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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国务院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到 2020 年，要

形成粤港澳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

的大都市圈之一。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是粤港澳三地建设全球最具核

心竞争力大都市圈的先决条件。粤港澳三地政府在 2010 年

初达成共识，共同编制本专项规划，旨在综合未来粤港澳地

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方向、目标、重点和措施，在轨道交

通网络、信息网络、能源基础网络、城市供水等方面进行对

接，有效提高区内基础设施整体的效益，为打造粤港澳大都

市圈提供支撑和保障。

本专项规划的规划内容包括：交通、水利、能源、口岸、

信息等基础设施，规划范围为香港、澳门和广东省（以珠三

角地区为主）。规划期为 2012-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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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及合作现状

（一）发展现状。（一）发展现状。（一）发展现状。（一）发展现状。

粤港澳三地初步形成以大珠三角（即珠三角地区 9 个城

市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为核心的辐射国际、国内的对

外通道。三地各自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客货运输网络；构建了

以大珠三角为核心的辐射国内南北、中部、西南部三大方向

的通道；以港口和机场为枢纽，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连接国内

外的交通网络。跨界交通总体上实现了以口岸为节点，由多

通道、多方式组成的跨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

近年，粤港澳三地的口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规模和通

关能力持续不断提高。2011 年，进出三地相连 9 个陆路口岸

（文锦渡、沙头角、罗湖、皇岗/落马洲、福田/落马洲支线、

深圳湾、拱北/关闸、珠澳跨界工业区和莲花/横琴）达 3.21

亿人次及 1922.1 万车次。粤港之间陆路口岸以罗湖、皇岗/

落马洲、福田/落马洲支线、深圳湾为主；粤澳之间以拱北/

关闸口岸为主。口岸管理及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实现

了旅客自助查验通关和出入境车辆电子验放。

广东总体保障了对港澳的水、电、天然气供应，粤港、

粤澳签订了电力合作框架协议，基本建立天然气长期供应渠

道，供水设施逐步完善，水资源保护逐步加强。粤港澳信息

一体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基于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合作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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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情况。（二）合作情况。（二）合作情况。（二）合作情况。

粤港澳三地政府建立了多层次的协调机制，加强了沟通

联系，如内地与香港大型基础设施协作会议，粤港、粤澳合

作联席会议以及粤港澳联络协调会议等；通过建立专责小

组，加强了对跨界基础设施在规划及建设上的合作和协调。

粤港澳三地通过签订协议及有关文件，促进多项基础设

施的合作，主要有：2010 年粤港政府签订的《粤港合作框架

协议》及 2011 年初粤澳政府签订《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对

跨界基础设施有专章表述；2009 年五大机场签署了《落实珠

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行动纲领》；2008 年国家能源局

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关于能源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8 年

南方电网公司与澳门特区政府能源业发展办公室签署了电

力合作框架协议；粤港、粤澳分别签署了供水协议等等。

在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等方面，粤港澳三地合作的层次

也逐步深入。香港私营港口企业到深圳、珠海等珠三角港口

参与投资及营运；香港机场管理局在 2006 年以专营权模式

参与管理及营运珠海机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运营深圳地铁 4 号线；三地陆路相连的口岸已部分实现“一

地两检”的通关模式，公路口岸基本实现了车辆电子验放，

大部分陆路口岸和部分港口口岸已实现旅客自助查验通关，

海关部分实现了查验结果参考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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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进一步完善事项。（三）需进一步完善事项。（三）需进一步完善事项。（三）需进一步完善事项。

粤港澳三地通往西南和东部沿海地区大能力轨道交通

通道尚未贯通，对外运输能力仍然紧张。大珠三角城际轨道

交通尚未完善，各城市之间便捷的高速交通网络有待进一步

形成。

在跨界交通基础设施衔接方面，皇岗、文锦渡、罗湖以

及拱北等口岸后方城市交通与跨界客货流相互交集。珠三角

城际轨道与港澳之间的衔接项目仍有待加快推进。港口与机

场的协作存在一定困难。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衔接需要

进一步加强协调。

口岸设施服务能力亦不适应发展的需求，部分口岸高峰

时段仍超负荷运转，通关能力需进一步提高，通关模式有待

进一步完善。

安全、持续、稳定、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建设有待进一

步完善。水资源保护有待进一步加强。深入推进粤港澳信息

对接方面仍存在较多困难。

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按照粤港澳区域基础设施

整体发展的总体要求，以落实《纲要》确定的合作要求和内

容为基础，从既有合作框架、合作基础与运作条件出发，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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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创新区域基础设施合作机制与运营管理模式，从具体项目

