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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啟示 

產諮會 許碧書副研究員 

第 14屆國際金融論壇(IFF)1於 2017年 11月 17~19日在中國廣州舉行，並以

「世界大灣區建設：新動力、新增長、新格局」為年會主題，就「世界灣區建設

與區域競爭力」、「如何發揮香港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作用」、「構建大灣區全

球創新金融中心」、「構建大灣區全球資源配置中心」、「一帶一路與灣區經濟」等

議題進行討論，這是繼習近平在十九大強調將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一大重點，

全面推進內地、香港、澳門三方互利合作後，首次透過國際財經會議，為打造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經驗及啟示。 

其實中國早在 2008年就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年)」，以粵、港、澳三地打造「世界城市群」。2017 年 3 月份的政府工作報告更

明確提及「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

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在

香港回歸 20 年的當日，由國家發改委、廣東省、港澳特區等政府聯合簽署「深

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更確認粵港澳大灣區的國家戰略地位

等。 

十九大後中國要進入新時代的特色社會，這個擁有 2個特區、2大一線城市、

3個自貿區片區的粵港澳大灣區，可依其北連中國大陸、向南聯結東南亞等優越

地理位置，加上區內以「金融服務在香港、研發在深圳、製造在珠三角」發展形

成三個各具特色的經濟體系，未來在金融、科技等產業鏈及經濟等的表現，不僅

可作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重要區域，且隨著開放程度加快有機會比京津冀

協同、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甚至東京、紐約及舊金山等灣區更具多元化。除

了深圳的前海新區要打造成為深港服務業合作區，透過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

性服務業的功能，打造營商環境對接、共同發展經濟的深港合作體系；珠海的橫

琴新區則與澳門對接合作，發展高新技術、旅遊和服務業，密切與葡萄牙語系國

家的經貿往來。像此次年會中所發布 IFF的業務和運營總部也將由北京移至廣州

南沙區，固定在廣州舉辦各項國際會議，以及「廣州南沙國際金融島」2、規模

300億元人民幣的「南沙母基金」3、「國際風險投資中心」4等項目，正是配合粵

                                                      
1 國際金融論壇(IFF)為 2003 年 10 月由中國、美國、歐盟等 20 多個國、地區及 78 位相關國際組

織代表共同發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領域高級別常設對話、交流和研究的法人機構，並提供頂級

國際財經會議、學術研究、教育培訓、戰略諮詢、創新發展等服務。 
2 由廣州市人民政府、南沙區開發區(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管委會聯合 IFF 共同規劃，以 IFF永

久會址，形成具有世界地標性質的城市空間，建設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金融合作示範區 
3 由南沙開發區管委會、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中國民生投資集團(華南總部、廣州基金)等共同

設立，以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助力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專注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製造、

人工智慧、節能環保、生物醫藥等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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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而設立的，顯示國際機構也看好其未來發展的潛力。 

雖然現階段兩岸政府交流呈現停滯，但習近平在十九大的報告，以「尊重台

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

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

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臺灣同胞福祉。我們

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作為現階段對台政策說明，

另報告中亦承諾要實行高規格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放寬市場

准入」、「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 「凡是在我國境內註冊的企業，都要一視同

仁，平等對待」等，顯示台商應可不受限於兩岸情勢而與外資企業共享中國的市

場開放。而粵港澳大灣區原本就是台商投資中國最早地方之一，迄今仍是台商群

聚規模在中國大陸數一數二的區塊。以區塊來看，不斷有創新的新世代台商入

駐，東莞台商仍有 4‚000 家左右，深圳、廣州、中山、佛山等也是台商投資的熱

門地，香港則為台商公司註冊地及理財中心，此顯示出灣區發展反而有助於台商

新的發展機會。 

在台商方面，若能透過原有台商基礎，建立跨產業的合作平台，掌握到未來

發展趨勢與新商機，像是透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所形成「一小時生活圈」，

將帶動人才、貨品流動頻繁，未來高度運用訊息技術的新業態、新商機將有發展

空間，不僅帶動資訊等服務業發展，亦可加速及擴大「大灣區」產業合作平台的

推動。另可結合灣區內各核心城市所規劃發展的重點領域，切入關鍵技術，尋求

合作商機，如蘋果公司在深圳設立華南運營中心、微軟公司設立物聯網實驗室

等，或與香港國際金融業和創投基金，投入粵港澳大灣區所要發展的新一代資訊

技術、生物技術等戰略新興產業集群。 

在國內部分，高雄市自 2013 年起推動亞洲新灣區計畫，透過環狀輕軌鏈結

高雄世貿會展中心、港埠旅運中心、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市立圖書館總館

等四大地標，在 2020 年發展出以體感科技、IoT 智慧物聯網、智慧新城區、灣

區藍色經濟，以及新南向政策基地等五大產業，未來亦可透過港台產業競合交

流，作為新南向政策合作對象，尤其香港與東協在 2017 年 11 月 13 日完成自由

貿易協定(FTA)與投資協定簽署，加上近年來港府為推動經濟轉型，決心發展創

新及科技，將投入超過 180億港元用於科研基礎設施、學術科研及研究成果商品

化等，未來國內廠商似可考慮與港商合作，藉由「香港－東協 FTA」進軍東協和

印度市場，或台港間能否在智慧物流、「再工業化」、創新創業和培育科研人才等

議題上有合作的空間，創造新的台港經貿合作領域。 

 

                                                                                                                                                        
4 由南沙開發區管委會、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廣州交易所集團、中證報價南方公司等合作建設，

將引入集聚知名風險投資機構，建立國際風險投資學院，探索建設私募股權交易及服務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