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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行政摘要 

 

1.1   研究背景 

 

1.1.1   2015年，國務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重大國

家戰略，覆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廣東省廣州市、

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及肇

慶市（下文簡稱珠三角九市）。中共中央、國務院 2019 年印發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把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級

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

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及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  

  

1.1.2   作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大灣

區的經濟潛力引人注目；該區域佔中國國土總面積不到 1%，但它擁

有全國約 7%的人口。在 2022 年，其經濟總量超過 13 萬億人民幣，

佔全國 GDP的 11%；如果把大灣區視為一個經濟體，排名大概世界第

十，超過了韓國、澳大利亞、墨西哥等幾個 G20 國家和新加坡。 

 

1.1.3   自 20世紀中葉以來，大灣區利用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戰略優

勢迅速發展，從 20 世紀末的農業經濟發展到製造業經濟，而目前正

在向創新和知識型經濟過渡。大灣區的建設是建立在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國際上沒有任何先例，

其軌跡與世界其他灣區及長三角的發展路線有所不同，甚至更具獨

特優勢。 

 

1.1.4   著力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是中央金融工作的重點方向之一。

2023年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提出 「要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

放，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長期資本來

華展業興業」。大灣區自身的定位與雄厚的經濟產業基礎為金融發

展提供了強大的需求和有力支撐，同時作為中國金融開放的最前

沿，也承擔了中國金融開放先行先試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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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優化資金供給結構，利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中國金融發

展的宗旨。然而，目前中國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缺少多種融

資渠道，特別是跨境融資，導致企業無法獲取足夠的金融資源用於

科技創新、先進製造和綠色發展。 

 

1.1.6   大灣區建設作為一項重大的國家發展戰略，其宏觀經濟效

益並不乏概念上的共識；然而，實現這一願景的途徑值得更深入地

研究。社會各界仍對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切實機遇持觀望態度，特

別是需要採取哪些政策措施，吸引境內外企業進軍大灣區並實現長

期發展。 

 

1.2   研究目的與範圍  

 

1.2.1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制定是以大灣區相對於中

國大陸其他發展區域以及世界其他灣區現有的競爭優勢為前提。為

了鞏固和加強大灣區現有的競爭優勢,區内城市不僅需要發揮產業和

經濟協同效應，更需要對目前的經濟架構進行系統性升級，並探索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對策。  

 

1.2.2   要把大灣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灣區，我們可從經濟學的角度

去思考中國企業如何才能在全球範圍內發展，以及外國投資者為何

青睞大灣區而不是到其他可比地區進行投資。為此，本報告在第 2

章對大灣區和其他三個地區（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和長江三角

洲）的競爭力進行了比較和探討。  

 

1.2.3   我們以三個最為相關的要素為起點，分析四個地區的比較

優勢。第一是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對於大灣區這樣一個日益複雜

的經濟區域來說，服務業的份額相對較低。事實上，除香港、澳

門、廣州、深圳和珠海外，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這一比例都低於 50%。 

 

1.2.4    第二是生產力增長。隨著人口紅利和資本投資回報減少，

提升生產力將是實現和保持高品質增長的關鍵。在第 3 章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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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大灣區生產力增長的現有瓶頸，討論生產性及知識型服務業

發展對於促進高質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1.2.5   第三是資金獲得。要加快大灣區的金融開放與深度融合，

需要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和作用。然而，目

前內地企業和企業家還未能充分利用香港深厚的資金池，尤其是中

小企業和初創企業。我們將在第 5 章中討論內地中小企業和初創企

業在獲得資金方面遇到的限制，以及香港如何幫助這類企業解決難

題。 

 

1.3   對服務業佔 GDP 比重的預測 

 

1.3.1   我們的分析比較顯示大灣區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落後於東

京灣區和三藩市灣區。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是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

平的關鍵指標。現在大灣區發展最大的問題是在大灣區九個內地城

市中，除了廣州的服務業 GDP佔比約 70%，以及深圳和珠海這兩個城

市的服務業 GDP佔比約 60%以外，其他六個城市服務業 GDP佔比都是

少於 50%，這六個城市在過去的 20 年間一直變化不大。其他已發展

經濟體的經驗顯示，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大灣區可能會經歷

「回蕩效應」(backwash effect)，即生產要素從欠發達城市向發達

城市轉移，從而加劇大灣區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 

 

1.3.2   先進製造業是大灣區的發展重點，在 2021 年廣東省發佈的

製造業《「十四五」規劃》中提出「到 2025 年，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保持在 30%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

值的比重達到 33%」2。縱使各地的發展基礎與條件有所差異，但德

國和日本作為先進工業經濟體，其顯著的發展成果仍具參考價值。

從它們的經驗來看，發展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是相輔相成。傳統代

工製造業要升級轉型,會涉及高科技和獨立研發品牌的建立。這需要

有相關知識產權法例的保護,而法例的建立和執行,以及人們對法例

的重視,需建立在成熟的服務型經濟、足夠數量的受高等教育人口和

 
2
 https://www.gd.gov.cn/zwgk/zcjd/mtjd/content/post_3458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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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法律體系基礎之上。香港在融資、市場資訊和知識產權管理

方面均具有優勢，可與大灣區內地企業合作，促進區內產業升級。 

 

1.3.3   如果以德國和日本為基準，大灣區要長期發展，就要提升

這六個城市服務業 GDP佔比至超過 60%。不能轉型服務業的大灣區城

市長遠有可能會墮入中等收入陷阱，致使人才流失。由於落後城市

的居民沒有足夠的購買力，解決方法是要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以

支持先進製造業的增長，以及吸引和留住人才所必需的相關產業，

如教育、醫療和金融。 

 

1.3.4   雖然每個內地大灣區城市都有其各自的產業組合，但國外

經驗顯示，把服務業佔 GDP比重提升至 60%是合理且可實現的目標。

第 4 章為六個服務業佔 GDP 比重不過 50%的大灣區城市推算 2030 年

之前每年服務業比重所需的遞增速度。製造業城市中，以東莞和佛

山為例，要在 2030 年之前將服務業增長到 60%，服務業的年增長率

應分別需達到 GDP 的 2.13%和 1.97%。而非製造業城市中，以珠海爲

例，相應的年增長率為 0.37%。我們也計算了到 2030 年各城市服務

業佔 GDP 達 60%所需的年增量。例如，東莞如要在 2030 年服務業達

到 60%，服務業年增量需要達到 588.2億元人民幣。這相當於每年創

造 25 萬個金融業就業崗位，或 41 萬個教育行業就業崗位，或 29 萬

個衛生和社會工作就業崗位。 

 

1.3.5   2017 至 2021 年，除東莞外，所有城市的家庭存款佔 GDP的

比例均呈上升趨勢，這意味著 2017 年至 2021 年期間這些城市的存

款增長速度快於 GDP，反映了過去幾年這些城市銀行業正在迅速擴

張。 

 

1.3.6   要切合實際地促進大灣區服務業的發展，除了依靠廣州和

深圳兩地之外，香港可憑藉其在廣泛的國際商業網絡和金融、法律

等專業化服務方面的優勢，發揮龍頭帶領作用。國家「十四五」規

劃中明確了香港「八大中心」的新定位3,這些角色定位既有利於加

 
3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中心、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國際航空樞紐

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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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可彌補內地城市發展中的局限性。為

了能夠實現中港兩地的互補，需要在跨境人才流動、跨境金融、以

及數據流通等方面提供更大的政策便利，從而吸引更多的企業、投

資者和人才。此外，一個開放、多元化的融資環境更是不可或缺

的：它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資，拓寬融資渠道，有助於大灣區企

業擴展海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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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大灣區與其他灣區和長三角的比較 

 

灣區經濟與一般的內陸經濟不同。內陸城市群是由一個大城市和四

周一些衛星城市組成的，但灣區經濟是幾個規模相當的沿海城市，

以海港為依託，以灣區自然地理條件為基礎而發展形成的一種區域

經濟形態；它們具有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

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廣泛的國際交往網絡等特點。灣區經濟整合了區

內各城市的資源，並提升了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世界著名的

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不僅服務業高度發達、創新能力領先，而且

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每個灣區都有自己的獨特優勢，並非在零

和遊戲中競爭。在本節中，我們的分析是為了客觀地評估大灣區的

比較優勢，至於更多關於灣區和長江三角洲的背景資料，詳見附錄

1。 

 

2.1   大灣區與全球其他灣區及長三角的比較 

 

2.1.1   表 1 列舉了大灣區與全球其他灣區及長三角的比較。 

 

 

 

 

 

 

 

 

 

 

 

 

 

 

 



10 

 

表 1:  大灣區與全球其他灣區及長三角的比較4 
 東京灣區 三藩市灣區 大灣區 大灣區(不包

括香港和澳

門) 

長三角 

土地面積 

（平方公里） 

36,898 17,887 56,098 54,9515 359,000 

人口（百萬） (2022) 44.3* 7.7* 86.62 78.466 236* 

GDP (萬億美元, 2022) 1.90* 1.30 1.944 1.5577 4.33* 

人均 GDP 

(千美元, 2022) 

42 132 22.59 19.848 18 

GDP佔國家的份額(2022) 38.6% 

(2020) 

4.3% 

(2017) 

10.8% 8.7%9 24% 

服務業佔 GDP 比重(2022) 84.7%* 70.8%* 64.0% 50.31%*10 55.7%* 

GDP增長率 3.6%* 4.8%* 7.1%* 7.2%*11 5.1%12 

重點行業 高端製造 科技， 

互聯網 

金融、科

技、互聯

網、物流 

科技、 

互聯網、 

積體電路 

生物醫學， 

汽車 

財富 500強企業數量（2023）13 29 38 25 19 25 

在該地區設有總部的財富 500強企業的例子 富士通、夏

普、YKK、佳

能 

蘋果、谷

歌、Meta、

英特爾、特

斯拉 

華潤、友邦

保險、平安

保險、華

為、騰訊、

比亞迪、大

疆 

平安保險、

華為、騰

訊、比亞

迪、大疆 

上汽集團、

阿里巴巴、

恆力集團、

寶武鋼鐵 

QS 百強大學數量（2023） 2 3 5 014 3 

機場旅客運輸量 

（百萬人次, 2022） 

64.182 60.5 69.625 63.986 95.26 

港口集裝箱輸送量 

（百萬標準箱, 2022） 

8.381 2.337 82.057 65.372 

 

89.73 

GFCI 十大金融中心數量（2023年 9 月） 0 1 1 0 1 

股票市場市值（萬億美元, 2022 年底） 5.23 14* 15 16 9.21 4.65 6.65 

股票市場市值佔 GDP 的比例 (2022年底) 275.2% 1,077%17 473.8% 293.6% 153.6% 

 
4
 數據來源:  

https://research.hktdc.com/sc/article/MzYzMDE5NzQ5 

https://behringeb5.com/san-francisco-bay-area-remains-top-performing-economy-and-

destination-for-eb-5-investment/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en/share/pdf/gba-symposium-tokyo.pdf 

http://hmo.gd.gov.cn/ygahz/content/post_4077704.html 

https://m.gelonghui.com/p/301775 
5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MzYzMDE5NzQ5 
6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MzYzMDE5NzQ5 
7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MzYzMDE5NzQ5 AND CEIC data 
8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MzYzMDE5NzQ5 AND CEIC data 
9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 AND CEIC data 
10
 根據圖 4a 計算得出, 不包括香港和澳門  

11
 https://research.hktdc.com/en/article/MzYzMDE5NzQ5 AND CEIC data 

12
 2022 年名義增長率，以簡單平均法計算. https://new.qq.com/rain/a/20230209A01WAG00 

13
 https://www.city-data.com/forum/city-vs-city/3423216-2023-fortune-500-companies-metro-

atlanta.html 

https://fortune.com/2023/08/03/fortune-global-500-top-5-cities/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097169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54a44f01a2/333c0c261a.shtml 
14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world-university-

rankings/2023?&countries=hk,cn 
15

 https://jointventure.org/news-and-media/news-releases/2340-2022-silicon-valley-index-top-

25-hold-92-of-the-wealth 
16
 雖然三藩市灣區沒有證券交易所，但許多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上市的大公司都以三藩市灣區為

基地。 
17
 以總部設在三藩市灣區的上市公司的市值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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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21 年數據； 

注：由於人民幣貶值，GDP 數字與香港貿發局研究網站略有不同; 

注：所有市值數據均取自 CEIC 數據。 

 

2.1.2   土地和人口: 

從表 1 可以看出，四個地區中，長三角的土地面積最大，人口最

多。長三角(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 總面積是大灣區的

6.4 倍；從人口總量來看，長三角地區是中國第一大人口聚集區。

2021 年，長三角地區的三省一市常住人口總量是大灣區的三倍。東

京灣區人口約 4,430 萬、是世界上城市基礎設施最完善的都會區之

一。 

 

2.1.3   GDP: 

從表 1 可以看出，長三角的 GDP 最高，但人均 GDP 最低；三藩市地

區的 GDP 最低，但人均 GDP 最高。東京灣地區的 GDP 佔全國份額是

最高的。2022 年，三藩市灣區的經濟增長達 4.8%，領先美國 50 個

最大的都市圈。 

 

2.1.4   服務業佔 GDP 比重 

服務業是東京灣區的支柱產業，約佔 GDP 的 84.7%。2022 年,粵港澳

大灣區服務業佔比為 64%，如果除去香港和澳門，服務業佔 GDP的比

重將從 64%降至 50.31%。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服務業佔比 55.7%。 

