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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

世界级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文章对粤港澳大湾区与 3 个世界级湾区的产业发展进行了比较分

析，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世界一流湾区的总量规模和条件，但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区域化和工业化特征

明显，高端服务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香港、澳门与珠三角 9 市间的产业分割格局严重，合作潜力大，而

珠三角 9 市间产业同构现象需要进一步统筹协调解决。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通过扩大开放提

升湾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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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18日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富有活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改革开

放 40 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逐

渐成长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

力最旺盛的区域之一。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进

一步找准与世界级湾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汲取世界级

湾区的发展经验，在发展质量、产业协调与影响力等

方面更好地规划和调整大湾区的发展路径。

国内外关于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非常

丰富，学者们对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

世界级湾区的发展路径与经验进行了比较与总结，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湾区优化发展的思考与建议。研究发

现，世界级湾区崛起过程的背后是产业持续的转型升

级，以及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环境等各个层

面的优化与协调过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与

世界级湾区仍存在一定差距，未来需要在政策环境体

制、市场融合和资源配置机制、产业分工和空间匹

专题：湾区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f Ba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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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教育科研事业发展、创新走廊作用的发挥，以及

基础设施和生态人文环境等方面着力提升湾区的发展

品质[1-6]。其中，世界级湾区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

是当前的热点话题之一[7-9]，一些学者从空间格局[10]、

能源发展[11]等方面对世界级湾区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比

较研究，这为我国湾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关参考和借

鉴。

总体来看，有关世界级湾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比

较研究更加注重湾区全局的发展历程梳理与概括性数

据的比较，缺少对湾区内部的观察。而湾区产业发展

不仅需要全局的发展目标与战略，更需要通过推动湾

区内部城市间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湾区特有的地理区

位、空间格局、交通物流、人口人才、产业经济、生

态环境、政策红利等各方面优势，促进湾区功能的优

化提升。因此，本文强调湾区产业研究应将全局发展

与内部协调相结合，在总结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路径

与经验的基础上，从湾区整体和内部城市 2 种尺度将

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级湾区进行比较，分析粤港澳大

湾区与世界级湾区的优势与差距。

1 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路径与经验

1.1 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也被称为纽约大都市区，美国总统行政

办公室（EOP）于 2018 年发布的有关都市统计区划定

的文件中，涉及纽约湾区的主要有新泽西-纽约-宾夕

法尼亚（NY-NJ-PA）都市统计区和纽约-新泽西-康乃

狄格-宾夕法尼亚（NY-NJ-CT-PA）联合统计区 2 种划

分方法，前者包括纽约市在内的周边 23 个县，后者

为 31 个县。本文为了使纽约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更有

可比性，选取了划分范围更大、区域城市等级体系与

粤港澳大湾区更相似的 NY-NJ-CT-PA 联合统计区所确

定的范围。2018 年，纽约湾区共有人口 2 268 万，面

积达 3.45 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达到 90% 以上，国

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2 万亿美元。

历史上，纽约湾区曾经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

繁荣的机遇，繁荣兴盛的对欧贸易往来促进了港口群

的大发展；纽约成为当时的国际航运中心，在二战后

带动了纽约及其周边成为全球最繁华的地区。但是，

随着城市劳动力、商务成本等的上升，制造业开始从

中心城市迁出，纽约湾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的

强大和美元霸权的逐步建立又推动了金融保险、专业

服务等服务业快速兴起。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纽约逐

渐超过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核心中枢，并在之后继

续强化其金融中心地位。曼哈顿中城是世界上最大的

中央商务区（CBD），其中华尔街则号称世界金融的

心脏，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聚集

了 100 多家国际著名的银行与保险公司的总部，是名

副其实的“金融湾区”。冷战后，纽约湾区继续利用

其世界金融的核心地位，其金融业、奢侈品、都市文

化等都持续强化其世界性影响力。但是，金融业的过

度发展和人工成本的高涨也造成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

的逐渐抽离。

从纽约湾区的产业发展路径上看，纽约湾区利用

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良好条件，使商贸、金融行业在区

域内聚集，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纽约湾区先

后进行过 4 次区域总体规划，建立了一批重要的基础

设施、经济开放空间、经济发展项目，强调建立以工

作和交通为中心的可持续社区[12]。通过一系列引导性

政策，纽约市不断强化其现代服务业职能，将制造业

等传统产业逐渐转移到郊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继

而促进纽约市为中心的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产

业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13]。

1.2 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地处美国加州北部，其范围本文采用

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旧金山–奥克兰（San Jose–San 

Francisco–Oakland, CA）联合统计区域的界定方法，由

圣克拉拉、旧金山、阿拉米达等 14 个县组成。旧金山

湾区总人口数达 966 万，著名的硅谷就在这一区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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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属于典型的“科技湾区”。

