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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優勢互補 大灣區可媲美矽谷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是中央政府於 2017 年初提出的「十三五規劃」，對接

「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本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北京與國家發改委簽訂有關「一帶一

路」協議文本，也強調基礎設施與航運、經貿交流與合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見這

發展將是粵港澳 11 個城市未來幾年的最重要規劃項目。  

然而，建設大灣區較過往的跨城市合作規劃項目來得複雜，所以必須盡快進行相關有系統的

研究，探討不同持份者對大灣區的觀點，以作參考。  

恒生管理學院全球供應鏈管理政策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學亞洲供應鏈及物流研究所發表了題

為《粵港澳大灣區物流與貿易便利化：持份者關注點，中央部委意見及政策建議》的政策研

究報告。此研究於今年 7 月開始，從貿易與物流服務的三大領域（即空運、海運、陸運）為

出發點，實地訪問區內四大城市（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的持份者，然後在北京中央四

部委的拜訪時提出持份者的關注點，並獲得部委代表回應。  

內地 9 城先融合  港非旁觀者  

持份者的關注點可歸納為四方面：第一，一體化的實行欠缺清晰及具體的部署，尤其是針對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實行一體化的進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提到，中央政府傾向的大

灣區一體化進程是內地 9 個城市先融合，再與港澳地區協調發展。這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

所設立的兩階段方案。但此進程的擬定，並不代表香港在第一階段（即內地 9 個城市融合的

階段）進行期間只是「旁觀者」。因為如 9 個城市的融合既成事實後，香港才與 9 個城市商

討協調，香港發展的空間可能會非常局限，到時亦可能要作出頗多的調整及改變才能達到協

調發展的效果。  

因此，在第一階段內地 9 個城市融合時，就要充分考慮好香港和澳門在第二階段加入後將會

遇見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如何能全面發揮其國際大都會的獨特優勢，協助大灣區

在貿易與物流等不同領域與國際無縫接軌。從第一階段，港澳政府務必要積極參與整個大灣

區的各項規劃，這不僅有助於港澳特區的自身發展，更是對大灣區的全局發展有長遠影響。  

第二，如何平衡市場驅動和政策推動之間的相互作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到，大灣區

內的企業需要進行整合。可以預期，隨着大灣區的發展，區內的企業很可能會進行整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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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可以減少區內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提升大灣區對外的整體競爭力，但另一方面整合會

讓現時過度分散的企業所有權變得集中，從而形成企業巨型化發展格局。  

整合區內企業  勿犧牲中小企  

但一個城市要可持續發展，不應只依賴一兩家龍頭企業支撑大局。當市場環境發生改變時，

這些超大企業可能因不夠靈活、轉身走位慢，窒礙了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因此，在規劃時

要盡量找到平衡點，讓市場得以健康發展。否則，此舉將嚴重影響大灣區內企業，尤其是中

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第三，是否有明確的分工及如何分工。各城市的分工和定位有很多方面，在此我們只討論打

造大灣區成為科技創新中心這一項。大灣區發展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把大灣區打造成國際性

的科技和產業創新中心。縱觀大灣區內的 11 個城市，深圳最具備條件擔此重任。但香港作

為一個國際城市和區域的教育及科研中心，並在金融、法律體制、高增值服務行業等方面都

具備着無可比擬的優勢，因此在大灣區發展成科技創新中心的進程中應該擔當一個重要角

色。若深圳和香港能發揮各自優勢，達到優勢互補，並在整個大灣區產生最大的協同效應，

前景將可媲美矽谷。  

港深發揮所長  建創新科技園  

據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香港將設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以更快更好地發展創新科技。類

似的項目似曾相識：如數碼港與香港科學園。因此我們希望港深創新及科技園能有更好的規

劃，而非數碼港與科學園的簡單複製版。  

第四，大灣區內單一窗口和海關改革的有關事項。  

海關總署提到，內地會於 2020 年建成全國範圍的單一窗口以對接一帶一路，並表示，內地

的單一窗口已經做好準備與香港的單一窗口對接。這表示中央政府已肯定了在不久的將來兩

地單一窗口需作出對接。  

單一窗口是一個提交報關資訊的軟件系統，讓業界（如貿易商、承運商、貨運代理商等）一

站式全天候 24 小時向政府提交所有 51 項涉及報關、清關的「企業對政府」（B2G）的貿

易文件（如進出口報關單、貨物艙單、產地來源證、食物入口申報表等）。這免除業界逐一

與不同政府機構（如香港海關、工業貿易署、衞生署、漁農自然護理署等）接洽，大大減省

清關時間及成本。單一窗口的建立並不只是針對一個經濟體對貨物進出口的規管要求，在

「政府對政府」（G2G）的層面，通過聯繫各地的單一窗口（如內地與香港、香港與東盟）

交換指定貿易資料，能使跨境貿易更快捷便利。  



港單一窗口發展慢  削競爭力  

單一窗口其實蘊含無限商機，它的未來發展不會只局限於海關層面的使用，如建立電子海

關。我們預計，單一窗口將大大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而且未來的單一窗口將發展成連

通不同平台的信息樞紐及骨幹，除了發揮其 B2G 及 G2G 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收集和分析

從商品開發、原材料及部件採購、生產、庫存、成品配送、網上支付及綫下銷售的流程中所

產生的大數據，藉以提供更優質的高增值「企業對企業」（B2B）及「企業對消費者」

（B2C）服務。  

面對如此的機遇，香港的單一窗口卻預計要到 2024 年才能全面投入使用，這既不能在

2020 年和內地的單一窗口對接，勢將嚴重窒礙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也與香港積極參與一

帶一路發展的策略嚴重不符，削弱香港競爭能力。  

市場和政策都是重要的推動發展力量，但也有其力所不及之處，關鍵是兩者要互相補位和配

合，各司其職，才可發揮兩者結合的協同效應。以建設單一窗口為例，香港單一窗口的發展

滯後於內地，我們認為技術層面問題應該不是主因，那是否因涉及多方持份者的利益，使得

單靠市場力量推行十分困難？政府是否應該更積極帶領及與業界攜手合作加快建立單一窗

口？然而，政府過分介入市場的弊端也不少，如重複投資、建設淪為使用率低的大白象工

程、補貼營運效率低的企業，浪費社會資源。總的來說，平衡大灣區內市場和政策的發展力

量至為重要。以上的觀點和建議，希望能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充分討論。  

完整報告可參閱 pr i sc .hsm c.edu.hk /pub l i ca t i ons / repor t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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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灣區發展成科技創新中心的進程中，深圳和香港應發揮各自優勢，在整個大灣區產生最大的協同效應。  

（中通社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