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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內容包含社會經濟發展的很多不同方面 

（例如第七章是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第八章談優質生活圈），而目標之一是「居民 

生活……更加幸福」（第二章第四節）。不過大部分人注意力都放在經濟方面，而 

論篇幅，也確實以這個大題目最為重頭戲。搞區域發展沒有經濟引擎，相信很難成 

事，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方面，這不難理解。可是，理解是一回事，最終是否 

能夠令居民生活更幸福的考慮，實不應放到次要位置上。這聽起來是會有種理想主 

義、不切實際的感覺，但這其實應是社會規劃的出發點，而不是枝節。關於這一

點， 限於篇幅，恐怕要留待日後再談。  

大灣區發展可從兩個不同高度來考慮：一是站在國家發展策略的位置來審視區域發 

展，二則是從作為區域中的組成地方的角度來看待相關問題。關於後者，《綱要》 

裏雖多次提到「資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動」，但在內容上尚未能表達出一份對香港處 

境的了解——基礎建設很大程度上只會令南向的要素流通更暢順，而當中建議的一 

些便利港人到內地居住的安排（例如享有內地居民同等待遇），恐怕仍未能真的改 

變人流導向。有關方面必須思考究竟通過怎樣的機制，才可令灣區之內（不一定是 

全國層面）的資源要素流動無阻。這是一個大題目，也可以說是一種很香港本位的 

提問。但要說服港人如何在建設大灣區過程中得到好處，此乃不可不回答的重要問 

題。也因篇幅所限，要另文詳談。 

如何操作宏觀規劃 將是港府一大挑戰  

在這篇短文，我嘗試先處理前一個問題。在國家發展角度來看，發展大灣區是國家 

發展戰略之一，要建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跟世界上其他灣區經濟 

一樣，成為領導性的區域。衡量這項計劃成功與否，最重要的考慮是整個灣區能否 

有所突破，而不是個別組成部分能否取得更大好處。在考慮到這是國家發展戰略， 

將來如何在世界經濟上有所突破的時候，大灣區的主題似乎是科技創新，這不單止 

是國家發展的一個重點，也是未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核心所在。在《綱要》中香 

港於發展創新科技上有一個位置和角色，接下來的問題是香港將會怎樣去承接和完 

成這項任務？ 

對香港——尤其是特區政府——而言，如何進入並且懂得操作宏觀規劃，將會是一 

大挑戰。在現時政治環境裏，就算嘗試低調從事、只做不講，靜悄悄地調整政府的 

所謂「積極不干預」管理手法，相信也不容易。這裏牽涉的問題不單止是政府角色 

調整，而是實實在在的資源調動。如何在短時間內針對長、中、短期猛力發展創新 

科技作出投資，既要一改政府領導、官員慣用的思維和辦事方式，同時又要說服社 

會大眾和議事堂上不同黨派，按規劃大綱來調配資源，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新行事 



方法（議員們一定會問：為何厚此薄彼？失敗了怎麼辦？）。現時情况是：特區政 

府不能像以往般等待市場先作回應，然後順勢而行，便足以應對國家對發展一個世

界級灣區經濟的要求；但同時，就算特區政府想轉型為一個「發展型」政府，它也 

恐怕沒有所需的政治能量和立即統籌層層規劃的能力與施政工具。要立即上馬搞 

「再工業化」（雖具體內容不詳），香港沒有一套機制可令它立即行動起來。要香 

港在創新科技上擔任龍頭角色，它還未進入準備狀態。一個有趣問題是：國家會耐 

心等待嗎？而周邊城市也會安於原來規劃所定下的分工嗎？ 

香港要生存 恐須由競爭開始 

論發展創新科技，深圳的前景令人抱有期望。國家想以創新科技來牽動整個大灣區 

發展，深圳的角色肯定相當重要。從《綱要》內容所見，在構思政策、空間佈局等 

各方面，其實已相當照顧香港，我甚至懷疑對深圳的位置和角色已有所壓抑。但區 

域經濟的發展總不可能只靠政府行為來扶持╱壓抑，儘管《綱要》一而再再而三強 

調「合理分工」、「功能互補」、「錯位發展」，但以今天國內經濟狀態而言，競 

爭一定會出現。這對香港來說也應是一件好事；沒有競爭的話，它不會更自覺地在 

區域發展中尋找新定位，並且發揮出新功能。通過競爭，不同城市的位置、功能便 

需重新調整。到最後，哪個城市佔據什麼位置，是結果而不是預先編好的故事。  

當前環境對香港的一大考驗，是它需要怎樣認識周邊的鄰居：香港可怎樣運用鄰近 

地區資源？鄰近地區又打算怎樣運用香港資源？要應付未來挑戰，香港先要懂得跟 

鄰居競爭。「競爭」這兩個字不存在於《綱要》，但香港要在它的框架內生存和活 

得好，恐怕必須由競爭開始。在現有基礎上將大灣區發展為一個以創新科技為領導 

產業的區域，深圳最有條件當中心城市，而香港只是它的第一服務站。如果港人不 

甘心於那個位置，那就需要很認真地想想和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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