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 

泛珠三角區域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九個省區和香

港、澳門兩個特別行政區（簡稱“ 9+2＂ ）。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加快發展的大背景下，加强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是我們的共同

願望和要求，也是我們抓住本世紀頭二十年發展戰略機遇期的現實選擇。這對于促進港澳經

濟社會繁榮發展，擴大內地省區對內對外開放，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步伐，增强區域整體

實力和競爭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略意義。 

爲推動合作事項的落實，經各方政府協商一致，特制訂本框架協議。 

   

第一條 合作宗旨 

按照“一國兩制＂方針，參與合作的內地省區與香港、澳門開展合作，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和全國統一的相關法律、法規，合作在《內地與香港關于建立

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內地與澳門關于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框架內進行。根

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總體要求，堅持區域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充分發揮各方的

優勢和特色，互相尊重，自願互利，按照市場原則推進區域合作，拓寬合作領域，提高合作

水平，形成合作互動、優勢互補、互利共贏、共同發展的格局，拓展區域發展空間，共創美

好未來。 

   

第二條 合作原則 

（一）自願參與。各方本著發展的共同願望自願參加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並在合作框架中享

有發展的平等地位和權利。香港、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及其餘協議各方有權根據法律、政策

和需要，參與本協議全部或部分的合作項目。 

（二）市場主導。按照“市場運作，政府推動＂的方式推進區域合作。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

區域經濟發展中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企業作爲合作的主體，依法自主决策投資經營。政

府主要是創造良好發展環境，引導區域合作發展方向。 

（三）開放公平。堅持合作的公平、開放，堅持非排他性和非歧視性。打破地區封鎖，促進

市場開放，加强溝通交流，促進共同發展。 

（四）優勢互補。充分發揮各方的比較優勢和合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加强經濟資

源、産業建設、科技文化教育、人才培養交流等方面的優勢集成與互補。 



（五）互利共贏。各方應主動改善合作環境、深化合作內容、落實合作措施、提高合作效益

和水平，推動加快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實現互利共贏。 

   

第三條 合作要求 

各方政府著重從下列四個方面推動合作發展： 

（一）創造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促進生産要素的合理流動和優化組合。 

（二）加强基礎設施建設的協調，推動解决發展過程中相互關聯的重大問題。 

（三）動員和組織社會各界共同推進，逐步構築泛珠三角區域發展的著名品牌，增强區域的

整體影響力、競爭力。 

（四）共同促進可持續發展。 

   

第四條 合作領域 

（一）基礎設施。 

1. 能源。各方積極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內能源領域建立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積極實施“西電

東送＂等國家能源發展戰略，加快能源建設項目的合作開發，鼓勵省際間煤炭、天然氣等能

源的産銷合作，實現區域內資源優勢與市場需求的結合。 

2. 交通。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按照國家統一規劃，加快構建適應區域合作發展要求的

綜合交通網絡，逐步實現區域內交通運輸一體化。 

——公路。加强省際高速公路、國省道建設規劃和港澳路網發展規劃的銜接，加快跨省、跨

境和出海通道的建設，構築和完善區域公路交通運輸網絡。 

——鐵路。進一步完善區域內鐵路發展規劃，構建區域鐵路運輸快達網絡。加快雲南國際鐵

路、東南沿海鐵路等列入國家發展規劃的跨省（區）鐵路項目的建設，加快廣深港高速鐵路、

珠三角城際軌道的建設及與港澳的銜接。 

——航空。加强各地航空公司間、機場間的合作，增加區域內飛行航綫，促進區域內客貨快

速運送。 

——航運。研究制訂區域航運發展規劃，促進區域內河航運、海運事業發展及與其他運輸系

統的銜接。 



——加快港珠澳大橋規劃、論證、建設進度。 

3. 管道。按照國家規劃，積極推動區域內輸油、輸氣管道建設步伐。 

（二）産業與投資。各方承諾加强協調，營造公平、開放和富有吸引力的投資環境，建立透

明、便利、規範的投資促進機制。支持區域內企業間開展技術、生産、投資合作，形成優勢

互補、協作配套、共同發展的産業布局，提高整個區域的産業水平。 

（三）商務與貿易。各方承諾加强信用建設，消除限制商品流通的地區障礙，建立健康、規

範、有序的市場秩序。鼓勵區域內貿易的合作與發展，共同推進落實《內地與香港關于建立

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內地與澳門關于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國家指導下，