 

2.1.5   財富 500強企業 / QS 百強大學數量: 

2023年，東京灣區集聚了 29家世界 500強企業，包括豐田汽車、三

菱、本田汽車、索尼、東芝、佳能等知名跨國公司。三藩市灣區擁

有 38 家世界 500 強企業，惠普、蘋果公司、思科等企業的總部均位

於三藩市灣區。在 2023年《財富》世界 500強企業中，25家在長三

角，25 家在大灣區，長三角同樣佔 25席，包括寶武鋼鐵(44 名) 和

阿里巴巴(68 名) 。獲此殊榮的香港公司包括華潤、招商局集團、聯

想集團、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怡和洋行和長江和記實業。如果排除

香港，大灣區有 19家此類公司（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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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灣區集聚了東京大學等大批知名高等學府, 包括兩所 QS 百強大

學。三藩市灣區則匯聚了三所 QS 百強大學, 包括史丹福大學、加州

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全球頂級高校,因此國際學術和國際會議活動非常

頻繁。大灣區和長三角分別有五所和三所 QS 排名前 100的大學。  

 

2.1.6   機場旅客運輸量: 

在人流方面，東京灣區擁有兩個國際機場, 2022 年旅客運輸量

6,418.2 萬人次。三藩市灣區的三大國際機場位於三藩市（SFO）、

聖約瑟（SJC）和奧克蘭（OAK）, 2022 年機場旅客運輸量 6,050 萬

人次。粵港澳大灣區擁有香港、廣州及深圳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航

空樞紐。2022年，大灣區有 6,900萬機場乘客人次，長三角有 6,400

萬人次，略低於大灣區。 

 

2.1.7   港口集裝箱輸送量: 

在貨物流量方面，東京灣區擁有東京港（ Tokyo）、橫濱港

（Yokohama）、 千葉港（Chiba）、川崎港（Kawasaki）、橫須賀

港（Yokosuka）和木更津港 （Kisarazu）六大港口。東京灣區是國

際貿易中心，在其龐大的港口群的帶動下，該地區的貨物流動頻

繁。東京灣區的集裝箱港口，在 2022 年共處理 838.1 萬個 20 英尺

標準箱 (TEUs)。 

 

三藩市灣區的集裝箱港口，在 2022 年共處理 233.7 萬個標準集裝箱

（TEUs）。 

 

大灣區擁有規模龐大的港口群，包括香港、深圳和廣州三個世界級

集裝箱港口及虎門、惠州和珠海等地方港口。世界前十大集裝箱港

口中，深圳、廣州和香港三個集裝箱港口都位於大灣區。 2022年，

大灣區港口處理了 8,205.7 萬個標準箱 (TEUs)，而長三角處理了

8,973萬個標準箱，略高於大灣區。其中，香港處理了 1,669萬標準

箱，深圳處理了 3,004 萬標準箱，廣州處理了 2,486 萬標準箱，而



13 

 

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達到 4,730 萬標準箱，連續 13 年蟬聯全球集裝

箱吞吐量第一大港18。 

 

長江三角洲地區港口群依託上海國際航運中心，以上海、寧波、連

雲港為主19。2022年，全球貨物吞吐量位列前十位的港口中，長三角

地區佔據三席，寧波舟山港、上海港和蘇州港分別位於第一、三和

第七位20。 

 

2.1.8   金融中心和資本獲得: 

東京作為亞太地區金融中心的排名和從前相比有所下降：它在 Z/Yen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的排名從 2020 年 3 月的歷史最高（第三

位），下降至 2023 年 9 月時的第 20 位。在資金流動方面，東京灣

區作為日本的經濟中心，是日本對外投資的總調度中心。儘管該地

的 GFCI 排名有所下降，但自 2020 年以來，流向日本的資本趨勢明

顯。2021 年全球流向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FDI）為 1.58 萬億美

元，較 2020 年的極低水平增長 64%。2022 年，流入日本的外國直接

投資激增至創紀錄的 325.3 億美元，為過去十年來最高。日本對內

直接投資額達 2,253.7 億美元，佔 GDP 的 5.24%。該國在 2022 年 

AT 科爾尼外國直接投資信心指數中排名第 4。與發達的傳統金融業

相比，東京灣區的風險投資發展滯後。 

 

三藩市自 19 世紀以來就是美國西部的金融中心，在 GFCI（2023 年 

9 月）排名中位列第 5。它是一些大型銀行（富國銀行）、保險公

司（TransAmerica、Fireman's Fund）、以及美聯儲和美國造幣廠

的分支機構所在地。三藩市灣區聚集了 1,000 多家風險投資公司，

許多投資公司都在三藩市地區設有辦事處，例如佛蘭克林鄧普頓投

資公司，其總部位於附近的聖馬特奧。雖然三藩市灣區沒有證券交

 
18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4171/turnover-volume-of-the-largest-container-ports-

worldwide/ 

19
 2023-2028 年長三角地區港口業投資分析及前景預測報告

http://www.sohu.com/a/674737546_121649948 

20
 2022 年全球港口發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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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但許多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上市的大公司都以三藩

市灣區為基地。三藩市灣區與納斯達克的聯繫比其他任何地區都更

緊密。大多數科技公司，如蘋果、微軟、甲骨文和思科，都在納斯

達克上市。 

 

大灣區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擁有香港、深圳和廣州三大

金融重鎮，以及港交所和深交所兩大證券交易所，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和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根據 2023 年 9 月第 34 期

GFCI 排名，香港金融中心排名第 4 位，而深圳及廣州排名分別躋身

全球第 12 位和第 29 位。深圳金融業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輻射帶

動下迅速發展。2022年，深圳金融業實現增加值 5,137.98億元，同

比增長 8.2%，高於全國（5.6%）和廣東省（7.8%）平均水平，佔同

期 GDP的比重為 15.9%。截至 2022年 12月底，來自深圳的 A股上市

公司共有 405 家，公司總市值達 7.6 萬億元，位居全國大中城市第

二位。 

 

長三角地區也是全國金融機構集聚區之一，在金融機構數量方面佔

據較大優勢。長三角地區形成了由貨幣、外匯、股票、債券、黃

金、衍生品、保險等市場組成的全方位金融市場體系，擁有上海證

券交易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等全國金融市場，股權交易中心、產

權交易所等地方金融市場。上海在 GFCI（2023 年 9 月）排名第 7。

從表 1可以看出，2022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場市值 6.65萬

億美元，高於深交所的 4.65 萬億美元。兩間交易所均透過相應的滬

港通和深港通計劃與香港聯合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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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長三角對比大灣區 

 

2.2.1   從人口增速來看，2012 年至 2021 年大灣區常住人口增長

35%，快於長三角地區（增長僅 12%）。由於中國各地區的自然出生

率和死亡率不會有實質性差別，這種巨大的差異主要歸因於勞動力

的內部流動。因此，大灣區在吸引勞動力方面，比長三角更具優勢。

從勞動力佔比上看，大灣區勞動力人口佔比達 74.7%，長三角地區

佔比為 71.7％。 

 

2.2.2   在居民收入水平方面，長三角地區總體水平高於大灣區內

地九市。大灣區內地九市除了深圳、廣州的生活水平可以與長三角

地區城市相比之外，其餘城市居民收入低於長三角主要城市，收入

差距也高於長三角地區。這意味著將香港納入大灣區對其整體發展

和表現非常重要。 

 

2.2.3   在製造業方面，長三角地區的發展得到三個省和一個市，

以及 2.36 億人口總量的支持，這是大灣區所無法企及的。長三角擁

有龐大的人口基數，有足夠的勞動力來支持製造業，為產品提供足

夠的消費市場。長三角地區醫藥製造、積體電路產業、汽車等產業

規模在全國領先。 

 

2.2.4   大灣區在資訊技術方面具有優勢。大灣區上市企業高度集

中在電子、信息等行業，截至 2022 年，719 家 A 股上市企業中，有

180 家屬於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59 家屬於軟件和信

息技術服務業，兩行業佔比分別為 25.0%和 8.2%；長三角相應行業

上市企業佔比僅為 9.0%和 6.2%。 

 

2.2.5   如不包括香港和澳門，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中最大的產業

是電子行業，佔所有上市公司的 17.4%，而長三角最大的行業是機械

行業，佔所有上市公司的 19.7%。而在電子資訊這一新興產業中，大

灣區內地九個城市佔比遠超長三角。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在電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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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的比重是長三角的 2.91 倍。換言之，就產業比例而言，大灣區

內地九個城市的產業更偏向於新興產業。長三角的產業比較傳統。21  

 

2.2.6   2019 年，長三角地區 R&D 經費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為

2.8%，低於大灣區 0.6 個百分點。2019 年底，大灣區專利授權量佔

全國的 21.3%，高於上海、江蘇、浙江和安徽 17.2個、8.6 個、9.8

個和 20.0 個百分點。22 

 

2.2.7   在高端人才方面，長三角地區更具有優勢。大灣區每 10 萬

人中，15,819人具大學程度教育，長三角地區的數字則為 16,523人
23。從表 2a 的數據中可以看出，與長三角地區高端人才的分佈相比，

大灣區面臨著高學歷人才短缺的問題，特別是擁有碩士和博士學位

的人才。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報告（2018）》，2015 年，大灣

區常住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比例僅為 17.47%（其中香港為

26.18%，深圳為 25.19%，東莞為 15.74%），說明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略低於理想水平。  

 

表 2a:大灣區與長三角人才教育水平對比(2021.11-2022.10)  

  

大專或以下 學士 碩士 工商管理碩士/行

政工商管理碩士 

博士/博士後 

大灣區 22.99% 60.07% 16.15% 0.79% 

長三角 19.08% 58.97% 20.90% 1.05% 

數據來源: 獵聘大數據研究院 

 

2.2.8   金融業佔長三角地區 GDP的比重低於大灣區。根據 2023 年

3月發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報告，香港位列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

深圳金融業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輻射帶動下增長較快，國際金融交

流與合作的步伐亦加快。2022 年，深圳金融業增長 8.2%，在深交所

上市公司達 2,743 家。但是，如果除去香港，大灣區金融業從規模

 
21
 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比較研究 - 廣東統計局

http://stats.gd.gov.cn/attachment/0/429/429654/3344840.pdf 
22
 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比較研究 - 廣東統計局

http://stats.gd.gov.cn/attachment/0/429/429654/3344840.pdf 
23
 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比較研究 - 廣東統計局

http://stats.gd.gov.cn/attachment/0/429/429654/33448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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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金融機構數量上難以與長三角地區相比。2019 年長三角地區金

融業增加值達到 1.36 萬億元，為大灣區珠三角九市的 2.4 倍，金融

業佔地區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也分別高出大灣區珠三

角九市 1.2 個百分點和 4.0個百分點。24  

 

2.2.9   在銀行業方面，大灣區單個城市的平均存貸遠超長三角城

市群。2021 年粵港澳大灣區本外幣存貸餘額分別為 39.4 和 29.7 萬

億元，同比增長 5.4%和 7.8%，存貸比為 0.75，比 2020 年增加

0.02。與長三角城市群相比，大灣區優勢突出，平均每城存貸餘額

分別為 3.6 和 2.7 萬億元，是長三角的 1.75 倍和 1.62 倍。經濟總

量大的城市，往往住戶存款也較高; 家庭存款水平與城鎮化程度和

城市人口規模呈正相關。擁有更多存款的城市將有更多的投資資

本，這意味著更高的長期增長潛力。25 

 

2.2.10   在證券行業層面，大灣區上市企業平均市值較大，科技開

放程度較為突出。香港和深圳具有大灣區乃至全國多層次資本市場

體系和工業化的優勢，所以證券、基金、債券評級等領域機構雲

集，豐富了當地金融服務。 

 

2.2.11   大灣區的上市公司已經進入互聯互通機制的市場。719 家

A 股上市企業中，有 42 家為滬港通公司、201 家為深港通公司，合

計 33.8%，超過長三角上市企業中滬港通和深港通的佔比

（27.7%）。 

 

2.3   如何利用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 

 

2.3.1   大灣區有著「一國兩制」的體制優勢，有著三個關稅區和

三種貨幣，同時又有著四個經濟發展牽頭城市（廣州、深圳、香港

及澳門）。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城

市，擁有獨立的立法、執法和司法機關，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頻繁

的跨境數據交換，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香港的法律和監管制度，

 
24
 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比較研究 - 廣東統計局

http://stats.gd.gov.cn/attachment/0/429/429654/3344840.pdf 
25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2-12/14/content_259543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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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健全的管治結構和公平交易提供了保障。香港可以幫助大灣區內

地企業與世界其他普通法司法轄區對接。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高

度國際化，各種制度與國際接軌，享有免簽證出入境的國家較多，

亦具有兩文三語的優勢，在商業領域能夠有力促進內地企業業務轉

型升級和適應國際商業慣例。 

 

2.3.2   開放之初，最早進入內地的是港資企業。經過 40 年的改革

開放，中國累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超過 2 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

存量接近 1.5 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和第三大對外

投資國。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香港在吸引外資到中國方

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四十年來，香港的作用至關重要，擔負著中國

與其他國家交流合作的「超級聯繫人」角色。 

 

