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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进入一个快车道。继“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提出之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本文围

绕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及其在湾区建设中

的作用，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的总体变化规律以及湾区内

部地级市产业发展不协调的现状。

　　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水平

总体分析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评价区域产业结构与竞争力

的常用方法，只需少量易取得的数据，即可作出客

观评价。本文运用该方法，对湾区产业结构与国际

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

研究时段为 1990-2016 年，数据来源为《广东统计

年鉴》，将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地级市的数据加总，

以全国作为标准区域，计算得到如表 1 所示的结果。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

极，1990 年以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份额分量

一直为正，且总体呈上升态势，由最初的 160.1 亿元

攀升至 2015-2016 年的 4928 亿元，为产业结构优化

和国际竞争力增强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产业结构看，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

红利与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1990 年湾区三次产业

结构比为 18.20：44.52：37.28，2016 年三次产业结

构比变为 1.78：42.15：56.07，产业结构演化历程与

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大致吻合。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湾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尚存。以美国、

英国、德国为例，三国分别在 1960 年、1975 年、

1991 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湾区 2016 年第三产业占比，

湾区产业结构总体向好的态势不容否定，但与发达

国家仍具有较大差距，具有国际水准的产业结构体

系尚需进一步优化。

　　第三，在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大致呈现 U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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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化轨迹。从 1990 年到 2006 年，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国际竞争力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湾区产业发展

沿袭了亚洲四小龙的模式，在人口红利的驱动下，

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服装、玩具、家电等轻型

制造业成为支柱产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由 1990

年的 2.56 提升至 2006 年的 2.89，产业国际竞争力增

强。从 2007 年到 2012 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国

际竞争力削弱。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在劳动力

供给不足、资源约束趋紧、土地价格上涨等多重因

素的作用下，湾区轻型制造业的发展遭遇用工荒、

电荒，削弱了湾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

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家的湾区处在全球生产经营链

条的底端，产业“大而不强”的弊病逐渐显现，全

国经济中心的地位被长三角取代。

　　从 2013 年至今，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国际竞争力

又呈强化态势。为激发湾区经济活力，中央和地方政

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湾区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广东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改造提升传统

制造业，延伸完善产业链，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在将资金技术密集、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装备、汽

车、石化作为重点发展对象的同时，运用先进技术改

造传统制造业，双向驱动，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定八个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项目，将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

车、半导体照明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湾区技术创新实

力提升，人力资本供给增加，产业融资渠道拓宽，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产业发展又迎来

新的春天。广东省“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细化，

圈定了重点领域、重点工程、重点行动，以增强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湾区规划纲要提出将

湾区打造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十三五”规划

相呼应，共同助力在 2020 年基本建立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产业新体系。在此背景下，湾区产业竞争力分量

将进一步增加，国际竞争力将持续增强。

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产业竞争力区域

对比分析

总体上看，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但域内地级市间差距明显，

延缓了湾区的产业发展进程。湾区虽然是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但各地级市获得的制度创新进入权不

尽相同。处于湾区轴心地带的广州、深圳成长最为

迅速，成为湾区经济要素的集聚中心，占该区域生

产总值的比例由 1990 年的 47.22% 增加至 2016 年的

57.55%，为广深产业结构优化、国际竞争力强化提

供更坚实的资金、技术与人力基础。但是，广深与

湾区两翼地级市的差距却不断扩大，对优质的人才、

            表 1： 1990-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水平总体分析

                                                                             单位：亿元

年份 G N P D 年份 G N P D

1990-1991 234.1 160.1 13.0 60.9 1991-1992 463.4 282.6 18.3 162.5

1992-1993 759.1 518.2 25.1 215.9 1993-1994 651.8 879.9 -3.0 -225.1

1994-1995 898.1 802.6 -4.2 99.7 1995-1996 684.5 678.1 7.2 -0.7

1996-1997 703.6 512.2 58.0 133.4 1997-1998 621.9 368.5 44.1 209.4

1998-1999 616.4 376.9 53.5 185.9 1999-2000 928.1 707.8 69.0 151.4

2000-2001 997.7 794.2 40.8 162.7 2001-2002 1041.9 834.5 41.8 165.7

2002-2003 1918.7 1234.2 71.8 612.8 2003-2004 2091.0 2040.6 -45.9 96.3

2004-2005 4669.5 2137.1 161.2 2371.2 2005-2006 3374.5 3128.4 179.3 66.9

2006-2007 3987.9 5004.2 79.4 -1095.7 2007-2008 4138.7 4670.0 8.3 -539.6

2008-2009 2401.4 2752.5 142.7 -493.8 2009-2010 5526.3 5889.1 72.0 -434.8

2010-2011 6047.6 6956.8 37.9 -947.0 2011-2012 4058.7 4563.0 60.0 -564.3

2012-2013 5280.9 4852.3 140.9 287.7 2013-2014 4589.5 4343.8 174.2 71.6

2014-2015 4617.8 4035.5 216.9 365.4 2015-2016 5574.1 4928.0 176.3 469.7

 注：G 代表总偏离量，N 代表份额分量，P 代表产业结构分量，D 代表竞争力分量，下同。由于香港、澳门数据缺失，

不纳入考虑范围。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水平研究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一
九
年   

第
二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76

资金、技术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地级市间产业国

际竞争力的差距更加明显，长此以往，将影响湾区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基于这一现实，对粤港澳大湾区九地级市的地