做起，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分步实施，全面深化粤港澳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推进区域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高都市圈

整体竞争力。

（二）合作原则。（二）合作原则。（二）合作原则。（二）合作原则。

统筹推进，完善对接。加强粤港澳三地各类基础设施建

设规划的衔接。做好统筹推进和政策保障工作，加强各个层

面的沟通及协调，确保按计划推进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突出重点，有序实施。从区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基础

设施入手，以重大基础设施对接为重点，合理制定项目建设

时序。按照“轻重缓急、属地实施、同步推进”的原则，有

条不紊地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力求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的比较优势

和合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消除区域基础设施

合作的壁垒，致力推进基础设施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实现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效益最大化。

市场引导、政府推动。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要求，

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

政府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口岸运营及机制体制创新等方面

的引导作用，为广泛的合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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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目标。（三）发展目标。（三）发展目标。（三）发展目标。

按照建设世界级大都市圈的总体要求，构建粤港澳三地

基础设施整体发展的基本框架，协调区域基础设施系统规

划，推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合作，加快建设和完善区域

基础设施系统。到 2012 年，粤港澳之间地面交通基本形成

多通道、多运输方式、快速便捷的交通联系，港口、机场进

一步发展；口岸的通关能力和设施环境得到改善，高峰时期

基本能满足旅客及货物过境过关的需要。粤港澳供水、供电

体系进一步完善，港澳用水和用电安全得到进一步提高。基

于 RFID 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范围、水平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完善粤港澳都市圈内部基础设施网络，扩大粤港

澳三地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合作领域。到 2015 年，形成

轨道交通、公路、快速水运、港口、机场组成的综合交通体

系，初步实现区域交通现代化；粤港澳实现更加安全顺畅的

口岸客货通关，广东对港澳的供水、供电、供气安全稳定，

三地信息资源的共享范围和层次显著提高。

到 2020 年，粤港澳三地将形成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的

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系统，基础设施整体高效运行、

衔接顺畅，满足粤港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构建世界级大都

市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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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设施需求预测

（一）功能定位。（一）功能定位。（一）功能定位。（一）功能定位。

机场。粤港澳机场应充分发挥各自特点，优势互补，深

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巩固香港国际机场作为国际及地区

性航空中心的地位，继续打造成为成熟的国际及地区空港；

巩固广州白云机场的中心辐射地位，将其培育成为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国际枢纽机场；加快软硬件建设，将深圳机场发展

成为大型骨干机场；将澳门机场构建成为多功能中小型国际

机场的范例；继续加快珠海机场建设，打造华南地区航空产

业基地，为繁荣大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服务。

港口。充分发挥大珠三角地区港口优势，共同建设以香

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深圳港、广州港为枢纽港，其他港

口为支线港和喂给港的大珠三角国际航运群组，提升整体综

合竞争力。

（二）需求预测。（二）需求预测。（二）需求预测。（二）需求预测。

区域间客货交流量预测。根据预测结果，2015 年和 2020

年区域间客运交流量将分别达到 4.02 亿人次和 5.02 亿人

次，客流主要集中在陆路口岸；货运交流量将分别达到 1.85

亿吨和 1.98 亿吨，仍以内河水运方式为主。

区域港口集装箱交流量预测。根据表 1 预测结果，珠三

角港口与香港港口的集装箱交流量保持缓慢增长，其中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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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深圳港仍是与香港港口交流量最大的港口；同时，珠三

角港口与香港港口集装箱交流量占国际航线集装箱吞吐量

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

表 1 香港港口与珠三角港口集装箱交流量预测 （万 TEU）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实际）（实际）（实际）（实际）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

香港港口与珠三角港香港港口与珠三角港香港港口与珠三角港香港港口与珠三角港

口交流量口交流量口交流量口交流量
1005 1390 1580

香港港口与广州港的香港港口与广州港的香港港口与广州港的香港港口与广州港的

交流量交流量交流量交流量
206 386 504

香港港口与深圳港的香港港口与深圳港的香港港口与深圳港的香港港口与深圳港的

交流量交流量交流量交流量
328 370 380

香港港口与珠海港的香港港口与珠海港的香港港口与珠海港的香港港口与珠海港的

交流量交流量交流量交流量
51 91 108

香港港口与其它港的香港港口与其它港的香港港口与其它港的香港港口与其它港的

交流量交流量交流量交流量
420 543 588

区域机场客货运量预测。根据表 2 预测结果，2015 年和

2020 年大珠三角五大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 1.72 亿人次

和 2.15 亿人次，广州机场跃居区域机场旅客吞吐量第一位；

货运吞吐量分别为 763 万吨和 1057 万吨，香港机场仍然占

据货运吞吐量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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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五大机场客货吞吐量预测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实际）（实际）（实际）（实际）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

