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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踏上新征程，并朝着高质量发展典

范的目标迈出坚实步伐。本文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衔接、协同创新效能和人才医疗服务

合作三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典型特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剖析，并基于高

质量发展的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机制对接、坚持创新引领、强化产业支撑、畅顺交通

联络、激发市场活力、深化合作交流和完善安全保障七方面政策建议，以期助推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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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重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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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上，这有助于形成大湾区经济带，并在

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和要素流通等方面降低交易成本[1]，实现经济效率和发展质量的提

高。在现实层面上，这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选择，有

助于为港澳发展扩展空间，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在新征程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

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将继续肩负起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丰富

“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等一系列重要使命，以打造成国际一流湾

区和高质量发展典范为目标，持续发挥自身在制度开放、科技创新、产业体系等方面的优

势，以拼搏精神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现状分析

（一）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衔接不断加强

1.产业发展规划对接加强，全产业链布局初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政策为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总体规划。一方面，产业结构实现整体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大湾区内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体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实施

《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重点培育“四大战略性支柱产业

集群”的力度，加快构筑“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产业布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

展促进条例》重点瞄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新

体制，建立健全联合招商、收益共享机制，辐射带动珠江西岸地区产业链加快发展。《广州

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南沙方案》）要求，强化粤港澳

科技联合创新，将制度和技术优势转化为南沙科创产业优势，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

南沙建设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各项政策和方案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以顶层

整体设计和规划为先导，逐步尝试建设完备的产业链发展布局[3]。另一方面，城市响应产

业链发展顶层设计，推动全产业链布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积极布局以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支柱的产业链，实现产业链发展机制对接[4]。在大湾区内部，已形成了涵盖装备

制造业、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多层次产业链条，其中的

技术密集型产业链、知识密集型产业链和生态保护型产业链分别布局在大湾区西岸、东岸

和北部；港澳发挥向内融合、向外发展的产业链连接节点功能；各城市推动产业链基础高

级化、现代化发展。大湾区着力推进“双区驱动+双城联动”，聚焦产业链稳链、补链、强链、

控链、延链，深化区域产业共建。

2.物流通关政策逐步实施，货物通关流程持续优化。依托自身的海港群、空港群交通

网络，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完善区域物流供应链管理规则，持续提升货物、数据和技术流通

速度。一方面，通关便利化政策统筹推进。大湾区内地九市海关部门逐步开始实施一体

化“先出区、后报关”的通关政策；各城市加快探索更新物流监管方式。随着“单一窗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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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断推进，广东省外贸集装箱港口口岸优化了货物通航、报关与通关等环节，逐步实

现船舶通航、企业报关、口岸通关等多个领域的“7×24小时”模式全覆盖，促使货物通关便

利性显著提高。另一方面，物流快速通道顺利搭建。目前，“粤港两地海关监管互认”政策

逐步落实；深圳海关对外贸易一体化服务持续优化升级，创新推出了“大湾区组合港”模

式；深港陆空联运模式全面实现，进而提高了物流通关效率。广东省电子口岸平台建设逐

步完善，物流信息电子化程度加快提高。传统通关模式的效率提升和新型通关模式的创

新为供应链发展提供了“快车道”，促进粤港澳物流供应链稳步衔接发展。

3.一体化交通体系加快形成，综合运输能力有所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建设成

果不断涌现，交通互联互通变得便利。一是空运方面，香港、广州、深圳作为大湾区国际空

港核心，联动珠海、澳门等大湾区空运网络节点，形成世界级机场群，共同构成全球航线网

络中的供应链主要航空枢纽节点。二是航运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港、广州港、深

圳港、珠海港、东莞港等沿海港口，以及佛山港、肇庆港等内河港口，航运互通水平和港口

吞吐能力全国领先。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大力推进组合港建设，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提高港口信息化水平，推动各港口间信息实时共享，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交通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三是陆运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积极打造陆地综合交通网络（表 1），根据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统计，目前大湾区核心城区高速公路密度已达每百平方千米 8.7千米。广深港

