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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下泛珠三角與香港研究系列

II. 廣東與香港

持續演變的粵港關係

廣東與香港的關係源遠流長，政治、歷史、經濟、社會和
文化各方面的關係千絲萬縷，為粵港關係構成了複雜而緊密的
網絡。也許1841年香港的割讓、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1950年
代初聯合國對中國的禁運等一系列大事，曾使粵港關係有所起
伏，但兩地之間的連繫從沒割斷；反之，香港的特殊地理區位
和與國家持續不斷的關係，卻曾為中國的發展和對外關係發揮
了獨特的作用。及至1978年國家改革開放，廣東成為經濟改革
的排頭兵，它多年來善用香港的資金和網絡，促進自身的經濟
發展；加上1997年香港回歸後最新一輪粵港互動下，粵港關係
更踏上了新台階。經過近30年的急速發展，粵港的關係更加緊
密，無論是從合作範疇的廣度還是合作層次的深度看，均是前
所未有的成功。當中港粵「前店後廠」的發展模式更為世人所
稱道，是推動粵港兩地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的主要動力之一。

然而，粵港關係雖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面前的挑戰
也日益增多加劇。全球化、區域化浪潮對各地經濟活動、經濟
和行政結構、城市空間所產生的影響、對每個參與競爭的經濟
體系的新要求等變化，成為影響粵港未來發展的外在因素。香
港作為世界金融和商貿中心之一，以及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
作為「世界工廠」，自然難免被世界生產、貿易、消費等經濟
潮流所影響，但粵港兩地也同時發揮影響世界之作用（如在珠
三角生產的某類貨品的出口量減少，能衝擊世界上該個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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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造成連鎖影響）。在區域經濟上，粵港兩地不單面對東
南亞新興經濟體的挑戰，更要接受國內長三角、環渤海等經濟
區域競爭的事實，需要作出及時和適當的回應。世界如何改變
粵港關係、粵港如何調整功能與角色去回應世界，絕對是值得
探討的問題。

內在因素方面，經過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不論是香
港還是廣東在經濟和社會的水平和結構已產生了非常重大的變
化，並將跨越一個更大改變的階段。簡單來說，香港本土內工
業活動早已式微，轉變為服務產業主導香港經濟，並力圖向後
工業時代的知識型經濟發展。而九七回歸，「一國兩制」的落
實，不單在人心上，在行政結構和政治管理上亦影響著粵港關
係，以及兩地之間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的互動發展。至
於廣東，高速的發展使其經濟走出純以勞動密集為主的初級工
業化階段，轉向以重工業、高新科技為主導的高度工業化階段
及服務產業（Liang, You and Kee, forthcoming）；廣東的整體經
濟表現連年大幅提升，並已在2003年超越香港。1 此外，受到
上述內外因素的推動，泛珠三角經濟區域得以促成，不單香港
的商機有所增加，廣東亦可加強向外投資的力度和大力擴張對
外經濟的規模。在此新格局之下，「前店後廠」的關係可否維
持受到考驗；為此，有言論倡議以「新前店後廠」關係來取代
舊有模式、甚或揚言粵港已經步入「新前店後廠」年代（朱文
暉、張玉斌, 2004；《深圳特區報》, 2005）。粵港關係如何推
進、香港如何保持其獨特性和對廣東發揮其特殊作用已成為兩
地重要課題。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首個五年計劃 — 第十個五年計
劃（「十五」）經已圓滿結束，進入另外一個關鍵的五年 —  
「十一五」時期。關乎粵港發展的內外因素的變化將更多更
快，廣東計劃更大幅度的革新、飛躍；香港則在邊緣化的陰影
下積極保持金融中心的角色和多項「中心功能」。粵港雙方仍
在摸索、調整與對方的關係和自身的發展戰略。世界上不乏跨
界區域發展的案例，除了歐盟、東盟等超越國家的合作外，次
國家級（sub-national）的區域合作有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各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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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歐洲荷蘭的蘭斯塔德區域（Randstad）的形成，及
它與荷蘭其餘地方及歐洲地區的往來關係；東南亞新加坡–馬來
西亞–印尼經濟增長三角（SIJORI Growth Triangle）等。粵港的
發展大可借鏡這些地區發展經驗和當中的實施理論、概念框架
之長，按自身實情加以調節運用。

因此，在新的全球、區域和內部發展形勢下，如何理順、
經營新的粵港關係，推動粵港的共同發展走上新台階，將是本
文嘗試解答的問題。當中可分兩部分進行研究。首先是在經濟
活動上。廣東從過去承接自香港移來的輕工業/製造業，向目
前以自身優勢為起點的重工業、石化、高新科技工業推進，廣
東是否仍需要香港的參與，以及香港能如何參與這些非香港傳
統工業的發展，是首個有待解答的問題。兩地企業的參與固然
重要，而政府的角色和積極的政策將有助兩地不同產業的交流
和互動發展。另一部分是關注香港和廣東在空間區位上的演變
和結合。兩地對城市應有功能的定位、會產生怎樣的互補和競
爭，將大大影響粵港關係的發展。總結上述兩個研究部分，可
望反映出廣東和香港在大珠三角發展上角色的改變，並預期兩
地在泛珠三角合作中能擔當甚麼角色，應作怎樣的規劃。

廣東經濟和社會發展現況

廣東作為全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排頭兵將近30年，其經濟
實力和社會發展水平居於領先地位，在全國佔有重要的份額，
如廣東的財稅總收入佔全國的七分之一、累計實際利用外資佔
全國的四分之一等，與其不成比例的土地面積（不足全國的
2%；圖一）和生產力比較，廣東對中國近代發展的貢獻是難
以替代的。多年來，蓬勃的工業生產活動為廣東的總體經濟實
力作出了重大貢獻。當中地區生產總值（GDP）的變化是最明
顯的指標 — 從1978年改革開放時的185.85億元人民幣，2 大幅
增加至2005年的22,366.54億元（廣東省統計局, 2006:91），
1979至2005年的每年平均增幅達到13.7%（表一）。在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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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九五」計劃之末，廣東成為全國首個GDP超越一萬億元
的省分；而在2005年即「十五」計劃終結之年，廣東再次成為
全國首個GDP突破二萬億元的省分。蓬勃的工業生產活動有
力地牽引廣東工業成長，不斷步向新階段。全省工業總產值在
2005年達到了41,661.74億元，1979至2005年的每年平均增幅逾
20%；2001至2005年的每年平均增幅更達到21.1%。全省的工業
發展逐步形成了九大工業產業，該九大工業產業在全省的工業
增加值上佔有主導性的比重，對廣東經濟有重大貢獻。

