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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言 

 

1.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平臺，形成了內地與香港及澳門

特區在經濟、科技、教育、法律、社會等方面的合作局面，是內地與港

澳制度融合、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典範。隨著 2017 年 7 月 1 日《深

化粵港澳合作推動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的簽署，廣東九市和港澳地區

的交流發展展開了新的篇章，爲推動粵港澳三地實現資源共用及協同發

展提供了強而有力的保障。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

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規劃綱要》），在總結大灣區建

設經驗的基礎上，從戰略高度對未來五年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建設進行了

科學的謀劃和部署，爲推動三地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文化藝術建設、

深入開展旅遊及體育合作奠定了基礎和框架。《規劃綱要》展望在

2035 年基本建成以文化爲特色、以創新爲引領及具有經濟競爭力和國

際影響力的世界級城市群。2022 年 10 月發表的《中共二十大報告》強

調香港及澳門應發揮優勢和特點，鞏固兩地在文化旅遊等領域的地位，

深化港澳地區同各國各地區的交往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22

年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施政報告》）提及香港將發揮「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優勢，推進文化藝術産業發展，務求實現《十四五規劃綱

要》所訂立的目標，讓香港成爲中外化藝術交流中心。 

 

2. 香港與廣東九市和澳門文化同源的共同性及自身中西文化薈萃的獨

特優勢爲三地在交流互通、體育及旅遊合作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獨

具特色的嶺南文化共同構成了三地文化的根基，集多元、開放、創新、

兼容、重商等元素爲一體，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粵港澳三

地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民族相融、同根同源、同文同種、文化相通的

特點是大灣區推進深度交流發展的紐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嶺南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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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粵語文化、粵式生活方式與西方文化相互交匯結合，彙聚中西文化的

精髓，讓香港成爲一座中西方文化交融而成的多元文化城市，逐漸構築

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擔當起祖國內地聯通世界的通道。 

 

3. 本報告以促進香港發展爲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提高大灣區文化軟實

力爲目標定位，立足粵港澳三地實際情況優勢，在《規劃綱要》、《施

政報告》及不同倡議者的基礎上提出對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交流互

鑒、體育及旅遊合作發展的建議，以期積極對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和全球化趨勢，構建多元化交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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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創大灣區文化、藝術建設新局面 

 

戰略必要性： 

 

4.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對國家區域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舉措。大

灣區文化藝術交流是粵港澳三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板塊的重要組

成部分，對於促進區域一體化具有重大作用。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

深入推進，粵港澳文化藝術交流合作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時，大灣

區獨特的文化藝術資源、産業優勢與地緣優勢迭加後必然爲區域發展帶

來更多機遇：爲大灣區發展提供了動力源泉和廣闊空間，爲三地經濟和

社會融合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推動國家文化創新創業試驗區建設

取得新成績。 

 

現行規定與措施： 

 

5. 爲貫徹開展《規劃綱要》中共建「人文灣區」的目標，大灣區各城

市已合辦大灣區文化藝術節、舞臺藝術精品巡演、電影交流考察活

動、文學周、國際音樂季、粵劇群星會、青年文化之旅等專項活動，

彰顯以以粵劇、龍舟、武術、醒獅等爲代表的嶺南文化魅力。2022 年

7 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向公衆開放，是打造香港成爲大灣區文

化樞紐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之都的重要基石。《施政報告》提出香

港特別行政區將增設文化設施，透過「文化藝術盛事基金」等支持文化

藝術活動，向新成立中小藝團及年輕藝術家提供資助，並計劃自 2023

年起每年舉辦「流行文化節」及於 2024 年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

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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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建議： 

 

6. 提升對大灣區歷史文化、藝術的研究的重視程度。可資助專業研

究團體開展研究並發表研究成果，定期舉辦歷史文化、藝術展覽和展

會，供大衆參觀學習。同時，可邀請學術機構、學者和民間團體整理

發表研究，在全球出版科普類書籍和圖鑒，例如《大灣區城市簡

史》、《大灣區歷史文化叢書》等，介紹各城市的人文歷史、名人事

跡、著名景點等。 

 

