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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規劃前海規劃22..00發布發布 引領深港深度融合引領深港深度融合
定位定位目標目標產業產業全面升級全面升級 聯動港澳打造現代服務業新體系聯動港澳打造現代服務業新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12月21日，《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以下簡

稱《前海總規》）全文對外正式發布，誕生已有13年的前海合作區，迎來了戰略定位、發展目標、產業規

劃等內容的全面更新。值得關注的是，新規劃在賦予前海「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和「高水平對

外開放門戶樞紐」重任的基礎上，新增「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和「現代服務業高質量發展高

地」兩大戰略定位，開啟前海開發開放的新篇章。

2010年8月，國務院批覆實施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2010-2020年）》，拉開了前海開發開放序幕。2021年9月，隨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下稱《前海方案》）的印發和前海擴區至120.56平方公里，新的《前海總規》隨之修編，與之充分銜接。13
日，中國政府網發布了國務院12月10日批覆原則同意《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

2025年引萬港人北上就業
根據《前海總規》，前海將聚焦現代服務業這一香港優勢領域，加快推進與港澳規則銜接、機
制對接，進一步豐富協同協調發展模式，探索完善管理體制機制，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全面深化改
革創新試驗平台、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在深化深港合作、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高
水平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為此，《前海總規》提出了到2025年、2030年、2035年的「三
步走」路線圖（見表），其中到2025年的發展目標以具體數
據量化，如在深港合作方面，《前海總規》要求到2025年
港資企業數達到11,000家、香港居民就業數達到10,000
人、在港澳提供跨境政務服務事項達到400項。在改
革開放方面，到2025年新增制度創新全國複製推廣
數30-50項、新增制度型開放典型案例40-60項、實
際使用外資規模達到280億-320億美元等。在現代
服務業發展方面，到2025年現代服務業增加值達
到1,360億元，引進、培育前海全球服務商40-50
家，涉外法律服務機構60個，港資、外資金融機
構300家，境外專業人士備案執業人數1,000人。

挺港保險機構開展跨境業務
《前海總規》以專章闡述前海聯動港澳打造優質
高效的現代服務業新體系系列舉措。其中，金融作為
前海的支柱產業，《前海總規》在金融方面的表述承
接了《前海方案》、「金融支持前海30條」等文件，
要求深化金融業開放創新，深化深港金融融合發展，
提升金融服務深港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創新前海金融
監管機制。
《前海總規》也新增了多項內容，包括支持內地與
香港保險機構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合作開展養老險、
航運險、信用保險、機動車輛險及再保險等跨境保險
業務；實施高水平的資本項目開放政策，吸引跨國企
業設立財資中心，研究拓展自由貿易賬戶（FT賬戶）
功能及試點銀行範圍；開展數字人民幣跨境試點，探
索跨境應用場景，打造深港數字金融平台；支持銀行
機構設立科技支行，探索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科創保
險等服務模式等。

聯動港澳發展現代海洋產業
《前海總規》還提出包括提高專業服務業國際化水
平、大力發展新型國際貿易、培育壯大現代海洋產業等
系列加強與港澳聯動，提升現代服務業的創新舉措。
圍繞提高專業服務業國際化水平，《前海總規》提
出積極發展建築及相關工程領域服務業，便利香港工
程、建築、測量、園境領域專業機構及專業人士在前
海備案執業。據悉，截至今年7月，香港建設領域已有
50家專業機構、444位專業人士在前海備案，有10家
香港專業企業獨立承接項目，74名香港專業人士參與
前海項目建設。
在發展新型國際貿易方面，《前海總規》提出要有序
發展數字貿易、離岸貿易，建設新型國際貿易平台。具
體舉措包括，建設前海數字貿易綜合服務平台，聯動香
港推進數字貿易項目化產品化，構建數字貿易跨境交易
結算新機制；前海綜合保稅區探索實施「一線徑予放
行、二線單側申報、優化賬冊管理模式」制度；打造大
宗商品貿易集聚區、跨境電商集聚區等。
此外，擴區後的前海擁有了港口碼頭、海洋新城等
要素，海洋產業也成為此次《前海總規》重點部署的
又一優勢產業，明確提出提升海洋科技創新能力，積
極吸引海洋領域國家級實驗室等創新載體落戶，與港
澳共建實驗室、研究中心；加快高端航運服務集聚發
展，聯動香港建設國際高端航運服務中心，拓展航運
領域金融、法務、經紀等服務；深化國際船舶登記和
配套制度改革等。

1. 到2025年

◆港資企業數達到11,000家、香港居民就業
數達到10,000人、在港澳提供跨境政務服
務事項達到400項

◆改革開放方面，到2025年新增制度創新
全國複製推廣數30-50項、新增制度型開
放典型案例40-60項、實際使用外資規模
達到280億-320億美元等

◆在現代服務業發展方面，到2025年現代
服務業增加值達到1,360億元，引進、培
育前海全球服務商40-50家，涉外法律服
務機構60個，港資、外資金融機構300
家，境外專業人士備案執業人數1,000人

