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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活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五年來，大灣區在基礎設
施建設、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創新科技發展等方面取得了

顯著成果，充分發揮三地綜合優勢，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國
際一流灣區。

香港是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之一，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和航空樞紐，專業服務享譽全球，加上 「一國兩制」 的雙重
優勢，協助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拓國際市場，發揮香港 「引進來、
走出去」 的角色。同時在中央的堅實支持下，香港搭上大灣區發
展的快車，為市民和企業帶來源源不絕的發展機遇。

五年來，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既是參與者、貢獻者，亦是受
益者。 「數說灣區‧港成績」 盤點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 「量」 的
增長、 「質」 的飛躍！

大灣區 5周年 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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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時生活圈

•2023年深港口岸累計出入境人員達
1.64億人次，日均達45.07萬人次，最
高峰突破80萬人次。

•2023年經港珠澳大橋口岸進出境客車
超268萬輛次，其中港澳單牌車近140
萬輛次，佔比超過50%。

•2024年2月13日港珠澳大橋口岸迎來客流車流新
高，單日出入境客流達14.4萬人次，單日出入境車
流首次突破1.8萬輛次，雙雙刷新歷史最高紀錄。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2023年載客人次超過1700萬人
次，已超越2019年全年乘客量。現時西九龍站一共
連接內地約70個站點，覆蓋深圳、廣州、肇慶、佛
山、東莞、惠州及江門等大灣區七大城市。

• 「港車北上」 自2023年7月1日實施後，香港單牌車
通關數量在通關第6個月達9.5萬輛次，與首月相比
增加近13倍。2024年2月13日，香港 「單牌車」 數
量單日首次超過8000架次。

「高才通」已批14萬宗申請

•特區政府在2022年年底優化多項人才
入境計劃，推出新的 「高才通計劃」，
至今收到超過24萬宗申請，超過一半
是內地人才及專才，政府已批出14萬
宗申請，為創科以至不同行業注入新
動力。另外，2023年10月起，非中國
籍的香港居民和香港註冊公司的外國
人員，可申請 「一簽多行」 到內地，
已批出約1萬1千宗申請。

世界最繁忙機場港口之一

•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國際客
運、貨運機場之一。2019年，約120
家國際航空公司提供航班來往香港國
際機場與全球約220個航點。

•香港的港口是全球十大最繁忙的貨櫃港
之一，每周有逾240班國際貨櫃輪班連
接全球逾460個目的地。另外，香港有
逾1100家與港口及航運相關的公司，
在多項優勢下，香港可成為大灣區和
「一帶一路」經濟體的海運服務樞紐。

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

•香港除擁有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外，提供的
離岸人民幣投資產品種類也是全球最多。2022年全
球約75%的離岸人民幣支付交易額經香港處理。

「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全球第二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3年
全球創新指數》， 「深圳—香港—廣
州」 科技集群連續四年全球第二位，
而香港的排名在亞洲保持第五位、在
全球132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7位。

「跨境理財通2.0」 2．26實施

• 「跨境理財通2.0」 將於2月26日正
式實施，個人投資者額度增兩倍至
300萬元人民幣，同時擴大可投資的
產品範圍。

•2021年啟動實施 「跨境理財通」 、
債券 「南向通」 ，到2023年實施利
率 「互換通」 ，為三地金融業界開
闢了更廣闊市場。目前大灣區參與
「跨境理財通」 試點個人投資者達
6.92萬人，涉及相關資金跨境匯劃
金額超128億元。

•截至2023年底，「深港通」 累計交易金額超過75.43
萬億元，其中 「深股通」 累計交易60.77萬億元，

「港股通」 累計交易14.67萬億元。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排名第二

•香港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發表的《世
界經濟自由度2023年度報告》中繼續
位居全球前列，排名全球第二。另
外，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
的《2023年世界競爭力年報》評定香港
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第七位。

4.5億元人民幣資金過境 支持港科研

•廣東省在2019年開放多個重大科技專
項，至今已經批出4.5億元人民幣的
資金過境，支持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
構進行研發或建立實驗室。

八大非本地生限額增至40%

•由2024至25學年起，特區政府資助
的專上院校非本地學生限額，將提升
一倍至40%，讓更多內地以至全球學
生到香港升學。

香港有逾40名兩院院士

•香港科研實力雄厚，國家兩院院士逾40人，16個國
家重點實驗室、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的分中
心、28所與世界級大學和科研機構合作的實驗室。

高鐵香港段日均客量逾4萬人次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於2018年9月投入
服務，連接超過4萬公里的國家高速
鐵路網絡，鞏固香港作為區域交通樞
紐的地位。2023年首半年，高鐵香
港段平均每日乘客量超過4萬人次，
單日最高更超過九萬人次。

香港船舶註冊全球排名第四

•香港船舶註冊按總噸位計，全球排名
第四。另外，香港是亞洲著名的國際
船舶融資中心，全球十大船務融資銀
團貸款的簿記行有七所在香港設有辦
事處。

長者醫療券新增5間內地醫院

•2024年2月19日，政
府公布 「長者醫療券
大灣區試點計劃」 擴
大適用範圍，加入5
間綜合醫院和2間牙
科醫療機構。試點計
劃首次衝出香港和深
圳，地點屬灣區核心
城市全覆蓋；首次有

非港資內地三甲醫療機構參與；
首次有民營機構參與；以及特別
選定牙科專業醫療機構參與。

5間本港大學打入世界百強

•香港擁有世界級
的優質大學，是
區內的教育樞
紐。香港的大學
屢居世界前列，
在 Quacquarelli
Symonds（QS）《2024年世界大
學排名榜》，共有五間本港大學
打入世界100強。

•2022年大灣區常住人口8662萬人，在全
球四大灣區中排名第一。

•2023年大灣區經濟總量預計超13.6萬億元。

•大灣區的經濟總量由2018年的1萬多億
美元增長至去年的約2萬億美元，這相當
於以不到全國0.6%面積，創造了全國超
過10%的GDP。

•若以單獨經濟體論，大灣區的經濟總量
已超過加拿大、韓國、澳洲等發達經濟
體，也是新加坡GDP的4倍。

•按目前的發展速度推算，大灣區將很快超過目前位
居全球第九大經濟體的意大利，並在一年後超越東
京灣區，成為全球四大灣區之首。

•粵港澳大灣區進入世界500強企業有25家，比2018
年增加5家。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批出380項目

•粵港兩地早在2004年推出粵港科技合
作資助計劃，已經支持380個項目，
撥款超過10億港元。此外，廣東省在
2019年開放多個重大科技專項，至今
已經批出4.5億元人民幣的資金過境，
支持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研發
或建立實驗室。

粵港澳三地互動交流更密切

•2023年以來，三地高層互動交流密切，
廣東省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共舉行了9次高層會晤，就深化粵港澳合
作、共同推進大灣區建設達成發展共識。

•約5300萬人次香港居民北上內地，其中
4000萬人次通過深港口岸通關。

•2023年港人在深圳以非現金支付交易約
3552.5萬筆、金額達85.78億元人民幣。

•港澳居民在粵參加養老、失業、工傷保險累計34.65
萬人次。

•逾8萬名港澳學生在廣東中小學就讀。

•逾20萬名港澳居民在粵工作發展。

在港上市內地企業市值逾3萬億美元

•截至2023年6月，在香港上市的內地
企業超過1400家，總市值逾三萬億美
元，佔港股市值逾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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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總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

•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
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九市，總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2022年大灣區的總人口已經超
過8600萬，地區生產總值超過13萬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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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粵港澳大灣區網站、政府新聞處、機管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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