高铁、穗深城际开通运营，实现青茂口岸连接通道与广珠城际铁路在珠海站内连接，推动

澳门轻轨在珠海站、横琴站与内地高铁、城际铁路便捷衔接，支持澳门融入了国家铁路网

络。同时，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极大地缩短了三地距离，推动形成了联通粤港澳大湾区的

“2小时”高速公路网络。互联互通的快速交通网络初步建成、海陆空交通基础建设为大

湾区供应链发展提供了基础运输保障。

（二）协同创新效能持续增强

1.科研项目资助力度加大，科技金融支撑效能显现。粤港澳大湾区着力打破科研资

金跨境“藩篱”，强化大湾区创新协同效应。一方面，积极共建科技计划项目，推动科技创

新机制衔接、规则对接。如广东在全国率先实现省级财政层面突破，出台《广东省省级财

表 1 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重点交通基础建设

序号

1

2

3

4

投用时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2019年

名称

广深港高铁

港珠澳大桥

南沙大桥

穗深城际

途经城市

广州 、东莞 、

深圳、香港

珠海 、澳门 、

香港

广州、东莞

广州 、东莞 、

深圳

全长

141千米

55千米

13千米

74千米

作用

内地与香港高铁实现互联互通

极大缩短港珠澳三地间的时空

距离

跨狮子洋连接穗莞，分流虎门大

桥交通压力

连接穗深莞中心区，采取公交化

运营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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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科研项目资金跨境港澳地区使用管理规程（试行）》，打通科研资金拨付港澳的直接渠

道，推动广东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另一方面，以联盟、平台

护航科研资金跨境流动，由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广州市、深圳市及

相关部门组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顺利成立，为大湾区内企业、金融机构提供资

源对接渠道，并通过把内地的产业和科技优势与港澳的金融优势相结合，推动跨境金融交

易实现突破式发展，进一步推动科研资金流通先行先试。

2.科创平台体系加速构建，科研设备共享进程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平台建

表 2 10家在穗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建设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实验室

粤港澳光电磁功能

材料联合实验室

粤港量子物质联合

实验室

粤港澳环境污染过

程 与 控 制 联 合 实

验室

粤港澳环境质量协

同创新联合实验室

粤港澳呼吸系统传

染病联合实验室

粤港慢性肾病免疫

与遗传研究联合实

验室

粤港 RNA医学联合

实验室

粤港澳中医药与免

疫疾病研究联合实

验室

粤港澳污染物暴露

与健康联合实验室

粤港澳离散制造智

能化联合实验室

依托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

大学、澳门大学等

华南师范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等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香港理工大学等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广州禾信

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暨南大学、香港

科技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

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香港

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深圳华大

生命科学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等

中山大学、香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

州悦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香港浸

会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

广东工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

紫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大

学等

广东工业大学、深圳前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城

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

学等

主要研究领域

光伏与磁性材料、聚集诱导

发光材料

新型凝聚态量子材料和器

件、光子操控与应用

城市群环境与健康、

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环境

健康与生态风险

传播和流行病学、免疫调控

机制策略

免疫性肾病遗传易感基因

的筛选、易感基因的验证和

临床关联

RNA的生物学和化学特性、

心脑血管疾病

中医药诊治免疫相关疾病

研究

污染物排放以及健康问题

智 能 信 息 处 理 、知 识 自 动

化、智能检测、智能装备和

工业互联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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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加速推进，各类重大科研设备、实验室等资源在区域内共用共享，为产业技术进步提供

重要创新驱动支撑。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逐步构建起以重大科研平台和实验室为主导

的一流科创平台体系。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两廊+两点”的科技创新体系，分别为广深

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和深港河套、粤澳横琴科技创新极点。在此支撑下，粤港澳联合

实验室建设成效显著，截至 2021年已建成 20家，其中在广州的数量达到 10家（表 2），涵盖

生物医药、生态环境、智能制造等现代产业领域。另一方面，大湾区内科研设备逐步扩大

开放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加快探索科研设备进口关税免除，如广州黄埔综合保

税区和深圳坪山综合保税区享有“提前适用政策”，多种产品在综保区内维修无须再上报

国家部委个案审批。再如，《南沙方案》也强调要强化粤港澳三地间的科技联合创新，借助

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科研设备进口，并且允许港澳科研机构因科研所需的产品和样品无

