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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  
 

振興香港經濟事宜小組委員會  
 

2021 年 2 月 26 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建設的最新
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過往討論有關議題時提出的主要意見及

關注事項。  
 

 

背景  
 

2.  政府當局表示，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及進一

步貫徹 "一國兩制 "的重大發展戰略。通過進一步加強粵港澳
合作，建設大灣區目標是推動大灣區經濟協同發展，發揮三地

互補優勢，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3.  中央政府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 ("《規劃綱要》 ")，為大灣區發展提供指導性方向，
涵蓋近期至 2022 年，遠期展望到 2035 年。《規劃綱要》包括
以下各項政策措施：  
 

(a) 建設國際科技創新 ("創科 ")中心；  

(b) 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c) 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  

(d) 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e) 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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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緊密合作共同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  

(g) 共建粵港澳合作發展平台；及  

(h) 實施《規劃綱要》。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帶來的機遇  
 
4.  政府當局表示，大灣區建設是在 "一國兩制 "原則下，令
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新的重大發展機遇。

大灣區建設為香港帶來的發展機遇主要有兩方面：第一，大灣區

可以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增長點，促進經濟產業多元發展。第二，

令大灣區成為優質生活圈，拓闊香港居民的生活和發展空間，

使大灣區成為香港廣闊的腹地。  
 
 
香港參與國家發展  
 
5.  國家 "十四五 "規劃是國家在 2021年至 2025年的發展藍圖
和行動綱領。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 2020 年 10 月通過《中共
中 央 關 於 制 定 國 民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第 十 四 個 五 年 規 劃 和

二零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當中表示將以改革創新為根本

動力，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 ("雙循
環 ")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6.  行政長官在《 2020 年施政報告》中指出，在經貿領域
方面，香港要走出逆境，發展策略必然是善用香港在 "一國兩制 "
下的獨特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不斷連繫世界，尋找

商機。具體而言，香港可進一步強化在國際循環中的 "中介人 "
角色；另一方面，香港可聚焦內地市場商機，更好地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以大灣區發展為切入點，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

"參與者 "和國際循環的 "促成者 "。政府當局表示，發揮好這雙重
角色將為香港經濟帶來源源不絕的動力。  
 
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角色  
 
7.  在 2021年 1月 15日工商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簡報會上，委員
察悉，政府當局會着力協助港商開拓內銷市場，把握雙循環策略

提供的龐大商機。香港貿易發展局 ("貿發局 ")將聯同廣東省及有關
商會推出一站式 "GoGBA"平台，配合將在大灣區成立的首個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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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服務中心，提供全方位支援，包括提供有關大灣區市場及

政策資訊、諮詢服務及培訓，以及企業推廣、拓展和對接服務。  
 
8.  貿發局亦會透過培訓和營運 "網上香港設計廊 "協助港商
進軍內地大型電商平台，一方面讓港商掌握有關數碼營銷領域

所需技巧和知識，另一方面提高香港產品在這些平台的認知度

和形象。貿發局也會利用其在內地的實體網絡，為港商提供商

務支援，協助他們處理進口報關、物流配送、結算收款等營運

事項。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 
 
9.  行政長官於《 2020 年施政報告》宣布推出 "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 "，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有業務的企業，聘請
及派駐本地大學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名額 2 000 個，
當中約 700 個專為創科職位而設。參與計劃的企業須在香港按照
香港法例及以不低於月薪 18,000 港元 (創科職位為 26,000 港元 )
聘請目標畢業生，並派駐他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及接受

在職培訓。1 政府會按獲聘的每名畢業生，向企業發給每人每月
10,000 港元的津貼 (創科職位為 18,000 港元 )，為期最長 18 個月。 
 
 
過往進行的討論  
 
10.  工商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舉行聯席
會議，以便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規劃綱要》及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 ")推展《規劃綱要》的相關工作。工商事
務委員會委員亦分別在 2019 年 3 月 19 日及 10 月 29 日的工商
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與政府當局討論有關大灣區發展辦公室的

人事編制建議及其他相關事宜。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事項綜述於下文第 11 至 20 段。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方向  
 
11.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公開大灣區建設的優先工作重點

及推行時間表，藉以鼓勵企業作出相應投資。他們又要求政府

當局詳細說明如何處理不同業界就大灣區建設提交的建議。  

                                                 
1 就創科職位而言，參與計劃的企業須安排畢業生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

城市工作及接受在職培訓，而在為期 18 個月的整個在職培訓期內，
畢業生須在中港兩地分別逗留約 6 至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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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當局表示，參照《規劃綱要》所載的指導方向，香港

