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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理位置優越，毗鄰港澳、面向台灣，海洋和陸地資源豐富，
歷史文化悠久，人才輩出。目前，香港有一百二十多萬潮籍人士，約佔
全港人口五分之一，遍布社會各領域；潮汕籍海外華僑華人超千萬，遍
布五大洲27個國家，約佔整個海外華僑華人的五分之一；泰國、新加
坡、加拿大、歐洲、澳洲以及香港等地的華人中很多成功人士包括華人
首富都是潮汕人。香港的潮籍社團有40多個，規模大小都凝聚着一大幫
鄉親，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香港的潮籍人士和潮籍社團一直以來是推動
香港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外有幾百個潮汕籍商
界社團，內地各省市也有上百個潮汕籍商界社團，在全球和全國各地發
展的潮商已成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商幫之一，他們對建設家鄉是
其他地方難以相比的獨特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汕頭、潮州、揭陽（以下簡稱 「潮汕三市」）雖有
一定發展，但總體上發展緩慢，經濟總量在廣東全省嚴重滯後。2012年
廣東全省包括粵北山區人均GDP5.4萬元，潮汕三市人均GDP2.5萬元，
不足全省人均GDP的一半。在最早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中汕頭遠遠落
後。截至2012年年底，深圳、廈門、珠海的人均GDP平均值為9.45萬
元，汕頭人均GDP2.6萬元，僅為其他三個特區人均GDP平均值的
27.5%；深圳地方公共財政收入1482億元，廈門423億元，珠海162億元，
汕頭僅為96億元。這令港澳人士、許多海外僑胞和在全國各地投資發展
的潮籍人士憂心忡忡、心急如焚，甚至頗有微詞。我們普遍認為，造成
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現行的行政區劃設置，阻礙了潮汕地區生產力
的發展和潮籍人士凝聚力的形成。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為充分發揮港澳台僑中眾多潮籍企業家的作

用和僑鄉的優勢，設立了汕頭經濟特區。特區成立後於九十年代初，潮
汕地區以汕頭一個地級市劃分為汕頭、潮州、揭陽包括汕尾四個平級的
地級市，因此，潮籍人士、社團在海內外所享有的最優秀商幫、最團結
族群的美譽，在家鄉一拆為三的影響下受到嚴重衝擊，而香港的潮籍人
士和社團回到家鄉則找不到對口的 「主心骨」，造成人心分散、凝聚力
盡失，遍布海內外的潮籍人士、社團都有同感，從而很難實現眾多潮籍
人士、社團之間力量和資源的整合，影響了潮籍人士在海內外的凝聚
力，削弱了他們對潮汕地區發展的貢獻力。潮汕地區的現行行政區劃設
置如不改變，難以形成香港和海外華僑以及在全國各地投資的潮商回鄉
發展的吸引力。因此，潮汕地區經濟發展滯後的局面難以得到根本改
觀，也會拖慢整個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同時也有悖於經濟特區
優先發展的應有之義。

近年來，廣東省委、省政府和潮汕三市已意識到當下發展中遇到的
問題，提出了潮汕三市同城化發展理念。但光有理念不夠，必須採取有
力的舉措推動落實。為此，我們建議借鑒天津濱海新區由三個廳級行政
區整合為一的模式，設立一個包含汕頭、潮州、揭陽三個廳級市組成的

「潮汕新區」，或是將汕頭特區的範圍擴至潮州、揭陽三市，擴大為新
的 「潮汕特區」，新的行政區劃級別定為副省級。具體理由有以下三方
面：

一、有利於潮汕地區形成合力。目前潮汕三市各自為政，制約了潮
汕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成立 「潮汕新區」或 「潮汕特區」有利於國家和
廣東省統籌考慮潮汕地區未來的發展定位、產業布局、體制創新等長遠
規劃。形成規模經濟，重塑經濟特區的發展新優勢，帶動粵東地區的整
體發展，構建廣東經濟發展新增長極乃至國家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
新高地。

二、有利於增強香港和海外華僑以及在全國各地投資發展的潮籍人
士的凝聚力。設立新行政區劃後，海內外廣大潮商可以此為契機對潮籍
鄉親力量進行一次大的整合，突破被拆散的各自小圈子，把潮籍人士、
潮籍社團都團結到支持 「潮汕新區」或 「潮汕特區」發展這個共同的目
標上來，齊心協力為家鄉的發展作出貢獻。

三、有利於潮港兩地互利共贏。調整區域結構後，新的行政區劃總
面積擴大到10,918平方公里，是深圳1991平方公里的5倍多，地域面積和
經濟總量上都具有一定的規模，這為加強潮汕地區與香港的合作提供了
廣闊空間和良好前景。在潮籍人士的帶動和影響下，香港社會和海內外
企業家一定會積極捕捉潮汕地區新發展所帶來的新機遇，從而促進香港
與潮汕地區在人才、科技、資金、國際市場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為潮汕
地區的發展、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實現共贏。

我們相信，設立潮汕新區的綜合條件遠勝於全國各地近期籌建的新
區，如果發展得好，完全可以與其他新區和其他經濟特區相媲美，成為
國家改革開放的新亮點和廣東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全國政協為深化同港
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團結聯誼做了大量工作，不斷增強中華
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還促成天津濱海新區、海南國際旅遊島、海峽
西岸經濟區、中原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區等的設立，有力促進了區域協
調發展。因此，本建議懇請全國政協高度重視並全力支持。如果建議得
到中央政府採納，將會震撼海內外，體現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國家全面深
化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關於調整區域結構關於調整區域結構，，設立廣東設立廣東 「「潮汕新區潮汕新區」」
或將汕頭特區擴大到潮州或將汕頭特區擴大到潮州、、揭陽為揭陽為 「「潮汕特區潮汕特區」」 的提案的提案