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

3.知识产权交流合作深化，创新发展保障能级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深化知识产

权领域交流合作。一是初步完善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计划和安排。粤港澳大湾区高度重

视知识产权规则制度的创新与对接策略，目前已初步形成良好的合作生态。例如，2020
年澳门签署的《关于深化在知识产权领域交流合作的安排》，以及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

专责小组所签订的《粤港知识产权合作计划》，在深化专利实质审查、发明专利延伸的交流

合作方面都有所突破。此外，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联盟、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调解中

心、粤港知识产权运营机构交流活动等多个知识产权合作机制不断发展，促进了现代化水

平发展规则进一步衔接。二是知识产权人才共同培养力度加大，合作专责小组保障力度

提升。截至 2020年，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至今连续召开专责小组会议 18次、

推进实施合作项目 266项，进一步深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的规则衔接、机制对

接，协调解决了在推进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知识产权的冲突问题。

4.“产学研用”生态已然形成，鼓励政策支撑力度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夯实“产学研

用”生态闭环基础，强化平台载体建设。一方面，平台赋能“产学研用”全方位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大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借助教育信息化、传染病诊断试剂和疫苗研发、实

表 3 粤港澳大湾区部分技术联盟建设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序号

1

2

3

4

技术联盟

广东省教育信息化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

传染病诊断试剂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

粤港澳实验动物共享

服务与技术创新联盟

新发传染病疫苗研发

技术创新联盟

功能定位

深化教育信息化改革，构建“政产学研”体系，推动教育产业链

条各环节充分衔接

实现包括传染病诊断试剂、病原微生物检测、分子诊断仪器、基

因测序、临床检验全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资源共享

整合实验动物资源，形成集实验动物资源、实验动物平台资源、

实验动物模型研究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建立和完善应对新发流行病疫苗创制和新型疫苗研发的完整

技术链条，促进新型疫苗研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实现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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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动物技术创新联盟等平台（表 3），集聚各领域的骨干龙头企业、金融机构、重点高校和

科研机构等优势资源和力量，积极开展研发支撑和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加快产

学研鼓励政策制定落地，激发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发展活力。粤港澳三地加强发挥政策

对产学研的支持作用，推动《广东省大学科技园管理办法》《关于开展联合资助两地合作研

发项目的工作计划》等政策落地实施，整合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平台，提供科技成

果转化的专业服务，促使科技孵化育成体系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发展动能转换的重

要力量。

（三）人才交流、医疗合作等逐步深化

1.人才交流机制不断创新，引进培育政策加快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多措并举完善人

才引进机制，打造人才交流共享平台。一是加快创新人才“引留存”机制。在人才引进和

培育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绿卡制度”试点政策逐步推广。同时，各城市逐步落实中央“户

籍改革”意见并实现跨地区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对粤港澳大湾区人才要素集聚

将起到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同时，“羊城人才计划”“鹏城英才计划”“红棉计划”等形

成的特色人才工程和政策体系（表 4）作用也不断凸显。具有领先优势的多层次人才体系

的构建，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人才引进培育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生态。在人才待遇保障

方面，如 2019年，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对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

才税收差额补贴标准、人才认定框架等，以有效降低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境外人才实际税

负水平。又如广州番禺区出台“1+4”产业人才政策，发放高层次人才服务卡，提供包括子

女入学、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政务服务等 15项服务，保障人才成为大湾区现代化发展建

设的“智核”驱动源。粤港澳三地为新一轮现代化发展谋篇布局，积蓄融合发展的人才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城市

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

珠海

中山

惠州

东莞

佛山

江门

肇庆

人才政策

“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优秀

人才入境计划”

澳门青年政策（2021—2030）、“粤澳人才输送计划”

“羊城人才计划”“红棉计划”

“鹏城英才计划”“鹏城孔雀计划”

“珠海英才计划”

“中山英才计划”

“人才双十行动”

特色人才特殊政策

人才新政“23条”、“南海鲲鹏人才计划”

制造业人才支撑“八大计划”、“博士博士后人才汇聚计划”