7. 爲大灣區市民提供文學及藝術交流機會與平臺，提高年輕一代文

學素養。發展建立由大灣區各地區的創作者所組成的區域性合作組

織，如大灣區作家協會、大灣區藝術協會等，促進三地文學及藝術發

展，並爲香港創作者開拓國內市場，尋求新機遇。可邀請大灣區文

學、藝術大師定期舉辦講座、文學周、藝術周、戲劇周、漫畫周、經

驗交流會等，推動創作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並培育一批年輕的創作

者。建成大灣區大衆書店，讓大灣區創作者擁有更多被看見、被賞識

的機會，定期邀請創作者向大灣區民衆介紹自己的作品，架起創作者

與民衆的對話橋梁。 

 

8. 增強大灣區內文藝活動組織如粵劇團、舞蹈團、武術團等交流互

通，舉辦大灣區跨境文藝巡演活動。香港作爲文化藝術中心，爲內地表

演團體提供演出場所及演出機會，增強內地文藝工作者表演熱情，提升

專業水準，實現大灣區文化藝術的共同創造與互相改進。同時爲香港區

市民提供體驗不同地區的藝術表現形式，更多觀看公開演出的機會，實

現全民藝術素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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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實現大灣區演藝教育、音樂培訓學校師資及資源互通。推進藝術培

訓合作辦學實踐，進一步建立大灣區藝術教育聯合機構，實現跨境藝術

美育訓練，從而建立大灣區藝術人才聯合培養機制，互相帶動，擴展大

灣區學校和藝術工作者對於藝術教育的視野。香港擁有先進專業的教育

模式和訓練方式，作爲大灣區藝術基礎教育的先導者，帶動大灣區成爲

全國性的藝術教育中心，迎合國家要求，進一步深化素質教育。 

 

10. 從青少年抓起，重視對中國傳統藝術形式的教育，喚起並提高青少

年對於傳統藝術的興趣。例如組織粵劇、南音興趣遊學團，組隊粵港澳

青少年向國內戲劇大師學習，接觸以及體驗演奏傳統樂器，加深年輕一

代青少年對嶺南古典曲藝與藝術的瞭解，鼓勵香港新一代選擇傳統藝術

進行學習。 

 

11. 香港在城市發展過程犧牲了一部分的歷史景觀，應重新審視舊景

觀的歷史文化價值和教育意義；資助民間組織和學者前往記錄原居民

口述歷史，拍攝照片，保留影像資料，整理對比街道景觀，並形成成

果舉辦展覽，以保育香港的城市集體記憶，讓年輕一代認識認同香港

的文化積澱。香港在大灣區範圍內在城市歷史保育這一方面起到模範

帶頭作用，帶領大灣區保存珍貴歷史，推動全民歷史文化教育。 

 

12. 舉辦“大灣區民俗周”宣傳嶺南文化。例如，建成民俗體驗館開

放參觀，供市民體驗民俗活動，如劃小型龍舟、粵劇欣賞、親手製作

傳統美食等；在大型展覽館、商貿中心舉辦民俗周活動，吸引客流購

買民俗手作；在傳統節日組織觀看醒獅等傳統技藝。舉辦大灣區內部

區域性龍舟友誼賽，也可組成大灣區參賽隊參與國際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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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灣區範圍內博物館加強交流互通。建成博物館聯盟，實現大灣

