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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湾区经济在当前全球的经济版图中起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国际
一流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
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在湾区整合，形成了湾区经济在引领经济发展、聚
集辐射的巨大优势。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来源，一个属于中国并影响世界的国际湾区正呼之欲出——由广东 9 城、香港和澳门组成的粤港澳大湾
区渐行渐近。

湾区经济并非新生事物，世界各大湾区已经发展多年，既有共同的一般规律，也有各自的特色，粤港澳大
湾区作为继旧金山、纽约、东京湾区之后的第四大湾区，吸收和借鉴其他湾区发展的经验有助于新兴湾区
更健康和高效地成长，走出一条独具自己特色的新路。

那么各大成熟湾区走过怎么样的发展路径？有哪些发展经验可供借鉴？而当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具备怎么样
的发展基础？又将呈现哪些发展前景和趋势呢？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开放性 创新性

特征

宜居性 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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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生而不同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科技湾区的优越禀赋

多年来“珠三角”的发展令粤港澳大湾区
拥有良好的一体化基础

从 2009 年《大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
完成至今，国家和地方政策不断有条不紊地推动粤
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发展，让新湾区的形成极具效率。

除此之外，2017 年，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要完善区域协调创新体制机制，打造穗莞深科技创
新走廊。这对于发挥不同城市的优势、推动产业互
补、共同打造产学研系统、最终将区域优势整合形
成合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港口群和机场群引领各大湾区，内部“1
小时交通圈”即将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三座集装箱吞吐量位列世界前十

的港口，2017 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 6,247 万标
准箱，是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 4.5 倍；粤港澳大湾
区机场群运输规模同样为各大湾区之首。在粤港澳
内部，交织密布的轨道交通及公路交通网络即将构
建大湾区“1 小时交通圈”。尤其为实现东西两岸
的高效联通，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铁路、虎门
二桥、深中通道等多个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正进门推
进。正如世界成熟湾区一样，发达的交通网络既高
效连接全球各地又快捷沟通内部不同区域，为融合
发展奠定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比肩全球成熟湾区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 GDP 总量 1.37 万亿美元，
高于旧金山湾区 0.82 万亿美元的水平，接近纽约
湾区的 1.66 万亿美元。在国内，珠三角城市群人

《 大 珠 三 角 城 镇 群
协调发展规划研究》
首 次 将“ 湾 区 发 展
计 划” 列 为 空 间 总
体 布 局 协 调 计 划 的
一环

深 圳 市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首 次 提 出“ 湾 区
经 济”， 把 粤 港 澳
城 市 群 勾 连 起 的 湾
区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规
划

在 国 家 发 改 委、 外
交 部、 商 务 部 联 合
发 布 的 一 带 一 路 相
关 文 件 中， 国 家 层
面 首 次 提 出 要“ 深
化 与 港 澳 台 合 作，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打 造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写 入 国 家“ 十 三 五
规划”之中

在 2017 年的中央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明
确 提 出“ 研 究 制 定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城 市
群发展规划”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城 市
群 发 展 规 划 即 将 出
台

2009 年 2014 年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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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GDP 长期居于各大城市群之首。2017 年，广东
省 GDP 达 8.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总量连
续 29 年全国第一。从产业结构来看，2017 年广东
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3%，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为 53.2%；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8.8%。
而港澳两地第三产业占比均在 90% 以上。粤港澳
大湾区不仅拥有香港、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同
时有东莞、佛山、中山等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周边城
市，中小企业密集，民营经济活跃。2017 年广东
省 A 股 IPO98 家，同样居于全国首位，经济活跃
度很高。可见，大湾区经济基础十分雄厚，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尤其迅猛，并具有十分突出的经济活力。

大湾区拥有密集的科创资源，创新潜力极强

2017 年全年，广东省专利授权总量 33.26 万件，
增长 28.4%，居全国首位；截至 2017 年底，全省
有效发明专利量 20.85 万件，也是全国首位。截止
2017 年末，广东省拥有国家工程实验室 13 家，国
家工程 ( 技术 ) 研究中心 23 家，已建立省级工程研
究中心 4215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有研发机构
13,000 个。而香港在大学院校及研发能力方面同样
不可小觑，5 所世界百强大学，国家两院院士超 40
人，拥有 16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6 个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粤港澳是全国
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科创叠加珠三角牢固的制造
业基础，十分有利于打造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路径。