「改革開放以來， 『潮汕三市』汕頭、潮州、揭陽雖有一
定發展，但總體發展緩慢，在廣東省內相對滯後。在最早設立
的經濟特區中，汕頭的經濟發展已遠遠落後。這讓我們潮汕籍
人士憂心忡忡，心急如焚。」

——新華社3月11日報道
「香港經緯集團主席陳經緯委員建議在潮汕3市同城化的基礎

上，借鑒天津濱海新區模式，設立潮汕新區，把汕頭特區範圍擴大
到潮州、揭陽，在潮汕地區形成合力，增強香港及海外華僑凝聚
力，帶動粵東地區整體發展，構建廣東經濟新增長極。」

—人民日報3月12日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經緯集團董事局主席陳

經緯近日接受專訪，提到其向全國政協提交了一份連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也稱之為 『很有想像力
的提案』，提出將潮汕三市合併為綜合實力更加強大的副省級 『潮
汕新區』，引起熱議和廣泛支持，已有102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支
持該提案。」

——中評社3月11日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經緯集團董事局主席陳

經緯近日接受本報及大公網專訪，提到其向全國政協提交了一份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也稱之為
『很有想像力的提案』，提出將潮汕三市合併為綜合實力更加強大

的副省級 『潮汕新區』，引起熱議和廣泛支持，已有102位全國政
協委員聯名支持該提案。」

——大公報3月10日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緯集團主席陳經緯稱如果將潮汕三市

合併，其土地面積相當於深圳的5倍，加上地緣優勢和潮汕商幫的
帶動，一定可以吸引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投資。目前已有102名全
國政協委員聯名支持該提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也稱之為
『很有想像力的提案』」。

—環球時報3月12日報道

「這份題為《關於創建廣東 『潮汕新區』或將汕頭特區擴大到
潮州、揭陽為 『潮汕特區』的提案》表示，潮汕發展的獨特優勢在
於她擁有在香港和遍布世界各地的潮汕籍華僑、華人。」

——中華工商時報3月10日報道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先生今年帶來

了一份關於調整區域結構，設立廣東 『潮汕新區』或將汕頭特區擴
大到潮州、揭陽為 『潮汕特區』的提案。這也是一份超過了100位
全國政協委員聯名的提案。」

—中國網3月9日訪談
「成立 『潮汕新區』或 『潮汕特區』有利於國家和廣東省統籌

考慮潮汕地區未來的發展定位、產業布局、體制創新等長遠規劃，
將重塑經濟特區的發展新優勢，帶動粵東地區的整體發展，構建廣
東經濟發展新增長極乃至國家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新高地。」

——香港文匯報3月8日報道
「一直以來，對廣東的行政區劃，很多代表委員都曾做過大膽

『設想』。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經緯集團主席
陳經緯委員今年也帶來了 『將汕頭、潮州、揭陽合併為 「潮汕特
區」』的提案，並獲得了100多名委員的聯署。」

──深圳商報3月8日報道
「陳經緯認為，設立 『潮汕新區』或 『潮汕特區』，有利於潮

汕地區形成合力，有利於增強港澳和海外華僑以及在全國各地投資
發展的潮籍人士的凝聚力，有利於潮港兩地互利共贏。」

——人民網3月7日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經緯集團主席陳經

緯認為，現行的行政區劃設置不利於潮汕地區的發展。他建議創建
『潮汕特區』。」

——南方日報3月6日報道
「陳經緯認為，在全球和全國各地發展的潮商，已成為當

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這對建設家鄉是一股難得的
優勢。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潮汕地區雖有一定發展，但總體
發展較慢，經濟總量在廣東省靠後，陳經緯說，造成這
種局面的重要原因，是現行的行政區劃設置。導致難以
形成在外潮商回鄉發展的凝聚力。」

——汕頭特區晚報3月6日報道

◆◆◆◆◆聯名提案人◆◆◆◆◆
陳經緯 黃蘭發 鄭惠強 戴德豐 林建岳 陳鑑林 盧志強 蘇志剛 李書福
張近東 傅 軍 李彥宏 南存輝 王文彪 黃小祥 潘 剛 程 紅 王志雄
茅永紅 徐冠巨 趙曉勇 宋北杉 陳志列 王再興 孫蔭環 孫安民 田 震
李衛華 磨長英 鄭躍文 陳永棋 林樹哲 余國春 伍淑清 楊 釗 譚錦球
周安達源 劉兆佳 李月華 李秀恆 陳清霞 王乃靜 王玉鎖 馮川建 馮東明
匡 湧 莊聰生 劉滄龍 劉金虎 孫曉華 李占通 楊 鏗 連良桂 何幫喜
余漸富 沃偉東 阿沛·晉源 陳 放 郝 遠 洪袁舒 袁亞非 梁 靜 溫純青
謝伯陽 褚 平 張閭蘅 黃若虹 王亞南 龍子明 盧溫勝 吳良好 姜在忠
馮丹藜 王國強 王樹成 王貴國 王敏賢 鄧日燊 鄧清河 盧文端 紀文鳳
李文俊 李家祥 李惠森 吳惠權 邱達昌 張華峰 張學修 林銘森 鄭翔玲
施榮懷 郭 炎 容永祺 黃景強 簡松年 魏明德 董利翔 梁偉浩 杜惠愷
左定超 唐 瑾 劉宇一

3030年代汕頭繁華中心年代汕頭繁華中心 「「小公園小公園」」 現貌現貌
3030年代歐式建築的汕頭老城區現貌年代歐式建築的汕頭老城區現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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