20 世纪 50 年代初—60 年代末，是旧金山湾区崛

起和初步发展时期。此时，旧金山湾区发展相对缓

慢，其产业发展远不及美国东海岸的电子业和半导体

业。20 世纪 70 年代初—80 年代中期，是以硅谷为代

表的旧金山湾区大发展时期。1971 年微处理器的发明

使得旧金山湾区乃至整个美国进入微电子时代[14]。在

这一时期，硅谷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世界上都是

发展最快、最为富有的地区。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

代中期，由于硅谷自身发展的不完善、美国政府政策

的调整，以及日本等国的挑战等原因，旧金山湾区一

度处于低潮时期。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初软件业的崛

起使旧金山湾区很快度过了危机。这一时期，旧金山

湾区逐渐成为一个设计和发明的知识中心，而渐渐将

组装制造业和封装业等分散到临近各州和世界各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旧金山湾区大规模进入网络

时代，谷歌、苹果、脸书等互联网巨头和特斯拉等高

科技企业的全球总部都出现在这里。旧金山湾区也因

气候环境宜人、创业条件完备，集聚了越来越多的高

科技人才，科技创新发展迅猛。

从发展路径上看，旧金山湾区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

命兴起的机遇，围绕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等 20 多所著名大学及硅谷科技创新区等创新资源，大

力推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球创新高地和最重要

的科技创新中心之一；高科技经济占据了该湾区半壁江

山。因此，虽然同样面临了部分重复性制造业的转移离

开，但旧金山湾区仍旧在全球科技创新活动和高科技产

业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引领地位[15]。

旧金山湾区代表了一种新的开发模式，即不同于

重工业化时期主要对地域和物质资源的广度开发，而

是后工业化时期对信息和智力资源的深层开发。硅谷

不仅是美国西部经济第二次开发的典型代表，还是世

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高技术开发所效仿的对象。硅

谷的崛起使全球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同时，

旧金山湾区拥有最开放的经济空间和富有效率的科技

金融体系，是全世界风险投资行业最发达的地区，其

风投行业与创业板市场相互促进。在企业科技研发、

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各个阶段，各类社会资源得

以充分调动和配置，满足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求。

1.3 东京湾区
东京湾区位于日本本州岛，包含东京及其周围的7

个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城市基础设施最为完善的大

都市圈。东京湾区以日本 1/3 的人口创造了该国 2/3 的

经济总量，拥有六大港口和两大国际机场，年货物吞吐

量超过 5 亿吨，并与全球主要城市之间建立发达的海陆

空立体交通网，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和国际金融

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东京湾区把握住了全球第一

次产业转移的机遇，建成了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

由于东京湾区具有东京港、横滨港、川崎港等优良港

口，以及发达的铁路、公路网络，适合以原材料进口

和制成品出口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及供应日本国内外市

场，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工业在东京湾区聚集[16]，并吸

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东京湾区集中。当时，东京

湾区的钢铁、机械、化学等重工业，造船、汽车等组

装业，以及造纸、食品、服装等轻工业同时得到了发

展。随着工厂及人口的集中，带来了土地、工资等要

素价格上涨，以及工业用水不足、交通拥堵、环境污

染等各种产业过度聚集的问题。面对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和挑战，在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东京湾区的部分

夕阳产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逐渐向日本其他地方

及周边国家转移。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快

速发展及日元大幅升值，东京湾区制造业向海外转移

的速度加快。在上述产业经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东

京湾区的产业逐渐向高附加值工业、服务业及新经济

方向发展。目前，东京湾区以先进制造业、金融和化

工业为主，在庞大港口群的带动下，现代物流、装备

制造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在汽车制造、精密



  院刊  315

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机床、电子产品等领域引领全球发展；并且，三菱、

丰田、索尼等一大批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设于此地。

东京湾区的产业发展虽然一直在追求向高附加值

和新技术引入的方向移动。但是，对于现代通信和半

导体装备等新兴产业方向的发展比较缓慢，加之人口

的老化与下降拖累了日本国内市场对新产品的接受和

吸纳度，未能有效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

来的机遇，导致其在部分新兴产业的竞争中被中国、

韩国等东亚邻国超越，这也是日本出现“30 年停滞”

的部分原因[17]。

2 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与差距

2.1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成为世界级湾区的总量规模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竞争