2.3.3   金融仍是香港最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香港擁有優良的金

融資源和基礎設施，是全球多幣種同時清算的重要市場。香港是全

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也是資產管理、風險管理和融資活動的首

選地點。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緊密聯繫，可為區內企業和個人

提供高增值金融服務，成為企業（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投融資平

臺。此外，香港可以善用大灣區發展給金融業帶來的新增長點，尤

其是綠色金融和金融科技。  

 

2.3.4   國內融資渠道不足以滿足民營企業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

因此海外融資渠道對民營企業非常重要26。香港是許多國際金融機構

及融資平臺的總部及區域辦公基地，是內地對接國際資本市場的重

要窗口。憑藉其自身的獨特優勢，香港已成為內地企業最大的境外

融資平臺27，為內地企業的「走出去」項目提供眾多融資渠道，幫助

內地企業獲取來自全球的低成本資金。 

 

2.3.5   内地約三分之二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和大部分

金融投資都由香港發起和處理的28；此外，香港還是內地主要的貿易

 
26
 香港交易所研究報告: 香港支持內地民營企業集資的角色, 2019年6月  

27
 香港交易所研究報告: 香港支持內地民營企業集資的角色, 2019年6月  

28
 https://www.hkma.gov.hk/gb_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hong-kong-as-

an-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dominant-gateway-t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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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之一及內地與海外國家跨境貿易的中轉站，它在人民幤國際化

道路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展望未來，香港有機會利用與大灣

區的優勢互補、多幣種結算業務的支持和高效、穩健的金融基建，

繼續為中國內地和離岸市場之間的人民幣交易提供便利，從而鞏固

其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  

 

2.3.6   大灣區在專業服務的出口方面相較於長三角地區更具優勢。

香港的專業服務業發展蓬勃且達世界級水平，專業服務為香港貢獻

了 10%以上的 GDP29，有能力開拓大灣區所帶來的龐大增長潛力，例

如將會計師及律師服務出口至全世界。不少內地企業往海外直接投

資、進行收購合併等，均需要與國際接軌的香港專業服務支持，為

有關項目進行盡職調查、風險評估，及為相關交易擬定合適的法律

檔案，並且在有需要時利用雙方均可接受的仲裁、調解服務，以解

決與外國交易洽談可能出現的各種商業糾紛。 

 

2.3.7   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可提供高增值貨運、飛機租賃和融

資服務，以及航空管理培訓，支持在大灣區建設世界級機場群30。此

外，香港可以利用金融服務優勢發展先進的海運服務，例如船舶管

理及租賃、船舶融資和海事保險。 

 

2.3.8   以上的分析顯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獨特的競爭優勢可以

彌補大灣區內地九市的短板，進行優勢互補，從而加速大灣區的一

體化進程和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29
 https://www.censtatd.gov.hk/tc/scode80.html 

30
 https://www.hkeconomy.gov.hk/tc/pdf/box-19q1-c2-2.pdf 

 



20 

 

第 3 章   大灣區經濟增長的近期挑戰 

 

大灣區的發展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大灣區城市製造業和服務業的

升級。廣東省政府於 2023 年 6 月 1 日發佈了《關於高質量建設製造

強省的意見》（簡稱《意見》）。根據《意見》，廣東計劃形成製

造業新格局，提高製造業及生產與服務業增加值佔 GDP 的比重，力

爭到 2027 年達到 65%。廣東省政府將加強大灣區在產業鏈和供應鏈

方面的合作。《意見》中指出推進資源配置、資金流動、土地利

用、能源利用、金融等改革，旨在突破大灣區產業整合瓶頸。報告

還強調通過注重創新、強調大灣區人才吸引、國際合作和技術升級

來提高製造業競爭力。以下小節介紹了大灣區面臨的挑戰以及德國

和日本的經驗。 

 

3.1   大灣區內服務業佔 GDP 比重分佈不均 

 

3.1.1   要預測大灣區經濟結構的發展路徑，我們可以借鑒三藩市

灣區和東京灣區的發展路徑。從圖 1 可以看出，自 2009 年以來，三

藩市灣區所有城市的服務業佔該市 GDP的比重都超過了 50%。東京灣

區城市自 1990 年以來也出現了類似結果(圖 2)。 

 

圖 1 : 三藩市灣區所有城市的服務業佔該市 GDP 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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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東京灣區所有城市的服務業佔該市 GDP 的比重 

 
 

圖 3 : 德國服務業增加值佔 GDP 的百分比 

 
 

3.1.2   東京灣區和三藩市灣區已經從製造業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

型。這是通過產業升級以及高科技和金融業的發展來實現的。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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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第 3.3節將用德國進行案例分析。它的服務業佔其 GDP的 62%以上

（如圖 3所示），同時也以工業生產品質優良而著稱。 

 

3.1.3   粵港澳大灣區最主要的產業為工業和進出口貿易。從圖 4a 

可以看出服務業 GDP佔比為 64.8%，顯示大灣區經濟正進一步向第三

產業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1 年，該地區的第三產業化程

度略高於世界服務業佔 GDP的百分比 64.4%。與三藩市和東京灣區相

比，大灣區的服務業尚欠發達。在高端服務業方面，大灣區與其他

世界級灣區的差距明顯。2021 年，大灣區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和其

他三個灣區相比佔比最低，兩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是服務

業佔 GDP 總量比重最高的兩個城市，分別為 93.4%和 91.3%。如果排

除香港和澳門，份額將為 50.31%31，低於長三角的 55.7%。現在大灣

區發展最大的問題是在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中，除了廣州的服務業

GDP 佔比約 70%，以及深圳和珠海這兩個城市的服務業 GDP 佔比約

60%之外，其他六個城市的服務業 GDP 佔比都少於 50%。這六個城市

在過去的 20 年間一直變化不大，雖然有些地區有小幅度的增長，但

是有些城市甚至出現了倒退的現象，服務業 GDP 佔比越來越少(圖

4b)。 

 

圖 4a : 2021 年大灣區各市的服務業 GDP 佔比 

 

 
31
 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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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在文獻中，人均收入較高的地區在服務業發展方面將比人

均收入較低的地區表現更好，導致區域不平等的持續存在32。大灣區

城市間持續發展不均，與國家共同富裕的目標背道而馳。這也削弱

了其長期一體化的有效性，影響了大灣區的整體增長潛力。為了加

強區域協調發展和一體化進程，2018年 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

發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

的意見》，要求建立區域戰略協調機制，完善市場融合發展機制，

深化區域合作機制。 

 

圖 4b : 六個城市服務業佔 GDP 比率 

 
 

3.1.5   由於落後城市的居民往往沒有足夠的購買力，有必要加快

這些城市的出口服務業發展。目前，中國在旅遊和教育等服務領域

存在貿易逆差。2008 年以前，中國旅遊服務貿易是處於順差狀態的

服務行業，在增加外匯收入、平衡國際收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9年後，中國旅遊服務貿易出現逆差，逆差規模也在快速增長33。 

 
32
 Ma N, Shum WY, Han T, Cheong TS. Global Inequality in Service Sector Development: Trend and 

Convergence. Front Psychol. 2021 Nov 25;12:792950. doi: 10.3389/fpsyg.2021.792950. PMID: 

34899547; PMCID: PMC8654734. 
33
 Guo, C. and Liao, C. (2017) Research on the Deficit of China’s Tourism Service Trade and 

Countermeasur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7, 170-178. doi: 

10.4236/ajibm.2017.7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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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人數不斷增加。2019 年，約有 703,500 名中國

學生離開中國到海外學習(圖 5)，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學生

原籍國34。因此，服務業需要擴大和開放。 

 

圖 5 : 中國學生到海外學習人數 (千人) 

 
 

3.2   大灣區城市平衡服務型經濟結構的重要性 

 

3.2.1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在過去幾十年裡，大灣區一些內地城市利用其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形

成了以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為主導的經濟形態。然而，隨著人口紅利

逐漸消退和勞動力成本日漸上升,投資者會逐漸將供應鏈遷移至其他

更低成本的國家和地區。就長遠而言，這樣的錯位發展可能導致大

灣區内欠發達的城市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這是指一個經濟體由

於成本上升而失去在製成品出口方面的競爭優勢，無法過渡到高收

入經濟體的情況。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世界銀行發表的《東亞經濟

發展報告（2006）》中，指的是一個國家的人均 GDP 一直徘徊在

4,000-12,000美元的區間，但又無法突破 12,000美元的大關。落入

這一陷阱的國家也往往容易出現經濟上的大幅波動或停滯。巴西、

 
34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27240/number-of-chinese-students-that-study-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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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有類似的經歷35。那些深

陷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普遍都存在以四個問題：收入差距過大導

致內需不足, 進口替代戰略阻礙經濟效益36, 城鎮化與工業化的推進

不協調, 技術創新進展緩慢。37 

 

3.2.2   避免「回蕩效應」: 

大灣區內部的發展差距依然較大，且協同性有待加強。部分地區和

領域的資源需要進行優化配置。為了避免出現「回蕩效應」（即生

產要素從欠發達城市向發達城市轉移，從而加劇大灣區城市之間的

發展差距），大灣區的發達城市應發揮其核心引擎作用，增強對周

邊區域發展的引領帶動能力，擴大生產要素的互聯互通，從而縮小

區域間發展差距，提升整體協調發展。  

 

3.2.3   滿足對高附加值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 

隨著大灣區的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居民消費水平、規模和消費結構

也在不斷地升級。對高附加值服務的需求不斷擴大，例如教育、健

康、財富管理、保險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服務等。為了滿足日益增長

的需求，大灣區的經濟結構需要構建現代服務業體系並加快其發

展。 

 

3.2.4   支持生產力增長: 

將大灣區建設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國家戰略之

一。從圖 6 可以看出，2020 年大灣區實體註冊的發明專利約為

366,000 項，高於 2012 年的約 62,000 項。然而，自 2019 年以來，

相關增長已經放緩(表 2b)。由於發明專利的數量是技術在生產中使

用的一個指標，這意味著大灣區長遠可能面臨生產力增長的瓶頸。 

 

 

 
35
 https://m.jiemian.com/article/5315884.html  

36
 進口替代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採取的一項政策，旨在通過限制進口和鼓勵國內製造業來盡量減少對發達國

家的依賴。當一個國家試圖通過消除進口來優化其製造業務時，它會影響另一個國家的出口，其他國家也

可能停止從該國進口產品，從長遠來看可能導致貿易戰。此外，根據貿易理論，發展一個國家沒有比較優

勢的產業是沒有效率的。 
37
 https://m.jiemian.com/article/5315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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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大灣區實體註冊的發明專利 

 
 

表 2b：大灣區實體註冊的發明專利增長率 

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增長率 14.5% 46.5% 49.0% 25.2% 34.0% 27.3% 5.1% 5.2%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資遠高於大灣區其他城市(圖

7a)。香港能享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因為「一國兩制」制度讓

香港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從圖 7b 可以看出，在香港以外的大灣區城

市，外商直接投資總體上在增長。但在佛山和東莞等城市，外國在

直接投資總體上正在下降，這意味著專注於製造業的城市可能難以

長期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製造業需要一整套生產型服務網絡來提升

價值鏈，尤其是金融服務和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然而，從上文可

以看出，大灣區的外商直接投資和發明專利註冊數量增長正在放

緩。若要使大灣區繼續保持製造業的領先地位，就需要增加生產型

服務業在 GDP 中的比重。 

 

 

 



27 

 

圖 7a ：大灣區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以億美元計） 

 
 

圖 7b ：大灣區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包括香港，以億美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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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日本的經驗 

 

3.3.1   日本為成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做了三件事。第一，增加國

民收入，激發國民的消費潛力。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實施

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80

年代，日本不斷努力提高民衆的最低工資，整個 80 年代，日本工資

增速長期高於 GDP 增速。日本政府還注重推進減稅降費，減輕人民

的稅務負擔，進而提高國民消費能力。此外，它還通過完善養老保

險和失業保險來消減人民消費後顧之憂。 

 

3.3.2   二是日本政府調整國家科技發展戰略，著力調整產業結構

升級，將發展重心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先大幅縮小造船、鋼

鐵、石油等傳統製造業規模，再積極扶持電子通訊等產業，計算機

和服務業。 

 

3.3.3   三是致力發展中小城市，縮小區域經濟差距。上世紀 80 年

代，日本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呈現明顯的不平衡，為了縮小區域經濟

差距，日本政府將部分中心城市功能釋放到全國各地，有效帶動了

周邊其他城市和地區的崛起，日本支持小城市和農村產業發展的努

力改善了地區失衡。38 

 

3.3.4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大灣區應通過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和

生產性服務業來增加欠發達城市服務業的權重，從而縮小發達城市

和欠發達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8
 https://m.jiemian.com/article/5315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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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服務業發展如何推動產業升級---德國的經驗 

 

3.4.1   德國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而且也高度重視服務業

的發展，經濟以出口為導向。近年來，德國的服務業發展迅速，特

別是貿易、金融、保險、旅遊和會展業。 

 

3.4.2    製造業對德國的經濟增長、繁榮和促進就業發揮了重要作

用。幾十年來，德國製造商在提供創新的高品質產品方面贏得了良

好的聲譽。德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主要來源在於先進的製造業產品，

以及對資訊經濟的戰略關注。此外，德國重視工藝和職業教育，從

而提供了高素質的工人和工程師，製造業通過產品創新和提高勞動

生產力保持競爭力。39 該國在許多領域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例如

車輛製造、機械和設備工程以及化學和製藥。為了保持工業領域的

競爭力，2018 年，德國政府宣佈了 2025 年高科技戰略（HTS 

2025）。「高科技戰略 2025」旨在促進研究和創新，增強德國的核

心競爭力，確保可持續發展，並實現到 2025年將 GDP的 3.5%用於研

究的目標。德國政府將其所有研究、技術和創新政策措施整合到

「高科技戰略 2025」中。所有聯邦部委共同制定這一戰略，並協調

各自的措施。40 

 

