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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8日起，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这距离 2020年 2月 8日香港特区政府因疫情

实施入境管制过去了将近 3年。一千多个日夜里，深港之间的曾如蛛网般的密集联络（如

两地家庭、跨境学童、通勤职员、自由观光客和背包客）被迫中断，唇齿相依的两座城市

也似乎变得疏离。2022年 10月 19日，香港《行政长官 2022年施政报告》对外公布。李

家超表示将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将在 2023 年内制订北部都会区的具体计划和行

动纲领。2023 年如期而至，深港间暖流重新涌动。城 PLUS借机整理了深圳市规划国土发



展研究中心邹兵先生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论坛”上对深港双城空间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

议，与大家共同展望恢复常态后深港整体协同和重要空间的融合发展。 

 



 

2004-2020 年间“深港融合”相关研究从 2004年到 2022年，深圳与香港分别就“深港融合”持

续开展相关研究。2021年 10月 6日，香港发布行政长官 2021年施政报告附篇，同步发布

《香港 2030+》、《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体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空间战略转变：融

入内地、面向湾区、拥抱深圳。与 2016版《香港 2030+》相比，2021版《香港 2030+》提

出香港空间格局从“1+2+3”转变为“2+2”，从以维港都会区为中心的单核，转变为维港

都会区+北部都会区的南北双核。| 维港都会区 2016 版《香港 2030+》中的单核   



 

| 维港都会区+北部都会区 2021版《香港 2030+》中的南北双核   

 



 

 

目前香港既要解决维港都会区人口密度过大、职住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也要培养新的发展

动能，打造新的发展引擎。在多重发展目标下，北部都会区如何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和战

略选择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即：北部都会区是对香港现有产业、人口等存量资源的转移和

重组，还是重点引入增量发展资源、着重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目标是吸纳 250万人口、创造 65万个就业岗位（科创岗位 15万个）、

新增 50万套住房，形成“双城三圈”的空间结构。 
任何一个新区的开发都需要解决三个基本前提问题：钱从哪里来？地从哪里来？人从哪里

来？北部都会区作为一个待开发的新区，需要回答：（1）只依靠政府财政投资能否支撑北

部都会区的大规模开发？是否需要探索出新的融资模式？（2）目前香港土地征收有一套严



格的规范和程序，能否适应北部都会区的开发需求？是否需要有所突破变革？（3）香港社

会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都会区的人口除了本地迁移外，是否需要大量引进海外和内地人

才？引人政策是否需要改变？总之，内地过去 40年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有中国

特色的招商引资和新城新区开发模式，能否在北部都会区开发被借鉴和应用? 

 

 

《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总体规划（2021-2035年）》公示稿（下简称《深圳 2035总规》）

确定了深圳市域“四带、八片、多廊”的生态保护格局，与大湾区“一屏一带”的生态体

系紧密联系。前不久，深圳又通过了公园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将构建了“一脊一带二

十廊”的全域公园城市生态体系。。主要沿贯穿深圳东西的山脊翠脉（“一脊”）打造主

干游憩步道，以山林步道和郊野径为主，全长约 300 公里；沿滨水活力蓝带（“一带”）



打造骑行道，连通滨水海岸空间，以绿道和海滨栈道为主，全长约 200公里。“二十廊”

是通过河流廊道、山林廊道的网络连通，实现山海蓝绿空间全域可达的游憩网络。 
| 深圳“一体、一带、二十廊”生态体系（深圳） 

 

未来深圳与香港在生态空间保护有很多深入合作的空间，包括共同打造大鹏湾/印洲塘生态

游憩圈、加强深圳河两岸生态廊道、国际性候鸟栖息地和迁徙廊道的保护等；共同建设深

圳福田红树林-香港米埔湿地公园，携手打造梧桐山-红花岭-八仙岭等跨界生态走廊。香港

已经是公园城市建设的国际范例，未来深圳应与香港携手，共建世界级的公园城市典范。 
| 深港边界生态景观带（香港） 

 



 

