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2月 18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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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

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2017年末总人口约 7000 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

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

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

规划。 

本规划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近期至

2022 年，远期展望到 2035 年。 

第一章 规划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粤港澳大

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

件。 

第一节 发展基础 

区位优势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开放前沿，以泛珠三角区域为广阔发展腹

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交通条件便利，拥有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和吞吐

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广州、深圳等重要港口，以及香港、广州、深圳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

空枢纽，便捷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经济实力雄厚。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

强，香港、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2017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约 10万亿元。 

创新要素集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广东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稳步推进，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建设。粤港澳三地科技研发、转化能力突出，拥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

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大科学工程，创新要素吸引力

强，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良好基础。 

国际化水平领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拥有高度国

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澳门作为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不断强化，多元文化交流的

功能日益彰显。珠三角九市是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全国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合作基础良好。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

补。近年来，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基础设施、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科技教育、休闲旅

游、生态环保、社会服务等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第二节 机遇挑战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

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竞争力、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拓展了新空间。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大湾区转型发

展、创新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创新大湾区合作发展体制机制、破解合作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新

契机。 

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大湾区经济运行仍存在产能过剩、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等突

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有待增强。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

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

便捷流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

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固支

撑，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发展资源有限，珠三角九市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区域发

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逐步减退。 

第三节 重大意义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

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支撑；有

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

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区域双向开放，构筑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融汇的重要支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