3.4.3   近幾十年來，德國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70 年

工業佔增加值總額的比重為 36.5%，隨後連續多年下降; 這些轉變並

不反映行業重要性的下降，而主要是價值創造過程發生根本變化的

結果，與產品相關的服務越來越重要。41 德國在上世紀 80 年代末逐

漸向服務型經濟轉型。與大多數發達國家一樣，服務業已成為德國

經濟的重要支柱。知識驅動型服務業對德國經濟的影響很大，因為

它們佔德國增加值總額的 30%左右。創意產業也已成為該國的一股經

濟力量。42 

 

 
39
 https://www.bartleby.com/essay/German-Trade-and-Comparative-Advantage-PKGUJJFPBYRFA  

40
 https://www.bmwk.de/Redaktion/EN/Dossier/modern-industry-policy.html 

41
 https://www.bmwk.de/Redaktion/EN/Dossier/modern-industry-policy.html 

42
 https://www.german-business-portal.info/en/eu-service-market/service-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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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德國服務業具有明顯的本土特色，例如，德國銀行堅持混

合業務運營，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保險等各種金融服務一

應俱全。其次，德國政府採取各種措施保護和促進國家服務業的發

展。政府一方面採取措施限制服務貿易的進口，同時通過財政、貨

幣和產業發展政策，促進國家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增加服務出口。43 

 

3.4.5   德國服務人員的高資質在國際市場上廣為人知，在全球服

務出口國中排名第二，在技術服務、資訊科技服務、金融服務和環

境服務等技能密集型服務中排名第一。44 德國服務業規模大，集中

度高。例如，在展覽業，世界十大知名展覽公司（按營業額計）中

有六家來自德國。 

 

3.4.6   德國的模式具有以下特徵：「強大的製造業能力、基於一

流產品與服務的出口導向、關注利益相關方的企業治理、重視中小

企業發展、受過良好敎育的勞動力、發達的基礎設施，以及全面的

結構改革」45。德國工業的特點是國際活躍的公司和定位精確的中小

企業之間可以進行良好的融合。中小企業在「德國模式」中扮演這

重要的角色。這種模式也很值得大灣區借鑑。 

 

3.4.7    從德國的經驗來看，發展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是相輔相

成。傳統代工製造業要升級轉型,會涉及高科技和獨立研發品牌的建

立。這需要有相關知識產權法例的保護,而相關法例的建立和執行,

和人們對法例的重視,需要社會發展出相當成熟的服務型經濟,有相

當數量的受高等教育人口和發展成熟的法律產業。香港在融資、市

場資訊和知識產權管理方面均具有優勢，可與大灣區企業合作，協

助區內產業升級。 

 

 

 

 

 

 
43
 http://intl.ce.cn/main/rd/mo/200707/16/t20070716_12187277.shtml 

44
 https://www.german-business-portal.info/en/eu-service-market/service-industry 

45
 李稻葵及羅蘭．貝格,《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德國模式的中國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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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服務業增長預測 

 

大灣區發展的主要潛在障礙是各市服務業佔GDP比率的差異太大, 而

且沒有跡象顯示各市這個佔比在將來會拉近。除了香港和澳門, 內

地九個大灣區城市在 2021 年度服務業 GDP 佔比只有 50.31% (表 1), 

遠低於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各約 75%的比例。目前，在大灣區九個

城市中，有六個城市的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約為 40%至 50%，即東

莞、佛山、惠州、江門、肇慶和中山。當中有些城市服務業比例更

是倒退(圖 4b),這不利大灣區的長遠可持續發展。不能轉型服務業的

大灣區城市長遠可能會墮入中等收入陷阱，使人才流失。因此，改

善這六個欠發達城市的服務業對大灣區的長遠發展是必要的。為了

確定上述六個城市的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基準，我們將考慮以下幾

點： 

 

1）要使大灣區成為服務型經濟體，一個合理的目標是使所有大灣區

城市服務業的份額超過 50%。由於大灣區需要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

開放中的發揮支撐引領作用，因此該比例應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2022年中國全國平均服務份額份額約為 52.8%（中國國家統計局）; 

 

2）其次，就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而言，廣州是大灣區內地城市中領

先的城市，因此設定一個高於廣州的比率是不現實的。2021 年，廣

州服務業佔 GDP的比重為 71.6%（圖 4a）; 

 

3）第三，我們也參考德國在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相對平衡發展

的情況。2021 年，德國服務業佔 GDP的比重約為 62%（圖 3）。 

 

因此，設定 60%的基準將是一個合理且可實現的目標。為了便利解

説，我們假設該六個被研究的城市都有相同的服務業佔 GDP 份額的

目標。我們進行了兩次類比，目標分別為 60% 和 70%，以便我們可

以估計每個城市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資源(服務業佔 GDP 70%的目標

的計算結果見附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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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預測方法 

 

4.1.1    為估算大灣區部分欠發達城市加快服務業佔 GDP 比重所需

的資源，我們假設第一、第二產業產出保持在 2021 年水平，並進行

情景分析。我們考慮了四種方案。 

情景 1a：按固定增加值增量預測服務業在 GDP 中所佔的份額，目標

是 2030 年達到 60%;  

情景 1b：以固定百分比遞增預測服務業佔 GDP 的份額，目標是 2030

年達到 60%; 

情景 2a：在固定增值增量下，服務業佔 GDP 的份額預測，目標是

2030年達到 70%;  

情景 2b：以固定百分比增量預測服務業佔 GDP 的份額，目標是 2030

年達到 70%; 

下文報告了中等增長情景 1a 和 1b，而高增長情景 2a 和 2b 見附錄

2。 

 

4.1.2   對於情景 1a 和 2a，我們假設第一和第二產業零增長，所有

的增長都來自第三產業（服務業）。我們對 2021 年服務業佔 GDP 比

重低於 60%的大灣區城市設定了 60%的目標。  

 

4.1.3    基於 60%的目標，對於情景 1a，我們假設從 2021年到 2030

年，服務業的增加值每年以恆定的速度增長。我們計算了服務業所

需的恆定附加值，使其目前在服務業中的份額到 2030 年增長至

60%；數額列於表 3a。對於情景 2a，我們不再假設服務業以固定的

金額增長，而是假設增長速度是其當前份額與 2030 年 60%目標之間

差距的九分之一。例如，在表 4b中，2021年東莞服務業佔 GDP的比

重為 40.8%，40.8%與 2030 年 60%目標之間的差距為 19.2%，我們遂

將 19.25除以 9年，意味著每年需要 2.13%增長來填補這一差距。 

 

4.1.4   我們可從就業市場的角度衡量推算的結果，例如東莞服務

業佔 GDP 的比重與 60%的目標的差距似乎最為明顯。到 2030 年，東

莞服務業增長到 60%，服務業年增量應為 588.2億元人民幣。根據東

莞當前工資數據，這相當於在金融部門創造 25 萬個就業崗位，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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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創造 41萬個就業崗位，或在衛生和社會工作領域創造 29萬

個就業崗位（2021 年，東莞金融業平均年工資為 237,061 元人民

幣，而教育業與衛生和社會工作的則分別為 144,630 元人民幣和

204,955元人民幣）。46  

 

4.2   情景 1a：按固定增值增量預測服務業佔 GDP 的份額，目標是

2030 年達到 60% 

 

為簡單起見，情景 1a 假設每個城市的服務業增加值每年都有固定增

長，我們計算了到2030年各城市服務業佔GDP達60%所需的年增量。

表 3a 列出了不同城市所需的增量。表 3b 預測了每個城市每年服務

業的最終份額。 

 

表 3a: 2030 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 達 60%所需的服務業產值年增量

（十億元人民幣）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服務業產值年增量 58.82 59.86 24.84 13.75 13.89 11.84 3.61 

 

表 3b: 在 2030 年服務業佔 GDP 達 60%的假設下，各城市每年服務業

佔比預測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2021 40.80% 42.27% 42.03% 46.25% 41.13% 48.05% 56.66% 

2022 42.91% 44.23% 44.01% 47.79% 43.20% 49.39% 57.03% 

2023 45.03% 46.20% 46.01% 49.33% 45.30% 50.74% 57.41% 

2024 47.18% 48.19% 48.02% 50.88% 47.41% 52.08% 57.78% 

2025 49.34% 50.18% 50.04% 52.42% 49.53% 53.42% 58.15% 

2026 51.50% 52.17% 52.06% 53.96% 51.65% 54.75% 58.52% 

2027 53.65% 54.15% 54.07% 55.48% 53.76% 56.08% 58.89% 

2028 55.79% 56.12% 56.07% 57.00% 55.87% 57.40% 59.26% 

2029 57.91% 58.07% 58.05% 58.51% 57.95% 58.70% 59.63% 

203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46
 東莞市統計局 http://tjj.dg.gov.cn/tjzl/tjgb/content/post_4027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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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情景 1b：按固定百分比增量預測服務業佔 GDP 的份額，目標

是 2030 年達到 60% 

 

情景 1b 假設每個城市的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每年不斷增加，而目標

是在 2030年達到 60%。表 4a列出了不同城市需要的年增量。例如，

東莞和佛山等製造業城市要在 2030 年之前將服務業增加到 60%，服

務業的年增長率應分別達到 GDP 的 2.13%和 1.97%。對於珠海等非製

造業城市，相應的年增長率為 0.37%。表 4b 預測了各城市每年服務

業佔比。表 4c 預測了每個城市所需年增量的相應價值。 

 

表 4a:2030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達 60%所需的服務業佔比年增份額  

 

表 4b:假設 2030 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 達 60%的每年服務業佔比預

測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2021 40.80% 42.27% 42.03% 46.25% 41.13% 48.05% 56.66% 

2022 42.94% 44.24% 44.03% 47.78% 43.23% 49.38% 57.03% 

2023 45.07% 46.21% 46.02% 49.31% 45.33% 50.71% 57.40% 

2024 47.20% 48.18% 48.02% 50.84% 47.42% 52.03% 57.77% 

2025 49.34% 50.15% 50.02% 52.36% 49.52% 53.36% 58.14% 

2026 51.47% 52.12% 52.01% 53.89% 51.62% 54.69% 58.51% 

2027 53.60% 54.09% 54.01% 55.42% 53.71% 56.02% 58.89% 

2028 55.73% 56.06% 56.01% 56.95% 55.81% 57.34% 59.26% 

2029 57.87% 58.03% 58.00% 58.47% 57.90% 58.67% 59.63% 

203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服務業佔比年

增份額 
2.13% 1.97% 2.00% 1.53% 2.10% 1.33%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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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c: 2030 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 達 60%所需的服務業產值年增量

（十億元人民幣）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2022 41.23 42.94 17.75 6.103 9.79 9.35 3.36 

2023 44.43 46.09 19.07 11.17 6.104 9.86 3.41 

2024 48.02 49.59 20.53 11.86 11.38 10.40 3.47 

2025 52.07 53.51 22.17 12.62 12.32 10.99 3.54 

2026 56.64 57.91 24.02 13.46 13.39 11.64 3.60 

2027 61.85 62.88 26.10 14.38 14.60 12.34 3.66 

2028 67.81 68.52 28.47 15.40 15.99 13.11 3.73 

2029 74.67 74.95 31.18 16.53 17.58 13.95 3.80 

2030 82.64 82.33 34.29 17.80 19.42 14.88 3.87 

 

4.4   大灣區各城市具有增長潛力的服務業 

 

4.4.1   為實現大灣區服務業佔 GDP的比重趨同，我們需要確定大

灣區不同城市服務業中哪些行業具有較大的潛力和增長空間。大灣

區各地有不同資源和優勢,所以在服務業發展上各城市也相應地分工

不同。 

 

4.4.2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建設國際金融樞

紐，大力發展特色金融產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可聯手構建

區域性金融網絡，服務大灣區其他行業。 

 

4.4.3   考慮到大灣區整體的產業互補、每個城市自身的產業發展

現狀、自我規劃與定位、城市間的協同效應和良性競爭等多種因

素，我們認為大灣區的城市在以下服務業具有增長潛力: 

 

-廣州: 根據廣州的「十四五」規劃，廣州將發展成為國際商貿中心

和綜合交通樞紐中心，同時增強其作為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的功

能，並發展成為全球大都市。廣州為大灣區交通樞紐,在發展金融業

及會展業上具有潛力。 

 

-深圳：高端技術服務業和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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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旅遊、會展和金融。《珠海市金融改革發展「十四五」規

劃》提出，「十四五」期間，珠海將錨定區域特色金融中心目標。

珠海特色金融具有潛力：2020 年，珠海市金融業增加值達 402.7 億

元人民幣，佔 GDP比重達 11.6%，對 GDP 增長貢獻率為 30.2%。47 

 

-佛山：現代物流、商務會展、工業設計、服務外包等生產型服務

業。 

 

-東莞：電商、首店經濟48、夜間經濟等。49 

 

-中山：科技服務業、信息服務業、健康服務業和商務服務業。 

 

-惠州：依託科技小鎮50，提供中小企業總部基地、研發辦公室、中

試生產、成果轉化、創新創業，以及科技諮詢等綜合服務。51 

 

