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在大湾区时代来临时袁 以泛珠三角合作为重要

基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遥 随着

CEPA 协议的深入实施和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成立袁
尤其是 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曳的出台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都市圈的时机已

成熟[1]遥 湾区经济作为共享而形成的独特经济模式袁
是区域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级形态袁并
且这种发展方式开放性更强袁 所以受到了国际大部

分国家的认可遥 2015 年 3 月袁国家发改委尧外交部尧
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了 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曳袁 并首

次提出要野深化与港澳台合作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冶遥
2016 年 3 月袁我国制定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明确

提出要与港澳台合作袁 并表示在与珠江三角洲地区

进行经济合作时袁支持港澳台与其进行积极合作袁并
且建设更大的经济合作平台袁可见袁如何让湾区经济

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

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遥 应该说袁建立粤港澳大

湾区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袁也呼应了世界各国纷纷

开始战略中心东移的国际大环境遥 作为中国首个野大
湾区城市群冶袁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总体和专项规

划也实现了中国区域经济从野三角洲经济冶升级为野湾
区经济冶的发展新格局遥

查阅我国及其他国家对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开

放的内在联系的资料时袁 我们发现学者已经通过实

际案例证明了湾区经济是客观存在的袁 并且这些研

究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湾区经济可以带动国家的对

外开放遥例如袁有的学者从经济和文化两个影响全球

化的重要因素袁 分析了旧金山湾区和我国经济发展

的内在联系 [2]袁还有的学者通过对比美国的纽约湾

区尧旧金山湾区以及日本东京湾区袁总结出完善的创

新体系尧优越的地理位置尧高效的交通体系尧合理的

分工协作尧 宜人的居住环境是湾区经济形成的五大

决定因素[3]遥 吴思康认为袁开放性和创新性是衡量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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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竞争力的两大重要指标袁 因此我国在进行湾区建

设的过程中要注意与国际接轨袁 并且要积极开展我

国提出的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积极推动粤港澳湾区协

同发展[4]遥 李睿在研究国外湾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袁
对湾区经济做出了定义袁 他认为湾区经济本质上是

一种社区经济的集合袁 而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不同

的是袁它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袁并且其主要作用就是

让国内经济实现与国际结合袁 让经济逐步实现全球

化[5]遥 陈俊达尧易露霞分别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条

件尧产业条件和人才条件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湾区

经济的可行性袁并且针对广东省的湾区提出了可行的

改进对策[6]遥
应该说袁 以上研究对于推动我国湾区经济的发

展具有很强的理论及实践意义遥 但由于多数研究主

要集中于对国内外湾区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上袁
还没有从根本上找出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经济的异

同袁 也没能深刻解析湾区经济的竞争力以及它们在

对外开放进程中所具有的引领作用遥 而本文拟通过

比较国内外几大著名湾区对相应国家所起到的作

用袁在借鉴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袁分析我

国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和不足袁以为其

今后的发展提出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遥

二尧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
三大湾区之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指由广东省 9 座城市渊包括广州尧
深圳尧珠海尧佛山尧惠州尧东莞尧中山尧江门和肇庆冤和
香港尧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袁拥有近 1 亿人口尧
总面积约 5.59 万平方公里的大型城市群遥 从粤港澳

大湾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尧经济发展水平尧政策法规以

及科技创新等领域与世界三大著名湾区渊纽约湾区尧
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冤相比较袁我们看到它们之间

有很多相似之处遥

渊一冤粤港澳大湾区对标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西海

岸袁包括九个县袁占地面积 1.8 万平方公里袁人口超

过 760 万人袁主要由旧金山尧奥克兰尧圣何塞三大城

市构成袁经过多年的发展袁旧金山湾区在高新技术产

业尧金融服务业尧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遥旧金山湾区集聚了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袁如
苹果尧谷歌尧英特尔尧超微尧惠普尧赛灵思等袁湾区内拥