《深圳 2035总规》确定了深圳市“一核多心网络化”的城市开发格局，其中“一核”是都

市核心区将向外围扩展至 600平方公里，承但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综合服务功能。“多

心”是打造 12个功能中心+12个功能节点；“网络化”是中心与功能节点形成高效便捷的

网络化联系。 
| 深圳“一核多心网络化”城市开发格局（深圳） 

 

从深圳与香港的双城空间演进历程来看，过去，深圳以深港边界为核心进行发展，而香港

则远离边界发展。未来深港空间将可能发生重构，形成由维港都会核心区、深港都会核心

区、大鹏湾生态游憩圈构成的“双核一圈”结构，共同发挥带动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作用。

这是关于香港提出的“双城三圈”空间结构发展前景的另一种可能性构想和诠释。 
维港都会核心区将继续保持相对独立发展，继续发扬普通法系的特色，持续强化国际金

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职能；并尽量规避开发北部都会区可能带来的风险，防止对维港核

心功能的削弱； 
深港都会核心区将保持紧密互动，在合作体制机制上进行更多创新试验；同时，借助香港

在教育、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政策及体制特色，利用深圳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建成环境，

优势叠加，共同吸引内地和海外机构、人才入驻。大鹏湾生态圈将以生态保护修复为主。 
| 深港“双核一圈”格局 



 

 

《深圳 2035总规》确定了深圳市“1+7+N”的全域创新空间格局，包括 1个综合创新核心

区，7个创新集中承载区以及 N个创新集聚区。 
未来，深圳与香港将优势互补，共建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产业分工来说，深圳重

点发展“20+8”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挥产业创新能力、科技转化能力优势；

香港持续强化金融、贸易与物流、专业服务、旅游等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发挥市场体系、基础研究、国际交往等优势。未来，区域将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产业

格局，在深圳都市核心区之外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并与东莞、惠州共建都市圈制造业中

心；深圳的都市核心区与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将形成以科技研发、中试、专业服务为主导的

科创圈；维港都会区以金融商贸服务功能为主。从而构建香港“南金融、北科创”和深圳

“南科创、北制造”的产业融合分工格局。 
| 深圳“1+7+N”的全域创新空间格局图 



 

| 深港产业圈层分布图 

 



 

 

罗湖和文锦渡将是未来深港两地生活深度融合的区域。该区域目前存科创基础相对薄弱、

产业发展方向不明晰的问题；东铁线延伸引入罗湖地区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问题尚待形成

共识。该区域发展建议是：释放港方口岸用地潜力，解决居住空间不足问题，尽快聚集人

气；提升罗湖火车站地区公共服务能力；深入研究文锦渡地区功能定位和产业方向；加强

与笋岗-清水河片区的交通联系。 

 

文锦渡 

 



新田科技城和河套科技合作区是共识度最高、合作基础最好的科创空间。该区域的优势在

于已经纳入国家战略，有助于争取更多政策支持；需要率先突破阻碍两地深入合作的诸多

关键制度环节，为其他地区先行提供示范。该区域发展建议是：联合争取中央政策支持，

吸引优质人才、科研机构和企业入驻；提高通关效率，创新机制，促进两地要素高效便捷

流动。 

 

图源：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报告 

 

洪水桥/厦村与深圳湾超级总部/高新园/西丽科教城/前海共同构成的区域是深港前景最广

阔、最具想象力的合作空间。该区域面临的难点是现有交通设施无法满足未来可能的大规

模通勤交通的需求，西部铁路建设成当务之急；此外港方的土地征收政策和开发模式有待

突破。该区域发展建议是：适应近期可能形成的香港居住-深圳就业的通勤模式，提供便捷

的公共交通服务；加快西部铁路的建设进程；共同开展环深圳湾地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

编制详细规划蓝图，确定空间开发控制要点；明确需要更深入探讨的具体合作对接事项。 



 

深圳湾地区 
注：本文整理自邹兵先生在 2022 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香港规划师

学会、澳门城市规划学会共同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论坛”上所作的题为《深港双城空间协同发展的

若干思考与展望》的报告。内容略有删节，已经讲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