旅客旅客旅客旅客
吞吐量吞吐量吞吐量吞吐量

（万人）（万人）（万人）（万人）

广州机场 3344 6500 8000

深圳机场 2140 4100 5400

珠海机场 112 300 570

香港机场* 4859 5700 6800

澳门机场 510 560 710

货物货物货物货物
吞吐量吞吐量吞吐量吞吐量

（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广州机场 68.6 200 300

深圳机场 59.8 110 165

珠海机场 1.11 6 13

香港机场* 362.7 440 570

澳门机场 10.1 7 9

*参考《香港国际机场 2030 规划大纲》客货运量基准预测

区域间能源需求量预测。根据表 3 预测结果，2015 年和

2020 年港澳电力需求分别达到 539.4 亿千瓦时、596.6 亿千

瓦时，天然气需求量分别为 39.7 亿立方米和 55.2 亿立方米，

仍主要依靠内地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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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粤港澳能源需求预测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实际）（实际）（实际）（实际）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

电力电力电力电力

（亿千瓦时）（亿千瓦时）（亿千瓦时）（亿千瓦时）

珠三角 2574 4620 5851

香港 409 470 520

澳门 35 69.4 76.6

天然气天然气天然气天然气

（亿立方米）（亿立方米）（亿立方米）（亿立方米）

珠三角 49 430 600

香港 28 37 52

澳门 0.8 2.7 3.2

区域间供水需求预测。根据表 4 预测结果，2020 年香港

原水需求量为 10 亿立方米，2019 年澳门原水需求量为 1.13

亿立方米，仍将主要由广东供水。

表 4 粤港澳水需求预测 单位：亿立方米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
（实际）（实际）（实际）（实际）

2020202020202020年年年年

珠三角珠三角珠三角珠三角 246.4 276.0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9.56 10

澳门澳门澳门澳门 0.78 1.13（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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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发展的总体要求和战略方向

粤港澳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必须在《基本法》框

架下，充分利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设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

CEPA)、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粤港和粤澳合作联席会议

制度等平台寻求合作方式的创新；要在“一国两制”的基础

上，突出三地的共同利益及相融性和互补性，突出市场经济

制度下的跨区域要素无障碍流通和优化资源配置，突出以区

域和城市作为主要载体的合作与共赢关系，进一步深化合

作。

（一）总体要求。（一）总体要求。（一）总体要求。（一）总体要求。

根据《纲要》提出的将粤港澳三地打造成分工合作、优

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的总体目标，

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粤港澳基础设施总体规模和能力必须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构

建支撑世界级都市圈的规模强大、功能完善、网络发达的现

代化基础设施系统。

必须形成高效安全、便捷通畅的基础设施运行体系。粤

港澳三地行政体制与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必须通过运行机制

创新，形成具有运行安全、高效有序、保障有力的基础设施

系统运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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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形成衔接良好、网络完善的系统。粤港澳三地要提

高交通系统的可达性，形成快速城市客货运输网络，保证各

种运输方式运作有序、高效；要推进信息共享、确保通畅；

要推进供水、供电、供气系统一体化、网络化发展。

必须是绿色环保、集约发展。要充分发挥综合基础设施

体系整体功能，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合理利用，形成

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集约型基础设施供应增

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网络。确保

区域基础设施运行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与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二）战略方向。（二）战略方向。（二）战略方向。（二）战略方向。

构建辐射国内外两个扇面、与世界级大都市圈相适应的

高效率、低能耗、多层次、网络化综合运输体系。一是强化

连通国家与世界的交通枢纽功能。以大珠三角国际航运群组

为枢纽，将连通内陆的高速公路网、快速铁路网和高等级航

道网组成的“内陆交通网”，与联系海外的远洋航线和国际

航线组成的“海空运输网”连为一体，形成多式联运、综合

立体的对外综合运输体系，将粤港澳地区发展成为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资本集散和市场拓展的空间载体和管理中枢。二是

积极构建综合运输体系，大力发展城际轨道交通，形成以轨

道交通和高快速道路为主体的“区域快速公交网”，使区域

交通更加高效快捷，满足粤港澳区域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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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要求，促进大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加快形成。三是

