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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总

体方案》9月5日正

式发布。

珠海传媒集团

特别策划推出《合作

区 有料到》专栏，用

“关键词+政策要点”

的形式，带大家速览

《总体方案》的重点

内容。

●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

予免（保）税的货物及物品外，对合

作区与澳门之间的货物及物品免

（保）税进入

●从合作区进入内地的免（保）税货

物，按照进口货物有关规定办理海

关手续，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从内地经“二线”进入合作区的有

关货物视同出口

●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在职权范围内

统筹决定合作区的重大规划、重

大政策、重大项目和重要人事任

免，实行双主任制，由广东省省长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共同

担任；成员单位包括广东省和澳

门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珠海市

政府等

●执行委员会履行合作区的国际推

介、招商引资、产业导入、土地开

发、项目建设、民生管理等职能。

执行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由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委派，广东省和珠

海市派人参加

●做好合作区属地管理工作，合作区上升为广东

省管理，成立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派出机构，集中

精力抓好党的建设、国家安全、刑事司法、社会

治安等工作

●建立合作区收益共享机制，2024年前投资收益

全部留给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支配；中央财政对

合作区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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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运作顺畅

●创新要素明显集聚，特色产业加快发展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与澳门有序衔接

●在合作区居住、就业的澳门居民大幅增加

●琴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建立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支撑作用初

步显现

●琴澳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全面彰显

●琴澳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

●建设横琴新区的初心就是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
造条件

●合作区实施范围为横琴岛“一线”和“二线”之间的
海关监管区域，总面积约106平方公里

●“一线”：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

●“二线”：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
之间

●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对合作区进行分区分类施策管理。澳门大学横琴
校区和横琴口岸澳门管辖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适用澳门有关制
度和规定，与其他区域物理围网隔离；粤澳双方共
商共建共管共享区域采用电子围网监管和目录清
单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实施特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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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澳门新街坊”建设

●支持澳门轻轨延伸至合作区与珠海城市轨道线
网联通，融入内地轨道交通网

●加快推动合作区连通周边区域的通道建设

●有序推进广州至珠海（澳门）高铁、南沙至珠海

（中山）城际铁路等项目规划建设

●加强合作区与珠海机场、珠海港功能协调和产业
联动

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粤澳双方
联合组建
合作区管
理委员会，
下设执行
委员会

●对在合作区工作的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

才，其个人所得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对在合作区工作的澳门居民，其个人所得税负

超过澳门税负的部分予以免征

●大力吸引“高精尖缺”人才

●完善外国人才签证政策

●支持引进世界知名大学

●推动在合作区创新创业就业的澳门青年同步

享受粤澳两地的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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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教育
●澳门医疗
●澳门社会服务等民生公共服务和
社会保障体系

●推动全面放开澳门机动车便利入出合作区

●研究支持粤澳共建区域医疗联合体和区域性医疗

中心

●大幅降低并逐步取消合作区与澳门间的手机长途

和跨境漫游费

新体制新体制

一体一体

联通联通

安居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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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发
展 人员进出高度便利：

●“一线”推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探索

在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与合作区之间建设新型智

能化口岸，高度便利澳门大学师生进出合作区

●“二线”对人员进出不作限制，对合作区经“二线”

进入内地的物品，研究制定相适应的税收政策，

按规定进行监管

“一线”
放开方面

“二线”
管住方面

对接

●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

●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

●文旅会展商贸产业

●现代金融产业

●组织实施国家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对在澳门审批和注册、在合作区生产的中医药
产品、食品及保健品，允许使用“澳门监造”“澳

门监制”或“澳门设计”标志；对澳门研制符合
规定的新药实施优先审评审批

●支持合作区降低澳资金融机构设立银行、保险
机构准入门槛

●建设中葡国际贸易中心和数字贸易国际枢纽
港，推动传统贸易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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