高科技企业云集，科技金融助力科创行业
加速发展

大湾区拥有 17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包括腾讯、华为、
正威集团、招商银行、中国平安、联想、广州汽车
工业集团等，主要分布在科技和金融领域；而湾区
内大多“独角兽”业务亦与信息技术、互联网、科
技相关。截至 2017 年底，广东省共有高新技术企
业 3.3 万家。其中深圳和广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
量分别以 10,988 家和超过 8,700 家排名全国第二
和第三位。足见粤港澳大湾区在高科技领域的雄厚
实力。

不仅如此，粤港澳大湾区还拥有港交所和深交所两
大证券交易所，尤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金
融市场高度发达，恰恰为科创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
的金融环境，进而也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
创业的生态系统已然具备一定基础。

 小结

从粤港澳大湾区所涵盖的 9+2 发展现状来看，区域
发展整体优势突出，尤其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显著
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大湾区科技创新创
业的生态系统也不断构建中，有理由相信，未来高
新技术产业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柱产业之一，
而科技创新也进而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主要驱动力。



贰 .
他山之石
三大湾区发展案例解析

旧金山湾区
北湾

半岛

旧金山
东湾

南湾

在成熟湾区案例中，号称“科技湾区”的
旧金山湾区，同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
是粤港澳大湾区绝好的参考。

 核心城市

旧金山湾区最早的人口的聚集效应主要来自于 19 世纪中叶加州的“淘金热”，大批量的
移民和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西部开发的基础。从淘金圣地发展成为高科技企业集中地，
旧金山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几个要素。

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rea），是美国西海
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大都会区，总面积 17,384
平方公里，在全美占比 0.18%，人口约 765 万，在全
美占比 2.5%。旧金山湾区可分为东湾、北湾、半岛和
南湾四大片区，主要城市包括旧金山半岛上的旧金山、
东部的奥克兰和南部的圣何塞，即世界著名的高科技
企业集聚地硅谷。

奥克兰市 旧金山市 圣何塞市

建立在金矿上的
高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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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知名大学

加州大学
伯克利
分校

斯坦福
大学

加州理工
学院

西北
理工大学

天然良港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为湾区发展奠
定基础

旧金山湾集聚了奥克兰港、里士满港、红木城港和
旧金山港等条件优越的港口，2017 年集装箱吞吐
量达 227 万标准箱。发达的港口能够大量节省时间
和运输成本，贸易往来进一步促进内部交通网络的
完善，并集聚人流物流，提升商业商务的活跃度，
进而带动城市发展。1936 年完工的海湾大桥连接
了旧金山和奥克兰，打通了旧金山和美国西部交通
中心的连接。1937 年金门大桥通车，连接旧金山
和北加州，成为美国西海岸的交通要道。多座跨海
大桥的建立将孤立的城市和区域联系起来，使贸易
商业往来更加便利，奠定了湾区协同发展的基础。
同时，旧金山湾区有三大国际机场、发达的高速公
路系统和铁路系统连接湾区不同区域，并与国内外
紧密连接，城市内部大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如巴士、
轻轨等也使出行十分便利。

产业多中心化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促进湾区
城市发展均衡化

旧金山湾区共有 9 个县，城镇多达 101 个，如此庞
大的城市群却已实现了城市间的相对均衡化发展。
丰富多样的交通类型和密集的布局使人员在不同地
区工作和居住成为可能，发达地区也得以辐射更为
广阔的范围，带动周边城镇发展，行政边界日益模
糊化。而不同城市间的差异化定位和产业在空间上
的多中心化，又使得要素流动成为必要，不同城市
间的往来进一步带动沿线地区的发展，促使基础设
施更加完备、生活环境不断改善，不同区域间差距
日渐缩小，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丰富的教育科研资源培育出创新沃土

旧金山湾区拥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和科研
院所，不仅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也吸引世界各地
的优秀人才汇聚于此，更带来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

沃土，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十分便利，
是打造是旧金山湾区能够成功转型为高科技主导区
域的源动力。

成立于 1868 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学
术研究的最重要中心之一，截至 2018 年 3 月，共
培养出 104 位诺贝尔奖得主和 25 位图灵奖得主。
1891 年创立的斯坦福大学，为硅谷的形成和崛起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
者，这其中就包括惠普、谷歌、雅虎、思科等公司
的创办人。此外，还有加州理工学院、西北理工大
学等一大批知名学府，共同为湾区培养了高科技、
工商管理等多方面的顶尖人才。

