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弇一流湾运的发展经验 ：

对推动我国大湾区建设的启示与借鉴
王 力

考 察世界
一

流 湾区的 发展 ， 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律和发展经

验 ， 主要包括高度重视顶层设计、 注重建立统筹协调机构 、 注重

整合各类创新资源、 注重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注重城市群协

同发展 、 注重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 重视优化营商环境 、 注重发

挥智库机构作用等 。 因此
，
研究借鉴世界

一

流湾区 的发展经验
，

对于助推我国大湾区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指导意义。

世界一流湾区高度重视顶层设计
“

顶层设计
”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Ｄｅｓｉｇｎ ） 是
一个工程学术语 ，

本

义是运用 系统论的方法 ，
追根溯源 、 统揽全局 ，

统筹规划项 目 各

方面 、 各层次和各要素 ， 以集中有效资源 ，
高效快捷地实现战略

目标。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 这
一工程学概念被西方国 家广泛应用

于军事与社会管理相 关领域 ， 是政府统筹内外政策和 制定国家战

略的重要思维方法 。 世界
一

流大湾区普遍重视顶层设计 ， 在发展

中超前制 定法律法规 、 发展战略 、 空间规划和交通规划等 。

纽约湾区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先后进行过４次顶层设计工作 ，

分别 是 １ ９２ ９年的第
一

版 《纽约及其周边的 区域规划 》 、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第二次区域发展规划 、
１ ９９６年的第三次规划 《危机下的

区域发展 》 和 ２０ １ ７年 的第 四次规划 《共同区域建设 》
。 先后四次

顶层设计工作是根据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 ， 超前制 定了湾区交通

体系建设规划 、 环境保护规划 、 可持续发展规划和宜居宜业规划

等。

旧金山湾区 的顶层设计 ， 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是 《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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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４０区域战略 （Ｐ ｌａｎＢａｙＡｒｅａ２０４０ ）
》

。 ２０ １ ３年 ， 大都会交

通委 员会和湾区政府协会共 同主导 ，
与湾区空气质量管理组织、

海湾保护和发展委员会共同启动 了 《 旧金山湾区 ２０４０区域战略》

编制工作
，
首 次将原来分别开展的区 域交通规划 （ＲＴ Ｐ ） 、 社

区可持续发展策略 （ ＳＣ Ｓ ） 和湾 区发展战略三者合并同步开展编

制 ， 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和社会公平性评估 。 《 旧金山湾区 ２０４０

区域战略》 将根据 《加州可持续社区与气候保护法 》 的规定 ， 加

强土地利用 和交通
一

体化整合 ，
规划到 ２０４０年湾区土地利用 规模

和交通网络的发展愿景 。

东京湾区 的顶层设计 ，
是通过超前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

经济

发展战略和专项规划对湾区发展进行引导。

一

是构建完善的湾区

法律法规体系 ， １ ９５ １年 《港湾法 》 对港 口 发展 的数量 、 规模和政

策进行统
一

部署 ， Ｉ ９６０年又推出 《东京规划 １ ９６０
——

东京结构改革

的方案 》 。 二是通过
“

工业分散
”

化战略 ， 引导湾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开始逐步形成了分工明确 、 协同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 三是通过

制定有延续性和调整性的专项规划来推进湾区经济实现融合发展 ，

２００６年、 ２０ １ １年和 ２０ １４年先后制定出 台 了 《 １ ０年后的东京——东京

将改变》 、
《 ２０２０年的东京——跨越大震灾 ， 引导 日本的再生 》 和

《创造未来
——

东京都长期愿景》 等湾区专项规划 。

目 前 ，
我国 大湾区 发展的顶层设计已提上议事 日 程

，

２０
１
５年

４月 ３ ０ 日
，
中共 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 《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纲

要 》
，

１ ０月 １ ２ 日 ， 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 《环渤海地区 合作发

展纲要 》 。 ２ ０ １ ７年 ７月 １ 日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广东省人民

政府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 《深化粤

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 。 ２０ １ ８年 ５月 ２８ 日
，
浙江省

发展改革委 发布
“

浙江省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建设行动计划
”

，

浙江和上海共 同谋划推进沪杭 甬 大湾区建设。
２０ １ ９年 ２月 １ ８ 日 ，

党 中央 、 国务院正式发布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 。

世界一流湾区注重建立统筹协调机构

协调机构是为方便各部 门之 间就某项专 门性工作进行
“

协

调
”