縱使「十五」期內的五年，廣東GDP的每年平均增幅仍能
保持在13.2%的高水平，並較預期的9%高出4.2%（廣東省統計
局, 2006:16），但增長模式落伍，及所付出的代價依然困擾著
廣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三高一低）仍普遍
見於廣東的生產活動（廣東省統計局, 2006:20）。不斷增加的
生產成本卻換來持續下降的投資效益，對廠家和投資者來說並
非有利的營商條件；各種能源和生產資源的持續高投入，不單
令資源已嚴重短缺的廣東百上加斤，更無助省政府達成減少每
單位能源消耗和改善環境的目標。省內縱有城市得到綠色城市
美譽，但工廠、汽車所產生的廢料、污水、煙霧依舊是不少城
市的積患。這對廣東的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和人民的生活，將
帶來極大和深遠的負面影響。如何在降低資源投入和減少消耗
下，保持甚至提高生產效益和生產總值，將成為廣東在「十一
五」時期工業發展的關鍵。

在廣東龐大的工業生產活動中，有很大比重是屬於外來
資金和出口生產活動，這可以從進出口數字和外商直接投資
數字得到引證。2005年，廣東的進出口總額達到4,280億美
元（表一），當中出口額便高達2,381.7億美元（廣東省統計
局, 2006:63）。外商直接投資亦從2004年較低的數額中復甦，
上升至2005年的123.6億美元，五年累計總額達643.5億美元 
（黃華華, 2006）。折算後，3 2005年，廣東省的外貿依存度和
外資依存度分別為156.75%和4.53%，兩項數據均較全國（分
別為63.86%和2.70%）為高。4 當中，香港是最大的外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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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雖然近年來在比例上有所下降（2005年為47.10%），但
1979至2005年的累計投資額還是相當巨大，佔廣東外來投資的
64.74%（廣東省統計局, 2006:514）。香港在外來資本貢獻上、
生產鏈演變上、外資空間分布上都深深影響著廣東的經濟和城
市發展，並已成為不少中國學者的研究案例（Chen, 1994, 2001; 
Sung et al., 1995; Chen and Lee, 1998; Shen et al., 2000; Shen, 2002; 
Shen, Feng and Wong, 2006）。

在同期，廣東常住人口平均增幅只有2.2%，GDP的高增
長為廣東的人均GDP帶來了快速的抬升，從1978年平均每人只
有370元的生產值，大幅上揚至2005年的24,438元，在未扣除
通脹下增幅超過65倍（表一）。伴隨著人均GDP的上升，是城
鎮及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在「十五」期內平均每年分別增加
8.6%和5.1%（廣東省統計局, 2006:65）。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
距亦同時擴大，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例由2000年的2.67：1擴闊
至2005年的3.15：1（廣東省統計局, 2006:21），貧富懸殊成
為省政府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否則必會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
定。

雖然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差距日見明顯，但總體居民
經濟能力的增強仍然在消費和儲蓄兩方面的增長上有所表現。
2005年，全省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到7,882.6億元，過去五
年平均每年消費增加12.5%；居民的儲蓄能力更強勁，2005年
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19,051.4億元，是五年前的1.2倍之
多。熾熱的經濟活動同樣為政府帶來可觀的收入，2005年的地
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1,807.2億元；而有利促進社會和經濟發
展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則高達7,164.1億元（表一）。

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類近，外省民工在粵的薪金
水平多年持續偏低亦值得關注。縱使省政府已數次提高民工的
最低薪金水平，但近兩年春節過後珠三角工廠勞工短缺情況卻
日漸嚴重。雖有指這是珠三角產業結構調整所引致的問題，但
這些基層勞動力的薪金水平和福利不及長三角地區亦是不爭的
事實；而且薪金上升幅度亦趕不上當地物價上升幅度，民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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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收入反而減少了。這情況既不利珠三角地區內民工和當地人
民共處，影響社會和諧發展，亦減弱了珠三角地區對外省勞動
力的吸引，影響正常生產活動。

縱然面對勞動力不足的挑戰，廣東的工業、商業和服務業
依然強勢發展，並促成了廣東三次產業結構的較大幅度調整。
在「九五」期末，三次產業比例為9.18：46.54：44.27；經過五
年九大工業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大力開發，第二產業的比重
進一步加強，形成2005年的三次產業結構為6.24：50.70：43.06 
（表二）。但數據反映出第三產業的比例下降，研究分析指出
第三產業雖然得到優化，但發展變得緩慢；當中的金融業亦面
對經濟總額大、但增加值小，並較上海和「九五」時期為差的
問題（廣東省統計局, 2006:20），資金的營運效率和效益成為
關注焦點。但廣東整體趨勢還是加快產業結構向集群化、特色
化方向發展（黃華華, 2006），不單加強了部分產業、行業的發
展勢頭，其影響亦牽動不少鄉鎮和城市的發展方向和建設。

省內不少城市在工業化發展上均採取集群化、專業化的
路向，按著本身的背景、基礎和優勢，選擇特定產業作重點培
養和協調業界發展。當中難免有部分產業重複見於不同城市，
形成一定程度的惡性競爭，但總體來說，每個城市仍能創造出
自身品牌，成功形成主要產業集聚，如深圳及東莞的電子和電
腦零部件業、廣州的汽車業、順德的家電業，和中山的燈飾業
等（Enright et al., 2003:46）。產業集群化、專業化並不止於城

表二：主要年分廣東三次產業結構（%）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1978 29.76 46.61 23.63
1990 24.67 39.50 35.83
2000   9.18 46.54 44.27
2005   6.24 50.70 43.06

資料來源：廣東省統計局（20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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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層面，更深入到鄉鎮的領域。當中知名的「一鎮一品」發展
模式便可見於中山和佛山，如古鎮的燈飾工業、大涌鎮的木製
傢具業、黃圃鎮的食品業、陳村鎮的花卉和園藝業等（Yeung, 
Shen and Zhang, 2005:31, 39, 44），不少專業鎮有如雨後春筍般
出現。

