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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況  
 
• 2021年施政報告提出新界北部都會策略 (“北都會 ”)，描述新界北未來

20年的發展定位、計劃及行動方向：  
 
 對香港而言，發展北都會能重塑北區土地使用規劃 (包括增加房屋
供應 )，並為香港注入新的經濟發展動力，建立 “南金融，北創科 ”
的新經濟格局；  

 
 從國家及區域層面而言，發展北都會能配合國策，加強粵港澳
大灣區更深層次更全面的合作，使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發揮香港的獨特作用，以達至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給予香港的

目標定位，特別是國際創科中心；  
 
 整個北都會大約佔地 300平方公里 (佔香港約四分之一土地 )，政府
估計可額外開拓的房屋及經濟發展用地達 600公頃，預料北都會
建成後可以：  

 
 帶來新增住宅單位最多近19萬個 1；  
 將區內人口由現時約100萬人增加至能夠容納250萬人；及  
 令區內提供的工作職位數目由現時的 12萬個提升至 65萬個，
當中15萬個為創科產業職位。  

 
• 為配合北都會發展，2022-2023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從 “未來基金 ”累積
收益中預留1,000億元，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成立專款，以加快推動
北都會內土地、房屋和交通基建項目的進程。財政預算案同時亦承諾

在兩至三年內為新田科技城、羅湖 /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馬草壟，

以及流浮山、尖鼻咀及白泥4個土地開拓項目制訂發展方案。  
 
  

                                                      
1 政府估計連同其他現有 /已規劃 /正進行的發展項目，北都會最終會有近 93萬個
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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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屆政府7月上任後，行政長官李家超於9月與廣州及深圳領導進行的
視像會議中達成以下共識：  

 
 粵港合作機制    廣東省和特區政府將設立13個粵港合作專班，
涵蓋北部都會區、創新及科技等重點合作範疇；  

 
 深港合作方面    雙方重整架構，成立19個專班，涵蓋科技創新、
金融、前海等多個重點合作領域。港方各專班由專責的司長或局長

牽頭，並會盡快展開對接並工作；及  
 
 與前海合作    加快新界北部的發展，以把握前海現代服務業
樞紐帶來的機遇。  

 
• 本資料便覽將簡述北都會規劃概念及面對的挑戰，並介紹深圳、珠海
及歐盟有關邊境地區的發展及協作措施。  

 
 
2. 北都會規劃概念  
 
• 規劃概念 (示意圖請參閱附錄 )：北都會是首份香港以 “跨界視野 ”制定
的規劃策略，以 “雙城三圈 ”為概念，由西到東覆蓋邊境一帶   

 
 深圳灣優質發展圈：提升為核心商業區的新界西北洪水橋、厦村，
及天水圍一帶，對接深圳前海、蛇口、南山和寶安 (圈內亦包括附近
的重要濕地 )；  

 
 港深緊密互動圈：覆蓋落馬洲/河套、新田及新界北多個新發展區

(粉嶺北及古洞北 )及新市鎮，並有密集的出入境口岸，將對接深圳
福田市中心和羅湖區，亦為港深創科產業的核心區域；及  

 
 大鵬灣 /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覆蓋香港東北包括沙頭角、

蓮麻坑、地質公園等具豐富天然地貌及文化資源區域，對接深圳

沙頭角、鹽田及大鵬半島一帶。  
 
• 創科產業相關土地使用規劃：用於創科產業的土地包括河套約90公頃
的港深創科園，連同計劃在落馬洲 /新田一帶新增的創科相關用地

(即新田科技城 ) 2，預料可提供最少240公頃用地。值得留意的是，港深
雙方政府在去年 9月舉行的深港高層會晤暨 2021年深港合作會議上

                                                      
2 新田科技城在新田 /落馬洲部分的詳細發展方案 (包括土地用途布局、基建及配套
設施安排等 )預計在 2023年下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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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了《關於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區兩園」建設的合作

安排》3，除同意在落馬洲河套地區打造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外，亦同意

支持深圳河北側毗鄰河套地區的深圳科創園區的發展，以構建一個

具有對應聚集力和協同效應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 交通規劃：政府將以基建先行，策劃5條跨境或對內的鐵路   
 
 新跨境鐵路連接深圳前海及洪水橋/厦村；  
 
 東鐵綫向北伸延至深圳羅湖，並增設羅湖 (香港 )南站；  
 
 北環綫 4向北伸延至深圳新皇崗口岸；  
 
 北環綫向東伸延至打鼓嶺一帶；及  
 
 新流浮山/白泥捷運系統。  

 
• 保育規劃：策略亦兼顧自然保育，計劃保育北都會內三處重要濕地
生態 (包括魚塘 )，即南生圍一帶 (400公頃 )、三寶樹一帶 (520公頃 )及
壕殼圍一帶 (300公頃 )，成立總面積達1 220公頃的濕地保育公園，當中
約700公頃或需由政府向私人業權人收回。  

 
 
3. 推動北都會發展的挑戰  
 
• 綜合各界分析，香港内部需要採取多項措施推動發展北都會：  
 
 審視發展的合適性    目前新界北不少地區發展較為零落，交通
比較落後，同時亦有部分不受區內外歡迎的設施 (如靈灰安置所及
垃圾堆填區 )於區內，可能未必能配合北都會的新規劃；  

