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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 灣區

約百萬平米產業空間可招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羅湖提出「過境土地」開發設想，加快對接

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在24日舉行的2022年深圳市羅湖區招商大會上，羅湖區委常

委、常務副區長左金平在介紹羅湖產業政策時表示，將在商貿方面深化深港合作，未來將通過開發

過境土地爭取免稅、跨境商貿等特色政策，推動家居、建材等企業跨境經營，搶佔香港「北部都會

區」建設的巨大增量。對此，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開發「過境土地」面臨土地性質改

變以及如何處理歷史遺留建築物等問題，但解決以後，能夠為深港進一步融合提供新的空間，前

景值得期待。

在當天舉行的活動中，10月下旬羅湖區正
式公布的「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作為

三大重點片區之一亮相。羅湖區委常委、副區
長夏東介紹，發展區將打造國際消費樞紐引領
區、深港科技服務業跨境合作區、深港先進製
造業協同發展區，做大跨境流量經濟，推動深
港在商貿消費、商務服務、特色金融、科技服
務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打造深港現代商貿升
級合作區。
其中在商貿消費方面，羅湖提出將通過開發
「過境土地」，爭取免稅經濟、跨境商貿等特
色政策，推動家居、建材等企業跨境經營，服
務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的巨大「增量機
會」，將龐大的深港人流轉變為消費流、資金
流。
根據1997年公布的中國國務院第221號令、
2017年深港兩地政府簽署的《關於港深推進落
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深圳
河治理後以新河中心線作為港深兩地的區域界
限，因治理深圳河裁彎拉直後的「過境」土
地，原位於深圳市行政區域的4幅地塊，面積
共約91公頃納入香港特別行政區。而原位於香
港行政區域的5幅地塊（見示意圖），面積共
約12公頃，則納入深圳市行政區域範圍，相關
土地的業權歸深圳市政府所有。

專家：土地業權雖明確 性質尚需改變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
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認為，羅湖區的「過境
土地」業權雖然明確，但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和城市總體規劃中還未全部調整為建設用地，
如果開發需要改變土地性質。此外，這些土地
周邊有海關、邊檢、邊防、口岸等部門所屬特
殊用地，這些歷史遺留建築物要處理需要爭取
更高層級來解決。
他指出，羅湖作為最早建成區，新的地塊十
分難得，而這些過境地塊臨近口岸，恢復通關
以後相信會成為人流量很大的地方。「隨着香
港『北部都會區』開發，口岸將成為經濟節
點，在這裏開發新的空間，價值很大。」他表
示，羅湖本身生活氛圍比較濃厚，是商貿業大
區，羅湖爭取免稅政策有利於吸引高端消費人
群，且羅湖一向是港人比較喜歡居住的片區，
推動跨境商貿發展，能夠進一步吸引港人生活
和消費。

深家居商戶冀增在港人手
針對羅湖將推動家居、建材等企業跨境經
營，在羅湖水貝建材市場經營櫥櫃訂製10來年
的商戶黃先生表示，羅湖的建材市場相當一部
分客戶來自香港，自己的客戶中超過六成為港
人，允許跨境經營對企業來說是一大利好。他
指，過去3年中，頭两年因為疫情，香港客戶
訂單大為減少，但過去一段時間隨着香港正在
逐步走出疫情的影響，香港訂單又逐漸增加了
起來。
「過去香港客戶的訂單主要以整體櫥櫃組裝

為主，相比內地客戶直接運送板材安裝成本較
高，若能跨境經營，希望在香港增加人手，推
廣內地的訂製模式，打造一些更具性價比的產
品。」
此外，在商務服務業方面，羅湖以會計、諮
詢等作為深港產業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突破
口，對新引進的港資商務服務業企業，最高扶
持200萬元（人民幣，下同）；鼓勵同港澳設
立聯營企業，一次性獎勵50萬元。在金融方
面，羅湖將繼續在深港金融規則銜接方面先行
先試，打造香港金融機構北上的「橋頭堡」。
對新設立的外資金融機構給予落戶獎和開辦
費，最高扶持1,1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羅湖近來推動深港合作實招頻
出。10月發布《加快羅湖深港深度融
合發展區建設實施方案》，明確以9.5
平方公里的口岸片區為核心，聚焦基礎
設施聯通、人才交流暢通、要素跨境融
通、產業發展共融、公共服務交融以及
文化交流心融6大方面，提出了含45項
具體舉措的實施方案。僅過月餘，深
港深度融合發展區細化空間布局迅即
亮相。
在24日舉行的2022年深圳市羅湖區招
商大會上，羅湖區委常委、副區長夏東
介紹，深港深度融合發展片區以羅湖、
文錦渡、蓮塘三大口岸為核心，是深圳
與香港陸地接壤面積最大的區域，也是
深圳全市20大重點開發建設區域中最具
港味的區域。
這裏有1個高鐵站、1個長途汽車站、