區博物館藏品互動和流動展覽，吸引國內外遊客參觀。香港應大力發

揮其展覽場館數量衆多、資源密集的優勢，爲博物館合作策展提供展

出場所，實現博物館藏品流動展覽系統化。同時，實現文化互認和大

灣區博物館系統的一體化管理模式，並爲大灣區其他博物館帶來潛在

客流。在科技應用方面，採用例如虛擬實景（VR）、擴增實景等數字

技術，虛擬跨館展示大灣區各個博物館的展品，克服博物館展覽的地

域和時間限制。爲了提升遊客體驗感和忠誠度，可構建大灣區博物館

打卡獎勵機制，在參觀過後每位遊客可於綫上或實體應用程式或實體

“大灣區文化護照”上記錄看展腳印。積累一定數目的腳印後的遊客

可獲得例如紀念品、免費參觀、特殊展覽邀請等獎勵禮品，以此激發

遊客走遍大灣區博物館、瞭解粵港澳文化的興趣，從而促進文化及旅

遊事業。 

 

14. 深入挖掘粵港澳三地深厚的文化資源，打造“大灣區製造”的工藝

品牌。鼓勵三地企業相互投資、協同發展，推動工藝產品轉化和創新性

發展，讓這類産品能應用到日常生活中，提升實用性及拓展外銷。建立

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産業基金來保護傳統工藝，並利用非遺與相關

産業相結合進而發展起來，提高非遺産文化産業業的産值並帶動相關産

業的發展壯大。 

 

15. 探索完善三地文物藝術品交易機制。以建立“一地一品”的獨特標

識為目標，探索將粵港澳實現文化互通，形成“一網多元”的文化交流

格局，讓不同地域、不同收藏級別的文化藝術品在市場上公開交易。加

快形成具有粵港澳大灣區特色、面向全球的文化藝術産品貿易體系，爭

取逐步形成面向全球的大灣區文化藝術品市場，不斷擴大文化藝術産品

出口。充分利用香港擁有的眾多國際平臺、高質量香港展覽場地（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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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會展）和完備的産權保護法律體系等優勢，推動文藝作品産業化、商

品化。香港作爲大灣區文化藝術品公開交易的重要窗口，吸引大灣區文

藝創造者，積極參與創作，提高産出，實現文化藝術品廣泛産業化，增

加商貿利益，實現香港“文化藝術品交易、拍賣中心”的標志性建設。 

 

16. 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産業集聚區。加快建設三地文化合作發

展示範區，積極參與文化交流合作，打造文化灣區、創意小鎮等先行之

地，推動文化産業及文化旅遊發展，以灣區文化爲引領，共同建成中華

文化傳承創新研究與交流平臺及國際傳播的重要平臺。加快推進國際文

化交流中心建設，積極融入全球文化生活共同體，推動形成與國際接軌

的文化管理和服務體系。 

 

17. 促進傳統工藝及非遺傳承。將傳統工藝納入香港中小學美術課程

中，在學校中進行非遺主題教育系列活動時設立“傳統工藝傳承”的主

題講座、課堂教學、現場觀摩、設計比賽等課程活動，來提高學生對傳

統工藝的認識和興趣，並透過親身體驗傳統工藝文化以及相應技巧，加

深國民身份認同。充分利用各類媒體，通過製作系列的專題節目，宣傳

大灣區非遺的知識，對非遺也可以通過網上直播或展覽等形式進一步加

強交流，讓人們瞭解傳統工藝和非遺的意義、魅力和價值。構建跨界傳

播體系，推動傳播體系與傳播方式創新和推動文化遺産數字化保護與傳

承與利用。以更有趣味性的方式向年輕人宣揚嶺南特色文化，如將傳統

藝術與 VR 技術結合，展示該技術的歷史畫面和動作分解，讓年輕人沉

浸式學習粵劇、武術的功架。亦可開發智慧型遊戲應用程式，讓玩家透

過打卡、尋寶等方式增強對傳統文化的興趣。 

  

https://www.compassoffices.com/zh-hant/about-us/blogs/immersive-brand-experience/
https://www.compassoffices.com/zh-hant/about-us/blogs/immersive-brand-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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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激發大灣區旅遊發展新活力 

 

戰略必要性： 

 

