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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3_E6_8B_9F_E4_c57_612549.htm 7月3日，《深圳市城

市总体规划(2007-2020)》(以下简称《规划》)获得了省政府常

务会议的原则通过。会议对这部《规划》给予了高度评价，

也同意了《规划》中对“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等

深圳未来城市性质的表述。这是深圳在城市发展性质方面的

一个重大突破。 昨天，市规划局就《规划》中的深港合作与

区域协调、区域交通设施，以及在此前公示期间曾被公众忽

视的综合防灾减灾等内容进行了再次解读。 深圳将是创新型

综合经济特区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继这部规划在广东

省层面得到认可后，还将争取在年内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

规划》中对于深圳的城市性质，是这样概括的：创新型综合

经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

际性城市。 深圳的主要城市职能是：国家综合改革的经济特

区，践行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的示范城市；国家支持香港繁

荣稳定的服务基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共同发展的国际

性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文化产

业基地；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边境口岸；具有滨海特

色的国际著名旅游地。 据了解，在去年底、今年初面向社会

公示的《规划》草案中，深圳的城市性质为“创新型综合经

济特区，华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

大都会。”而在省政府批准之后，在具体表述上则发生了微

妙的变化，“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大都会”变成了“与香

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 “后一种表述更严谨，也可以



避免一些理解上的误差。过去的提法，是为了对应香港方面

提出的‘亚洲国际都会’的提法。现在的提法则更为强调深

圳自身的努力方向。”一位规划师解释。 粤港澳合作深圳要

先行先试省政府常务会议在审查这部规划时认为，这部符合

省级的上层次规划，也符合深圳市的发展方向。省委、省政

府还进而提出要求，深圳这一轮发展要体现出在粤港澳合作

方面的先行、先试、先导作用。 《规划》对深港合作作了具

体安排，主要包括七个方面：推进深港金融深度合作建立健

全深港金融合作机制，培育共同的资本市场，支持香港巩固

和发展其作为中国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深圳建

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积极建设深港创新圈加强两地企业、科

研机构及高校之间在生产研发、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等

领域的交流合作，鼓励和引导人员、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

的流动，携手打造创新产业中心。加强与香港在支柱产业发

展的合作依托深圳对内地的联系优势和香港对国际的联系优

势，进一步扩大双方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和高端服

务业等领域的合作，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不断提升深圳的国

际影响力。推动深港两地机场更紧密合作推进香港国际机场

与深圳机场（爱股,行情,资讯）之间的铁路接驳以及其他合作

项目，尽快实现两大机场的功能互补与协同效应，提高两地

的竞争力。改善通关环境和跨界交通加强跨界交通方面的衔

接和合作，促进深港交通合作与建设；加强口岸管理，缩短

通关时间，为深港两地的资源要素流动提供更便捷的条件。

促进边境地区合作开发共同研究落马洲-河套和莲塘-香园围

等地区的发展定位和开发策略，适时稳步推进边境地区的开

发。加强两地在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和监督管理方面的协作，



改善深圳湾和大鹏湾水质，提高两地大气环境质量。 《规划

》中还提出，要建设大容量、高效能的口岸枢纽体系，全面

促进深港交通一体化建设。到2020年，深港跨界客运量达

到100万人次/日，跨界货车流量达到4.6万自然车/日。在铁路

口岸方面，进一步完善罗湖口岸和福田地铁口岸，结合广深

港客运专线建设新深圳站和福田站铁路口岸；结合深港机场

连接线建设机场站和前海站铁路口岸。 而在公路口岸方面，

将新建莲塘口岸，调整公路口岸分工，形成深港跨界公路交

通“西进西出、中进中出、东进东出”的总体格局。深圳湾

口岸：承担香港往深圳南山和西部滨海地区、东莞西部地区

以及广州方向的过境交通，以货运功能为主；皇岗口岸：承

担香港往深圳福田、罗湖和中部分区以及往东莞、广州方向

的过境交通，兼有客、货运交通功能；文锦渡口岸：承担鲜

活货运及客运功能；沙头角口岸：承担需求量不大的往盐田

及以东方向的过境交通，以客运功能为主；莲塘/香园围口岸

：承担香港与深圳东部、惠州、粤东、赣南、闽南等地区之

间的过境交通，兼有客、货运交通功能。 城市防灾深圳将

建50个分区避难所《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草案)

于去年底公示期间，城市防灾减灾的问题并不受大家关注。

而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很多人都问：深圳将来会不会发

生地震？发生了大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害时怎么办？昨天，市

规划局专门就这部规划中的一项专题研究《深圳市综合防灾

与公共安全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对媒体进行了发布。 

《研究》中为了应对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有可能来临的状况

，提出我市未来将安排中心避难场所8至9个，分区避难场所

约50个。《研究》参考国外避难场所的分类，结合深圳的情



况，把城市避难场所划分为小区避难场所、街区避难场所、

分区避难场所和中心避难场所四种类型。城市中的广场、公

园及绿地是城市中分布较多的开放空间，是城市主要的避难

场所。学校可以作为基本的避难场所，防灾公园可作为分区

避难场所或中心避难场所，中心避难场所应具有经过抗震加

固的高等级抗震建筑物。 《研究》同时还提出，应从保证安

全的角度考虑控制城市人口密度，降低开发建设强度；居住

区人口密度应不超过4万人/平方公里，建筑密度不高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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