20 世纪 50 到 70 年代，“硅谷之父”、斯坦福工
程院院长弗雷德·特曼设立了斯坦福研究园，被视
为硅谷的发源地和早期雏形——将一千英亩以极低
廉、只具象征性的地租，长期租给工商业界或毕业
校友设立公司，再由他们与学校合作，提供各种研
究项目和学生实习机会。这是美国第一个高新技术
工业园区，推动学校与科技公司合作，促进科研成
果产业化，研究园很快便成为大学实验室成果向园
内公司进行转移的良好途径。1955 年有 7 家公司
设在研究园，1960 年园内的公司已发展到 32 家，
1970 年增加到 70 家，目前该研究园已有 90 家公司，
雇员已达 27,0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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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企业迅猛发展打造“科技湾区”

高科技产业是旧金山湾区的代表性产业，大量科技
类企业的迅猛发展成就了旧金山湾“科技湾区”的
地位。名企云集的硅谷，又是旧金山湾的科技企业
最多、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以斯坦福研究园为契
机，硅谷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创新中心。这里集聚了
成千上万家享誉全球的高新技术企业，涉及互联网、
计算机、通信、新能源、航空航天、生物科技等多
个产业。包括甲骨文、苹果、谷歌、贝宝、脸书、
微软等众多知名企业。

在另一个核心城市旧金山，2011 年通过的“社区
优惠法案”，吸引众多中小科技企业北上，同时，
旧金山相对于硅谷地区更有租金和空间优势，使其
积聚起越来越多的中小科技企业，创业氛围日益浓
厚，加上风投资金跟随北上，旧金山创业生态系统
得以迅速发展，推特，优步，Dropbox, Airbnb，
Yelp，Pinterest 等在旧金山快速成长起来。

伴随硅谷的迅猛崛起和旧金山创新氛围的日益浓厚，
创新经济快速成长，旧金山湾逐步形成“科技湾区。”

资金支持助力创新经济快速成长

资金投入是创新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2015 年，
美国研发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为 2.79%，位居全球
第四，投资总额 4,630 亿美元则居于各国之首，高
于位居第二的我国 860 亿美元。资金来源包括联邦
政府、州和地方政府、非盈利机构、高等院校以及
私营企业。其中，旧金山湾区的风险投资最为活跃。
2010 年至 2015 年，旧金山湾区风险投资额年均
复合增长率达到 25%。2015 年，旧金山湾区的风
投成交超过 1,300 宗，规模将近 280 亿美元，占美
国全年风投总额的 46.5%。风险投资不仅为初创公
司提供起步资金，还帮助公司搭建团队，充当了一
定的孵化器功能，旧金山湾区大量科创企业得以蓬
勃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多方位参与，如苹果、
Google、甲骨文等都得到过风险投资的支持。

区域统筹机构促进湾区一体化发展

1961 年，旧金山湾区成立区域性地方政府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Bay Area Governments，
ABAG），是一个正式的区域综合规划机构，具有
协商、协调的功能，其主要任务是强化地方政府间
的合作，对于湾区的一体化发展、制定前瞻性的综
合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

19世纪
中叶

西 进 运 动 与 大 淘
金——大批量的移
民和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了西部开发的
基础

20世纪
30年代

海湾大桥、金门大
桥完工通车，打通
旧金山与东湾、北
湾的联系

1995-
2005

旧金山通过“社区
优惠法案”，吸引
众多中小科技企业
北上，加上租金和
空间优势，旧金山
创业生态系统发展

19世纪
中后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加州理工学院、
斯坦福大学等知名
学府陆续成立

20世纪
50-70
年代

硅谷之父弗雷德·特
曼设立斯坦福研究
园，被视为硅谷的
发源地和早期雏形。

20111961

旧金山湾区成立区
域性地方政府协会
ABGA，有力的推进
了区域一体化发展

高新技术行业迅猛
发展，聚集易贝、
谷 歌 、 PayPal 、
LinkedIn, 脸谱等，
全球创新中心形成



纽约
纽约湾区

纽 约 湾 区， 又 名“ 纽 约 大 都 会 区 ”（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 “三州大都市地区”（Tri-state 
Metropolitan Region）， 是 一 个 综 合 性 的 社 会 经 济 区
域，是全美国最大的都会区，也是世界第一湾区。总面积
34,493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2,370 万人，2015 年 GDP
总量约 1.6 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总量的 9.89%，是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坐落于此，纽约证券交
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美国商品交易所、美国贸易
委员会等重要金融均设立在华尔街，诸多对世界经济影响
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如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大都会人寿、
美国国际集团等等总部都位于此。

