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深圳刷新定位：建設先行示範區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於 8月 9日印發《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

示範區的意見》(下稱《意見》)，為深圳勾畫出了透過高品質發展打造國際一流創

新型城市的藍圖。《意見》罕見地由中共中央及國務院聯合發文，屬同類文件中

的最高規格，反映了中央對深圳未來的發展高度重視。 

政策導讀 

 深圳作為中國的經濟特區之首，近 40 年來的發展舉世矚目，其本地生產總值

從 1979 年的不足 2 億元人民幣迅猛增長至 2018 年的 24,000 億元；締造了中

國最亮眼的「經濟奇蹟」，從籍籍無名的小漁村躍升為內地開放程度最高的創

科之都。隨著內地越來越多主打經濟改革的自由貿易區的崛起，深圳近年亦面

對「如何讓特區更特，敢問路在何方」的發展問題。 

    此次《意見》的出台，正是中央對深圳未來發展作出重新定位，不僅是對

其作為改革先鋒地位的再度確認，亦是委與重任，提出更高層次的要求，冀望

深圳能夠在國家發展的新時期繼續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從「經濟特區」到「先

行示範區」，深圳的建設目標已不停留於「國內一線城市」，而是要分三步走，

於 2025 年躋身全球城市前列，2035 年建成具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

都，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 

 顧名思義，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不但要繼續「先行先試」，保持先拔頭

籌的優勢，更要強化其作為改革開放「樣板」和「標桿」的示範功能；深圳的

發展模式與制度改革不僅要符合其自身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還要可供複製為全

國的發展範本，以點帶面推動國家整體的現代化發展。 

 觀乎《意見》的內容，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有五大戰略定位，即高質量發展高

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桿和可持續發展先鋒。當中，

法制、文明及民生在過往內地的發展規劃中較少提及，卻又是中國在發展新時

期亟需提升的重點領域；深圳作為示範區，今後將在更高層次和更廣闊的範疇

上，肩負起開放前鋒和改革探險者的角色；除了要在科技創新方面繼續保持領

先外，更要在經濟與社會制度的創新上「開山闢路」。 

    這一點亦反映在《意見》指出深圳將為多項重大的制度改革探索方向。例

如，將實行更加開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進和出入境管理制度；探索完善產權制

度，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完善創業板發行上市、再融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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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購重組制度，創造條件推動註冊制改革；開展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

驗；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等。 

 當然，高質量發展位列五大戰略定位之首，意味著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依然

是深圳的重中之重。在具體要求上，《意見》表明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及「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結合自身的條件，深圳除了要發揮長處，

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主陣地，加快發展 5G、人工智慧、網路空間科學、

生命資訊與生物醫藥、海洋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外，還必須在文化、教育及

醫療等薄弱環節上「補短板」，包括探索教育體制改革，擴大中小學教育規模；

構建整合型優質醫療服務體系和創新型醫保制度，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醫學人才

培養、醫院評審認證標準體系，放寬境外醫師到內地執業限制；建設一批重大

公共文化設施等。 

 值得留意的是，《意見》對深圳金融業的發展前景亦著墨不少；例如，提出深

圳要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金融產

品互認、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管、試點深化外匯管理改革、開展數位貨幣研究

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以及發展綠色金融等。 

 《意見》另一個備受關注之處是它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頒布；在內地近年

發佈的區域發展的政策文件中，只有《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等「國策級」

的發展規劃才能獲此最高規格的「待遇」。 

   《意見》「橫空」出台，中央「高調」為與香港存有「瑜亮情結」的深圳

加持，加上文件宣佈的時間點正值香港發生社會震蕩之際，有分析將其解讀為

「敲響了深圳將取代香港的警鐘」。其實，《意見》的起始部分就強調，深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將「有利於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豐

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踐」；文件的結尾在闡明政策的實施機制時，亦

明確指出深圳的發展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領導下」。從中亦可看

到，中央仍是將深圳的發展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大棋盤」中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文件中 18 次提到了「香港」或「大灣區」，而作為主角的深

圳則出現 35次。即使是最令外界認為是「動了香港的乳酪」的金融發展政策，

《意見》中羅列的措施主要是基於深圳現有的優勢進行設計，例如與科技在金

融業的應用、與港澳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和協調等；對香港來說，應是互補多

於競爭。 

 當然，如果從城際競爭的角度看，《意見》的出台對香港難免有警示的意味。

香港具有與世界接軌的法律、營商制度以及資金、貿易、資訊和人才高度自由

流通的優勢，內地城市短時間內仍難以望其項背。但亦須留意，《意見》已賦

予深圳在法治、金融以及人才引進、城市文明等多項社會制度進行探索的任

務，不能排除「先行示範區」未來在某些方面會有「彎路超車」的可能性；更

何況當前香港正面對嚴峻的發展挑戰，更須謹記「沉舟側畔千帆過」的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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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近四十年間，香港和深圳之間的產業關係從最初的「前店後廠」、

垂直分工，演變成現在的水平分工和錯位發展；這兩個締造叱吒世界舞台的「龍

兄虎弟」一直能夠攜手共進，締造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實有賴於二者能夠相

濡以沫、靈活補位，在緊密參與彼此的發展過程中為自身開創出更大的發展空

間。今後，香港應如何繼續利用自身的優勢，去配合、參與甚至引導粵港澳大

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的建設，在區域的動態競合中趨利避害，邁上更高的發

展台階，確實值得各方深思。 

文件看點 

   《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的要點摘錄如下： 

1. 發展目標 

 2025 年：經濟實力、發展品質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

力世界一流，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和生態環境品質達到國際先

進水準，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2035 年：高品質發展成為全國典範，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世界領先，建成具有