推进粤港澳地区交通“无缝”衔接和互动发展。推进现有交

通网络和口岸等跨界交通基础设施的“无缝”衔接。促进大

珠三角港口之间、机场之间进一步发展和交流，加强海港与

机场的互补合作，形成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大珠三角国际航运

群组。建立粤港澳三地海关联网系统，加强口岸通关的协调

性及灵活度，加快通关速度。优化粤港澳三地交通协调机制，

探索推进相关交通标准的统一。

构建长期稳定安全的粤港澳三地能源供应体系。建立长

期稳定的粤港澳三地电力供应机制，落实送电协议；完善粤

港澳电力输送网络；建设天然气接收站及其配套管线等工

程。

建立粤港澳三地水资源开发和保护机制。根据港澳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完善供水水源、取水口、供水管

网和排水布局。共同推进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各项保障

措施的实施，加快提高西江水资源的调蓄能力，继续探讨扩

大区域内备用水库库容的可行性。

形成集约相容共享的信息格局。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要求出发，实现区域内的信息相容共享。建立区域信息

处理中心，构筑区域信息网络平台，推进区域信息整合，将

粤港澳地区建设成为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信息化水平迈入世

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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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一）增强对外通道运输能力。（一）增强对外通道运输能力。（一）增强对外通道运输能力。（一）增强对外通道运输能力。

以铁路和西江为重点，继续加强区域对外通道建设，形

成以大珠三角为核心的辐射南北沿海、中部和西南四大方向

的通道。完善京九铁路的配套建设，增强大珠三角与赣南、

淮河流域、胶州半岛的联系；加快厦深铁路建设，增强大珠

三角与长三角、海峡西岸城镇群以及华东地区的联系；加快

贵广、南广铁路建设，增进大珠三角与黔中、滇中、北部湾、

成渝城市群的联系，并向南接通泛亚铁路，联系东南亚地区；

积极推动深圳至茂名铁路、琼州海峡跨海通道前期工作；积

极实施西江干流航道整治工程，构建布局合理、层次分明、

功能完善、江海联运的大珠三角港口群，拓展西南沿海经济

腹地。

（二）加快区域交通设施建设。（二）加快区域交通设施建设。（二）加快区域交通设施建设。（二）加快区域交通设施建设。

以区域综合运输体系为核心，以跨界交通设施建设为重

点，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实现由多方式、多通道组成的

紧密连接、灵活协调的粤港澳跨界交通通道。

粤港要进一步提高皇岗/落马洲口岸、深圳湾口岸、文

锦渡口岸、沙头角口岸、罗湖口岸、福田/落马洲支线口岸

的通关能力，实现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交通在口岸与香港轨

道交通及地面道路的对接；在拟新建莲塘/香园围口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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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圳东部过境高速公路相衔接；加快港珠澳大桥建设，积

极推进广深港高速铁路福田站及相关工程建设，继续推进港

深西部快速轨道的规划研究。

粤澳要继续提高拱北/关闸口岸通关能力，重点扩建横

琴口岸双边交通通道，实现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交通在横琴

口岸与澳门轨道交通及地面道路的对接。继续推进澳门轻轨

一期工程建设，研究实施关闸拱北轨道站间人行设施衔接的

可行性方案；规划新建广佛江珠、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等城

际轨道，并在横琴口岸实现与澳门轨道交通实现无缝衔接。

港澳要继续加快推进氹仔客运码头建设，增强港澳之间

的水上客运航线，建设绿色交通，加快港珠澳大桥建设，尽

快形成珠江口东西岸之间陆路交通的连接。

（三）切实推进港口发展。（三）切实推进港口发展。（三）切实推进港口发展。（三）切实推进港口发展。

建设以香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以深圳、广州港为枢

纽港，珠海、虎门、惠州港等为支线港，中山、佛山港等其

他港口为喂给港的大珠三角国际航运中心港口群，形成功能

互补的港口、航运、物流设施和航运服务体系。根据市场需

求稳步推进珠三角集装箱专业化码头的建设，重点发展香港

港葵青港区、广州港南沙港区、深圳港盐田港区、深圳港西

部港区、珠海港高栏港区等深水港区，培育惠州港荃湾港区

等深水港区，提高珠三角地区集装箱码头装卸能力。积极推

进广州港南沙港区三期、珠海港高栏港区集装箱码头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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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港盐田西作业区集装箱码头项目，视市场需求进行大珠