经济的发展与交通设施的完善密不可分，纽约湾区拥有美国最为发达的交通网络，Jersey Transit Rail、
MTA Long Island Railroad、MTA Metro North Railroad 三大网络所构成的铁路系统满足了大部分通勤人
员的需要，此外还有轻轨、地铁、巴士等进一步缓解通勤压力，位于湾区的五大机场则使往来于全球各地
的商务活动更具时效性。同时，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等为
纽约带来了丰富的教育资源，使纽约湾区在教育具有显著的竞争力。天然良港在贸易中的独特优势、发达
的交通网络、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历史机遇赋予纽约湾区发展的良好“天赋”，而纽约也通过不断地尝试，
将这样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

纽约湾区发展同样历史悠久，基于地理位置优势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纽约湾区逐渐发
展成为对接世界文明的最大窗口。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纽约港吞吐量大增，纽约
作为核心城市辐射范围大大增强，湾区逐渐进入大发展时代。

世界经济的
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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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1921 年罗素塞奇基金会成立的纽约区域规划
委员会，后来发展成纽约区域规划协会 (RPA)，逐
步成为对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补充，这个致力于区
域规划探索的非政府机构成为纽约湾区近百年发展
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该机构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
始研究突破性的长期规划，指导大纽约都市区的发
展，至今已推出四次湾区发展规划。一系列适时的
模糊行政边界的统一发展规划，对湾区的持续发展
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这种促进湾区一体化的跨政
府和跨行政边界的成功实践十分值得借鉴。

二是行业权威机构具有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1851
年，纽约州银行厅正式成立，成为美国最早的金融
监管机构，2011 年，原纽约州银行厅和保险厅同
时撤销，职能并入新成立的纽约州金融服务管理局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即“金
管局”。 1924 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成立，它是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储备银
行，在美国金融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贯
彻执行美国货币政策及外汇政策的主要机构，促使
纽约成为世界美元交易的清算中心，为金融市场的
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加强了它在国际金融领域
中的地位。1971 年，纳斯达克创立，它是世界最
大的股票市场之一，又是全世界第一个采用电子交
易并面向全球的股市，被奉为美国新经济的摇篮。
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金融业权威机构的集聚，吸引着
众多金融企业将总部设立于此，也进一步提高了纽
约湾区在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力。

1929 年

1996 年

2017 年

20世纪
60年代

RPA 发表《纽约及其周边地区的区域规
划》，核心是为解决城市爆炸而提出“再
中心化”。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大都市区的全
面规划”。

RPA 发布第三次区域规划《危机挑战区
域发展》，核心是凭借投资与政策来重
建 3E，即经济、公平和环境。

该规划促使纽约市的实力和地位得到增
强，周围地区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RPA 完成了大纽约地区第二次区域规
划，核心是通过“再集中”，将就业
集中于卫星城，恢复区域公共交通体
系，以解决郊区蔓延和城区衰落问题。

该规划推动了纽约牙买加、布鲁克林、
纽瓦克等城市经济发展。

RPA 宣布启动纽约大都市地区第四次
规划。由“平等、健康、繁荣、可持续性”
四大核心价值观主导。

目标是到 2040 年，减少区域贫富差距、
提高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增加 200 万
个就业岗位和提薪，减少 80% 的温室
气体排放。

< < <  四次规划时间轴

< < <    

< < <    

< < <    

< < <    

第一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二次

  综合发展时间轴 < < <    



美国第一银行建立，
标志着“政府与货币
控 制 发 生 关 系 的 开
始”，是唯一一个为
美国财政部提供服务
的 银 行，1955 年，
与大通银行合并城大
通曼哈顿银行

纳 斯 达 克 创 立， 世 界
最大的股票市场之一，
又是全世界第一个采
用电子交易并面向全
球 的 股 市。 作 为 资 本
市场重要力量的纳斯
达克在培育新兴产业，
助推美国转型中起到
关 键 作 用， 纳 斯 达 克
因此被奉为美国新经
济的摇篮。