“西江人才计划”、“百千万”人才引育工程

表 4 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重点人才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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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5]。二是高科技人才交流和合作平台加快构建，人才创新活力充分激发。截至 2021
年，多个联合人才协会与科研机构（表 5）先后成立。以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大数据中心为

载体，粤港澳加快推进三地高水平人才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并以合作联盟进一步助力粤

港澳“科研人才走廊”建设，为现代化科研人才交流、管理和利用提供新动能。

2.医疗公共服务合作需求庞大，医疗公共服务合作已初步开展。香港特别行政区有

43间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49间专科门诊、73间普通科门诊和 13间私立医院，医疗水平

国际领先。这些优质医疗资源吸引内地人去港就医，而返粤养老的老人对内地医疗资源

也有需求。大湾区的医疗保障和养老制度等规则需要进一步协同，将来居粤的港澳居民

对公共服务配套的需求是推动跨境公共服务规则对接的重要动力。例如，2005年，广东

祈福医院即通过香港医管局和广东、广州卫生行政部门的合作，一次性引进 13名香港医

生来穗执业，是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健康领域的先行者。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聚合了港深两

地的优质资源，作为深港医疗合作的主要平台，为大湾区内地与港澳医疗合作提供了先进

经验。现有的大湾区部分医疗卫生合作制度政策详见表 6。

表 6 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医疗卫生合作制度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时间

2019年 2月

2019年 2月

2019年 10月

条例及措施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

《粤港澳大湾区卫生

健康合作共识》

首届“南沙与港澳医

疗 健 康 合 作 发 展 研

讨会”

主要内容

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紧密合作，发展区域医疗联合体

和区域性医疗中心

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卫生健康合

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

深化粤港澳三地卫生健康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港澳优质

医疗资源在南沙融合发展，在卫生健康领域发展赛道上

实现弯道超车，打造大湾区医疗卫生新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实现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表 5 粤港澳大湾区部分联合人才协会与科研机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序号

1
2
3
4

5

联合人才协会与科研机构

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

澳珠人才发展促进会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大数据中心

粤港澳高校工科联盟

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合作联盟

主要发起单位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新亚学院、香港珠海学院

珠海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澳门人才发展委员会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

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

澳门大学、五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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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现存问题与挑战分析

（一）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衔接面临瓶颈

1.产业公共平台有待搭建，信息平台建设尚需提速。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深入推进，产

业升级已打破以往以行政区划分布的格局，并形成向主要城市群集聚的规律[6]。目前，粤

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间搭建的平台对产业培育和扶持的有效覆盖范围，大部分仅限于地

方政府的行政区之内，缺少跨区域关联机制，因此导致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现象频现。一

是服务平台难以联动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产业链发展平台基本

上都服务于本地企业，很难覆盖到外区域的企业。而中央或广东省为主导建设的平台则

多集中在具备产业链优势的广深等地，对粤港澳大湾区全产业链辐射力度有待提升。二

是产业链跨区域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力度不足。现代化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在产业链

的建立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信息不畅或数据失真都会影响产业链合作规划合理性。

受回报周期影响，建设周期短、回报见效快的开发区平台发展模式往往比投入周期较长的

管理、信息共享等数智化产业链服务平台的建设更受青睐。例如，产业链信息服务平台缺

位导致机器人高、中、低档次的产业链发展信息暂未融通，并未充分发挥港澳聚集优质资

源和数据的优势。整体而言，大湾区缺少权威的一体化产业链信息服务平台，是影响产业

链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重要因素。

2.物流通关管理制度差异明显，合作协议时效性有待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物流

通关制度、标准和政策差异较大，各城市间物流联系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中心密集、边缘

分散”的关联格局[7]，为推动物流通关便利带来挑战。粤港澳三地物流管理制度存在明显

差异，其中珠三角九市的物流业呈现出相对较为严苛的监管特点，而港澳地区受欧美物流

监管机制影响，管控相对宽松。对于香港和澳门的公司而言，内地的行政审批程序较为烦

琐，制约粤港澳三地物流业正常业务往来。物资流动缺乏统一有效的市场规则和管理机

制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一方面，从框架和规则

角度来看，内地、香港、澳门之间尚未形成一体化的市场。以货物贸易为例，香港货物出口

到内地和澳门，必须遵循《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以下简称 CEPA）所规定的原产地规则，需要进行烦琐的原产地证书申领程