有硅谷和多所著名的学府袁 也为企业的发展输送了

大批人才遥 60 年代初袁旧金山湾区陆续成立了多家

湾区保护委员会共同管理湾区环境袁 包括大都会交

通委员会尧水质控制委员会尧VOCs 检测实验室以及

美国联邦环保局渊EPA冤等等袁通过制定改善水质和

转移重污染企业法规尧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条例

和减少碳排放备忘录等等袁 共同推进湾区可持续社

区发展袁不仅整治了污染袁也创造了良好的自然尧生
态和文化遥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相比袁 有着众多共

性遥从地理位置上看袁旧金山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均

处于三面环山尧一面临海袁适宜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曰
从地域风格上看袁硅谷和深圳也都有敢于变革尧善于

创新的传统袁最为重要的是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创

新要素和资源高度聚集的重要地区之一袁 深圳在研

发成果产业化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上都名列世界前

茅袁并且多元发展新兴产业袁这与旧金山湾区的野创
新型冶特点不谋而合遥粤港澳大湾区十分注重科技创

新袁并且在这方面成就尤为突出遥截至 2015 年底袁广
东省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19857 家袁 高新技术企业规

模居全国第一遥 发明专利拥有量 138878 件袁连续 6
年位列全国第一渊见图 1冤遥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和授

权量占全省 70%以上袁 还拥有华为尧 中兴通讯尧腾
讯尧网易尧大疆众多知名的创新型企业[7]遥

图 1 2015 年我国发明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位的省渊区市冤
数据来源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渊二冤粤港澳大湾区对标东京湾区

21 世纪的东京湾区既有首都功能袁又有临海优

势袁得天独厚遥特别是 60 年代日本新干线的贯通袁不
仅实现了东京与其他城市的无缝对接袁 更加速了人

口的大聚集袁促进了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遥东京

湾位于日本关东平原南部袁毗邻太平洋袁是一个纵深

80 余公里的优良港湾袁主要由房总半岛和三浦半岛

组成袁面积约 1320 平方公里袁海岸线全长 154 公里袁
周围分布有东京尧横滨尧川崎尧千叶等港口城市遥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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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开发始于 17 世纪的江户时代袁德川家康的填海造

地运动为东京湾周边城市拓展空间提供了可能性袁
东京也因此成为日本最大的物流中心遥 日本政府于

1951 年颁布 叶港湾法曳袁 明确整个国家港口发展数

量尧规模和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遥 1967 年颁布的叶东
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曳中提出野广域港湾冶的概

念袁 主张各地方港口集体协商对港口群进行规划协

调袁 避免港口之间因费用定价不同而产生的恶性竞

争袁最大程度上保障港口群的最大利益遥 1999 年袁日
本制定野第五次首都圈冶基本计划袁再次强调了东京作

为首都的职能袁同时采取制造业外迁的野工业分散冶战
略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东京都的人口膨胀问题遥

而粤港澳大湾区的 9 座城市中袁深圳尧香港金融

体系完备袁高新技术产业发达遥广州尧佛山尧东莞制造

业基础雄厚袁澳门旅游业发达袁珠海尧惠州尧江门制定

了野工业立市冶等各种政策遥同时袁粤港澳大湾区港口

群规模庞大袁拥有香港尧深圳尧广州等世界级枢纽港

口及珠海尧虎门尧惠州尧汕头等地方港口遥 2015 年袁这
些主要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达到了 6856.36 万

标准箱袁其中广州尧深圳以及香港的港口年吞吐量合

计可达 10 亿吨水平遥 区域内的轨道交通系统尧高速

路网以及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干线已经覆盖广东

全省遥 湾区内拥有港珠澳大桥尧深中通道尧广深港高

铁尧虎门二桥等多项在建区域重点项目曰同时拥有广

州尧深圳尧香港等国际航空枢纽和南沙自贸区尧前海

自贸区尧澳门机场等多条水运航线曰还拥有深圳港尧
香港港尧广州港等三个世界级集装箱港口遥这些既促

进了湾区沿线经济要素的流动袁 也带动了湾区各城

市之间的资源整合遥 野粤港澳大湾区冶的建立袁不仅可

以实现城市间的优势共享袁还可以辐射全国袁该区域

集聚了大量的财富尧金融尧创新元素袁包括产业资源[8]遥

渊三冤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袁又称为纽约大都市区遥 由纽约州尧康
涅狄格州尧 新泽西州等 31 个县联合组成袁 面积达