-江門：引入 ESG 評分體系治理本地製造業企業52，扶持相關品牌管

理服務業。江門為多套受歡迎電視劇的拍攝場地, 具有潛力發展影

視業。 

 

-肇慶：商貿服務和旅遊業。53 

 

 

 

 

 
47
 http://gdjr.gd.gov.cn/gdjr/jrzx/dfjr/content/post_3719511.html 

48
 首店經濟是指一個區域利用特有的資源優勢，吸引國內外品牌在區域首次開設門店，使品牌價值與區域

資源實現最優耦合，以及由此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的一種經濟形態。 
49
 東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印發東莞市加快培育建設區域消費中心城市實施方案的通知. (2022年, 11

月 28日)  

https://www.dg.gov.cn/gkmlpt/content/3/3918/post_3918432.html#684  
50
 謝滌湘,王哲.產城融合背景下的科技小鎮發展機制研究——以惠州潼湖科技小鎮為例.城市發展研

究,2020,27(09):25-29 
51
 中商產業研究院. (2022年, 2月 23日) 惠州市產業佈局及產業招商地圖分析  

https://www.askci.com/news/chanye/20220223/1410511745366.shtml 
52
 張曉.綠色信貸對江門市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基於灰色關聯模型的實證研究.山西農經, 

2021(12):187-189.DOI:10.16675/j.cnki.cn14-1065/f.2021.12.085 
53
 中商情報網. (2022, March 31). 2022年肇慶市產業佈局及產業招商地圖分析 

https://m.163.com/dy/article/H30F17GR051481O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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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金融服務發展對大灣區經濟的重要性 

 

中國商務部前副部長魏建國提到，與世界其他灣區相比，大灣區的

弱點是服務業的發展。54 借鑒其他在科技和先進造業方面具有優勢

的發達經濟體的經驗，發展服務業將是大灣區未來發展道路的關

鍵。金融和專業服務對保持實體經濟的生產力至關重要，因為這些

服務可以降低資本成本，吸引和留住高素質人才，並提供法律和知

識產權保護。 

 

自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服務推動了實體經濟的工業化和

創新。附錄 3 簡述金融部門改革的里程碑和行業格局的演變。在大

灣區的背景下，加快大灣區金融服務發展非常重要，原因如下： 

1. 支持新經濟和先進製造業增長。 

2. 擴大中小企資金供給渠道。 

3. 增強大灣區財富管理能力。 

 

5.1   金融服務支持先進製造業和新經濟領域 

 

5.1.1   科技創新是一個高風險、不斷試錯的過程，而資本市場等

直接融資體系的支持十分重要。大灣區要發展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金融業發展必不可少。 

 

5.1.2   內地多個大灣區城市因缺乏高附加值、高技術企業，產業

發展仍需提升。但是，產業升級需要前期投入，投資回收期長，需

要解決現金流問題。金融業的發展可以為中小企業升級換代提供融

資渠道，有效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壓力，從而有利於中小企業的發展

壯大。金融發展通過促進資本調動和風險分擔來誘導技術創新55 ，

通過大灣區建設過程中金融市場的引導，各地區產業可以進一步實

現轉型升級。 

 
54
 魏建國：粵港澳大灣區引領全球灣區發展，要走好三步棋。中國區域經濟 50 人論壇官方澎湃號 2023-

03-18。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364755 
55
 Tadesse, Solomon A.,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umber 749, February 2005.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681562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68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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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從產業結構來看，為大灣區提供更精細層次和更大體量的

金融服務，可以促進區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深圳

為例，在金融業穩步發展的同時，深圳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也在不

斷增強。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全市製造業貸款餘額 8,217.2 億元

人民幣，同比增長 15.9%，高於各項貸款增速 7.9個百分點；科技企

業貸款餘額 8,354.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31.9%；普惠性小微貸款

餘額 1.5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23.8%，高於各項貸款增速 15.8

個百分點。56 

 

5.1.4.  然而，大灣區對科技初創企業的吸引力並非理所當然。初

創公司一般需要拓展海外業務，才能達至足夠的規模經營下去。海

外擴充衍生企業對跨境融資的需求。加強與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

通，豐富初創企業通過香港直接融資渠道，是大灣區吸引創業人才

和科創企業落戶的一大工作範疇。 

 

5.1.5    再者，金融業是一個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以改

善金融業帶來的效應和溢出效應作爲動力，是一個極其有效提高服

務業在大灣區中的份額的方法。大灣區可以借鑑國際主要灣區的金

融發展經驗，如三藩市灣區，以風險投資為主導，商業銀行信貸支

持為輔，大力發展企業孵化器。而以政策性金融機構為核心的東京

灣區，則依靠多層次的信用保障和保險機制支持現代服務業發展。

這些經驗為大灣區現代金融業建設提供了借鑑。 

 

 

 

 

 

 

 

 

 

 

 
56
 http://www.sz.gov.cn/szzt2010/sjfb/sjjd/content/post_105201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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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擴大中小企資金供給渠道 

 

5.2.1   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有大約 250 萬個微型企業、27 萬個小

型企業，以及 2.7 萬個中型企業。2021 年，大灣區內地中小企業貸

款餘額達 3.5 萬億人民幣（約 5,000億美元）。57 

 

5.2.2   大灣區內地中小企業需要貸款來滿足境內融資需求，但是

它們在申請過程中遇到重重困難,部分中小企業無法獲取足夠的資

金。很多中小企業對自己在大灣區獲得貸款的能力表示擔憂，因為

它們擔心缺乏抵押品，或無法湊齊銀行要求的大量資料。大灣區的

中小企業尚有大量未被滿足甚至未被發掘的金融服務需求，香港金

融服務機構既能鼓勵跨境借貸，又能通過幫助中小企業滿足相關借

貸要求來提高服務水平。 

 

5.2.3    根據貝恩策略顧問 2023 年發佈的一項研究58, 約 60%的內

地企業需要獲得大量資金，超過 40%用於境內的投資和經營。大約一

半的內地中小企業表示它們有可能將業務擴展至香港或澳門。超過

1/3 的內地中小企業有興趣獲取或已經獲取了香港的保險和貸款產

品，接近一半（48%）的內地中小企業有興趣使用香港的理財服務。

香港的理財產品能吸引內地中小企業，主要是因為它們有更好的流

動性，能夠更輕鬆地使用外匯，同時可以發揮分散風險的作用。 

 

5.2.4   內地企業可以利用香港進行跨境融資和資金管理。香港的

借貸服務便捷，理財服務專業，保險政策靈活，現金和流動資金管

理全面，內地中小企業和大型集團都能從中獲益，加快它們的發展

速度，擴大業務規模。  

 

 

 

 
57
 梁國權，李思瀚，趙雯婷(2023), 粵港澳大灣區中小企業報告： 韌性與機遇。貝恩策略顧問及恒生銀

行, 2023 年 1 月 10 日。 

 
58
 梁國權，李思瀚，趙雯婷(2023), 粵港澳大灣區中小企業報告： 韌性與機遇。貝恩策略顧問及恒生銀

行, 2023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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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增強大灣區財富管理能力 

 

5.3.1   金融服務業發展有助大灣區留住區內財富。《2022中國高

淨值人群家族傳承報告》顯示，全國高淨值家庭達206萬戶。在富裕

家庭最多的前五個城市中，有三個是大灣區城市，包括香港(21.1萬

戶)、深圳(7.8萬戶)及廣州(7.1萬戶)，佔全國近一成七，而深圳的

高淨值家庭規模增幅最快。 

 

從表5可以看出，2017年至2021年間，所有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家庭存

款均呈持續上升趨勢。除東莞外，所有城市的人均家庭存款年化增

長率均高於人均GDP增長，顯示區域內財富管理需求正在迅速擴張。 

 

表 5：  2017-2021 年住戶存款、常住人口及 GDP 年增長率 

城市\年化

增長率 

家庭存款 常住人口 人均家庭存款 人均 GDP 

廣州 12.17% 1.88% 10.09% 6.69% 

深圳 16.89% 2.73% 13.78% 3.61% 

珠海 12.81% 4.48% 7.98% 1.96% 

佛山 9.59% 1.66% 7.79% 4.72% 

惠州 10.68% 1.47% 9.12% 5.61% 

東莞 10.36% 6.01% 4.1% 7.07% 

江門 8.52% 0.95% 6.94% 5.99% 

中山 9.96% 1.67% 8.13% 3.02% 

肇慶 9.45% 0.56% 8.85% 7.14% 

 

5.3.2   2022年，大灣區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排在前三名

的城市分別是深圳、廣州及佛山，金額分別是 12.34 萬億、8.05 萬

億及 2.38 萬億。圖 8a 顯示從 2017 年到 2022 年，大灣區城市在存

款餘額方面的排名均較為固定，深圳、廣州及佛山基本維持在前三

名。因此，在未來十年內，深圳在各項存款餘額方面可望繼續穩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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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第一名。一個城市的高存款餘額反映了其經濟規模和城市化

速度。59 因此，深圳有望在 GDP 和城市發展方面保持其在內地大灣

區城市的領先地位。 

 

圖 8a: 大灣區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對比 

 
 

5.3.3   2022年，大灣區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餘額排在前三名

的城市是深圳、廣州、佛山，金額分別是 8.34 萬億、6.89 萬億、

1.82萬億。圖 8b顯示從 2017年到 2022年，大灣區城市在貸款餘額

方面的排名均較為固定，深圳、廣州、佛山基本維持在前三名。因

此，可預見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深圳在各項貸款餘額方面仍

會穩居大灣區第一名。鑒於深圳在金融領域的主導作用，中央政府

可給予深圳更多自主權，以便進一步發展該行業。 

 

5.3.4    2021 年，大灣區人均住戶存款最高的城市是廣州(見附錄

4 表 8a-8i)，其次是深圳、佛山，分別是 12.3 萬、11.8 萬、6.10

萬。從 2017 至 2021 年，人均住戶存款排名前三的城市基本固定是

 
59
 http://www.news.cn/fortune/2022-12/14/c_11292064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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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深圳、佛山，其中廣州近五年在人均住戶存款方面穩居大灣

區首位。 

 

圖 8b: 大灣區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對比 

 
 

5.3.5   2021年推出的「跨境理財通」允許大灣區的內地投資者在

香港的銀行開立個人投資戶口，跨境購買相關銀行銷售的投資產

品。政策原意是為大灣區內零售投資者提供更多資產配置工具。但

由於產品種類偏向於低風險、低回報，認購程度未如理想。隨著

「理財通」運作日漸成熟，日後有望增加理財產品種類及個人投資

額，更有效地滿足民眾財富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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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外資銀行如何助力大灣區金融服務業的發展 

 

5.4.1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根據香港《基本法》實行高度自

治，是世界認可的自由開放經濟體。香港的銀行進入大灣區市場

後，可以透過分享經驗，帶動內地金融業發展，讓中國資本市場與

世界金融接軌。 

 

5.4.2   來自香港的外資銀行於中國銀行業的意義不僅是作為行業

多元化的補充，也是其改革的推動力之一。中資銀行在銀行管理、

風險控制和經營效率方面，相對國外其他銀行仍存在一定的弱勢。

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為中資銀行帶來競爭壓力的同時，也促進了中

資銀行的改革創新，為市場提供了良性競爭的動力。 

 

5.4.3   遍佈全球的商業網絡優勢可讓外資銀行在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企業海外發展等方面佔據先機。例如西班牙的桑坦德銀行在南

美洲的業務發展成熟，可以有效承接中國採礦企業在南美洲擴張的

金融需求，而這是海外機構資產佔比僅在 5%左右的中資銀行做不到

的。60 

 

5.4.4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正迅速成為中國金融市場的主流投資理

念，外資銀行能把國際上先進的可持續投資理念和產品引進中國市

場，從而推動國內綠色金融的發展。 

 

5.4.5   外資銀行對中國的貢獻,不但體現在推動中國銀行業發展,

也在更高層次上協助中國引入 FDI,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外資銀行本

身是中國國內招商引資的對象,對國內 FDI 的增長有直接貢獻,亦因

為其角色和行業特性,它的存在也間接地促進和方便了國家招商引

資。 

 

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到國內企業，從而提高了國內部門的生產

力,帶動中國的經濟發展。61 

 
60
 資料來源: 浙江大學《2020中資銀行國際化報告》 

61
 楊紅麗 (2020). FDI 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學報,(6),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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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外資銀行的機遇 

 

5.5.1   我們從第 5.3 章發現內地大灣區九市的銀行業增長速度快

於人均 GDP 的增速,反映大灣區內地城市銀行服務業需求強勁,這對

外資銀行來說是很大的商機。外資銀行在國內發展的歷史很長 (見

附錄 3),外資銀行的存在也對國內銀行業的發展和國內經濟增長有很

大的幫助。 

 

5.5.2    根據貝恩公司在 2023 年進行的一項研究, 只有 1/3 內地

中小企業曾使用過外資機構的理財產品，主要原因是較高的購買門

檻以及與內地機構已建立的穩固體系。儘管本土金融機構在內地市

場具備顯著的優勢，但外資金融機構依然有機會通過卓越的服務實

現差異化。對於內地中小企業來說，外資金融機構能夠提供專業和

定制化的理財建議。 

 

5.5.3    2023 年 2 月 23 日，中國人民銀行會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

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

人民政府聯合發佈《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

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提出三十條金融改革創新措施，為大灣區

外資銀行帶來商機。 

 

