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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金融合作最為關鍵 

 

昨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的概念。他表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

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在迅速崛起的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群建設中，金融合作越來越成為重要合作內涵，對促進三地

經濟一體化發揮著相當關鍵的作用。 

 

近年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在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格局的重要

性不斷得以提升，這個由九個省區加香港、澳門共同組成的經濟

合作區域是中國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亦是未來全國

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今年 3 月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深化泛珠三

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正式上升為國家戰

略，明確要求廣州、深圳攜手港澳，共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世界級城市群。 

 

以廣、深為區域中心城市的珠三角是過去近 40年內地經濟增

長最快的經濟圈。相比其他沿海經濟圈，珠三角無論面積、人口

還是經濟總量，規模相對較小，但外向型經濟特點較為突出。2015

年，廣東省以占全國 1.9%的面積及 7.9%的人口創造了全國 10.8%

的 GDP，而進出口總額占比達到 25.9%（出口占 28.3%），實際使用

外資（FDI）的占比達到 21.3% 

 

若將珠三角概念擴展到包括香港及澳門在內的大珠三角，對

全國重點區域發展戰略及佈局的意義進一步提升。 

 

其一，儘管面積及人口並未大幅增加，但整體經濟實力又上

一個臺階。2015年三地 GDP超過 8 萬億元，進出口總額超過 2 萬

億美元，FDI超過 20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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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融合度較高。三地經濟具有互補性，通過持續幾十年

的雙向跨境往來及融合，趨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體化

格局。2015 年廣東向香港出口占其進出口總額的 32%，實際利用

外資中有 76%來自香港，而 1979 至 2015 年香港向廣東投資金額累

計 2385 億美元； 

 

其三，具有延伸性。大珠三角經濟對周邊地區影響力加大，

向內向外形成兩個輻射扇面 —— 向內加強與泛珠三角地區的聯

繫，包括中部、西南及東南九省；向外形成兩條經濟合作帶，一

是從香港到東盟的“海絲”沿線。香港與東盟經貿聯繫一向密切，

香港有 547 家東盟總部型企業，兩地金融機構相互派駐，有利於

發揮香港在“一帶一路”的“超級聯繫人”作用；二是從澳門到

葡語系國家的特色經貿帶。澳門正積極打造葡語系國家的特色金

融產業。另一方面，粵資企業“走出去”意願較強，2015 年對外

投資金額達 123 億美元，歷年累計投資 687 億美元，位居內地首

位，且把香港作為跳板及融資平臺； 

 

其四，基建完善進一步推動區域合作。明年（2018）是一個

重要時間節點，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有望雙雙開通，蓮塘口

岸亦將建成，加上已基本成形的珠三角高速公路網及城際鐵路網，

大珠三角形成一小時經濟生活圈，廣深港澳實現全球獨有的跨境

來往“無鏠對接”。 

 

隨著粵港澳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大珠三角金融圈正在形成。

香港、廣州及深圳均是國際金融中心，各類金融資源豐富，跨境

業務空間很大。粵港澳銀行業總資產合計 42.7萬億元，超過江浙

滬一成。12家港資銀行在廣東開設了 188 家分支行，實現全覆蓋。

粵資銀行在香港擁有 83個營業網點。赴港上市的粵企有 196家，

名列各省市之首。香港有 20 家粵資持牌證券機構。反過來，在 CEPA

框架下廣東亦已引入了港資證券、期貨及基金公司。 

 

跨境金融服務亦成為一大特色，2015 年廣東省（含深圳市）

跨境人民幣收付名列各省市之首，占全國的四分之一。同樣，港

澳跨境人民幣收付亦占境外地區一半以上。據 Kckinsey預測，到

2025年“珠三角+香港”整體銀行盈利可達 1.44 萬億港元，超過

東京、紐約而成為全球最高的地區。 

 

中外資金融機構越來越重視發展大珠三角業務。中資金融機

構加快港澳機構建設及業務轉型升級，尤其在跨境人民幣業務方

面，大力拓展各項人民幣融資及交易業務，力爭在更多業務領域

超越外資銀行。另一方面，中資金融機構積極拓展跨境業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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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境內外機構跨境業務聯動，雙向轉介珠三角及港澳客戶及業務，

爭取內外平衡發展。外資銀行提出“把握粵港澳經貿合作優勢”

的戰略目標，組建廣東或華南總部，在全球業務規模全面收縮下，

卻大幅增加在珠三角的員工。 

 

廣東自貿區成立後，粵港澳金融合作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各

家金融機構全力參與自貿區業務，對自貿區業務寄予很大希望。

首先，廣東自貿區具有特殊定位，其目標是促進粵港澳深度合作，

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其次，自貿區雖非政策窪地，

卻有先行先試之利，監管機構會在自貿區探索新的資本項目開放，

港澳金融機構可在區內享受多於區外的政策紅利；最後，自貿區

創新優勢明顯，區內已形成高密度、高層次、多元化的創新區。 

 

可以預見，隨著內地與港澳不斷深化合作關系，大珠三角金

融圈將更趨成熟，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及泛珠三角區域合

作創造更大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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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報告 

 

1.  “特朗普交易”推高美國加息預期 
劉雅莹 03.02 

2.  從基礎貨幣的變化看貨幣政策的新操作 
戴道華 03.02 

3.  中國債券市場正日趨豐富與成熟 
孔玲 03.01 

4.  從中期人口統計看香港市民的住屋情況 
蔡永雄 02.28 

5.  市場波動難阻綠色金融井噴式增長 
孔玲 02.23 

6.  內地政策新動向 利人幣匯率階段性趨穩 
柳洪 02.23 

7.  2016年香港經濟再勝預期 
蔡永雄 02.22 

8.  對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解讀 
戴道華 02.21 

9.  美國加息預期升溫會否改變貨幣政策正常化路徑? 
鄂志寰、黃思華 02.20 

10. 貨幣市場長短期利率出現“剪刀差”走勢 
劉雅莹 02.17 

11. 評估特朗普可能的對華匯率新策略 
戴道華 02.15 

12. 內地國企混改提速 或成A股雞年新動力 
蘇傑 02.15 

13. 
經濟增長預期和投資氣氛改善 

2017年私貸市場有望穏定增長 黃靜萍 02.15 

14. 從 1月份内地信貸數據看對港貸款市場的影響 
王鎮強 02.15 

15. 彭博推出中國債券指數有助資金流入境內債市 
羅羽庭 02.10 

16. 特朗普將如何整頓美國金融監管？ 
張文晶 02.09 

17. 美國口頭上的強美元政策不再及其影響 
戴道華 02.09 

18. 
心理防綫？整數關口？ 地外匯儲備降至 3萬億美元以下的

政策含義 鄂志寰 02.09 

19. 越南發展勢頭良好 
黃思華 02.09 

20. 對未來聯儲局收縮其資產負債表的幾點思考 
蔡永雄 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