而设立 的跨部门机构 。 世界
一

流大湾区普遍重视设立协调机

构 ， 建立协调机制 ， 统筹大湾区的重大事项 ，
协调解决大湾区发

展 中遇到 的矛盾和 问题 ， 为大湾 区的发展提供组织 、
资金和制度

保障 。

纽约湾区的协调机构 由多方联合 、 各司其职 ， 重点部署重大

基建项 目 。 区域委 员 会和大都市圈 规划组织 （
Ｍ ＰＯ ） 分别负责

纽约湾区经济发展和交通建设的规划协调 。 纽约大都市交通委员

会 （
ＮＹＭＴ Ｃ

）
负责评估湾区 整体交通建设方案 、

统筹长期交通

发展规划 、 推动
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项 目实施等 。

旧金山湾 区通过组建半官方性质 、 松散型的地方政府 自 愿联

合组织 ， 来解决湾区发展中遇到 的矛盾和问题。 这些组织获得了

联邦和州政府的支持 ， 容易被各方接受。 涉及土地资源管理的机

构包括 ： 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 、 大都市交通委员会 、 海湾地区空

气质量控制局 、 湾区保护和开发委员会 、
区域水资源质量控制委

员会以及海湾地区可持续发展联盟等 。 湾 区政府协会是最主要的

综合协调机构 。

东京湾区有多种形式的协调机构 ， 对湾区城市群 、 港 口 群和

机场群运行釆取协商会议方式解决 问题 。 东京湾区开发管理的协

调机构是
“

东京湾港湾联协推进协议会
”

， 这个协议会 由 日 本政

府的国土交通省关东地方整备局港湾空港部牵头 ， 东京湾区所有

地方政府
一

起参加 ， 协议会事务局设置在横滨市 。 除此之外 ， 还

成立由海运公司 和港 区开发公司 、 沿港企业共同 参与的东京都港

湾振兴协会。

与 国 际
一

流大湾区相 比 ， 我国大湾区在建立协调机构方面还

处于起 步阶段 ， 但步伐正在不断加快 。 ２０ １ ７年 ７月 ２８ 日 ，

“

粤港

澳合作论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高层峰会
”

在广东 中山举行。

２０ １
７年 ７月 ， 浙江省党政代表 团访沪 ，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

示上海将与浙江共同 谋划推 进沪杭 甬 大湾 区建设 。 ２０ １ ８年 ６月 １

日
，
京津瀵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正式成立 《２０ １ ８年 ８月 １ ５ 日 ， 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
，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亲 自担任京津冀

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

世界
一

流湾区注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世界
一

流湾区普遍注重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 。 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包括交通基础设施 、 能源基础设施 、 信息通信网 络互联互通

等方面 ， 在湾区
一

体化进程 中 ，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最为基

础的环节 ，
也是衡量大湾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纽约湾区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 ，
先后 ４次调整完善规划 ， 极

大地提升 了湾区公共交通网络水平和生活便利化程度。 纽约湾区

拥有世界
一

流的天然深水港纽约港和多条水运航线 ， 是全球最著

名 的水运交通枢纽 。 纽约湾区拥有全球最具规模的机场群 ， 其中

代表性的空港包括肯尼迪国际机场 、
拉瓜迪亚机场和纽瓦克 自 由

国 际机 场 。 纽 约湾区以纽约 为中心 ， 还形成 了 以大都会北方铁

路
、
长岛铁路和新泽西捷运为主体架构

，
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

络 。

旧 金山湾区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 ， 形成了发达的港 口 群 ， 拥

有里士满港 、 奥克兰港 、
旧金山 港 、 红杉市港 等７个港口 ， 其 中

旧金山 港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
一

。 湾区机场群包括旧金山 国际

机场 、 奥 克兰 国际机场和圣何塞国 际机场等 ，
此外还有两个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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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民用机场和 多个国 内机场 。 旧 金山湾区轨道交通系统以捷运及

放射形通勤铁路 （ 加州通勤火车 、 首府通道 、 阿特蒙通勤特快等

州际轨道 ） 为骨架 ， 串联湾 区城市 中心区和主要功能区 （机场 、

港口
、 科技 园 ） 。

旧金山湾 区跨郡县公交系统也非常完善 ， 有四

条高速公路链接湾 区 内外 ， 成熟的交通 网络承担着湾区 内庞大

的通勤需求。 湾区拥有金门大桥 、 奥克兰海湾大桥等 ５座跨海大

桥
，
将沿岸的 旧金山半岛 、 东湾等区域融为

一

体
，
形成大交通闭

环。

东京湾 区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 ， 通过 ６大港 口
、 ２大国 际机

场 、 新干线 、 轨道交通 、

“

三环九射
”