18. 旅遊業在大灣區建設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是粵港澳三地經濟發展的

重支柱產業，為其他行業帶來新的商機與就業機會。隨著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不斷深入推進，旅遊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潛力巨大、前景廣

闊。大灣區應積極推進《規劃綱要》，支持粵港澳三地加強旅遊業合

作，讓具體措施落地生根，促進旅遊與經濟、文化、美食、科技、會展

等融合發展，實現粵港澳融合，打造世界級旅遊目的地。 

 

現行規定與措施： 

 

19. 《施政報告》提出香港將開發「北部都會區」綠色生態旅遊項目，

與深圳梧桐山風景區共同發展及推廣文化生態旅遊區。《規劃綱要》明

確提出要將香港、澳門建設成爲國際美食之都；大力發展粵菜美食文化

産業；加強粵港澳灣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繫；發展以廣州、深圳爲

中心組成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美食産業集群。近年來，不少國際性和區

域性的粵菜文化活動和交流項目不斷在大灣區各地舉辦，如深圳大灣區

美食文化峰會、佛山粵菜美食暨啤酒文化節及廣州國際美食節。目前，

港、澳地區已成立專業委員會共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美食標準》

並向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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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建議： 

 

20. 發展具有文化、藝術、科技特色的旅遊路綫。香港旅遊發展管理局

（旅發局）除了推薦多條不同特色的旅遊或騎行路綫，如隱世離島遊、

郊野公園綠色生態遊、中西文化體驗遊、經典電影場景之旅等，帶領遊

客感受本土人文風情和自然風光，體驗中西薈萃、古今交融的建築風貌

外，亦可在經典拍攝電影、電視劇及音樂視頻場景設置打卡點或介紹信

息板供遊客使用。同時，旅發局可舉辦“重現經典劇照”攝影比賽，供

全球網民進行評選，提高遊客參與度和打造香港電影主題旅遊品牌。另

一方面，資助旅行社舉辦電影主題旅行團，遊覽本地或國際電影、電視

劇拍攝場景，透過對比劇照與真實場景感受香港流行文化。旅行社可與

本地短片製作公司合作，讓遊客體悟拍攝電影情節、參與錄製音樂短視

頻的樂趣。在科技旅遊方面，與 VR 公司合作發展“智慧旅遊”，讓國

內外遊客佩戴 VR 裝備於重點景區或歷史建築體驗舊日場景。 

 

21. 推動全球遊客經香港赴大灣區各城市觀光旅遊，體驗當地風情。大

灣區各城市合作發展包含中國傳統文化、古跡、歷史等元素的旅遊項

目，讓國內外遊客透過參觀、觀看表演及參與工作坊等方式接觸和體驗

如武術、粵劇、古代傳統及民國服飾（如漢服、旗袍）等傳統文化，並

開發具上述元素的旅遊産品。 

 

22. 寓出行於娛樂，新增新奇打卡點。香港政府可舉辦以“大灣區故

事”和“共建大灣區”為主題的港鐵車身設計比賽，廣邀大灣區創作

者、各大院校在校學生等以個人或團隊形式參賽，展現 11 個城市的城

市風貌、文化內涵、人文風情、地標建築、景區景點等地域特色。獲勝

者作品將在港鐵車身和車廂中展示，並製成港鐵紀念品供乘客購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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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能讓乘客在享有便捷服務的同時，增加對大灣區各城市的瞭解，更

能打造新的“打卡點”。 

 

23. 建設美食主題公園，打造獨具嶺南特色的飲食旅遊目的地。如在嶺

南文化旅遊區中增加粵菜歷史文化和粵菜的內容，讓遊客在遊覽過程

中，品味歷史、品嘗各地各具特色的粵菜。開展評選活動，由大灣區居

民及遊客投票選出最美大灣區食街、大灣區十佳街頭美食、十大甜點與

點心等，持續向外宣傳。舉辦每年一度的大灣區點心節、街頭小吃節，

設置遊客體驗工作坊中向專業廚師們學習，並吸引國內外遊客深入探索

大灣區美食，品嘗灣區專門打造的美食餐單。 

 

