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实：高水平对外开放落
下先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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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 王宇哲 

 

弘顼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前沿、高质量发展的

领跑者、政府市场良性互动的示范区、双循环发力的践行地。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21 年 9 月，《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

案》相继落地，不仅标志着粤港澳深化合作提速迈入新阶段，也意味着中

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落下先手棋。 

两个方案都以合作区发展空间的循序务实开拓作为基础，有望在“一

国两制”的核心制度框架下发挥香港和澳门的比较优势，在人口集中、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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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多元的大湾区腹地形成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实

体为核心的产业闭环。 

展望未来，随着软硬基础设施保障的就位和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

物资流的互联互通，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前沿、高

质量发展的领跑者、政府市场良性互动的示范区、双循环发力的践行地。 

区位通达之利，粤港澳合作新模式将打造对外开放的新前沿。 

继 2019 年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近日《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

开放方案》相继落地，标志着粤港澳深化合作提速迈入新阶段。“两个方

案”都以合作区作为抓手，通过开拓发展空间和创新模式机制，有望打造

以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为依托的中国全面开放新前沿。 

过去几年，中国对外开放步稳蹄疾，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认为这个“更高水平”不仅是量的增长，

更是质的提升，不仅是“以我为主”的顺势之举，也是基于“亲诚惠容”

的深层次全面合作和长期交往。展望未来四十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稳步上移，离不开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在世界眼中，占据地利

的珠三角天然就是开放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缩影，要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持

续受益于全球化和资本流入，大湾区的作用难以替代。 

本次两个重要方案的提出为大湾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软硬两类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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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保障，大湾区也有望借此深化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成为“一

带一路”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物资流的枢纽，进而推动中国与沿线

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国际资本有

着持续吸引力，而最受青睐的消费升级、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主题借开

放的东风将前沿腹地扩展至大湾区全域，并与绿色经济崛起、中概股回归

等形成良性互动。 

转型升级之机，以开放促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做出“中国示范”。 

我们认为，未来高度整合的大湾区有望承担三重角色，不仅为区域增

长注入新动力，更将进一步盘活改革开放新棋局，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打开

新空间。 

第一，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示范区。在 2018 年香港资本市场改革优化

了关于盈利、股权结构等关键上市标准后，允许新经济企业在生命周期的

左侧上市融资，使金融支持从“锦上添花”转变为“雪中送炭”。以 2019

年为起点，大湾区的互联互通、竞合相济有利于长期留住并培育好优质新

经济企业，在优化资源配置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产业升级的领跑者。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本质上是“知识红利”

取代“人口红利”，关键在于以现代服务业为支点，撬动制造业的高端化

发展。在这些方面，香港和澳门作为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融合区

域现有的人才、产业和基础设施优势，构建“科创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

先进制造业中心”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在深、港、澳未来潜在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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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功能加持下，大湾区有望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并通过模式和技术

的外溢效应，拉动中国产业升级的总体步伐。 

第三，共同富裕的践行地。从制度层面来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市

场一体化水平和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大湾区企业有望更加高效地用好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也

令独角兽的成长红利反哺于本地居民。在此基础上，结合“跨境理财”等

业务的广泛开展，本身就具备金融高起点优势的大湾区将有望为超过 7000

万人口全方位打通资产配置渠道，借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球化新潮

流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湾区融合之时，“一国两制”仍然是港澳发展的核心制度基石。 

作为老牌国际金融中心和对接葡语系国家窗口，香港和澳门有着丰厚的底

蕴，特别是在法制、服务、人才、合规等方面长期积累了较大优势。有鉴

于此，国际投资者始终将港澳视作理解中国并投资中国的桥梁，且这种发

源于全球性话语体系的“信任”并没有因为其经济和社会的暂时性波动而

有所动摇。 

展望未来，“一国两制”的基础框架仍然是港澳发展的核心制度基石，

这不仅保障了两地免受地缘政治杂音的扰动，进而在较长时期内得以继续

发挥独特的作用，也明确了其与上海、海南等其他内地开放前沿之间的互

补性大于竞争性。 

我们认为，粤、港、澳三者形成有效分工的融合模式是两个“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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