序，大幅增加大湾区物流成本。同时，虽然框架、议题、内容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规则上，内

地与港澳还存在较大差异。以原产地规则为例，港澳CEPA第 7条规定原产地规则适用于

出口一方，而内地与香港CEPA和内地与澳门CEPA的货物贸易协议中则详细规定了协议

自身的原产地规则，因此港澳之间相互实施零关税的货物更普遍。另一方面，在当前粤港

澳大湾区供应链发展的新要求下，CEPA的内容需根据实际情况更新。CEPA的框架只涵

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知识产权四方面的内容，从国家赋予大湾区的使命任

务来看，当前CEPA存在一定滞后性，在竞争政策、环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等议题并无明

确具体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规则体系。以竞争政策规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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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竞争性规则是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提升供应链互通水平的重要一环，但在当前的

CEPA条例中还没有体现。

3.交通基建发展定位有所重叠，一体化网络建设尚需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内部机场、

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硬联通”体系仍存短板，协调运行和协同发展的体系有待完

善[8]。一是海陆空基建发展规则并未衔接，同质化竞争仍存。航运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

部港口业务互补性不突出（表 7）。各港口持续扩张规模，但对港口间差异化发展有所忽

略，甚至导致同质竞争凸显。此外，由于粤港澳三地航运交通的管理制度尚未统一，港澳

航线船舶进出内地口岸需重复办理手续，导致大湾区供应链管理规则实践效率较低。空

运方面，大湾区机场众多，隶属不同飞行情报区，空域用户较复杂，协调审批难度大，跨境

航班审批条件、审批程序、服务标准等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陆运方面，一体化的陆地交

通网络有待构建。城市间轨道交通和城际公交发展不足，依然存在着较多由于城市之间

行政隔断、沟通不畅而造成的“断头路”现象。二是交通配套设施互通缺乏系统规划。高

铁、公路、港口、机场等在不同城市之间实现互联互通依然存在一定的障碍，较多公路、铁

路、轨道独立运行以及缺乏有效联通，造成综合交通运输的整体性不强，一定程度上产生

资源“内耗”的局面。总体上看，大湾区供应链运输效率还待进一步提高，并未完全发挥以

基础设施为动力源高效拉动供应链协同发展的作用。

（二）科技创新集成优势尚未充分显现

1.科研经费跨境拨付存在堵点，资金管理制度不一。在科研资金领域，粤港澳大湾区

面临跨境拨付受限、监管体制不一等限制。一方面，大湾区内地九市和港澳间的科研资金

拨付受限，资金跨境流动渠道尚未完全打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资金申领未实现完全

开放，且在申请以后仍受到行政区划限制，涉及持股比例、审批程序、开放领域、准入条件

等诸多限制。另一方面，科研基金管理制度难以协同对接。粤港澳科研资金的主要服务

主体不一，财政科研资金监管细则存在一定差异。与广东相比，港澳的科技研发和创新基

金和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较多。此外，相比澳门，广东和香港都设有严格的异地使用限制。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实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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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部分大型港口主营业务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序号

1

2
3
4
5
6

港口

广州港

深圳港

惠州港

东莞港

珠海港

中山港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石油、煤炭、粮食、化肥、钢材、矿石、集装箱等货物装卸（包括码

头、锚地过驳）和仓储、货物保税业务

以集装箱为主，兼营化肥、粮食、饲料、糖、钢材、水泥、木材、砂石、石油、煤

炭、矿石等

以承担大宗散货转运和集装箱运输为主

主要从事码头、物流、石化、公用和建材五大部分业务

主要从事港口码头的投资及运营，以及船舶运输等业务

主要从事散杂货和集装箱水上运输，港口货物装卸、仓储、理货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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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助范围来看，香港以电气电子和资讯科技为主，澳门以生物医药及信息资讯为主，广