33484 平方公里遥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步发展袁
如今袁纽约湾区以发达的制造业和金融业尧便利的城

际交通尧 突出的产业优势孕育了众多全球创新潮流

的科技企业遥 距离其不远的格林威治小镇因优惠的

税收政策尧 发达的交通和教育等区位优势吸引了世

界 500 多家对冲基金在此落户袁 成为著名的对冲基

金特色小镇遥 湾区内集聚了大量金融尧证券尧保险及

期货市场的精英袁因此也有野金融湾区冶的名号遥
与纽约湾区相比袁 一是我国粤港澳大湾区也具

备较大的经济规模遥 2015 年袁粤港澳大湾区 GDP 约

为 12袁400 亿美元渊东京湾区大约为 18袁000 亿美元袁
旧金山湾区约为 7855 亿美元 袁 纽约湾区约为

14袁000 亿美元冤袁排在第三位遥 二是在粤港澳大湾区

中袁在产业集聚上也极具优势袁深圳尧香港尧澳门尧东
莞尧惠州尧佛山等沿海城市的制造业尧金融业尧高新技

术产业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袁 行业之间的互补带动

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效应遥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第

三产业发展很快袁比重已超过 60%袁既囊括了金融尧
会展尧 文化创意为主的现代服务业袁 也包括了新能

源尧新材料尧生物医药为主的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袁而
且在金融方面明显处于引导地位遥现在的粤港澳大湾

区已经有 70 多家世界排名前 100 位的银行袁2015 年

深交所 IPO 总金额也有了很大提升袁 超过了 2603.48
亿港元袁同比增长 13.16%袁居于世界领先水平遥

三尧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

梳理世界著名湾区的发展路径尧 策略及成功经

验袁我们发现院纽约湾区尧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作

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袁 在各自国家的发展

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主要经验如下院

渊一冤均具备发达的港口群和完善的产业配套

国际著名的湾区都充分利用了港口群袁 加强国

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袁 并且以湾区为信息

获取处袁加强与国际经济的交流遥 例如袁纽约是美国

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海港城市袁 它充分利用了自己

的地域优势袁在邻近城市建立了大型的港口群袁在这

个基础上开发出两百余条水运航线尧 十四条陆运路

线袁 并且还建立了四通八达的地下铁路网以及三条

空运路线袁 让湾区包含的范围一直扩大到了美国的

中西部遥 通过这个港口群运输的货物占到了美国货

运市场总量的一半以上袁 并且美国的本土产品也大

都有通过这一港口群运输到世界各地袁 进而带动纽

约经济发展[9]遥 再如旧金山湾区遥 该湾区资本积累丰

富袁 相关技术比较先进袁 而且具备较厚重的文化底

蕴遥 而这些资本的汇集必然会带动创新型经济的发

展袁进而让美国的高新技术一直位于世界领先地位遥
硅谷现在包含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超过了 8000 家袁
其核心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袁 并且该产业也一直位

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遥还有袁位于日本本州岛东海岸区

域的东京湾区建立了以重工业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为

主的综合性工业区袁 其中的京滨工业区里面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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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技术开发的企业与专门的研究机构袁 如以索

尼为代表的电子制造尧以丰田为代表的汽车制造袁以
及三菱尧东芝等著名企业遥

渊二冤均十分重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与法律法规的出台

东京湾的环太平洋区位优势袁 在日本工业化和

现代化进程中已被发挥到了极致遥 但由于日本国土

面积狭小袁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袁这就促使日本政府

较早意识到国土综合利用的重要性遥明治维新以后袁
日本经济发展依次经历了野产业立国冶尧野贸易立国冶尧
野技术立国冶三个重要阶段遥 为消除经济发展的二元

结构问题袁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 21 世纪初袁日
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五次国土开发政策遥分别为院1950
年制定的叶国土综合开发法曳尧1956 年制定的叶首都

