区的
功能效应开始外
溢；工业用地大
量外迁

2003年实行“个
人游”政策；
2008年初，香港
政府宣布释放边
境禁区2400公顷
土地用于开发；
2009年实行“一
签多行”

深港经济差距继
续缩小，GDP规
模总量对比发展
到1/3~1/2

深港合作沿着
全方位、多层
次的方向发展，
主要在产业、
城市功能和制
度层面展开更
加全面的合作

从民间合作为
主开始转向官
方机构更紧密
的合作，一系
列深港协议文
件得以签订

2003年签
订CEPA；
2004年
“1+8”协
定；2007
年“1+6” 
协议；
2009年粤
港共签八
项协议

?
2047

1997
2003

2009

在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变化

过程中，边界地区如何实现功

能价值上的持续提升？

无边界 有边界

1899

1951

1979

1997

叶嘉安教授的预计

困难与机遇困难与机遇3 困难与机遇困难与机遇3
3.1深港边界地区的优势条件和发展机遇

3.2深港边界地区的现实困境

3.3深港边界地区的相关规划



9/28/2009

3

 深港合作具有良好基础深港合作具有良好基础

3.1 3.1 基础与条件基础与条件

合作目标已经趋同

深港在建设“深港国际大都会”的战略

上达成共识，即把深港共同建设成为中

国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世界级国际

贸易中心、世界级航运与物流中心、具

有世界影响的深港创新圈

要素互补： 香港在资金、国际市场上的

优势＋深圳在科技研发和人力资源上的优

势。

产业互补：香港的国际化服务业＋深圳的

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有世界影响的深港创新圈。

产业与要素优势互补

 基础设施逐渐对接

西部通道、深港机场联络线、莲塘口岸……深港基础设

施正在向着一体化的目标发展

2007年数据 香港 深圳

口岸通关人数（亿人次） 1.78 1.78

集装箱口岸（万标箱） 2388 2110

空
港

货运量（万吨） 360.9 62

客运量（万人次） 4780 2062

西部通道

 制度平台日益完善

皇岗口岸

 2004年6月，深港签署《关于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
录 》等“1＋8”合作协议

 2007年5月，深港签署《“深港创新圈”合作协议》

 2007年12月，深港签署《关于近期开展重要基础设
施合作项目协议书 》等“1＋6”合作协议，明确成立
“港深机场合作联合专责小组”及“港深边界区发
展联合专责小组”

 2008年11月，深港又签署五项协议，内容涉及河套
地区开发、旅游、文化、教育以及清洁生产合作等
方面

 边界地区深圳侧作为都市核心区的一部分带来的功能集聚效应边界地区深圳侧作为都市核心区的一部分带来的功能集聚效应

 深圳边界由于靠近香港的优越地理区位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

善，深圳边界地区已经成为深圳都市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居住、工业、商贸等

城市主要功能。

 城市更新是解决深圳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紧约束条件下空间不足的有效途径，是提

高土地使用效益和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举措。

 深圳侧城市更新的巨大需求和动力为边界整体联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深圳侧城市更新的巨大需求和动力为边界整体联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湿地和湾区资源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湿地和湾区资源