东省资助领域则较为多元化（表 8）。

2.科研设备共享模式相对滞后，研究资源分配存在差异。一是科研设备流通成本较

高，不利于激发整体现代化发展要素活力。如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境外设备只能通过进出

口程序进行共享，缺少直接输送内地的渠道。二是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城市科技定位有所

重叠，内部相互竞争加大。例如，香港设立打造成为国际科创中心的目标，深圳提出成为

科技创新中心，广州则定位成为国家科创中心，容易造成重复建设，科创政策难以协同。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新兴技术产业优势创新机构分布不均。作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化

创新发展的重要行业，2015—2019年平均八成新兴技术产业优势创新机构集中在广州、

深圳和东莞（图 1），一定程度上导致新兴技术产业的科研设备等关键创新发展要素仅在

关键城市流通，带来科研资源的空间不平衡等问题。

表 8 粤港澳大湾区经费管理制度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序号

1

2

3

地区

广东

省

香港

澳门

特征

以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为主，申报对象限本地创新主

体，大多可预留一定额度的经费供境外使用

以创新及科技基金为主，申报对象限香港境内创新主体，部分计划允许科研经费

跨内地使用

以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为主，资助领域以生物医药及信息资讯为主，资助对象限本

地创新主体

图 1 粤港澳大湾区新兴技术产业优势创新机构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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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差异较大，纠纷解决综合平台仍缺位。一是粤港澳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存在差异。在CEPA框架的合作中，已在跨区域的知产保护有突破进展，但由于粤

港澳三地在知识产权法律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统一知识产权规

则尚未形成，诉讼纠纷解决等模式仍然难以高效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联动机制暂

时均处于缺位状态，例如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难以权衡保护和开放的关系，

并未随着新兴技术发展进行适当调整。二是缺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统一机制。由于粤

港澳知识产权法规和管理体制不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服务平台缺位等原因，知识产权

案件审理制度性成本较大，甚至部分侵权行为无法得到精确界定，制约了粤港澳协同处理

知识产权安排。

4.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有待提升，跨境合作机制仍存短板。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创新效

能与“产学研”融合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城市层面，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创新能

力不断上升，广州、深圳和香港具有突出的创新优势，但各城市间创新耦合协同方面仍存

在短板[3]。广州有丰富的高等院校资源，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

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但科创企业总体质量仍有所欠缺。深圳有一批具有龙头带动作用

的科创企业，如腾讯、华为等，但高水平研究型高校资源较为匮乏，科技创新可持续性不

足。香港具备国际一流的教育和研发资源，但本土科创企业规模和知名度都较低，专利转

化能力较弱。在产业层面，以汽车制造为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汽车研发检测公共

平台建设进程相对滞后，产业链上游技术研发支撑有限，“科研院所—关键零部件企业—

整车企业”的合作有待加强。此外，大湾区内国家省市重大科研载体平台、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等仍处于起步阶段，基础研究的支撑能力较为有限。

（三）人才医疗服务合作仍待深入

1.高端人才认定标准存在差异，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待加强。一是粤港澳行业技术标

准和监管措施存在较大差异，人才执业、定级、资质互认受限较多。在会计、设计、教育等

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港澳人士在内地执业前，需通过参加考试获取证书，且附加的居住时

限和固定住所等限制条件较为严格。以律师为例，在招投标时仅考虑联营律师事务所在

内地成立的年限，港澳与内地的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不能体现自

身优势。二是人才引进管理规则暂未衔接。大湾区内地九市与香港在技术移民政策方面

尚有较大差距，外籍人才居留制度吸引力较低，目前技术移民（居留）政策主要针对大湾区

内地九市的情况进行设置，没有统筹考虑整体协调和规则对接问题。同时，大湾区对境外

人才的管理部门较多，程序较为复杂。例如佛山支柱产业为电子信息产业，但由于整体人

才引进、留存环境及配套政策吸引力不大（尤其是住房和教育方面），电子类研发人才缺

乏，导致电子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遇到较大挑战。三是人才保障服务水平差异较大。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与内地社保制度并未直接关联，而国家尚未出台医疗保险关系和工伤

