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英街現狀 沙頭角邊境特別管理區
（深圳所轄區域）

面積：0.179平方公里
商舖：136間，面積3.3萬平方米
居民：6058人
（其中深圳戶籍1717人，香
港戶籍2981人，流
動人口1360人）

沙頭角禁區
（香港所轄區域）

面積：0.33平方公里
（含港方中英
街）

商舖：68間，面積約
6千平方米

居民：不足3000人

中英街主街長約250
米，寬不足7米，深港兩
地以8塊界碑為界，東側
屬深圳，西側屬香港，
按照各自法律法規進行
管理。

百年中英街 濃濃深港情
一街兩制見證共榮共生 購物天堂轉型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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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故事

日出沙頭，月懸海角。在深圳與香港相連的陸路邊境，有一
條在時代變遷中興衰起伏，見證了民族百年命運、中國對外開放
歷程的老街，被8塊界碑分隔為深、港兩邊，這就是舉世聞名的
中英街。70年來，這個曾經的 「勘界線」 、 「購物天堂」 ，如今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熱潮中再度起航，獲賦予 「深港國際旅遊
消費合作區」 的新定位，呈現出新一輪崛起的姿態，正邁向高質
量發展的新征程。

大公報記者 郭若溪報道

中英街發展大事

▲中英街警世鐘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中英街主要景點
中英街歷史博物館

1999年5月1日建
成開放，是一座反映
中英街百年歷史滄桑
的博物館，建築面積
1688平方米。

界碑
中英街共有八處界碑

，這8塊界碑中1、2號界碑是
1905年英國單方面換石碑後留
下的，3至7號界碑被日軍丟掉，

今天看到的3至7號碑是國民黨
政府同港英當局於1948年

共同重立。

古井
位於中英街後街

邊，該井為清代康熙年
間遷來沙頭角拓荒的客
家人所建，已有三百多
年的歷史，是當地人

們飲用水源。

古榕
古榕樹位於中英街第四號界

碑旁，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
樹幹蒼勁，枝繁葉茂，由於
樹根長在深圳一方，葉
枝覆蓋香港一方，被
喻為 「根在祖國
，葉覆香港
」 。

警世鐘
「警世鐘」 設立在中英街

歷史博物館廣場，與中英街界
碑相互映襯，是中英街新的一
景。警世鐘記敘了中英街一百

年來的歷史。鐘身上刻着 「
勿忘歷史，警鐘長鳴」

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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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魚燈
舞有三百多年歷史。圖為沙頭角魚燈舞
民俗博物館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1899年3月

•中英兩國定界委員在
沙頭角勘定了新界北
部陸地邊界。此後，
沙頭角被分割成 「華
界」 與 「英界」 兩部
分。

1941年12月

•香港被日本佔領，
開始了三年零八個
月的 「日治時期」
，中英街首先被攻
佔。

1951年2月15日

•廣東省政府開始實行邊境
管理， 「中英街」 非正式
口岸，因而開始限制人流
往來，中英街變成了邊防
禁區。

1980年8月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改
革開放的春風改變了
中英街的歷史軌跡。

1983年

•中英雙方簽訂開放中英
街協議，中英街真正
開始興旺繁華。

•中英街黃金飾品的銷售
量達5噸。

1988年5月至10月

2014年12月16日

•深方中英街管理局成立
，負責管理深方中英街
轄區（沙頭角邊境特
別管理區）社會、經
濟、文化、生態文
明、城市管理等
各項事務。

2018年1月1日

•進入中英街的《邊境特
別管理區通行證》10元
辦證工本費取消。

（記者郭若溪整理）

1978年7月

•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
記習仲勳在寶安縣委
書記方苞等人陪同下
，來到沙頭角考察。

▲上世紀40年代的中英街 資料圖片

▲珍貴的彩照記錄了
當年中英街商業興隆
，人如潮湧
中英街管理局供圖

正在規劃建設的深港國際旅遊消

費合作區以中英街為標誌，地跨香港

新界北區和深圳鹽田，具構築

人文灣區、休閒灣區和健康

灣區的天然優勢和巨大潛力

。在香港鹽田同鄉聯誼總

會會長沙錦濤（圓圖）看來，

融入大灣區建設新 「潮」 正

是中英街和沙頭角地區新發展的

最佳機遇。年過7旬的他仍不斷組織

交流參訪活動、支持傳統民俗發展，

為深港兩地牽線搭橋。

據了解，合作區是深港海陸直接

接壤區域，周邊有沙頭角口岸、鹽田

綜保區、鹽田港、梅沙旅遊客運碼頭

、香港沙頭角禁區碼頭等重要設施，

具備連接兩地、輻射內陸腹地和國際

市場的能力和優勢。

新界北區議員溫和輝認為，港方

一側中英街要開

放，兩邊的人能夠互相往來

，才能夠共融。 「希望兩地攜

手同行，在商貿、旅遊等領域開展更

多務實合作，共同推動沙頭角深港國

際旅遊消費合作區建設，共創互利共

贏、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新界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李

