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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经济增长新￥能 ＝

关于中国湾区发展的战略思考
■ 王 力

湾 区是我 国 经济最具 活力 、 开放程

度最高 、 产业集群最成熟 、 科教创 新最活

跃 、 营商环境最优化的区域 ，
在国 家全方

位对外开放格局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是拉动 中 国 经济迈 向高 质量发展 的新 引

擎 。 面对经济全球化加深和贸 易保护主义

抬头相交织的复杂形势 ， 寻找中 国 经济增

长新动能 ， 在更高层次参与国 际合作与竞

争 ， 迫切需要审时度势对中 国 湾区发展进

行战略思考 。

指导思想

以 习 近平新 时代 中 国 特色社 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 全面贯彻党的
“

十九大
”

精

神 ， 按照
“

五位
一

体
”

总体布局和
“

四个

全面
”

战略布局 ，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

扩大开放 ，
加快集聚整合全球高端要素资

源 。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以推动

中 国 大湾 区发展为引领 ， 深度融入
“
一带

一

路
”

建设 ，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 互联互

通 ， 营造 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

培育完善现代产业集群体系 ， 打造制度创

新和科技创新高地 ， 探索区域协同融合发

展 新模式
，
加快 形成参 与 国 际竞争新优

势 ， 努力建设全球
一

流的湾区城市群
。

发展原则

的顶层设计 ， 超前制定湾 区的 发展 战略 、

政策法规、
区 域协同 、 产业融合和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等中 长期发展规划 。 高度重视

成立湾 区 的协调机构
，
建立完 善协调机

制 ， 统筹湾 区的重大发展事宜 ， 协调解决

湾区建设中遇到的 问题 ，
为湾 区的发展提

供组织保障 。

差异定位 ，

协同 融合 。 立足湾区要素

禀赋 ，
推进优势产业集聚 ， 走差异化发展

之路 ， 统筹湾区 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 、 港

口 城市与腹地城市实现差异化发展 。 推进

湾区
一

体化进程 ， 发挥湾区城市群综合优

势 ， 推动湾 区都市圈发展壮大
，
促进产业

优势互补 、 机构协同 、 市场融合 ， 培育具

有世界水平 的湾区产业集群 。

创新 引 领 ， 要素 集 聚 。 加 快湾 区体

制机制创新 ， 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

重 ， 整合湾 区各类创新资源 ， 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 ， 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 推动湾

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接轨 国 际规则 ， 营

造国 际化 、 法治化的湾区发展营商环境 ，

加快集聚资金 、 人才 、 技术 、 信息等要素

资源 ， 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湾区创新体

系和产城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

以人为本 ， 绿色发展 。 坚持以人为本

发展理念 ，
提升湾区教育 、 医疗 、 卫生 、

文化 、 社保发展水平 ，
打造

“

务实
、 开

放 、 包容 、 创新
”

的湾 区人文精神 。 将绿

色发展理念融入湾区建设进程 ， 推动湾区

生态城市建设 ， 鼓励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 ，

推进生态共保 、 环境共治 ，
责任共担的发

战略定位

顺应时代潮流 ， 借鉴全球
一

流湾区发

展经验 ，
从 战略全局高度定位中 国湾区 发

展 ： 建设２ 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战略新支

点 ， 构筑
“

新时代
”

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

新高地 ， 形成区域协 同融合发展的战略新

平 台 ， 打造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新

引擎 。

建设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 的战略新

支点 。 当今世界 ，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

挡
，
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成

为世界各 国的共识 。 中国国 家主席习 近平

以兼济天下的担当精神 ， 倡议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 同体 ，
实现人类和谐包容发展 ，

赢得世界各国 的广泛支持 。 ２０ １ ５年 ３月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外交部 、 商务部联合发

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 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 明 确提出 ，

“

利 用长三角 、 珠三角 、 环 渤海等经济区

开放程度高 、 经济实力强 、 辐射带动作用

大 的 优势
，
将沿海和港澳地 区打造 成为

‘
一

带
一

路
’

特别是２ 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

。 在此背景下 ，

中国 湾区义不容辞地成为
“

建设 ２ 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新支点
”

。

构筑
“

新时 代
”

中 国 改革 开放 的 战

略新高地 。 ２０ １ ７年 １
０月 １ ８ 日 ， 党的

“

十九

大
”

报告作出
“

我国 已进入 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
”

的重大判断 ， 并提 出 了实施

新
“

两步走
”

