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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面临风高浪急的国

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但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防控疫情、保持稳定，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成绩。”202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再次强调 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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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该过程既要有效市场，也要有为政府。①粤港澳大湾区内拥有包括

港口群、高速公路、机场群和轨道交通等在内的丰富的交通基础设施，

粤港澳三地政府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的作用，②立足自身的交通禀赋

优势，加快构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加快建设现代综合立体交通

网，强化珠三角城市与港澳间的路网支撑，提高它们的互联互通水平，

因势利导地降低大湾区交易成本，使大湾区的潜在比较优势进一步转

化为显性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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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建设上，截至 2022 年底，大湾区铁路运营总里程达到 2500

公里，其中高铁里程 1430 公里。2023 年，广东持续加快构建以大湾区

为核心，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及省外辐射的干线铁路网，以及以广

佛、深港、珠澳为核心，向广深港、广珠澳、跨珠江口三大主轴集聚的城

际铁路网。①

在机场群建设上，广州白云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深圳机场三跑道

项目、珠海金湾机场改扩建工程、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筹建工程、

香港机场三跑道系统项目、澳门机场填海工程计划等项目都在顺利推

进。预计到 2035 年，大湾区将拥有 17 条跑道，旅客吞吐量约 4.2 亿人

次，②大湾区机场错位发展、良性互动的格局也将最终形成。

（二）国际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存在局部结构不适应

对标世界一流湾区的交通发展水平，粤港澳大湾区的快速轨道交

通网络建设与激增的城际通勤需求之间矛盾突出。大湾区内城际通勤

人群对湾区内轨道交通之间，即城际铁路和地铁之间的互联互通、便捷

换乘、一票通达的需求越来越高，但是大湾区内快速轨道交通网络尚未

形成。而且由于大湾区内各区域的轨道交通在运输组织、运营机制、车

站布局、调度指挥、票务系统、服务标准、管理规则、票价优惠政策等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制式的线网之间互联互通存在一定困难，尚未建

立一体化的技术标准，区域协同票务管理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除此

之外，在交通多式联运方面，大湾区内铁水联运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铁路与港口的一体融合水平较低，部分内河重要港区通达干线公路“最

后一公里”建设仍存在短板。大湾区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需要抓

① 林健芳，林楚忠 .广东交通强省建设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N].中国交通报，2022-10-10（001）.

② 戴晓蓉，李宇，叶振峰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加速崛起[N].深圳特区报，2022-08-02（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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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建设。

二、大湾区建设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粤港

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

过程。

（一）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物质文明建设打下雄厚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大湾区正是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创新资源的

高地，通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断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

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

/, └ Ὧ Χ

2023 年 6 月，广东发布《关于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的意见》，提出要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实施大产业、大平台、大项目、大企业、大环

境“五大提升行动”，明确要高标准建设一批“万亩千亿”园区载体，增强

工业园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能力。

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方面，2022 年，大湾区的研发投入强度（即研

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是 3.7%，全国平均水平是 2.55%，OECD 国家平均

水平是 2.6%，大湾区走在前列。广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共计 6.9 万家，

居全国首位。①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

性分布，②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级科技基础设施平均最近邻距离为 3751.7

① 肖文舸，昌道励，尚黎阳，孟健，邵一弘 .奋楫风帆劲 再造新广东[N].南方日报，2023-06-10（003）.

② 王洋，张虹鸥，岳晓丽 .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空间集聚与区域发展效应[J]. 地理科学进展，2022，41

（09）:170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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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广州南沙科学城、深圳光明科学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等大湾区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全面提速。鹏城实验室和广州实验

室，作为全国 9 家国家实验室中的两家，在 AI 算力方面领跑全球。大湾

区初步形成以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等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由 31 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10 家省级实验室、430 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0 家港

澳联合实验室、4 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组成的高水平、多层次实

验室体系。①

在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香港、澳门的 20 家在智慧城

市、脑科学、物联网等领域具有特色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内地合作不断深

化。广东通过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重大合作平台全面深化粤港澳科技合

作，带动“一核一带一区”创新协调发展。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已向港澳开放。②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

心港澳网络专线已服务港澳地区用户超 200 家



港。在人才港的港澳人才可享受安居落户、子女入学、项目对接、交流

培训等全方位、全链条、一站式人才服务保障。广佛、深港、珠澳等湾区

城市之间，广深两地与京、沪、港等头部城市间保持高度的人才互动，全

球科技人才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

0, └е

大湾区的人才建设问题主要体现为城市间和行业间结构性人才短

缺。①《2021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 155 个先进

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有 4 个城市上榜，分别是香港（第 20 位）、深圳（第

