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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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3季

肇慶  
肇慶位於廣東省中西部、西江中下游，東及東南
與佛山、江門接壤，西南與雲浮相連，西及西北
與梧州、賀州等市交界，北及東北與清遠毗鄰，
是大灣區內地城市中面積最大的城市。

肇慶著力發展新能源汽車、先進裝備製造、節能
環保、高端新型電子資訊、生物醫藥等主導產業。

●

●

產 業 鏈 將加 強 與 大 灣 區 產 業 對 接，提 高協
作發展水 準
發 展 肇 慶（懷 集 ）作 為 綠 色 農 副 產 品 集 散
基 地

人口
4 129 70 0 
本 地生 產 總值(GDP)
2,650 億 元人民幣(2021年)
主要開發區
● 肇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江門  
江門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新能源、新光源、
新材料、高端裝備製造業、綠色家電迅速興起。

江門擁有以摩托車和汽車零部件、紡織服裝、造
紙、造船、食品、包裝材料、五金衛浴、印刷、機
電等為支柱及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

●
●
●
●

建設華僑華人 文化交流合 作重要平台
支持江門與港 澳合 作建設 大 廣海灣 經 濟區
加快江門銀 湖灣 濱海地區開發
形成國 際 節能 環 保 產 業 集聚地 以 及面向港
澳 居民 和世界 華 僑 華人 的引資引智 創 業 創
新平台

人口
4 8 35 10 0
本 地生 產 總值(GDP)
3,6 01億 元人民幣(2021年)
主要開發區
●
●
●

江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新會經濟開發區
台山廣海灣工業園區

粵港澳大灣區
重要節點城市

肇慶  
肇慶位於廣東省中西部、西江中下游，東及東南
與佛山、江門接壤，西南與雲浮相連，西及西北
與梧州、賀州等市交界，北及東北與清遠毗鄰，
是大灣區內地城市中面積最大的城市。

肇慶著力發展新能源汽車、先進裝備製造、節能
環保、高端新型電子資訊、生物醫藥等主導產業。

●

●

惠州  
惠州位於廣東東南部，素有「粵東門戶」之稱。惠
州是大灣區內地城市中面積第二大的城市，擁有
豐富的土地資源和良好的生活環境。此外，惠州
旅遊資源亦十分豐富。

惠州產業特色鮮明，以電子資訊、石油化工為支
柱，汽車與裝備製造、清潔能源等產業共同發展
現代產業體系。

● 支持高水 準打造 惠州粵港 澳 綠色農 產品生
產 供 應基 地

人口
6 0 66 0 0 0
本 地生 產 總值(GDP)
4, 97 7億 元人民幣(2021年)
主要開發區
●

●

●

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惠州仲愷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
大亞灣石化產業園區、惠州工業園區、惠
陽經濟開發區、博羅縣產業轉移工業園區、
惠東縣產業轉移工業園區、惠州產業轉移
工業園區
重大平台：惠州環大亞灣新區、潼湖生態
智慧區、中韓（惠州）產業園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泛大灣區外來投資聯絡小組將於2022年10月21日舉辦「大灣
區投資機遇交流會」，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介紹大灣區城市（特別是前海、橫琴及南沙）的最新政策
措施，商界領袖和行業代表也將分享在大灣區拓展業務的秘訣，主題將圍繞科技、金融及現代服務業在
大灣區的發展。

15:00 - 15:05 開幕儀式
15:05 - 15:15 歡迎致辭
15:15 - 16:00 主題演講：前海、橫琴及南沙的營商環境及投資優勢
16:00 - 16:15 成功案例分享: 如何利用香港的優勢走進大灣區?
16:30 - 17:30  專題討論：商界領袖在大灣區拓展業務的秘訣分享
   ● 創新及科技業
   ● 金融業
   ● 現代服務業

線上登記：https://rsvp.investhk.gov.hk/25AIPWEEK21Oct
活動網頁：https://www.investhk.gov.hk/zh-hk/greater-bay-area-day.html

最新消息



《廣東省政府舉辦廣東自貿試驗區聯動發展區建設》
廣東自貿試驗區自2015年成立以來，在以制度創新引領高品質發展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累計形成584項制度創新成果，在
全國複製推廣了41項、全省複製推廣146項改革創新經驗。廣東自貿試驗區各項經濟指標位列全國自貿試驗區前列，年稅收
收入已經超過了一千億元，外貿進出口近兩萬億元，實際利用外資超過550億元，已經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品質發展的重要
平台和重要載體，有效發揮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試驗田作用。在這個基礎上，廣東省政府持續發力，推動設立廣東
自貿試驗區聯動發展區，通過與自貿試驗區“聯動試驗、協同創新、資源分享”，把自貿試驗區先行先試、自主實踐的創新成
果複製推廣到更大的空間“落地生根，開花結果”，為地方創新發展注入新活力，為自貿試驗區改革創新拓展新空間，為全省
區域協調發展探索新路徑。