5.5.4   人民幣國際化已進入新階段，衍生出一系列和人民幣相關

的業務，為外資銀行在華差異化經營提供了新的商機。外資銀行在

貿易融資和跨境投資方面具有海外網路和產品優勢。貿易結算量增

長帶來的人民幣清算機會也將大大提升在華外資銀行的人民幣風險

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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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宏觀政策建議 

 

大灣區發展的核心目標是建立更高效的走廊，以連接在岸和離岸人

才和資金池。在「一國兩制」的協同作用下，大灣區城市政府有機

會為商業創造更大的競爭環境，為個人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本研究

發現: 

（a）與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相比，大灣區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最

低。 

（b）在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中，除廣州、深圳、珠海外，其他六個

城市的服務業佔 GDP比重不足 50%，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也沒有顯著的

增長，一些城市的服務業甚至呈負增長。服務業的不平衡發展可能

造成「回蕩效應」，導致生產要素從欠發達城市向發達城市轉移，

從而加劇大灣區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 

（c）我們的預測顯示，東莞和佛山等製造業城市要在 2030 年將服

務業增長至60%，服務業的年增長率應分別佔GDP的2.13%和1.97%。

至於珠海等非製造業城市，相應的年增長率為 0.37%。 

（d）除東莞外，大灣區內地所有城市的銀行業增長速度均快於 GDP

的增長速度，顯示大灣區金融業發展潛力巨大。 

（e）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大灣區應通過製造業升級和增加欠發達城

市服務業的權重來縮小發達城市和欠發達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以

免欠發達城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從德國的經驗來看，發展服務業

和高端製造業可相輔相成。 

 

大灣區在跨境資金流動、跨境數據流動,以及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方面

還有待改善。市場開放政策是促進跨境人才、資本和數據流動的原

動力，以下提出如何改善這三方面流動的建議。 

 

6.1   吸引人才 

 

6.1.1   人才招聘是大灣區高端科技和服務產業發展的一大障礙。

大灣區企業大多計劃將更多的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於質檢、生產裝

配、產品檢驗、庫存管理等業務環節。可是，許多企業面臨軟硬體

人才短缺，難以維持生產線運轉的問題，尤其是在大灣區的二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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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灣區內僅有 11%的數字人才屬製造業，而且這些人才很少分

佈在深圳、廣州和香港以外的城市。如果大灣區要邁向工業 4.0，大

灣區城市就要在人才招聘、聯合研發活動、企業競爭力和初創企業

支援方面開展合作。 

 

6.1.2   《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

開放的意見》鼓勵當地內資證券期貨經營機構增加香港從業人員比

例，擴大香港專業人員的專業能力範圍。此舉將有助前海引進香港

專業服務人才，並促進兩地人才庫更緊密的聯繫。若要促進人才流

動和吸引國際高等人才，在大灣區內建立人才資格互認制度是至關

重要的一步。 

 

6.1.3   大灣區要成為世界級城市群，人才資源就必須國際化。世

界各地都在爭奪頂尖人才。大灣區擁有完整的產業鏈，而醫療、子

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務亦到位；然而，大灣區內的長遠經濟發展前景

和開放程度，才是吸引人才的關鍵。 

 

6.1.4    要吸引外地人才來大灣區發展,就需要提升大灣區的英語

普及度。國家可考慮以大灣區為試點,推行公共服務國際化：所有政

府、公共設施及大型機構,如車站、商場、銀行,均設置英語櫃位及

指示牌,也可在主要地點安裝人工智能翻譯機。大灣區的國際化程度

提升,可令其聚集足夠數量的外國社群,從而產生規模效應,讓更多服

務外國人的機構（例如國際學校）得以發展,進而吸引更多外資到大

灣區投資。 

 

6.1.5    在中國留學的外籍學生和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都是大灣

區人才全球化目標下的羅致對象,我們建議放寬於中國畢業的外國留

學生在大灣區實習就業的限制,被中國企業聘用的優秀外籍畢業生可

獲允許在大灣區合法工作,並且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開放實習

機會，擴大大灣區的高素質人才庫。 

 

6.1.6   大灣區內地城市要吸引外來人才, 就要解決這些人才的子

女入學問題和家庭的醫療問題。我們建議大灣區內地城市政府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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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人才(包括港澳)的子女學費(非公司資助部份）和家庭醫療費

（非保險部份）, 解除他們來大灣區工作的後顧之憂。 

 

6.2   擴大跨境資金流動 

 

6.2.1    2020 年 5 月 14 日發佈的《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意見》從五個方面提出了具體措施和意見：促進跨境貿易和投

融資便利化，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提升金融服務創新水平，切實防範跨境金融風險。其中

第 11條更提出支持銀行開展跨境貸款業務。 

 

6.2.2   金融服務在大灣區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建設國際金融樞

紐是推進大灣區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中港澳三地政府均理解有必

要積極引進外資銀行、券商、保險公司、風險投資、基金管理公

司、投資顧問等金融機構，鼓勵它們在大灣區設立分支和開展業

務，以豐富大灣區的基金、保險、信託、汽車金融、消費金融產

品，並推動試行跨境業務的證券期貨機構開發大灣區專屬保險產

品，促進中外資機構加強合作與競爭。 

 

實際上，2023年 2月 23日發佈的《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也是旨在促進金融市場互聯

互通、現代金融産業發展及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 

 

但實踐經驗顯示，政策落地需時，過程需要考慮到風險管控、緩急

先後、實體經濟環境等天時地利因素。誠然，三地的產業政策部

門、監管機構與業界之間在如何緊密溝通及協調的事宜上，還沒有

找到一個理想的模式，但是，在推動跨境資金流動的過程中，各方

應以務實目標爲本，集中研討項目於大灣區居民及企業所需。 

 

6.2.3   此報告顯示，大灣區內富餘收入及高淨值人群的理財需求

日漸成熟，新經濟企業走出去需要更多更簡易的跨境金融服務。金

融產業高水平開放應以留住財富，消除跨境融資障礙作為當務之

急，朝這兩方向尋找對策，簡化金融交易結算，完善大灣區金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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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設施互聯互通，支持大灣區內地城市企業赴港直接融資和債權融

資，及降低就跨境財務顧問服務所訂立的限制。 

 

6.3   實現跨境數據共用 

 

6.3.1   大灣區數據整合不足，為大灣區企業運營帶來了諸多障礙

和挑戰，增加了企業的合規成本。根據香港銀行學會《銀行業人才

培訓及發展調查 2021》，82%的金融業受訪者認為科技和數據技能是

銀行業最大的技能缺口。 

 

6.3.2   數據跨境是指任何正在轉移數據到其他司法管轄區，或是

轉移到其他司法管轄區之後意圖再轉移的行為。金融數據跨境活動

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收集或產生的金融數據通過網絡傳輸方

式提供給境外機構的一次性或連續性活動。金融數據出境主要通過

兩種方式：一種是跨越國境、邊境或政治邊界的數據流動；另一種

是指在數據不發生地理位置轉移的情況下，仍可被境外主體掌控或

訪問的情況。 

 

6.3.3    WTO 的服務貿易總協定和金融服務諒解協議規範了開展日

常業務所需的金融數據的跨境流動。2019 年 G20 啟動「大阪軌道」

（Osaka Track），提出「資料信任自由流動」倡議，旨在建立協調

一致的國際資料流程動框架。 

 

6.3.4   就數據出境要求而言，允許金融範疇的數據跨境自由流動

是主流。美國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美國-墨西哥-加

拿大協定（USMCA）、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定（CPTPP）、

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較為注重確保金融數據能夠自由跨境流

動，而歐盟-日本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歐盟-越南貿易和投資

協定（EVFTA）則更為強調在保護個人資料安全和隱私基礎上的自由

流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也規範了金融數據的跨

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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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國內跨境數據流動方式已被納入多項法律規定。國家層面

主要有三部數據法，分別是《數據安全法》（2021 年 9 月 1 日實

施）、《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年 11月實施）和《網路安全法》

（2017 年 6月 1 日起施行）。 

 

6.3.6   2021 年 1 月發佈的《金融數據跨境安全要求（徵求意見

稿）》及 2021年 4月發佈的《金融數據安全-數據安全分級指南（徵

求意見稿）》中，首次對金融數據作出了明確界定:金融數據是指金

融業機構開展金融業務，提供金融服務，以及日常經營管理所需或

產生的各類數據。以所涵蓋的信息內容為標準，金融數據可以分為

客戶、業務、經營管理、監管四大類。 

 

6.3.7    為了更好地平衡安全與發展，必須避免對金融領域數據跨

境流動採取「一刀切」限制，否則不利於行業健康穩定發展。作為

數據大國，數據這一重要生產要素，在保障隱私和安全的前提下自

由流動，符合中國經濟利益，對推進大灣區金融一體化尤為重要。 

 

6.3.8   雖然一些監管部門規定「因業務需要」可以在境外提供金

融數據，但並未明確可以提供的數據範圍，對何謂「重要數據」、

何謂「敏感數據」的定義仍比較原則化，導致金融機構缺乏明確有

效的指導。 

 

6.3.9   為促進大灣區金融發展與科研合作，建議加強大灣區數據

治理和政策協調，明確跨境數據流動管理規定，並在香港建立第三

方認證機構，對大灣區的跨境數據傳輸進行公平、規範的評估。  

 

6.3.10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於 2023 年 6 月 29 日簽署《關於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

流動的合作備忘錄》。簽約公告提到，雙方將在國家數據跨境安全

管理體系框架下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安全規則。合作備

忘錄是雙邊和多邊跨境數據協定的開端，從發展角度平衡數據的自

由流動與安全流動。對於粵港澳大灣區而言，《合作備忘錄》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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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跨境流動的部分突破，有利於構建大灣區數據要素流通，推動大

灣區高質量發展。 

 

6.3.11   長遠來説，香港應爭取成為跨境數據共享和離岸數據存儲

的安全港。香港處於有利地位，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可以成為內

地數據綠色走廊的目的地。香港的金融機構已受到金融監管機構的

高標準數據保護，並有能力妥善處理香港的南向內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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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更多灣區和長三角的背景資料 

 

A1.1   三藩市灣區 

 

A1.1.1   三藩市灣區擁有多所著名大學及矽谷科技創新區等創新資

源，大力推動資訊技術產業發展，在全球科技創新活動和高端科技

產業的發展中佔據著重要的引領地位。 

 

A1.1.2   三藩市灣區在資訊、專業和商業服務業以及其他高端服務

板塊皆有龍頭企業。 

 

A1.1.3   信息流動方面，三藩市灣區是全球資訊技術的發源地，聚

集了⼀批全球領先的電子資訊、互聯網、軟體等高科技企業。三藩

市灣區的信息、專業和商業服務業等高端服務業佔整個灣區 GDP 總

量約 30%，佔全美信息、專業和商業服務業增加值約 7%。 

 

A1.2   東京灣區 

 

A1.2.1   發達的鐵路及公路網路吸引了大量的工業在東京灣區聚

集。東京灣區以日本 1/3的人口，創造了全國 2/3的經濟總量和 3/4

的工業生產。 

 

A1.2.2   東京灣區集聚了世界各國駐日大使館，以及亞洲開發銀行

等⼀批國際組織。2019 年，東京灣區舉辦了各類國際會議共 988

場，約佔日本國際會議總場次的 27%。 

 

A1.2.3   東京灣區是全球先進製造業高地，在汽車製造、精密機

床、電子產品、高新技術產業和化工業等為主導產業。其製造業主

要集中於裝備及製造在全球價值鏈上游的材料、零部件等核心關鍵

產品，並在此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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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4   與三藩市灣區相比，東京灣區在半導體和現代通信等行業

的發展相對較慢。人口的老齡化減緩了日本國內市場對新產品的接

受，導致其在新興產業的競爭中被中國和韓國超越。 

 

A1.2.5   信息流動方面，東京灣區是日本經濟的資訊中心，知識型

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特別是資訊服務、商務服務業）高度集聚。 

 

A1.3   粵港澳大灣區  

 

A1.3.1   與東京和三藩市灣區相比，大灣區產業體系完備，製造業

基礎牢固。其中，香港金融及專業服務業領域有優勢，持續發揮作

為內地與國際市場的中轉站角色；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達，廣州是

國際商貿中心，佛山、東莞等城市製造業基礎雄厚。 

 

A1.3.2   鐵路網方面, 2020年 7 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的批覆》，指出在 2025 年

前，大灣區鐵路網絡營運及在建里程將達到 4,700 公里，全面覆蓋

大灣區中心城市、節點城市和廣州、深圳等重點都市圈；而在 2035

年，大灣區鐵路網絡運營及在建里程將達到 5,700 公里，覆蓋全部

縣級以上城市。對於大灣區的交通和物流發展，《十四五規劃》指

出，將「加快城際鐵路建設，統籌港口和機場功能佈局，優化航運

和航空資源配置」和「深化通關模式改革，促進[港澳與內地]人

員、貨物、車輛便捷高效流動」。62 

 

A1.3.3   大灣區的物流優勢: 大灣區是世界主要的航空貨運和港口

集裝箱樞紐之一。大灣區航空貨運量超過東京灣區和三藩市灣區的

總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國際機場曾多次摘得全球最繁忙的貨運

機場桂冠。2020 年印發的《民航局關於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民航協同

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機

場群，構建以香港、廣州、深圳國際航空樞紐多核驅動，澳門、珠

海等機場多點聯動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廣州將在 2026/27 年度

開通新機場。到 2050 年，該機場可處理 6,000 萬乘客和 220 萬噸貨

 
62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zk5NDQ0OT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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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郵件。63 此外，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港口群正在加速形成。廣

