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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下的重大
發展戰略，對國家實施以創新驅動發展和堅持改革開放的
策略有著重大意義。香港融入國家規劃與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內的其他城市合作，能幫助年輕一代為急劇變化
的未來作好準備。作為外向型經濟體，香港一直以整個
祖國的腹地資源及龐大市場作為支撐。再者，香港本地
產業缺乏多樣性，導致香港市民，尤其青年人出路及
就業選擇有限。香港要打破產業單一的困局，才有望令
經濟成功轉型，提升社會整體的上流力；並須好好把握
機遇 ─ 如立足大灣區，放眼國際。

近年有不少本地研究指出，本港市民對大灣區的認知
有顯著的提升，而本港或駐港外資企業亦對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發展抱有期待，甚至已在當地發展業務。有見及此，
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研究團隊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
研究部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以了解香港市民對大灣區
發展機遇的看法。

調查於2021年4月下旬透過固網電話成功訪問1,012位
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
抽樣誤差約為±3.1個百分點。此外，研究團隊於2021年
5月上旬亦委托外間機構進行了12場焦點小組討論，
共訪問了82名18至40歲在香港生活的人士，從而更
深入了解受訪者對大灣區發展的意見。



調查總結
調查總結（一）

市民客觀上認同大灣區帶來的經濟效益
1.1 過半市民認同大灣區規劃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

整體而言，過半市民認同融入大灣區的好處。在有意見的受訪
者中1（下同），72%受訪者表示同意香港協同「粵港澳大灣區」
九個內地城市（下稱「內地九市」）發展，會增加潛在市場規模，讓
香港企業有更多機會；對此，只有28%受訪者表示不同意。目前
香港市場規模顯然不足以支撐更大的發展，若能打進一個人口
8,600萬 2的大灣區市場，便能做到「擴規模」，迎來更多商機。

對於是否同意香港協同內地九市發展，會吸引更多跨國企業進駐
香港，製造本港更多就業機會，有55%受訪者表示「同意」或
「非常同意」，有45%則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受訪者
認同這些新的商機可以發生在大灣區的內地城市，亦可在香港
本地。如此一來，當香港經濟繁榮，百業興旺，即使無意前往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市民也會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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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歷互認、匯聚專業人才

研究發現，現時本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專業資格互認問題，
猶如架起一道閘，阻礙人才流動，間接窒礙了專業人才的發展
機會。受訪者中，專業人士和金融業從業員較傾向赴大灣區
發展並取得兩地專業資格認證，他們視大灣區發展機遇為專業
發展的突破口。專業人士組別提到，香港融入大灣區需要透過
着力改革大灣區建設的體制及機制，達至專業資格互認，藉以
匯聚區內的人才、資金和業務機會。基於法律界、建築界和
測量界的意見，我們發現特定專業資格是否互認、如何互認，
對專業人才赴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意欲有着決定性的影響。

調查總結（二）

市民認同大灣區生活漸成趨勢　 
移居理由與居住和生活成本相關
2.1 大灣區生活圈漸成趨勢

民調顯示，66%受訪者認為「多了」香港人有興趣到大灣區內地
城市生活 3，有34%則表示「少了」，這反映出大部分香港市民
認同港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已是大勢所趨。當被問及有關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活動，有63%受訪者表示，在過往五年至
少去過一個大灣區內地城市，而有37%則表示沒有去過。我們
發現受訪者在大灣區的活動性質，存在「短」及「窄」的特性。
「短」在於大部分市民對大灣區的親身了解主要來自於短暫的
旅遊，走馬看花。「窄」在於活動的範圍多集中在深圳和廣州。
因此，「時間短」和「範圍窄」導致了市民對大灣區「了解淺」。
要加深了解，時長和範圍是下一步加強融合需要注意的地方。

66% 受訪者認為多了香港人 

有興趣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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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加誘因融入大灣區規劃

民調顯示，普遍市民認為吸引他們移居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理由與居住和生活成本相關。進一步而言，要增加市民北上 

生活／移居的誘因，應確保市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仍可享用 

香港的醫療服務及社會福利。

調查總結（三） 

大灣區助香港建立新的「增長引擎」　 
促進經濟多元
3.1 香港產業單一，融入大灣區破困局

調查發現，有58%受訪者表示同意香港協同內地九市發展，
會促進香港經濟更多元化，讓香港有更多不同的工種，而42%

則表示不同意。

調查同時發現，大部分香港青年均認同香港現時產業單一，
經濟過度依賴金融業及房地產行業。他們也認同香港需要支持
及開拓新的支柱產業發展，令經濟結構更趨多元化。因此，
香港必須着眼和着力於大灣區尋找機遇，覓得新的「增長引擎」
促進經濟多元，為年青人創造一片更廣闊的天空。

58%受訪者表示同意香港 

協同內地九市發展，會促進香港 

經濟更多元化，讓香港有更多不同
的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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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香港所長、應國家所需

大部分受訪者認同香港在大灣區金融業及營商環境方面擁有獨
特的優勢，包括資金自由流動、市場資訊發達、重視個人私隱、 

保障知識產權、重視法治、享有司法獨立、健全而與西方接軌
的法律制度。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他們認為香港憑藉傳統
制度及法治優勢，短期內難以被內地其他城市取代或超越。

金融方面，不少受訪的金融業從業員和專業人士均指出，香港
是內地與世界資本市場之間的雙向門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
香港，暢通無阻。相比之下，中國內地仍有外匯管制，資本
流動仍受限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仍可以扮演資金進入
內地的橋樑角色，發揮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業務
中心的作用。

司法制度方面，受訪者指出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擁有與
西方接軌的法律制度，是中國境內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融資方面，受訪者指出香港股票資本市場具有競爭優勢，香港
資本市場高度開放和國際化，資訊與資金自由流通，是全球
最大的股票集資中心之一。

香港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下 

其獨有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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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及總結
細化、到位的人才互通政策
事實上，跟東京灣區、紐約及三藩市灣區不同，大灣區的城市群
有顯著的制度和法制差異。在「九市二區」的城市群中，內地九市
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政府驅動為主。但香港作為資本主義自由
經濟體，以市場為主導，政府的功能與內地相比有着顯著的不
同。因此，如何在發展模式和水平不同、制度和法制相異的背景
下進行協調互補和合作，是大灣區城市能否落實深度合作的關鍵。

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需要加大力度推進兩地專業資格互認，可考
慮在深圳和香港成立專責部門，統籌和服務大灣區的兩個特區
及內地九市的專業資格互認工作，瞭解各行業需求，並重新審視
互認門檻，減少不必要的程序，令專業資格互認做到統一化、
集中化、政策化及資訊化；並致力讓取得互認資格的專業人士，
享有與當地專業人士的同等待遇。

軟性推廣　並提供清晰規劃藍圖
總括而言，本研究反映香港大部分市民，不論背景，都意識到
大灣區的機遇，同時認同融入大灣區可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益。 

因此，政府在推廣大灣區概念時，應該着眼市民對經濟效益的
考量，並從生活入手，以民為本，推出適切到位的針對性政策，
如移除資歷互認和人才流動的關卡，把握自身優勢，藉大灣區
發展的機遇和龐大市場，發展多元產業，並為市民大眾提供生活
和就業上的支援和配套，一切方能水到渠成。香港特區政府可與
中央部委及廣東省，以及澳門特區政府設立恆常的溝通機制，
主動建立資訊統籌平台，在不同層面和範疇，充分發揮「立足
大灣區，放眼國際」的動力，讓每位願意北上的港人都能順利在
大灣區安身立命，發揮所長，實踐抱負，安居樂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