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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工作回顧 

 

2010 年以來，在中央的支持和指導下，粵澳雙方緊密合

作，共同起草了《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並於 2010 年 12 月

獲國務院審核同意。2011 年 3 月 6 日，粵澳雙方在北京人民

大會堂隆重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標誌著粵澳合作邁

向新的歷史階段，開啟了“一國兩制＂下區域一體化發展新

篇章。 

一、中央領導重視支持，賦予粵澳合作發展新戰略 

中央歷來高度重視和大力支持粵港澳合作。2008 年底，

國務院批准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 年）》（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將

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規劃＂，要求“堅持｀一國

兩制＇方針，推進與港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共同打造亞

太地區最具活力和國際競爭力的城市群＂，把粵港澳合作上

升為國家發展戰略。2009 年 8 月，國務院批准出台《橫琴總

體發展規劃》，提出“要逐步把橫琴建設成為｀一國兩制＇

下探索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範區、深化改革開放和科技創

新的先行區、促進珠江口西岸地區產業升級的新平台＂，為

粵澳合作開發橫琴奠定了堅實基礎。 2010 年 10 月，中央出

台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明確“深化粵港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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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戰略要求，提出“支持澳門建設

世界旅遊休閒中心，促進經濟適度多元發展＂的具體要求。 

2010 年 9 月，胡錦濤主席出席深圳特區成立 30 周年慶

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要求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擴大開放

領域，提高開放質量，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參與國際經濟

合作和競爭新優勢。2010 年 11 月，溫家寶總理親自視察粵

澳兩地並發表深情講話，希望澳門抓住實施珠三角《規劃綱

要》和《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的有利時機，加強與內地特別

是廣東省的合作，加快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培育新的優

勢產業和經濟增長點。2010 年 12 月，胡錦濤主席、溫家寶

總理在北京分別會見崔世安行政長官時表示，國家“十二

五＂規劃將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澳門的交流合作，特別是粵港

澳區域合作，支持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習近平、劉延東、廖

暉等中央領導多次就粵港澳合作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中央

的一系列重大部署和舉措，為深化粵港澳合作指明了發展方

向、開闢了廣闊空間，為研究制訂《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明

確了思路和重點。 

二、粵澳高層協商互動，共同謀劃區域合作新藍圖 

為共同落實《規劃綱要》、推進粵澳更緊密合作，促進

區域一體化發展，2010 年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

省委書記汪洋、省長黃華華與澳門特別行政區行政長官崔世

安在北京舉行工作會晤，商定共同研究制訂《粵澳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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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作為推進粵澳合作的指導性、綱領性文件。一年來，