路网等将湾区城市融为
一

体
， 形成了世界上人 口最多 、 基础设施最完善的第

一

大都市圈 。

东京湾 区铁路 网密度为世界之最 ，
东海道 、 北 陆 、

东北等 ６条新

干线与东京港 、 横滨港 、 千叶港 、 川 崎港 、 横须贺 港和木更津港

６大港 口和羽 田 、 成 田两大国际机场连接在
一

起 ， 构成 了东京湾

区与全球 １
００多 个城市之 间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 络。 由新千线和

特急 、 急行 、 快速 、 普通 电车组成的湾区轨道交通 网络纵横交

错 ， 几乎所有的公 共设施都处于轨道交通车站
一

公里的范围 之

内 。

目 前 ，
我国三大湾 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在积极推

进 ， 粤港澳大湾 区的港珠澳跨海 大桥已建成通车 ，
虎门二桥 、 深

中通道正在建设之 中 。 沪杭 甬大湾区 已形成
“

１小时高铁 圈
”

，

宁波
一

上海跨海 （公路／高铁 ）大桥 已完成规划设计。 环渤海大湾

区 的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 和京雄高铁即将投入运营 ， 环渤海高铁和

大烟海底隧道也完成规划论证。 除此之外 ， 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

枢纽机场 、 沪杭甬大湾区的上海第三机场 、 苏州机场等
一

批干线

机场 、 港 口码头 、 高速公路 、 地铁 、 城铁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

目 也在规划论证之 中 。 未来我国 湾 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系将进

一

步完善
，
必将带来人流、 物流 、 资金流 、 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

便捷流动
， 为提升湾区发展能级奠定坚实基础 。

世界
一

流湾区注重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产业集群 （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ｙＣｌｕｓｔ ｅｒ
） 是指某

一

产业内的竞争性企

业以及与这些企业互动关联的合作企业 、 专业供应商 、 服务供应

商 、 相 关厂商和相 关机构 （ 如大学 、 科研机构 、 制 定标准 的机

构 、 产业公会等 ） 聚集在某特定地域的现象 。 产业集群对特定产

业规模发展和地区竞争力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世 界
一

流湾

区发展 的重要经验之
一就是注重发展产业集群的精准定位 ， 即立

足湾区要素禀赋 ，
推进优势产业集中

，
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纽约湾区产业集群的定位是
“

金融湾区
”

， 致力打造全球金

融产业发展的核心 中枢 。 华尔街拥有全球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

和纳斯达克交易所 ， 全美 ７家大银行有 ６家集 中在这里 。 纽约还是

全球对冲基金之都
，
格林尼治基金小镇也坐落在这里 。 截至２０ １ ８

年 ， 全球有２９００多 家持牌的银行 、 证券 、 期货 、 保险和外贸机构

均布局于此 ，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
“

金融湾区
”

。 纽约湾 区对外贸

易额占全美的 １ ／ ５
。

旧金山 湾区产业集群的定位是
“

科技湾区
”

， 主打以硅谷

为特色的高科技和研发产业 ，
吸引 全球的技术

、
人才 、 资本等要

素 聚集 ， 打造形成 良性活跃的科技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
，
湾区城

市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 旧金山 以旅游
、
商业和金融发展见长 ； 东

湾以重工业 、 装备制造和船运服务为核心 ； 北湾重点发展葡萄酒

产业 ， 南湾是硅谷所在地 ， 打造全球
一

流的高技术产业和创新中

心 。

东京湾区产业集群的定位是
“

产业湾 区
”

， 这里制造企业和

从业人数均占全 日 本的 １ ／４ 。 东京是 日 本的政治 、 金融 、 商业和

文化中心 ， 全 日 本 ３ ０％以上的银行总部 、 销售额超过 １ ００亿 日 元

的大公司有 ５ ０％的总部都设在东京 。 京滨 、 京叶两大工业区的 经

济总量占全 日 本的 ２６％ 。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 引导 ，
鼓励钢铁、 石