這些城鎮的工業化進程和重點產業的成功開拓發展，
大大提升了當地的經濟水平和城市建設。不少鄉鎮或縣的
GDP可高於部分經濟發展較慢省區的一個地級市；而一個地
級市（如東莞、佛山）的GDP亦抵得上不少西部省區。繁榮
的經濟為城市建設帶來了充足的動力和財政上的支持。廣東全
省在基本建設投資上屢創新高，近年的增幅更是驚人。單在
2005年，全省的固定資產投資便高達7,164.11億元，當中基本
建設投資額為3,660.98億元、房地產開發為1,591.90億元，分別
佔51.10%和22.22%；而整個「十五」期間三項數字更分別達
到25,727.31億元、10,651.23億元和6,268.85億元（廣東省統計
局, 2006:168）。交通、能源和商品房的建設和供應，是這些
固定資產投資裏最大的投資項目。「十五」期間的基本設施投
資額佔了7,616.41億元（廣東省統計局, 2006:173）。在交通建
設方面，全省新增了1,954公里高速公路（並接通省內全部21個
地級市和陸路相連省區）、新增414公里鐵路、整治內河航道
648公里；廣州新白雲機場在2004年投入使用；廣州港、深圳港
等港口泊位及設施大幅增加（黃華華, 2006）。在能源方面，
有「西電東送」輸電網絡重點工程提早竣工、核電站的建設和
新站前期工作、LNG和石化項目的發展等（黃華華, 2006；楊汝
萬、紀緯紋, 2006）。在房地產方面，商品房的銷售面積和銷售
額亦創出近年新高，2005年的銷售面積達到5,038.91萬平方米，
銷售額為2,238.66億元，其中住宅佔去1,886.39億元（廣東省統
計局, 2006:187）。交通網絡的完善大幅提升了各項生產要素
的流動，更充沛的能源供應則提高了對省內正常生產活動的保
障；房地產的熾熱一方面反映了城市的開發、更新的速度，另
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部分人士的經濟能力和社會經濟
活動結構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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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城市的發展固然觸目，而縣域、農村的經濟同樣有
突破性發展。過去數年，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和支援農村發展
的支出上都有明顯的增加，農民一方面不用再繳交農業稅，另
一方面農村的基礎設施也得到大幅改善。此外，農業結構得到
進一步調整，產業化進程加快，同時形成不少農業龍頭企業
（黃華華, 2006）。此外，三農問題得到社會廣泛關注，官、
商、學界均就如何改善農民收入、加速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
進行了大量討論和實際工作。發展成績縱然突出，但並不等於
根深柢固的三農問題得到完全解決。從地理空間分布觀察，廣
受關注的縣域和農村經濟問題明顯集中於廣東的山區和東西兩
翼位置。目前，山區和東西兩翼在經濟實力上與珠三角仍有較
大差距，如山區和東西兩翼在2005年的GDP只佔全省兩成（表
三），5 與這些地區佔全省七成土地面積和五成人口的比例有
明顯的差異。此外，山區和東西兩翼三次產業結構為20：43：
37，第一產業仍然佔了很大的比重，與珠三角地區的3：51：
46相比，反映出山區和東西兩翼在經濟結構上階段性的落後，
當地的工業化程度及工業和服務業對當地經濟的貢獻有待提
升。在數字以外，山區和東西兩翼各市各縣的發展策略同樣產
生令人關注的問題，這包括市、縣之間在重點產業上的類同而

表三：珠三角與山區及東西兩翼比較，2005

珠三角 佔全省 
比例

山區及東西
兩翼

佔全省 
比例

全省總和

面積 (千平方米) 54682 30.70% 123453 69.30% 178135
常住人口 (萬人) 4547.14 49.46% 4646.85 50.54%   9193.991

GDP (億元) 18244.47 79.42% 4728.12 20.58% 22972.592

三次產業結構 3:51:46 — 20:43:37 — —

注：為方便計算，珠三角數字為珠三角九市之總數，山區及東西兩翼為其
餘12市之總數。
1. 實際官方數字為9,194.00萬人。
2. 實際官方數字為22,366.54億元。

資料來源：按中國行政區劃網（2006）及廣東省統計局（2006:111, 132）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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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不必要的惡性競爭、欠缺周詳規劃和區域協調導致不合理
的城市開發和基礎設施發展，以及未有深入認識或未有認真執
行平衡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社會和諧的發展策略等。因此，
如何促進山區和東西兩翼地區的快速發展、協調區內和珠三角
地區的平衡成長，成為關係整個廣東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議
題，受到省政府的高度關注。

近年廣東的發展不單要顧及內部的協調，對外的協作亦成
為重點。自香港和澳門先後回歸，廣東與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合
作日益增加和深化，在生產要素流動、跨界基礎設施、經貿和
社會各方面的跨境政策上的粵港澳合作，均達到了新的高度；
惟在港珠澳大橋和穗深港高速鐵路等跨界合作、融合問題上的
一拖再拖，勢必阻礙粵港澳三地和整個地區的進一步發展。聯
合港澳兩特區，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出現，同時為粵港澳三地
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和更易進入的市場。經過三年的發展，廣
東從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得益日漸明顯，在省際合作上打開了
更多的窗口，對泛珠三角各省區的投資亦顯著增加，以廣東為
中心點的泛珠三角網絡正逐漸形成。廣東的內、外源經濟結構
亦產生不少變化。

「十一五」下廣東的發展重點6

觀乎廣東過去近30年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十五」時期
的發展成就，廣東未來的發展將仍舊擁有優勢，並在時空上具
有難以被取代的獨特性。廣東的優勢、獨特性，以及過去發展
時所產生和遺留下來的社會、經濟和環境等問題，實實在在構
成了廣東「十一五」發展規劃的框架和各項工作重點。

廣東的優勢和特點之一，在於其GDP和人均GDP水平已處
於國內最高水平之列，並相等於世界上不少中等收入國家的水
平（Liang et al., forthcoming）。因此，「十一五」及隨後的發
展已不能，亦不應只是盲目追求GDP等數字上的增長，發展目
標因而變得溫和及合理化（表四）。反之，社會和經濟發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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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平，推動了廣東走向社會和經濟轉型之路，城市化發展
水平進一步抬升、工業產業由勞動密集和低技術走向高新技術
和資本密集便是當中例子。明顯地，廣東必須改變其發展模式
和方向，才能引領整個社會和經濟步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首
先是廣東銳意優化產業結構，將三次產業比例調整至2010年的
5：50：45的目標；並一方面提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至GDP的
18%，同時要求減低每單位能源消耗，較2005年減少13%，提
倡環保，建構「綠色廣東」（廣東省人民政府, 2006）。

為此，在產業發展上，政府定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
方式」和「必須加快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方針。前者強調優
質、效益、節約和可持續發展，當中主要工作包括提倡農業現
代化、包含九大工業在內的工業產業升級，以及發展現代化服
務業。後者工作包括大力推進產學研合作、一系列積極政策、
強調企業主導的發展和機制，以至於體制的改革。藉此推動軟
件產業、信息製造業、信息服務業、新材料產業、生物及醫藥
產業等在廣東的成長。

其次，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省政府亦關注到平衡內、
外源經濟對全省經濟發展的穩定性。過去一段時間，廣東較為
偏向外源型經濟發展，這方向雖然大大推動了廣東經濟的高速
增長，亦讓廣東承擔了日漸加大的經濟風險；相反，廣東的內
源經濟發展偏弱，使兩者差距持續擴大之餘，社會的不穩定性
亦日益增加。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省政府提出要優化和提升
外源型經濟。以廣東目前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水平，已不必
對所有工業活動和廠家來粵設廠都表態歡迎。省政府提高了來
粵投資的門檻，決心引進更高質量和高水平的外資，並轉變外
貿增長方式。簡單例子之一，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已不再
是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生產勝地，省政府要求位於珠三角的該
類工廠搬遷至粵東西兩翼和山區等地，廠家需符合指定的環保
措施要求，也被鼓勵向高附加值一端發展。對於內源經濟，省
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定下了重點政策和措施，決意強化和
擴大內源型經濟的發展。策略包括了在政策、法規和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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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在機制和結構上作出調整，以增強國
有經濟的控制力和帶動力；鼓勵企業加快「走出去」，推動內
源型經濟國際化。

