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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充分释放双城联动效应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课题组 

 

摘要：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双城联动，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已成为广深两地的强烈诉求和必然之举。

广深两地具备打造“双子城”的基础与动力，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约束。课题组通过对两地实地调研提

出：加强顶层设计，用好自贸试验区，打造数字经济等产业合作平台，共同发力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

设，围绕绿色金融打造金融新业态集聚等对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一体联动。经过多年发展，广深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形成

了各自独特的优势，具有打造“双子城”的基础与动力。广东省“十四五”规划中指出，

以深化双城联动强化核心引擎功能。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双城联动，打造世界级创新平

台，已成为广深两地的强烈诉求和必然之举。 

一、双城联动的基础和现状  

广深两地经济基础比较。2020 年度广深两地的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在广东省（约 11 万

亿）占比超过 47%，两地经济规模的背后显示的是强大的区域资源配置能力与经济辐射张

力。广深经济发展动力强劲，消费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外资依赖比重稳

中有降。广深两地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提升，金融资产规模庞大，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逐年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潜力巨大（见图）。 

广深两地基础设施比较。广深之间的交通基建联通主要依托广深高速、广深沿江高速、

珠三环高速东段、穗莞深城际、佛莞城际等复合型的交通

通道。铁路联系主要由广深港高速铁路、广深铁路承担。基于工作日机场客流大数据，当

前广州与深圳之间的竞合关系如下：广州主要扮演政治中心、商贸中心的职能，制造业谱系

中的重工业色彩较浓厚；深圳主要扮演科创中心、对内金融中心的职能，制造业谱系侧重高

新制造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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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深 2012-2020 年度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时序图 

表 广州和深圳三产 GDP 占比情况1 

 
1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和广深两地统计年鉴。 

 年份 广州 深圳 

第一产业占比 

(%) 

2014 1.31 0.00 

2018 0.98 0.09 

2019 1.06 0.09 

第二产业占比 

(%) 

2014 33.46 42.60 

2018 27.27 41.13 

2019 27.31 38.98 

第三产业占比 

(%) 

2014 65.23 57.40 

2018 71.75 58.78 

2019 71.62 60.93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亿元） 

2014 16131.47 24777.59 

2018 18595.11 35439.02 

2019 19554.91 373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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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两地产业发展比较。从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看，深圳的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

要高于广州，且两者间差距呈扩大趋势。广州的汽车制造业，深圳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各有优势。在服务业中，广州的优势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

业、批发和零售业等；深圳的优势行业是金融业（见表）。 

二、广深双城联动的主要问题  

制度创新：改革创新权力不对等。一是改革自主权。深圳的特区立法权使其在各方面

拥有先行先试权。近年深圳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定位进一步提升。相比之下，广州先行先

试的权限受限较多。二是财政支配权。广州属于三级财政，除上缴中央的税款外，还需上

缴省里 50%，导致地方自留财政收入明显少于深圳，且作为副省级省会城市，公共事务支

出等项目远多于深圳，难免存在发展受限的状态。三是其他改革自主权限。深圳可在建设

用地的地上、地表和地下分别设立使用权，按照海域的水面、水体、海床、底土分别设立

使用权等。 

互联互通：中心区到中心区的连通性仍较差。广深之间目前多数高速公路的互联互

通相较国内城际呈现出明显的车流量不均衡态势，具体表现为广深高速过于拥堵，而沿江

高速则远未饱和。相较于公路，目前广深之间主要有广深铁路与广深港高铁两条线路。广

深铁路速度较低，广深港高铁接入广州南站距广州市中心较远，两者均难以满足两市中心

区域间的快速联通需求。 

产业协同：产业联动性和互补性不强。由于历史和地缘的原因，广深两地的产业发

展各自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广州以传统贸易和制造见长，而深圳的电子信息和金融则更

胜一筹。广深两地产业同构化程度低且互补基础弱是形成目前联动发展不充分的根本原因。

但是，除了看“存量”，也应该意识到两地产业协同发展的“增量”，如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汽车等，这些新兴产业上两地完全可以优势互补。 

科技创新：两地科创资源未形成合力。广州在基础科研条件、科研人员生活配套设

施、多样化的研发应用场景等方面较有优势，而深圳则具备更优越的市场化条件，两地科

技创新合作的机制仍然存在大量需要理顺的地方。此外，广州仍需进一步发挥汇聚外部要

素的功能，两地政府科技部门的协调机制也有待完善。 

金融改革：金融基础设施、政策差距明显。深圳的金融基础设施布局（如深交所）

和金融政策优势（如对港服务业）使其对珠三角其他城市的金融资源和金融企业具有极强

的“虹吸效应”。而广州的金融业发展则相对比较缓慢，尤其是之前大型金融基础设施的缺

位，导致广深两地的金融业发展不在一个量级上，强弱明显则联动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 

三、双城联动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的对策建议  

（一）确立双城联动的指导思想，致力于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 

共同谋划。立足于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从全省乃至全国的高度来谋划广深双城联动

的部署和实施，加强过程交流，共同谋划双城联动发展。共同争取。广深共同策划一批先

行先试的重大议题，在推动议题落地的过程中共同向中央争取相关制度创新权力的下放。

共同宣传。共同宣传双城联动的决心和决策，面向全球宣传广深合作的未来，向市场释放

广深联动的信号。 

（二）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用好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平台 