油化工 、 装备制造等产业落户湾区 。 目前 ，
东京湾区 已形成对外

贸易 、 金融服务 、 科技研发 、 精密机械 、 游戏动漫 、 高新技术等

巨型产业集群 ， 东京成为全球著名 的现代装备制造业 中心 。

目 前 ，
我国大湾 区发展正处于 由

“

工业经济
”

向
“

服务 经

济
”

转型阶段 ， 在产业定位 、 空间布局 、 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与

世界
一流大湾区相 比存在明 显差距 ，

特别是产业同质化问题突

出 。 为此 ，
应借鉴世界一流湾区的发展经验 ， 注重产业集群的精

准定位 ， 突 出优势产业布局 ，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发挥产业

集群的带动作用 。

世界一流湾区重视城市群协 同发展

世界一流大湾区普遍重视城市群的协同发展。 城市群协同 发

展是指将若干城市群作为
一

个整体来共 同谋划发展 ， 通过深化城

市群之间的分工协作 ， 实现功能优化和布局合理的跨行政区经济

运行体系 ， 形成区域
一

体 、 产业融合 、 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城

市群发展格局 。

纽约湾区形成 了塔尖式城市群格局和圈层式城市空间结构 。

纽约湾区以纽约为核心 ， 以波士顿 、 费城 、 华盛顿和 巴尔的摩为

次 中心 ， 再加上周边各县区
，
形成了 中心城市

－次中心城市－ 中

小城市的塔尖式城市群格局 。 纽约湾区 内 单个城市也由 中心向郊

区辐射 ， 呈现核心城区－近郊区－远郊 区等合理的圈层 式空间结

构 。

旧金山湾区形成了 以旧金 山 、
半岛

、
南湾

、
东湾 和北湾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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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城市群错位发展格局。 其中
，
硅谷所在的南湾 、 西部金融 中

心旧金山市和坐拥东湾的奥克兰港是科技产业聚集区 ，
发展较为

亮眼 ，
半岛 区域吸引 了众多 中产和 富裕家庭在此居住和生活 ， 北

湾则是休闲养老产业集聚区和葡萄酒产地 。 依托硅谷知识和资本

的 外溢 ，
圣何塞高技术产业 、 奥克兰高端制造业和 旧金山专业服

务业快速 发展 ， 构筑了
“

科技 （辐射 ）
＋产业 （网络 ）

”

的全球

创新 中心发展态势 。

东京湾区 形成 了 以东京为核心的主中心区
－次 中心区－郊区

－边远县镇 的多 中心 、
圈层式城市群空间布局 。 在庞大港 口群的

带动下 ， 东京湾区各城市专业分工 、 扬长避短、 错位发展。 东京

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经济髙速发展时期 ，
就开始实施

“

工业分散
”

战 略 ， 将
一

般制造业外迁 ， 强化高端服务功能 ， 重点布局高附加

值 、 高成长性的服务行业 、 奢侈品产业和 出版印刷业 。 神奈川 县

主要布局临港工业和港口 物流业 Ｉ 千叶县主要布局临空产业和航

空物流产业 ：
琦玉县则是东京副 中心 ， 承接政府行政职能转移 。

目前 ， 我 国大湾 区城市群量级正在不断提升 。 深莞惠 ＋香港

城市群 、 广佛肇城市群和珠 中江＋澳门城市群 已经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 沪杭 甬 大湾 区与 长三角核心城市群髙度重

合 ， ２０ １ ６年 ， 国家发改委发布 《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 》
， 其发

展 目 标是 到 ２０３０年
，
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世界级城市群 。

环渤海大湾 区已经形成 了辽 中南城市群 、 京津鹩城市群 和 山东

半岛城市群三足鼎立的发展态势 。 但与世界
一

流大湾区城市群比

较 ， 我国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质童还不够高 ， 特别是功能定位不清

晰 ， 产业同构化严重 ， 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 区域融合度 低 。 因

此 ， 应借鉴 世界
一

流湾区的发展经验 ， 加 快推动湾区城市群实现

产业协同化发展。

世界一流湾区注重整合各类创新资源

创新资源是指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 人力 、 物力和财力等各

方面的投人要素 ， 是需要加以保护的 战略资源 。 研究表明 ，
以核

心技术为主体的
“

知识 资产
”