奋斗 目 标 。 ２０ １ ８年 １ ２月 １ ８

日 ， 习近平总 书记在 庆祝 中 国 改革开放

４０周 年大会上指出 ：
４ ０年 的实 践雄辩证

明
，
改革开放是当代 中 国 发展进步的必 由

之路 ， 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由之

顶层设计 ， 统筹协调 。 高度重视湾区 展模式 ， 为湾 区长远发展留足空间 。

５４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宏观经济

路。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 ， 推动形成
“

陆海

内外联动 、 东西双向互济
”

的全方位对外

开放新格局 ， 迫切需要中 国湾区
“

先行先

试
”

，

“

构筑
‘

新时代
’

中国 改革开放的

战略新高地
”

。

形成 区域协同 融合发 展的 战略 新平

台 。 党的
“

十九大
”

报告提 出 ，

“

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 ， 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

地区优化发展 ， 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

发展新机制 。

”

４０年来 ， 湾 区作为我国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 积累 了丰 富的发展经

验 ， 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 ， 聚集着众

多的高端要素资源。 在构筑
“

新时代
”

中国

改革开放战略新高地的背景下 ，
通过科技教

育引 领 ， 体制 机制创新 ， 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 ， 髙端专业人才汇聚 ， 创造经济发展新活

力 ， 开启经济增长新动能 ， 实现治理模式新

突破 ，

“

形成区域协同融合发展的战略新平

台
”

是中国湾区的使命担当 。

打造我国经济高质置发展的 战略新引

擎 。 改革开放 ４０年来 ， 我国在创造举世瞩

目 经济奇迹的 同时 ， 也积累 了诸多发展 问

题 ， 比如能源消耗过度 、 生态环境恶化 、

产业结构失衡 、 区域发展不平衡 、 自主创

新能力待提升等 。 党的
“

十九大
”

报告指

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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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此 ，

“

打造

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新引擎
”

是 中 国湾

区发展的首要任务 。

发展 目 标

初级阶段 目标 ： 到 ２０３ ５年 ， 粤港澳 、

沪杭 甬 、 环渤海三大湾区将初步建成科技

创新能级倍增 、 开放型经济充满活力 、
产

业协 同区域融合 、 城市群产业集聚效应形

成 、 宜居宜业环境优 良的世界级大湾区 ，

用 占全国 ６％的土地面积创造出 占全国 ４０％

—
３ ０％的Ｇ ＤＰ 〇

与此同 时 ，
北部湾和海峡

西岸等中型湾区将实现能级提升 ， 胶州湾

和大连湾等小型湾区将实现产业聚合式发

展 ， 整体综合竞争力不断跃升 。

高级阶段 目标 ： 从２０３ ５年到 本世纪中

叶 ， 以粤港澳 、 沪杭 甬 、 环渤海三大湾区

为发展引领 ， 以北部湾和海峡西岸等 中型

湾区为战略支撑 ， 以胶州湾和大连湾等小

型湾区为重要力量的 中国湾区发展体系将

全面形成 。 届时 ， 粤港澳 、 沪杭甬 、 环渤海

三大湾区将跻身世界一流大湾区行列 ，
其突

出标志是 ： 跻身全球产业价值链 中髙端 ， 跃

居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前沿 ， 湾 区城市群治

理水平和发展能级国际
一

流 ， 形成以 自 由 贸

易港发展为引领的开放型经济新标杆 ， 在全

国率先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区域布局

中国湾区空间分布应形成
“

三核多 极

聚合式
”

发展态势 ： 即发挥粤港澳 、 沪杭

甬
、
环渤海三大湾区 的核心 引领作用 ， 以

北部湾 、 海峡西岸 、 海州湾等 中型湾区 为

重要增长极 ， 引导雷州半岛 、 胶州 湾 、
大

连湾 、
温州湾 、

三 门湾等小型湾区实现产

业聚 合式发展 ， 形成多层级 的中 国湾区发

展体 系 。

以粵港澳 、 沪杭甬 、 环渤海三大湾 区

为核心 。 粤港澳 、 沪杭甬 、 环渤海三大湾

区要坚持
“

高水平规划 ， 髙标准建设 ， 高

质量发展
”

理念 ， 以人为本吸引各类人才落

户
，
以科技创新引领高端产业集聚 ， 以改革

开放促进竞争优势提升 ， 将三大湾区打造成

为我国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新平台 ，

最终形成
“

立足 中 国 、 辐射亚太 、 引领全

球
”

的世界
一

流大湾区城市群体系 。

以北部湾等 中型湾区为重要增长极 。

在建设世界
一

流大湾区的基础上 ， 也要做

好中型湾区的统筹规划工作 。 要以湾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支撑 ， 以湾区城市群产业