州港、深圳港集裝箱輸送量位居世界前列，航線覆蓋世界各國主要

港口。64 

 

A1.3.4   在科技創新政策支持方面，為推動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領

先的科技創新中心，廣東省於 2017 年發佈《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

劃》，最終目標是到 2050 年全面建成一條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

新走廊65, 香港特區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於佔地 87 公頃的落馬洲

河套地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是香港歷來最大的創科

平臺。2018 年 9 月 20 日，香港與內地簽訂了《科學技術部與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關於開展聯合資助研發項目的

協議》，成立「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以支持及鼓勵香

港與內地各省份的科技合作。2023年 3月 15日，香港與內地簽訂

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強創新科技合作的安排》。66 2023 年 8 月 29

日，國務院發佈了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進

一步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根據規劃，河套深港科技創

新合作區深圳段將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協同發展，兩者優勢互補，成

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A1.3.5   在信息流方面，大灣區 5G基站和專利數量，以及國家工

業互聯網跨行業平臺數量均居全國第一67，在 5G、人工智能等領域具

有領先優勢。在 CEPA 框架下，港澳電信供應商可與內地電訊公司成

立合營企業，涵蓋數據中心、儲存及互聯網內容服務等業務範圍。

2022 年，香港躍升至亞太地區最具吸引力的數據中心位置的第二

位。68 

 

 

 

 

 
63
 https://www.wenweipo.com/a/202305/10/AP645aed14e4b0590fc57a7ad6.html 

64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1/14/content_5580063.htm 

65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DMyMjc0MTMx 

66
 https://www.itc.gov.hk/en/collaboration/collabo_most.html 

67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357739  

68
 戴德梁行《2022 年數據中心全球市場概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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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長三角城市群 

 

A1.4.1   1982 年，「以上海為中心建立長三角經濟圈」的設想正式

提出。2016 年國常會通過《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2019

年，《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印發。 

 

A1.4.2   長三角地區（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及上海市）是中國

工業體系最完整、城鎮化基礎最好的地區之一。該地區的主要城市

包括上海、蘇州、杭州和南京。上海的優勢在於服務業發展水平

高，蘇州憑藉靠近上海的區位優勢，具有雄厚的製造業基礎。杭州

是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2022 年杭州民營企業佔 GDP 的

61%69，同時，杭州數字經濟發達。南京在汽車、鋼鐵、電子和石化

方面實力雄厚。 

 

A1.4.3   長三角在集成電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戰略產業已

在全國形成產業優勢集群。2021 年長三角集成電路產業規模佔全國

58.3%，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均佔全國約 1/3、新能源汽車

產量佔全國 38%。 

 

A1.4.4   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交通運輸是互聯互通的重要引擎。

對長三角的交通和物流發展，《十四五規劃》指出將「加快基礎設

施互聯互通，實現長三角地級及以上城市高鐵全覆蓋，推進港口群

一體化治理」。《長三角更高質量交通一體化發展規劃》和《長三

角地區多層次軌道交通體系規劃》分別於 2020年和 2021年 6月 7日

正式印發。 

 

A1.4.5   長三角地區城市通網路發達，在城際軌道交通方面，沿滬

杭線、寧杭線、滬寧線沿線形成多條客流帶。截至 2022 年底，長三

角鐵路運營里程超過 1.4 萬公里，其中高速鐵路 6,668 公里，約佔

全國的六分之一。70 2023 年 6 月 24 日，蘇州軌道交通 11 號線投入

 
69
 數據來源: http://tjj.hangzhou.gov.cn/art/2023/3/20/art_1229279682_4149703.html  

70
http://hk.crntt.com/doc/1067/0/7/2/106707293.html?coluid=4&kindid=16&docid=10670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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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這是國內首條接入上海軌道交通線路網的線路，也是中國第

一條全自動城市軌道交通線路。 

 

A1.4.6   在信息流動方面，長三角計劃完善網路，降低收費，促進

信息流動。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提出增強電信企業服務能力

實現高速網絡普遍覆蓋和城市固網寬帶全部光纖接入，完善區域網

絡佈局，提升網絡質量，實現電信資費合理下降。71 

 

 

 

 

 

 

 

 

 

 

 

 

 

 

 

 

 

 

 

 

 

 

 

 

   

 
71
 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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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預測，目標是 2030 年達到 70% 

 

A2.1   情景 2a：按固定增值增量預測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目標是

2030 年達到 70% 

 

情景 2a 假設每個城市的服務業增加值每年都在不斷增長，而目標是

2030 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達到 70%，表 6a 列出了不同城市

所需的產值年增量。例如，東莞要在 2030 年達成該目標，服務業年

增量要達到 1,192.8 億元人民幣。表 6b 預測了每個城市每年服務業

的最終份額。 

 

表 6a: 2030 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 達 70%所需的服務業產值年增量

（十億元人民幣）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服務業產值年增量  119.28 124.83 51.56 31.67 28.33 28.99 19.18 

 

表 6b: 假設 2030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 達 70%的每年服務業佔比預

測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2021 40.80% 42.27% 42.03% 46.25% 41.13% 48.05% 56.66% 

2022 46.58% 47.65% 47.47% 50.60% 46.82% 51.96% 58.70% 

2023 51.33% 52.11% 51.98% 54.29% 51.50% 55.32% 60.56% 

2024 55.30% 55.87% 55.77% 57.47% 55.43% 58.24% 62.25% 

2025 58.68% 59.08% 59.01% 60.24% 58.77% 60.80% 63.81% 

2026 61.58% 61.86% 61.81% 62.67% 61.64% 63.06% 65.24% 

2027 64.10% 64.28% 64.25% 64.82% 64.14% 65.08% 66.57% 

2028 66.31% 66.42% 66.40% 66.73% 66.33% 66.89% 67.80% 

2029 68.26% 68.31% 68.30% 68.45% 68.27% 68.52% 68.94% 

203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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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情景 2b：按固定百分比增量預測服務業佔 GDP 的份額，目標

是 2030 年達到 70% 

 

情景 2b 假設每個城市的服務業佔 GDP 的份額每年都在不斷增加，

目標同樣是 2030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的比重達到 70%。表 7a列出

了不同城市所需要的增量。例如，東莞和佛山等製造業城市要在

2030 年將服務業增長到 70%，服務業的年增長率應分別達到 GDP 的

3.24%和 3.08%。至於珠海等非製造業城市，相應的年增長率為

1.48%。表 7b 預測了各城市每年的服務業佔比，而表 7c 則預測了與

該增量相應的最終貨幣價值。 

 

表 7a:2030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達 70%所需的服務業佔比年增份額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服務業佔比年增

份額 

3.24% 3.08% 3.11% 2.64% 3.21% 2.44% 1.48% 

 

表 7b:假設 2030 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 達 70%的每年服務業佔比預

測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2021 40.80% 42.27% 42.03% 46.25% 41.13% 48.05% 56.66% 

2022 44.05% 45.35% 45.14% 48.89% 44.34% 50.49% 58.14% 

2023 47.29% 48.44% 48.25% 51.53% 47.55% 52.93% 59.62% 

2024 50.54% 51.52% 51.35% 54.17% 50.76% 55.37% 61.10% 

2025 53.78% 54.60% 54.46% 56.81% 53.96% 57.81% 62.59% 

2026 57.02% 57.68% 57.57% 59.45% 57.17% 60.24% 64.07% 

2027 60.27% 60.76% 60.68% 62.08% 60.38% 62.68% 65.55% 

2028 63.51% 63.84% 63.78% 64.72% 63.59% 65.12% 67.03% 

2029 66.76% 66.92% 66.89% 67.36% 66.79% 67.56% 68.52% 

203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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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c: 2030 年各城市服務業佔 GDP 達 70%所需的服務業產值年增量

（十億元人民幣） 

 東莞 佛山 惠州 江門 肇慶 中山 珠海 

2022 63.96 68.53 28.19 18.59 15.27 17.57 13.75 

2023 71.83 76.72 31.58 20.62 17.14 19.39 14.76 

2024 81.25 86.47 35.62 22.99 19.37 21.51 15.88 

2025 92.65 98.21 40.48 25.80 22.07 23.99 17.14 

2026 106.64 112.50 46.41 29.16 25.38 26.93 18.56 

2027 124.06 130.17 53.74 33.21 29.48 30.46 20.15 

2028 146.11 152.35 62.96 38.18 34.68 34.71 21.97 

2029 174.63 180.72 74.78 44.35 41.38 39.93 24.04 

2030 212.40 217.84 90.27 52.16 50.22 46.43 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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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金融部門改革的里程碑和行業格局的演變 

 

A3.1 中國金融業改革的里程碑 

 

A3.1.1   1978年，中國政府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批准和有選擇

地鼓勵 FDI 進入中國；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FDI 出現了第一次

上漲的高潮；外資企業大量進入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為中國帶來了

優質資本、技術和海外市場。  

 

A3.1.2   1978年以來，中國對金融體系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推

動對外開放。1980 年，中國恢復了世界銀行的成員資格，並重返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1984 年，中國開始與國際清算銀行進行業務往

來。1985 年，中國正式加入非洲開發銀行。1986 年，中國正式成為

亞洲開發銀行成員。 

 

A3.1.3   中國的銀行業改革始於 1994 年。當年，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改為國有商業銀行。當時成立

了三家政策性銀行，即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

出口銀行。《商業銀行法》於 1995 年 7 月生效，為形成商業銀行制

度和組織架構創造了條件，為政策性銀行轉為國有商業銀行提供了

法律依據。這些行動的目的是加強中國人民銀行的作用，並允許建

立私人銀行。 

 

A3.1.4   1994年初，人民幣匯率改革開啟，中國開始實行有管理的

浮動匯率機制，以及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1994 年，中

國制定了第一部規範外國金融機構的法律，即《中國外資金融機構

管理條例》。1999 年，外國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險公司可

參與中國銀行間市場。 

 

A3.1.5   中國於 2001 年 12 月加入世貿組織，外資銀行紛紛積極入

華。2002 年，中國增加了允許外資銀行辦理人民幣業務的城市數

量。2003 年 4 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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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6   經過四十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金融

體系，形成了國有商業銀行與其他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非銀行

金融機構和外資金融機構共存互補的局面。  

 

A3.1.7   2022 年 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上宣佈，中國將大幅

放寬市場准入門檻，包括金融業。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也宣佈了

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的 12項重大舉措。2022年以來，市場准入、經營

範圍、持股比例等諸多限制逐步放寬，多項政策陸續出臺。2023 年

2 月 23 日，中國人民銀行會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

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人民政府聯合發佈

《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

見》，支持香港融入國家金融改革開放格局，當中提出三十條金融

改革創新措施放寬跨境投融資，加強港深合作。 

 

A3.2   外資銀行在內地及大灣區的發展概況 

 

A3.2.1   1979年改革開放後，第一家外資銀行機構——日本輸出入

銀行（現稱國際協力銀行）在北京設立代表處。外資銀行進入中國

的模式可以歸結為四種：外資銀行代表處、外資銀行分行、中外合

資銀行和外商獨資銀行。1982 年南洋商業銀行在深圳設立分行，

1984 年成立了第一家全資外資銀行，即南通銀行（澳門），以及第

一家中外合資銀行，即 1985 年成立的廈門國際銀行。 

 

A3.2.2   自中國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銀行業

對外開放的進程不斷加快。外資銀行通過自設機構擴張和投資入股

中資銀行兩種策略，積極進入中國市場。2004 年滙豐入股交通銀行

19.9%，多家外資銀行亦先後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股中資銀行。中國境

內的外資銀行自設機構的發展主要具有四項特徵: 資產規模波動地

上升，機構數量穩步增長，外資銀行佔銀行業總資產比重較低，外

資銀行間的競爭愈發加劇。 

 

A3.2.3   2007年銀監會發佈《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報告》，鼓勵外

國銀行設立或者將現有分行轉制爲中國註冊的法人銀行，大批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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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遂開始改制爲外資獨資法人機構。中央政府進一步開放外資銀

行的准入限制，放寬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同時亦允許外資銀行

進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促進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發展。在

華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數量（不含支行）由 2007 年的 271 家增至

2021 年的 929 家，包括 41 家外資法人銀行、117 家外國銀行分行和

135家代表處，分佈在 69個城市；其中涵蓋總行 41家、分行 458家

和支行 430家。2021年新增的在華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達 11家，在

華外資銀行總資產更逾 3.7萬億元。   

 

A3.2.4   2003 至 2021 年，在華外資銀行資產由 4,159 億元增至

3.79萬億元，較 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之初增長了 9倍多。儘管在華

外資銀行的機構數目和資產規模呈上升態勢，但外資銀行資產在全

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佔比一直較低（2021 年僅 1.31%），原因是中

資中小型銀行規模擴張較快。 

 

A3.2.5   大灣區一直走在全國金融界前列，截至 2018年底，大灣

區內外資及國內銀行總資產規模約為 146 萬億元人民幣，總負債約

為 127萬億元人民幣，年度增長率分別為 2.2%和 1.3%，遠低於 2018

年中國商業銀行平均增長率。而灣區資本充足率約為 58.8%，遠高於

2018年中國外資銀行平均水平(18.4%)。  

 