是创新资源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
世

界
一

流大湾区普遍重视整合各类创新资源。

纽约 湾区是美 国东部的教育重镇 ， 湾区 内 拥有三所常春藤

联盟高校
——哥伦比亚大学 、 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魯大学 ， 此外还

有纽约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等 ５ ８所高校 。 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 、

现代化的城市群和诸多商业机会为吸引人才创造了 良好氛围 。 校

友网络畅通了湾区企业和髙校 的联 系 ， 形成了人才储备 的 良性循

环 。 在湾区整合创新资 源方面 ， 纽约市政府提 出
“

继续发展知识

经济 ， 成就科技纽约城市
”

目 标 ， 行动上积极 引入外部机构建设

纽约科技城 ， 努力打造
“

纽约硅巷
”

， 力求成为美 国的
“

新科技

首都
”

。

旧 金山湾 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研发中心之
一

， 拥有

世界知名 的
“

硅谷
”

， 是斯坦福和加 州伯克利等著名 科技研究型

大学和众 多 国家级实验室所在地 ， 也是谷歌 、 苹果 、 英特尔 、

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
、
Ｔｅｓｌａ

、
Ｎｖ ｉｄ ｉ

ａ
、
Ｇ

ｉ ｌｅａｄ 、 Ｕｂｅｒ等科技
“

独角兽
”

企

业总部所在地 。 在湾区整合创新资源方面 ，
旧金山湾区大力推动

创新经济业态成长
，
借助给科技公司 减免工资税等优惠政策和研

发氛围 ，
努力成为众多互联 网公 司和新兴社交媒体的大本营。 依

托加利福尼亚大学旧 金山分校 出类拔萃的医学和生物技术专业优

势 ， 积极吸引 大量尖端生物医药公司落户 。 此外 ， 打造 良好的生

态环境 、 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开放包容的创业文化 ， 吸引有实

力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入驻 。

东京湾区具有雄厚的科教创新资源
， 吸引 了通讯、 软件 、 设

计 、 生物医疗等知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聚集 。 截至２０ １ ８年 ，
日

本有７ ８ ０所大学 ， 其 中东京湾区就有２２５所 ， 占 比达到 ２９％ 。 湾区

研究机构 占全国髙达 ４０％ ， 研发人 员更是 占全国 的 ６０％ 。 在湾区

整合创新资源方面 ， 东京湾区通过
一

系列 努力实现了预期 目标 ，

发 明专利授权童和专利 申 请量位居世界湾 区前列 ， 形成了
“

工业

（ 集群 ） ４
？ 研发 （基地 ）

”

独特 的发展模式 ，
入驻了庆应大学 、

武藏工业大学
、
横滨国立大学等知名研究型大学 ， 有效带动了企

业的产品研发和科技创新
，
特别是丰 田 、 索尼 、

ＮＥ Ｃ
、
佳能

、
三

菱 电机 、
三菱重工以及东芝等公司设立的企业研究院 ， 也成为湾

区整合创新资源的重要力量 。

与世界
一

流湾区相 比 ， 我国大湾区科技创新资源缺乏整合 ，

特别是科教创新体制机制滞后 ， 这与湾区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 但

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 、 环渤海大湾区的北京和沪杭 甬大湾区的上

海等大都市圈 已经集聚 了相对丰富 的科教创新 资源 ， 成为我国 科

技创新 的发源地 。 随着大湾区建设的推进 ， 进
一

步整合科技创新

资源 ， 加快完善科教创新体制机制 ， 将成为中 国大湾区 发展的 当

务之急 。

世界一流湾区注重优化营商环境

营 商环境是指伴 随 区域 发展全过程的各种境况和条 件的总

和 。 营造高标准 、 法治化 、
便利化和国 际化的优质营商环境是

一

国或
一

地区提升核心竞争能力的 重要内容 。 世 界
一

流大湾 区普遍

注重优化营商环境 ， 纽约湾区 、
旧金 山湾区 、 东京湾区无

一

不是

“

开放 ． 包容 、 创新 、 宜居
”

的代名词 。

纽约湾区是全美宜业宜居环境最 优的区域之
一

，
全球 ５ ００强

企业 １ ／４的总部 ． 全美 ５ ００强公司 １ ／３的总部设在这里 。 纽约湾区

是全球最著名 的金融中心所在地 ， 其金融业具有世界性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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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１ ００ ０家大银行有近２／３在这里设有法人机构 。 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院 《２０ １ ７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显示 ，
在参与营商

