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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世界一流湾区 ：

加快提升中国三大湾区发展能级
■ 王 力

当今 ， 纽约湾区 、 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是世界
一

流的三大

湾区 ， 总结它们发展的经验有五大突 出特征 ， 即创新引领、
区域

协同 、 产业集聚 、 宜居宜业和高度开放 。 对标世界
一

流大湾区 ，

虽然我国粤港澳 、 沪 杭 甫 和环渤海三大湾区在上述方面还存在较

大差距 ， 但我国三大湾区在经济总 董、
人 口 聚集 、 港 口吞吐能力

和城市群规模等方面也形成了 比较优势 。 本文通过对标世界
一

流

湾区 ， 意在找出 我国大湾区 发展的差距 ， 加快提升发展能级 ， 从

而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童发展的战略新 引擎 。

中外大湾区地理范围 界定

湾区经济代表着 区域发展的最高形态 ，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上升成为国 家战略 ， 发展
“

湾区经济
”

将成为 中 国 经济迈 向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新引擎 。 ２０ １ ９年 ３ 月 ，
在全国两会上 ， 部分代表

委 员建议将沪杭 甬 大湾 区 、 环渤海大湾区也上升为国 家战 略 ， 以

此拉动我国三大区域 发展再上新台阶 ， 实现新跨越 。 本文 以我国

粤港澳大湾区 、 沪杭 甬 大湾区和环渤海大湾区 为研究对象 ， 在界

定大湾区地理范围 的基础上 ， 根据 国际湾 区 比较研究惯例 ， 选择

最能代表湾区发展水平的指标参数 ， 进行对标和 比较分析 。

世界三大湾区地理范围

纽约湾区 、 旧 金山湾 区 和东京湾 区 ， 是世 界 流的 三大湾

区 ， 它们的 发展在所在区域乃至全球都是最具代表性的 。 纽约湾

区是美 国的经济和文化 中心 ， 也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 ， 下曼哈顿

的华尔街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 。 旧金山 湾区 是全 美经济增

长最具活力的地区 ， 也是全球最负盛名 的科技创新中心
“

硅谷
”

