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香港看《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劉廼強 

 

國務院總理溫家寶於今年 1 月 17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

《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1。在 “十一五規劃＂中，珠三角及“泛

珠三角＂區域發展問題未被列入，而長三角、京津冀地區，則已被作為國家級的

兩大區域規劃試點率先啟動。去年 6 月溫家寶總理調研廣東，同意了省委書記汪

洋有關制定《規劃綱要》的請求。9 月，一支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組織由 180 位各

部委官員、學者組成的調研組，在廣東同廣東省政府和有關單位展開了密集調

研。調研分了 17 個專題小組進行，粵港澳合作是其中一個專題，分別邀請了香

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和中國銀行代表參加。 

“珠三角＂指由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 9

個城市組成的區域。（這次在規劃中加上了香港和澳門，兩個特別行政區第一次

被納入國家地區性規劃，行內稱之為新的“9+2＂） 。不算港澳，該區域面積為

24437 平方公里，占廣東國土面積的 14%。2007 年，珠三角 GDP 總值達 25450.2

億元，占廣東經濟總量的 83%。 

但是珠三角一向依靠大量外來廉價勞工，分享全球化產業鏈低端收益的發展方

式，已經走不通。而與香港“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隨着自去年起港商企業大

量倒閉、停工和撤出，亦已破局。當前珠三角產業層次總體偏低，創新能力不足，

整體競爭力不強；土地開發強度過高，環境污染嚴重，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

而行政和社會管理體制等方面的改革未能配套，改革難度越來越大。 

   規劃綱要是指導珠江三角洲地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改革發展的行動綱領和編

制相關專項規劃的依據。規劃綱要提出，到 2012 年，珠三角率先建成全面小康

社會，人均 GDP 達到 8 萬元，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 53%。到 2020 年，珠三角

率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形成粵港澳三地分工合作、優勢互補、全球最具核心競爭

力的大都市圈之一，人均 GDP 達到 13 萬 5 千元，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 60%。 

    規劃綱要確定了珠三角產業結構向高級化和現代化調整，轉型升級，在全球化的

產業鏈中逐步提高自己的位置，邁向可持續發展以及和諧發展。廣東省常務副省

長黃龍雲在不同場合都表示，規劃綱要的核心詞，就是“科學發展、先行先試＂。

“先行先試＂對珠三角有着重要意義。 

                                                

1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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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綱要第 11 章“構建開放合作新格局＂的第 2 節表述了“推進與港澳更緊密

合作粵港澳合作＂的 4 大範圍，包括：  

 推進重大基礎設施對接。 

 加強產業合作。 

 共建優質生活圈。 

 創新合作方式。 

香港特區政府於規劃綱要發表的當晚，便通過政府新聞處發稿表示歡迎和合作。

並突出三項試點。2規劃綱要發表 4 天之後，在 1 月 21 日舉行的粵港合作第 12
次工作會議上，廣東省副省長萬慶良與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務司司長唐英年表示，

雙方已成立“粵港推進《綱要》實施協調小組＂。會議決定下一階段，粵港雙方

將重點推進以下 6 個方面的合作。 

 

1. 共同研究落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推動共同編制區域

合作專項規劃，成立“粵港推進《綱要》實施協調小組＂，制定工作計劃，

重點從金融、服務業、基礎設施和城市規劃、科技創新等方面，加快推進

落實《綱要》； 

2. 繼續支援在粵的港資企業應對國際金融危機，加快轉型升級； 

3. 進一步落實服務業對香港開放在廣東先行先試政策； 

4. 爭取 2009 年動工興建港珠澳大橋，加快推進深港河套地區綜合研究以及廣

深港高速鐵路、蓮塘／香園圍口岸等大型跨界基建項目建設或前期工作； 

5. 充分發揮粵港金融合作專責小組的作用，進一步深化粵港金融合作； 

6. 加強環保合作，共建綠色大珠三角優質生活圈。3 

 

