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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大湾区 ：

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 王 力

２０ １ ９年 ２月 １ ８ 日 ， 党中央 、 国 务院印发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 》
，
这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

一

个时期合作

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
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

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 ， 也是践行推动
“
一

国两制
”

事业发展的

新实践 。 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 ，

“

我国 经济 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 优化经济结构 、 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 的迫切要求

和我国发展的战略 目标 。

”

湾 区经济作为 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 ， 具有高度开放 、 区

域协同 、 创新引 领 、 产业集聚和宜居宜业五大特征 ， 是当今世界

经济版图最为突出 的亮点 ，
也是我国经济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优 良

载体 。 对标世界级大湾区 ， 目前 ， 我国 的粤港澳大湾区 、 沪杭 甬

大湾区和环渤海大湾 区发展也初具规模 ，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已经上升为国 家战略 。 但与 世界三大湾区相比 ， 我国大湾区在发

展质量 、 体制机制建设、

一体化程度和 国 际影响力等诸多方面还

相对落后 ， 迫切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 。

湾区与湾区经济的概念界定

最早将
“

湾区
”

（
ＢａｙＡ ｒｅａ

） 概念引人国 内的是香港科技

大学吴家玮教授 ，
他于 １ ９ ９４年根据旧金山湾区 的发展经验提出 了

一

个颇具前瞻性的观点
——

“

香港湾区
”

。 此后
，
我国学者 围绕

“

湾区
”

与
“

湾区经济
”

开展了
一些研究工作 ， 但主要就湾区发展

的某个侧面谈些看法 ， 还缺少对
“

湾区
”

和
“

湾区经济
”

较为深入

的分析研究 。

“

湾区
”

是指由
一

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 、 港湾

和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 区域。 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和研究文献 ， 本文

认为
，

“

湾 区
”

是指在海湾区域内
， 聚集和形成了若干港口群

、
机

场群和城市群 ，

“

湾区经济
”

则是依托港口群 、 机场群和城市群所

形成的经济体系 ， 代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高形态。

从地理概念上来看 ，
湾区首先是

一

个面积不等 的海湾区域 。

目 前 ， 全球６０％的 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 口
， ７５％的城市群 、

７ ０％

的工业资本和人 口集 中在海岸纵深 １ ００公里左右的沿海地区 ， 湾

区 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级 。
２ ０ １ ２年 ５月 ， 我国

广东省政府发布国 内 首部海洋经济地 图—— 《广东海洋经济地

图 》
。 该地 图根据海洋 自然地理特征以及海洋开发 、 功能定位的

差异 ， 将广东沿海区域划分为
“

六湾区
一

半岛
”