所在地和世界
一

流大学斯坦福所在地。 东京湾区是全球首屈
一

指

的制造业中心 ， 也是全球知名 的国 际金融中心 、 贸易 中心和 消 费

中心 。

纽约湾区地处美国 经济核心地带 ， 是涵盖纽约州 、 新泽西州

和康涅狄格州 ３ １个县在 内 的超大都市区 。 纽约湾 区城市群北起波

士顿 ， 南至华盛顿 ， 以波士顿 、 纽约 、 费城 、
巴尔的摩 、 华 盛顿

等大城市为中心地带 ，
区域面积为 ３ ３４８４平方公里 。

旧 金山 湾区位于萨克拉门托河下游出海 口
，
是美国西海岸 、

加 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大都市区。
旧 金山湾区包括９个县和 多个大

中城市 ， 主要有旧 金山 、 奥克兰及圣何塞 等大都市 。 旧 金山 港

是世界三大天然 良港之
一

。 旧金 山湾区区域面积为 １ ８０００平方公

里 。

东京湾区 位于 日 本本 州岛 中部太平洋海 岸 ， 包括东京都 、

埼玉县 、 千叶县 、 神奈川县等
一

都三县。 东京湾区 城市群是世界

上经济最发达 、 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群之
一

， 主要有东京 、 横

滨 、 川 崎 、 船桥 、 千叶等 ５ 个大都市 。 东京湾区拥有优 良的深水

港 ， 京滨 、 京叶两大工业带分别 向东京湾两侧延 伸 ，
区域面积为

１ ３５６２平方公里。

中 国三大湾区地理范围

中国沿海地域广阔 ， 海岸线蜿蜒绵 长 ， 大中小湾区众多 。 根

据前文笔 者提出 的湾区层级划分标准 ， 本文以形成
一定量级的粤

港澳大湾 Ｋ
、
沪杭 甬 大湾区和环渤海大湾区 为研究对象 ， 并对三

大湾区 的地理范围进行界定 。 截至 ２０ １ ６年 ， 这三大湾区经济总傲

分别 占全 国经济总 蹶的 １ ２ ． ５
°
／。 、 １

０ ． ２％ 、 １ ７ ． １％ ， 是我 国珠三角

地区 、 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 当之 无愧的经济发展火车头 。

呵 港澳大 湾区 是 由包括香港
、
澳 门两 个特 别行政区 和广东

省的广州 、 深圳 、 佛山
、
东莞 、 珠海 、 中山 、 肇庆 、 江门 、 惠州

九市组 成的超级城市群 ， 区域面积为５ ６０００平方公里 （见图 １
） 。

２０ １ ７年３ 月 ， 在全国 两会上 ，

“

粤港 澳 大湾区
”

首 次出现在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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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粤港澳大湾区示意图

图片来源 ：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制作。

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 ７月 ， 香港 回归祖国 ２０周年之际 ， 习 近平主

席亲 自见证了国 家发展改革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的 《深

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
， 其发展 目标是

“

努

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 、 宜居宜业宜游的

优质生活圈和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 携手打造国 际
一

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

。
２０ １ ８年８月 ， 国家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领导

小组正式 成立 ， 由 国 务院副总理 韩正担任组长并召开第
一

次会

议 。 ２０ １ ９年 ２月 ， 党中 央 、 国 务院正式印发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 》
。

沪杭 甬大湾 区是长三角 城市群 的核心部分 。 目 前 ， 社会各

界关于沪杭甬 大湾区的提法和包含哪些城市版本很多 。 关于湾区

的提法
，
目前有长三角湾区 、 环杭州湾区 、 江浙沪湾区 、 上海湾

区 、 杭州湾湾区、 沪杭 甬 大湾区等不 同表述 。 关于湾区范围包含

的城市 ， 有观点认为包括 １ ０个城市的 ， 也有观点认为包括 ７个城

市的 。 本文认为 ，
釆用

“

沪杭 甬大湾区
”

的提法 比较科学
，
沪杭

甬大湾区应是以上海为龙头 ，
以杭州 、 宁波 、 苏州为三大极核

，

以嘉兴 、 湖州 、 绍兴 、 舟山为四大协同空间
，
再加上所辐射的沿

海和纵深腹地的
“

１
＋ ３＋ ４＋ Ｘ

”

的空间形态
，
区域面积为 ６

１ １ ７３平

方公里 （ 见图 ２ ） 。

环渤海大湾区 是在环渤海经济圈基础上形成的概 念 。 国 内

部分专家学者认为
，
京津冀城市群需要与环渤海地区形成更紧密

的 融合发展 ，
构建环渤海大湾区

，
形成涵盖首都圈 和 出海口 的超

级城市群 。 本文认为
，
环渤海大湾区是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核心 、

以辽中南城市群和山东半 岛城市群为两翼的大湾区超级城市群 ，

覆盖北京 、 天津 、 雄安 ， 河北的保定 、 唐 山 、 秦皇岛 、 廊坊 、

衡水 、
沧州 ， 山东的济南 、 青岛 、 烟台 、 威海 、 德州 、 滨州 、 东

营 、 淄博 、
潍坊 ， 辽 宁的沈 阳 、

大连 、 丹东 、 辽阳 、 鞍山 、 盘

锦
、
营 口

、
锦州

、
葫芦岛等２０多个城市 ， 区域面积为 ２７ ６２３７平方

公里 （见图 ３
）

。

中外大湾区发展指数对标分析

纽约湾区 、
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作为世界

一

流大湾区 ，
对

图 ２ 沪杭 雨大湾区示意 图

图 片来源 ：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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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环渤 海大湾区示意图