力不断提升的“新兴湾区”。粤港澳大湾区面积广

阔、人口众多，包含广东省 9 个城市（以下称“珠三

角 9 市”）和香港、澳门 2 个特别行政区，区域土地

面积 5.61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7 000 万，远远领先

于其他湾区——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珠三角

在规模和人口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连绵区[18]；经

济总量上具备世界级湾区的规模，2018 年生产总值

为 1.6 万亿美元，超过旧金山湾区，尽管与东京湾区

和纽约湾区存在一定差距，但基本可以比肩；人流、

物流远远领先于其他湾区，尤其在机场货物吞吐量和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方面甚至超过了其他 3 个湾区的总

和（表 1）。然而，在人均生产总值方面，粤港澳大

湾区人均 GDP 在 2018 年达到了 23 075 美元，与世界

级湾区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东京湾区的人均 GDP 约

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2 倍，纽约湾区接近粤港澳大湾区

的 3.8 倍，旧金山湾区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4.8 倍。粤港

澳大湾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经济增速方面，粤港

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基本持平，领先于纽约湾区和

东京湾区，是世界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湾区之一。

2.2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和区域化特
征，高端服务业与世界级湾区存在差距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发达，第三产业比重为四大

湾区最低，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粤港澳大湾区

也被誉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相比其他湾区，其工

业 GDP 占比达到 29.0%（图 1）。东京湾区和旧金山

湾区都具备较为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例如，旧金山的

机械制造、船舶制造、电子工业都比较发达，为科技

创新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之下，纽约湾区工

业占比较低，仅为 5.4%。在服务业发展方面，粤港

澳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为 66.7%，为四大湾区最低。

表 1    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级湾区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

土地面积（万平方公里） 5.61 3.51 3.45 3.69

人口（万人） 7 116 966.6 2 268 4418*

本地生产总值（亿美元） 16 419.7 10 642.5 20 013.5 20 091.8*

生产总值实质增长（%） 5.9 5.7 1.8 2.1**

人均生产总值（美元） 23 075 110 102 88 243 45 178*

机场客运量（万人次） 21 490.0 8 570.7 13 806.8 12 556.9

机场货物吞吐量（万吨） 832.3 123.4 221.3 349.2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标箱） 7 441.9 242.1 718.0 824.2***

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以及香港贸发局（http://hong-kong-economy-research.hktdc.com/）、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https://www.dsec.gov.mo/）、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ww.bea.gov/）、日本统计局（http://www.stat.go.jp/english/index.html）、日本内阁
（https://www.e-stat.go.jp/）；其中，*表示2016年数据；**表示2015年数据；***表示2017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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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其他”产业的占比最

低。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全面地展现其他细

分产业结构。这一部分包括教育、医疗、科技信息产

业、专业技术服务、文化娱乐等高端服务业，而在这

些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世界级湾区的差距十分明

显。例如，纽约湾区的就业结构中，医疗、社会服

务、教育、专业科技服务和信息产业占到了总体就业

的近 40%，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级化程度还有很

大提升的空间。

产业结构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

的差异性。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依次通

过产业转移和产业机构升级，已经走完了以制造业为

主要增长动力的工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日趋成熟。

它们的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高科技产

业和批发零售等产业为主要驱动力。而粤港澳大湾区

最主要的产业为工业和进出口贸易；其中，内地以工

业为首要产业，香港以进出口贸易服务为主要产业，

澳门的旅游博彩业尤为发达。

2.3 香港、澳门与珠三角9市间产业互补水平高，
合作潜力大
为了分析各大湾区的产业分工合作水平，引入地

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度指数[19,20]，其计算公式为：

Dij = 1_2 ∑k
n
=1| XXi

ik _ X
Xj

jk |，               (1)

