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粵港澳三地落實《珠江三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共建優質

生活圈」的具體落實行動，《環珠江口宜居灣區重點建設行動計劃》

（以下簡稱《灣區計劃》），早已於2月中旬在廣東、澳門結束了公眾

諮詢期，惟香港還在延後。

參與該計劃組的專家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粵港澳一旦達成共

識，有關的計劃雖不具法律層面約束性，但可為三地的未來城市

發展提供較具體和清晰的參照和指引，更有助三地政府在符合國家

憲法、法律及港澳基本法的前提下，爭取在資源利用、產業協作、

創新發展等方面獲得國家層面的政策和重點項目立項上的支持，大

大有利於盡早達至十二五規劃中提出的，「粵港澳打造世界級城市

群」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唐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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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內地、香港、澳門三個管治主體，實行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難
以在三地推行具有統一標準、具強制力的行政管理措施和規劃，但此三地的

未來，無論是環境、生態以至經濟發展的相互配合以至競爭，都不可能在面對世界
上區域經濟日益發展的現實下獨行其事。《灣區計劃》只在學術層面為增強三地的
合力，共同面對挑戰而進行探索。按進程，2月10日，粵港澳三地結束了為期1個月
的公眾諮詢期，粵澳順利結束，但因本港仍存質疑之聲，而令公眾諮詢期延長。

港存質疑 諮詢期延長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金利豐集團總裁朱李月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

自己已經關注到計劃的內容，也表示支持，希望香港各界可早日取得一致意見，令
到該計劃早日付諸實踐。
澳門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立法會議員崔世平表示，粵港澳三地各有優勢，在不

同的發展階段，都可根據自身特點承擔牽頭人的角色。他希望，這一有利於澳門打
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計劃，可以盡早在三地達成統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漢榮書局董事總經理石漢基稱，也樂於見到三地能早日讓

《灣區計劃》得以實施。他說，香港和內地特別是廣東的日益密切，只有主動融入
各自發揮長處，香港才能突破發展瓶頸，走出更具前景的路。
有參與《灣區計劃》的專家向本報透露，該計劃如若在粵港澳三地達成共識，一

定可獲得國家多項政策扶持。例如在土地管理方式方面，可以建議國家適當增加廣
東新增建設用地指標，這也有助於粵港澳地區展開整體競爭力的優質大項目。

轉變大珠三角發展方式
此外，還可嘗試在灣區內建立一套粵港澳對接的公共福利體系，促進灣區公共服

務設施與港澳及國際對接，加強灣區國際社區建設，更好地解決港澳人士在廣東居
住、工作、投資等活動的後顧之憂。
該專家也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發展迅速，對生態系統、民生服務、休

閒休憩等發展越來越重視。同時，國際環境正出現深刻變化，大珠三角地區需要進
一步轉型升級，向擴大內需、知識型經濟等方面發展。《灣區計劃》的兩個總體目
標便是「粵港澳優質生活圈的精華區」，以及「引領大珠三角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
示範區」。
「這兩個總體目標及內容都對新時代下國家發展需要作出呼應，應該比較容易爭

取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該專家如是說。

粵港澳繪灣區藍圖

《灣區計劃》對
珠三角五市以及香
港、澳門提出了共
同的建設目標，有
專家稱，雖然總體
目標一樣，但由於
現階段這7個地方的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
都一樣，需要解決
的障礙也不一樣，
各地應依照問題迫
切性，制定符合各
自實際的階段性行
動計劃。《灣區計
劃》建議，粵港澳
三地在轉變經濟發
展方式上，廣東應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香港積極向
知識經濟發展轉變，澳門積極向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轉變。

珠三角需改善環境問題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也指出，目前，

對於珠三角五市來說，經過二三十年發展製造業，廣東的生
態環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現在最迫切需要改善的是空
氣、水質、海洋環境、濕地保護等生態環境問題；而對於香
港來說，建設「宜居灣區」，最為迫切的是改善居住環境以
及改善貧富懸殊；而澳門則必須尋求經濟結構的多元化。鄭
天祥說，澳門與香港一樣，吃回歸紅利，必須改變單一客
源、單一結構、單一投資的單一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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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計劃》「六灣」要點
低碳灣
三地：加強保護森林、濕地、海洋三大生態系

統。

生活灣
珠三角五市：人均住房面積增至40平方米；每

萬人擁有醫生數達到23人；教育
公共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5%。

香　　　港：維持公屋平均輪候水平、人均居住
面積適度提高；每萬人擁有醫生數
量持續上升；教育支出佔GDP比
重爭取超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澳 門：人均居住面積適度提高；每萬人
擁有醫生數量持續上升；教育支
出佔GDP比重爭取超出發達國家
平均水平。

休閒灣
三地：建設融合生態、人文和海洋遊憩體系。

樞紐灣
三地：實現相鄰城市「1小時通達」；推動軌道

交通發展。

服務灣
三地：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產業結構、促進產業

結構升級、增加就業機會。

創新灣
三地：建立全球著名創新經濟體系。

參與《灣區計劃》的廣東專家透露，按照原計劃，專家組要在2月28日提交對
「灣區計劃」的修改完善建議，然後3月份進行研究結題，結題後，三地政府就會根
據最後的方案，列出各自分步實施的具體行動計劃。但如今，由於港方未完成諮
詢，所以這一切都要被延後了。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鄭天祥稱，香港應以開放心態參與大珠三角規