特區政府推進大灣區建設的工作重點包括：建設國際創科

中心；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的地位；在《內地與

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安排》 ")的框架下，
提升大灣區服務貿易及貨物貿易自由化水平；推動青年人創新

創業；以及吸引人才落戶大灣區。  
 
13.  政府當局亦表示，當局推進大灣區建設時會與業界及相關

持份者保持密切聯繫，確保相關政策措施切合社會的需要。當局

鼓勵業界參考《規劃綱要》所載的相關指導方向，就有利於他們

在大灣區發展的措施提出具體建議。政府當局在開拓機會的

過程中，會與內地當局協助業界爭取所需的政策創新和突破。  
 
與內地/澳門當局聯繫及提供服務台服務  
 
14.  委員建議，在大灣區其他 10 個城市開設各自的聯絡辦事
處，以協助在大灣區居住及工作的港人。此外，委員察悉歐洲

的企業家對大灣區建設反應熱烈，他們亦建議在香港設立服務

台，為有意在大灣區尋找商機的海外企業家提供一站式服務。  
 
15.  部分委員認為，為鞏固香港作為內地南方門戶的角色，

吸引外資透過香港進入大灣區，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應物色並

協助主要內地機構 (例如國家知識產權局 )在香港設立分部。  
 
16.  政府當局表示，大灣區發展辦公室會作為香港特區政府與

內地當局，包括中央、省及市當局，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的主要聯繫。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將協助各政策局 /部門與內地

當局聯繫，在其相關職能範圍共同制訂具體政策及措施，支持

大灣區建設。政府當局亦表示，內地當局正考慮設立一站式服務

中心，以便在大灣區居住、就業或尋找商機的人士易於使用公眾

櫃檯服務。  
 
吸引及培育人才  
 
17.  由於香港的住屋開支令有意來港立足或發展事業者望而

卻步，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以更具競爭力的獎勵計劃，更加積極

吸引海外人才。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促進香港與大灣區

城市之間的良性競爭，同時為本港吸引和培育人才。政府當局

表示，《規劃綱要》已為有關城市定位，以免出現惡性競爭及

同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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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數據流動  
 
18.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促進大灣區的跨境數據

流動，政府當局表示，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一直有與國家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商討將香港發展成國際數據中心的相關

事宜。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當局於 2017 年 6 月在《安排》的框架
下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議》，以加強兩地在跨境數據流動

方面的交流，並組成合作專責小組，共同研究可行的措施安排。

跨境使用醫療數據是兩地正在探討的範疇之一。  
 
資金流通及金融服務的發展  
 
19.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把握大灣區建設的機遇，以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仿效新加坡

的淡馬錫控股私人有限公司，設立主權財富基金，以主理香港

在大灣區的投資。  
 
20.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金融服務在大灣區的發展，對《規劃

綱要》整體能否成功落實至關重要。藉着加強區內外的資金

流通，香港在促進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發揮關鍵作用，提升其

作為主要離岸人民幣中心及區內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政府

當局一直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提供所需的政策及

基建，以鼓勵私營企業投資。  
 
 
立法會質詢  
 
21.  在 2020-2021 年度立法會會期，議員在立法會會議就大灣
區建設提出多項質詢，質詢內容綜述於下文各段。  
 
跨境人流、物流、資金流及信息流  
 
22.  盧偉國議員在 2020年 11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加強
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金流及信息流的措施提出書面質詢。

劉業強議員在 2020 年 12 月 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府當局
有否計劃在未來 5 年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當局合作展開新跨境
鐵路項目提出書面質詢。  
 
發展邊境地帶  
 
23.  陳克勤議員及謝偉銓議員分別在 2020 年 12 月 2 日及
2021 年 2 月 3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下述事宜提出口頭及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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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 (a)政府當局有否研究如何充分發揮邊境地帶的發展
潛力，以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及 (b)政府當局會否與中央及相關
部委探討香港如何利用邊境地帶的土地，以配合大灣區內地

城市的高速發展。  
 
發展生物醫藥產業  
 
24.  梁志祥議員在 2020 年 12 月 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當局
有何政策促進香港的企業和高等院校在生物醫藥領域與大灣區