，
其 中的龙头就

是粤港澳湾 区 。 与此规模相 当的 ， 还有长三角经济圈的沪杭 甬湾

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环渤海湾区。

根据湾 区陆地所包 围 海面 的大小 ， 可将湾 区划分为四种类

型 ： （
１

） 小湾区 ： 海域面积一般在５０ ０平方公里 以下 ， 如松岛湾

区
（ 日 本 ） 、 芽庄湾区 （越南 ） 、 那不勒斯湾区 （意大利 ） 、 大

连湾 区 、 威海湾区 、
三 门湾区等 ； （

２
） 中湾区 ： 海域面积

一

般

在５ ０ ０
？

１ ０００平方公里 ， 海湾两岸有水路和陆路交通 ， 通常是城

市 的
一

部分
，
或隶属于某个行政区 ，

如伦敦湾区 、 悉尼湾 区 、 莫

比尔湾区 （ 美国 ） 、 胶州 湾区 、 大亚湾 区 、 三沙湾区等 ， （
３

）

大湾区 ： 海域面积
一

般在 １ ００ ０
？

１ ００００平方公里 ， 湾区周 围通常

有若千都市圈 构成的城市群 ， 如纽约湾 区 、 旧金山湾区 、 东京湾

区
、 粤港澳湾区 、 沪 杭甬 湾区 、 环渤海湾区等 （见表 １

），（
４

）

超大湾区 ，

一般在 １ ００００平方公里 以上 ，
湾区区域内可能包含若

干小型和中型海湾 ， 如塔兰托湾区 、 墨 西哥湾区 、 波斯湾区 、 北

部湾 区 、 海州 湾区等
。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大湾区 ， 即具有辽

阔 的海域面积 、 众多 的港 口
、 机场和城市 、 经济体量较大的湾

区。

湾区经济就是基于湾区地理区位 ， 依托湾区交通体系 、 信息

网络和 自 然经济社会人文联系所形成的城市群体系 。 湾区 经济具

有沿海 、 湾区和城市群三大要素 ， 融合了海湾和港 口 的天然优势

与现代城市群 的集聚和溢出效应
，
形成 了强大的产业集群规模 、

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 、 开放包容的经济体系 、 发达的国际交通网

络 、 创新引领的科技发展环境和庞大的经济体量 ， 是区域经济发

展的最尚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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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世界三大湾 区与我国三大湾 区海湾尺度指标对 比

湾 区／海湾尺度
３ａ ｙＡ ｒｅａｓ／Ｂａｙ Ｓｃａ ｌｅｓ

面积 （ ｋｍ
２

）

Ａｒｅａ
 （
ｋｍ

２

）

深度 （ ｋｍ ）

Ｄｅｐ ｔｈ
（
ｋｍ

）

宽度 （ ｋｍ ）

Ｗ ｉｄ ｔｈ
（
ｋｍ

）

纽约大湾 区

ＮｅｗＹｏ ｒｋＢａ
ｙ
Ａ ｒｅａ

４２ ３ ２０ ３０

旧金山大湾区

ＳａｎＦｒ
ａｎｃ

ｉｓ ｃｏ巳ａ
ｙ
Ａｒ ｅａ

１ ２３２ ６０ ９０

东京大湾 区

Ｔｏ ｋ
ｙ
ｏ ＢａｙＡｒ

ｅａ
１ ３０ ３ ８０ ２０

粤港澳大湾 区

Ｇ ｕａｎ
ｇ
ｄｏｎ

ｇ
—

Ｈｏｎ
ｇ

Ｋｏｎ
ｇ
—

Ｍａｃａ ｕＧｒ ｅａ
ｔ
ｅ ｒ Ｂａ

ｙ
Ａｒｅａ

２５ ６ ７ ８０ ７０

沪杭 甬大湾 区

Ｓｈ ａｎｇ
ｈａ ｉ 

—

Ｈ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Ｎ ｉ ｎ
ｇ
ｂｏ

Ｇ ｒｅａ ｔｅ ｒＢａ
ｙ
Ａｒｅａ

８２ ５９ １ ４０ ９０

环渤海大湾 区

Ｂｏｈａ ｉＲ ｉ ｍＧ ｒｅａ ｔｅ ｒＢａ
ｙ
Ａｒ ｅａ

７ ７２８４ ８５ １ ０９

资料来源 ： 根据相关公开资料整理绘制 。 注 ： 渤海深 度为最大深度 ． 宽度采用

峡 口宽度 ， 从辽东半 岛 的老铁 山 西角与山 东半岛北岸的蓬莱头 间的连 线为 分

界 ． 宽 ５ ９海里 （约 １ ０９千米 ） 。

湾区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

当 前 ， 学术界对湾区经济的发展 阶段形成 了比 较
一

致的看

法 ， 认为湾区经济伴随港口 和城市功能的提升 ， 不断转型升级 。

通常情况下 ，
湾区发展一般会经历港 口经济 、

工业经济 、 服务经

济
、
创新经济 四个发展阶段 （ 见表 ２ ） 。 本文认为 ，

纽约湾区 、

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均已从服务经济迈入创新型经济阶段 。 中

国粤港澳大湾区 、 沪杭 雨大湾区和环渤海大湾区正在从工业经济

阶段迈 向服务经济阶段 。

港口 经济发展阶段 。 在港 口经济发展阶段 ，
湾区经济 以装卸

运输业为主导 ， 活动范围局限于港区内部 。 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大

规模国 际 贸易 促使人财物等要素短时间 内快速向港 口城市集聚 ，

共同衍生 出湾区经济 。 中 山大学毛艳华认为 ：

“

三大世界级湾区

全部发迹于港 口城市
， 可以说 ，

世界级湾区形成的萌芽时期都是

依港而兴。

”

纽约港在湾区发展历程中处于关键地位 ， １
９世纪初

伊利运河开通后 ， 纽约市内 的港 口成为 了东海岸唯
一

连接 内陆航

运和五大湖 区域港口 的大型海港。
二战后 ， 东京湾以其优 良的岸

湾资源 ， 凭借世界经济全球化及 自 由 贸易 的东风 ， 将 日 本经济送

上了发展的
“

新干线
”