上述例子同時指出了調整產業結構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
是構建節約資源和強調環境保護的社會的關鍵之一。「十一
五」規劃要求「必須加快建設綠色廣東」，發展「綠色廣東」
的三大目標是「加強資源節約型社會建設」，包括建立相關的
機制、加強管理工作和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加強環境綜合
治理」，對治理水污染、大氣污染和固體廢物處置制訂治理目
標，以及優化管理機制和政策環境；「加強生態保護」，對廣
東的林業、水資源、海洋生態和農村生態加強保護政策和措
施。省政府預計在「十一五」期間在環保生態工程項目投入約
490億元，發展工作將按這三大目標範圍而制訂。

廣東要達到可持續發展目標，除了優化經濟結構和改善環
境素質外，平衡社會發展是另一關鍵。同樣地，省政府在這方
面定下了「必須加快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方針；另外一
個「必須加快推進經濟國際化和體制創新」方針中亦強調了強
化與港澳、泛珠三角和東盟國家的區域合作。省政府期望藉一
系列政策措施，解決省內城鄉之間、珠三角與其他地區之間地
域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亦改變過往在省外區域合作較弱的情
況。

在減少城鄉差距，統籌城鄉發展上，打破城鄉隔閡，以
發達地區及其生產活動帶動鄉村發展是重要策略。具體措施包
括：（一）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把城鄉經濟發展有機結合，
加大第二及第三產業帶動第一產業的能力；（二）合理的土地
利用、規劃布局，穩步提高城鎮化水平，並發揮城市對農村的
輻射和帶動作用；（三）按合理行政管理框架，統籌並加強城
鄉建設管理，以城市及農村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互相銜接為目
標；（四）加快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包括農村義務教育，正如
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公布2007年在農村全面免
除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是貫徹國家承諾解決三農問題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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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五）深化農村改革，包括稅費改革、徵地合理補償機制
和安置機制，同樣是保障農民權益和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

在加強區域協調和合作方面，合理有序的區域發展格局
和分工、提高對外合作水平是發展的方向。首先，珠三角作為
全省的經濟重心，它將繼續承擔其經濟龍頭作用，並在嶄新的
經濟環境中闖出新的發展道路。除已論及的產業升級、產業轉
移、加快發展高新產業、推動現代服務業等措施外，針對珠三
角內各城市缺乏秩序和協調的發展、甚或惡性競爭的情況，7  

「十一五」規劃強調落實城市之間的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並
推動整合珠三角內產業、資源和基礎設施建設，使珠三角城鎮
群可真正達致協調發展。第二，針對粵東西兩翼和山區與珠三
角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差距，省政府將實行差別化產業政策，務
求各地產業各有側重並梯度合理分工；同時建立多範疇的重大
事項協調機制。產業分工將形成特色，如東西兩翼將重點發展
臨港重化工業、山區將大力發展旅遊特色工業。第三，對於經
歷多次起伏的粵港澳合作，省政府將按照「前膽、全局、務
實、互利」原則，進一步落實CEPA安排，發揮三地各自優勢，
全方位加強合作。同樣道理，作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倡導
者，廣東亦積極推進這個區域合作框架的成長。泛珠三角框架
的形成，一方面有利廣東鞏固它作為經濟強省的實力；另一方
面又可開拓省外經濟、形成有組織的華南區域經濟，增加區域
競爭力，減少內耗。

廣東「十一五」發展與香港的關係

「十一五」規劃被視為中國和廣東在二十一世紀進一步改
革發展中的重要發展藍圖，也是國家首次把香港的發展納入全
國的五年規劃內。究竟「十一五」與香港的關係何在？「十一
五」下粵港關係又有何轉變？對於前者，香港首次被納入國家
發展大綱，反映了香港與國家自九七回歸以來融合的新進程，
並將有更深入、更有條理的融合和共同發展的未來。然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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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正如規劃文本內所強調，8 「十一五」
規劃只是從原則性方向闡述國家如何支持香港發展，並支持香
港保持特定產業的重要功能和國際地位，具體的政策和措施還
是按「一國兩制」原則由香港特區政府自行提出及統籌處理。
對香港來說，得到國家在全國性規劃文件上點名支持，特別是
支持香港保持國際金融、航運等中心地位，這對近年籠罩於 
「邊緣化」憂慮中的香港起正面支持作用。香港的發展規劃只
要能配合國家，它在國家及世界中的獨特功能、地位和貢獻是
不易被取代的。

談及與國家的配合，則不能忽略與香港的鄰居廣東的協
作，亦即是涉及上文的第二個問題。粵港關係源遠流長，在 
「十一五」期間及至更長遠的日子裏，兩地的關係會有何轉
變，雙方需要作出怎樣的調整和配合？

在經貿投資活動上，多年來香港都是廣東最大的外來投資
者，在累計投資金額上，香港亦排在首位；同樣地，香港投資
於內地的總金額，亦大部分投資在廣東。雖然近年來，來自日
本、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來粵投資持續增加，但基於香港在區
位空間和經濟活動上對內地有其獨特性，香港仍會是廣東的重
要資金來源。此外，隨著廣東經濟實力的提升，湧現一大批以
廣東為基地、具實力的大型企業。在國家、廣東的鼓勵下，不
少企業已經走向國際化，並將有更多企業選擇「走出去」；當
中香港會成為這些企業的跳板，包括來港集資、建立地區總部
和在港經營等。粵港兩地的投資活動，已不再局限於香港投資
於廣東的「單程路」；香港如何繼續調整策略，便利更多廣東
以至全國企業來港投資，促成更大量雙向經濟活動，將成為未
來發展的新焦點。