82 位）、珠海（第 96 位）、广州（第 98 位），除香港外，大湾区内其他城市与

国内外先进城市相比仍然落后。相比起旧金山、纽约、东京等世界级湾

区，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外籍人口占比仍然偏低，②人才国际化程度和竞

争力仍然较低。此外，行业间人才需求结构矛盾突出。广东省人社厅

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急需紧缺人才目录》显示，大湾区急需人

才缺口总量达到 33 万人，这其中涵盖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其他重

点产业。未来大湾区可以率先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实施大湾区人

才专项行动计划，建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基础研究人才

库，③优先引进一批世界顶尖的基础研究型领军人才。

（二）大湾区宜游宜居优质生活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根本支撑

粤港澳三地携手共建世界级优质生活湾区，深化旅游、教育、医疗

等公共服务领域对接，着力推进休闲湾区、人文湾区、美丽湾区建设再

① 刘毅，任亚文，马丽，王云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J]. 地理科学进展，2022，41（09）:

1555-1565.

② 刘永子 .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的经验借鉴——基于《2021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分析[J]. 广

东科技，2022，31（07）:17-21.

③ 谭慧芳，谢来风 .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质量建设思路——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J]. 开放导报，2022，No.223

（04）:7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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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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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推广方面，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积极落实《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有关要求，引导粤港澳三地共建文化创意产业

园。粤港澳三地相互支持的 2022 年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2022

年第 36届香港国际旅游展等展会和第十届澳门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

相继成功举办，树立了大湾区一体化旅游品牌形象。

在教育合作方面，2022 年 9 月 1 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在广州南

沙正式开学，标志着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开启新篇章。2022 年第 3 期

教育部简报显示，目前广东省内有中外、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机构 15

个，本科层次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38 个。广东省持续加强与港澳教

育部门的工作对接，支持粤港澳高校联盟等 40 余个教育交流合作平台

建设发展。支持粤港澳学校结为姊妹学校，全面落实在粤港澳籍儿童

入学。

在医疗卫生方面，广东积极对接港澳医疗服务体系，让港澳同胞平

等享受市民待遇。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养老、失业、

工伤保险累计近 30 万人次。①在“港澳药械通”政策实施的一年多时间

里，已有 5家首批内地指定医疗机构引进临床急需创新药品医疗器械。

0, └ғ ὖ К

粤港澳三地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规则对接上仍存在不少难点。三

地的教育合作机构的设立与教育合作项目的实施都面临法律和监管上

的空白。目前内地与港澳的合作办学参照的是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中

外合作办学的有关规定，并未有专门的合作办学制度。此外，内地尚未

① 龚春辉，唐亚冰，粤仁宣 .省人社厅 构筑人才高地 厚植民生福祉[N].南方日报，2022-10-08（T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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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与港澳之间的学分互认制度，当前仅依据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

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位证书的备忘录》认可拥有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

授予权的高等学校颁发的学历证书。因此，粤港澳三地需要逐步形成

教育合作的整体性规划，建立大湾区国际高等教育协作网络。

在医疗对接方面，粤港澳三地亟须协调的议题集中在医疗机构的

设立、医疗保险的互认与医疗从业人员的资质互认。包括但不限于：医

疗机构市场准入存在隐形门槛；境外药品、器械进口限制较严；医保结

算适用不同医疗服务的报销比例；港澳与内地医师职级评定因处于不

同体系难以对接等。大湾区公共卫生治理一体化亟待推进，塑造健康

大湾区。

三、大湾区建设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从全球的角度讲，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包含着共同分担和

共同承担的含义。以排碳为例，我们在看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不

能只看一年的，而应该看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至少是从 1871 以来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按这一口径计算，美国的碳排放量占比约 25%，中国仅

为 9%。碳排放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是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 14 亿人口理应享有平等的碳排放权。从这一

点上看，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生态兴则文明兴，粤港澳三地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道路，让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更优美，力争到 2035 年基

本建成世界一流美丽大湾区。

（一）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在节能减排方面，2021 年，广东的单位 GDP 能耗强度为全国平均水

-- 9



平的 64%，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全国第三位。自 2012 年以来，广东的

单位 GDP 能耗已累计下降 30.7%，①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37.1%，经济发展对于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截至 2021 年，广

东全省累计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4502 万平方米。目前，大湾区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值为 0.4 吨/万元，人均碳排

放量为 5.5吨/人/年，以上两项指标值还可以继续降低。

在清洁能源使用方面，大湾区目前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比重，即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稳步提升到 30%，远高于全国

17.5% 的平均水平，2021 年，广东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 6031 万千瓦，占

总装机容量的 38%。与 2015 年相比，核电、气电、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