。 当时 ，
日 本提出

“

贸易立国
”

的发展战

略 ， 拥有东京港 、 横滨港 、 千 叶港 、 川崎港等众多大港口 的东京

湾区成为 日 本对外贸 易迅速发展的桥头堡 。 无独有偶 ， 作为
“

世

界三大天然 良港
”

之
一

的 旧金山港
，
到 ２ ０世纪８ ０年代初已基本垄

断 了太平洋海岸与美国 内陆的海上贸易 ， 涵盖了 ９９％的太平洋沿

岸进 口货物和 ８ ３％出 口 货物 。

工业经济发展阶段 。 在工业经济发展阶段 ， 湾区经济以临

港工业为主导 ， 活动范围 向港区外拓展 ， 港口城市发展成为制 造

中心 。 ２０世纪５ ０年代 到 ８０年代 ， 对外 贸易扩大推动了临港工业集

聚发展
，
以汉堡 、 东京为代表 的港 口工业城市迅速崛起 ， 经济活

动扩展到周边 区域 。 日 本在东京湾沿岸港 口布局建立了炼油 、 石

化 、 钢铁 、 造船等临海工业带 ， 贡献 了近 ６０％的工业产值 ， 成为

了 名副其实的 制造中心 。 １ ９ ５ ５年 ， 日 本的 国 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

６％ ， 但到 了 ６０
？

７０年代 ，
日 本凭借发达的工业 ， 超越美 国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重化工产品 生产和 出 口 国 ， 继而跃升为当时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 。

服 务经济发展阶段
。
在服 务经济发展阶段 ， 服务业成为湾

区 经济 的主导产业 ， 活动范围拓展到 周 边区域 ，
湾 区核心城市

成为区域或全球资源 配置 的重要节点 。 上世纪 ８０年代到本世纪

初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 依托临港工业和对外贸 易 ， 催

生 了
一

批新兴业态 。 金融 、 保险 、 会计 、 设计 、 广告 、 法律等服

务业在城市集聚 发展 ， 推动了湾区 城市 由 制造业中心 向生产服务

中心
，
如贸易 中心 、 金融中心 、 管理 中心等转变 。 于是临港工业

开始出 现大规模产业转移 ，
工业在湾区城市经济中 的 比重逐渐下

降 。 以东京 、 纽约 、 伦 敦为代表的湾区城市掌握了金融业等高端

资源 ， 成为全球 资源配置的核心节点 。 以纽约湾区为例 ， 上世纪

７０年代 ， 制造业外移 ， 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 ，

金融服 务业集群在曼哈顿逐渐形成 ， 吸引 了 国 际 资本 向纽约集

聚 。 如今 ，
纽约大湾区集中 了摩根 、 高盛 、 花旗等世界金融

“

巨

头
”

１ ００余家 ， 服务业 占 ＧＤＰ比重超过９０％ ， 其 中金融业占半壁

江山 。

创新经济发展阶段 。 在创新经济发展阶段 ，
湾区经济逐步

转向 以信息产业为主导
，
活动范围开始拓展到更广区域 ， 形成区

域多 中心共同 发展的新格局 。 比如旧金 山湾区 被称为
“

科技湾

区
”