纽约州银行厅正式成
立， 成 为 美 国 最 早
的 金 融 监 管 机 构，
2011 年， 原 纽 约 州
银行厅和保险厅同时
撤销，职能并入新成
立的纽约州金融服务
管理局 ，即“金管局”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成
立， 是 美 国 联 邦 储 备
系 统 中 最 重 要、 最 有
影 响 力 的 储 备 银 行，
在美国金融领域占据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纽约州议会正式宣布
委员计划，开启了曼
哈顿地区乃至纽约大
都市区的规划和基建

纽约从事商业服务人口从 12 万增至 20 万，银行业增加雇员 6.5 万，
券商行业人员从不足 5 万增至 12.9 万。

就业结构折射纽约经济结构的转型，由制造业经济转型为服务业经济。
与此同时，曼哈顿金融商务服务业集群逐渐发展

RPA 完 成 了 大 纽 约 地
区 第 二 次 区 域 规 划，
规划的核心是通过“再
集 中”， 将 就 业 集 中
于 卫 星 城， 恢 复 区 域
公 共 交 通 体 系， 以 解
决郊区蔓延和城区衰
落 问 题。 规 划 推 动 了
纽 约 牙 买 加、 布 鲁 克
林、 纽 瓦 克 等 城 市 经
济发展。

RPA 宣布启动纽约
大都市地区第四次
规划。由“平等、
健康、繁荣、可持
续性”四大核心价
值观主导

目 标： 预 计 到
2040 年， 减 少 区
域贫富差距、提高
身 体 健 康 生 活 质
量，增加 200 万个
就业岗位和提薪，
减 少 80% 的 温 室
气体排放

RPA 发 布 第 三 次
区域规划《危机挑
战 区 域 发 展 》，
规划的核心是凭借
投资与政策来重建
3E，即经济、公平
和环境。该规划促
使纽约市的实力和
地位得到增强，周
围地区也获得了良
好的发展契机

纽约区域规划协会 (RPA) 成立，机构从上世
纪 20 年代开始研究突破性的长期规划，指导
大纽约都市区的发展。这个致力于区域规划
探索的非政府机构成为纽约湾区近百年发展
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1791 1971

1811 1960s

1996

2017

1851 1924

1960-
1991

192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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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分工协作的港口群带动产业大发展。东京湾区
通过浦贺水道连接太平洋，地理位置优越，包括东
京港、横浜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横须
贺港六大港口，港口群所处的东京湾拥有京滨、京
叶两大工业地带和东京这一日本经济中心、金融中
心、交通中心。彻底的临海和大规的集聚，使东京

港区

东京

横滨

川崎

横须贺

三浦

馆山

富津

君津

木更津

袖浦

市原

千叶

船桥

浦安

鸭川

镰仓

东京湾区

东 京 湾 区 是 日 本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科 技 中
心，位于日本本州岛关东平原南端，是依托东
京湾发展起来的东京首都圈，包括东京都、埼
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等“一都三县”，主
要城市有东京、埼玉、千叶、横滨、川崎等，
东京湾区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群和国际金融
中心、交通中心、商贸中心以及消费中心。东
京湾区总面积 13,562 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的
3.5%。2015 年普查人口约为 3503.2 万人，其
中东京都以 38.3% 的人口占有位居东京湾区之
首。2014 年湾区名义 GDP 总额为 166,183,500
百万日元，占日本总量的 32.3%。东京湾区的
成就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湾区拥有更为强大的功能和效率。经过多年发展，
东京湾港口群形成了鲜明的职能分工体系，主要港
口根据自身条件，承担不同的功能，内部分工协作，
对外整体竞争共同打造出一个多功能复合体。

同时，在庞大港口群的带动下，东京湾地区逐步形
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集中了包括钢铁、

日本崛起的
炉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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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

东京

横滨

川崎

横须贺

三浦

馆山

富津

君津

木更津

袖浦

市原

千叶

船桥

浦安

鸭川

镰仓

东京湾主要港口职能分工表

港口 港口级别 基础和特色 职能

东京港 特定重要港口 较新港口：依托东京，是日本最大的经济
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

输入型港口；商品进出口港；内
贸港口；集装箱港

横滨港 特定重要港口 历史上的重要国际贸易港；京滨工业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以重化工业、机械为主