保险关系转移至港澳的政策，高端人才留存机制暂未融合。同时，粤港澳三地医疗协同对

接也面临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粤港医疗机构跨境转诊合作试点推进效果并不理想，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实现路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14



《城市观察》2023年第 1期
Urban Insight , No. 1, 2023

跨境转诊医疗费用异地结算和报销还难以全面实施，跨境医疗等服务发展比较滞后。

2.医疗服务规则对接缺乏体系支撑，跨境服务尚未完全覆盖。构建粤港澳卫生和大

健康共同体有很多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粤港澳医疗服务规则缺乏体系支撑。一是在保

障人才社保规则方面，内地医保的覆盖面比较广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虽已出台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但在香港

居民赴内地工作的同时，尚未能纳入当地医保。二是粤港澳医疗服务市场一体化尚未实

现。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难以享受相关医疗福利，如香港长者医疗券等医疗福利

仅在深圳指定医院小范围可用。三是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医疗服务尚未一体化。城市之

间的医保系统相互独立运行，地方医院仍具有较强本地化特征，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本市

购买医保的人。

三、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机制对接，打造包容性和先进性兼备的规则衔接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需突出前海、横琴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引领作用，打造全面深化规则衔

接机制对接的创新试验平台[9]。一是全面深化粤港澳规则对接。系统梳理广东与港澳规

则衔接清单，通过对接港澳业已为国际所接受的规则，争取大湾区综合授权、清单式授权。

如全面构建与港澳相衔接的营商、科创、贸易、税负和公共服务规则。二是提升跨境通关

便利化水平。加快推进“湾区一港通”，打通内地进出口企业出海通道，帮助企业进一步降

低成本、提供便利。探索推广粤港澳大湾区人才签注政策，深化内地与港澳人才流动，扩

大交流交往渠道，派发人才出入境通关卡实现快捷通关。三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交流合作。推进粤港、粤澳海关跨境快速通关对接项目，提升货物通关便捷

程度。搭建大湾区标准化高端智库平台，推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探索建立大

湾区标准确认机制。

（二）坚持创新引领，打造高端要素内外双循环的联结高地

一是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推进“科创中国”大湾区联合体，主动融入国

际创新网络建设，协同港澳科研力量，合理有序布局建设以国家级设施为主体、地方自主

筹建设施为补充的科研机构。二是推进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积极与国内外科研

院所共建科研机构、重大项目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吸引高科技人才集

聚。创建大湾区创新人才信息资源库，破除大湾区内部创新人才在跨境、跨区流动中存在

的人才识别障碍。

（三）强化产业支撑，打造竞争力强、布局合理的产业高地

一是培育壮大“双十”战略性产业。以行业和市区为单位，因地制宜系统谋划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战略。促进各城市探索个性化多样化产业发展共育共治平台，形成各有分工

的完整产业链条。建立健全产业共育共治平台架构，推进产业链服务数智化。二是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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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服务业合作。在研究开发、技术转移转化、科技咨询等领域深化粤港澳合作，在数

据共享、科技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方面搭建互联互通平台。抢抓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速

度加快的机遇，强化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控制权，加快产业规划和标准的参与和制定，携

手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推进产业链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助力各城市产业

大数据在产业政策、产业战略规划、产业布局、产业服务等全产业链应用，建立常态化的产

业链规则衔接制度，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产业政策宣传。三是基于各地产业分工情况，优

化大湾区内部产业空间布局[10]。以大湾区内部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为依据，建立

健全梯度产业发展层级体系，注重产业发展的空间协调，引导自主研发技术的跨产业、跨

区域协作。

（四）畅顺交通联络，打造内联外畅四通八达的链接高地

一是加速形成以“轨道上的大湾区”为支撑的高快速轨道交通网络。加快推动以大湾

区为中心“四向拓展”的对外高速铁路大通道搭建，完善布局高效串联深港、广佛 、珠澳三

大发展级的高速铁路。加快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探索建设港深广高速磁浮铁路新通道，

超前布局深圳城市轨道接入或预留接入香港条件，实现深港两地交通运输“同城化”和“零

距离”交流，建设以南沙为极点的“大湾区半小时通勤圈”。二是打通物流运输堵点，加快

建成现代流通网络。实现珠三角区域供应链设施一体化、联运化，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