， 以环境 优美 、 科技发达著 称 。 湾区抢 占了 产业发展 制 高

点 ， 形成多 个都市圈联动发展 ， 网络化 、 多极化 、 多元化趋势更

加明显 。

表 ２ 湾区经济发展的 四 个阶段

发展 阶段
Ｓｔ ａ

ｇ
ｅｓ ｏ ｌ Ｄｅｖ ｅ ｌ ｏ

ｐ
ｍｅ ｎｔ

时间Ｐ ｅｒ
ｉ ｏｄ 主要特征Ｋ ｅ

ｙ
Ｆ ｅ ａｔ ｕｒ ｅ ｓ

港 口 经济

Ｐｏｒ ｔＥｃｏｎｏｍ
ｙ

１ ９５０年前 以装卸运输业为主导 ． 活动范 围限 于港

区内部

工业经济

Ｉｎｄｕｓ ｔｒ
ｙ 

Ｅｃｏｎｏｍ
ｙ

１ ９５０
－

１ ９８０
年 以临港工业为主导 ． 活动范围 向港区外

拓展 ． 湾区港口城市迅速发展为制造中心

服务经济

Ｓｅ ｒｖ
ｉ

ｃｅＥ ｃｏｎｏｍｙ

１ ９８０
—

１ ９ ９０年


以肮运金融等服 务业为主导 ． 活动范围

拓展到周边城市 ． 湾 区核心城市成为 区

域或全球资源配置 重要节点

创新经济

Ｉ

ｎｎｏｖａ
ｔ

ｉ 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 ９ ９０年后 以信息产业为主导 ．

港口供应链快速兴

起 ． 经 济活动拓展到更广 区域 ， 形成多

中 心共同发展格局

资料来源 ：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整理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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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山东省

黄 悔

河
Ｊ

陕西省
河南省

江苏省

图 １ 我 国主要海湾与三大湾 区地理分布示意 图

资料来源 ： 根据网络 图片资料修改绘制 。

湾区经济发展的五大特征

总结全球大湾区发展 的历程和经验 ， 可以发现湾区发展的表

现形态有其规律可循 ， 即普遍经过单级城市 、 都市圈 、 城市群 、

世界级大湾区 （见表 ３ ） 等发展阶段 ， 在不同的 发展阶段既体现

出时代背景 ， 又在产业集 中度 、 资源配置能力 、 经济体 系发育程

度 、 交通网络 、 科技创新环境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 当

成为世界级大湾区后 ，
则代表了 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高形态 ，

此时

湾区经济具有创新引领、
区域协同 、 高度开放 、 产业集 聚 、 宜居

宜业五大突 出特征 。

创新引 领 。 创 新是湾 区经济发展 的根本动力 。 中 山大学毛

艳华认为 ，

“

无论是 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纽约 ， 还是被誉为科技

创新摇篮的硅谷 ，
创新已成为湾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

”

湾

区汇集了信息 、
人才

、
机构

、
资源

，
激发了创新活力 ，

涌现出大

批创新成果
，
推动了新兴商业模式发展 ， 引领了 全球产业发展方

向 。 根据中 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数据 ，
纽约湾区 、 旧金山湾区专利

授权数 ， 分别 占美国全国专利授权总数的 ４ ． ４％和 １
４ ． ４％

， 在 《财

富 》 世界 ５ ００强企业 中
，
纽约

、
旧金山

、
东京三大湾区分别有２８

家 、
２２家和６０家企业上榜 。

区域协 同 。 协同是湾 区 经济发展 的客观要求 。
港 口 城市发

展壮大后对周 边区域产生外溢效应 ， 周边 区域主动承接产业转

移 ， 它们相互依存、 共同发展 ， 率先建立起发达的交通体系 、 完

善的基础设施和 良好的投资环境 ， 形成 了更加强劲的 集聚能力 。

因此
，

建立区域政府间协同机制是湾 区发展的关键。 比如
，

１ ９ ２ １

年
，
纽约区域规划委 员 会成立 ， 后发展成纽约区域规划协会 （简

称ＲＰＡ ） 。
１ ９６ １年 ， 旧金山也成立了湾区政府联盟 。 旧金山湾区

委员 会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肖恩
？

伦道夫说 ：

“

旧 金 山湾区的城市

群看似分散 、
缺乏协调 ， 但实际上分工定位很合理 ， 协 同效应明

显 。

”

经过 １ ６ ０年的发展 ，
旧金 山 已成为金融 中心 、 历史文化中

心
，
奥克兰已成为制造产业基地 ，

硅谷所在的圣何塞 已成为高新

技术产业集聚区 。

高度开放 。 开放是湾区经济发展的 突 出特征 。 湾区 经济因

港而生 、 依湾而兴 ， 具有天然 的开放属性 。 湾区是接轨国 际市场

的最前沿 ， 吸纳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来人口就业 ， 引进了 国外先

进技术和生产方式 ： 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移 民文化 。 比如 ，
开放型

经济体系和包容的移民文化为旧金山湾区集聚了丰富的要素资源。

旧 金山大学ｒｐ铁诚教授表示 ，

“

开放令任何文化背景的移民来到这

里
， 能快速融入当地 ， 这对于湾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

”

肖恩
？

伦

道夫表示 ：

“

旧金山发展成世界级湾区的
一

个重要原 因在于足够开

放 、 足够包容。

”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认为 ，

“

东京湾区发展

经验中最重要的
一

点
，
就是开放带来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

”

