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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紧密合作与深港边境地区发展粤港紧密合作与深港边境地区发展

谭 刚/2009年9月26日

要点要点

粤港澳紧密合作下的深港合作

深港边境地区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河套开发与前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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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紧密合作下的深港合作

 1、《珠三角规划》对粤港澳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发展目标 坚持“ 国两制”方针 推进与港澳紧密发展目标：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与港澳紧密

合作、融合发展，发展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现

代服务业体系，建设与港澳地区错位发展的国际航运、

物流、贸易、会展、旅游和创新中心，共同打造亚太地

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

发展阶段：粤港澳合作正在经历从以民间为主、

企业主导、市场运作阶段，向三地政府联手打造紧

密合作区阶段迈进。

合作内容

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对接

粤港澳紧密合作下的深港合作

——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对接

——加强产业合作

——共建优质生活圈

——创新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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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深圳综改方案》提出深港共建全球性物流

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创意中心

粤港澳紧密合作下的深港合作

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创意中心

深港经济合作是在“一国两制” 模式下，通过深港

两地比较利益引导，把香港的资本、市场和管理的优

粤港澳紧密合作下的深港合作

势与深圳的区位、政策和成本的优势结合起来，进而

形成深港两地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区域型经济合作。

经过将近30年的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经历了快速

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前期）、持续探索发展 年代初 年代前期 持续探索

（香港回归前后-21世纪初期）和全面推进

（2003/2004年以后）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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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从加工贸易向制造业与服务
业并举、从经济合作扩展到城市社会各大领域全

粤港澳紧密合作下的深港合作

面合作、从要素单向流动转为有条件的双向互动、
从民间合作推进到政府合作。

通过将近30年的合作，目前深港正在从一般的衔
接、合作阶段向深度融合阶段迈进，从深圳学习
追赶香港、服务配合香港向深港共建世界级国际追赶香港、服务配合香港向深港共建世界级国际
大都市阶段迈进。

 3、因应粤港澳和深港合作新趋势的深港边境地

区发展取向。

粤港澳紧密合作下的深港合作

区发展取向。

在粤港澳紧密合作、深港共建国际都会的背景下，

深港边境地区发展既要体现粤港澳合作、深港合作的

主要经验，又要体现粤港澳合作和深港合作的重要成

果，还要代表粤港澳合作、深港合作的发展趋势和前果，还要代表粤港澳合作、深港合作的发展趋势和前

进方向。

一方面发挥率先启动、先行试验和示范作用，另一

方面又要承担辐射、带动、外溢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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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边界，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是一个包括海湾、山

区、平地和湿地在内的特殊管制地带，东西绵延形成深港之间

深港边境地区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的陆路边境和海上边界。

深港边境地区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1、深港边境地区

1949年以前 只有 河之隔的深圳和香港是可以自由往来的 那时居民来1949年以前，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和香港是可以自由往来的。那时居民来

往深港赶集，互通婚姻，不受任何限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边境耕作曾被限制过，到

1976年后恢复，这期间边民过境作业主要是从事过境耕作、过境搬运和前

往香港流浮山从事渔蚝生产，限于罗湖、文锦渡、罗芳、长岭、皇岗、赤

尾、新沙、沙嘴等8个耕作口，其他地区则成为军事管制禁区。

陆路边境线东起南澳葵涌、西至宝安固戍，长达260公里。

1988年以后，确定东起盐田避风塘、西至南头大新码头绵延近70公里的边

防线，许多军事禁区解除管制，一线实际上成为深港两个行政区之间的分

界线，而最明显的分隔就是深圳河和梧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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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深港边境边境地区：香港地区：香港禁区禁区

约五六十年没有对外开放约五六十年没有对外开放

许多自然许多自然环境、环境、乡村乡村建筑，都保存原始风味建筑，都保存原始风味

乡郊特色乡郊特色 崎岖的地形，湿地，农地和平地和一些乡村群崎岖的地形，湿地，农地和平地和一些乡村群

总人口总人口 约约10 00010 000人，当中约人，当中约 5 0005 000人在沙头角墟居住人在沙头角墟居住

边境禁区西部边境禁区西部主要主要由米埔自然护理区伸展至落马洲河套和蚝壳围由米埔自然护理区伸展至落马洲河套和蚝壳围，当中，当中
大多数是湿地，大多数是湿地，包括有鱼塘和沼泽包括有鱼塘和沼泽，，属高生态价值地区属高生态价值地区

东边部份除沙头角墟外东边部份除沙头角墟外，，大多是崎岖的大多是崎岖的山丘山丘，，例如红花岭例如红花岭

边境禁区边境禁区环境与生态环境与生态

红花岭红花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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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禁区边境禁区背景背景
19511951年设立年设立

19621962年订定现时界线年订定现时界线

东起沙头角海，西讫后海湾东起沙头角海，西讫后海湾

总面绩约达总面绩约达2,8002,800公顷公顷

于于20062006年年99月７日公布月７日公布

面绩由面绩由2,8002,800公顷缩减至公顷缩减至800800公顷公顷

建议开放
边境禁区边境禁区

出入边境禁区的人士需禁区通行出入边境禁区的人士需禁区通行
证证 现在边境禁区: 2,800 公顷

于于20082008年年11月月1111日公布日公布，经考虑二
○○六年咨询期间所收到的意見，
决定将边境禁区覆盖范围缩减至约
400公顷

深港边境地区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2、基本原则

满足双方各自需求与推动两地共同发展相结合——满足双方各自需求与推动两地共同发展相结合

——重点地区功能性开发与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相结合

——不可替代与生态护理相结合

——推进区内发展与创新体制机制相结合

——集聚双方优势与引进增量资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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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开发与前海计划