對如何建設聯動發展區，總體思路就是堅持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高品質發展為主題，以開放合作為動力，推動聯動發展區
與廣東自貿試驗區開展政策聯動、產業聯動、創新聯動等“三個聯動”，率先複製推廣一批自貿試驗區的先進經驗，實施一批
協同創新項目，培育一批高水準開放平台。廣東省政府爭取經過兩到三年的努力，把聯動發展區打造成為全省改革創新的先
行地、高品質發展的示範區、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有力地帶動聯動發展區所在地市共用自貿試驗區改革紅利，提升區域
經濟綜合競爭力，為全省打造新發展格局戰略支點做出積極貢獻。

具體來說，廣東省政府準備在五個方面來扎實推動聯動發展區的建設：

●

●

●

●

●

有關廣東自貿試驗區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http://ftz.gd.gov.cn/dtyw/content/post_3960572.html#zhuyao

一是以清單形式複製推廣自貿試驗區改革創新經驗。把複製推廣廣東自貿試驗區改革創新經驗作為聯動發展區建設的首
要任務。廣東省政府會同省直和中直駐粵的相關部門梳理了在聯動發展區率先複製推廣的62項改革創新事項，涉及投資
便利化、貿易便利化、金融創新和法治服務等四個領域。同時，考慮到各個市的實際情況有差異，廣東省政府同時請13個
市對這62項改革創新經驗就是否在當地落地實施進行了綜合評估，形成了各市差異化的複製推廣清單。各個市在這62項
中，有些是準備實施五十幾項，有的實施四十幾項。接下來，廣東省商務廳將和省相關部門一起，指導各市做好清單內事
項的複製推廣工作。

二是開展聯動創新探索系統性集成性改革創新。在複製推廣廣東自貿試驗區改革創新經驗的同時，注重發揮聯動發展區
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支持聯動發展區和廣東自貿試驗區在優化營商環境、投資貿易自由便利、金融開放創新、粵港澳深度
合作等領域開展聯動創新，探索形成跨區域、跨部門、跨層級，範圍更廣、產業結合度更高、富有地方特色的改革創新經
驗。

三是強化區域合作促進產業協同發展。促進廣東自貿試驗區與聯動發展區的產業對接合作是聯動發展區建設的重要內容，
目前，廣東自貿試驗區高水準對外開放門戶樞紐功能不斷提升，已經聚集了一批在航運、貿易、金融、專業服務等領域的綜
合性服務企業和平台。接下來，廣東省政府將推動各地市加強與廣東自貿試驗區三個片區在制度、平台、產業、專案、人才等
方面的合作對接，促成各片區與聯動發展區在共用自貿區政策、搭建合作平台、共建產業專案等方面形成一批合作成果。

四是開展全產業鏈創新促進重點產業發展。一方面通過推動聯動發展區與自貿試驗區聯動合作來支援各地聯動發展區的
產業發展。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各市聯動發展區圍繞當地資源稟賦、區域優勢、特色優勢產業，開展系統性的全產業鏈創
新，謀劃在生物醫藥、航運物流、石化油氣等聯動發展區的重點發展領域研究制定相關政策舉措，爭取通過努力把各地區
的一些優勢產業打造成為百億級、千億級的產業集群。

五是積極爭取在聯動發展區實施廣東自貿試驗區有關特殊試點政策。考慮到廣東自貿試驗區享有國家和省特殊授權的試
點政策，如近期國務院賦予了自貿試驗區19條投資貿易便利化措施，省政府向廣東自貿試驗區下放了三批134項省級許可
權等。接下來，待各聯動發展區運作相對成熟後，廣東省政府考慮參照廣東自貿試驗區做法，研究向各聯動發展區下放相
關省市級管理許可權。對聯動發展區確有實際需要，但未列入複製推廣的改革創新事項，由省商務廳（自貿辦）會同省相
關單位按程式爭取國家和相關部門支持後單項實施。

粵港澳大灣區最新政策措施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市場主體住所登記管理辦法》正式
實施

由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佈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市場主體住所登記管理辦法》(下稱《辦法》)於2022年9月19日正式實
施。《辦法》對深合區企業住所登記及管理作統一規範，並且針對澳資企業及重點企業，創設了多項便利舉措，進一步優化深
合區營商環境，致力促進澳門投資者在深合區創新創業。

為推動更多澳門青年及企業到深合區發展，《辦法》完善了集中辦公區住所制度，澳門投資者出資比例超過50%的企業或經
深合區引進的重點產業企業，可以申請使用深合區商事服務局指定地址，作為企業註冊登記地址之用，使用期限為三年，該
註冊登記地址不涉及經濟成本，但不能作為企業實際經營辦公場所使用，期滿後企業必須向商事服務局申請住所變更登記，
將登記地址遷往實體地址繼續營運。

為降低經營成本，吸引更多企業在橫琴實體辦公及運營，《辦法》還設立了集群註冊的模式及制度，明確辦公場地符合建築
面積不少於2,000平方米、共享空間面積不低於一定比例、消防驗收合格等相關條件的托管機構，可申請將其場地用作集群
註冊區域，可以“工位”“卡位”形式向入駐企業提供實體辦公空間作為市場主體登記地址，並向入駐企業提供文件收遞、訊
息報送等商務秘書服務。

有關《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市場主體住所登記管理辦法》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http://www.hengqin.gov.cn/macao_zh_hans/zwgk/zcjd/content/post_3429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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