內地城市的企業和高等院校加強合作提出書面質詢。  
 
便利建築及工程業界在粵港澳大灣區開業執業  
 
25.  謝偉銓議員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香港
工程建設諮詢企業和專業人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

執業試點管理暫行辦法》("《管理暫行辦法》")2 提出書面質詢。
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致力放寬相關顧問名單的准入資格或增添

組別，讓更多顧問公司，包括中小企業及初創企業，可受惠於

《管理暫行辦法》。  
 
青少年到內地交流及發展事業  
 
26.  廖長江議員在 2020 年 11 月 4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府
當局有何措施促進粵港澳青少年的全面交流，讓本港青少年加強

認識和體驗國家和大灣區的發展提出書面質詢。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廖議員就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在促進青年對
大灣區發展的深入了解及認同方面的工作提出口頭質詢。  
 
27.  李慧琼議員在 2020年 11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府
當局有何措施協助和便利有意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事業的

青年提出口頭質詢。她亦問及政府當局有否計劃與商界合作，

為青年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拓就業機會。  
 
購買物業  
 
28.  陳振英議員在 2020年 11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政府
當局會否向內地當局爭取更多便利港人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買

物業的政策提出書面質詢。  
 

                                                 
2 《管理暫行辦法》由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於 2020 年 11 月底公布，

並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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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關的質詢及政府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  
 
 
最新發展  
 
30.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的會議上，向小組委員會
簡介各項有助金融服務業、創科業及製造業把握大灣區建設所

帶來商機的最新政策措施。政府當局亦會向小組委員會簡報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的推行進度。  
 
 
相關文件  
 
3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1 年 2 月 22 日



附錄 I 
 

相關立法會質詢一覽表 

 
 

立法會會議日期 質詢 

2020 年 11 月 4 日  廖長江議員就 "青少年的內地交流和實習
活動 "提出的第九項質詢  
(政府新聞公報 ) 
 

2020 年 11 月 18 日  李慧琼議員就 "協助青年就業 "提出的第三項
質詢  
(議事錄 )(第 1104 – 1112 頁 ) 
 

2020 年 11 月 18 日  盧偉國議員就 "促進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
提出的第九項質詢  
(政府新聞公報 ) 
 

2020 年 11 月 18 日  陳振英議員就 "港人在大灣區購買物業 "提出
的第十四項質詢  
(政府新聞公報 ) 
 

2020 年 12 月 2 日  陳克勤議員就 "發展邊境地帶 "提出的第五項
質詢  
(議事錄 )(第 1532 – 1539 頁 ) 
 

2020 年 12 月 2 日  劉業強議員就 "跨境鐵路項目 "提出的第八項
質詢  
(政府新聞公報 ) 
 

2020 年 12 月 2 日  梁志祥議員就 "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 "提出的
第十一項質詢  
(政府新聞公報 ) 
 

2021 年 1 月 6 日  廖長江議員就 "鼓勵青年到內地發展事業 "
提出的第四項質詢  
(議事錄 )(第 1885 – 1891 頁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1/04/P2020110400516.htm?fontSize=3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201118-translate-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1/18/P2020111800281.htm?fontSize=3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1/18/P2020111800280.htm?fontSize=3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201202-translate-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02/P2020120200250.htm?fontSize=3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02/P2020120200313.htm?fontSize=3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counmtg/hansard/cm20210106-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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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議日期 質詢 

2021 年 1 月 27 日  謝偉銓議員就 "便利建築及工程業界在大灣
區開業執業 "提出的第十四項質詢  
(政府新聞公報 ) 
 

2021 年 2 月 3 日  謝偉銓議員就 "現時或從前屬邊境禁區的
土地 "提出的第二十項質詢  
(政府新聞公報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1/27/P2021012700259.htm?fontSize=3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2/03/P2021020300411.htm?fontSize=3


附錄 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日期 會議 文件 

2019 年 2 月 18 日

(發出日期 ) 
 

-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2019 年 3 月 19 日  工商事務委員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697/18-19(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有關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1)697/18-19(02)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86/18-19 號文件 ) 
 

2019 年 3 月 19 日  工商事務委員會  政府當局就 "建議在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  
開設首長級職位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698/18-19(03)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047/18-19 號文件 )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Outline_Development_Plan.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ci/papers/ciedevfaitb20190319cb1-69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ci/papers/ciedevfaitb20190319cb1-697-2-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ci/minutes/ciedevfaitb201903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ci/papers/ci20190319cb1-698-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ci/minutes/ci2019031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