剛過了一個月，2 月 19 日，粵港澳共同在港召開了首次聯絡協調會議，並於下

午舉辦大型公開研討會。顯然易見，三方政府對規劃綱要都十分重視，並雷厲風

行的要盡快把它落實。 

 

這裡我們首先要清楚，這份規劃綱要是以廣東省為中心看事情的產物。香港只不

過是廣東中期發展要考慮的眾多因素的其中一個；說白了，香港是它要利用的對

                                                

2 政府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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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規劃綱要由廣東提出，並由它出資，這是天公地義的事情。問題只是香港並

沒有相對的長遠發展規劃，因此沒有積極的去反利用規劃綱要所帶來的機遇。從

上可見，香港對廣東一方面積極配合，同時只把以往提出的項目稍為加快而已。

如此消極回應的結果，香港最終就成為了以廣州為圓心的 1 小時生活圈的外圍城

市，有如它的盲腸。香港在這區域經濟中，也自我邊緣化。 

 

這結果未必對廣東發展有利，因此亦非它所想見。事實上，在規劃綱要調研開始

時，已有廣東的參與者公開提出，應該邀請香港參加全部 17 個小組。很可惜，

這個更加合理安排的建議，沒有被接納。我們毋須提出太多理由去支持粵港進一

步緊密合作對彼此的好處，只想指出一點，因為過往珠三角經濟一體化長期處於

低水平狀態，珠三角與長三角的競賽的上一回合，珠三角已經判定處於下風。 

 

去年 8 月 6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就審議並原則通過了《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

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見》4
。以此為基礎製訂的《長江三角洲地

區區域規劃綱要》估計日內出台。指導意見中將長三角定位為：“我國綜合實力

最強的經濟中心、亞太地區重要國際門戶、全球重要的先進製造業基地、率先躋

身世界級城市群的地區，並從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略的高度，賦予長三角地區在

壯大東部地區經濟實力、推動長江流域快速崛起、帶動中西部加快發展、促進全

國區域協調發展、引領我國全面參與全球競爭中發揮核心作用的功能。＂  

 

與之相比，珠三角規劃綱要只是國務院下邊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出，在文

件中，珠三角的定位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先行地區，是我國

重要的經濟中心區域，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帶動作

用和舉足輕重的戰略地位。＂“賦予珠三角發展更大的自主權，支援率先探索經

濟發展方式轉變、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和諧社會建設的新途徑、新舉措，為全國

科學發展提供示範；繼續承擔全國改革｀試驗田＇的歷史使命，大膽探索，先行

先試，在重要領域和關鍵環節率先取得突破，為實現科學發展提供強大動力，為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新鮮經驗。＂ 

    兩個三角洲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明顯高下懸殊，縱使廣東從其利益出發，也不

能再跟香港同一見識，死抱本位主義去尋求合作。對廣東來說，只有香港在區域

經濟融合過程當中，回復其往日的活力，才是對它最有利的結果。所以，它應該

仔細的思考，粵亦有何以利港乎？過去 30 年，內地，主要是廣東不斷從香港抽

走產業和人才，香港經濟出現“空洞化＂的惡疾，是否應該考慮通過融合，把香

                                                

4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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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經濟“充實化＂？正正因為規劃綱要只是份綱領性的文件，當中的一些缺陷，

只要粵港雙方有誠意和決心，在落實的過程中，大有修正的空間。 

    在規劃綱要的調研期間，百年一遇的國際金融海嘯剛開始，對實體經濟，以致自

二戰之後建立的全球經濟秩序的摧毀性打擊，還未全部顯露。因此，規劃綱要的

調研人員未能充份加以消化。規劃綱要背後的假設，基本上仍然囿於大進大出，

世界工廠的範式。當中的城市分工，亦以此為指導思想；而粵港的融合，也未脫

“前店後廠＂的格局。 

到了今天，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短期全球市場緊縮，珠三角港商高峰期的

30-50%，很多已經結業或停產，其餘很可能撐不過今年。G20 聲稱要共同防止的

保護主義，共識已由本次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所率先打破。保護主義抬頭，各國

競相貶值增加出口的局面很快便會出現。放眼未來 10 年，全球化的步伐即便不

完全停止，也會急速放緩。加上珠三角產品的主要市場是西方發達經濟，它們慘

受蹂躪，滿目瘡痍，國民消費力下降，浪費的消費模式會大大改變。一句話，大

進大出再難有發展的餘地，世界工廠需要轉型提升，而前店後廠這粵港經濟融合

的模式，已經全面破局。規劃綱要在落實執行時，想不大改也不可能。 

 