圈整备法曳尧1968 年制定的叶中部圈整备法曳尧1977 年

制定的叶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曳尧2000 年制定的

叶国土审议会令曳遥从日本五次国土开发计划来看袁日
本的区域发展战略不仅研究了社会基础设施尧 生活

和文化设施的建设袁 还重点考虑了自然环境的保护

问题袁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袁避免盲目建设遥
纽约湾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问

题遥 19 世纪末期袁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

化进程使环境问题逐步显现遥 20 世纪 70尧80 年代袁
战后兴起的新兴产业取代了污染严重的制造业遥
1970 年和 1975 年分别颁布的叶国家环境政策法曳和
叶州环境质量审查法曳袁对纽约市范围内的用地尧公共

政策等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项目进行审议袁 将自然

和环境保护纳入到湾区开发和建设的原则中袁 并加

大对排污企业的制裁袁 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湾区的

自然环境遥

渊三冤人才集聚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和金融保险业

的强力支撑

一般来说袁 湾区代表的不只是由海岸分隔形成

的一片陆地袁还包括周边的海域遥这种水陆结合的地

理环境会给人们带来很好的生活体验袁 也让很多人

才汇集于此袁在人才转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遥比
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旧金山的硅谷, 其科技创新

能力世界闻名袁而正是由于硅谷的辐射作用袁整个旧

金山湾区的经济飞速发展遥除此之外袁旧金山市政府

大力发展法律和金融业袁 奥克兰政府则利用制造业

为优势袁 引进硅谷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经济复

苏遥 如今袁斯坦福大学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知名

学府成就了硅谷的人才孵化器袁 就近为硅谷准备了

大量的科技人才袁该地包含了苹果尧谷歌尧雅虎尧易贝

等全球闻名的企业遥东京湾区内分布有佳能尧索尼等

大型企业袁横滨国立大学尧庆应大学等著名学府袁其
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建立了专门的产尧 学尧 研协作平

台袁国家经费支出更多向大学和科研单位倾斜袁提升

第三产业的比例以提高湾区的竞争力和区域生产力

水平遥 从表 1 三大湾区产业结构分布上看袁 相较而

言袁 纽约湾区的第三产业创造的经济价值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 90%袁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第三产业均

在国民经济中也都占主导地位袁比重超过 80%遥

表 1 全球三大湾区主要产业

渊四冤从配套设施上看袁都着力构建交通便利尧宜
居宜业的城市环境

东京湾区是日本铁路尧公路尧管道和通信最为密

集的区域遥 常住人口 3400-3700 万袁约占全国人口

的 30%袁该区域分为东京内环线渊山手线冤和外环线

渊武藏野-南武冤两条环形线路袁东京市内拥有 6 条

新干线尧12 条 JR 线尧13 条地铁尧27 条私铁尧 其他轨

道交通线 4 条袁共计 62 条遥 2015 年袁东京羽田机场

国内航线升降 90000 架次尧国际航线 44000 架次袁全
球旅客流量 7532 万人次袁位列世界第四遥

纽约湾区拥有三大机场袁 分别为肯尼迪国际机

场(JFK)尧拉瓜迪亚机场(LGA)以及纽瓦克自由国际

机场(EWR)遥 纽约港地理条件优越袁连接五大湖区袁
已成为全球著名的交通枢纽和美国的交通中心袁纽
约地铁线路错综复杂袁轨道长度约为 656 英里袁共设

有 469 个车站袁并由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管理遥
总之袁 国外著名湾区所具有的完善的产业配套

体系尧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尧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尧
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和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等袁为我

国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多方可资借鉴的经验遥

四尧我国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的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