国际贸易港；工业品输出港；集
装箱货物集散港

千叶港 特定重要港口 新兴港口；京叶工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的重化工业基地 能源输入港；工业港

川崎港 特定重要港口 与东京港和横滨港首尾相连，多为企业专
用码头，深水泊位少 原料进口与成品输出

木更津港 地方港口
1968 年改为重要港口

以服务境内的君津钢铁厂为主，旅游资源
丰富 地方商港和旅游港

横须贺港 重要港口 主要为军事港口，少部分服务当地企业 军港兼贸易

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
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
2017 年《财富》评选出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东京
湾区有多达 38 家上榜，如丰田、本田、日立、索尼、
松下等等。工业地带与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等
功能紧密互动，使得日本在战后很快地成了世界重
要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工业大国，东京湾区成为著
名的“产业湾区”。

另一方面，东京湾区的发展也离不开日本政府的大
力推动。1951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港湾法》，
加强了政府在总体规划中的权利，规定由中央政府
制定全国港口发展的五年计划，决定整个国家港口

发展的数量、规模和政策。对港口经济的发展起到
推动作用。1967 年，日本运输省港湾局又提出了《东
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提案，建议把该地区包
括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滨港、横须贺港、
木更津港、船桥港在内的 7 个港口整合为一个分工
不同的有机群体，形成一个“广域港湾”，这对东
京湾区各大港口的科学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东京湾区同样拥有健全的创新体系以及
优质的教育资源、密集的铁路、地铁、公路系统以
及便捷的飞机、轮渡所构成的交通网络全球范围内
规模首屈一指的铁路网。这些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
累起来的要素又进一步推动着湾区的发展壮大。



	港口经济是带动湾区起步的最初动力

三大成熟湾区的发展最初都源于港口经济的带动，天然良港是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带，有利于各大要素的
流动、创新活动的开展，促进城市快速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需求同部增长，也促进着港口功能的
复杂化，制造业、物流业、金融业、创新科技产业都依托着港口经济不断生长。

	发达的交通网络是湾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贯通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的交通网络是要素流动的基础，发达的路网能够大幅提升效率，使城市协同
发展成为可能。

	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创新机制带动湾区产业迅猛发展

世界一流的学府和科研院所不仅能够源源不断的输出人才，还能够吸引顶尖人才汇聚于此，更拥有无与
伦比的创新环境，是促进发展势头最强的科创产业发展的必备条件。

	风险投资是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的必备一环

产学研的结合开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风投资金的及时介入也使加速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形成良好的创
新生态系统。

	整体规划有利于湾区协同发展

打破行政边界、具有前瞻性的统一规划，能够为湾区的整体发展提供指导，促使不同城市实现分工协作
和优势互补，缩小城市差距，促进湾区的一体化发展。

	行业权威机构落地有利于产业集聚

对行业发展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机构或组织，总是会吸引相关企业集聚于其周围，以便更为高效的获取信
息和及时互动，提高商务效率。

湾区经济发展特点总结

1 2     蓄 势 待 放 的 世 界 湾 区 第 四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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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高规格的湾区协调机构，加快实现
不同体制下区域的融合发展

不管是旧金山湾区的区域性地方政府协会 ABAG 还
是纽约湾区的区域规划协会 RPA 都在湾区经济的
发展过程中从规划、协调等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是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补充。在粤港澳大湾区，
由于涉及多个城市，甚至不同的社会体制，带来货
币、金融、法律、发展思路等多方面的差异，若在
现有框架下自由发展将大大影响协调机制的建立，
并进而对区域、设施、平台的建设、发展及服务造
成阻碍，要素流通的效率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成立
更高规格的湾区协调机构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从大湾区整体出发制定发展规划、促进不同城市间
的沟通和协调，加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

2、空间重构——核心发展轴

虽然目前来看，粤港澳湾区内部呈现“3+3+3+2”
的城市格局，四地互联互通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
伴随着湾区一体化的发展，建立更加完善的城市协
同机制是必然趋势，即将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就是一大重要举措。湾区内部各个城市间发展