 米浦湿地：国际重要湿地，拥有300类雀鸟、400类昆虫、

90种海洋无脊椎动物及50种蝴蝶；

 深圳湾区：来自深圳河的淡水与盐度偏低的海水在此相互

交融，为红树林湿地的发育提供了理想的水文条件和地貌

条件。湾区内的红树林拥有红树植物9科16种和鸟类194种；

 大鹏湾区：湾区内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同时与大亚

湾 起形成更广域的组合湾区

米埔湿地

红树林

深圳湾区

梧桐山生
态廊道

大鹏湾区

湾一起形成更广域的组合湾区。

米埔湿地

红树林

深圳湾区

梧桐山生
态廊道

大鹏湾区

香港边境地区解禁所带来的发展理念的转变香港边境地区解禁所带来的发展理念的转变

 2008年初，香港政府宣布将分批释放香港边境禁区内约2400公顷土地用于发展。

 香港方面开展边境禁区土地规划研究，拟在边界地区发展新市镇及其他用途，为

未来深港边界地区的整体联动发展创造了机遇。

图片引用自：2009年港深局署规划联席会议《边境禁区土地规划研究》

古洞北
粉岭北

坪輋

打鼓岭



9/28/2009

4

香港边境地区解禁所带来的发展理念的转变香港边境地区解禁所带来的发展理念的转变

沙头角

梧桐山深圳
莲
塘

盐田
莲塘/香园围

边界地区土地规划研究

福田商业中心区

罗湖商业区

上水

粉岭

落马洲支线
边境管制站

落马洲
边境管制站

罗湖
边境管制站

文锦渡
边境管制站

沙头角
边境管制站

塘

沙头角海

莲麻坑
香园围

缸瓦甫

落马洲 落马洲支线

沙头角

蚝壳围

广
深

港
高

速
铁

路

落马洲
河套区

边境管制站

研究范围

香港特别行政区边界范围

主要道路

铁路

已规划的主要道路/铁路

可持续发展走廊

生态旅舍

缸瓦甫新住宅社区
及改善乡郊区

湿地/鱼塘

山丘地带/ 自然景观地
区

时边境管制站

建议边境管制站
规划中莲塘/香园围
边境管制站

落马洲河套区

新发展区

图例

康乐用地

现时主要已发展地
区

预期的连系

可能的连合

现有连接

生态连系

坪輋/
打鼓岭
新发展
区

粉岭北
新发展
区

古洞北
新发展
区

3.2 3.2 现实的困境现实的困境

 用地需求与空间资源潜力的矛盾用地需求与空间资源潜力的矛盾

总面积： 108.8km2

已建用地： 73.9km2

生态控制线内用地： 17.8km2

剩余可建设用地 约10k 2 仅占9％左右剩余可建设用地： 约10km2，仅占9％左右

• 边界地区（深圳侧）是深圳依托香港最早发展起来的地区。经过三十
年的发展，大部分地区为建成区，人口密集，土地资源凸现难以为继
的困境。

• 剩余可建设用地规模不多，主要集中在前海地区、后海中心区及沙河
片区。潜力用地总量偏小。此外，这些用地中存在大量畸零用地，如
带状、锯齿状用地，在实际的城市建设中难以使用。实际可以用于城
市建设的潜力用地比理论值小。

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空间服务半径和服务能力有限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空间服务半径和服务能力有限 • 香港新市镇临近香港边界地区，由于边界的存在，难以就
近利用深圳侧的设施，他们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主要
依靠自身提供或依托港岛。

• 2008年，据调查大约有6万香港人居住在深圳，且主要集
中在福田、罗湖这两个临近边界以及口岸的行政区。

• 2007年，据调查跨界学生人数高达5150名，且呈现逐年
增加的趋势，这些学生差不多全部都居住于深圳。

• 由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服务水平的不同，居住在深圳的香
港人很难享受到深圳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

 区位价值降低区位价值降低

 随着交通设施的提效、路网的加密、轨道交通的发达，珠三角各地到香港的时间距离已日

渐接近，使得深港边界地区基于空间可达性的区位价值不断降低

图片引自：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规划（修编）

 部分产业类型与区位功能不匹配部分产业类型与区位功能不匹配

 蛇口工业区、福田保税区、沙头角保税区等，占据了边界地区最优质的城市空间，但

目前区内企业仍从事着附加值低、用地效益低的加工贸易、仓储物流等产业，与区位

功能不相匹配，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与改造的压力。

福田保税区内物流企业

福田保税区内物流企业福田保税区内企业类型

福田保税区内企业2009年产值预期

蛇口老工业园区

蛇口老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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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 规划与机遇规划与机遇

《《深圳深圳20302030城市发展策略城市发展策略 》》

提出了构建“深港双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
区域空间发展策略：南北贯通、东拓西联
注重深港城市规划对接

香港2030 
深圳2030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09--20202020）》）》

 城市性质：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

空间结构：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西、中、东三条发展轴和南、北两条发展带为基本骨架，