粵澳雙方高層舉行了多次工作會晤，深入探討，凝聚共識，

共同研究部署框架協議工作。特別是就合作開發橫琴等重大

合作事項多次協商，達成合作共識，確定合作模式，明確合

作原則，共同確立框架協議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內容。 

汪洋書記、黃華華省長高度重視，多次聽取工作匯報並

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提出指導意見和具體要求，多次親自

審改和修訂框架協議文本。澳門特區崔世安行政長官親自領

導，特區政府成立專門工作小組跟進框架協議工作。2010 年

5 月，黃華華省長與崔世安行政長官在澳門共同主持召開粵

澳合作聯席會議，研究《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工作。框架協

議文本形成後，粵澳雙方高層分別向中央領導匯報了有關情

況，親自與國家有關部門溝通，得到中央領導和國家有關部

門的大力支持和充分肯定，為框架協議的出台特別是橫琴政

策創新取得突破奠定了重要基礎。崔世安行政長官藉 2010

年底到北京述職的機會，向中央領導匯報了粵澳合作情況，

拜訪了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商務部、海關總署、質檢

總局等部門，大力爭取中央支持。為爭取橫琴政策創新，按

照汪洋書記、黃華華省長的指示，朱小丹常務副省長、劉昆

副省長、招玉芳副省長多次率廣東省有關部門向國家有關部

門匯報情況、爭取支持，有力地推動框架協議各項配套政策

的出台。 



 4

三、工作層面攜手合作，探索區域融合發展新平台 

在工作層面，粵澳雙方分別由廣東省港澳辦和澳門特區

行政長官辦公室統籌協調，廣東省直單位、有關地市及中央

駐穗機構等四十多個單位，澳門特區政府二十多個部門參與

其中。雙方建立聯合工作機制，共同成立了綜合政策、基礎

設施建設、產業協同發展、優質生活圈、法律事務交流、營

商環境建設、推進橫琴開發、創新合作方式等八個專題研究

小組，深入開展專題調研，廣泛聽取兩地政府部門、民間團

體、研究機構等各方意見。兩地社會各界廣泛認同並積極參

與，提出了許多寶貴的意見建議。2010 年 4 月，雙方工作小

組在澳門舉行調研座談會，澳門特區政府統籌澳門政府部

門、工商企業、新聞傳媒、研究機構、高等院校等社會各界

代表參與，廣泛聽取各界意見建議，為制訂框架協議提供了

有力支持。 

經過前期廣泛深入的專題調研，在梳理各專題研究小組

調研報告和匯集各方意見的基礎上，2010 年 5 月，雙方起草

工作小組共同起草了《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徵求意見稿）》，

先後 4 次徵求雙方有關部門意見，多次反覆修改完善。2010

年 6 月，雙方起草工作小組在廣州舉行工作會議，共同修改

形成《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送審稿）》，於 2010 年 7 月正式

上報國務院審批。 

國務院領導非常重視和支持，親自批閱並對《粵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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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協議（送審稿）》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進一步修改完善，

充實支持澳門經濟適度多元發展的內容。按照國務院領導的

指示精神，粵澳雙方攜手深化研究，組織有關部門從七個方

面開展專題研究，提出更加務實、具體和可操作的政策措

施。2010 年 9 月，粵澳雙方在廣州舉行框架協議論證會，邀

請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港澳辦、澳門中聯辦等參會，共

同研究論證和修改完善框架協議。經過深入研究和綜合各方

意見，雙方共同修改形成《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送審二稿）》，

於 2010 年 10 月再次上報國務院審批。 

四、國家部委參與指導，研究出台粵澳合作新政策 

為貫徹落實《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在制定框架協議過

程中，粵澳雙方提出了橫琴分線管理、海關特殊監管、稅收

優惠等政策創新。制定和審批框架協議的過程，也是橫琴政

策的研究提出、上下溝通、爭取支持過程。框架協議和橫琴

政策創新得到了國務院辦公廳、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

海關總署、國稅總局、國務院港澳辦、澳門中聯辦等國家有

關部門的大力支持。2010 年 5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

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質監總局、國務院研究室、

口岸辦等 8 個國家部門組成專題調研組，到珠海橫琴進行專

題調研和考察，研究落實橫琴開發有關政策創新工作。 

2010 年 7 月，國務院領導對《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送審

稿）》作出批示後，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港澳辦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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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部門積極參與並指導粵澳雙方開展修改完善工作。2010

年 10 月，粵澳雙方再次向國務院上報《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送審二稿）》，國務院充分徵求了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家發

展改革委、國務院港澳辦等 48 個部門的意見，多次召開部

門協調會，組織力量進行修改完善。2010 年 12 月，在澳門

回歸祖國十一周年前夕，國務院審核同意《粵澳合作框架協

議》，揭開了粵澳緊密合作、融合發展的新篇章。 

《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明確了粵澳合作開發橫琴的基本

模式，也為推進橫琴開發留下了政策創新的巨大空間。國務

院高度重視和支持橫琴開發，著力為澳門經濟適度多元發展

拓展廣闊空間。2010 年 12 月，國務院領導親自主持召開會

議，專題研究框架協議提出的有關橫琴創新政策，協調國家

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等部門，就橫琴

海關特殊監管、分線管理、稅收優惠等政策進行專題研究，

細化框架協議的相關政策。目前，國家有關部門正密鑼緊鼓

研究橫琴各項創新政策，爭取盡快出台配套政策，為橫琴開

發和澳門經濟適度多元發展注入新的強大動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