其中，Dij 表示区域产业结构差异度指数，i 和 j 是 2 个

相比较的区域；Xik 是 i 区域 k 产业的地区生产总值，

Xjk 为 j 区域 k 产业的生产总值，Xi 和 Xj 表示 2 个不同地

区的生产总值。Dij 的值在 0 和 1 之间变动：如果其值

为 0，表示 2 个相比较地区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如果

其值为 1，说明 2 个地区间产业结构完全不同。也就是

说，Dij 的值越大表示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也越

大。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工水平相对较好，具有巨大

的产业合作空间和潜力。分别对粤港澳大湾区和世

界三大湾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度进行计算，结果发现

粤港澳大湾区的平均产业差异度系数为 0.27，东京湾

区为 0.19，旧金山湾区为 0.20，纽约湾区为 0.17。从

产业大类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差异化水平高于其

他 3 个湾区（表 2）。

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互补关系占比与产业同构关

系占比呈现“双高”的特征。将产业结构差异度指

数 0.1 和 0.3 作为划分界限，将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差

异度水平小于 0.1 的城市间产业关系划分为“产业同

构”，将产业结构差异度水平高于 0.3 的城市间关系

界定为“产业互补”。对比世界级湾区产业结构差异

度数据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互补关系占比最

高，产业同构关系占比也处于最高水平。这说明粤港

澳大湾区既存在较强的产业分工，又存在较为严重的

产业同构现象。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布局调整的任务较重，但是其

粤港澳大湾区

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农林牧渔

批发和零售业

金融业

0% 20% 40% 60% 80% 100%

工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房地产业

建筑业

住宿和餐饮业

其他

图 1    世界级湾区产业结构对比
由于美国部门县级细分产业数据披露不全，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分别选取了 18 个和 9 个县作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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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合作前景更大。各市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度指数表

明，香港、澳门与珠三角 9 市的绝大多数城市产业互

补能力较高：香港以金融服务、旅游、贸易、物流、

专业服务为主要产业，澳门的主要产业以博彩旅游、

建筑地产、金融服务为主，而珠三角 9 市形成了特色

较为鲜明的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珠三角 9 市

之间，除了广州和佛山之间形成了较强的产业互补关

系外，珠海、江门、中山、东莞 4 个城市之间产业同

构关系严重，中山、东莞、惠州相互之间产业同构水

平同样较高。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目前主要形成了

以香港、澳门和珠三角 9 市之间的产业互补关系，而

珠江三角洲两岸制造业带的分工合作关系需要进一步

统筹协调。与其他世界级湾区的产业分

工合作水平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

割格局严重，但是，一旦形成更高水平

的产业合作关系，将会释放出更大的经

济增长潜力。

2.4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国际竞争力和影

响力不足
粤港澳大湾区相对缺乏具有国际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纽约湾区

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方面形成了

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是公认的总部经济

中心。旧金山湾区中的旧金山、奥克兰

和圣何塞具有强大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

力，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科技湾区。

东京湾区中的东京、埼玉、神奈川和千叶县制造业发

达，形成了京叶、京滨两大工业带，集中了化工、钢

铁、装备制造、高新技术、现代物流、游戏动漫、高

新技术等产业。在经济总量排名中，深圳、香港、广

州分列四大湾区城市 GDP 排名的第 3—5 位，但与东

京和纽约还存在较大差距（图 2），在世界城市体系

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粤港澳大湾区仍缺少一张具备主导权和影响力

的世界级名片。根据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

（GaWC）公布的 2018 年全球城市分级排名，香港、

广州和深圳入围世界一线城市：香港评级分为 Alpha+

级，位列伦敦和纽约之后；广州评级为  Alpha 级，

东京
纽约
深圳
香港
广州

圣克拉拉
神奈川
埼玉
千叶
旧金山
佛山

阿拉米达
东莞
茨木

圣马特奥
0 2 000 4 000 6 000 8 000 10 000 12 000

GDP（亿美元）

城
市

/县

9 602.65 

7 119.74 

3 661.14 

3 626.82 

3 455.18 

3 282.61 

3 181.21 

2 085.58 

1 874.35 

1 831.72 

1 501.81 

1 444.94 

1 251.31 

1 200.15 

1 148.63 

图 2   2018 年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
市 GDP 排名（前 15 名）
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以县（county）为统计单元，如排名中的纽约为纽
约县（即曼哈顿）；另，东京湾区为 2016 年统计数据

表 2    世界级湾区产业结构差异度

平均产业结构差异度 产业互补关系占比（Dij>0.3）（%） 产业同构关系占比（Dij<0.1）（%）

粤港澳大湾区 0.27 34.55 16.36

东京湾区 0.19 22.22 11.11

旧金山湾区 0.20 13.89 11.11

纽约湾区 0.17   4.58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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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为世界第 27 位；深圳评级为 Alpha− 级，位列