 
 精簡發展流程    政府已著手處理相關問題，包括正籌備修改與
發展有關的法例 (《城市規劃條例》、《收回土地條例》等 )，以精簡
或縮短城市規劃申請、道路刊憲及收地等多個法定程序，同時亦正

檢討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以至新界祖堂地轉售規限等；及  

                                                      
3 早於 2017年，港深政府已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
備忘錄》，同意合作發展河套地區為港深創科園。同年，雙方成立了發展聯合專責

小組，由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及深圳市副市長共同領導，負責督導由香港科技園

公司成立的附屬公司 (港深創科園公司 )進行建設、營運及管理有關項目。  
4 北環綫原走綫將東鐵及屯馬綫連接起來，接駁錦上路至古洞，沿綫設有牛潭尾、
新田及凹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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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協調及財政考慮    有人提出政府應成立專責部門，以解決
需要協調多個政府部門的問題，並加快行政程序；財政方面，正如

第一節所述， “未來基金 ”已預留 1,000億元成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專款，以加快北都會土地、房屋和交通基建項目。  

 
• 港深協調亦是北都會發展的重點工作。由於港深雙方在邊境地區均
部署發展計劃，雙方如何協調發展北都會和深圳口岸經濟帶 (詳情
請參閱第四節 )，以達至互利互補，被受公眾關注。有意見認爲，雙方
需進一步加强兩地的 “軟硬聯通 ”  及規劃與基礎設施對接，以達至人物
資金信息流通更順暢。  

 
 
4. 其他地方發展經驗  
 
深圳口岸經濟帶  
 
• 與北都會直接接壤的深圳陸路口岸一帶，即被稱為深圳口岸經濟帶的
區域 5，能提供一定的政策及措施參考。  

 
• 在規劃方面，深圳口岸經濟帶已被納入廣東省及深圳市《十四五規劃
綱要》之內，後者更提出 “以深港口岸與鄰近區域、過境地塊為核心，
協同建設集科技創新、高端製造、文旅消費、醫療教育等於一體

的深港口岸經濟帶，打造深港合作新平台 ”。有關計畫及落實中的措施
包括：  

 
 發展 “羅湖先行區 ”、 “沙頭角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 ”等，建設
互補互利的口岸經濟帶發展格局；  

 
 提升貨物通關便捷程度，實現跨境貨運 “東進東出、西進西出 ”，
從而減少經深圳市中心進出的貨流； 6及  

 
 設立前海、大鵬等新口岸。7 
 
 
 
 

                                                      
5 經濟帶無特定範圍，但主要位於深圳市陸路口岸所在的 4個市行政分區，即
由東至西為鹽田、羅湖、福田及南山區 (佔地共 418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及生產
總值分別佔深圳市的 30%及 57%。  

6 即主要經西部通道深圳灣口岸及深圳蓮塘口岸 /新界東北香園圍管制站進出。  
7 其中，部分口岸如皇崗和羅湖，更會預留車站位置接駁香港鐵路；而人員通關形式
更可能進一步提升至 “一地兩檢 ”，甚至更便捷的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 ”形式，
以便利人才進出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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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審視現有發展方面，以羅湖區為例，除了改建口岸之外，目前羅湖區
主要依賴金融及其他服務業，但隨着深圳發展重心西移至南山及

福田區並大力發展創科產業，羅湖面對 “吸引力，輻射力及競爭力
下降 ”。有見及此，羅湖區部分將一方面改革成為 “深港口岸經濟帶
羅湖先行區 ”，深化與香港在社會民生領域深度合作融合，另一方面
計劃發展成為國際及跨境消費中心，設立免稅消費品中心，期望引導

消費回流內地巿場。其中，深港口岸經濟帶羅湖先行區將 “聚焦香港
青年發展、民生規則銜接、通勤化融合發展，健全溝通協作聯動機制 ”。 

 
設立擁有實際執行權力及/或財務資源的機構  
 
• 為管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廣東省和澳門特區成立了雙方高層主持
的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管理委員會 ”(“委員會 ”)，以決定、執行和管理
區内事務，並負責統籌決定合作區的重大規劃、政策、專案和人事

任免。粵澳雙方更可根據需要組建開發投 資公司及共享收益，

而 2024年前投資收益全部由委員會支配，用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開發建設。  

 
• 歐洲聯盟委員會則有名為 “歐洲領土合作組織 (European Grouping of 

Territorial Cooperation)”(“歐合組織 ”)的措施。歐合組織以實體形式
成 立 (必須由至少兩個成員國組成，或由一個成員國及至少一個
非歐 盟國家組成 )，具有法人地位及有為該組織的目標而編制的
年度預算 8，運作比較由下而上及靈活，令合作更多元化。  
 

 

                                                      
8 須留意的是，這些組織未有獲賦予監管或修訂法例的權力。  
 
 

立法會秘書處  
研究及資訊部  
資料研究組  
2022年 10月 7日  
電話： 3919 3181 
 
資料便覽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資料
便 覽 作 為 上 述 意 見 。 資 料 便 覽 的 版 權 由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下 稱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所 擁 有 。
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便覽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
影響。詳情請參閱刊載於立法會網站 (www. leg co .gov.hk)的責任聲明及版權告示。本期資料便覽的文件編號
為 FS03/2022。  



6 

附錄  
 
 

港深圳邊境一帶及北都會“三圈”示意圖  
 

 
 

資料來源：資料研究組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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