产业 集聚 。 产业是湾 区经济发展 的基础要素 。 湾区 城市作

为 国际 贸易 中心 、 航运中心和金融 中心发展起来 ， 物流 、 人流 、

信息流 、 资金流在此交汇 ， 吸引着全球范围的资源加速向湾区集

聚 ， 成为全球高端要素配置的核心节点 。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陈鸿

宇认为
， 国 际

一流大湾 区需要拥有国 际影响力的大都市连绵群 ，

拥有超级大港 口群 ， 同时还要拥有强大的产业集群做支撑 。

宜居宜业 。 生态是湾区经济崛起的保障条件 。 湾区气候条件

优越 ， 温度湿度适宜 ， 对污染的 自然净化能力也强于内 陆地区 。

依 山临海的城市规划创造 了更加优美怡人的生存环境 。 开放的文

化氛围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 可以吸引大批年轻移民 ， 为大湾

区发展注入生机活力 。

加快推进中 国 大湾区发展的若干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 小组更 名 为 国 家大湾区建设领导小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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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世界三大湾区发展阶段与形成背景

阶段 ／湾区

Ｄｅ 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 ｎ

ｔ

Ｓ
ｔ
ａ
ｇ
ｅ ｓ／Ｂ ａ

ｙ

Ａｒｅ ａｓ

纽约湾区
Ｎ ｅｗＹｏｒ ｋ

Ｂａ
ｙ
Ａｒｅａ

旧金山湾区
Ｓ ａｎＦ ｒａ ｎｃ ｉ ｓｃｏ

Ｂａ
ｙＡ ｒｅ ａ

东京湾区
Ｔｏ ｋ

ｙ
ｏＢａ ｙＡｒｅ ａ

单级城市

Ｓ ｉｎ
ｇ

ｌ ｅＴ ｉ ｅｒ

Ｃ ｉｔ ｉｅ ｓ

１ ８ １ １年到２０世纪 ２０年

代 ． 纽约逐步形成以

曼哈顿为中心的贸易

大港

腿年到 ２＿己２０年

代
． 移民涌入 ． 采金

冶炼等产业快速錄

旧金山开始繁荣

１ ９世纪 中 Ｄ｜到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 ． 东京依

托天然港 口发展 贸

易与港 口工业
，

二

战推动资源吸聚

都市区

Ｍｅ ｔ ｒｏ
ｐ
ｏ ｌ ｉ ｔａ ｎ

Ａｒ ｅａｓ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到６０年

代 ． 以纽约为核心向

周 围中 小城市辐射 ．

分散城市功能 ． 形成

都市区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到 ５０年

代初 ．

二战带来大量

制造研究需求 ． 硅谷

初显雏形 ．

都市区由

旧金０ Ｊ
向馳辐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ｇｉ

Ｊ
７０年

代末 ．

■

工业分散
̄

战略缓 解中心压力 ．

以东京为 中心形成

同心圆式结构

城市群

Ｕ ｒｂａｎ

Ａ ｇｇ ｌ

ｏｍ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ｓ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致０世

纪 末 ． 都市区范围扩

大 ．

城市群横向蔓延 ．

发展为跨州的大都市

连绵带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２０世

纪末 ．

人才 ． 资金 ．

技术 ， 政策 向硅谷聚

集 ． 发达区域带动沿

线地 区 ． 形成 多中心

格局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到９０

年代末 ． 东京部分

城市功能分散 ． 形

成 区域
■ ■

多级多圈

层
？ ■

城市群结构

世界级湾区

Ｗｏ ｒ ｌｄ
－

ｃ ｌａｓｓ

ＢａｙＡｒｅａｓ

２０世纪末至今 ．湾区制

造业转移 ． 纽约成为

国际机构集 中地 ．

与

周边城市协调发展

２０世纪 末至今 ． 湾区

区域内产业分工走向

全球化分工协作 ． 主

打以硅谷为特色 的科

技研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至

今 ． 湾区逐步形成

以东京 为核心 的
■ ■

中心
一

外围
＂

区

域体系

资料来源 ： 根据恒大研究院资料整理 。

组 。 根据我国迈向 高质量 发展的新形势 ， 建议在国家层面对粤港

澳 、 沪杭甬 和环渤海三大湾区进行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 。 将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更名 为国家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 全面统