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 

 本世紀中葉：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先進城市之林，成為競爭力、創新

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 

2. 戰略定位及推行策略 

(1)  高品質發展高地：率先建設體現高品質發展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支持深圳強化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優勢，以深圳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

學中心，在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中發揮關鍵作用。 

 支持深圳建設 5G、人工智慧、網路空間科學與技術、生命資訊與生物醫藥實

驗室等重大創新載體，探索建設國際科技資訊中心和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 

 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行動，夯實產業安全基

礎。 

 探索智慧財產權證券化，規範有序建設智慧財產權和科技成果產權交易中心。 

 支持深圳具備條件的各類單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設立科研機構，推動建立全

球創新領先城市科技合作組織和平台。 

 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未來通信高端器件、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領域創建

製造業創新中心。 

 開展市場准入和監管體制機制改革試點，建立更具彈性的審慎包容監管制度，

積極發展智慧經濟、健康產業等新產業新業態，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

區。 

 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研究完善創業板發行上市、再融資和並購重組制

度，創造條件推動註冊制改革。 

 支持在深圳開展數位貨幣研究與移動支付等創新應用。促進與港澳金融市場互

聯互通和金融（基金）產品互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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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上先行先試，探索創新跨境金融監管。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探索完善產權制度，依法有效保護各種所有

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 

 支持深圳開展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驗。 

 高標準高品質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

制。支持深圳試點深化外匯管理改革。 

 推動更多國際組織和機構落戶深圳。 

 支持深圳加快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按程式組建海洋大學和國家深海科考中

心，探索設立國際海洋開發銀行。 

 進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不斷提

升對港澳開放水準。 

 加快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探索協同開發模式，創新科技管理機制，促進

人員、資金、技術和資訊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推進深莞惠聯動發展，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互動，創新完善、探索推廣深

汕特別合作區管理體制機制。 

(2)  法治城市示範：率先營造彰顯公平正義的民主法治環境 

 用足用好經濟特區立法權，在遵循憲法和法律、行政法規基本原則前提下，允

許深圳立足改革創新實踐需要，根據授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變

通規定。 

 健全政企溝通機制，加快構建親清政商關係，進一步激發和弘揚優秀企業家精

神，完善企業破產制度，打造法治化營商環境。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制度，推進「數

位政府」改革建設，實現主動、精准、整體式、智慧化的政府管理和服務。 

 改革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和公正監管制度，推進「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推行

信用監管改革，促進各類市場主體守法誠信經營。 

 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率先構建統一的社會信用平臺。 

 加快建設智慧城市，支持深圳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資料中心。 

 探索完善資料產權和隱私保護機制，強化網路資訊安全保障。 

(3)  城市文明典範：率先塑造展現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現代城市文明 

 支持深圳實行更加開放便利的境外人才引進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允許取得永久

居留資格的國際人才在深圳創辦科技型企業、擔任科研機構法人代表。 

 支持深圳舉辦國際大型體育賽事和文化交流活動，建設國家隊訓練基地，承辦

重大主場外交活動。 

 支持深圳規劃建設一批重大公共文化設施，鼓勵國家級博物館在深圳設立分

館，研究將深圳列為城市社區運動場地設施建設試點城市。 

 鼓勵深圳與香港、澳門聯合舉辦多種形式的文化藝術活動，開展跨界重大文化

遺產保護，涵養同宗同源的文化底蘊，不斷增強港澳同胞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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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大力發展數字文化產業和創意文化產業，加強粵港澳數字創意產業合作。 

 支持深圳建設創新創意設計學院，引進世界高端創意設計資源，設立面向全球

的創意設計大獎，打造一批國際性的中國文化品牌。 

 用好香港、澳門會展資源和行業優勢，組織舉辦大型文創展覽。 

 推動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豐富中外文化交流內容。 

 有序推動國際郵輪港建設，進一步增加國際班輪航線，探索研究簡化郵輪、遊

艇及旅客出入境手續。 

(4)  民生幸福標桿：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用共同富裕的民生發展格局 

 支持深圳在教育體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試，高標準辦好學前教育，擴大中小學教

育規模，高品質普及高中階段教育。 

 充分落實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加快創建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 

 建立健全適應「雙元」育人職業教育的體制機制，打造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加快構建國際一流的整合型優質醫療服務體系和以促進健康為導向的創新型醫

保制度。擴大優質醫療衛生資源供給，鼓勵社會力量發展高水準醫療機構，為

港資澳資醫療機構發展提供便利。 

 探索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醫學人才培養、醫院評審認證標準體系，放寬境外醫師

到內地執業限制，先行先試國際前沿醫療技術。 

 實施科學合理、積極有效的人口政策，逐步實現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

化。健全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體系，構建高水準養老和家政服務體系。 

 推動統一的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臺率先落地，形成以社會保險卡為載體的「一

卡通」服務管理模式。 

 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建立和完善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長效機制，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與人才住

房制度。 

(5)  可持續發展先鋒：率先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典範 

 落實生態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

加強生態環境監管執法，對違法行為「零容忍」。 

 構建以綠色發展為導向的生態文明評價考核體系，探索實施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核算制度。 

 完善環境信用評價、資訊強制性披露等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健全環境公益訴訟

制度。 

 加快建立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的經濟體系，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

系，大力發展綠色產業，促進綠色消費，發展綠色金融。 

2019年 9月 9日 

                                                                                                        

以上資料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秘書處編寫，內容僅供內部參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政策研究部。 

電話：2542 8611；傳真：3421 1092；電郵：research@cma.org.hk 

mailto:research@cma.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