另外，香港需要適應不斷更新的內外經濟環境，以新的投
資模式進入廣東。過往香港接訂單、珠三角製造、香港出口的
「前店後廠」經營模式，以及「三來一補」等各種合營生產方
式，曾經是香港和廣東經濟賴以成功的最佳方式。但隨著廣東
整體實力的大幅提升，其GDP金額甚至已超越香港，省政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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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時期已開始鼓勵產業轉移、產業升級，以迎接新經濟
階段的來臨，預期在「十一五」時期，產業轉移和升級的力度
必將更大。此等重大改變，反映了既有生產方式已不能再支撐
香港商家在珠三角的業務，亦不再適合珠三角地區未來經濟發
展所需。而且，在廣東的新經濟時代，香港廠商可說是首當其
衝，因為不少位於深圳、東莞等城市的港資工廠，都是資本較
少、低技術、位於生產鏈低端、甚至高污染的，這些工廠現都
被標籤成為除非達到產業升級的要求、否則便要搬離珠三角地
區的對象。在此大環境下，搬遷或進行產業升級成為港商無可
逃避的抉擇。此外，廣東鼓勵產業升級本身就可吸引一批從事
高科技、高端的工業生產和服務業的香港投資者北上，這些香
港企業和內地企業嶄新的合作方式，可說為兩地創新合作經營
模式，譜出新的粵港關係。

粵港兩地除了在經濟方面關係緊密外，在城市和空間方
面亦有明顯的互動關係。過往香港經濟的發展水平較廣東高出
許多，從投資、生產和進出口貿易過程中形成了港粵的中心與
腹地之關係，由香港承擔著對外交通樞紐等功能和角色。香港
作為大珠三角區域龍頭城市和對外窗口，它投放在珠三角的資
金大大提升了珠三角地區的經濟水平和城市化的進程（Shen, 
2002）；人員的頻繁往來同時帶動了珠三角地區社會和文化向
香港趨同的形勢（Lin, 1997），如電視娛樂、衣著服飾等。但
經過將近30年的開放，珠三角不少城市的實力漸漸抬頭，尤其
是廣州和深圳，在城市規模、城市功能和競爭力、國際聯繫、
甚至文化等多方面，足以與香港並列為珠三角地區三大城市。
它們對於城市自身未來發展，包括重點產業布置和城市主要功
能等方面都有周詳的規劃，但城市間（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
往往缺乏應有的協調，產生不必要的惡性競爭，如珠三角內的
多個國際機場、大型港口和幾乎每個城市都有的大型會展中
心、大型工業園等便是好例子；加上如深圳鹽田港和廣州新白
雲機場的國際航線數目和吞吐量不斷增加，對香港構成正面和
實在的威脅。面對廣東的硬件和服務日漸追近香港的情況，如
何創新粵港城市的合作，在全球化競爭日漸激烈下，帶動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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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區域作良性競爭，增強區域整體競爭力是必須盡快解決的問
題。

香港、廣州和深圳三大城市，配合珠三角其他城市的發展
演變，大珠三角逐漸形成一個城市區域。這個區域同時含有跨
獨立行政邊界元素（Yang, 2006）、特大都市延綿元素（Sit, 
2005）和城市（及其功能）緊扣元素（Liu, 2002）等特徵，
並且是一個次國家級的城市區域。面對一個結構如此複雜的區
域，一個既嶄新又合乎法規、切合區域發展所需的區域規劃是
必須的。「一國兩制」雖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粵港合作，雙方
卻可按不同範疇加以妙用 — 或藉「一國兩制」保持粵港獨特分
隔的關係和各自的功能，或突破「一國兩制」下的限制，創新
區域合作模式和目標，以改善區域整體經濟、社會和環境，全
面提升大珠三角區域在世界舞台上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香港的機遇

從上述廣東的發展及粵港關係的演變可以理解，不論是
在空間結構和城市發展上，還是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粵港兩地
的關係都已經進入了新時代。粵港需要創新、全面的合作，是
雙向互動的、既多範疇亦有制度上的和深層次的合作，以帶領
整個區域迎接未來的挑戰。目前正是合適、而且是刻不容緩的
時機。國家和廣東「十一五」規劃的各項政策和發展項目，提
供了良好的機遇；香港在制訂如「香港2030」的未來發展規劃
上，亦有必要作出適切的配合。

事實上，無論廣東的發展規模如何、成就有多卓越，廣
東仍需要香港，香港的發展亦同樣不能離開廣東。因此香港與
廣東的互動，特別是經濟活動必定依舊頻繁，香港仍然可以在
廣東尋到新的機遇。我們認為當中有兩類機遇，分別為經濟活
動、商業投資的機遇，以及區域、城市發展的機遇。但無論哪
一種機遇，粵港都必須強化雙方合作的關係；粵港的未來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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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零和遊戲，反之兩者都會成為大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區域
當中最為重要的實體。

就經濟活動和商業投資的機遇，不少人看見廣東強勁的
發展勢頭，不禁懷疑香港在廣東的新工業發展裏還可擔當甚麼
角色？甚至發出了香港被邊緣化的警告。縱觀過去，廣東每個
階段的發展和經濟社會調整均為香港帶來「危機」。縱有「危
險」和充滿「挑戰」，但香港，特別是在內地的港商往往懂得
如何應對和解決問題，香港在廣東的「機會」亦自然地擺在眼
前。加上目前粵港的緊密關連，以及人、財、貨等交流和在廣
東的積聚，均達到前所未有之盛，可見香港在廣東的角色和對
廣東的重要性並未削弱。當然，事實是粵港的關係已有改變，
由當初借粵港兩地的比較優勢來進行合作，逐步轉向以互補優
勢合一發展，因此香港的角色和對廣東的思維都應隨之而更
新。但在這些改變下，香港的資金作為廣東最大投資來源將不
易變更；此外，香港優越的全球市場網絡和國際高標準的辦事
方式，雖然廣東亦日漸對外開放，但要發展並取代香港這個既
悠久又健全且與國際接軌的網絡是十分困難的，香港在這方面
的功能將依舊重要。此外，在廣東經濟轉型下，香港作為生產
者服務的提供者亦為重要機遇之一，香港工業總會（2007:3）
的研究亦顯示，香港的生產者服務與廣東製造業早已一體化。

我們認為，香港的工業生產已藉北移珠三角地區而延遲了
產業提升的時間達20年之久，當前面對廣東要求提升珠三角產
業結構，香港廠商應藉機提升產業，而非重複當年選擇搬廠，
撤離珠三角、甚至廣東，到其他地方繼續較低端的生產模式。
一個值得慶幸的調查結果是不少香港廠商均會擴大在珠三角的
生產，和投入更多資源研發工序（香港工業總會, 2007:7）。
科研對新產品的開發、產品質量的提升起絕對正面的作用，有
助提高產品的增加值和產品在生產鏈上邁向更高端的位置。當
然，大部分在珠三角的香港廠商都是中小型企業，產業提升需
要投入的額外資金或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加上需要適應各地
方政府就產業提升和轉移所推出的新法規和更高要求，一部分
廠商無可避免地將被淘汰，而其他廠商亦需要得到當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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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和各工商業商會的協助和必要的支援，才能較順利地
回應這次挑戰。