24. 深化建立粵菜美食文化交流等平臺，鼓勵和支持各大灣區城市在其

境內開展以粵港澳美食爲主題的交流活動。舉辦大灣區烹飪大賽等，提

升粵港澳廚師競技水準。組織開展粵菜和潮菜文化對外交流展示活動。

舉辦以粵港澳大灣區知名餐飲企業和品牌爲主題的美食博覽會，以“食

在大灣區”爲主題的美食文化節等國際盛事，鼓勵國內外知名酒樓推出

傳統及新式粵菜、潮菜産品。舉辦世界美食大會、世界粵菜博覽會、中

外烹飪大賽、國際廚師峰會等活動，邀請國內外頂級廚師、烹飪專家和

知名食客代表、媒體記者等參與大賽。同時，進一步擴大與世界各國家

的往來交流與合作，搭建平臺促進粵菜和潮菜國際化的擴張，並通過跨

媒體宣傳推介和展示的方式推動粵菜和潮菜走向世界，實現全球美食之

都的跨越。 

 

25. 共同研發大灣區美食應用程式，推進廣東-香港大灣區美食地圖編

制。開發餐飲地圖體系，爲大灣區內城市美食資訊共用提供支撐，吸引

國內外遊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內各中心城市之間的餐飲交流合作，加

快三地間的美食産業與文化往來。積極發展特色餐飲、旅遊觀光、休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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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餐飲等産業，將其作爲當地旅遊服務、文化創意、休閑娛樂、社區

養老等領域提供服務的重要載體，進一步促進粵菜、潮汕小吃與其他産

業的相互促進。 

 

26. 積極推進“美食之都”與文化的聯動建設。建設中華美食小鎮

（區）或品牌餐飲街區項目，提高特色餐飲與特色小吃的知名度，形成

規模效應。挖掘各地特色美食小吃及其相關的歷史掌故，通過挖掘歷史

背景、歷史典故、飲食風俗、名人軼事、飲食禮儀和飲食習慣等，講述

傳統美食故事，宣傳名小吃典故，展示大灣區各地優秀傳統文化。促進

産業與文化對接互動，支持以粵菜（美食）爲主題的文化活動，引導推

動文旅深度融合發展，打造獨具特色的旅遊品牌。加快加強粵菜美食文

化和技藝的保護與傳承，挖掘粵菜背後的傳統手工藝，保護和推廣非物

質文化遺産。將粵菜、潮菜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相結合，通過多種

形式加大宣傳推廣力度，提升民衆對“大灣區飲食文化”的認知度和喜

愛度，爲“大灣區美食之都”建設營造良好氛圍。 

 

27. 爭取在香港會展舉辦“粵港澳美食展覽會”，吸引大灣區城市參

展。展出粵港澳三地優質餐飲企業製作的菜肴和飲料，擴大自身産品銷

售，促進該地區的食品、餐飲、零售、包裝等行業發展，爲相關領域的

企業提供一個相互交流和商貿對接的平臺；促進美食品牌交流和推廣活

動，包括美食烹飪、烹飪論壇和美食研討會等內容，介紹香港及澳門的

飲食文化和美食企業，展示最新食品科技和發展趨勢。 

 

28. 共同探討粵港澳大灣區養生食品（如涼茶、龜苓膏等）經濟模式，

完善現代産業體系。推動食養食療經濟建設，讓養生食品企業進入國際

市場，進一步打響大灣區養生食養品牌，將灣區打造成爲“食養經濟”

的國際領跑者，成爲增強市場競爭力的新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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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鼓勵大灣區餐飲企業增加新産品開發。引進新技術、新設備，發展

基於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的餐飲服務業，如發展人工智慧

機器人餐廳。積極推進與旅遊業、酒店餐飲業的聯合招商、合作交流活

動。 

 