三角其他集装箱泊位的规划和建设；继续加强港口集装箱运

输组织工作，大力发展水上喂给运输；以资本为纽带，按照

市场化模式运作，进一步促进粤港澳三地相互投资、参股；

以科技管理人才合作为平台，加强船期、代理、运价、信息

等方面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大珠三角港口集装箱竞争力。

（四）提升机场合作水平。（四）提升机场合作水平。（四）提升机场合作水平。（四）提升机场合作水平。

协调珠三角五大机场的发展定位及功能定位，巩固香港

国际机场作为国际及地区性航空中心的地位，培育广州白云

机场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枢纽机场，完善深圳机场在

区域中的大型骨干机场功能，加强各机场之间交通设施的衔

接，推动珠三角机场群合作发展。建立粤港澳三地航空管理

协调机制，拓展珠三角空域，促进珠三角民用航空运输业快

速发展；继续推进港深西部快速轨道规划研究，探讨连接大

珠三角五大机场的地面轨道交通连接系统，以及机场之间地

面交通的更紧密连接；继续推进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机

场扩建项目建设，并视市场需求，适时启动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的后续扩建规划和建设；继续推进香港机场的扩建工作，

适时增加处理能力；开通跨境直升机服务；鼓励以资本为纽

带，拓展机场在客货运输系统建设和服务领域合作，特别是

根据五大机场共同签署的《落实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

要行动纲领》，加强粤港澳机场在培训、机场建设管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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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广跨界直升机服务，积极推动

开通往来粤港澳的直升机航线，解决包括空域、航道、口岸

设施及审批手续等问题。

六、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一）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一）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一）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一）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

推进深圳东部连接香港的莲塘/香园围口岸建设。加快

推动港珠澳大桥口岸设计与建设。加快推进横琴口岸通关相

关政策出台。落实广深港高速铁路口岸选址及查验模式。争

取规划新建前海口岸，成为连接香港与内地的综合交通枢

纽。视港深西部快速轨道有关规划研究的情况，及时开展口

岸的研究和建设。

改扩建珠海拱北口岸，通关能力由目前的日均 15 万人

次扩大至日均 35 万人次，于 2012 年底前完成；改扩建皇岗

/落马洲、文锦渡口岸旅检场地，提高旅客过境通过能力，

于 2013 年底前完成；启动横琴口岸客货车通道安装“一站

式”电子验放查验系统，建设横琴分线管理设施。

推进珠澳跨境工业区专用口岸增加附属功能，分流拱北

口岸出境鲜活商品货运车辆，使口岸的分流作用更为科学，

功能定位更为合理，争取早日实现。

强化口岸之间的衔接，规划连接口岸的道路及公共交通

工具，包括铁路、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及的士等，为过境旅



18

客提供便捷、无缝的公交接驳服务。重点研究推进湾仔口岸

河底人行通关隧道及口岸的连接规划，争取于 2015 年完成。

（二）强化口岸电子化设施建设。（二）强化口岸电子化设施建设。（二）强化口岸电子化设施建设。（二）强化口岸电子化设施建设。

将拱北口岸客车通道“一站式”电子验放系统推广应用

到横琴口岸的车辆通关，加快推动粤港、粤澳陆路口岸车辆

通关实现电子化验放。

进一步推广应用旅检电子自助查验系统，争取于 2015

年将旅客过境口岸的电子自助查验系统由目前的 40%建设提

高到 80%。

七、完善能源、供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一）提升能源保障能力。

支持粤港澳三地有关企业在现有送电、供气协议的基础

上，续签供电、供气合同，保障电力、能源供应的稳定。

继续增加跨界电网建设，扩建粤港输电网和配套设施，

提高广东向港澳供电保障能力。

积极促进粤港共建的深圳天然气接收站建设，实现“西

气东输二线”向香港供气，提高区域内清洁能源比重。

（二）确保供水安全优质。（二）确保供水安全优质。（二）确保供水安全优质。（二）确保供水安全优质。

调整供水水源布局，研究规划珠三角西水东调和珠澳避

咸水源工程，解决珠三角水源性和水质性缺水问题。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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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等条件允许的地方建设水资源调蓄工程，优化现有供水

系统，形成多层次供水网络，提高大珠三角城市供水保障能

力。

按照“供排分流”原则，调整优化取排水布局，避免不

同城市取水、排污相互交叉混合，同时加大力度保护东、西

江饮用水取水口的自然环境，严格执行饮用水源环境保护措

施，保障对港、对澳供水安全。优化调整深圳、珠海等城市

取水、排污管网建设，保证东、西江下游水质，提高用水效

率。

调整珠三角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严格控制东江、西江

污染物总量，保障水功能区达到水质目标。加强东、西江流

域水资源监控工作，对水质安全及时进行跟踪评估。

健全和完善珠三角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机制。探索建立包

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协调机

制以及供水应急机制。

（三）深化信息领域合作。（三）深化信息领域合作。（三）深化信息领域合作。（三）深化信息领域合作。

推动粤港澳三地信息网络互联互通，在新建跨界陆路连

接线和口岸时，预留铺设通讯光缆的管道空间，支持运营商

根据需求提高光纤通信容量。

支持电子商务基础技术支撑平台建设，完善安全认证、

电子支付、RFID、信息共享标准等电子商务公用技术。支持

三地企业联合开发投资贸易信息共享和电子交易平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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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子商贸服务。

