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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报告摘要：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释放了哪些信号？

对比国外三大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路在何方？美国拥有 11大巨型区，旧金山

湾区所在的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何以脱颖而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科创中心

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又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1）湾区可以分为小湾区和大湾区。小湾区仅包括滨海地带，大湾区包括滨海地带

及其腹地，如粤港澳大湾区等。（2）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珠三角城市群发展

受到资源环境社会的制约，世界贸易格局变化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

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湾区经济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3）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

定；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释放的重要信号 

以创新为主要支撑，以区域一体化带动经济增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新绿

色低碳发展模式。 

 湾区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 

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方向。粤港澳大湾区在空间结构上类似

巨型区，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人均 GDP 位居美国首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借

鉴旧金山湾区。 

良好的创新生态令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脱颖而出。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在 6 个滨海

巨型区中并无明显区位优势。但一流大学、完备的风险投资系统和契合市场机制的

创新创业文化共同构建了一个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使得旧金山湾区超越波士顿地

区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发展高生产力部门、产业互补协同发展令旧金山湾

区与整个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面临两大问题：高房价导致湾区人口外流且不利于创新创业，

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现状：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体系完备，但现代产业发

展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化水平较高，但集中度相对较低；高校众多，但教育资源相

对不足；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仍存短板。 

三大优势：区位优势是基础，制度优势是保障，创业创新文化是核心。 

四大挑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有待增强，制度差异带来的要素流动性障碍有待消除，

产业互补协同效应有待提升，高房价不利于人才聚集与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五大主题投资机会 

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基础；高科技产业受益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

设；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受益于产业升级；现代生活性服务业受益于人口聚集；房地

产业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房价上涨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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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粤

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有五个：一是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四是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五是宜居

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 3月 6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

者会上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后，目前正在抓紧粤港澳大湾区“1+N”

的政策体系设计，其中科技创新有多项重大举措。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释放了哪些信号？

对比国外三大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路在何方？美国拥有 11 大巨型区，旧金山湾区所在

的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何以脱颖而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国际科创中心将面临哪些机遇和

挑战，又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一、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一）湾区的内涵与分类 

1、湾区、大都市区、城市群与巨型区 

湾区（bay area）在国外一般特指旧金山湾区。1997 年吴家玮教授提出“香港湾区”，

湾区才在国内演变为一个特定区域的通称，指围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

口群和城镇群（陈德宁等，2010）。 

湾区研究文献中，与旧金山湾区并列的东京湾区、纽约湾区，都属于都市圈或大都市区。

1949年美国协调委员会将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界定为一个较大的

人口中心及与其具有高度社会经济联系的邻接地区的组合，常常以郡作为基本单位（顾朝林，

2011）。巨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以全球城市为中心，有多个物质形态相互分离但功

能相互联系的城市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形成的城市化区域（Hall，2008）。

中心城市为全球城市的大都市区就是巨型城市区。 

图 1：东京都市圈  图 2：纽约大都市区 

   

资料来源：东京都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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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

集合体。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

态（顾朝林，2011）。与巨型城市区不同，城市群中各城市之间不是主副关系，比较独立但联

系比较紧密，共同形成一个经济发达的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均属

于城市群。巨型区（megaregion）则是多个大都市区通过客货运输、经济联系、自然资源共享

和社会历史共性联结而成的网络系统（美国区域规划协会，2005）。旧金山湾区所在的北加利

福尼亚城市群就是巨型区。   

图 3：粤港澳大湾区  图 4：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民生证券研究院 

   2、湾区的分类 

湾区可以分为小湾区和大湾区。小湾区是标准意义上的湾区，即仅包括滨海地带，如旧金

山湾区、东京都、纽约－怀特普林－韦恩都市核心区、环珠江口湾区等。大湾区包括滨海地带

及其腹地，如东京都市圈、纽约大都市圈、北加利福尼亚巨型区、粤港澳大湾区等。 

（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 

1、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社会的制约 

基层政府主导的产业集聚型空间发展模式以村镇建城区为代表，建城区内人居环境较差，

工业用地比例偏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土地单位产出较低。虽然促进了区域

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使得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且对整体生态环

境造成了沉重压力。为了提高空间使用效率，2005 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纲要（2004～

2020）》即正式提出湾区发展计划，进一步深化、拓展与港澳之间的合作，旨在将该地区打造

成国际级生产性服务中心和环境优美的新兴发展区。 

2、世界贸易格局变化给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世界贸易格局经历环大西洋贸易阶段、环太平洋贸易阶段后，即将进入环印度洋贸易阶段。