A3.2.6   為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 中國人民

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外匯局於 2020 年 5 月 14 日發佈《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意見》。其中第 17 條則提出擴大銀行業開放, 支持港澳銀行

等金融機構在大灣區內地拓展，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這些措施的

出臺，爲外資銀行進入大灣區帶來了新機遇。 

 

A3.2.7   目前大灣區內地城市共有 35 間外資銀行，而隨著大灣區

發展規劃的逐步實施，香港、澳門、台灣等地的外資銀行湧入大灣

區市場。2016 至 2018 年期間有 13 家外資銀行在大灣區各地註冊成

立，其中包括 6 家台灣金融機構，兩家泰國金融機構，美國、香

港、新加坡、葡萄牙、澳門金融機構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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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8   大灣區的外資商業銀行整體呈現資產規模較小、資本充

足、業務發展平穩但盈利水平參差的狀態。多年來，客戶群體也有

很大的變化：早期的客戶主要是港商，近年內地客戶不斷增加。其

次，員工的結構亦有變化。過去，管理層大多由香港母行派駐，現

在已經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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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大灣區內地九個城市的存款增長率與 GDP 增長率 

 

A4.1   大灣區內地城市在金融業發展上的步伐不一,為了解各城市

的金融業規模,發展近況和趨勢,我們考察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的金

融機構和人均住戶存款的主要指標,通過比較各城市的金融指標,找

出有潛力的城市及相對弱勢的城市,以便外資銀行及大灣區各市政府

制訂相關商業發展策略和金融扶持政策。 

 

A4.2   從 2017 到 2022年，廣州各項存款及貸款均呈現穩步增長趨

勢。截至 2022 年底，廣州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8.05 萬億，較去年同

期增長 7.3%。境內存款佔比約 97%。主要是住戶存款與非金融企業

存款為主，分別佔比 30.87%、32.74%。各項貸款餘額達 6.89萬億，

較去年同期增長 12.3%。境內貸款佔比近 98%，主要以企（事業）單

位貸款為主，佔比約 61%。表 8a 展示 2017 年至 2021 年廣州市人均

住戶存款。人均存款年化增長率高於人均 GDP 增長，表示廣州銀行

業正在迅速擴張。 

 

表 8a: 2017-2021年廣州市人均住戶存款 (人民幣) 
 

住戶存款 

（億元） 

常住人口數

（萬人）72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14,625.63 1,746.27 8.38 11.61 

2018 16,456.56 1,798.13 9.15 11.85 

2019 18,383.44 1,831.21 10.04 13.14 

2020 21,177.97 1,867.66 11.34 13.53 

2021 23,151.08 1,881.06 12.31 15.04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12.17% 1.88% 10.09% 6.69% 

 

A4.3   從 2017 到 2022年，深圳各項存款及貸款均呈現穩步增長趨

勢。截至 2022 年底，深圳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12.3 萬億，較去年同

期增長 9.7%。各項貸款餘額達 8.3萬億, 較去年同期增長 8%。製造

業貸款、科技型企業貸款、普惠小微貸款、綠色貸款分別增長

15.9%、31.9%、23.8%和 43.9％，均高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深圳市

 
72
 資料來源: 廣州統計局

http://tjj.gz.gov.cn/stats_newtjyw/tjsj/tjgb/qtgb/content/post_8540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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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項存款餘額和貸款餘額方面均居大灣區首位。表 8b展示 2017年

至 2021 年深圳市人均住戶存款。人均存款年化增長率高於人均 GDP

增長，表示深圳銀行業正在迅速擴張。 

 

表 8b: 2017-2021年深圳市人均住戶存款 

 住戶存款 

（億元） 

常住人口數

（萬人）73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11,159.78 1,587.31 7.03 15.07 

2018 13,810.06 1,666.12 8.29 15.53 

2019 16,327.05 1,710.40 9.55 15.99 

2020 19,031.88 1,763.38 6.119 15.93 

2021 20,834.08 1,768.16 11.78 17.37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16.89% 2.73% 13.78% 3.61% 

 

A4.4   從 2017 到 2022年，珠海市各項存款及貸款均呈現穩步增長

趨勢。截至 2022 年底，珠海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1.18 萬億，較去年

同期增長 12.4%，境內存款佔比約 92.7%。各項貸款餘額達 1.03 萬

億，較去年同期增長 15.8%，境內貸款佔比近 97%，主要以住戶貸款

和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為主，佔比分別為 37.5%及 59.1%。表

8c 展示 2017 年至 2021 年珠海市人均住戶存款。人均存款年化增長

率高於人均 GDP增長，表示珠海銀行業正在迅速擴張。 

 

表 8c: 2017-2021年珠海市人均住戶存款 

 住戶存款 

（億元） 

常住人口數

（萬人）74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1,542.24 207.02 7.45 14.61 

2018 1,772.01 220.90 8.02 15.03 

2019 1,985.20 233.18 8.51 15.17 

2020 2,243.02 244.96 9.16 14.72 

2021 2,498.01 246.67 6.14 15.79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12.81% 4.48% 7.98% 1.96% 

 

 
73
 資料來源: 深圳統計年鑒 2021（54 頁）

http://tjj.sz.gov.cn/attachment/0/950/950362/9491388.pdf 
74
 資料來源: 2022 珠海市統計年鑒 http://www.zhuhai.gov.cn/attachment/0/320/320836/344918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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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   從 2017 到 2022年，佛山市各項存款及貸款均呈現穩步增長

趨勢。截至 2022 年底，佛山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2.38 萬億，較去年

同期增長 15.44%，各項貸款餘額達 1.82 萬億，較去年同期增長

10.69%。從 2012 年至 2021 年，佛山金融業增加值對地區生產總值

的貢獻度從 3.82%提升至 5.86%。截至 2022 年第三季，佛山銀行業

總資產 2.76 萬億元，是十年前的 2.4 倍，佔全省（不含深圳）近

1/8。同期，佛山保險業資產規模也實現了平穩增長。截至 2022 年

第三季，佛山保險業總資產 1,957.95 億元，是十年前的 4.65 倍；

保費收入 506.14億元，是十年前的 3.22倍；保險滲透率從 2.38%升

至 4.88%，人均保費收入從 2,166 元/人，升至 6,169 元/人。表 8d

展示 2017 年至 2021 年佛山市人均住戶存款。人均存款年化增長率

高於人均 GDP 增長，表示佛山銀行業正在迅速擴張。 

 

表 8d: 2017-2021年佛山市人均住戶存款75 

 住戶存款 

（億元） 

常住人口數

（萬人）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7,019.38 899.99 7.80 6.107 

2018 7,577.5 926.04 8.18 10.93 

2019 8,383.03 943.14 8.89 11.49 

2020 9,259.24 951.88 9.73 11.35 

2021 10,124.60 961.26 6.103 12.71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9.59% 1.66% 7.79% 4.72% 

 

 

 

 

 

 

 

 

 

 

 
75
 資料來源: 佛山統計年鑒 2021（綜合人口-1-10 城市社會經濟基本情況表）

http://www.foshan.gov.cn/gzjg/stjj/tjnj_111096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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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e: 2017-2021年惠州市人均住戶存款 

 住戶存款 

（億元）76 

常住人口數

（萬人）77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2,153.04 572.22 3.76 6.60 

2018 2,361.19 584.72 4.04 6.92 

2019 2,600.70 597.23 4.35 7.09 

2020 2,896.88 605.72 4.78 7.12 

2021 3,231.19 606.60 5.33 8.21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10.68% 1.47% 9.12% 5.61% 

 

A4.6   從 2017 到 2022年，惠州市各項存款及貸款均呈現穩步增長

趨勢。截至 2022 年底，惠州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8,396.63 億，較去

年同期增長 7.5%，各項貸款餘額達 9,479.08 億，較去年同期增長

11.8%。2021 年，惠州市銀行不良貸款率 0.44%，低於全省銀行業平

均平均值。表 8e 展示 2017 年至 2021 年惠州市人均住戶存款。人均

存款年化增長率高於人均 GDP 增長，表示惠州銀行業正在迅速擴

張。 

 

A4.7   從 2017 到 2022年，東莞市各項存款及貸款均呈現穩步增長

趨勢。截至 2022 年底，東莞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2.35 萬億，較去年

同期增長 15.7%，各項貸款餘額達 1.68 萬億，較去年同期增長

12.4%。表 8f 展示 2017 年至 2021 年東莞市人均住戶存款。人均住

戶存款的年化增長率低於人均 GDP 增長，而存款總額正在增長，這

意味著東莞銀行業的增長速度低於預期。 

 

 

 

 

 

 

 

 
76
 資料來源: 2022 惠州統計年鑒（63 頁）

http://www.huizhou.gov.cn/attachment/0/184/184617/4852024.pdf 
77
 資料來源: 2022 惠州統計年鑒（134 頁）

http://www.huizhou.gov.cn/attachment/0/184/184617/4852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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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f: 2017-2021年東莞市人均住戶存款 

 住戶存款（億

元）78 

常住人口數

（萬人）79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5160.71 834.25 6.19 7.86 

2018 5656.01 839.22 6.74 8.47 

2019 6365.7 846.45 7.52 9.07 

2020 6998.52 1048.36 6.68 9.32 

2021 7655.09 1053.68 7.27 10.33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10.36% 6.01% 4.1% 7.07% 

 

A4.8   2022 年，中山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8,267.18 億，較去年同期

增長 12.7%，各項貸款餘額達 7,055.21 億，較去年同期增長 8.8%。

表 8g 展示 2017 年至 2021 年中山市人均住戶存款。人均住戶存款年

化增長率高於人均 GDP 增長，表示中山銀行業正在迅速擴張。 

 

表 8g: 2017-2021年中山市人均住戶存款 

 住戶存款（億

元）80 

常住人口數

（萬人）81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2,435.73 418.04 5.83 7.12 

2018 2,642.90 428.82 6.16 7.21 

2019 2,896.31 438.73 6.60 7.20 

2020 3,246.66 443.11 7.33 7.23 

2021 3,560.37 446.69 7.97 8.02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9.96% 1.67% 8.13% 3.02% 

 

 

 

 

 

 

 

 
78
 資料來源: 東莞統計年鑒 2022（246 頁）http://tjj.dg.gov.cn/dgtjnj-pdf/2022.pdf 

79
 資料來源: 東莞統計年鑒 2022（38 頁）http://tjj.dg.gov.cn/dgtjnj-pdf/2022.pdf 

80
 資料來源: 中山市歷年統計年鑒 

81
 資料來源: 2022 年中山市統計年鑒

http://stats.zs.gov.cn/zwgk/tjxx/tjnj/content/post_2184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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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h: 2017-2021年江門市人均住戶存款 

 住戶存款（億

元）82 

常住人口數

（萬人）83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84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2383.75 4.65 5.23 5.92 

2018 2475.88 4.70 5.38 6.42 

2019 2662.11 4.75 5.75 6.66 

2020 2986.74 4.80 6.22 6.70 

2021 3305.62 4.83 6.84 7.47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8.52% 0.95% 6.94% 5.99% 

 

A4.9   從 2017 到 2022年江門市各項存款及貸款均呈現穩步增長趨

勢。截至 2022 年底，江門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6,570.65 億，較去年

同期增長 12%，各項貸款餘額達 5,497.83 億，較去年同期增長

10.6%。表 8h 展示 2017 年至 2021 年江門市人均住戶存款。人均住

戶存款年化增長率高於人均 GDP 增長，表示江門銀行業正在迅速擴

張。 

 

A4.10   從 2017到 2022 年肇慶市各項存款及貸款均呈現穩步增長

趨勢。截至 2022 年底，肇慶市各項存款餘額達 3,429.96 億，較去

年同期增長 12.4%，各項貸款餘額達 2,939.68 億，較去年同期增長

11.4%。截至 2022 年 6 月末，肇慶銀行業總資產 4,011.65 億元，同

比增長 7.24%。從行業投向看，製造業貸款較年初增加 46.35億元，

是去年同期增量的 1.72 倍。保險業總資產 220.05 億元，同比增長

18.49%。保費收入 51.22億元，同比增長 5.73%；表 8i展示 2017年

至 2021 年肇慶市人均住戶存款。人均住戶存款年化增長率高於人均

GDP 增長，表示肇慶銀行業正在迅速擴張。 

 

 

 

 

 
82
 數據來源-2022 江門市統計年鑒

https://www.jiangmen.gov.cn/attachment/0/251/251072/2742922.pdf 
83
 數據來源-2022 江門市統計年鑒

https://www.jiangmen.gov.cn/attachment/0/252/252603/2742922.pdf 
84
 資料來源: 江門市歷年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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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i: 2017-2021年肇慶市人均住戶存款 

 住戶存款（億

元）85 

常住人口數

（萬人）86 

人均住戶存款

（萬元） 

人均地區生產

總值（萬元） 

2017 1,388.91 403.88 3.44 4.88 

2018 1,532.75 406.58 3.77 5.19 

2019 1,645.21 409.24 4.02 5.52 

2020 1,787.68 411.69 4.34 5.64 

2021 1,992.83 412.97 4.83 6.43 

年化增長率 

(2017-2021) 

9.45% 0.56% 8.85% 7.14% 

 

 

 

 
85
 資料來源: 2022 肇慶市統計年鑒

http://www.zhaoqing.gov.cn/zqtjj/gkmlpt/content/2/2794/post_2794991.html#4470 
86
資料來源: 2022 肇慶市統計年鑒-03 人口-sheet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