图片来源 ：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制作 。

本 国经济的拉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 本文通过对标这三大湾

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 、 港口 吞吐能力 、 交通基础设施 、 产业结构优

化和科教创新能力等指数 ， 系统总结世界三大湾区 发展的成功经

验
，
找 出我 国三大湾区 发 展存在的差距 ，

知 己知 彼 ，
方能 百战

不殆 。

中外湾 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标

从经济总规模看 ， 中国三大湾区与世 界三大湾区相比奄不逊

色 ， 正在具备竞争世界
一

流湾区的实力 。 但对标世界三大湾区 ，

中国三大湾区的人均经济发展效率还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 ， 从经济总规模看 。 ２０ １６年 ， 中 国大湾区中经济规模Ｍ

小是沪杭甬 大湾区 ， 其ＧＤＰ总量为 １ ．
１ ４万亿美元 ， 也超过旧金 山

湾区 的 ０ ．

８ ２万亿美元的水平 。 中国三大湾区 中经济规模Ｍ大的 是

环渤海大湾区 ， 其ＧＤＰ总量为 １ ． ９２万亿美元 ， 是世界三大湾区 中

经济总量最小的 旧金山湾区 的 ２
．
３倍 ， 超过 了 世界三大湾区 中 经

济总量最大的东京湾区 （
见图 ４

） 。 根据粤港澳大 湾区研究院发

布的报告显示 ， 按 目前发展的势头测 算 ， 粤港澳大湾区 只需数年

（ 万亿 美元 ）

图 ４２ 〇 ｉ ｅ年中 外大湾区ＧＤ Ｐ总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三大湾 区城市统计资料捜集计算 。
２０ １ ６年 ． 沪杭甬 大

湾 区 ＧＤ Ｐ为 ７ ． ５８万亿元 ． 环渤海 大湾区ＧＤ Ｐ为 １ ２ ． ７万亿 元 。 本报告按照 ２〇１ ６

年 ２４ ４个交易 日 平均汇率中 间价 １美 元＝６ ．

６４２３人民币元计算得 出其按美元

计 算的 ＧＤ Ｐ总置 。

即 ＂
Ｊ

？

超越东京湾区 ， 成为全球经济总所Ｍ大的湾 区 。

其 次
，
从 人 均经济发 展效率 看 。 本 文 从Ｇ ＤＰ 占 全国 比 重 、

人均 Ｇ Ｌ）Ｐ 、 经济密度和 经济增速这４个指标来 比较中 外大湾区 的

经济发展效率 。 第
一

， 湾区Ｇ ＤＰ 占全国 的比朮 。 从测 算中可 以发

现 ， 中 外大湾 区在所在国 经济发展的地位都十分重要 。
２０

１ ６年 ，

中Ｗ
？

：大湾区ＧＤ Ｉ

）

之和 占全国 的 ３９ ． ８
。

／。
， 东京湾区ＧＤＰ占 曰 本全

＿的 ３ ８ ． ６％ ， 美国两大湾区０ 丨
：^ 之和 占全国 的 １ ３ ． ３％ 。 从单个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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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２０
１
６年 中外大湾区人均 ＧＤＰ对 比

地均 ＧＤＰ
（ 万美元 ／ ｋｍ

２

）

图 ７２０ １ ６年 中外大湾区经济密度对比

｛万标箱 ）

注 ： 环渤海大湾区和沪杭甬大湾 区为规模 以上港口集装箱年吞吐置总计。

资料来源 ： 交通运输部官网 ２０
１
６年规模以上港 口货物 、 旅客吞吐置快

报数据等 ．

ｈ 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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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看
，
东京湾区 占所在国经济 比重最大 ， 环渤海大湾区次之 ，

