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深都會」的即時起動 
劉廼強 
 
香港和深圳這對歡喜冤家，在過去十多年，都有緣無份，長期都是深圳有情，香

港無意，歲月蹉跎至今，特區到了第三屆政府，於邊緣化危機中回頭北望，才突

然發現這個前年被溫家寶總理指定要「服務香港，向香港學習」的芳鄰，在不經

不覺中已經長成，亭亭玉立的，具備一定的吸引力。於是在曾蔭權最愛的民間智

庫《智經研究中心》發表了「港深都會」報告書之後幾天，特區政府的官方智庫

《中央政策組》便為港深經濟一體化開了一個特別高層次的研討會，會議分別由

香港處理行政長官唐英年和深圳市長許宗衡致開幕詞；再過兩周，深圳的官方智

庫《深圳社科院》，又舉行了兩地官方都派員出席的另一個題目類似的論壇。忽

然之間，兩地有關活動如此頻繁，除了香港後知後覺的淺薄傳媒之外，圈子內都

多少感覺到，香港和深圳這雙子城的進一步整合，終於開始序幕。明眼人都可以

看到，深圳和香港這兩個城市，雖然今天表面看來都各自精采，但都要面對發展

局面侷促的結構性問題，就目前的情況，各自單獨難以突破。1 
 
在這序幕期間，港深兩地政府都不約而同的高調宣揚雙子城進一步整合的兩利雙

贏後果。簡而言之，在一體化之後，深圳和香港的多項經濟實力指標，在國際上

的排名將會大大提升，極有潛力於二零二零年成為繼紐約和東京之後的第三大都

會。這些論點對於促進兩地市民熱衷整合，應該會有不錯的說服力，但在實際上，

是毫無運作性意義的。現在流行的說法，比如在某一指標香港排行第十，深圳排

行第五十四，兩者合起來，便上升至第五。循這思路，大可什麼都不做，只須把

兩地的統計數字合併便了事。關鍵點在於首先要選那幾個指標共同合作，其次要

下什麼功夫，把港深合起來的指標，提升至全球第三、第一，這才叫一體化，而

如此的一加一等於三的一體化，對兩個城市、對中國整體發展，才真正有意義。 
 
也有不少主要是內地的專家學者，認為深圳與香港經濟互補性甚強，大大有利於

整合，而一體化之後，自然就產生一加一等於三的合力。他們看到的是深港經濟

結構很不一樣，互補也者，就是你有我無，我有你無，彼此之間較少競爭，因而

對一體化的認同，阻力較小。根據智經研究中心所作的民意調查，約九成深圳人

士對「深港都會」的建議表示樂觀；香港方面，則有六成市民表示樂觀，持反對

意見者，只有一成，就是這個道理。但是沒有競爭，卻未必就會產生合力；一體

化之後，可能產生合力，也可能不產生。況且港深兩地也並非不存在競爭。兩地

的貨櫃港明顯是處於競爭狀態，而且還競爭得十分激烈。兩市股票市場則未必互

相競爭，這只是因為兩地的投資者未能互通，加上香港的創業板並不太成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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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形勢改變，競爭便會加劇。但兩個股市簡單合併，也未必能有可觀的合力，