集群和协同发展为重点 ， 加快推进湾 区科教

创新和对外开放 ， 全面提升北部湾 、 海峡西

岸 、
海州湾等 中型湾区的发展能级。

推进雷州半岛等小型湾区 实现聚合式

发展 。 依托我国海岸线和海湾资源丰富 、

小型湾区众多 优势 ， 规划推动小型湾区成

长也是我国湾区体系 建设的重要任务 。 要

以湾区产业集聚发展为重点 ， 以建设湾 区

开放型经济平台 为载体 ， 以推动湾区都市

圈 发展为 目标 ， 引导雷州半岛 、 胶州 湾 、

大连湾 、 温州湾 、
三门湾等小型湾区实现

产业聚合式发展 。

对策措施

推进湾 区建 设发展 的顶 层设计 。 世

界
一

流湾区普遍重视顶层设计 ， 超前制 定

湾 区的 发展战略 、 政策法规 、
区域协 同 、

产 业融合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中长期发

展规划 。 目 前 ， 我国湾区发展的顶层设计

已提上议事 日 程 ， ２０ １ ５年 ４月 ３ ０ 日 ， 中央

政治局审议通过 《京津冀协同 发展规划纲

要 》
，

１ ０ 月 １ ２ 日
， 国 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

发 《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 》 。 ２０ １ ７年

７月 １ 日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广东省人民政

府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澳 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签署 《深化粤港澳合作 ， 推进大湾

区建设框架协议 》
。 ２０ １ ８年５ 月 ２８ 日 ， 浙

江省发展改革委 发布
“

浙江省大湾区大花

园大通道建设行动计划
”

， 浙江和上海共

同谋划推进 沪杭 甬 大湾区建设。 ２ ０ １ ９年２

月 １ ８ 日
， 党中央 、 国 务院正式发布 《粤港

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 》 ，
５ 月 １ ３ 日 ， 中

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

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 》 。 在此背景下 ， 如何将

湾 区建设与 国 家重大区 域发展 战略实现对

接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

推进湾 区 智 库机构发挥 战略咨询 作

用 。 我国湾区 建设应借鉴国际
一流湾 区的

发展经验 ，
充分 发挥智库机构的战略咨询

作用 ， 是湾 区建设 发展的 重要
一

环 。 为

此 ， 要充分调动智库机构积极参与 湾区的

战略规划 、
政策制定 、 决策咨询 、 方案论

证和前瞻研究工作
，
为湾区 的建设发展贡

献智 慧 。 目 前 ，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
上

海社会科学院大湾区研究中 心等陆续挂牌

成立 ， 中 国 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 国 家金融

与 发展实验室和 中 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

站相继立项大湾区建设研究课题 ，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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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足先登 发起组建了大湾区建设院士专家

顾 问团 。

推进湾区科教创新资源整合 。 与世界

一

流湾区相 比 ， 我国湾区 科教创新资源缺

乏整合 ， 特别是科教创新体制机制 建设相

对滞后 ， 这与湾区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 但

粤港澳大湾 区的香港 、 环渤海大湾区的北

京和沪杭 甬 大湾Ｅ的上海等大都市圏也集

聚了相对丰富 的科教创新资 源 ， 成为我国

科技创新的发源地。 随着我国大湾区建设

的不断推进
，
进
一

步整合科教创新资源
，

加快完善科教创新体制机制 ， 将成为 中 国

湾区发展的重要议题 。 为此 ， 要深入实施

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 深化湾区 创新合

作 ， 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创新共同

体 。 要集聚 国际创新资源 ， 优化湾区创新

制度和政策环境 ， 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

能力 ，
建设全球

一

流的科技创新高地和新

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推 进湾区 成立各方参与 的统筹协调

机构。 世界
一

流湾区普遍重视成立协调机

构 ， 建立 协调机 制 ， 统筹湾 区 的 重大 发

展事项
，
协调解决湾 区建设 中遇 到 的 问

题 ， 为湾区的 发展提供组织机制保障。 与

世界
一

流湾区相 比 ， 目前 ， 我 国湾区在建

立协调机构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 ， 但步伐

正在不断加快。 ２０ １ ７年 ７月 １ ０ 日 ， 浙江省

党政代表团访沪 ，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

表示 ， 上海将与浙江共同谋划推进环杭州

湾大湾区建设 。
７月 ２ ８ 日 ，

“

粤港澳合作

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高层峰会
”

在

广东中 山举行 ， 与 会粵港澳三方代表均表

示 ， 应成立由各方参与 的协调机构 ， 共同

推动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世界
一流大

湾区 。 ２０ １ ８年６月 １ 日
，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

导小组正式成立 ，
８月 １ ５ 日 ， 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 ，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亲 自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