旧

金山湾区最小 （见图 ５ ） 。

第二 ， 湾区 人均 ＧＤ Ｐ水平。 中 国三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

对标差距明显 。 中国三大湾区人均Ｇ ＤＰ水平最高的 是粤港澳大湾

区
， 人均Ｇ ＤＰ为２ ．

０６万美元 ， 仅为世界三大湾区 中最低的东京湾

区 ４ ． ３ １万美元的４８
°
／。 ， 不及世界三大湾区 中最高 的旧金 山湾区 人

均Ｇ ＤＰ １ ０ ．

６８万美元的 ２０％ 。 中国三大湾区 中最低的环渤海大湾

区人均ＧＤＰ只有旧金山 湾区的 １
／

１
０左右 （见图６ ） 。

第三 ， 经济贡献度水平。 中 国三大湾 区与世界三大湾区对

标也存在 明显差距。 旧金山湾 区为４５ ５ ５ ． ６万美元／平方公里 ， 纽

约湾区为４９ ５ ５ ． ２万美元／平方公里 ， 东京湾区 甚至达到 １ ３ ８ ９ ７ ．
１

万美元／平方公里 。 ２０ １ ６年 ， 中国最高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贡献

度为 ２５００万美元／平方公里 ， 不及世界大湾区 中经济贡献度最低

的 旧金山湾区的 ５５％ 。 中国最低的环渤海大湾 区经济贡献度仅为

６ ９３ ． ９万美元／平方公里 ， 是世界三大湾区 中最高 的东京湾区的

５％ 。 沪杭 甬大湾区经济贡献度为 １ ８６６ ． ２万美元／平方公里 ， 是 旧

金山湾区的４ １ ％ （见图 ７ ） 。

第四 ， 经济增长潜力 。 近年来 ， 世界三大湾区的经济增速总

体上呈现出低速水平
，
而中 国三大湾区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

速度 。 ２０ １６年 ， 粤港澳大湾区 总体经济增速在７％以上
，
分别 是

纽约湾区 、 东京湾区 、 旧金山湾区的 ２ ． ２６倍 、 ２ ．
１ ９倍和２ ． ９３倍 。

按这种发展趋势测算 ，
粤港澳大湾 区到 ２０２２年 即 可超越东京湾 区

成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 湾区 。 沪杭 甬 大湾区和环渤海大湾区经

济发展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 而且发展潜力 巨大 。

中外湾区港 口吞吐能 力对标

从港 口吞吐能力看 ，
中国 三大湾区较 世界三大湾 区具有明

显的竞争优势 。 ２０ １６年 ， 世界三大湾区 中最高 的东京湾区集装箱

吞吐量为 ７６６万标箱 ， 而 中 国的 粤港澳大湾区集装 箱吞吐量达到

了

７２００万标箱 ， 是东京湾区的 ９ ． ４倍 ， 是世界三大湾区总和的 ５ ． ５

倍 （ 见图 ８ ） 。 粤港澳大湾区 拥有世界最大的港 口群 。 根据国 际

船舶 界权威认证机构英国劳氏船级社发布的
“

２０ １６年世界集装箱

港 口百强榜
”

名单 ， 全球吞吐量前十 强港 口
， 粤港澳大湾区就占

据三席 ， 其 中深圳港排名第三 ， 香港港排名 第五 ， 广州港排名第

七 。 东莞港也跻 身全球第 ４３位。 而 ２０
１
６年纽约湾区吞吐量最大的

纽约港仅排名 第２ ２
， 东京湾区的 日 本第

一

大港东京港排名第 ２９ ，

日 本第二大港横滨港排名第 ５ ４ ， 旧金山湾区仅有奥克兰港上榜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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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人次 ｝

图 ９２０ １ ６年中外大湾区机场旅客吞吐置对比

排名第 ７０ 。 ２ ０ １ ８年 ， 沪杭 甬大湾区 的宁波舟 山港超过深圳港成为

世界 前三甲 的集 装箱港 Ｕ ， 上海洋山深水港是 目 前全球建设规模

最大的 自动化集装箱港 口 。

从空港吞吐能力看 ， 中外大湾区机场旅客吞吐置基本处于同

—

水平 （ 见图 ９ ） ， 中国三大湾区略高 。 ２ ０ １ ６年 ， 环渤海大湾区

机场旅 客吞吐量为 ２ ． ０６亿人次 ， 沪杭 甬大湾区 为 １
． ４ ７亿人次 ， 粤

港澳大湾区为 １ ． ８ ７亿人次 。 在世 界三大湾区 中 ， 纽约湾区为 １ ． ３

亿人次 ，
旧金山湾 区为 ０ ． ７２亿人次 ，

东京湾区为 １
． ２亿人次 。

中外湾区交通基础设施对标

从交通基础设施看
，
中外三大湾区基本都 形成 了海陆空立体

交通 网络 。 本文选取
“

１ 小时交通圈
”

