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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协同发展，主要目的在于产业之

间互联互通，共同建设共享资源，深度进行合作，要想不

断提升区域聚集的发展水平，就应将各个产业的协同发展

作为依托，优化配置优势资源，提升产业深度融合和贯通

的效果，增强产业的竞争实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良

好发展进步增加更多新的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具有领先的地位，

有着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集群的优势非常明显，具有一定

的经济互补性特点，近年来 GDP的总量已经超出了 100000

亿元，在中国 GDP总量中占有 11%以上，并且多数产业已

经从制造业向着服务业的方向进步。例如，在 2019年中国

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将第三产业作为主要的部分，广州地

区和深圳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提升了 61%以上，珠海地

区中山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比例较高，在 50%左右其他地

区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都在 40%以上，由此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中每个城市的产业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资源优势有着梯次性的特征，互补性较为明显。以行业的

分布现状而言，制造业在珠三角地区九个城市聚集，属于

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制造加工中心，产业链十分

完整，其中的机电装备类型、生物医药类型、电子加工类

型等制造行业在国际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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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和电子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孕育出大

型科技领军企业，尤其是华为和腾讯等。和香港地区、澳门

地区相比，珠三角地区的九个城市空间容量与环境容量非常

宽松，地产方面和服务方面的营商成本很低，由于当地区域

的现代化服务行业发展时间很晚，缺乏完善的基础模式，服

务行业的水平很低，难以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一定的联动

效应。而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生产服务行业水平在国际领

域处于领先的状态，金融保险服务行业物流服务行业融资租

赁服务行业专业服务行业等蓬勃发展，以服务行业的先进性

优势能够带动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进步，为其提供相应的服

务，再加上澳门地区和香港地区的空间与环境容量有限、营

商的成本较高，在此情况下就可以通过珠三角九个城市的制

造业与市场环境，为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现代服务行业的发

展提供有效对接，促使产业的高效化融合 [1]。

据调查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产业关联度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在 2019年 11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和整体产业的关联

度很高，广州地区、深圳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整体产业结构

的关联度最高，珠海地区、东莞地区、佛山地区、中山地区

等等次之。澳门在产业方面的关联度处于最低的状态。同时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行业的特