推进湾区优势产业实现集群化发展。

世界
一

流湾区 发展的重要经验之
一

就是注

重产业集群的精准定位 ， 即立 足湾区要素

禀赋 ， 推进优势产业集聚 ， 走差异化发展

之路 。 目 前 ， 我国 大 湾区 发展正 处于 由

“

工业经济
”

向
“

服务经济
”

转型阶段 ，

在产业 定位 、 区域布局 、 产业集群等发展

方面 与 世界
一

流湾 区 相 比存在 差距 ， 特

别是产业同 构化严重 ， 优势产业集 中度 不

高 。 为此 ， 应借鉴世界
一

流湾区 的发展 经

验 ， 注重产业发展的精准定位 ， 依托 自 身

要素禀赋 ，
强化优势产业集 聚

，
促进产业

集 中度提升 ， 推动湾区产业实现集群化发

展。 在我国 经济迈向高质量 发展背景下 ，

要深化湾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着力培育

发展新产业 、 新业态 、
新模式 ， 加快推动

湾区的髙新技术产业 、 先进装备制造业和

现 代服务业 发展 ， 促进产业实现优势互

补 、 紧密协作 、 联动 发展 ， 培育具有世界

级水平的湾区产业集群 。

推进湾 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世

界一流湾区普遍重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

畅通对外联系通道
，
提升内部联通水平 ，

推动湾区形成布局合理 、 功能完善 、 衔接

顺畅 、 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 网络 。 目 前 ，

我国 三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正

在积极推进 ， 粤港澳大湾区的港珠澳跨海

大桥 已建成通车 ， 虎 门二桥 、 深中通道正

在建设之 中 。 沪 杭甬 大 湾区正在打造
“

１

小时高铁圈
”

， 宁波
一上海跨海 （公路 ／高

铁 ）两用 大桥 已完成规划设计。 环渤海大

湾区 的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和京雄高铁即将

投人运营 ，
环渤海高铁和大烟海底隧道也

完成规划论证 。 除此之外 ，
粤港澳大湾区

枢纽机场 、 沪杭 甬 大湾 区 的上海第 三机

场 、 苏 州机场 等
一

批干 线机 场 、 港 口 码

头 、 高速公路 、 地铁、 城铁等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项 目也在规划论证之中
。
在加快三大湾

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 同时 ， 也要推进中小

湾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 可以预见 ，

未来我国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系将不断

完善 ， 必将带来人流 、 物流 、 资金流 、 信息

流等生产要素的便捷流动 ， 为提升各级湾区

的发展能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

推进湾 区城市 群 实现协 同 化发展 。

目 前 ， 我国 湾 区 城市群量级 正在 不断提

升 ， 港深城市群 、 广佛城市群和珠澳城市

群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核心部分。 环渤

海大湾区 已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 、 京津冀

城市群和 山东半岛城市群三足鼎立的发展

态势 。 沪杭 甬大湾 区与长三角核心城市群

高度重合 ，
２ ０ １ ６年６月 １ 日 ，

国 家发改委发

布 《长三角城市群 发展规划 》 ， 发展 目标

是到 ２０３ ０年 ， 全面建成具有 全球影 响力的

世界级城市群 。 但与世界
一流湾区城市群

比较 ， 目前我国湾 区城市群发展质量还不

高 ， 特别是功能定位不清晰 ， 产业集群协

同性差 ， 区域发展融合度低 。 为此 ， 应借

鉴世界
一

流湾区的发展经验 ， 积极推动湾

区城市群实现协同化发展 。

推进湾区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 目 前 ，

我国湾区营商环境在不断提升 ， 基础设施

条件大为改善 。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研究 院

《２０ １ ７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显

示 ， 在 ３ ０个世界城市 中 ， 香港 、
上海 、 广

州 、 深圳和北京分列综合排名 第８
、 第 ９

、

第 １ ９
、 第２ １和第２ ３位 。 香港的硬件和软环

境比较突 出 ， 而北上广深的软环境较为滞

后
，
特别是我国大湾区在转变政府职能 、

公共服务效率 、 法制化建设水平 、 降低商

务成本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 为此 ， 借

鉴世界
一

流湾区的发展经验 ， 加快推进 中

国 湾 区 的营商环境 优化 ，
尽快形成对人

才 、 资源 、 资金 、 技术的
“

磁场效应
”

已

成为湾区发展的当务之急 。 要发挥湾 区开

放平台 的示范作用 ， 支持湾区建立与国 际

高标准投 资和 贸 易 规则 相适 应的制 度 规

则 ， 发挥市 场在 资源配置 中 的决定性作

用 ， 减少行政干预 ，
强化市场综合监管 ，

打造稳定
、
公平

、
透 明和可预期的湾区 营

商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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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典均 、

王子鹏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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