指标对中外六大湾区 进行

对标 比较分析 （ 见表 １
＞ 。

从 对标情 况看 ， 世 界三大湾 区交通 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 ，

纽约湾区 、 旧金 山湾区和东京湾区都强调高效便捷交通
一

体化进

程
，
在湾区 内部形成

“

１ 小时都市圈
”

。
目 前

，
中国三大湾 区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幵 ， 粤港澳大湾区将实现广州与

珠三角各市 １ 小时通达 ， 沪杭甬 大湾 区将实现
“

都市间 １小时高铁

圈
”

， 环渤海大湾区正致力于规划
“

环渤海 １ 小时交通圈
”

。

中外湾区产业结构优化对标

从产业结构优化看 ． 目 前 ， 世界三大湾区基本都进人 了服 务

经济发展阶段 ， 已形成 以现代服 务 、

丨ｋ和信息产业为 主导 ，
完成 了

由工业经济 向服 务经济或创新经济的转型 。 对标世界三大湾区 ，

中 国三大湾区产业结构水平要低若干个层 次 。 从湾区经济的 发展

阶段 ＃
，
中 国 三大湾区 目前 尚处 于工业经济 向 服务经济过渡阶

段 ， 个别都 巾阍 正积极探索迈上创新经济台阶 。

从第三产 业 占 比看 。 世界三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都在 ８ ０％以

上
，
纽约湾区 甚至达到 ９０％

，
而中 国三大湾区第三产业 占 比最高

的 粤港澳大湾区 目 前 只有 ６４％
，
最低的环渤海大湾区第三产业 占

比只有 ５ ５％（ 见图 １
０

）
，
比世界三大湾区低 ２０

？

３ ０个百分点 。 这

说明中 国三大湾 区产业结构提升空间巨大 ， 特别是发展现代服务

业任重道远 。

从 支柱产 业看 。 纽约湾 区的 支柱产 业为 金融 、 航运 、 计算

机 ， 旧金山湾区的支柱产业为 电子 、 互联网 、 生物 ， 东京湾区的

支柱产业为装 备制造 、 钢铁 、 化工 、 物流 。 我们发现世界 流大

鸬 区现代 服务业高度发达 ，
与此同时高端装备制 造业地位也十分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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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ＶＶＶ７
图 １