筹三大湾区 的 体制机制创新 、 产业 （ 项 目 ） 布局 、 基 础设施互

联互通 、
区域

一

体化推进等 。 在粤港澳大湾区升级为 国家战略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实施的背景下 ， 将沪杭 甬大湾区

和环渤海大湾区建设也升级为国家战略 ， 并出 台 《沪杭 甬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 和 《环渤海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 统领三大湾

区成为中 国经济迈向高质童发展的新引擎 。

成立国 家大湾区建设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 国家大湾区 建

设领导小组应充分发挥国内外行业协会 、 学术团体 、 智库机构作

用 ， 聘请权威专家学者发起成立国家大湾区建设发展专家咨询委

员会 ，
对三大湾区建设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把脉咨询 ， 献计献

策贡献智慧 。 比如
，
重点研 究如何推动大湾区建设与

“

一带
一

路
”

建设 、 自 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有序衔接问题 ； 研究

如何加强环渤海大湾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
沪杭甬 大湾区与长三

角 区域
一

体化等国家战略有机结合问题 ； 研究如何提升大湾区 内

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能级问题 ； 研究如何加快构建创新引领的世

界级大湾区 、
形成我 国参与国 际竞争的新优势问题等 。

推动三大湾区成为参与国 际合作竞争的战略新平台 。 站在区

域经济发展视角 ， 三大湾区分别处于珠三角经济圈 、 长三角经济

圈和环渤海经济圈 ， 刚好构成 中 国 区域经济的三角 支撑之势 。 改

革开放４０年来
，
三大经济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火车头 ，

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了突 出的贡献 。 进入新世纪 的当下 ， 世界 多极

化 、 经济全球化 、 社会信息化 、 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 ， 全球治理

体 系和国 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 ， 新
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

待发 。 与此同时 ， 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 ， 保护主义倾向

抬头
，
三大经济区的产能过剩 、 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平衡不匹配等

突出 矛盾和 问题也开始凸显 ， 昔 日 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 内生动力

也变得不足 。 尤其是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 ， 资源能源约束 日趋

严峻 ， 生态环境压力 日 益增大 ， 人 口 红利逐步消失 。 综上分析 ，

特别 是在当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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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 ， 迫切需要推动三大湾区成为拉动 中

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三艘
“

新航母
”

， 成为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战

略新平台 。

统筹规划三大湾 区重 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 目 。 大湾 区
一

般都由若干个都市圈和城市群组成 ， 并横跨若千个省市的行政区

划 ， 如果各 自 为政 ， 就很难实现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的互联互

通 。 因此 ， 必须从国家层面建立起协调机制
，
统筹规划大湾区的

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 目 。 比如 ， 优化大湾区 的高速公路 、 高

速铁路 、 城市轨道交通网 络布局
，
提升大湾区港 口群能级 ， 加密

大湾区空港建设和航线规划 ， 构建高效便捷 、 互联互通的 大湾区

综合交通体系 ，
打造世界级的大湾区港 口群 、 机场群

、
髙铁网和

高速公路网等 。

粤港澳大湾 区积极推进广深港高铁 、 深中通道 、 虎 门二桥 、

深珠通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 建设 ， 推进广州 第二机场规划

建设
。
沪杭 甬 大湾区积极推进上海一宁波跨海高铁大桥

、
上海一

杭州 高铁 、 杭州 一宁波高铁 、 宁波一舟 山高铁建设 ，
形成沪杭 甬

大湾 区既互联互通 、 又循环畅通的交通 网络体系 。 届时上海都市

圈 、 杭州都市圈 、 宁波都市睏 、 苏锡常都市圈将融为
一

体 。 环渤

海大湾区积极推进环渤海高铁和跨海隧道工程
，
推进大连一烟台

跨海高铁建设 ， 两地交通可由 １ ６０ ０公里缩短为 １ ０７公里 ， 届时辽

东半岛城市群
、
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京津酱城市群将融为一体

，
形

成环渤海大湾区循环交通大动脉 。 （＆

（ 本 文是在 中 国 大 湾 区 发展 规 划 的 基础 上形 成 的 。 课题主

持人王 力
，
课题组成 觅 有 黄育 华 、 韩晓 宇 、

王 伟 、 张紜亮 、
卅典

军 、
王子鹏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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