15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了欧美国家的发展，促进了环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催

生了纽约湾区。20 世纪中到 21 世纪，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环太平洋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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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催生了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不久的将来，以中国、东盟、印度和南亚的环印度洋贸

易即将兴起。粤港澳大湾区位于环太平洋贸易圈和环印度洋贸易圈，坐享地利之便，面临重大

的发展机遇。也有利于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和亚太自贸区的战略构想（李晓莉，2017）。 

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 

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

结构，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且是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

开放的重要窗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拥有高度国际化、法

治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不断强化，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三

者优势互补，使得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4、湾区经济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湾区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

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是世界一流城市的显著特征。根据

《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全球 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港口海湾及其直接

腹地，世界上 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线 100 公里的海岸带地区。

湾区经济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三）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

群，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保持港澳长期繁荣

稳定；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为中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

济合作新平台。 

（四）粤港澳大湾区前期建设历程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一国两制”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

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生产要素难以高效便捷流动。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

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其背后

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缺乏统筹协调，尚需制度创新取得突破。 

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和广东省自 2003 年开始，先后出台多个文件，促进港澳地区与

中国大陆的合作。2008 年，发改委将珠三角 9 市与港澳的紧密合作纳入《珠江三角洲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2008～2020）》。2009 年，《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研究》提出

了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 5市所辖 17个区和港澳全境的“粤港澳湾区”概念，

也就是小湾区。2015 年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2017 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被纳入顶层设计。直至 2019年 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开始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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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湾区发展历程及相关规划与政策文本 

时间 规划与政策文本 主要内容 

2003 年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 
内地与港澳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2005 年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

展纲要（2004～2020）》 

将环珠江口地区作为区域核心，实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策略，努力建

成珠江三角洲重要的新兴产业基地、专业化服务中心和环境优美的新型社区 

2008 年 
《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2008～2020）》 

将珠三角 9市与港澳的紧密合作纳入规划，目标是到 2020年形成粤港澳三地分

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 

2009 年 
《环珠江口湾区宜居区域建

设重点行动计划》 
“宜居湾区”是建设大珠三角宜居区域的核心和突破口 

2014 年 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打造湾区产业集群，构建“湾区经济”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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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江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

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16 年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

大合作平台建设 

2016 年 
《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

作的指导意见》 

构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带动中南、西南地区

发展，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 

2016 年 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纲要 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推进粤港澳跨境基础设施对接，加强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 

2017 年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7 年 
《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

区建设框架协议》 
确定了合作原则、重点领域与协调实施机制 

2017 年 中共十九大 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推进内地同港澳互利合作 

2017 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粤港澳大湾区列入 2018年重点工作 

2018 年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将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2018 年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 

2019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从多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来了部署 

2019年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促进规则衔接，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便

利化。 

资料来源：张日新,谷卓桐.粤港澳大湾区的来龙去脉与下一步[J].改革,2017(05)，民生证券研究院 

 

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释放的重要信号 

（一）以创新为主要支撑 

《纲要》提出六大基本原则五大战略定位。基本原则第一条即为创新驱动，改革引领。战

略定位第二点即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目标为，到 2022 年，大湾区协

同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要素加快集聚，新兴技术原创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

到 2035 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具体措施有：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加强科技创新合

作，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深化区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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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二）以区域一体化带动经济增长 

《纲要》基本原则第二条为协调发展，统筹兼顾。战略定位第一点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

市群。发展目标为，到 2022 年，大湾区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

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基本确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

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迅速增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到 2035

年，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 

在空间布局上，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

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

分工、功能互补，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结构科学、集约高效

的大湾区发展格局。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引领作用，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

布局，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 

表 2：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与空间布局 

城市 战略定位 

香港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风险

管理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融资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

易中心，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澳门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际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文化交流合作基地 

广州 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国际大都市 

深圳 
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

意之都 

珠海 

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有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 

佛山 

中山 

东莞 

惠州 

江门 

肇庆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民生证券研究院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具体措施有：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强制造业核

心竞争力，优化制造业布局。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中心

城市的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

高新区等高端要素集聚平台作用，联合打造一批产业链条完善、辐射带动力强、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国际金融枢纽，

大力发展特色金融产业，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 

（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纲要》基本原则第四条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第六条为“一国两制”，依法办事。战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38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