展袁自 2008 年以来袁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

湾区名称 主要产业

纽约湾区 金融保险业尧房地产业尧专业和科技服务业尧医疗保健业尧批发零售业

旧金山湾区 房地产业尧金融保险业尧制造业尧批发零售业尧信息产业和医疗保健业

东京湾区 服务业尧制造业尧不动产业尧批发零售业尧金融保险业和通信传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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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遥 2016 年 3 月制定的叶国家野十
三五冶规划纲要曳提出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

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冶曰2017 年 7 月袁粤港澳三地签署

叶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曳袁 协议

提出完善创新合作机制袁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袁打
造宜居宜业生活圈和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规划

方案袁并提出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袁提
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尧航运尧贸易三大中心地位袁以及

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合作目标遥
但就目前来看袁 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上与其他

三个世界级著名湾区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遥 一是城

市发展程度还不够袁 与其他三个世界级湾区相比还

有差距遥 目前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湾区

内的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袁 在发展过程

中袁湾区城市占据引导地位遥比如在美国的纽约湾区

中袁纽约作为湾区的中心城市袁人口和 GDP 的比重

均超过 85%曰东京都作为东京湾区中唯一的核心城

市袁云集了七个世界著名的港口曰而旧金山湾区中的

旧金山市是商业和文化中心袁 圣何塞市是科技和创

新中心遥但是相比之下袁粤港澳湾区所处的珠江口地

区却是多级的均衡化态势袁各城市没有明确的分工袁
所以没有很强的聚合力遥这十多年以来袁如何整合优

势资源袁落实区域协同发展袁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需

要解决的问题遥二是城市融合程度差距较大遥由于粤

港澳面临着野一国两制冶的局面袁如何实现规则尧法
律尧人文交流的一体化以及社会领域信息的便利化袁
将会是落实中最大的挑战遥 这不仅需要粤港澳之间

常态化的协调机构的出现袁 而且需要中央政府的统

一协调布局遥三是与三大著名国际湾区相比袁我国粤

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是其发展的一个突出短

板遥 作为野一带一路冶的战略支点和珠三角制造业的

核心区域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推广

普及清洁能源尧 开展湾区清洁计划等保护生态环境

的产业措施遥有鉴于此袁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著名湾

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袁 根据我国湾区建设的特点和

需要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湾区的发展之道遥

渊一冤增强湾区聚合力袁落实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一是要强化城市中心引领辐射功能遥 湾区中各

城市必须做到定位精准袁功能明确袁分工合理袁优势

互补遥 一方面袁大湾区应当建设以深圳为核心的野硅
谷冶创业中心圈袁打造香港全球性金融中心袁发挥珠

三角地区的旅游业优势曰另一方面袁加强南沙作为广

州城市副中心袁 前海袁 横琴作为城市枢纽中心的功

能袁为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综合实力的提升袁以及迈

向世界级城市群提供良好契机遥 可按照城市群发展

规律袁将南沙袁前海袁横琴作为珠江三角洲发展的枢

纽袁尤其要发挥汽车尧船舶尧海洋工程尧光电设备等高

端制造业的集聚尧辐射和带动作用遥
二是充分发挥港口群的资源整合步伐遥 由于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袁 粤港澳湾区的港口群较

为密集袁已拥有广州港尧香港港和深圳港三个世界级

的集装箱港口袁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需设计更加

符合粤港澳未来发展趋势的协同机制袁 并根据现行

制度设立区域联动协同中心袁 进而带动区域经济一

体化发展遥为提升港口群的竞争力袁要加强珠三角港

口群的优势互补袁创新合作方式袁提升港澳台尧东盟尧
泛珠三角区域的资源整合能力袁 最终形成 野错落有

致袁相互依存冶的港口布局特色遥
三是要进一步推动湾区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遥

加快内地与港澳交通设施互联互通袁 构建高效便捷

的综合运输体系袁集聚高效的港口群尧空港群尧城市

轨道交通网络和现代货运物流袁遵循野陆海统筹尧协
作联动冶的思路袁加大投入力度袁突出重点尧分步实

施袁强调 野区域发展社区冶和野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冶发
展理念袁建立更加便捷的跨境交通体系袁提高港口通