冠洪也建議，開放港方沙頭角禁區內

約0.33平方公里的範圍，這樣港人和

旅客就可以利用碼頭到外島旅遊。 「
開放禁區不是要蓋高樓大廈，是發展

和環境相配合的旅遊。」

議員籲開放港側促共融

中英街的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魚燈舞

有三百多年歷史，自2003

年開始回歸中英街舞台後，

中英街文化節、沙頭角魚燈節

等等節慶活動也成了宣傳非遺、

推廣文旅、盤活經濟的平台。

近年來，魚燈舞還走出國門，

走向世界，在澳洲悉尼等地表演。有

參加過兩屆中英街文化節活動的市民直

言，想不到中英街文化底蘊這麼深厚，不

僅能欣賞到魚燈舞、醒獅、百人舞龍等多

種非遺專場表演，還能一天內品嘗香港米

通、客家擂茶、九簋菜、蜑家湯圓等特色

小吃。

周煌興是中英街上 「周養記百貨」 商

店的老闆，他的商舖已經在中英街經營超

過50年，歷經三代人，從經營雜貨起步，

到轉營金舖，如今再度經營百貨。 「這些

年，香港這邊商舖基本保持原貌，內地方

面的變化卻很大。」
深圳市鹽田區委常委、宣傳部長董秀

表示，中英街促進深港兩地同心，深港居

民同樂。希望延續深港兩地深度合作、聯

動發展的美好傳承，繼續鞏固和諧美好的

鄰里關係。

300年魚燈舞連繫深港民心

近年來，中英街不斷加強轄區公共文化

設施建設，持續改善民生增進福祉。 「我們

盡量把公共服務，力所能及的普及和普惠到

深港兩地的居民。譬如2019年推出的社康中

心，免費為居民提供體檢，如今已把這個免

費的體檢覆蓋到香港側沙頭角的居民，讓大

家都能夠享受到我們這個福利。」 中英街管

理局局長李金泉對記者說。

深圳市鹽田區委書記陳清亦表示，兩地

之間已建立良好的互聯互通機制， 「平常多

交流，多溝通，現在基本上做到了，我們現

在整個鹽田區跟新界北、沙頭角附近的鄉親

們，有話好說，有事好商量，經常緊密聯

繫。」
陳清透露，在中英街硬件建設上，沙頭

角海關、中英街第二通道等已在搭架子，開

始擴建和改造。 「這是為了兩地居民進出方

便，緩解中英街關口中午、下午遊客高峰期

以及學生接送期的交通擁堵，為鎮內學校師

生和鎮內居民提供獨立的進出通道，乃至世

界各地的客商，遊客出入方便。」
除了中英街第二通道，鹽田正探索提高

免稅購物限額、放寬進出和停留時限等政策

措施，促進中英街再創輝煌。

改善民生福祉 惠及香港居民

▲中英街雙方都盡量把公共服務普及和普
惠到深港兩地的居民。圖為中英街著名的
「一街分治」 雕塑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中英街主街長約250米，寬不足7米，

至今仍保留的8塊中英界碑，成為英國殖

民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見證。從深圳市

鹽田區的沙頭角走進中英街街口，迎面

就是中英街第一號界碑。這裏現在是中

英街最具人氣的景點，來往遊客都會駐足

留影。

1899年3月，清政府與英國勘定新界

北部邊界，沙頭角被分為 「華界」 與 「英
界」 兩部分。由於兩邊居民生產、生活的

需要，慢慢有了這條沿 「中英分界線」 形

成的中英街。

沿着小街向中英街博物館方向，有一

排展示中英街歷史的雕塑，其中最著名的

一組是根據美國生活雜誌攝影記者伯恩斯

拍攝的一幅歷史照片製作的，反映沙頭角

1950年中英兩國在街上設崗的一個情景，

一邊站的是解放軍，一邊站的是港英政府

警察。 「當年，兩個人剛見面，眼光還充

滿着敵意，後來熟悉了以後呢，兩個人居

然伸手過界碑握手。」 中英街歷史博物館

首任館長孫霄介紹道。

沙頭角率先改革走開放路
作為土生土長的村民，生於1946年的

沙錦濤記得，小時候中英街內地一側是人

口稀少的小村莊，村民大多以務農、打魚

為生，而香港一側有很多店舖，商業繁華

。 「上世紀60-70年代，深港兩地經濟發

展不平衡，但兩地居民間的情誼卻不曾割

捨。那時候流行送 『三個五』 ，就是五斤

糖、油、麵，居民間以此互相饋贈，延續

雙方情誼。」
發軔於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為中英

街帶來春天。沙錦濤因有過在國營商店工

作的經歷，被選派從事招商引資工作。 「
沙頭角在全國率先舉起商貿業改革的大旗

，使得中英街成為了當時改革開放的最前

沿。」

重振活力變國際商貿區
孫館長告訴記者，改革開放前，中英

街兩邊居民生活水平存在很大差距，香港

居民年收入6700港元，而深圳居民僅有

100多塊錢人民幣。改革開放後，中英街

憑藉窗口優勢，一躍成為80年代聞名遐邇

的 「購物天堂」 ，高峰時期一天可湧入遊

客超過10萬人次。

「根本就走不動，後面的人推着你向

前走，你不走還不行。早期在內地街上，

他們穿的寬褲腿，戴的是蛤蟆鏡，手裏拎

着一個三洋錄音機，放的是鄧麗君的歌曲

，很多是從中英街賣出去的。1986年就是

黃金銷售熱，當時買黃金不是論件的，錢

拿過去好像都不點算一樣，那是因為來不

及啊！」 孫霄說。據統計，1979年中英街

的銷售額為590萬元人民幣，到1988年更

是增至15.68億元人民幣。

「當時有不少人一夜暴富，我的朋友

裏現在有8-10個有十億身家的，都是在

80年代發達起來。」 沙錦濤說。

隨着香港自由行的開通，以及越來越

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到中英街的遊客數

量一度變少了。而在新的時代下，中英街

又熱了起來，呈現出新一輪崛起的姿態。

據中英街管理局局長李金泉介紹，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帶動下，中英街

這個片區成為深港國際旅遊消費合作區裏

的一個核心區域。 「我們也打算綜合策劃

打造國際名品名店的免稅購物一條街，重

振商貿活力。我們也鼓勵深港的青年在這

裏進行創新創業，特別是像人工智能、生

命健康、高端現代服務業等，把基層社會

治理、社會融合、文化傳承發揚等一起來

深度地進行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