设立高级别的双城联动推进办公室，加强广深两地的领导干部交流。建议设立省委书

记或省长挂帅的双城联动推进办公室，在两地分别设立办公室。与此同时，加强广深两地

主政官员的互相任职，建立基层部门公务员常态化的交流机制。打通两地公务员交叉任职

的通道，实现基层公务员常态化的两地晋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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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同制定重大发展战略。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现阶段两地政府

的重大政策或者规划，如十四五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沟通机制。建议设立

“双城公务信息云平台”，同时建立日常化的“线下交流”机制，对口部门或者承担同一合

作项目的部门应建立日常的资料交换机制和座谈沟通机制。 

用好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驱动双城联动。南沙和前海要互相拥抱，将自贸试验区

打造成为双城联动先行示范区。利用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打通广深两地的人才政

策，实行政策叠加和政策最优原则，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人才在南沙、前海自贸片

区内集聚。创新合作机制和模式，在南沙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广深产业合作园”。 

（三）基础设施先行，优化完善双城之间的综合交通体系，缩短中心城区-中心城区的

通勤时间 

第一，要充分发挥不同交通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优化完善双城之间现代交通综合运

输体系。从货运的角度来看，应注重运输结构的优化,完善交通网衔接。从客运的角度来

看，着重发展公路-铁路-地铁的双城中心区互通无缝对接。第二，提升广州南沙区与深圳

宝安区及光明新区的互联互通，同时也将增强广州南站的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应加快广州

地铁 22 号线拓展工程的建设，通过将 22 号线南延至庆盛站、蕉门、南沙客运港，并跨海

连接东莞，经东莞滨海湾站（TOD）、继续东延至深圳沙井站，与深圳地铁 18 号线对接。

第三，南沙对接深中通道，将南沙打造为广深联动的桥头堡。南沙支线作为深中通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一旦建成将构成广州与深圳之间地理意义上最短的联接路径，由此将对广深

之间的产业协同布局、项目联合开发、要素互动流通、居民生活往来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四）打造重点产业合作平台，形成紧密的利益共享体系，稳固广深两地的纽带作用 

第一，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入手重点打造产业合作平台和共享利益的项目。“强强

联合”，两地企业通过技术传导、扩散、共享等方式推动水平型产业合作。在新兴产业方

面，广深两地要通过优势互补进行垂直型产业联动。第二，加快推进现有合作平台建设的

同时，在更广领域探索合作平台或共享利益项目。广深可以在智能物流与仓储、数字创意

产业等方面探索更广领域的合作。深圳的电子技术装备已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广州在文

化底蕴、国家游戏产业、音乐创意产业等方面也有深厚的积累，广深在数字创意产业方面

具备联动发展的基础。第三，重视民营企业在广深两地产业联动中的作用。2019 年广州

内资企业中，私营企业数为 3543，占广州内资企业的 79.2%。深圳企业总数超过 200 万

家，而其中私营企业占比 96%，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市 GDP 的四成。广深产业联动一定要

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依托民营企业的优势，助力产业合作。 

（五）以共同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为抓手，充分发挥大湾区内一流高校的凝和作

用 

第一，在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共同发力。加强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

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重

大创新载体的对接合作。建立健全开放型的科技资源共享体系，建立服务共享和科技评审

专家共享机制。第二，推动创新平台合作。依托广深两地高校和重大创新平台联合开展人

才引进和培养，拓宽人才成长路径。积极搭建各类科技（人才）交流平台，组织参加中国

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等各项人才交流活动，强化两地人才政策对接，促进科技人才跨区域交

流。第三，促进产业合作和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广州科技企业众多且估值低的“价值洼

地”优势和深圳风投创投机构集聚优势，依托广深两地的创投网络及资源，合作构建多元

化、跨区域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促进广深两地在风投创投领域融合发展。第四，建立

健全双城科创联动沟通协调机制。在双城合作框架下，推动两市各区科技部门自主结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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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鼓励两市高新技术企业界、科技服务界、学术界等加强交流合作，支持各类创新主体

共同参与广深科技创新合作。 

（六）双城联合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共建金融新业态产业集群 

第一，共建“区域性金融协同创新中心”。加强广深金融政策联动，逐步消除两地金融

制度供给势能差（尤其是金融高端人才政策差异），搭建“金融+产业”服务新高地，强化跨

境金融创新政策的联合设计，共同提升自贸片区金融制度创新压力测试能级，共建金融风险

监测防控平台。第二，共建金融新业态产业集群。广深联手做强“实验室金融”，充分发挥

广州琶洲数字金融、科技与智能金融研发优势，联手做强交易所网络体系，支持广州期货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点围绕“绿色金融、碳中和、碳期货、环保债、金融数据中心”等

金融新业态开展制度供给和创新。 

（七）携手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联合“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第一，以文创、旅游为抓手，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支持广州、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推动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市内免税店，引导境外消费回流。实施内外销产品“同线

同标同质”，开展“粤贸全国”计划，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推动高品质商圈建设，打造消费

节庆品牌。第二，携手打造动漫及动漫周边文化产品新高地，推动我国文化向海外输出，

双城携手“走出去”。广深两地可共同制定 Moving China 一系列动漫文创合作战略，通过

强化政策供给、完善公共服务等途径着力发展动漫产业，配合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推动

两地企业联合“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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