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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议 

 

钟俏婷 张光南 杨清玄 

 

摘要：本研究通过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2020”发现六方面突出问题：可持续发展

的创新支撑相对不足、高等教育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出口转口贸易萎缩且对内需求开发不足、粤港澳大

湾区基础设施仍存在资源错配现象、医疗卫生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治理任务艰巨。结合粤港澳大湾

区各城市现实情况，建议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支持和配合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全面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广深珠联合港澳推进医疗卫生事

业协同发展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等六大方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持续力保持正向发展。 

 

在本课题组 2018 年《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发展指数报告》工作基础上，本研究建立了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2020”，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3 个属性层的

子系统，共 13 个二级指标，24 个三级指标。以 2015 年为基期，运用复合系统，考虑系统

内部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动态影响，定量计算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 2016-2019

年的可持续力发展情况，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现实情况，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未来 5 年可持续发展路径建议。 

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2016-2019 年可持续力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造成香港地区可持续

力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的波动和社会的动荡；虽然澳门地区在社会和资源环境两个方面均

有不俗的表现，但经济发展仍是澳门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对于珠三角大部分城

市而言，经济环境的变动是造成该地区可持续力变动的主要因素，小部分城市的社会发展和

资源环境改善是该地区可持续力提升的重要环节。归纳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因素，可发现如下突出问题： 

第一，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支撑相对不足。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作为科技活动中

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其资金投入高低直接影响着城市创新能力的高低。从 2015-2019 年研

究与试验发展（R&D）内部经费占 GDP 比重情况来看，除澳门外，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

R&D 投入相对不足，投入强度平均仅为 2.8%，与纽约、旧金山等国际湾区城市高于 4%的

研发投入强度仍有较大差距。 

第二，高等教育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除去广州、珠海、香港和澳门，珠三角地区其余

7 个城市的高校在校生比例普遍偏低，2019 年平均不到 1.63%。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各城

市受高等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约 20%左右，而旧金山市、纽约市的相关指

标则高达 46%和 38%。 

第三，出口转口贸易萎缩，对内需求开发不足。受全球经济与股市恶化影响，与 2018

年相比，2019 年香港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以及出口占比两个指标均呈大幅下降趋势。佛

山、江门、东莞、中山等城市 GDP 增速与出口占 GDP 比重显著下降是造成当地经济子系

统有序度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仍存在资源错配现象。东西两翼城市之间交通联通密度偏

低。同时，澳门、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通讯基础设施严重不足，2019 年每百

名居民互联网宽带用户数较低，平均不足 15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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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医疗卫生区域发展不平衡。粤港澳医疗协同发展仍面临湾区内地城市医疗资源紧

缺，医疗管理体系、培养机制、考核方式、医疗习惯等差异突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作亟

需强化等问题。 

第六，生态环境治理任务艰巨。港澳用水量远超过珠三角 9 市，水资源紧缺对港澳的可

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东莞、珠海等城市人均耗电量高。与 2015 年相比，2019 年粤港

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虽有一定下降，但 PM10 年平均浓度仍高于每立方米

35 微克，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际湾区（均小于每立方米 15 微克）。珠海、江门、肇庆、惠

州、中山等节能环保支出占政府开支比重的显著减少，说明在政府层面上的环境监察能力建

设水平仍不足够。 

二、“十四五”时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香港、澳门发挥地域区位优势，广州、深圳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广

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走廊建设，共建粤港澳创新创业交流机制，确保创新政策的稳定性

和执行力，提升整体社会的科技创新氛围。依托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广州穗港智造合作区，

以及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推动港澳青年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科创中心建设。加大科研经费投入，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培育壮大科技创新型企业，规划建

设科技创新关键节点，建设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整合利用国际优质要素资源，推动科

技创新更高水平发展。 

（二）支持和配合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港澳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积极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参与者”

和国际循环的“促成者”。在国内大循环方面，为解决以往香港工厂常以外销为主而对内需

求开发不足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可从推动港企优势产品扩大内销、拓展进口分销业务，以

及鼓励香港业界以创新为驱动协同攻克核心技术以解决国内技术需求难题等方面入手，协助

内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同时进一步发展香港国际贸易中心与航运中心。在国际循环方面，加

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利用香港业界的国际经验和金融网络，以更高水平的开

放推进国际经济大循环，从而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澳门以“存量优化，增量

调整”的基本思路，推进产业适度多元发展，稳定现有博彩业发展的规模，集中资源在特色

金融、会展、文化创意、中医药等领域实现突破。 

（三）全面强化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在提升人口素质方面投放更多的资源。一

方面，健全生育保健体系，完善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开发本地新人力资源，构

建多元文化社会。同时，配合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需要，加强专

业人才与投资移民政策规划，系统培养各类管理、技术型高素质人才，重点增强对葡语、旅

游管理等粤港澳大湾区较为稀缺的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大湾区整体竞争力。 

（四）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之间进行更紧密合作，促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间基建合作的多层次共同决策机制，完善粤港澳

大湾区基础设施合作的跨区域基础设施治理组织架构，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合作在专

项政策、产业发展、信息平台、应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配套。 

（五）广州、深圳、珠海联合港澳，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协同发展 



大珠三角论坛                                                                   2021 年第 1 期 

12 

 

广州、深圳、珠海可在推动港澳与内地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助力港澳更好地参与国家

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在穗港、深港、琴澳医疗卫生事业协同发展方面先行先

试，整合区域医疗资源，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协同供给，推动粤港澳医疗卫生行业管理规则衔

接、机制对接。 

（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政府应大力倡导合理消费，

推广绿色消费模式；鼓励商界增加绿色环保产品的贸易，鼓励业界发展绿色科技；强力推进

节能减排工作，抓紧推动清洁能源建设，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积极开展粤港澳大湾

区生态环保合作，探索区域绿色合作顶层设计和制度改革创新。 

 

收稿日期：2021-01-10 

作者简介：钟俏婷，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光南，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助

理，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杨清玄，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