有可能因為互相拉扯，反而倒退。 
 
目前類似的思路混亂和誤解還有不少，尤其是在熱情高漲的深圳這一方，對香港

一廂情願的成份不少。這裡只提一個例子：深圳不少決策人士都認為香港缺乏土

地，而深圳的土地資源較充裕，可作互補。事實上，香港只有一千一百平方公里，

並且已經開發了超過一百六十年，但是至今只開發了不到兩成的土地。香港土地

昂貴，純粹是政府有意識地限制土地供應，抬高地價，有效地利用寶貴資源，同

時為政府增加收入的結果。光是邊境禁區，便有連貫的三十平方公里土地馬上開

放，而從深圳皇崗對岸的落馬洲往南和往西伸展的一大片平源，屬於香港西北低

開發地區，面積大於香港島兩倍。反觀深圳，經過不到三十年粗放式的發展，其

二千平方公里的面積，已經絕大部分開發了，今天反而再難有成片的土地可用。 
 
由此觀之，過去那一大堆「做大做強」的論點，和一些主觀幻想，都已經完成了

論證香港和深圳兩個接壤城市有需要進一步整合的歷史任務。現在兩地政府看來

都有積極性要進一步整合經濟活動，再下來，便毋須再重覆這些無際於事的觀

點，需要具體的思考，如何才能「做強做大」。這牽涉到一體化的定位、策略和

執行機制這三個方面。很可惜，這三個方面兩地都少人探討。因此，什麼「一城

兩府」、「港深都會」等，至今都只是流於空泛的口號式概念，和從此引伸的零碎

具體措施的建議。 
 
眼前馬上要做的，是港深兩地政府，都分別委托專家學者，就港深一體化如何定

位這課題作調查研究，從不同的觀點和角度去深入探討深圳和香港這兩個各有其

本身的特式和既定發展方向，並且頗為成功的城市，如何通過各自突出某些優勢

作進一步整合，朝某一個共同的方向發展，達致雙贏的效果，並作出建議。這些

不同的建議，可於一些論壇中作公開較量，和通過傳媒作報導，討論，最後由兩

地政府委任一個聯合小組，作揉合、修改，最後形成共識，付諸實行。 
 
在「一國兩制」之下，香港和深圳兩市的政府是兩個完全不同運作模式的機構，

一起去做一件簡單的事情，如上述的一起尋找共同定位，也有由於各種不同因素

形成的阻力，有一定難度。再舉一個例子，要花一千萬這個小數目，對深圳政府

是輕而易舉的事情，但在香港，政府卻要拿到立法會要求批准，而且有可能通過

不了。因此，許多可以做，甚至應該做的事情，深圳政府可以說了算，但香港政

府卻難以作主。這並非香港這邊不夠熱心，這是政治現實。不過另外一些事情，

因為特別行政區的「高度自治」，它自己就能作決定，但深圳則要向廣東和中央

請示，在得到批准之後才能從事，這又是另外一方面的政治現實。如何取長補短，

需要耐心摸索和磨合。 
 



馬上能開始的，香港和深圳，都應該在對方設立辦事處，加強活動和聯繫。香港

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及廣東省和深圳市政協中的香港市民，都可以辦演一

個更大的角色，籌謀獻策、牽線搭橋、吹風探路。深圳方面，可大大增加多次往

返香港的簽證，讓更多深圳市民能經常來港。除此之外，其他可做的事情不多。 
 
起碼在短期來說，一個比政府層面合作更加有效的方式，是在雙方政府幕後支

持，給予各種優惠政策，大力發揮公民社會的作用，通過中間團體，包括智庫、

大學、商會、專業團體等，以多渠道、多方位的整合工作。事實上，這方面的努

力，自深圳建立特區開始，已經默默地進行了近三十年，網絡關係十分成熟，只

待有意識地加強而已。港深政府需要做的事情，是放棄以往以鄰為廓的心態，鼓

勵和資助這些團體把更多資源投放於深圳河的對岸，讓兩地的市民都能共同享用

這來自對岸的服務。 
 
這樣做，重要的作用之一便是「改寫香港人的“自我意識”（sense of self )這至為

關鍵的問題」2。經濟一體化對香港和深圳這兩個成功的城市的影響將會是全面

和徹底的，這是兩地決策者所不能不面對的又一個政治現實。因此，在深港兩地

人員短期內難以全面自由流動的現實之下，盡量設法促進兩地市民加深認識，分

享更多資訊，構建更多共同經驗，對兩市的整合，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在這方

面，大有文章可作。例如電話，目前港深使用不同的系統，十分不划算。電訊基