7條軌道，與香港東鐵線無縫接駁，1小

時直達香港島，交通發達。融合發展區
共有5塊土地，總佔地面積超16公頃，
明年預計釋放9.6公頃。

讓港人「走過來留下來融進來」
除土地外，片區近期可用於招商的優

質產業空間約100萬平方米，具體包括
京基100大廈提供產業空間6萬平方米、
世界金融中心提供產業空間2.2萬平方
米、大中華環球經貿中心提供產業空間
17萬平方米、友誼城提供產業空間7萬
平方米等。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
區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認為，發
展區三大定位符合羅湖的特色，一方面
羅湖的商貿基礎比較雄厚，利於發展國
際消費。
此外，深圳服務業發達，圍繞深港兩

地科創方面的合作發展科技服務業，能
夠實現錯位發展。

至於先進製造業協同發展區，現時香
港在蓮塘香園圍口岸附近規劃建設多個
工業園區，羅湖正好可以銜接協同發展
先進製造業。
羅湖區區長范德繁在會上亦特別強調

將做好深港合作的「文章」，最大限度
發揮羅湖優勢，最大誠意服務港人港
企。
他指出，接下來羅湖將加快推進羅湖

口岸、文錦渡口岸地區整體升級改造，
積極推動文錦渡口岸生鮮貨運功能轉
移，推動深港深度融合展示中心、深港
青年創客中心等一批重點民生項目落地
實施，真正讓港人「走過來、留下來、
融進來」。
范德繁稱，在服務港人方面，羅湖已
率先出台政策支持港澳專業人才創業就
業，建立4個粵港澳人才合夥人基地，並
實現「港人服務中心」10個街道全覆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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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深圳推進深港合作概覽
羅湖

◆10月19日，羅湖正式發布了《加快羅湖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建設實施方案》

以9.5平方公里的口岸片區為核心，聚焦基礎設施聯通、人才交流暢通、要素跨境融通、產業發展共融、公共
服務交融以及文化交流心融6大方面，提出了含45項具體舉措的實施方案。

◆11月3日，羅湖攜手深圳人行，共同簽署《共建「深港消費金融高質量發展示範工程」合作備忘錄》

內容涵蓋便利居民跨境支付結算，豐富跨境投融資渠道，完善企業跨境金融服務，吸引境外資本投向羅湖等
11條政策，為深港澳居民、跨境電商從業者、在深涉外企業或有意跨境投資者等群體帶來利好。

◆11月15日，深港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在羅湖區婦兒活動中心揭牌，並發布深港家庭服務「1+N」計劃，提供包括
「舒心驛站」「創業空間」「家事調解」等港式社會服務。

◆11月24日，羅湖發布新的「1+3+N」的產業政策體系，在商貿消費、特色金融、服務業等領域探索深港協
同。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空間布局亮相。

前海

◆7月，前海推出惠港9件實事，涉及住房、就業、金融、科創、民生等九個方面，支持港青就業創業，便利港
人港企發展。

◆8月，前海發布《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支持科技創新實施辦法（試行）》

對港澳高校在前海設立孵化機構，促進人才創新創業予以支持，對港澳團隊佔比不低於70%的，優先在前海
深港青年夢工場等載體安排空間支持，為港澳人才提供住宿、交通等一站式配套服務。

◆9月，前海實施《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支持新型研發機構管理辦法（試行）》

支持企業、港澳高校、港澳研發中心建設新型研發機構，打造港澳與內地科技協同研發與成果產業轉化的創
新平台，港澳企業或高校在前海設立新型研發機構，有望獲得最高每年1,000萬元人民幣的資金支持。

◆9月，前海聯合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布關於支持前海深港風投創投聯動發展的十八條措施，支持深港風投
創投聯動發展，服務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11月，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和前海共同發布「2023年深港聯合招才引智計劃」，雙方將在未來一年攜手開展
多場招才引智活動，促進港深人才交融交往，吸引更多高端國際人才到深港發展。

河套
◆7月，河套合作區面向粵港澳大灣區發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聯合政策包》、《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區深圳園區技術攻關及產業化創新若干支持措施》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支持港澳青年實習
就業與創新創業資助計劃》三大政策，支持深港產學研協同，助力科學研究「從0到1」基礎上，催生更多
「從1到100」的應用突破，推進深港共同打造國際創科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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