第 55 位。粤港澳大湾区尽管有香港、深圳、广州 3 个

世界一线城市，但是城市之间分割格局较为严重，

难以对整个湾区的发展起到强力的带动作用，需要进

一步整合形成合力，其世界竞争力的打造之路任重道

远。

3 经验与启示

3.1 世界级城市群产业发展的共性经验
湾区经济作为一种滨海经济形态，其发展潜力来

源于港口都市群的带动作用，湾区独特地形的经济与

产业聚集效应，以及背后强大的国内市场支持。成功

的湾区要具有开放经济的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

力、强大的产业集聚功能和发达的国内外际交流网络

等特征。不过世界三大湾区的演化方向有所差异：纽

约湾区偏重于向服务业的聚集；旧金山湾区特别注意

对创新的追求；东京湾区在建设部分新兴产业的竞争

中反应比较迟滞。加之特有的人文和社会环境条件不

同，三大湾区目前走上了差异非常大的发展道路。但

是，世界级湾区还存在很多共性的发展经验可供借

鉴。

（1）世界级湾区拥有全球领先的外向型港口群，

依靠湾区港口群建设了与外部国际市场的对接体系。

进而带动了以面向全球的交通和物流为基础建立的经

济模式不断强化，建立了与全球市场的对接度。这些

湾区都拥有的天然良港使之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向经

贸联系非常方便。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的经

济都具有非常开放的经济结构、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

等优点。

（2）世界级湾区内部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成本低、

集成度高，建设了完善的内部交通和基础设施体系。

濒临大洋的海运优势、成熟快捷的陆路运输网和其他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意味着发展产业必要的生产资料

运输也会享有很低的物流成本。同时，湾区竞争力的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产业集群与科技园区的叠加、不同

城市之间的协作分工实现的。

（3）世界级湾区建设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产业集

群体系，在特色产业领域达到较高的聚集度。新的产

品与服务在诞生之初，需要反复的测试，这样就需要

就近具备强大的集群制造能力为新产品提供成本下降

的空间，以应对反复的产品中试和市场测试，并在测

试成功后具有在竞争对手模仿之前迅速扩大生产的能

力。

（4）世界级湾区都逐步建立了成熟的产业服务体

系。当代的高科技创新研发的成本越来越大，过去在

一间车库里就可以创造最新产品的模式基本已一去不

返。由于在新技术发明与引入的创新前期就需要大量

风险资本或天使基金的投入，后续的发展壮大更需要

巨额的融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

功能是形成产业创新集群的基础。因此，纽约、东京

等湾区也都伴有全球最强的金融之都。

3.2 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历史发展的轨迹表明，纽约、旧金山、东京等著

名湾区的发展都经历了从工业聚集向服务业聚集和创

新资源聚集的提升。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了

成为世界级湾区的总量规模，但是增长模式粗放，与

世界级湾区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学习借鉴三大湾区的

发展经验，比较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级湾区的产业发

展特征，得出 3 点启示。

（1）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将

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和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

结构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和区域化特征，制造业发达；

其除了拥有大量的传统制造业之外，还具备良好的高

新技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基础和优势。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链发达完善，专业化程度较高，聚集效应明显，

被誉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但是，与世界级湾区相

比，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相对

不足。粤港澳大湾区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为研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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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物流、信息技术、金融保险、知识产

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发育的土

壤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应抓住此机遇大力发展创

新型经济。未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融合

发展将是粤港澳大湾区特色产业集群的一张亮眼的名

片，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跻身世界级湾区的有力抓手。

（2）应不断完善湾区发展协调机制，整合岸线资

源，统筹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内部

产业分割较为严重，缺乏紧密高效的产业协同机制。

① 需要协调好珠三角东西两岸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

对岸线进行合理布局，明确产业定位，打造具有竞

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与此同时，珠三角 9 市的制造

业优势明显，现代服务业优势相对不足，香港、澳门

则具有发达的贸易、物流、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和

珠三角其他城市形成了良好的互补，产业合作前景巨

大，一旦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合作关系，将会释放出

更大的经济增长潜力。② 在产业和创新资源的聚集发

展过程中，三大湾区都出现过产业、人口的过度集中

导致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也

带来了所在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负面效果。例如，

美国东、西海岸和中部地区、日本关东和关西的差距

日益扩大，都造成了很多社会矛盾。因此，我国在发

展“湾区经济”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三大湾区发展的经

验和教训，不断完善湾区发展协调机制，控制和处理

好资源过度集中造成对中心都市经济、社会、环境等

方面造成的过度压力和负面影响。

（3）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包容性创新

文化氛围。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进一步加强港口、交

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发达的内外部交通基

础设施体系。对内降低湾区内部的交通与物流成本，

促进要素流动，对外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市场联系。在

港口建设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港口众多，应进一步展

开调查研究，学习国内外港口群建设的先进经验，

科学定位各港口的功能定位，理顺各大、中、小港口

的层级关系和“外贸、中转、内贸”服务功能协调关

系。重视港口群的统筹协调管理，充分发挥合力。与

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需重视提升教育、医疗、体育

文化等生活基础设施体系质量，真正建设成为“宜

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汇聚国内外人才，

营造包容性创新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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