建講求規模經濟，香港維持一個細小的獨立系統，對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都十

分昂貴和不便。只須把兩市電訊系統統一，便是整合的一大步。另外一個例子是

電視，香港不少愛國愛港人士，正在爭取能免費收看中央電視台多條頻道的節

目。諷刺的是，深圳市民普遍能看到香港的所有電視節目，但香港市民卻只有少

數能看到深圳一兩條頻道，封閉可知。這也說明，這局面急須改變。目標是在三

五年間，港深的市民在日常生活上，處於一個無縫接合的狀態，在一般情況下，

根本不自覺，因此不管他是身在香港或在深圳。3 
 
這是港深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條件，而只要雙方政府有決心，是絕對有能力採取政

策措施，促進兩地市民加深認識，分享更多資訊，構建更多共同經驗的。在兩市

市民都習慣了無縫接合的生活，如魚得水，無分彼此，嘗到了甜頭之後，支持者

會越來越多，只會嫌整合速度不夠快，誰也不想走回頭路。連這一點都達不到，

便奢言兩市市民自由往來等，完全是本末倒置，徒祇引起尤其是香港這邊某些人

的疑慮和抗拒而已。 
 

                                                 
2林沛理﹕港深融合的性格沖突。亞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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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來，香港的駕駛者便馬上海闊天空了！ 



如果港深政府採取以上通過促進民間積極性，順暢、開心地進行與他們日常生活

息息相關的整合，兩地政府大可從容地規劃定位和策略問題，因為中間的時間一

點也沒有浪費，而到規劃定下來的時候，整個氣氛都會更加友善，政策推行起來

會更加得心應手。這個階段大概會有三至五年，正正就是兩個城市本屆政府的任

期之內。本屆之內解決了定位和策略這兩個重中之重的戰略性問題，往下的具體

戰術性政策措施等就容易處理。與此同時，通過民間的磨合和雙方政府在釐定定

位和策略的過程中的經驗，聯合執行的機制也會在這期間慢慢成型。 
 
在這規劃期間，港深兩地政府可致力於兩市基建的協調。深圳方面最關切的是它

唯一有部分控制權的河套地段，而港方已經放在發展議程中的，則是開放了的邊

境禁區。這兩個項目都需要好一段時間才能落實，以邊境禁區為例，走完種種必

要程序，最早也要二零一零年才能起動。更加立竿見影的是趕快完善成最新開闢

的西部通道和褔田口岸兩邊的相關配套，因而盡快提升這兩個新口岸的使用率和

周邊發展，以及對兩地發展的拉動作用。上文提到皇崗對岸的落馬洲往南和往西

伸展的一大片平源，包括錦田、八鄉、元朗、屏山等地區，面積超過兩個港島，

基本上都控制在私人發展商手上，也沒有太多環保問題，只要香港政府發出要開

發西北的訊息，利之作在，私營機構自然會投入資源，馬上便可起動。 
 
去年中我曾經這樣寫過：「未來香港的經濟發展，一方面需要外引，另一方面需

要內聯。外引的經濟，將會仍舊以維多利亞港兩岸老區為依托，內聯的部份，如

要大發展，則需要大手筆地為它開發一個新的舞台。…開發大西北，應該是下屆

政府策略性的重點工作，從八十年代新界東部開發的經驗看，因為交通網絡是現

成的，政府只要顯示鴻圖，作好規劃，光是房地產的大規模私人投資，就已經足

以維持香港十年八載的經濟增長。往後這內聯基地對香港和深圳中長期經濟發展

的推動力，更無可限量。」4現在看來，開發香港西北區，作為香港與深圳內聯

的基地，更應該是大勢之所趨了。 
2007/9/2 
(《中國評論》10 月號) 

                                                 
4劉廼強：www.nklau@nklau.com.hk/hkej/hkej2006 20060718 開發大西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