在產業提升和轉型的道路上，選擇走高新科技、走「綠
色」環保業務和走「香港」品牌路線，都有利開拓廣東本土市
場，亦符合省政府致力開拓內源經濟和「綠色廣東」的策略。
在高新科技的研發上，香港、深圳等大城市都有不少相關的科
研單位進行大量的研發工作，有關的研發成果均能與廠商結合
應用生產，例如積體電路（IC）、納米技術、生物識別科技、
汽車零部件、環保與循環再用/再造技術等，近年來在香港都有
顯著的研究成果可供市場應用（貿發網, 2007）。雖然這些高新
科技業務最初一般需要有較大的資金投入，但通常回報率亦較
理想，在粵港兩地的發展前景亦因政府政策支持和產業結構提
升而顯得較明朗；這些產業亦受到省和地方政府的青睞，認為
這些產業有助提高城市整體的技術和經濟水平以及城市形象。

在綠色環保業務上，大珠三角區域環境的嚴重污染提供了
一個龐大的環保產業的營商環境，「十一五」規劃內的環保和
節能政策則是機遇。從治理型的處理整個區域的空氣、水體和
固體等污染問題，到預防型的創新各項技術和設備協助污染者
減排減廢，都絕對是未來的一個重要商機。

至於選擇走「香港」品牌路線，皆因「香港製造」的消費
品已在內地市場成功發展和得到消費者的信心，香港的設計亦
因其高度創意、獨特性和專業性，迎合中國人的品味而大受歡
迎，因此「香港」品牌應繼續大力向內地市場推廣，積極開拓
銷售版圖。例如在香港通過良好藥品生產規範（GMP）認證的
製藥廠所生產的藥品，便得到許多內地民眾的青睞並特地前來
香港購買，因此若按香港最嚴格的標準要求，在廣東生產得到
認證的藥品並主打內銷，龐大的市場前景絕對不成問題。而其
他香港製造的高素質消費產品和食物（如月餅、臘肉和臘腸等
臘製食物和醃製食物等），亦可在CEPA政策下走相似路線，即
「香港企業、香港標準、廣東生產、廣東銷售」。至於「香港
設計」方面，隨著內地不同產業的興起，企業對產品設計和包
裝的要求亦隨之提高，他們亦樂意選擇香港的產品設計；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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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消費者亦很喜歡香港的消費品設計（如金飾），中國內地
可說已成為香港設計服務最大的出口市場。另一方面，不少外
國企業亦利用香港公司進行設計和包裝，務求以一個合適的形
象打進內地市場（貿發網, 2006），由此可見，在設計服務上，
香港業界同樣有很好的前景。

除了產業的選擇，投資的方式與渠道亦變得更多樣化，讓
港商可作更靈活的投資。尤其在CEPA實施後，更鼓勵了投資
者在投資模式上求變求新、多樣發展。因此，配合廣東「十一
五」規劃中促進內源經濟發展和粵港發展的策略、日漸深化和
廣泛的CEPA合作模式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的形象，港商大
可以借民企或與內地企業合資等模式，擺脫過去外資的形象，
變身為當地地方企業，乃至更長遠而言的大珠三角企業品牌。
在投資的地理選擇上同樣日益多樣化，除了省政府鼓勵部分 
「三高一低」企業遷離珠三角範圍外，珠三角本身的成本上升
和廣東山區及東西兩翼的投資環境大幅改善，亦大大推動了其
他行業到珠三角以外的城市投資。從香港通往這些廣東山區和
東西兩翼的交通條件不斷改善，交通時間大幅縮短；當地與生
產活動有關的基礎建設（如工業園）亦日漸完備，加上地方向
某些特定的行業提供一些鼓勵性支持，均有助吸引港商前往投
資。

當然，面對工業結構轉型，香港廠商無可避免在生產和製
造環節上失去競爭力，這情況也並非新鮮事物。因此，如何為
珠三角地區的廠家提供更多和更優越的生產者及專業服務，運
用香港專業服務所擁有的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大珠三角區域服
務提供者的樞紐角色，將成為香港能否繼續在廣東經濟發展上
發揮重要角色的關鍵所在。

除了多項粵港經濟和生產活動的合作機遇外，兩地城市
和社會在空間發展和連繫上亦出現更多的、關乎兩地融合的機
遇。首先，廣州至香港之間作為一個城市延綿帶，廣東亦力圖
縮減珠三角與省內其他地區的差距和城鄉差距，各大小城市間
和城市鄉郊間都必須要有完善和高效的交通接駁，因此，「十
一五」期間，國家及廣東均會繼續發展高速公路和鐵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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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泛珠三角區域同樣列交通基礎設施為發展重點，全區在「十
一五」期間計劃投放資金8,350億元於高速公路和鐵路的發展
上。香港被確認為泛珠三角區域綜合交通運輸樞紐之一（泛珠
三角合作信息網, 2006:16, 24），只有更好地接駁廣東才能擁
有全國市場的發展機會；不強化與大珠三角交通基礎設施的連
接，香港將難以發揮其經濟和地理空間上的功能。於2007年年
中通車的深港西部通道和深圳灣口岸是「十一五」期內港深之
間首個大型跨境交通基建，是粵港在空間上更緊密連結的第一
步。但港珠澳大橋、穗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蓮塘新口岸等更
多跨境連接多年還是議而不決。9 香港必須採取更大的主動，一
方面改善香港內部有關發展的機制（如2007年7月成立的發展
局），另一方面積極聯合粵、澳和中央政府各方，盡快作出決
定，爭取上述項目在「十一五」內動工興建並盡早投入使用，
以把握發展時機，強化香港的對外連繫，為香港拓展更大腹
地。

除了實體對接外，香港同樣需要積極推動和配合，讓多範
疇及深層次的區域發展和合作，同樣可以把握時機盡早實現。
目前，不少粵港跨境合作項目是透過「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進行的，如環境保護和城市規劃的合作，又如與大型基礎設
施和口岸合作有關的專責小組等（楊汝萬、沈建法, 2005:248-
50）。但隨著兩地進一步融合，更多及更繁複的跨境事務需要
處理，這些臨時性（ad hoc）的專責小組已非長久運作的合適
體制，建立恆常機制去處理已成為粵港常態的區域問題是最理
想的。我們認為，雖然「一國兩制」保障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
防止其他省市干預香港事務，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亦阻礙了區域
管治和規劃的發展，香港主動尋求突破，創造更有利的環境來
管理和帶動大珠三角地區的發展，是對整個區域最為有利，而
對「一國兩制」的施行和國際對「一國兩制」的認受性，也不
會造成「破壞」和「削弱」，可謂一舉兩得。最近除了新設發
展局外，在政制事務局職能上也強化了內地事務，可說是曾特
首對區域發展實際需求的回應。