区生产总值进行 K 平均值聚类与系统聚类分析，如

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无论是两分法还是三分法，

广州和深圳均属于湾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位于湾

区两翼的地市相对欠发达，说明区域发展不协调不

仅存在于三大地带、四大板块之间，在较小的空间

尺度内同样存在。

　表 2：1990-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九地级市聚类分析

类  别 包含地级市

两分法
第一梯队：广州、深圳；第二梯队：佛山、中山、

东莞、惠州、江门、肇庆

三分法
第一梯队：广州、深圳；第二梯队：佛山、东莞；

第三梯队：珠海、中山、惠州、江门、肇庆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协调根源于产

业发展的内生差距，为说明这一点，基于分析结果，

选取深圳与惠州为研究对象，将湾区作为标准区域，

核算两地级市非农产业份额分量、结构分量与竞争

分量的差值，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1990-2016 年深圳、惠州第二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

水平对比（单位：亿元）

由图 1 可知，深圳与惠州第二产业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显著。（1）20 世纪 80-90 年代，劳动密集型的

来料加工产业、资本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产业构成深圳

产业体系的主体，除极少数年份外，第二产业份额分

量与竞争力分量均高于惠州。（2）21 世纪以来，凭

借已有基础，深圳第二产业绝对水平依然较高，增加

值是惠州的 4 倍多，份额分量保持为正。但是，随着

深圳经济转型提速，第二产业外溢效应显著，与其一

江之隔的惠州成为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在承接纺织服

装等轻型制造业转移的同时，惠州还大力发展以石油

化工为代表的重型制造业，第二产业由轻型化向适度

重型化转变，轻重相济，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结构

分量与竞争力分量超过了已经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深

圳，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从惠州的发展我们可以

看到，优化制造业布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点

工作，也是未来湾区发展的东西两翼产业发展的重点。

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齐全的优势，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东风，与创新研发能力强和服务业发达的广州、

深圳、香港、澳门实现产业对接。

     图 2  1990-2016 年深圳、惠州第三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

水平对比（单位：亿元）

由图 2 可知，与惠州相比，深圳第三产业内部

结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突出。作为综合性经济特区，

深圳实施产业强市战略，形成了现代金融与现代物

流两大战略服务业，商贸流通、旅游、文化创意、餐饮、

房地产五大主导服务业协同并进的发展格局，产业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因此，深圳与惠州第三产业

份额分量的差值始终为正，表明其第三产业发展的

绝对水平高于肇庆。深圳与惠州结构分量与竞争力

分量的差值在大多数年份为正，仅在少数年份为负，

且负数绝对值低于正值。2016 年深圳“十三五”规

划纲要发布，纲要将科技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商

贸会展业、旅游服务业划定为现代服务业重点领域，

为第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化提供制度保障，三个

分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领先地位。要

让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和旧金山湾区相匹敌的创新实

力，知识密集型的新兴第三产业是关键。湾区规划

纲要充分意识到深圳具有科研资源优势和高新技术

产业基础，是金融开放创新的突破口、保险创新发

展的试验田、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排头兵。伴随

“十三五”规划与湾区发展规划的逐步落实，深圳

基础科研短板将逐渐补齐，第三产业国际竞争力将

不断增强。由于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最强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水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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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最持久，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深圳仍然

是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领跑者，产业国际竞争

力强于外围地级市，区域发展不协调现象在短期内

无法根除，阻滞了湾区产业总体实力的强化。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围绕 1990-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与

国际竞争力的演化历程展开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

论：第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总体发展态势向好，

虽然出现过产业国际竞争力滑坡的现象，但通过产

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产业综合实力重新步入上升

轨道；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产业发展不协调，

处于轴心地带的广州、深圳的第三产业在内部结构、

国际竞争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处在南北两翼的地

级市第二产业的优势更为突出，湾区产业呈现出梯

度发展格局。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建设面向世界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

业集群，实现由“湾区制造”向“湾区创造”的迈进。

近十年来，一系列旨在增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国际

竞争力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并付诸实践，但产业存

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通过资

源共享、业务合作等方式，提振湾区已有的 12 个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还要建

设一批以新型装备制造为代表的第二产业集群，以

电子信息、金融、软件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集群，形

成集纽约湾区的金融中心角色、东京湾区的制造业

水准、旧金山湾区的创新能力于一体的产业协作体

系，强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将粤港澳联

合创新区与科技产业园建设向纵深推进，提升产业

体系的技术含量，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抓住“一

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加速高端产品进驻国

际市场的步伐，移步至微笑曲线两端。

第二，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加大政府

对于产业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由于我国产业市场化

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公共财政依然是强化粤港澳大湾

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为扶持五年规划纲要

中提及的新兴产业，政府可采用纳税扣除、盈亏相抵、

延期纳税、加速折旧等方式，降低产业运行成本，刺

激产业成长。考虑到湾区轴心与南北两翼产业发展不

均衡的现状，应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

在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特区财政扶持的同时，引导实力

较强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与南翼的江门、北翼

的惠州建立财政结对帮扶机制，实现湾区各地级市产

业的协同发展。需要强调的是，加大政府对湾区产业

发展的支持力度，并不意味着政府能够直接经营产业，

目标管理、健全法律等间接调控手段才是优化产业结

构、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第三，建立区域间企业生产要素的共享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间发展差距拉大不利于产业国

际竞争力实力的增强。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以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为轴心引领湾区建设，发

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促进湾区全域优质要素的高

效配置和综合集成，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

区壁垒，让湾区内相对欠发达的地级市与广州、深

圳享有使用优质生产要素的同等机会。另一方面，

根据湾区规划纲要对各地市的发展定位，错位建立

主导产业，实现原有制造业高级化，孵化战略性新

兴产业。在此背景下，企业在利用生产要素时能做

到各有侧重，实现有限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还能

避免湾区因实体经济比重过低而出现产业空心化的

现象，保证产业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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