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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的现状、
机遇和挑战

粤
港澳大湾区囊括 5.6 万平方公里

土地和 8000 多万人口，2020
年创造的经济总量超过 11 万亿

元人民币。2021 年 9 月，《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

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

案》面世。两大方案不仅在地理空间上为前

海合作区增量，还在体制、机制创新空间上

为粤港澳大湾区扩容。

9 月 17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

构正式成立，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入了全面实

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10 月下旬，新华社发文称，《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两年多来，大湾区

不断加快硬、软联通，不断探索区域协调发

展新机制新路径，不断向制度创新和改革开

放新高地迈进，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内涵。

11 月中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运营及供

应链管理学教授、副教务长（深圳校区）赵

先德就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对中国的意义、

三地业务布局重点、如何实现优势互补以及

三地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挑战的话题，接受

了《商业周刊 / 中文版》的专访。

为什么发展湾区经济对中国如此
重要？

从世界发展格局来看，经济发达国家和

地区的产业聚集效应明显，如美国加州、日

本东京圈、德国鲁尔工业带，均通过产业聚

集对本国经济形成了强大的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

产业聚集效应最为明显的地区。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粤港澳合

作不断深化，大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

赵先德

中欧运营及供应链管理学教授

副教务长（深圳校区）

来源 / 彭博商业周刊        采访、撰文 / 方李敏        编辑 / 范荣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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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发展湾区经济，对中

国战略产业聚集，进一步促进高端生产力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发展湾区经济，是新时代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有利于增进香

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推动港澳地区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保障“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和发展备受关
注，三地各自的重点业务布局有哪
些？

香港当前主要以金融、航运、物流及现

代服务业为主。虽然拥有众多世界一流高校，

但香港面临学术成果难以转化为产业资源的

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后劲，因此，香港

的重点业务布局主要是两方面内容：一方面

是进一步发挥金融、航运、物流和现代服务

业优势，服务好大湾区、服务好全国；另一

方面是在优势领域开展科技创新，并实现产

业化和再工业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能。

澳门当前占主导优势的是旅游休闲产业，

经济结构单一，和香港一样面临缺乏增长动

能的问题，且其地域面积狭小。因此，中央

通过将横琴划归广东省和澳门共管，实际上

是为澳门探索经济多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资源要素。由此，澳门下

一步的目标和重点应是在横琴进一步探索经

济多元化。

规划中的广东省九市作为香港、澳门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腹地和战略支撑，其经济体

量决定了其主体地位相当明确，并已初步形

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下一步应是

继续强化战略新兴产业，创新要素聚集，并

以前海、横琴为依托，与香港、澳门共同探

索不同政治制度和法律框架下的的协同发展

路径。

三地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避免陷入
貌合神离的尴尬局面？

主要是可以通过五项政策和两大载体务

实推进粤港澳协同。政策方面，一是推进“广

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二是资本市场互联

互通，进一步完善离岸和在岸两个市场；三

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三地司法协调机制；四是

探索促进港澳广深四大核心城市航运、航空

错位协同发展；五是充分利用粤港澳同源同

文的渊源，进一步强化文化创意产业的协作。

载体方面，充分发挥前海、横琴两大合

作区的重要作用，开展制度创新和产业融合，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新基建是国家战略，是重大的历史
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在新基建方面
可以有哪些更大作为？

从供应链的视角来看，新基建对大湾区

的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现代供应链管理的核心是在客户需求引

领下，实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

服务等全过程的高效协同。要实现这种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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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就需要有数字化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

连接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同环节，打通端到

端的流程，并通过大数据的积累和分析来持

续优化供应链中的各项决策，最终提高产品

和服务的全球竞争力。

外界耳熟能详的 5G、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等，都属于建设现代数字化供应链所必

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例如：工业互联网可

以解决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在线化、

可视化问题；5G 可以解决供应链运作过程中

产生的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实时传输问题；

人工智能算法可以辅助解决各类基于大数据

的供应链决策优化问题，以及驱动各类智能

硬件、智能装备在供应链多个环节中的应用。

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的角度，

我认为大湾区在新基建方面有以下几个发展

机会。

第一，通过新基建，为填补中国产业链、

供应链的关键短板创造条件。一个最典型的

例子是芯片，当前中国很多种类的芯片都还

严重依赖海外供应，很容易被国外“卡脖子”，

当前很多行业（比如 3C、汽车）也实际面临

芯片短缺的挑战。大湾区在芯片领域有一定

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基础，例如香港的创

新机构、创新人才，深圳的转化能力，拥有

华为海思等芯片设计企业等，可以探索如何

搭建新型基础设施（如产学研用集成的新型

园区）来促进芯片的研发、生产及相关的生

态圈集聚，助力中国芯片的自主化进程。

第二，通过新基建，来促进大湾区产业链、

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全球

竞争力。这一点的核心是将供应链的思维融

入新基建的规划和发展中，具体而言：一方面，

在对各类工业、产业园区数字化升级的同时，

也要规划和调整好园区和园区之间在产业链、

供应链上的分工与协同，以及单园区内部的

公共供应链服务平台，为构建产融结合的园

区供应链生态打好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在

建设各类智慧物流枢纽（如机场、港口、集

运中心）的同时，也要配套好相应的供应链

服务能力，做好与其他供应链环节的数字化

连接、流程在线与可视，甚至能够基于数据

分析帮助客户做物流供应链的优化。

第三，通过新基建，来促进国家双碳目

标的实现。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例，新能

源汽车取代传统燃油汽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举措，而充电桩服务的可得性又是促进

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因素之一。当

前我们的公共充电桩单论数量并不少，车桩

比已经降到了 2.9：1，但实际使用时你会发

现很多公共充电桩的充电速度很慢，甚至很

多是坏的。因此，未来大湾区值得进一步建

设公有的大功率快充桩，以及探索换电站等

新型的基础设施来辅助汽车的电动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