在眾多區域問題裏，我們認為選擇大珠三角五大機場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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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深入協調合作發展是個非常合適的例子。10 原因是（一）
航空運輸業在大珠三角的發展十分蓬勃，然而管理和制度上未
能追上和配合現實，影響整個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有其迫切性
以區域角度和統一手段去理順問題；（二）目前五大機場的管
理都是半官方式或企業化管理，優先試行創新的區域合作制
度，將不會直接影響粵港澳三地最根本的政治結構、關係和行
政制度；而航空公司更是純商業機構的運作；（三）對香港而
言，五大機場如能盡早深入合作，有助解決香港國際機場目前
的三大問題 — 香港國際機場及香港機場管理局是否、何時和怎
樣企業化/私營化，如何解決機場縱有極大的容納能力卻因空域
所限而無法進一步讓更多航班同時升降，以及如何緩解廣州和
深圳二機場對香港的「威脅」。

在不足150公里的範圍內，大珠三角地區建有五個具國際
標準的機場。多年來一直為各界批評為浪費資源、重複建設和
惡性競爭的最佳例子，並紛紛提出解決建議（鄭天祥、趙大英, 
1997；伍謝淑瑩, 2003；胡靖, 2004；張偉、曹洪軍, 2004；顧
忠華, 2005）。事實的發展亦不能否定這些批評（如珠海機場
十分接近澳門國際機場，直線距離不足30公里；該機場建有國
際航站樓卻缺乏國際航線，該大樓空置並要花巨款保養；國內
航線、航班數目和客貨吞吐量少得令人擔憂，更曾面對嚴重的
債務危機；或有言港穗深三大機場在客貨競爭上日漸激烈），
但大珠三角整體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特別是過去數年的高速發
展和區域局勢的演變，加上五大機場開始作出適當的協調，都
反映了五個機場未必只是區域的負擔，也可以成為整個區域的 
「生財工具」。香港國際機場、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和深圳寶安
國際機場縱然面對激烈的互相競爭，但三個機場的客貨吞吐量
依然屢創新高，並出現飽和情況。香港國際機場客貨吞吐量穩
佔榜首，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和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在國內亦緊隨
北京和上海的機場之後，若大珠三角的客貨源不足，三個機場
相信難以有如斯優越的表現；亦可以說，三個機場中缺少了任
何兩個，餘下的一個亦沒有足夠能力獨力處理全部乘客和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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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雖然澳門國際機場和珠海機場的表現不及上述三個機場，
但隨著澳門的博彩業向國際財團開放和經濟民生持續改善，澳
門國際機場近年的客貨量正快速增長；珠海機場在香港機場管
理局接手管理後亦重獲新生，各界均憧憬其日後表現。

隨著五大機場愈見繁忙，目前大珠三角的空域使用和管
理、航道分配及各機場飛機升降的配合等環節，成為機場和航
空運輸業持續發展的阻礙，急待改善。以香港國際機場為例，
因空域管理問題，其中一條跑道多年來都只供航機降落而不
供起飛，而整個大珠三角的「塞機」問題亦成為常態（《香
港文匯報》, 2006a, 2006b）。雖然目前港、澳和內地三方已在
2004年聯合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空管規劃與實施工作小組」來
研究珠三角空域管理問題，但顯然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至今
仍困擾著珠三角地區的航空業發展。在「一國兩制」的規範
下，五個機場、三個空域無法由一個區域層次的政府部門統籌
管理，需要我們作出突破，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並以此為案
例，推動大珠三角在其他區域問題上作意念創新的、深層次的
協調合作。在機場的管理上，我們建議成立大珠三角機場管理
局/集團（楊汝萬等, 2006），集香港機場管理局和香港國際機
場的國際營運經驗，和廣州白雲機場作為國內三大航空樞紐之
一所發揮的功效，理順和統一大珠三角內與機場和航班有關的
管理和日常運作，如此，相信五個機場在航空運輸上的容納能
力和競爭力當可倍增。初步的概念是五個機場管理單位需要全
部組成公司上市（如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已於1998年在深圳交易
所上市），五方政府互相入股其餘四個機場公司的股份，形成
利益互繫共享的局面，再在合適時機組成新公司（即大珠三角
機場管理局/集團）重組股權和股份，以集團控制和協調五個機
場的運作和發展，加強機場之間的競爭和合作，並將惡性競爭
減至最少。當然，此舉涉及出售和調配國家資產，這發展建議
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確認和行動支持，包括各級政府在處理出
售和協調分配機場這國家資產的程序上、股權分配上，港澳兩
方在入股穗深珠三機場的身分和權責等。

上述建議落實，須得到國家民航總局、軍方和港澳兩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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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單位的支持和合作，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理順大珠三角範
圍內三個空域的管理。要統一管理和發展大珠三角五大機場，
必須統一三個空域的管理，甚至進一步整合香港和廣州兩個航
空情報區。我們相信，要目前三個空域管理單位放權給一個新
設立的區域級行政部門去統一管理空域是較難實現的方案，故
中央可授權其中一個單位代管。按目前情況，授權香港一方是
較為適合的，因為既不直接影響廣州、深圳和珠海的利益，又
能解決香港空域限制的問題，香港在這方面的國際經驗亦較豐
富。當然，香港需定期與廣州、深圳和珠海磋商，以解決問題
和紛爭。

簡單而言，大珠三角機場管理局/集團的成立和空域統一管
理，不單把五大機場和三個空域更好地協調管理以發揮其最大
潛能，更可成為大珠三角一體化的範例，讓部分區域關聯度高
的範疇（如海運）改行合一的管理、營運和發展。

清晰定位 共創粵港新未來

在「十一五」期間，粵港之間，特別是大珠三角各城市之
間，將會有更多更緊密的合作和交流，亦需要在部分區域合作
範疇上進一步融合和趨向一體化。然而，有人可能懷疑，大珠
三角城市，尤其是穗–莞–深–港東岸四市更緊密的融合一體，會
否令香港失去其「一國兩制」下的特色，以及國際上的地位與
光芒？其實，不論城市間如何結合、融合、區域化、網絡化，
各城市均宜保持、突出、甚至規劃出個別特色，在群體內發揮
其重要性和主要功能。就如荷蘭蘭斯塔德區域一樣，四大城市
高度聯繫，互相緊扣卻又各具特色 — 如鹿特丹是國際港口，阿
姆斯特丹則是行政中心等。因此，從香港本身發展、國家和廣
東的「十一五」規劃三方全盤考慮，大概可以勾劃出香港和廣
東城市各自的定位和功能。

大珠三角區域作為一個整體，坐落於中國南方，是國內和
國際溝通的重要大門之一，此地位和功能難以被取代，過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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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來亦如是。從較宏觀角度看，基於各自的歷史背景和多
年發展所形成的網絡，香港將仍舊以對外關係為主要功能，廣
州、深圳等城市則主要發揮對內作用。當然，香港亦將積極開
拓國內網絡，而廣州和深圳也會發展國際網絡，但雙方不必各
自重新建立網絡，更理想的做法是拆除「一國兩制」這無形牆
壁，善用對方的現成網絡，使自身發展事半功倍。