组织粤港两地数字证书认证机构选择条件成熟、需求迫

切的项目，继续推进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应用试点。粤澳

电子签名证书互认拟参考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的合作模

式，研究部署有关的互认机制，并落实试点工作组的组成及

其职责，从而开展有关的工作。

在“快易通-粤通卡”联营卡项目合作的基础上，逐步

推广应用广东省进入香港的车辆实现不停车缴费服务。

加快基于 RFID 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合作，在有

关物流企业和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开展 RFID 应用试

点。

八、粤港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

（一）交通基础设施。（一）交通基础设施。（一）交通基础设施。（一）交通基础设施。

——对外通道

厦深铁路。该项目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

横”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增强大珠三角与长三角、

海峡西岸城镇群以及华东地区的联系。该项目已经开工建

设，将于 2013 年建成。

南广铁路、贵广铁路。该项目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中西南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增进大珠三角与西南地区

及东盟地区的联系。南广铁路、贵广铁路已经开工建设，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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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14 年底建成。

深圳至茂名铁路。该项目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沿

海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强珠三角对粤西地区的辐射，

并进一步通过琼州海峡跨海工程联系海南。深圳至茂名铁路

和琼州海峡跨海工程正在加快开展前期工作，争取深圳至茂

名铁路江门至茂名段在“十二五”期内开工建设。

西江干流。西江是珠江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内

河水运规划“两横一纵两网”主骨架中的一横。目前西江干

流航道整治工程正在施工，预计 2020 年前，南宁以下干流

将全部建成 2000 吨级航道，贵港至梧州、肇庆至思贤滘的

干流建成 3000 吨级航道。

——区域及跨界陆路交通基础设施

港珠澳大桥。该项目对加强珠三角西岸地区与澳门和香

港的联系，促进珠三角东西两岸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

桥主体建造工程已于 2009 年 12 月动工，将于 2016 年底建

成通车。

广深港高速铁路。该项目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

“四纵四横”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南站至深圳北

站段已于 2011 年开通。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总里程 26 公

里，已于 2010 年 1 月底开工建设，预计于 2015 年竣工。

穗莞深城际轨道交通及港深西部快速轨道。该项目是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9 年修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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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交通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穗莞深城际轨道

已于 2008 年 12 月开工建设，将于 2015 年建成；港深西部

快速轨道的规划研究正继续推进。同时，配合深圳城市轨道

及其他公共交通的接驳，研究通过港深西部快速轨道连接前

海，探讨促进珠三角与香港轨道交通网系统的无缝连接，以

及深圳机场与香港机场的轨道交通直接快速连接。

罗湖过境通道及皇岗/落马洲过境通道的轨道交通衔

接。加快深圳地铁 9 号线建设，研究深圳地铁 1 号线、4 号

线和 9号线与香港铁路线更紧密衔接以及直接连通的可行方

案。

广深沿江高速公路。该项目广州段、东莞段已于 2012

年初建成，深圳段于 2009 年 4 月动工，争取 2013 年建成通

车。

深圳东部过境高速公路。该项目是实现粤港之间地面交

通“东进东出、中进中出、西进西出”三条过境快速通道之

一，争取于 2013 年建成。

广珠城际轨道。作为《交通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广珠城际广州南站至珠海金鼎段已建成通车，计划

2012 年全线建成通车。加快澳门境内的轨道交通建设，在拱

北口岸与广珠城际轨道通过人行设施方案实现优化衔接。同

时，通过对珠三角城际轨道珠海市区至珠海机场城际线以及

广佛江珠城际线的线位进行优化，确保广珠城际轨道在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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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与澳门轨道实现无缝衔接，争取于 2015 年之前建成。

