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 莞
  
東莞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珠江口東岸，地處粵港
澳大灣區的中心地帶、廣深科技創新走廊中部。

電子資訊、電氣機械及設備、紡織服裝鞋帽、食
品飲料、造紙及紙製品等為東莞支柱產業，培育
出LED光電、新型平板顯示、太陽能光伏等新興
產業集群。

●
●

●

世界級 先 進 製 造業產業集 群
集 聚 高 端 製 造 業 總 部，發 展 現 代 服 務 業，
建設戰 略 性 新興產業研發基 地
與香港 合 作開發建設 東 莞濱海灣地區

人口
10 536 8 0 0 
本 地生 產 總值(GDP)
10, 8 55億 元人民幣(2021年)
主要開發區
●
●
●
●

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東莞生態產業園
東莞水鄉新城開發區
東莞粵海裝備產業園

中山
  
中山是先進製造業城市和現代服務業基地，是廣
東省產業集群升級創新試點城市。

中山產業集群涵蓋裝備製造、家電、紡織服裝、電
子、燈飾、健康醫藥、傢具、小家電及五金製品等
優勢產業。

●

●

擁有產業 鏈齊全的優 勢，加強 大 灣區 產業
對 接
粵港 澳青年創新創業合 作平台

人口
4 4 66 9 0 0
本 地生 產 總值(GDP)
3, 566億 元人民幣(2021年)
主要開發區
● 中山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

粵港澳大灣區
重要節點城市

泛大灣區
外來投資聯絡小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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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珠海交通便利，形成海陸空立體交通網絡。珠海
港是中國沿海主要 樞 紐港和廣東省五個主要港
口之一。

電子資訊、家電電氣、電力能源、生物製 藥和醫
療器械、石油化工、精密機械是珠海六大基礎產
業，而列印耗 材 和遊 艇 製 造 則是 珠海的兩大 特
色產業。

●
●

●

與澳門發揮 聯合引領帶動作用
與佛山發 揮 珠江西岸先 進 裝備 製 造 產 業帶
龍 頭作用
在橫 琴建 立港 澳 創業就 業試 驗區 及國際 休
閒旅 遊島

人口
2 4 66 70 0
本 地生 產 總值(GDP)
3, 8 82億 元人民幣(2021年)
主要開發區
●
●
●
●

珠海經濟技術開發區
珠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珠海保稅區
珠澳跨境工業區

佛山
  
佛山以製造業為主，主要包括機械裝備、家用電
器、陶瓷建材、金屬材料加工及製品、紡織服裝、
電子資訊、食品飲料、精細化工及醫藥、家居用品
製造等優勢行業。

新興產業包括光電、環保、新材料、新醫藥、新能
源汽車等。

●
●

廣州佛山同城 化建設
深入開展製 造業轉型 升級 綜合改革試 點

人口
9 612 6 0 0
本 地生 產 總值(GDP)
12,1 57億 元人民幣(2021年)
主要開發區
●
●
●
●
●
●
●

佛山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佛山南海經濟開發區
佛山禪城經濟開發區
佛山南海工業園區
佛山高明滄江工業園區
佛山三水工業園區
佛山順德工業園區

粵港澳大灣區
重要節點城市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21年9月6日印發《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該方案旨在推動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更好發揮示範引領作用。

前海方案提出擴展前海合作區發展空間，將前海合作區總面積由14.92平方公里擴展至120.56平方公里。具體措施包括:

●

●

有關前海方案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06/content_5635728.htm

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創新試驗平台：推進現代服務業創新發展、加快科技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創新合作區治理模式等。
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纽：深化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提升法律事務對外開放水平、高水平
參與國際合作等。

《廣東省外商投資權益保護條例》(下稱《條例》) 由2022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是全國首個聚焦權益保護的地方版外商投資
條例，適用於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在廣東省行政區域內的投資、收益和其他合法權益保護。《條例》的實施將為廣東持
續擴大對外開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法治支撐。

《條例》的重點內容包括:

●

●

●

●

●

●

●

有關《條例》的詳細資料，請參閱：http://com.gd.gov.cn/zwgk/gzdt/content/post_3818124.html

廣東省按照國家規 定對外商投資實行准 入前國民待遇 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外商投資准 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各
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不得針對外商投資設置准入限制。
各 級 人民 政 府及 其有關部門在政 府資 金安排、政 府投 資項目建設、土地供 應、稅費減 免、資質 許可、標準制定、項目申
報、職稱評定、人力資源政策等方面，應當依法平等對待外商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不得制定或者實施歧視性政策措施。
省負責知識產權保護的主管部門按職責建立跨區域、跨 部門知識產權快速協同保護 機制，保障外商投資企業依法公平
利用知識產權公共服務資源，同等享受知識產權快速審查、快速確權和快速維權方面的服務以 及依法適 用懲罰性賠 償
制度。
鼓 勵 外國 投 資者、外商投 資企業 基於自願 原 則和商業 規 則，與各 類市 場主 體、科 研主 體 開展 技 術 合 作，依法平等協商
確 定技術 合作條 件；規 定 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的發明和其他 科技 成果平等參與各 類 獎 項評 審，以 及有關行政 機
關或組織及其工作人員、司法機關要加強對商業秘密的保護。
規 定 縣級以 上 人民 政 府要加強 對外商投 資權益保護 工作的組 織 領導，建 立健全 保護 工作 機制，及時協調、解決 外商投
資權益保護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還要求完善相關工作制度，進一步提出容缺受理制度。
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可以對本省行政區域內的行政機關以 及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及其
工作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行政行為進行投訴。投訴工作機構接到外國投資者、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後，應當在五個工作
日內決定是否受理。投訴工作機構應當在受理投訴之日起二十個工作日內辦結受理的投訴事項。
鼓 勵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金融科技 應 用力度，依法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涉外收 支便利化 和結算電子化服務。廣東省金
融機構根據國家跨境融資管理政策，為外商投資企業開展本外幣跨境融資提供相應便利。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21年9月5日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琴方案)。總體方案明確深合區實施範圍為
橫琴“一線”和“二線”之間的海關監管區域，總面積約106平方公里。其中，橫琴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設為“一線”；橫琴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境內其他地區之間設為“二線”。