２２ ０
１
６年 中外大湾 区世界 １

００强大学数对 比

表 １２０ １ ６年中外大湾区 １ 小 时交通圈建设 比较

湾区／指标
Ｂａ ｙＡｒｅ ａｓ／

Ｉ ｎｄ ｉｃ ａ ｔｏ ｒｓ

交通设施建设

Ｃ ｏｎｓ ｔｒ ｕｃｔ
ｉ

ｏｎｏ
ｆ

Ｔｒ ａ ｎｓ
ｐ
ｏ ｒｔ ａｔ ｉ ｏｎ

Ｆ ａｃ ｉ ｌ ｉｔ ｉ

ｅｓ

１小 时交通圈

１
Ｈｏｕ ｒＴ ｒａ ｆｆ ｉ ｃ

Ｃ ｉ ｒｃ ｌｅ

交通
一体 化

程度
Ｉ ｎ ｔｅ

ｇ
ｒ ａｔ ｉ ｏｎ

ｏｆ

ｔ
ｒ ａｎ ｓｐ ｏｒ ｔ ａｔ

ｉ ｏｎ

美 国纽约湾 区

ＮｅｗＹｏｒｋＢ ａｙＡｒｅａ
完善 已形成

一

小 时交通圈 高

美 国旧金山湾区

ＳａｎＦ ｒａｎｃ
ｉ

ｓｃｏＢａｙＡ ｒｅａ
完 善 已形成

一

小时交通圈 高

曰本东京湾 区

Ｔｏｋ ｙ
ｏＢａｙＡｒｅａ

完善 已形成
一

小时交通圈 高

粤港澳大湾 区

Ｇｕａｎ
ｇ
ｄｏｎ

ｇ
—

Ｈｏｎ
ｇ

Ｋｏｎ
ｇ
—Ｍａ ｃａｏＧｒｅａｔ ｅｒ

Ｂａ
ｙ
Ａ ｒｅａ

相 对完善 正在建设
一

小时交通圈 相对较高

沪杭雨大湾 区

Ｓ ｈａｎ
ｇ
ｈａ ｉ

—Ｈａｎ
ｇ
ｚｈｏｕ

—

Ｎ ｉｎ
ｇ
ｂｏＧｒｅａｔｅ ｒ

Ｂａ
ｙ
Ａ ｒｅａ

不 完善 正在建设一小时交通圈 较低

环渤海大湾区

ＢｏｈａｉＲ ｉｍＧｒｅａｔｅ ｒ

Ｂ ａｙＡ ｒｅａ

不完善 正在规划
一

小时交通圈 较低

突 出 。 对标世界
一

流大湾区 ， 我国三大湾区 的支柱产业发展水平

参差不齐 ， 现代服务 业能级不够强大 ， 结构 比重不尽合理 ， 没有

形成发展优势 。

中外湾区科教创新能力对标

从科教创新能力看 。 目前 ， 中 国三大湾区 较世界三大湾区稍

逊风骚 ， 这主要因 为中国 大湾区发展仍然 处在初级阶段所致 。 然

而 ， 湾区 内 已有北京 、 上海 、 杭州 、 深圳 、 香港等核心城市展现

出较强的科教创新实力 ， 未来必将成为带动中 国大湾区科教创新

的领头羊 。

从世界５ ００强企业家数看 。
《财富 》 世界 ５ ００强

一

向被视为

衡量 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 据财富中 文网统计 ，

２０ １６年
，
在世界５ ００强企业名单中 ，

位于纽约湾区的有 ２８家 ， 位

于旧金山湾区 的有２ ２家 ， 位于东京湾区的有６０家 。 对标世界三大

湾区 ，
２０ １ ６年

， 环渤海大湾区 世界５ ００强企业数达到 ７ ３ 家 ， 比世

界三大湾区 ５ ００强企业最多 的东京湾区多 １ ３家 ， 仅北京就拥有５ ８

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 见图 １ １
） 。 粤港澳大湾区和沪杭 甬大湾区的

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也分别有 １
６家和 １３家 。

从科技创新能力看 。 世界三大湾区核心城市均是科技创新 中

心
，
特别是东京湾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居全球首位 。 对标世界

一

流

湾区
，
中国三大湾区也形成了 自 身特色 ， 如

“

互联网 ＋
”

、 人工智

能 、 云计算等
“

未来产业
”

正后来居上。 根据 《 ２０ １ ７年全球创新

指数报告 》
，
深圳 －香港作为

“

创新集群
”

排名 全球第二
，

《经

济学人 》 更是将深圳称为 比硅谷更传神 的
“

硅洲
”