形成“三轴两带多中心”的轴带组团结构

 重点地区相关规划重点地区相关规划

沙头角地区法定图则

河套A、B、C区公开招标

莲塘/香园围口岸

前期规划研究

深圳湾滨海休闲带景观设计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示范区

福田－皇岗口
岸地区

河套地区

罗湖－文锦度
口岸地区

莲塘地区

 深港边界地区整体发展策略研究（开展中）深港边界地区整体发展策略研究（开展中）

 本项目定位于策略研究，目的在于为深港边界地区未来的发展寻找新的思路和价值空间，
并以此推动深港共建国际都会与深圳城市转型的进程，加快落实国家和地方对于推进深
港合作的战略部署。

米埔自然保护区
粉岭北

古洞北

洪水桥

打鼓岭

深圳湾地区 福田保税区

岸地区

沙头角地区

几点思考与设想几点思考与设想4 几点思考与设想几点思考与设想4
4.1 思考和探讨的主要问题

4.2 我们的设想

 ““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前提下深港合作的有关政策走向？前提下深港合作的有关政策走向？

4.14.1思考和探讨的主要问题思考和探讨的主要问题

宏观政策宏观政策 经济政策经济政策 过境政策过境政策 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福利政策

鼓励：在深港共同

创建亚太国际都会

目标下，国家宏观

政策给予深港更多

的照顾和倾斜

鼓励：在深港共同

创建亚太国际都会

目标下，国家宏观

政策给予深港更多

的照顾和倾斜

一体化：建立类似

欧盟的自由贸易区

、共同市场等，实

行人员、货物等完

全的自由流通

一体化：建立类似

欧盟的自由贸易区

、共同市场等，实

行人员、货物等完

全的自由流通

宽松：手续进一步

简化，全国范围内

持居民身份证即可

进入香港，深港两

地车牌互认

宽松：手续进一步

简化，全国范围内

持居民身份证即可

进入香港，深港两

地车牌互认

共享：实现医疗、

教育、养老资源共

享，两地居民相互

就医可享受本地的

医疗保障福利

共享：实现医疗、

教育、养老资源共

享，两地居民相互

就医可享受本地的

医疗保障福利

？？
的照顾和倾斜。的照顾和倾斜。

不扶持：在建设经

济强国过程中，国

家选择了其他地区

作为世界级城市的

培养战略点，对于

推进深港发展的宏

观政策较少关注，

不作为国家宏观政

策重点扶持对象。

不扶持：在建设经

济强国过程中，国

家选择了其他地区

作为世界级城市的

培养战略点，对于

推进深港发展的宏

观政策较少关注，

不作为国家宏观政

策重点扶持对象。

全的自由流通。全的自由流通。

差异化：深圳作为

内地城市与香港作

为自由港保持经济

制度和关税体制上

的差异，深港继续

实施惯常的海关监

管制度和经济法规

。

差异化：深圳作为

内地城市与香港作

为自由港保持经济

制度和关税体制上

的差异，深港继续

实施惯常的海关监

管制度和经济法规

。

地车牌互认。地车牌互认。

严格：为了保持香

港的社会秩序安定

，对内地过境人员

实行更严格的管制

。

严格：为了保持香

港的社会秩序安定

，对内地过境人员

实行更严格的管制

。

医疗保障福利。医疗保障福利。

独立：为了保证行

业发展及本地税收

，深港两地异地就

医不能享受医保福

利，异地养老也不

能享受养老保障待

遇。

独立：为了保证行

业发展及本地税收

，深港两地异地就

医不能享受医保福

利，异地养老也不

能享受养老保障待

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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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模式合作模式

A

B

 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将以何种合作模式为主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将以何种合作模式为主??

“取代式”

“融合式”

“自由港区”

“前店后厂”“关税同盟”

N

C

“互补式”

“后院式”

“自由贸易区”

“深港湾区”

“共同市场”

贸易协议区 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经济同盟 完全一体化

19571957 19871987 19931993 20042004

19571957的罗马条约：欧洲经济联盟成立的罗马条约：欧洲经济联盟成立

19871987的欧洲法律：人 物 资本 服务的自由流通的欧洲法律：人 物 资本 服务的自由流通 19931993：欧盟成立：欧盟成立

欧盟：独立的财政预算欧盟：独立的财政预算

欧盟 跨国项目合作欧盟 跨国项目合作

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

19871987的欧洲法律：人、物、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的欧洲法律：人、物、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 欧 成欧 成 欧盟：跨国项目合作欧盟：跨国项目合作