征、状况等非常相似，尤其是深圳地区、珠海地区、广州地

区和佛山地区，有着十分严重的同质化竞争问题、产业重叠

的问题等；从本质层面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每个城市行业都

有优势差异性，产业的发展具备不平衡之处，具备互补性发

展的重要潜力，香港地区、广州地区、澳门地区、深圳地区

的产业优势很高，香港地区产业优势主要就是批发行业、零

售行业，澳门地区则在旅游行业、餐饮行业、娱乐行业有着

竞争优势，广州地区具备交通运输行业优势、仓储行业优势

等，广州地区和深圳地区在信息传输行业、信息服务行业、

商务服务行业中也有着很高的优势，珠海地区的产业优势则

展现在住宿行业、餐饮行业。而东莞地区、佛山地区和惠州

地区的产业优势相似，集中在制造行业方面。江门地区的产

业优势为制造业，但是相比之下优势很小。由此可见，虽然

粤港澳大湾区中各个城市的优势行业有着类型差异、分布差

异，但是也能为区域的协同聚集提供良好条件 [2]。

由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立法差异性的问题，导致

产业协同聚集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在新时期的环境下建议相

关部门创建立法协同的模式，消除不同地区之间的立法差

异，避免出现利益冲突问题或者是规则差异化的问题。

其一，对于大湾区范围之内的所有城市，覆盖三个区域、

两个法系，还有着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这就导致区域产

业协同聚集受到不利影响，此情况下就应创建较为统一的立

法机制体系，组建专业化的研究组织机构，全面、准确分析

大湾区原本的法系特点情况，明确差异性的内容，按照各个

地区的特点寻找能够进行立法平衡的途径。

其二，创建完善的利益补偿工作机制，考虑到在协同

立法的过程中会对旧机制进行改革，可能会出现损失的现

象，因此应创建相对应的利益补偿机制体系，使得协同立法

可以顺利开展。

其三，加快旧法律方面的修改速度，尽可能减少新法

治在建立环节和实施环节的博弈过程，并且应该注意应确保

法治统一的广度和深度，明确侧重点、顺位的部分，先创建

有助于促使大湾区产业协同聚集的立法内容，之后订立具体

的制度，然后进行实施和落实 [3]。

要想从根本促使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良好协同聚集就

应创建较为完善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和模式，为产业之间健

康、稳定的协同进步提供帮助。

其一，应重点完善产业结构规划方案、布局方案，争

取政府部门的指导，强化机制方面、立法方面的协同力度，

准确调节与配合市场机制，不仅需要将大湾区范围之内各个

城市的优势和价值发挥出来，还需对各个城市相互之间的产

业分工进行均衡处理，减少产业同质化问题，针对不同产业

层次的创新格局合理分配处理，保证在大湾区之内产业之间

互相带动、强化优势的互补、相互之间协调合作，可以呈现

出稳定、高速化发展的良好局势 [4]。

其二，强化大湾区范围之内各个城市发展蓝图的规划

力度和整改设计力度，按照各自的优势实现错位发展的目

的，以免出现虹吸效应现象出现某些城市发展速度快、周围

城市产业要素与人才要素不足的问题，确保在产业、城市均

衡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优势资源的互通、相互之间的带动、共

同良好进步发展的目的。

其三，创建较为完善的区域产业协同机制模式，合理

进行功能的定位处理，例如，深圳地区、东莞地区、广州地

区重点关注电子信息服务产业、金融产业、新能源产业、生

物医药产业的战略合作。广州地区、佛山地区、中山地区、

珠海地区重点关注汽车产业、核电产业、航空产业、纺织产

业、金属产业的合作。广州地区、深圳地区、香港地区、澳

门地区共同进行科学技术创新的协作，积极打造创新科技园

合作模式、创新基地合作模式、科技产业园的合作模式等。

其四，重点建设各类基础设施，使得不同产业、区域

的设施之间互联、互通，确保产业的良好协同，打造现代化

的经济高速发展交通网络体系，使得各个城市相互之间可以

进行产业生产要素的良好流通，促使产业均衡进步与发展 [5]。

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协同聚集发展期间应重点创建产

业一体化的结构。具体内容如下：

其一，能够整体考虑进行区域范围之内的产业规划设

计，淘汰传统的某个市场发展模式、某些资源的应用或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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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能源的依赖模式，而是要利用全新的规划设计方式将创建

完整性的产业链条作为基础部分，确保价值链上游部分、中

游部分、下游部分的工序之间更为顺畅，培育出资金资源、

技术资源、人力资源、中间品与最终品等一体化发展的市

场，确保在其中各类产业要素自由化流动、产业布局更为优化

完善。

其二，应将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科技方面、高新

技术方面的资源优势与产业作为基础部分，充分掌握中国国

家级新区、珠三角示范区等聚集平台的作用，明确未来国际

领域、国家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趋势，联合打造具备一

定创新特点的科技园区和战略类型的产业基地，着重进行关

键技术的研究和突破，创建以新型信息化技术、生物技术等

为主体的战略类型产业集群。

其三，重点促使相关产业各类要素之间的协同进步，

使得粤港澳大湾区中各类产业生产要素良好的流通，宏观建

设各类要素体系，先在大湾区中聚集高端的产业要素，然后

开展宏观层面的调控工作、分配工作，将各类要素的作用和

外溢效应发挥出来，最高程度上展现出市场资源配置方面的

优势价值，促使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协同聚集、良好进步，

达到预期的发展目的 [6]。

综上所述，目前与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聚集和发展的

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协同效应，但是仍需做出进一

步努力。因此，建议在新时期的环境下重点创建完善的产业

聚集模式、产业协同发展体系，创建完善的产业协同发展机

制，重点构建产业一体化的结构，完善相关的立法协同体系，

增强各个城市、各个地区产业之间的协同效果和聚集效应，

达到预期的发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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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担保公司、第三方中介公司等金融机构。

其一，各级政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金融机构等同舟

共济，成立产业联盟或是战略合作联盟，尽可能为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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