分别提高 1.8 个、5.6 个、9.6 个百分点。②2021 年广东全省城市公交新

能源车辆规模和电动化率（98%）均居全国第一。未来大湾区要继续稳

步推进能源消费清洁化。

在绿水青山建设方面，珠三角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AQI 达

标率）为 90.8%。珠三角率先在“三大经济圈”中达到细颗粒物（PM2.5）

的历史最低值 19 微克/米。③2022 年，广东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

92.6%，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达 89.7%。全省建有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自然保护区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1361 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④

2022 年 6 月，广东省政府正式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申请设立南岭国家

公园，南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大湾区的 9座内地城市

全部建成国家森林城市。⑤

① 《广东成立数字化节能降碳产业联盟》，广州日报，

② 《奋进新征程 粤来粤好| 数说广东能源结构持续调整优化》，粤学习，

③ 张子俊 .珠三角 PM_（2.5）浓度率先进入“1 字头”[N].南方日报 2023-01-10（A06）.

④ 《绿美广东：向绿而兴，引领林业高质量发展！》，南方农村报，

⑤ 《非凡十年·广东答卷|大湾区内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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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湾区绿色发展能力水平有待提升

由于大湾区内部各行政区法律制度体系差异，生态环境基础设施

缺乏有效衔接整合，尚未建成跨界河流、近海海域水环境质量共享监测

网络，大湾区生态环境破碎化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广州、深圳、东莞

等城市森林大量的小块覆盖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等问题给大湾区的生态安全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大湾区单位 GDP 耗

水量，单位 GDP 能耗强度等绿色低碳指标虽在全国领先，但与国际先进

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粤港澳三地历经长时间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

展，大部分城市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已达到上限，在持续赶超世界先进

水平与生态环境严重超载的双向压力下，产业快速发展与资源生态环

境的协调性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大湾区亟待提高产业绿色发展能

力，增加产业体系绿色低碳含量。

四、大湾区建设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粤

港澳大湾区扎实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奋力让

大湾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一）大湾区各区域基本生活水平仍有差距

2022 年，粤港澳大湾区 GDP 规模超 13 万亿人民币（1.85 万亿美

元），超过了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的 GDP 规模（东京湾区 1.8 万亿美元，纽

约湾区 1.7 万亿美元，旧金山湾区 0.8 万亿美元）。如果把大湾区作为

一个经济体，大概排在全球第 10位，超过了韩国。

从地区来看，珠三角 9 座城市实现了 10.5 万亿的地区生产总值，占

全省生产总值 81.4%。数据背后是经济大市和制造业大市勇挑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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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 4 个“万亿俱乐部”城市中，深圳 GDP 达 32387.68 亿元、广州达

28839 亿元、佛山达 12698.39 亿元、东莞达 11200.32 亿元。其中，深圳

GDP 增长 3.3%，佛山增长 2.1%，增速均居全省前列。2022 年，香港地区

和澳门地区则分别实现了 2.42 万亿和 1478 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共同

支撑起大湾区 13 万亿的经济总量。

从人均 GDP 来看，2022 年，在大湾区中，香港的人均 GDP 最高，达到

了 33 万元/人，澳门次之，人均 GDP 为 21.8 万元/人。在珠三角 9 座城市

中，深圳的人均 GDP 最高，为 18.3 万元/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珠三角城

市中，人均 GDP 排名第二的城市为珠海，达到了 16.37 万元/人，广州以

15.4 万元/人位居第三。整体来看，珠三角地区的人均 GDP 从 202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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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有所拉大。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未来共享的发展

方向，应该是使大湾区的发展红利更好地溢出，惠及粤东、粤西、粤北地

区。我们要鼓励勤劳致富，要努力做到两点：一是提低，即提高低收入

群体的收入；二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收入。这些需要通过积极

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实现。

（二）依托比较优势发展实现湾区共同富裕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还是经济增

长。经济增长、产业繁荣，才能增加就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遵循比

较优势发展，经济增速会很快，在此过程中，收入分配也会越来越平等，

这样就能实现共同富裕。①因此，一个地区要实现从贫困落后走向共同

富裕，归根结底需要根据自身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等

资源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在产业转型升级变迁和地区资

源禀赋的动态演进过程中，需要党和政府发挥积极作用。②大湾区产业

发展总体上表现出结构梯度差异较大、同质性比较明显等问题，大湾区

东岸城市以机械和电子为主，西岸以家电为主，同质化严重，如何进行

差异化发展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粤东、粤西可以立足自身产业集群优势，深化与珠三角地区产业协

作，打造以绿色钢铁、绿色石化、海工装备等产业为主的世界级产业带。

汕头应加快建设粤东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阳江应深度对接大湾

区及周边地区对合金材料的需求，推动千亿级合金材料产业集群发展

壮大。茂名东华能源、中氢科技等氢能项目相继落地，为大湾区发展提

① 林毅夫 .共同富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国际金融，2022，No.497（11）:3-5.