30. 建立廣東與港澳旅遊市場合作機制、加強旅遊資訊化發展和推進旅

遊市場監管工作；完善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及研發探索交通工具一卡通

（乘車碼共用）計劃可行性；提高香港及澳門內地移動支付互認系統覆

蓋率。 

 

31. 共同制定旅遊業、餐飲業等行業標準。推進行業規範化進程，讓大

灣區成爲全國旅遊及餐飲服務標準化的領跑者。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業、

餐飲業標準化工作將在更高層面上實現標準的互聯互通、規則對接，進

一步規範旅遊業、餐飲業、酒店業的管理，共同制定行業標準。提供強

化服務技巧及態度課程，提升大灣區整體從業員質量及服務員態度水

準。同時，需加強原材料安全監管與産品質量監管等舉措以保障食品安

全，讓遊客吃得放心，提高遊客信心。 



 

13 

 

四 開啓體育合作新階段 

 

戰略必要性：  

 

32. 目前，大灣區各城市之間在體育方面缺少有效的定期互動與合作機

制，溝通管道不暢。另外，港澳體育運動員與內地運動員相比，在技術

上存在較大差距；民衆運動愛好與興趣不盡相同。三地間體育場館的規

劃建設與管理機制尚不完善。香港、澳門是體育場館利用率最高的地

區，而廣東地區體育場館缺乏有效的規劃建設管理。即便廣東已經擁有

一批體育場館，但是都沒有形成整體佈局和統籌管理機制，一方面場館

設施建設不足，導致大量體育場館閑置不用，另一方面場館使用不足。

灣區區域交流與合作水準不高。這就需要粵港澳三地政府與體育運動專

業組織建立密切合作機制來促進三地的體育資源共用及交流合作。 

 

33. 在“一國兩制”政策下實現香港、澳門與國家發展大局相協調，體

育交流及共同發展應該成爲促進三地互利共贏的一個重要管道。我們要

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充分發揮三地各自的優勢，推動粵港澳

在體育發展方面深度融合，並發展成爲共同的強項。 

 

現行規定與措施： 

 

34. 《規劃綱要》提出，共同推進大灣區體育事業和體育産業發展，聯

合打造一批國際性、區域性品牌賽事；推進馬匹運動及相關産業發展，

加強香港與內地在馬匹、飼草飼料、獸藥、生物製品等進出境檢驗檢疫

和通關等方面的合作。爲貫徹實施《規劃綱要》對大灣區體育事業和産

業的目標，2022 年廣東省體育局、廣東省教育廳印發《關於深化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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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出臺多項措施推進大灣區體

育融合和協調發展，如建立大灣區青少年比賽聯合辦賽機制，擴大港澳

生參賽範圍等。目前，大灣區各城市間的體育交流與比賽已經陸續展

開。 

 

具體建議： 

 

35. 深化大灣區體育交流與合作。探索建立粵港澳職業體育聯盟及專業

賽事聯盟等，發揮粵港澳合作平臺優勢，解決運動技術協同、人才培養

交流和競賽組織等問題。加強粵港澳地區體育發展合作，合辦大灣區體

育訓練，加強三地運動員和教練之間的交流，讓三地的人員互動帶動整

個大灣區體育水準的前進。爲配合越漸增多的交流訓練及賽事，各地政

府需提高資金和配套方面的支援。 

 

36. 鼓勵體育發展，提高對體育資源的投入。推動設立粵港青年交流發

展基金，加強三地青年互訪交流合作。以資助形式鼓勵更多人才進入體

育産業，不斷增強大灣區體育專業人才的穩定性，投入科技資源提升運

動員技術水準，如加強運動員的國內外交流，進一步增加國際合作交流

項目等。加快粵港澳青少年體育發展，鼓勵港澳青少年利用廣東良好且

豐富的體育運動場地及資源，到當地學習太極拳、中國武術、乒乓球等

傳統體育項目。加強師資力量，開展深化體育師資交流與培訓，定期舉

辦粵港澳大灣區體育學術論壇等。完善青少年體育及高校培訓體系，實

現師資及資源互通，進一步建立大灣區體育教育聯合機構，實現跨境體

育訓練，從而建立大灣區體育人才聯合培養機制，互相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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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立與國際接軌、可持續、互惠互利的青少年體育賽事體系。鼓勵