。 ２０ １ ６年
，
根

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 （
Ｗ

ＩＰＯ ）ＰＣＴ专利数据库统计 ， 东京ＰＣＴ专

利数 ２６ １
３ ０８件 、 旧金山 ５ ９７６２件

、
纽约４７ ７９４件。 深圳Ｐ ＣＴ专利数

６９３４７件
，
在全球性创新活动活跃城市中排名 第二位。

从教育资源水平看 。 目前 ，
世界三大湾区基本都有世界排名

１ 〇〇强大学集聚 ， 其中纽约湾 区有 １ １所 ， 旧金 山湾区有２所
，
东京

湾 区有 ２所 。 对标世界三大湾区 ， 我国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排

名 １ 〇〇强大学４所 ， 主要分布在香港 ； 环渤海大湾区有 ２所 ， 主要

分布在北京 ， 沪杭 雨 大湾区有 ３所 ， 主要分布在上海和浙江 （ 见

图 １ ２ ）０？

（
本 文是 在 《 中 国 大 湾 区 发 展战 略研 究 》 的 基础 上 形成 的 。

课题主持人王 力 ， 课题组成 员 黄育 华 、 韩 晓宇 、
王 伟 、 张红亮 、

册典均 、
王子 鹏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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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世界
一 流 大 湾 区 ， 我 国 粤港 澳 ．

沪 杭 甬和 环渤海三大 湾区在
一

些还存在 较大

差距
。 本 文通过对标世界

一

流 湾区 ． 意 在找

出 我 国大 湾区发展 的差距 ．

加 快提升发展能

级 ． 从而成为 推动我 国 经济实 现高质量 发展

的 战略新 引擎 。

Ｂｅｎｃｈｍ ａ ｒｋｉｎ
ｇ
ｗｏｒ

ｌｄ
－ ｃ

ｌ
ａｓｓ ｂ ｉ

ｇ
Ｂａ

ｙ
Ａｒｅａ ，Ｃｈ ｉｎａ

＇

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Ｈｏｎ

ｇ

Ｋｏ ｎｇ ，
Ｓｈ ａｎ

ｇｈａ ｉａ ｎｄＨ ａｎ
ｇ
ｚｈｏｕＢ ａ

ｙ ａ
ｎｄＢｏｈａ ｉＳｅａＲｉｍｉ ｎｓｏｍｅ

ｔｈ 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

ｌｌ  ｌ
ａｒ
ｇ
ｅ

ｇ
ａ
ｐｓ

．Ｂｙ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ｉｎ

ｇ 
ｔｌ

ｉ ｅ
ｗｏｒ

ｌｄ
－

ｃｌ
ａｓｓＢａｙ



Ａｒｅａ
，

ｔｈ ｉｓｐａｐｅ ｒａｉｍ ｓ ｔｏｆｉ ｎｄｏ ｕｔｔｈｅｇａｐ 
ｉ
ｎｔｈ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 ｆＣｈｉ ｎａ

＇

ｓ

Ｄａｗａ ｎＤ ｉｓ ｔｒｉｃ ｔ ａ ｎｄ ａｃｃｅ ｌｅ ｒａｔ ｅｔｈ 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 ｒｇｙ ｌ ｅｖｅ ｌ
ｓ

，

ｔｈｕｓｂｅｃｏｍ ｉ ｎ
ｇ

ａｎ ｅｗ ｓｔ ｒａｔ
ｅｇｉ ｃｅｎ

ｇ
ｉｎ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ｈｉ

ｇｈ
－

ｑ
ｕａ ｌ

ｉ ｔｙ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 ａ

＇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ｔ者絮语
０４ 编者絮语／发 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别关注
１ ０

＂

本源
＂

与
＂

转型
＂

中平衡 中国银行业走过２０ １ ８年

１ １ 冯所腾 许旭明／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上市银行的影响分析

１ ６ 韩晓宇／２０ 彳
８年五大 国有商业银行年报分析

２３ 杨 芮 ／从 ２０ １ ８年年报看上市股份制银行三大转型亮 点

２９ 武安华／２０ １ ８年上市城商行年报分析

３３ 马 晨／金融机构 回 归本源 ， 助 力 乡村振兴战略

——

２ ０ １ ８年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综述

寸面人物
３６ 仇 博／七载蜕变 破茧成蝶

——

访 青岛农商银行党委书记 ． 董事长刘仲生

新书推荐
４ １ 《商业银行要义 》 新书推荐

专稿
４２ 杨复兴／基于 中国文化的综合金融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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