劃，不能一方面又想內地化，一方面又想獨自維持國際化，「要做國際和國內的門
戶樞紐，單單靠香港是不行的，一定要與珠三角攜手才有可能，香港將國際化和與
內地合作對立起來，這就是香港過去十幾年失去發展機遇的最大問題。沒有與內地
的緊密結合，香港就失去了發展的腹地，在國際上就會漸漸失去競爭力。」

既怕邊緣化 又要爭主導
鄭天祥說，香港擔心被邊緣化，明白到要與內地合作才能維持發展，但在過程中

又維持「大香港」主義，甚麼都要爭主導，害怕被內地化，這種自卑又自大的矛盾
心理不利於香港的發展。
另有專家指出，香港不能一方面要求國家將香港納入「十二五」規劃內，卻不因

應「十二五」規劃而進行研究和提出建議，完全吃回歸紅利；當廣東省代為籌劃，
則又擔心失去主導龍頭地位，這種既要面子，又要 數，更不想承擔的心態，勢將
拖累香港的整體發展，拖慢粵港整合的步伐，絕非香港之福。

《灣區計劃》
兩大總體目標
1. 建立粵港澳優質生活圈

2. 引領大珠三角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粵港澳發展要務
珠三角五市：改善生態環境

香　　　港：改善居住環境、貧富懸殊

澳　　　門：尋求經濟結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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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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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生活圈

《灣區計劃》對粵港澳三地共建優質生活
圈，提出了具體的發展目標，即建立優美安
全的生態支撐體系，打造「低碳灣」；建立
覆蓋城鄉的民生保障體系，打造「生活
灣」；構建複合多元的休閒遊憩體系，打造

「休閒灣」；建立內外高度一體化的區域流
通體系，打造「樞紐灣」；建立有強大輻射
帶動能力的區域服務體系，打造「服務
灣」；建立整合粵港澳三地優勢的區域創新
體系，打造「創新灣」。

「低碳灣」，主要通過加強灣區森林、濕
地、海洋三大生態系統的保護和生態功能的
培育，建成複合型、多功能、網絡式的生態
體系，營造更多綠色空間。

實現「居者有其屋」
提升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是《灣區計劃》

的目標之一。在這個「生活灣」裡，要實現
「居者有其屋」：珠三角五市實現人均住房
面積增至每人40平方米；香港確保土地供
應充足，維持公屋平均輪候約3年的水平，
人均居住面積在現有基礎上適度提高；澳門
人均居住面積在現有基礎上適度提高。

「生活灣」並提及要建立均等化、高水平
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至2020年，爭取實
現珠三角五市每萬人擁有醫生數達到23
人，教育公共經費佔國內生產總值超過
5%，香港、澳門每萬人擁有醫生數量持續
上升，教育支出佔GDP比重爭取超出發達
國家平均水平。

灣區城市「1小時通達」
此外，《灣區計劃》提出要建設融合了生

態、人文和海洋休閒遊憩體系的「休閒
灣」。打造「樞紐灣」方面，灣區內相鄰城
市間要實現「1小時通達」，港深核心區和珠
澳核心區「半小時通達」，並推動灣區向

「軌道時代」跨越。
灣區還將建立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

構，加快服務業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
城市功能提升，提供更充分的就業機會，培
育「服務灣」。

在「創新灣」的建設方面，提出要建立全
球著名的創新經濟體系、關聯度高帶動力強
的臨港產業體系、品牌效應明顯的優勢傳統
產業體系等。

打造「六灣」生活
提升居民幸福感

粵專家指港矛盾心理拖延計劃

港
亟
需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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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計劃》
廣東公眾諮詢結
束後，參與規劃
的專家稱，交通
規劃滯後鐵路和
內河航運發展滯
後，多市聯用體
系效益難發揮。
鄭天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訪問時稱，《灣
區計劃》初稿在
交通規劃方面有點滯後，難以構建便捷高速的灣區交通樞紐
網絡，在整個計劃文本結題時料會有所改進。

口岸與高速公路銜接不足
據稱，目前，灣區內口岸與高速公路的銜接不足，粵港澳

三地的陸路口岸中，粵港之間僅皇崗/落馬洲口岸實現高速
公路直接對接；粵澳之間，目前京珠高速、廣東西部沿海高
速雖已聯通珠海，但未延伸至口岸。此外，在口岸與軌道交
通銜接方面，僅羅湖口岸和福田/落馬洲支線口岸實現對
接，制約跨界交流進一步密切。
鄭天祥說，深港西部通道的交通流量，遠低於設計預期，

原因之一就是深港兩地在接駁交通等方面未能很好配合。此
外，灣區需要非常強的通達性，目前，珠三角正進入軌道交
通建設的高峰期，但《灣區計劃》對港澳如何對接珠三角軌
道交通網這方面並沒有太多 墨。而在口岸通關上，目前粵
港澳三地之間的通關口岸很多，但普遍效率不高，過關速度
慢，阻礙了三地人員自由往來。

灣
區
交
通
規
劃
滯
後

■《灣區計劃》將促進港澳與珠三角
軌道網協調發展，並推動灣區邁向

「軌道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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