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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政府在新時代背景下提出的
一項重大策略，旨在透過區域協調、資源整合和政策
協同，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該區域涵蓋廣東省的九
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香港作為這個區域的重要
組成部分，憑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成熟的金融體系
和國際化的商業環境，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
本文將深入探討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多面
向機遇，包括經濟、科技、文化和社會等領域的潛
力。接下來將以經濟、科技、文化、社會四個層面論
述之。

其一、經濟機遇

貿易與投資的提升，使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香
港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
香港擁有自由港的優勢和完善的法律體系，這使其成
為外資進入中國的重要通道。隨着大灣區的市場整
合，香港可以更方便地與內地城市進行貿易往來，促
進區域內的經濟合作。
例如，2018 年港珠澳大橋竣工，是第一個連結

粵港澳三地的跨運輸基建項目，建造起了粵港澳溝
通的橋樑。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建設不斷完善，
交通的便利程度顯著提高，貨物運輸的效率也得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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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這將進一步推動香港與其他城市之間的貿易。香港的企業可
以借助此平台，拓展其在內地的市場份額，特別是在高科技、金
融服務和消費品等領域。
在金融服務的擴展中，眾所周知，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其成熟的金融市場和豐富的金融產品為大灣區內的企業提供了多
樣化的融資選擇。隨着大灣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香港的金融服務
可以更好地支持區域內的企業發展，尤其是在資金籌集、資產管
理和保險服務等方面。
2023年2月，人民銀行及廣東省人民政府等部門聯合印發《關

於金融支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意見》及《關於金融支持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各提出30
項金融改革創新舉措，涵蓋民生金融、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現代金
融產業發展、促進跨境貿易及投融資便利化、加強金融監理合作等
面向。廣東配套推出200項細化措施，讓金融開放政策落實。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金融市場也不斷發展，金融科技成

為重要的趨勢。香港可以在這一領域發揮其優勢，吸引更多的科
技公司和金融機構落戶，推動金融服務的創新與升級。
在創新與創業中的機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特別強調將大灣區建設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而粵港澳大灣區的
科技創新能力在全國名列前茅，特別是深圳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迅
速。香港可以透過與深圳及其他城市的合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吸引更多的新創企業和科技人才。
香港擁有世界知名的大學、雄厚的研發實力和健全的知識產

權保護制度，得以擁有堅實的科技基礎及超卓的人才庫，能夠為
大灣區內的企業提供技術支援和人才培養。為支援產業發展，香
港特區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例如提供稅務優惠、研究資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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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科技機遇

科技合作的深化—自2004 年 9 月起推出的「粵港科技合
作資助計畫」加強了香港與廣東深圳的大學、研究機構和科技企
業之間的科研合作。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資源豐富，香港可以透
過深化與內地城市的科技合作，推動區域內的科技創新。例如，
香港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與大灣區內的企業和科研中心建立合作關
係，共同進行前沿科技研究，促進科技成果的轉換和應用。
在人工智慧、生命科學和新材料等領域，香港可以利用自身

的科學研究優勢，與內地城市形成合力，推動區域內的科技進步
和產業升級。
人才的流動與交流更頻繁。根據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流動分析

顯示，2015 至 2023 這 9 年間大灣區各城市在全國範圍內的人才
淨流入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廣州、深圳、澳門和香港在人才吸
引力方面遙遙領先其他城市。這四個核心城市的人才淨流入規模
均超過 400 人，其中廣州和深圳尤為突出，分別有近 2000 人和
1500 人的淨流入。大灣區的建設需要大量高素質的人才，香港
作為國際化的城市，能夠吸引全球優秀人才。透過與內地大學和
企業的合作，香港可以培養更多符合市場需求的人才，促進人才
的流動與交匯。
香港的大學與內地的大學建立聯合培養機制，推動學生的交

流與合作，提升學生的綜合品質與國際視野。同時，香港也可以
透過提供更好的生活和發展環境，吸引更多內地人才前來發展。
當然，隨着智慧城市理念的推廣，香港可以借鑑內地城市的

成功經驗，推動自身的智慧城市建設。在交通、醫療、教育等領
域，香港可以透過引進智慧技術，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和居民的
生活品質。香港可以在智慧交通系統、智慧醫療服務等項目上進
行探索與實踐，提升城市的管理水準與居民的幸福感，為大灣區
的永續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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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文化機遇

文化交流的促進—在香港這種東西文化交滙的地方，豐富的
文化資源和多元的文化氛圍互相碰撞，摩擦出火花。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將為香港提供更大的文化交流平台，透過與內地城市的合
作，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與融合。
《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規劃》文件中規劃近期至

2025年，遠期至2035年。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城市旅遊資源豐富，
香港可以透過與其他城市的連結，打造區域旅遊品牌，吸引更多
遊客。透過整合大灣區的旅遊資源，香港可以推出更多具吸引力
的旅遊產品，提升遊客的體驗。
此外，香港的獨特魅力和豐富的旅遊產品將為大灣區的旅遊

發展增添色彩，推動經濟成長。透過跨境旅遊的便利化，香港可
以實現更高水準的旅遊業發展。
香港的影視產業在國際上享有盛譽，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後，

可與內地的影視公司加強合作，拓展市場。透過共同製作影視作
品，推動文化傳播，提升區域品牌形象。
香港與內地的影視公司合作製作電影和電視劇，利用雙方的

資源和優勢，共同開發更具市場潛力的影視項目，推動區域內文
化產業的發展。

其四、社會機遇

社會治理的創新—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
行政區，以及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
山、江門、肇慶九市，總面積約 5.6 萬平方公里，2019 年底總
人口逾 7200 萬，地區生產總值達 16795 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
23371 美元。
大灣區城市群，在金融創新、社會管理創新—市場化國際

化營商環境建構等方面先行先試，促進區域內人才、物流、資金
等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效率、開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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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際化水準，作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引擎，帶動中南、西南等泛
珠地區發展，以及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發揮重要的推動及
平台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需要有效的社會治理，香港可以借鑑內

地城市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成功經驗，推動基層治理的創新與提
升。透過分享數據與訊息，促進社會治理的協同，提升區域內
的安全與穩定。香港可以與內地城市建立社會治理的資訊共享平
台，促進資源的整合與利用，提高社會治理的效率與透明度。
融入大灣區將為香港居民帶來更多的生活便利與選擇。隨着

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香港居民可以更方便地前往大灣區內的其
他城市，享受更豐富的生活資源。同時，區域內的合作也將促進
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提升，進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香
港可以透過與內地城市的合作，推動醫療資源的共享，提高醫療
服務的可近性，滿足居民的多元需求。
在民生保障加強的同時，大灣區的建設將促進區域內的經濟發

展，帶動就業機會的增加。香港可以透過與內地城市的合作，推動
民生保障政策的落實，確保居民共享發展成果，提升生活水準。
綜上所述，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會是多方面的，

涵蓋經濟、科技、文化和社會等領域。透過充分發揮自身優勢，
香港可以在大灣區的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動區域的協同發
展。未來，香港需要繼續深化與大灣區內城市的合作，共同應對
挑戰，把握機遇，實現永續發展。
在全球化和區域整合的背景下，香港的未來將與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緊密相連。透過積極融入這項策略，香港不僅能夠實現
自身的經濟轉型與升級，還可以為區域的繁榮與發展作出貢獻。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進一步發展，香港必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前
景，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重要引擎。

*作品同時獲得「最佳文章」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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