2. 到2030年

◆與港澳規則深度銜接、機制高度對接，深
港服務貿易自由化深入推進

◆港澳居民學習、就業、生活便利度大幅提
升，引領帶動粵港澳全面合作

3. 到2035 年

◆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更加完善，營商
環境達到世界一流水平，貨物、資金、人
才、技術、數據等要素便捷流動、高效配
置

◆與港澳產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
新驅動支撐的發展模式建立健全

◆建成新型國際貿易中心、國際高端航運服
務中心

◆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等多輪驅
動成效顯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三步走發展目標三步走發展目標

六大產業聯動港澳六大產業聯動港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1.深化金融業開放創新

2.提升會展業和商貿物流發展能級

3.加快科技服務業發展

4.提高專業服務業國際化水平

5.大力發展新型國際貿易

6.培育壯大現代海洋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2021年9月
出台的《前海方案》賦予前海「加快科技發展體制機
制改革創新」的任務，要在現代服務業發展基礎上，
疊加科技創新發展的戰略部署。21日公布的《前海總
規》中，特別提出要加快科技服務業發展打造科技服
務產業集群，與香港共建技術轉移中心，促進技術貿
易發展。探索深港檢測認證業務互認，推進「灣區認
證」，實行「一次認證、一次檢測、兩地通行」。
《前海總規》明確提出支持香港數碼港等在前海設
立分支機構，建立創業項目孵化培育聯動機制，加強
與香港「北部都會區」科技產業合作，鼓勵科創企業
互設總部和創新平台。同時，加強與光明科學城、松

山湖科學城、南沙科學城等周邊區域科技創新平台聯
動，支持龍頭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組建科技創新聯
合體。

探索建設深港設計中心
此外，前海將探索建設深港設計中心，規劃建設

「創新創意+柔性製造+中試服務」工業設計平台，支
持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等設立分支機構；加快大灣
區工業大數據中心建設，建設國家級工業互聯網示範
基地，推動大灣區工業互聯網創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落
地；建設深港人工智能產業集聚區，大力推進智能算
力基礎設施建設等。

與港共建技術轉移中心 加強與「北都區」科技合作

《前海總規》賦予前海「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的新定

位，要求堅持依託香港、服務香港，加快推進規則機制一體化

銜接、基礎設施一體化聯通、民生領域一體化融通，為香港經

濟發展進一步拓展空間。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香港國

際金融學會主席肖耿接受南方財經採訪時指出，香港是中國最重要的一

個離岸自由港，深港的深度合作有利於離岸、在岸市場優勢疊加，使內循

環和外循環緊密銜接，而前海在其中將發揮重要作用。肖耿進一步建議，

大灣區企業可探索「雙總部」機制創新。在香港註冊的離岸企業可在深圳

（前海）設立其跨境營運第二總部；在深圳註冊的在岸企業可以在香港

（如「北部都會區」）設立跨境營運第二總部。

創新機制實現生產要素自由配置
肖耿在採訪中分析指出，「雙總部」不是一個新概念，一些央企、地

方國企和民企都在香港設有中資機構，中資機構和內地的總部就是

「雙總部」的關係。但這種「雙總部」是隔離開的，有離岸和在岸體系、

有外匯管制，很難實現人員、資金、信息等生產要素的自由配置，制

約了企業真正走向國際。

肖耿指出，最近來看，「雙總部」的條件慢慢成熟。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在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香港要發展總部經濟，吸引全世界的優質企

業到香港註冊。深圳也在建總部基地，不過更側重大的實體企業。

「雙總部」機制的重點在於，要把兩個總部連接起來，發揮他們

各自的優勢。如果是離岸企業需要向國際市場發展，它的總部應

該設在香港，第二總部設在深圳，尤其是前海。第二總部的運作

基本遵照香港的標準、監管和法律，這將大大提高企業運作的

效率。

這次規劃提到，探索香港參與前海發展新模式，支持香港

有關部門和企業參與前海重大項目的建設運營，正是為

「雙總部」提供基礎。

港方在「北部都會區」的建設上提出「雙城三圈」，其

中一「圈」就在前海對面，雙方在基礎設施、制度創新

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設想，未來甚至可以讓前海和香

港共同開發「北部都會區」的一部分。屆時，香港的

金融機構、學校、醫院、科研機構等可以在前海設

第二總部，前海的一些機構也可以在「北部都會

區」設分支。

肖耿提到，「雙總部」現在可以做到，還有一

個重要原因是數字化監管的實現。隨着監

管走向數字化，「雙總部」的報表一合併，

就反映了企業的基本狀況。

◆南方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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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中的建設中的
深圳前海深圳前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北區場北區，，入駐的香港小入駐的香港小
微企業在辦公微企業在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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