 1、河套开发
序号 功能定位 序号 功能定位

1 边境工业区 9 高新技术产业园

2 出口加工区 10 跨媒体文化产业园区

3 大型主题公园 11 大学城

4 新兴工业园 12 深港科技园

5 中医药研究中心 13 “亚洲硅谷”

6 边境贸易区 14 多功能商务区

7 免税“工业特区” 15 观光旅游区、生态旅游区

8 会展馆及贸易博览中心 16 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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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开发

两地民意

高新科技研发——高新科技研发

——高等教育

——文化创意产业

——医疗设施及生物医药业

河套开发若干方案评估
若干方案设想

集聚双方
优势

满足双方利
益需求

辐射带动
力

长久不衰生
命力

符合环保
要求

地域不可替代
性 结论

“深港高

基础研究 × √ √ √ √ × ×

新科
技园”
方案
评价

应用研究 √ √ √ √ √ √ √

公共技术平台 √ √ √ √ √ √ √

软件开发中心 √ √ √ √ √ √ √

“深港金
融城”
方案

碳交易所 √ √ √ √ √ √ √

期货交易所 √ √ √ × √ × ×

两岸金融合作 √ √ √ √ √ √ √方案
评价

备份中心 × √ × × √ × ×

中介服务 √ √ √ √ √ √ √

“大学城”
方案
评价

新型综合性
大学

√ √ × √ √ × ×

大学管理
总部基地

√ √ × √ √ √ √

跨境免税工业区方案评价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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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开发

总体功能

核心功能核心功能

发展方向

运作模式

显著标志

河套地区产业集群与空间布局设想 
 
 
 
 
 
 

核心产业区：  

通讯技术研发  

应用软件开发  

动漫软件开发  

联 技术 发

区内配套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  

如：人 力资源、

支持产业区：  

公共技术平台  

风险投资  

孵化器 
 
 
 
 
 
 
 
 

河套地区内

相关产业区：  

碳交易所  

创意产业  

等等  

互联网技术研发

集成电路技术研发 

平板显示技术研发 

等等  

如：人 力资源、

会展、 酒店、旅

游  

孵化器  

加速器  

培训机构  

                                                       河套地区内 
 
 
 
 
 
 
河套地区外  

    

促进产业区：  

科技院校  

研究院所  

商学院  

区外配套产业： 

住宅小区  

学校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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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计划

前海地区位于深圳南山区，

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综合

交通条件良好，城市功能齐

备，产业发展空间广阔，土

地开发潜力巨大（占地面积

约15平方公里，可开发土地

约10平方公里），是珠三角

区域发展 粤港澳合作特别区域发展、粤港澳合作特别

是深港紧密合作的重要战略

节点。

前海计划

《珠三角规划纲要》（2008年12月）和《深圳综改方案》（2009年5月）

都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深圳前海、后海地区的规划建设和体制创新，以此

作为加强与港澳合作和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重要载体 以此为基础作为加强与港澳合作和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重要载体。以此为基础

出台的《深圳综改实施方案》，也把加快实施“前海计划”列为近期三年

工作任务。此前深圳与香港达成在前海地区共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的若干

共识，则为前海项目启动提供了可靠保证。

随着国家、广东省支持前海地区发展的政策启动实施，以及深港两地在操

作层面上对前海地区发展达成实施性共识，前海项目从概念性规划逐步迈

向实施操作阶段 同时其功能定位也适应粤港澳紧密合作及深港合作而不向实施操作阶段，同时其功能定位也适应粤港澳紧密合作及深港合作而不

断放大拓展，前海地区开发不但成为国家战略背景下粤港澳紧密合作的重

要载体，而且也是深港紧密合作、共建国际都会的先导性示范项目，更是

南山区打造深港合作先锋城区的启动项目和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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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计划

合理选择和配置前海地区产业体系，培育区域产

业核心竞争力，着力打造区域增长极和发展源业核心竞争力，着力打造区域增长极和发展源

明确重要因素：一是区位条件（需对区位条件进行准确分析），二是现有

产业状况（需从产业链角度分析需要增强的产业及引进的产业），三是粤

港澳合作领域特别是CEPA各期产业放开情况，四是运营商特点。

既能满足引进需求（一、二两项）、又能符合引进供给（三、四两项）的

产业，都可以列为前海地区的产业引进计划或产业选择纲要。产业，都可以列为前海地区的产业引进计划或产业选择纲要。

在可供选择的产业引进纲要中，一方面需要根据产业链自身因素进行引进

产业的优化组合（强化主导产业特别是核心主导产业），另一方面需要在

引进时序上对产业引进计划进行合理配置（优先发展核心主导产业+核心配

套产业，推动发展其他主导产业+一般配套产业）。

前海计划

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搭建区域创新平台，探索合

作机制优化路径作机制优化路径

以珠三角地区短缺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按世界级都市区配置标

准，构建前海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并向以粤港澳地区为重点对象的广大区

域提供区域公共服务。

聚集深港创新优势和创新资源，借助深圳成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发展

机遇引入国家创新资源，积极引入全球创新资源，使前海地区成为全球创机遇引入国家创新资源，积极引入全球创新资源，使前海地区成为全球创

新体系中集创新人才、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于一体的关键部位和重要节点，

在全球创新链上发挥重要作用和重大影响。

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力争构造符合“一国两制”要求、与中国模式或中

国道路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新模式，从而在制度层面上确保

前海地区真正成为粤港澳特别合作试验区、深港紧密合作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