资料来源：谭刚、张玉阁（资料来源：谭刚、张玉阁（20092009），港深都会：从理念到行动），港深都会：从理念到行动

区域经济合作类型及主要特征

 如何对深港国际都会及边界地区未来发展进行时间阶段上的划分？如何对深港国际都会及边界地区未来发展进行时间阶段上的划分？

 2010：香港边界禁区缩减政策落实生效

轨道1～5号线建成；龙华新客站建成

？？

？？
？？

？？

轨道1 5号线建成；龙华新客站建成

 2014：广深港高铁通车

 2015：港珠澳大桥建成；机场快线通车

 2017：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

 2018：香港新界东北“三合一”新市镇初步建成

莲塘口岸运作

 2020：深圳建成“创新型综合经济特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

轨道4号线延长线、6～12号线建成；穗莞深城际线建成

 2030：深圳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城市”

香港建成“亚洲国际都会”

深圳3号线延长线、13～16号线建成

 在不同阶段深港城市合作框架下边界地区应如何进行功能定位在不同阶段深港城市合作框架下边界地区应如何进行功能定位？？

军事防御

制度隔离

城际通道

生态廊道

2010 2020 2030 2047

 物流

 金融

 先进制造

 科技研发

 文化创意

 生态旅游

 房地产

……

合作示范

产业选址

都会核心

4.24.2 三点三点设想设想

 合作保护、共图发展的核心理念合作保护、共图发展的核心理念--------““长期博弈、双赢长期博弈、双赢””

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只有兼面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只有兼

顾深港的共同利益、平衡保护与发顾深港的共同利益、平衡保护与发顾深港的共同利益、平衡保护与发顾深港的共同利益、平衡保护与发

展的共同需求，才可能实现持续、展的共同需求，才可能实现持续、

长久的双赢。长久的双赢。

设想设想11：共同保护深圳红树林－米埔自然保护区：共同保护深圳红树林－米埔自然保护区

 深圳红树林目前面临着周边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降低、外来生物入侵、沉积速度过

快等四大威胁；米埔自然保护区除了受海水污染影响外，还存在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

性和易变性等问题；红树林与米哺分别由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和世界自然(香港)

基金会管理，不利于管理机制上的衔接。

 设想：构建红树林－米哺大生态系统，加强湿地之间的连接，从而形成一个大型、连

贯的生态廊道 更好地发挥这两片湿地的生态价值

米埔湿地

红树林

海水污染海水污染

城市建设的侵蚀城市建设的侵蚀

贯的生态廊道，更好地发挥这两片湿地的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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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治理水环境

 重新划定沿河两岸的功能区

 打造沿河景观带，为市民提供休闲活动空间

 增加设施、提升功能

 设想设想22：深圳河一河两岸城市景观带的构建：深圳河一河两岸城市景观带的构建

香港特别行政区福田保税区－红树林片区

皇岗－福田口岸片区

罗湖－文锦渡片区

河套片区
上步－华强南片区 新秀－罗芳片区

沙头角片区

 构建区域生态廊道，加强生态保育

 湾区制定合理的功能划分，协调统一

 加强湾区与深港主城区的联系，完善内部道路体系

 加强旅游项目合作开发，推动滨海生态旅游的共融

设想设想33：大鹏湾整体保育与开发：大鹏湾整体保育与开发

深圳主城区

香港主城区

大鹏湾休闲旅游圈

总结

1.深港边界是“一国两制”、 “一河两岸”的边界，而非政治
与军事隔离的边境；

2 深港边界地区既具备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有利的发展机遇2.深港边界地区既具备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有利的发展机遇，
也面临着许多的困境和挑战，需要两地共同、持续地探讨；

3.有关深港在深圳湾生态保护、深圳河边界地区功能定位检讨
和大鹏湾整体保护与开发方面的三点设想；

4.强调合作的理念：深港边界地区涉及深港双方的共同利益，
只有兼顾保护与发展，才能实现长久共赢。

谢谢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