均衡化、功能互补化和行政边界模糊化将促使各类
生产要素更加充分自由的流动。

而当务之急，结合世界一流湾区发展规律与趋势，
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科技湾区的发展轴线，抑或
明确主轴上城市间的特色与优势、角色与定位、
协调与分工，才能更好的指引协同发展，发挥出
1+1>2 的湾区效应。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现状基础，我们预计，未
来广深港核心城市的地位将进一步牢固，而东莞作
为制造业名城加上地理位置优势，将与广深港共同
构筑湾区核心发展轴，形成功能互补。在目前已经
颇具规模的经济基础上，更系统的完善产业链，成
为打造科技湾区的中坚力量。而在培育人才、孵化
抚育企业、产学研的结合转化、优秀企业的资本注
入等方面，港深莞穗显然处于不同的结点，各自优
劣也相对明确，意味着在中短期内，高科技产业将
在四城间的各取所长的定位和互补协调的发展——
资本集聚的香港、创新创业环境成熟的深圳、成果
转化基础扎实的东莞、拥有学研结合平台优势的广
州——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生态系统最终将发展成
熟，有望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充分
自由流动、深度融合。

叁 .
见时知几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重构
湾区发展按阶段分成南北纵向主、次发展轴

肇庆

江门

惠州

核心发展轴

次级发展轴

中山

佛山

澳门

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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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化程度高，拥有优越的营商环境，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是知名
的“创新之都”。培育出腾讯集团、正威集团、招商银行、中国平安、比亚迪、中兴、创维、天音
通信等一大批科创和金融领域领军企业。而在今天深圳的创新速度也没有减慢，信息技术、互联网
等行业中的创业型中小企业更是不胜枚举。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深圳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7 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7,360 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 32.8%。放眼未来，深圳有信心有
潜力成为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产业的发展。

不管是知名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对商务空间的需求，而科研成果的转化更离
不开制造业的有力支持，大量的从业人员也应运而生居住生活的物业需求。然而，深圳长期以来面
临土地资源紧缺问题，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大量的制造业用地的支持、居住用地供不应求的局面也
一直存在，成为制约深圳发展的“瓶颈”。而紧邻深圳的东莞、惠州恰恰拥有空间优势，日益发达
的交通网络也使深圳和两地的连通不再是问题，深中通道更是将深圳的产业辐射联通至珠江西岸。

深圳

发挥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市场化程度高的优势，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
中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先行区。

GDP 及增速：22438.4 亿元；8.8%

人口及增速：1252.8 万人；5.21%

科研院所：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等 9 所

500 强企业：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招商银行、恒大集团、正威国际集团、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独角兽企业：菜鸟网络、微众银行、腾讯云、柔宇科技、土巴兔、房多多、辣妈帮、优必选科技、碳云智能、
聚宝汇、丰巢科技、随手科技、越海全球供应链、奥比中光

            主发展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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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拥有大湾区内最为丰富的科教资源，广东省排名前十位的大学有 8 所位于广州，如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广东省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 ( 技术 ) 研究中心、省级工程研究中
心也大多位于广州。这些科研院所有利于吸引人才集聚，更能够大量培养和输出人才，提供科研成果，
开展产学研活动，培育创业企业。在大湾区深入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广州身后的人才储备优势将不
断扩大，科教资源优势将为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链提供初始科研成果，成为创造生产力的源泉。

与此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广州汽车制造、石油化工制造、电子产品制造业优
势突出，扎实的制造业基础令其在向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与高端
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升级中独具优势。

广州

广州发挥高校、科研院所集聚的优势，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创新中心城
市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

GDP 及增速：21503.2 亿元；7.0%

人口及增速：1449.8 万人；3.2%

科研院所：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 83 所

500 强企业：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恒大集团

独角兽企业：小鹏汽车、要出发、360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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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制造业有着多年的历史积淀，制造企业繁多，工业园区密集，作为制造业名城，不仅在国内
影响巨大，放眼全球也有较强的竞争力，但低端制造较多也令其在过去几年发展受阻。

近年来，随着东莞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东莞制逐渐向“智造”转型，其生产能力和水平进
一步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都是东莞的优势产业，全球每四部智能手机就
有一部产自东莞。东莞强大制造业基础将为大湾区注入活力。

在地理位置上，东莞紧邻深圳和广州，是湾区南北沟通的必经之地，两方面的优势使东莞能够有效
承接深圳和广州的外溢功能，有力的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的生产基地。

东莞

发挥制造企业和工业园区集聚的优势，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
国家级粤港澳台创新创业基地、华南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GDP 及增速：7582.1 亿元；8.2%