香港、澳門發揮國際化優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賽事資源共用和聯合辦

賽機制，共同舉辦具有區域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的品牌盛事及特色賽

事，如大灣區學生運動會與體育節、世界體育大會、珠港澳大橋馬拉松

賽、環灣區騎行賽、青少年體操錦標賽、青少年足球賽、龍舟邀請賽、

高爾夫公開賽、賽馬錦標賽等，吸引國內外高水準運動隊伍到大灣區交

流切磋。積極引進國際知名體育品牌賽事落戶大灣區，利用資訊技術創

新傳統賽事運營模式，提高大灣區體育賽事運營服務水準。 

 

38. 推動大灣區城市間的體育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加強區

域間體育服務和設施的聯動整合，實現互聯互通，由此推動粵港澳三地

灣區在公共服務、産業發展、基礎設施三個方面實現深度融合，並解決

場館配套設施不足、場館運營成本高等問題。充分發揮三地各自的體育

設施優勢，推動公共體育設施設資源和服務的互通共用，形成城市之

間、城市與社區之間互聯互通、互爲補充、相互開放的體育休閑格局。 

 

39. 建立並完善粵港澳三地體育旅遊協作機制。利用港澳地區體育旅遊

資源優勢，結合廣東地域遼闊、自然風光優美等特點，開發大灣區體育

旅遊産業，探索建立跨省跨市體育旅遊互通機制，探索建立跨省跨市體

育旅遊互通機制。加快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體育休閑生態圈，積極探

索運動與休閑旅遊産業融合發展新路徑、擴大産業規模和影響力、提高

旅遊服務質量和水準；將體育作爲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休閑消費的重要內

容。建立以運動爲主題的文化旅遊休閑體系，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馬術、

滑雪等運動休閑精品綫路；通過體育及相關旅遊資源帶動文化旅遊的發

展並形成以文化爲內核的高品質旅遊目的地産業集群。由此，形成一個

“大灣區旅遊休閑圈”，讓遊客在不同城市體驗該城市的重點體育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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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推進三地體育産業及産品合作與綫上綫下融合發展。研發高科技水

準和低成本的自動化和半自動化生産配套設備，引領全球潮流；將品牌

運營和管道建設相結合，把大灣區自主創新、設計和製造的體育産品遠

銷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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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結 
 

41. 近年來，香港諸多產業遇到瓶頸期，産業結構單一的問題更顯突

出，若未來繼續固步自封，將難以應付全球經濟衰退所帶來的衝擊。在

此形勢下，深入推進大灣區融合建設，尋求發展新契機、新突破口，具

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隨著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推進，粵港澳發展已經進入

新的歷史時期，各城市在逐步展開融入大灣區的具體措施。作為粵港澳

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在大灣區的建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然

而，我們做的還不足夠。爲了實現《規劃綱要》中提出的在 2025 年，

實現人文灣區與休閑灣區建設初見成效的戰略目標，大灣區“9+2”城

市要發揮自身的優勢乘勢而上，充分利用已有資源和優勢開展務實合

作，實現互利共贏，與其他城市共同打造我國人文交流蓬勃發展的一個

新高地，共同促進更成熟、更有活力的深化交流合作機制。而推動粵港

澳之間在文化、藝術、旅遊及體育領域中深化合作，並取得實質性進展

將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重點工作。本報告提出 30 項具體措施的建

議，展望未來粵港澳三地可將在上述四個領域建立互信，緊密配合，實

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共用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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