络。以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赋能大湾区交通网络信息系统，并将其与物联网系统相整合，

提高物流信息化管理水平。三是完善交通体制机制，提高运输通达效率。推动多层次轨

道交通融合发展和一体化运营，争取实现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便捷换乘、一票通

达”。建立一体化通勤支付工具系统，开设大湾区通勤卡或通勤二维码，便利化使用大湾

区内部交通通勤工具。推动珠江口跨江越海通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广东车辆由

深圳湾口岸入境直接通过港珠澳大桥进入珠海的可行性，提高大桥的综合效益。支持广

州、深圳、东莞三地国际班列发展，优化发展中欧班列，提升大湾区通达能力。

（五）激发市场活力，打造法制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开放高地

一是借鉴港澳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把营商环境的顶层设计与

微观市场主体相互衔接，通过保障市场主体平等地位和加强企业信用机制等措施，加快构

建刚柔并济的营商环境法律制度[11]。二是密切跟踪研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 CPTPP）
等高水平经贸规则相关条款，推动国际重大经贸规则在国内实施时率先在大湾区落地。

三是加快建设一流的国际营商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放管服”改革。借鉴已落地成

熟的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经验，在大湾区复制推广，推动各城市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

制。加大投资规范“立改废”力度，优化投资项目审批“一网通办”流程。

（六）深化合作交流，打造医疗合作和人才集聚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以国内大市场为基点，以深化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为目

标，导入国内市场高端要素，引流国际市场优质资源，提升优化资源配置的枢纽功能，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实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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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要素投向更高生产力的行业或区域，在内外部要素碰撞中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

力[5]。一是加快建设人才资格互认点，建立健全职业信息服务平台。以国务院《国家职业

资格目录》所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为基础，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产

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需要，支持龙头企业针对新职业、新工种建立行业标准

和地方职业规范，推动上升为国家职业标准。二是深化拓展粤港澳职业资格互认。健全

专业考试互免和从业经历互认制度，逐步扩大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的贯通互认[12]。
创建粤港澳大湾区职业信息服务平台，优化升级职称认证服务，并及时发布职业资格、学

历证书互认等信息。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开展培养评价工作，以新服务平台为契机打

造全过程高端人才培养、认证、输出、晋升的生态链。三是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医疗服务体

系合作新机制，提供人才服务保障。推动粤港澳三地医疗技术准入规则对接，借鉴国际经

验，试点推广与国际接轨的医院评审认证制度。

（七）完善安全保障，打造经贸网络多元复合的合作高地

一是统筹培育和布局跨境产业网络，提升关键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双向合作程度。

同时，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和澳门两个自由港，以及横琴、南沙、前海三个自贸试

验区的优势，向外向内打通双向驱动战略。二是依靠粤港澳大湾区开放优势导流国际优

质要素进入国内市场，借力培育关键产业本土企业自生能力，推动形成具备可替代性的境

内产业集群，为增强全国产业经济安全的强度和韧性提供“湾区支撑”。三是依靠粤港澳

大湾区“联动出海”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密切我国对欧盟、日本、韩国和“一带一路”新兴经

济体的产业经济联系。四是加快推进“湾区先行、内地跟进”，通过广泛且密切的多边经贸

合作，加大开放压力测试力度，寻找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开放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融合融

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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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y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Building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4

HAN Yonghui, MAI Weikun, SHEN Xiaonan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has

picked up a solid pace in building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the efficiency of coordinated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cooperation in medical services for human resources, clarifying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GBA. In light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 seven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cluding promoting alignment mechanism, sticking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support, smoothing transportation links, invigorating market vitality, deepening coopera‐

tions and exchanges, and improving security, so as to promote deeper and more solid development of the GBA.

Keyword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facilitate circulation of factors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Guangzhou’s High-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19

CHEN Gang, YANG Daiyo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has entered a new phrase with the help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main task. The city ad‐

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putting industries first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the fundamental of its economy,

and striv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a preliminary basis, it has formed a high-quality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featuring the mutually promoting signature industries,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stra‐

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industrial linkage with other cities in the GBA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 s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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