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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在區域發展及融
合的議題上，⼀
直有不同的政策

 2003年簽署
CEPA後，廣東省
倡導「泛珠」概
念－－沿珠江流
域區域發展



導言

 2008年年底國務
院通過〈珠三角
地區改革發展規
劃綱要（2008-
2020〉
 環珠江口宜居灣
區、優質生活圈
等概念

 2014年深圳政府
提出「灣區經濟」

 2015年年底中共
廣東省委提出
「粵港澳大灣區
「概念



區域整合 / 融合

種種政策背後各有不同的考慮，當時亦各有不
同的情況

背後是早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開始發生的區
域整合
但區域整合在不同時期⼜各有不同的狀況，進⼀
步的發展並非只是舊有模式的複製或過去經驗的
延續

新的環境底下，要解決新的問題



區域整合 / 融合

 1978 – 1990s：不對稱的整合（asymmetrical 
integration）
很大程度上是香港單向北上
資金流動，帶動生產擴張和部份就業
主要興趣在於利用內地資源如土地、勞工等
建立在內地與香港兩方之間明顯的經濟發展、生
活水平的差異

沒有考慮整合後⻑遠的需要
例如港人在內地的身份



區域整合 / 融合

 1990s後期 - 2009年左右
雙向流動的開始
由組織化的南向流動，轉變為個體化的南向流動

自由行
資金
其他（如買保險）

 2009年以後
出現矛盾、衝突
需要對新形勢有新的評估



挑戰

流動（Mobility）



挑戰

規模 /尺度（Scale）



挑戰

自我中心 Vs 區域中心 /國家中心



挑戰

區域整合作為⼀個互動的過程



結語

區域整合與「⼀國兩制」之間所存在
的張力

對區域整合及其生活方式轉變的意識
與準備

香港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