广珠西线高速公路。该项目是珠三角西部地区的重要通

道，并通过横琴莲花大桥与澳门连接。目前广州、顺德至中

山段已经建成通车，要进一步加快未建成路段建设进度，并

尽快确定广珠西线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公路广澳并行延长

线以及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衔接方案。

京港澳高速公路广澳并行延长线。规划京港澳高速公路

广澳并行延长线工程，将京港澳高速公路延长至横琴，通过

莲花大桥实现京港澳高速公路直达澳门。目前，该项目正在

进行前期规划阶段，要加快规划及建设进程。同时，加快横

琴至机场、港口的金海高速公路前期工作进程，争取尽早开

工建设。

拱北关闸与澳门城市轨道衔接及一期建设工程。珠澳双

方要加快规划研究连接拱北关闸轨道站的人行通关通道，力

争与澳门城市轨道工程同步建成。澳门特区政府继续推进关

闸口岸的轻轨规划建设，尽快形成运输能力，分流澳门城市

道路压力。

珠海湾仔口岸海底隧道工程。为更好地利用口岸资源，

分流拱北口岸的客运压力，充分发挥湾仔口岸的通关作用，

要加快实施湾仔口岸河底人行过关隧道工程及口岸的连接

规划，争取于 2015 年建成。

氹仔客运码头。该码头的建设将缓解澳门目前外港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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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已经接近饱和的局面，并促进澳门本地客运码头的合理

布局。目前，该码头临时设施已经于 2007 年 10 月启用，要

进一步加快建设进度，争取于 2013 年建成。

——港口

研究发展香港十号集装箱码头的可行性。香港已于 2009

年 3月开展在香港青衣西南发展香港十号集装箱码头的初步

可行性研究，将视市场需求适时启动码头建设。

珠海港高栏二期。该项目规划建设 1 个 10 万吨级和 2

个 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年通过能力 180 万标准箱，码头长

度 1022 米；余下 804 米岸线按件杂货泊位建设，并预留改

造为集装箱泊位的条件；码头水工结构均按靠泊 10 万吨级

集装箱船设计。预计 2013 年建成。

广州港南沙三期。项目新建 4 个 10 万吨和 2 个 7 万吨

级集装箱泊位（水工结构均按靠泊 15万吨集装箱船舶设计），

设计年通过能力370万标箱；24个2千吨级集装箱驳船泊位，

设计年通过能力 200 万标箱，一个工作船泊位；码头岸线全

长 4178 米。项目已于 2010 年 12 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复，争

取于 2015 年前建成。同时，根据市场发展需求，适时启动

南沙集装箱码头后续项目。

深圳港盐田港区西作业区集装箱码头。项目新建 4 至 6

号 3 个 5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水工结构按靠泊 7 万吨级集装

箱船设计），扩建 3 号泊位，形成 4 个 5万吨级集装箱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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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180 万标准箱，码头岸线总长 1142 米。

目前项目已开工建设，预计“十二五”期内完工。

大铲湾集装箱码头二期。项目规划建设 7 至 10 万吨级

集装箱泊位 4 个、吞吐能力 240 万标准箱。目前尚在开展研

究论证，择机再次启动项目前期工作。同时，根据市场发展

需求，适时启动深圳港其他集装箱码头后续项目。

——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扩建工程。机场飞行区中场范围发展第一

期工程已于 2011 年第三季度启动，预计 2015 年完成。另外，

香港特区政府已原则上批准香港机场管理局采纳三跑道系

统作为机场的未来发展方案，并进行下一步的规划工作，包

括法定环境影响评估、相关的工程设计和财务安排。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第三条跑道及二号航站楼

已于 2012 年开工建设，“十二五”期内建成投入使用。同时，

根据市场发展需求，适时启动该机场后续扩建项目。

深圳机场扩建工程。该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和第二条跑

道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争取于 2013 年前建成。

开通跨界直升机服务。加快推进相关报批工作，在广州、

深圳、江门等城市开通航线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及推广跨

界直升机服务延伸到广东省其他城市的可行性。

（二）口岸基础设施。（二）口岸基础设施。（二）口岸基础设施。（二）口岸基础设施。

新建莲塘/香园围口岸。该项目是进一步提高深港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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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通过能力，促进城市规划空间合理布局发展的必要条

件。目前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改扩建拱北口岸。拱北口岸是珠澳之间人流最大的口

岸，珠海方通关流量已经严重超负荷。目前，口岸改扩建工

作已经启动，预计于 2012 年完工。

续建横琴口岸。结合珠三角城际轨道和高速公路衔接布

局方案以及澳门轻轨衔接方案对现有口岸进行扩容改造，将

横琴口岸建设成集人流、物流于一体的“大通关”口岸，创

新口岸通关制度实施“分线管理”模式，实现无缝换乘和便

利通关。优先考虑在横琴教学区与澳门之间设置便捷通行通

道，并预留中心商业区连接澳门的交通通道。

（三）能源基础设施。（三）能源基础设施。（三）能源基础设施。（三）能源基础设施。

粤港电力互联互送设施升压改造。尽快开展加强粤港电

网互联互供工作，重点研究现有400千伏线路升压改造成500

千伏电力线路的可行性。

珠澳输电通道项目。为保证南方电网对澳门 2020 年以

前的输电能力，规划在珠海和澳门间新建输电通道。计划于

2012 年建成 220 千伏澳门莲花变电站和珠海琴韵站。到 2015

年前，建成连接琴韵站至莲花站的 3 回 220 千伏电缆线路。

西气东输二线深圳液化天然气(LNG)调峰站工程。根据

国家“西气东输二线”的进展情况，加快建设广深港支干线

工程项目，推动 LNG 调峰站建设工程，提高深港天然气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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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全稳定供应保障能力。