关效率袁实现跨境交通一体化发展袁提升粤港澳湾区

内部的货物运输服务水平遥

渊二冤努力实现湾区规则尧法律尧人文交流一体化

保障体系袁发挥粤港澳科技优势

一是熟悉和了解港澳成功运行的营商规则遥 发

挥前海尧横琴和南沙三大自贸区的引领作用袁对外商

投资实施野准入前国民待遇冶和野负面清单冶管理模

式袁促进港澳商业仲裁尧调解机制对接袁推进前海专

业企业和专业人员到南沙尧横琴的登记备案制度遥通
过建立商业服务专职机构袁建立企业尧商会尧行业协

会之间相互协调的沟通机制袁 探索不同法系下处理

法律事务的一站式服务遥
二是发掘与融合湾区城市群的人文价值遥 粤港

澳大湾区的城市袁自古同属于百越之地袁秦始皇统一

岭南袁城市归属南海郡管辖遥 两千多年来袁虽然政制

不断变化袁 但是 11 个城市的人文历史始终密不可

分遥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较为深远袁包含侨乡

文化尧饮食文化尧曲艺文化和建筑文化等众多方面袁
因此袁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将野岭南文化冶作为重

要的载体和媒介袁配合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开展以野中
巴经济文化特色合作园区冶尧野自贸特色园区冶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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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袁建立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合作袁打
造中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基地袁 从而促进澳门经济的

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遥 同时可建立岭南文化特色小

镇袁构建全面覆盖尧多层次尧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示范区袁将岭南文

化元素融入城市设计之中袁 实现产业定位尧 空间规

划尧历史文化尧旅游休闲的有效结合遥
三是建设以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的社会

中介服务体系袁调整服务模式袁强化对服务效能的监

察遥并且建立中介服务行业协会袁使协会成为加强各

中介服务机构交流尧 增加创新服务机构合作的桥梁

和纽带遥 协会应在推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产业方

面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遥此外袁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

所建立创新成果转移和转化机构袁从根本上提高创新

成果转化效率袁更有效地引导中介服务机构与资源型

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过程进行合理效益配置和利益

分配袁进一步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尧交易和扩散遥

渊三冤努力提升湾区生态环境质量袁出台保护生

态环境的产业措施

一是推进湾区城市群绿化袁构建生态保护体系遥
当前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袁珠三角城市群正

逐步崛起袁 对生态承载力要求逐步提高袁 湾区内广

州尧深圳等大城市人口密集尧交通拥堵尧空气污染等

野大城市病冶尤为突出袁生态碎片化问题也愈加凸显袁
因此袁亟待推进城市之间的野生态联系冶袁依托森林尧
湿地尧水系尧路网等要素修复城市空间袁通过生态廊

道建设和城市绿化袁 串联分散在城市之间的绿地和

生态系统袁 实现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互连互通遥 同

时袁应组织开展湾区内部绿色发展水平评价袁支持珠

三角内 野两屏冶渊北部连绵山体森林生态屏障和南部

沿海绿色生态防护屏障冤区域生态保护区建设袁增强

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袁形
成集体决策尧分工明确的实施机制袁加强土地管理袁
海岸带规划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袁 加强海洋灾

害预警和应急响应袁 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水

平袁并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禀赋和城市发展水平袁
建立不同的发展模式遥

二是立体推进生态环境建设遥 可在政府支持下

建立以民间组织为基础的海洋生态联系治理委员

会尧空气生态治理委员会袁同时将城乡污染治理及环

保产业纳入绿色通道袁 减少城市中的污水排放问题

和碳排放问题袁限定城市生态环境发展规模袁控制海

岸带开发强度袁科学发展土地袁减少沿海生态环境压

力遥要广泛发展新兴产业和开展规划环评袁从政策制

定和规划阶段两方面考虑环境因素遥
三是推进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遥 出台产业结构