從個別功能看，廣東城市將繼續發揮工業生產功能，特別
是廣州，更向著高新和先進的重工業生產中心發展。香港或許
依舊是主要的資金來源地和重要的工業投資者，但廣東銳意推
動工業轉型和產業提升，將加強香港在提供區域性生產者服務
的功能，不論服務對象是大珠三角內的香港商人、內地商人還
是來華投資者，香港都需要衍生出更多不同生產者服務，使香
港區域性生產者服務提供者的功能和地位更鞏固。配合生產者
服務的是繼續作為國際的金融和商業活動中心。由於廣州在短
期內沒有計劃發展股票、期貨等金融活動，而深圳市場亦不夠
成熟和穩定，因此區域間的資金流動等金融活動必然集中到十
分成熟的香港市場。蓬勃的國際商業活動是香港的傳統成就，
繼續吸引國際資金來港，更大力度發揮「招進來」、「走出
去」的跳板作用，發展總部經濟（headquarters economy）是香
港計劃要走的一條路。自然環境（包括整個大珠三角）及投資
環境和條件的改善，將使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更見成功。

香港在發揮對外的金融和商業活動樞紐功能的同時，廣
州則會更大力度發展其對內，尤其是對泛珠三角的樞紐角色，
與香港相互配合補足。廣州的對內樞紐功能體現於交通運輸網
絡（機場、高速公路和鐵路）、資金流、甚至泛珠三角的行政
等。此外，隨著深圳港的高速發展，香港和深圳兩大港口將同
時成為本區域最主要和最大型樞紐貨櫃港口，共同處理大量進
出口貨物。穗、港樞紐一北一南，中間東莞和深圳發揮個別功
能和作用，大量有形無形的人、車、貨、資金、資訊經此走廊
川流不息，切切實實形成一個高度發展的珠三角東岸城市走
廊。粵港兩地更緊密和深度合作，並清晰分工，能增強區域的
整體競爭力，使粵港均擁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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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廣東省過去數年的地區生產總值（GDP）平穩高速上升，在
2003年達15,844.64億元人民幣，較香港的GDP（按當年匯價
折算後為13,109.84億元人民幣）高2,734.80億元，並自始逐年
拋離香港。

2. 除特別注明外，本文採用的貨幣單位為人民幣。

3. 2005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平均匯價為819.17：100（廣東省統計
局, 2006:486）。

4. 外貿依存度 = 進出口總額 / GDP；外資依存度 = 實際外商直接
投資 / GDP（Liang et al., forthcoming）。廣東的三項數據見表
一；全國的GDP、進出口總額、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為：
183,084.8億元、116,921.8億元、603.25億美元（國家統計局, 
2006:57, 733）。

5. 為方便計算，這裏所指的山區和東西兩翼的GDP為珠三角地
區九個地級市以外12個地級市的GDP總和。

6. 本節所點出的廣東「十一五」發展目標、重點工作等內容，
主要摘自廣東省人民政府（2006）。

7. 珠三角城市的惡性競爭已成為不少區域發展研究題目的案例
和社會議論焦點，當中包括了制訂主導產業上的相同和類
近、大型基礎設施的重複等情況，造成資源浪費、錯配和效
益低等問題。

8. 針對香港和澳門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第四十八章提到：「保持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辦事，加強和推動內地同港澳在經貿、科教、文
化、衛生、體育等領域的交流和合作，繼續實施內地與香
港、澳門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安排，加強內地和港澳在基礎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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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設、產業發展、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合作。
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遊、資訊等服務業，保持香
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等中心的地位。支持澳門發展旅
遊等服務業，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http://news.
xinhuanet.com/misc/2006-03/16/content_4309517_23.htm）可見
國家在大原則和大方向上如何支持香港和澳門不同產業的發
展和領先地位，而具體發展策略則未有論及，留待兩個特區
政府自行制訂。

9. 就港珠澳大橋、穗深港高速鐵路、蓮塘口岸等跨境基礎設施
項目的詳細內容，可參考楊汝萬、沈建法、張力（2006）和
楊汝萬、紀緯紋（2007）。

10. 大珠三角五大機場分別是香港國際機場、廣州白雲國際機
場、深圳寶安國際機場、澳門國際機場和珠海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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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下泛珠三角與香港研究系列

II. 廣東與香港

摘要

粵港關係源遠流長，近30年的互動發展使雙方關係變得更
為緊密。但隨著世界經濟和地區發展的新趨勢，加上粵港雙方
各自面對的一連串問題，促使雙方尋求新的共同發展方向和策
略。國家和廣東省的「十一五」發展規劃正好推動粵港合作走
上新里程。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龍頭，廣東逐漸改變過往盲目
追求數字的經濟增長，更加注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質量的
提升，同時顧及平衡環境保護和城鄉和諧發展的需要，以及與
港澳兩地的區域合作。

面對廣東新的發展方向和策略，香港看似面臨重大挑戰和
危機，甚至憂慮被「邊緣化」，但香港今天的繁榮正是建基於
克服過往多次的危機，對於最新一輪的挑戰，正好讓香港在經
濟結構、產業創新、對外投資，以及城市和區域發展策略等各
方面，作出必要和適切的調整。香港只要主動回應，加上粵港
唇齒相依這個至今不變的關係，香港在廣東的發展機遇將不減
反增。

粵港雙方都特別需要把握「十一五」規劃、CEPA、泛珠三
角框架等機會，促進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並提出
創新和突破性的區域發展思路，把粵港、特別是珠三角一帶，
建設成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和最具活力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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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Hong Kong 
under the 11th Five-year Plan Research Series

II.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Yeung Yue-man      Shen Jianfa      Kee Wai-ma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is one of long 
standing, and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has 
brought the two places even closer together. However, the changing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rend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the internal problems that they respectively face, make 
it necessary for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to work out common 
goal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s of 
both the nation and Guangdong will drive Guangdong-Hong Kong 
cooperation to a new stage. Rather than blindly pursuing economic 
growth, Guangdong is now attempting to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its economy and the quality of its industri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vince is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balanc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o is also a major area of focus.

In light of Guangdong’s new directions for development, 
Hong Kong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that of 
marginalization. In fact, Hong Kong’s present prosperity and success 
has been built upon previous crises and critical events. Hong Kong 
can make use of the latest challenge to adjust its economic structure, 
create new industries, and adopt suitable outward investment plans 
an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re interdependent and, as long as Hong Kong can duly respond 
to new changes, Hong Kong will likely thrive on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Guangdong.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that 
come with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CEPA and the Pan-Pearl River 
Delta framework to foster wider ranging and more in-depth for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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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two places should also put forward creative 
ideas and breakthrough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at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ill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fastest growing 
and most dynamic regions in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