人口及增速：826.1 万人；0.09%

科研院所：东莞理工学院、广东医学院东莞校区等 7 所

500 强企业：暂无

独角兽企业：团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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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行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资本的支持。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商业
市场发展成熟，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及经济监督机制系统、高效并符合国际惯例。作为仅次于伦敦
与纽约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香港金融市场高度发达，业务齐全，交易活跃，与国际接轨，是众多
国际金融巨头的总部或重要分支机构所在地。截至 2016 年底，香港有 195 家持牌银行及 57 家外资
银行代表办事处。全球百大银行中，约有 70 家在香港运营业务。此外，香港也是全球最开放的保险
业中心之一、亚洲区内最大的资产管理中心之一、还有自二十世纪初已开展业务的金银业贸易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涵盖如此发达的金融中心，对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来说如虎添翼，大力发展科技金融
的香港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与此同时，香港的院校科研实力也不容小觑，培育与全球前沿科技和资讯接轨人才与技术，同时充
分利用香港国际化的地位对接国际化市场，吸引国际型人才，在做好金融支持的同时把握大湾区发
展的契机，以科创兴发展亦是香港在新形势下的必然方向。

继 2017 年 10 月份香港施政报告提出增加本地研发开支比例、扣减研发开支税收后，港府在财政上
对创新科技支持的力度更是空前。2018 年初，香港财政司司长提出在去年财政预算预留 100 亿港
元的基础上，今年再额外预留 500 亿港元以支持本地创科发展，其中 200 亿元将会用于隶属于香港
科技园公司的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第一期的建设。而这个位于科技创新走廊带南端的园
区建成后将成为香港历来最大的创科平台。

香港

对接国际前沿的创新创意资讯及人才，对接国际市场，同时大力发展科技金融
给予创新科技以金融支持，实现从科研成果到生产力的转化，共同打造创新创
业生态体系。

GDP 及增速：23049.1 亿元；3.8%

人口及增速：741.0 万人；0.4%

科研院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 10 所

500 强企业：联想集团、怡和集团、中国华润总公司、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来宝集团、友邦保险

独角兽企业：啦啦快送、我来贷



3、核心辐射带动，东西联动效应，西岸次
轴发力

湾区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离不
开城市协同机制的深入作用，除了核心城市的发展
壮大，其他城市在协同机制的带动下也将逐渐消除
市场分割和过度竞争，实现功能互补。最终湾区内
部城市经济实力、公共设施、生活配套、人口素质
等各方面的差距都将不断缩小，湾区空间秩序将逐
步从强中心格局转变为网络型枢纽的格局。

在珠江西岸，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深珠跨海城
轨等重大基建项目是加强两岸沟通交流的重要途
径。未来，便捷的交通将增强东岸核心城市对西岸
的辐射带动作用，助力湾区西岸加速发展。唯一与
港澳陆路相连的珠海、深中通道西岸的中山、深受
广佛一体化带动的佛山，以及紧邻珠海、与香港海
陆相连澳门有望形成湾区次级发展轴线。在两大发
展轴线之外，日益深入的城市融合也将带动其他城
市发挥自身优势，功能互补，共同提升大湾区的整
体竞争力。

4、大湾区整体融合发展，影响力深入腹地

同样属于大湾区的惠州、江门、肇庆本身具备一定
的优势制造业基础，未来在大湾区格局下，优势产

业将得到强化和创新发展，同时承接核心城市的产
业外溢和转移，逐渐实现湾区内的均衡化发展。另
外，地域广阔是其共同优势，随着大湾区融合发展
的深入推进，交通更加便捷，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
更加完善，三地的旅游和居住功能也将大幅提升。
不仅如此，湾区经济的带动和影响力深入而广泛，
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粤西、粤东、粤北各城市，基
于产业的协同发展、生活配套服务等也将会从中受
益，进而实现发展的提质增速。

5、最终实现发展均衡化，要素的自由流动
更加充分

“1 小时经济圈”大大提高了要素流动效率，而充
分的要素流动又成为促进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加
速器，生产要素及产业链条得以在最合理的空间布
局，并缩减流通成本。与此同时，大大缩短的通勤
时间也使人员在不同地区工作和居住成为可能，核
心地区也得以辐射更为广阔的范围，进而带动周边
片区城镇的发展，行政边界也将日益模糊化，并最
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化发展。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展 望 及 世 界 湾 区 经 济 研 究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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