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增建储罐项目。将增

建 1 座 16 万立方米储罐，有效提高供气保障能力及灵活性，

进一步满足香港方的用气需求。

（四）供水基础设施。（四）供水基础设施。（四）供水基础设施。（四）供水基础设施。

珠中江澳水源一体化建设。在充分利用珠海当地水资源

和水库调蓄库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澳珠供水体系，保障

珠中江澳的供水安全。

改善东江水质工程。积极规划对石马河调污工程及东引

运河进行改造，新建石马河节制闸，扩建小海河，增加东引

运河排污能力，防止石马河污水直排东江，保障对香港供水

水质。加快推进东江水资源水量水质监控系统建设。

加强西江水质监控系统建设。加强西江珠中澳等城市饮

用水取水口的水质监控系统建议，及时掌握和应对原水的水

质情况。

对澳供水管道。增加从横琴到澳门的供水管，提高对澳

门供水管线网络的安全性，增加对澳门供水的应急能力储

备。

珠三角防洪治涝体系建设。重点推进乐昌峡、湾头等水

利枢纽工程及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以及景丰联围、江新联围、

中顺联围、樵桑联围等重要堤围达标加固工程以及防洪排涝

工程，加快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继续实施珠江河口整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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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完善西北江防洪与水资源配置体系。推动西江重大防洪

及水资源调蓄工程建设，提高珠三角地区的防洪与水资源调

控能力。

九、深化粤港澳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主要措施

（一）完善协调机制。（一）完善协调机制。（一）完善协调机制。（一）完善协调机制。

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基础设施合作协调机制，在粤港、粤

澳合作联席会议框架下，争取将三地共同编制的重要跨界基

础设施建设合作计划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对涉及三地整体利

益的大型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要加强协调；定期对规划实施

效果进行评估、调整和完善。

（二）确定建设投资机制。（二）确定建设投资机制。（二）确定建设投资机制。（二）确定建设投资机制。

粤港澳三地要根据各自成本收益合理分担建设成本，对

属于政府公共投资部分的跨界交通、口岸等基础设施，按照

“以粤港、粤澳分界线为界，各自投资，共同建设，各自拥

有，各自管理”的原则进行建设和管理；对能源、供水等基

础设施项目及投资、管理模式，由三地政府主管部门签署合

作协议，保障港澳地区的原水和能源供应安全。原水供应按

现有供水协议条款执行，能源方面，由三地企业按商业化原

则通过谈判等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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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建设市场开放。（三）推动建设市场开放。（三）推动建设市场开放。（三）推动建设市场开放。

引入竞争机制，对三地跨界基础设施中需要共同投资的

项目探索向三地企业或全球公开招标。积极研究推动港澳资

本参与大珠三角城市轨道交通、跨界铁路的建设、运营和管

理。研究广深港高铁以合营公司方式营运的可行性。

（四）深化口岸通关合作。（四）深化口岸通关合作。（四）深化口岸通关合作。（四）深化口岸通关合作。

粤港澳三地口岸部门加强研究、协调、合作，在确保监

管有效的前提下，共同制定实施有利于三地人员、货物便利

流动的通关制度。在全部陆路口岸和有条件的港口口岸探索

使用旅客自助查验系统，在主要公路口岸推广车辆“一站式”

电子验放系统。积极推进口岸电子化建设，探索货物“单一

窗口”通关模式。三地应将全天通关作为政府必须提供的基

本服务，2020 年前粤港之间增加一个 24 小时通关口岸，珠

澳之间在横琴增加一个 24 小时通关口岸。

（五）实施交通（五）实施交通（五）实施交通（五）实施交通““““一卡通一卡通一卡通一卡通””””。。。。

2012年底前，广东在珠三角9市推广使用通用的公交卡。

同时以香港“八达通”卡与广东交通卡、澳门交通卡与广东

交通卡互通使用为目标，逐渐构建大都市圈通用的公共交通

“一卡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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