② 蔡俊柳 .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的“新结构经济学”思考[J].产业创新研究，2022（16）: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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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清洁能源。①未来，粤东、粤西与珠三角核心区产业链分工协作

会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会进一步深入。

北部山区则可结合自身战略定位，依托特色禀赋优势与特色核心

产业，将生态优势、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地区“短板”变成

“潜力板”，逐步发力绿色生态经济，打造大湾区的“大农场”“后花园”

“康养地”。与此同时，还可以发挥各地文旅资源优势，积极引导乡村文

创建设，发展“农业+旅游”项目，开辟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实

现美丽乡村与共同富裕的高度统一。

五、大湾区建设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我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现代化，也是我

们发展现代化的保障和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一个国ࠝࠝࠝࠝࠝ࠘퀀銂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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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721 家，实际吸引港澳投资占广东省投资总额的 29.6%；①进出口规模

超过 2000 亿元，增幅达到 24.9%。自贸试验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结

算量约占广东省总量的 29.0%；跨境人民币己

�K



规和合格评定程序进行统一修订，推动粤港澳三地在服务贸易规则、制

度上的协调与衔接。

同样重要的是要推进 RCEP 进一步升级，使其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里面的一

些协定对标，比如实现服贸市场监管“竞争中立”，给予数字产品非歧视

性待遇等内容，让大湾区在数字贸易等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的规则制定

中赢得更多话语权。

0, ѼΓ

大湾区不能总把出口市场瞄准欧美成熟市场，也要扩展到新兴的

工业国家。2022 年，广东对东盟、美国、欧盟和中国台湾等主要贸易伙

伴的贸易分别同比增长了 9.1%，5.4%、4.6% 和 1.6%。广东省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拉丁美洲进出口总值分别增长 10.3% 和 9.5%。其中，广东

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额为 2.05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1.8%；对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四个金砖国家总体增长 9.3%。①大

湾区要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市场，继续扩大全球“朋友圈”。

珠三角中欧班列始发站点共有广州大朗、下元、南沙港、增城西、国际

港，深圳平湖南，东莞常平、石龙，江门北 4 市 9 个站点，这有力地畅通了

广东国际贸易大通道。大湾区要充分利用中欧班列开通的政策红利，

让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和地区成为中欧班列的“常客”。我们的目标是

实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

1, ɝ Ὀִיɝ יִ ͼִי

粤港澳三地政府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引进来”，从而扩大进口。

扩大进口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它可以有力地提升百

① 昌道励，陈晓，陈琳，吕美锦 .我省外贸规模连续 37 年全国第一[N].南方日报，2023-01-19(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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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可以以他山之石为己用，这对整个产业升级

都有帮助，如可以进口日韩的核心零部件，整体提升行业的生产率。同

时，帮助企业充分利用 RCEP 原产地累积规则“走出去”，灵活进行海外

布局。。最重要的是“走进去”，大湾区在海外已经做得很好，在民心相通

方面可以做更大努力，特别是要在产业方面真正做到民心相通，切实为

外贸企业纾困解难。还要支持企业“走上去”，让外贸企业不只是在低

端产业上发力，而且可以向更高端的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

发力。

2, łͪ ͪ ŃÆ

大湾区要继续做好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工作。同时，加强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在数据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领域的合作交流，共建国

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为数字贸易提供便利。进一步放宽信息技术

服务业、信息传输和软件等行业的外资准入条件，吸引一批大数据、云

服务、物联网等数字领域的外资项目落地。将大湾区打造为“数字丝绸

之路”的核心战略枢纽。

-- 17



辽 宁 大 学 智 库 简 报 编 委 会

策划：潘一山 主编：余淼杰

编委：李淑云 史保东 霍春辉 姚树洁 王振宇 刘钧霆

李艳枝 白永生 张贺明 崔 铮

编辑：尹如玉 校对：李楠楠 联系方式：024-62602446

本刊声明： Ὕ ӗ Τе ΄ў ɞ

ỷָא ɞ

作者简介：Ӕ ═ Ẫ е ў ═ е

ҕ ɝ ẙ ῇϡ ɝ ɞ ɝ

Ế ῇε ɝ ɝↄЧ ╢ ɝ

ↄЧ ╩ ɞẾѶΧ Ώ ҕῇҕ ɝΧ

ҕῇҕ ɝΧ Γ ҕῇ І ɝẪ ҕῇ

І ɝ Χ ϡ ɝ   ҕ

ɞ ם- Ὀ ɝ ῾

╩ Ẫ ᾣ/# Ϛ хδ ͪ

ł Ń ╝е δ

Ẫ ὝCamlmkga Hmspl_j /67/ ὯὝѠ ẹ Ό ͻ

υͪɞε δ ɝΏ Χ דּ ɞ

Ί ᾆ ᵦΧ דּ ɞ

Ҫ ↄЧ ╩ ɞ

--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