调整 野负面清单冶袁树立行业准入门槛袁关闭资源和

能源依赖性较强的企业遥 提升优势传统产业工艺设

计和创意水平袁增加附加值袁延长产业链袁促进传统

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袁 进一步优化资源密集型产业

的能效水平遥 加强城市区域合作袁把握大数据尧云计

算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袁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袁
在产业转型尧 科技创新等方面加深外资企业和中资

企业的紧密合作袁引领新兴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遥

渊四冤构建汇集国际金融资本和人才的体制机制

一是巩固和发展广东省改革开放先行区的重要

地位遥加强与香港和澳门的合作袁促进国际贸易和投

资发展袁吸引跨国企业总部落户袁汇聚国际金融资本

和人才遥 探索适用于粤港澳三地袁成立野湾区合作银

行冶及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冶袁在未来粤港澳湾区范围

不断扩大时袁 还可以通过沿珠江口的多个重要城市

形成合力袁成为面向海洋经济的国家战略支点袁共同

推动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尧公共服务等遥
二是强化香港国际金融尧 航运尧 贸易的核心地

位遥 要培养金融与科技融合性的人才袁把 IT 人员加

入到每个创新项目中袁 真正做到金融与科技的人才

融合遥 深化落实野沪港通冶尧野深港通冶等重要举措袁发
挥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的重要地位遥
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机遇袁 促进当地人员

的创新和创业袁借助 CEPA(叶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曳)袁 能让更多的香港商品享受

到零关税的优惠进口到内地袁巩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

地位袁并开展野跨境一锁冶合作试点和野一地两检冶通关

业务袁提升通关效率袁优化中转货物的原产地管理袁实
现内港合作尧报关申报数据的信息共享遥

三是出台人才引进政策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遥可
采取分类考核评价尧 人才生活保障等多个方面的实

施细则袁着力推动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集聚制度袁为
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

撑遥 为加强粤港澳地区对全球高端学者和优秀科研

人才的吸引力袁 政府一方面应提升对外来人才的股

权激励比重袁 破除科技人才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

双向流动的制度障碍袁另一方面可以将经费通过增量

津贴的方式补助给现有人才袁以鼓励他们去从事更多

的创新活动袁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遥
四是成立众创空间尧孵化机构等等袁推动科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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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Foreign Bay Areas and
its Implication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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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pattern of global economic openi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Great
Bay Area, as the strategic pivot of 野one belt and one road冶 and important 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earl
River Delta, i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suitable for our 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ourse. It is
a strategic task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at how to make the economy in the bay area lead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f China. Compared with several world famous bay areas, as the important growth pole of regional economy, they all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The complete assorting
system,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city, strong aggregation and overflow function, developed international
interpersonal network and liveable and industry -friendly urban environment provide all -around referential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Great Bay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Great Bay Are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aggregation force of the bay area and
implement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so as to realize integration guarantee system of rule, law
and 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cotope, collect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capital and talent
and finally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bay area economy; San Francisco Bay Area; New York Bay Area; Tokyo Bay Area;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Big Bay Area

介朝着多样化趋势的发展袁 要依托国际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袁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优势袁培养科技金融

复合型人才袁对科技人员进行知识催化遥 同时袁多层

次资本市场助推科创中心建设袁在 PE尧VC尧产业基

金尧 并购基金直投方面推动科技创业企业的成长和

发展袁 为他们搭建桥梁遥 可以在深圳建立战略新兴

板袁促进知识产权交易袁全方位为科技型创业提供投

融资和一系列服务遥推动金融中心发展袁搭建科技金

融平台袁使各种金融机构活跃参与遥
通过上述研究袁我们知道袁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既有利于推动内地与港澳之间建立互补互利尧 共同

发展的经贸合作关系袁也响应了野一带一路冶倡议带

来的发展机遇袁 为加快跨境企业的集聚和投融资创

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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