規劃綱要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概念：“上下游錯位發展＂。市面論者一般引用時

通常斷章取義，只提“錯位發展＂。而事實上規劃綱要其他部份許多時亦有同樣

的誤解，所以才有區內 11 個城市各有分工，包括“鞏固香港作為國際金融、貿

易、航運、物流、高增值服務中心＂的提法。已經有論者指出，這是與規劃綱要

中，“三、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的一章，尤其是“（一）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 
的一節，多少是有矛盾的。 

 

城市錯位發展，通過產業分工，你做的，我不做、我做的，你不做，而避免重覆

建設，惡性競爭，是過了時的老觀點。香港以前就持這樣的觀點，要求廣東其他

城市不要大搞貨櫃碼頭和物流產業等。“上下游錯位發展＂據說是發改委後來加

進去的概念，它的着眼點並非城市，並非產業，而是產業鏈。在珠三角 9+2 的城

市圈中，就區內各產業的產業鏈的不同環節，作緊密的融合，再無分彼此，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這才是“上下游錯位發展＂的本來意思，也是它特別要加進去

的苦心。 

 

具體而言，我於本刊今年 2 月號文章指出：“香港作為服務城市，與珠三角區內

其他九加一個城市經濟融合的道路，是功能的分工，產業鍵的分工，而非產業分

功；並非你幹這些產業，我幹那些產業，而是大家一起合作，發展共同的產業群。

從上游的開發、設計、融資，到下游的展銷、出口等，都與整個地區經濟密不可

分。在產業鍵這些環節中，香港的優勢在於它本身信息、國際關係、法治、專業

標準和精神等優勢，都得以駕輕就熟的發揮，與區內城市配合，相得益彰。＂廣



東要轉型提升，繼續發展，以往的 OEM 代工模式也將難以持續，必須轉型提升

至 ODM（自有設計）和 OBM（自有品牌）。沒有香港的全面合作，廣東企業無

論在意念上、管理上、技術上都很難順利轉型提升。 
 
粵港因而不是一個利用和被利用的關係，而是一個都市圈互利合作，在產業鏈上

錯位發展，互相補充，互為增益的關係；其中一個重點是要廣東有意識地把資金、

人才、產業從新注入香港，把香港經濟“充實化＂。而通過產業鏈上下游錯位發

展，“珠三角有多少種產業，理論上香港就可以有多少個接口，香港到處都是充

實化的機遇，遍地都是這樣那樣 ｀中心＇。就業機會絕不缺乏，各方面的人才，

都有需求。＂ 5 香港經濟活力得以重新煥發，為區域經濟作更大的貢獻。 

 

我們要在觀念上，把內外市場統一，因為這才是產業的正常發展形態，有強大的

內銷基礎，才能在全球化的惡劣環境中競爭，和減輕市場波動的打擊。只有這樣

才能把一些本來是外向型的企業穩定下來，短期避過外國市場收縮的沖擊，並向

ODM、OBM 轉型提升。把一些被目為低增值的“傳統產業＂，如服裝、鞋履等，

轉化為高增值的“時尚產業＂和“創意產業＂。 

   

在大型城市圈內有意識、有規劃地作上下游錯位發展，在世界上也算是較超前的

觀點。在“一國兩制＂的框架加以落實，更有很大的難度。但是有了“先行先試＂

這上方寶劍，和形勢比人強的特大經濟危機，我相信粵港兩地政府必會拿出更大

的誠意和決心，充份把握規劃綱要所帶來的巨大機遇窗口，與長三角再較長短。 

2009/3/6 

（《中國評論》2009 年 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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