橫琴方案亦聚焦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產業、建設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家園、構建與澳門一體化高水平開放
的新體系、健全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體制，及提出一系列具體務實的舉措，明確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保障措
施。

有關橫琴方案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05/content_5635547.htm

《廣東省外商投資權益保護條例》

粵港澳大灣區最新政策措施



《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
國務院於2022年6月6日印發《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南沙方案)。該方案旨在加快推動廣州南
沙深化粵港澳全面合作，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台，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更好發揮引領
帶動作用。

南沙方案實施範圍為廣州市南沙區全域，總面積約803平方公里。按照以點帶面、循序漸進的建設時序，以中國（廣東）自由
貿易試驗區南沙片區的南沙灣、慶盛樞紐、南沙樞紐3個區塊作為先行啟動區，總面積約23平方公里。

南沙方案從五個方面部署了主要任務:

有關南沙方案的詳細資料，請參閱：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6/14/content_5695623.htm

建設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 - 強化粵港澳科技聯合創新，打造重大科技創新平台，培育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動國際化
高端人才集聚。具體措施包括:
●
●
●
●

創建青年創業就業合作平台 - 協同推進青年創新創業，提升實習就業保障水準，加強青少年人文交流。具體措施包括:
●
●

共建高水準對外開放門戶 - 建設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增強國際航運物流樞紐功能，加強國際經濟合作，構
建國際交往新平台。具體措施包括:
●
●
●
●

打造規則銜接機制對接高地 - 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有序推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提升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相互銜接
水準。具體措施包括:
●
●
●

建立高品質城市發展標杆 - 加強城市規劃建設領域合作，穩步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和粵港澳教育合作，便利港澳居民就醫
養老，強化生態環境聯建聯防聯治。具體措施包括:
●

●
●

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私募基金參與在南沙的港資創新型科技企業融資；
對先行啟動區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對在南沙工作的港澳居民，免征其個人所得稅稅負超過港澳稅負的部分；
允許符合條件的取得內地永久居留資格的國際人才創辦科技型企業、擔任科研機構法人代表等。

定期舉辦粵港澳青年人才交流會、青年職業訓練營、青年創新創業分享會等交流活動；
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到南沙創業的，納入當地創業補貼扶持範圍等。

完善內地與港澳律師事務所合夥聯營機制；
支持廣州航運交易所拓展航運交易等服務功能；
支持粵港澳三地在南沙攜手共建大灣區航運聯合交易中心；
全面加強和深化與日韓、東盟國家經貿合作，支援南沙高品質實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

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投資者依法申請設立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公司等持牌金融機構；
積極支援南沙參與粵港澳大灣區保險服務中心設立；
支持推進外匯管理改革，探索開展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QDLP）境外投資等政策試點等。

邀請港澳專家以合作或顧問形式參與建設管理，支援港澳業界參與重大交通設施、市政基礎設施、文體設施和連片
綜合開發建設；
加快南沙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支援港澳醫療衛生服務提供主體按規定以獨資、合資方式設立醫療機構等。

1

2

3

4

5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進
入落地實施階段

2022年6月16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舉辦新聞發佈會，就貫徹落實《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財稅〔2022〕19號）、《財政部 稅務總局關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
知》（財稅〔2022〕3號），以及廣東省財稅相關配套文件的情況進行介紹。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對深合區符合條件的産業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大大增強了市場主體尤其是澳資企業
參與深合區建設的意願和信心。深合區按照“務實、管用、利長遠”的原則，緊扣《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
的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現代金融等四大産業，結合深合區開發建設實際，遴選符
合深合區戰略定位的鼓勵類産業，形成了涵括9大類150項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2021版）》，企業
所得稅政策紅利覆蓋面更加寬廣。

在個人所得稅方面，新政策對在深合區工作的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15%的部分予以免徵。同時，
對在深合區工作的澳門居民，其個人所得稅負超過澳門稅負的部分予以免徵，澳門稅負參照澳門稅法關於職業稅、所得補充
稅等有關規定計算，進一步營造稅負趨同澳門的宜居宜業環境。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相關稅收優惠政策落地實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https://www.hengqin-cooperation.gov.mo/zh_HK/shq/news/detail?id=2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