依照內地與港澳《安排》的有關內容，在泛珠三角區域內推行工業製品和農產品質量標準、

檢驗檢測標準和認證標準的互認，加强地方和企業標準制訂合作，互相認同法定檢驗單位出

具的鑒定結果，促進商品自由流通。 

（四）旅游。各方支持全面推進區域旅游合作，共同研究制定區域旅游發展戰略和市場開發

策略；建立區域旅游信息庫；構建區域旅游網絡營銷系統，創建旅游電子商務服務平臺；共

同策劃和推廣區域精品旅游綫路，樹立區域旅游形象，打造區域旅游品牌。 

（五）農業。各方同意建立穩定的糧食及其它農產品的購銷關係，開闢區域農產品“綠色通

道＂，支持建立農業龍頭企業對接機制，加强農業科技開發、特色農業開發，以及農產品生

産、加工、銷售的合作，促進食品安全體系的建立。 

（六）勞務。各方同意加强勞務合作，開展勞動力供求信息傳遞交流和勞務輸出輸入組織合

作，促進勞動力規範有序合理流動，協調解决勞務人員的合法權益保護和相關的日常管理工

作。建立和完善勞動力職業技能培訓、技工教育、職業技能鑒定和資格認證制度。提高區域

內勞動力素質。 

（七）科教文化。加强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與教育資源應用的合作，加强文化和人

才交流。加快推進科技文獻、科技信息、專家庫、動植物資源和水文資源等基礎性科技教育

資源的聯網共享；加强協調，建立區域科技創新體系；以高新技術及産業化開發爲主，逐步

建立區域科技項目合作機制和成果轉化平臺，推進區域産業協作和戰略合作聯盟。 

（八）信息化建設。各方支持建設區域信息化交流網；加强與國家及國際相一致的電子商務

規則標準和法規等方面的建設；建立區域信息交流協作機制，加强區域信息技術的研發和應

用合作，實現資源共享。 

（九）環境保護。各方同意建立區域環境保護協作機制，在清潔生産、水環境保護、生態環

境保護、大氣環境保護等方面加强合作，制定區域環境保護規劃，加大珠江流域特別是中上

游地區生態建設力度，强化區域內資源的保護，提高區域整體環境質量和可持續發展能力。 



（十）衛生防疫。各方同意建立衛生防疫協作機制，一旦發生疫情，依法及時如實通報，協

同疫病防控組織工作和疫病防治科技攻關。 

上述合作領域所列僅爲原則性內容。涉及各方或部分地方的跨省（區）具體合作項目，由各

地方政府或企業在其後的協議或合同中商定。 

   

第五條 合作機制 

爲保證有效開展合作，拓展合作渠道，各方同意建立合作協調機制。 

（一）建立內地省長、自治區主席和港澳行政首長聯席會議制度。每年舉行一次會議，研究

决定區域合作重大事宜，協調推進區域合作。 

（二）建立港澳相應人員參加的政府秘書長協調制度。協調推進合作事項的進展，組織有關

單位聯合編制推進合作發展的專題計劃，並向年度行政首長聯席會議提交區域合作進展情况

報告和建議。 

設立日常工作辦公室，負責區域合作日常工作。九省（區）區域合作的日常工作辦公室設在

發展改革委（廳），香港、澳門特別行政區由特區政府確定相應部門負責。 

（三）建立部門銜接落實制度。各方責成有關主管部門加强相互間的協商與銜接落實，對具

體合作項目及相關事宜提出工作措施，制訂詳細的合作協議、計劃，落實本協議提出的合作

事項。 

   

第六條 論壇安排 

各方認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論壇＂是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平臺，按照“聯合主辦、

輪流承辦＂的方式舉辦。該論壇與聯席會議有機結合，原則上每年舉辦一次。下一届論壇承

辦方在當次論壇議定。論壇的規模、形式由承辦方提出建議方案，經秘書長協調會議商定。

統籌協調泛珠三角經貿合作洽談會與九省區各自組織的赴港澳地區招商洽談活動，泛珠三角

經貿合作洽談會原則上每年舉辦一次，方案由論壇承辦方提出，經秘書長協調會議商定。 

   

第七條 本協議二○○四年六月三日于廣州簽署。一式十一份，簽署各方各執一份。 

   

第八條 各方代表簽字： 



福建省人民政府 

江西省人民政府 

湖南省人民政府 

廣東省人民政府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 

海南省人民政府 

四川省人民政府 

貴州省人民政府 

雲南省人民政府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 

   

備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于 2004 年 6 月 3 日在廣州正式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