环境排名的 ３０个世界城市 中 ，
纽约位居全球第

一

。

旧金山湾区被称作
“

最靠近梦想的地方
”

， 可充分佐证其宜

居宜业的营商环境 。 湾区拥有谷歌 、 苹果 、
Ｆａ ｃｅｂｏ ｏｋ等互联网

巨头和特斯拉等新能源汽车总部 ， 这里还拥有举世闻名的硅谷和

斯坦福
、
加州伯克利等２０多所大学 ， 有众多的国 家公园等生态景

观 。 全球大批顶尖的高科技人才和 ４０００多家风投机构 （ 占美国风

投机构总数近
一

半 ） 均集聚在旧金山湾区 。

“

允许失败 、 崇尚竞

争 、 平等幵放
”

的硅谷精神 ， 已经成为了旧金山大湾区的象征 。

东京湾 区是全球最具实力 的工业地带 ， 拥有最现代化的金

融 、 研发 、 文化 、 娱乐和商业服务设施 ， 是世界著名 的研发 中

心 、 娱乐 中心 和消费中心 。 东京湾 区非常注重生态和可持续发

展 ， 营造了国 际
一流的海湾生态圈

，
其建筑设计 、 建筑风格 、 建

设品质和居住文化等都引领着世界潮流 。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研究

院 《２０ １ ７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 显示 ，
在 ３０个世界城市

中东京位居第三 ， 其中
“

市场环境
”“

社会服务
”“

基础设施
”

三大指标表现突 出 。

目 前 ，
我国 大湾区营商环境在不断提升 ， 基础设施条件大

为改善 。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 ２０ １ ７年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

价报告》 显示 ，
在 ３０个世界城市 中

，
香港 、 上海 、 广州 、 深圳和

北京分列综合排名 第８
、
第 ９

、 第 １ ９
、
第２ １和第２３位 。 香港的硬件

和软环境 比较突 出 ， 而北上广深 的软环境较为滞后 ， 特别是我国

大湾区在转变政府职能 、 公共服务效率 、 法制化水平 、 降低商务

成本等方面还存在诸多 问题 。 为此 ， 借鉴世界
一

流湾 区的 发展经

验
，
加快推进 中国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建设 ， 尽快形成对人才 、 资

源 、 资金
、
技术的

“

磁场效应
”

已成为当务之急 。

世界一流湾区注重发挥智库机构作用

世界
一

流大湾区普遍注重发挥智库机构作用 ， 智库 （ Ｔｈ ｉｎｋ

Ｔ ａｎｋ
） ， 也称

“

思想库
”

， 是指 由 多学科专家组成 的公共研究

机构 ， 为决策者处理社会 、 经济 、 科技 、 军事、
外交等各方面问

题出谋划策 ， 提供理论 、 策略 、 方法 、 思想等研究成果 。 智 库不

仅是智力 支持机构 ， 而且还作为独立第三方 ， 承担各方利益协调

人角 色。

纽约湾区积极发挥民间智 库等外部机构作用 ， 诊断湾区发展

存在的重大 问题 ， 吸收其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 纽约区域规划协会

（
Ｒｅｇｉｏｎａ ｌＰ ｌａｎＡｓｓｏｃ ｉａ ｔｉｏｎ

）是民间智库的典型代表 ， 旨在为纽

约湾区发展提供独立的调查 、 分析和规划建议 ， 其咨询范围包括

土地利 用 、 环境保护 、 交通建设 、 经济发展和机构发展机会等 。

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的成员 包含来 自湾区 内三个州的各方专家 ，
并

根据社区建设 、 能源开发 、 环境保护和交通
一

体化等项 目设不同

分类 。 作为非营利机构 ， 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的经费主要来 自公众

支持 ， 从 １ ９２ ２年成立至今 ， 协会已对纽约湾区提供了 四次规划方

案 ， 他们还完成 了多项重大项 目 的实施方案或咨询建议 ， 提升了

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 。

旧 金山湾区 的智库机构以湾区政府协会和湾区委员 会为典型

代表 。 湾区政府协会作为半官方性质的联合规划咨询机构 ， 成员包

括湾区 ９个县和 １０ １个城市 ， 以
“

自愿参加 、 统
一

行动 、
互相平等 、

—

家
一

票
”

为基本运作模式 ， 突破地方行政边界 ， 统筹负责区域各

类问题的 咨询协调 ， 但不具备实质的行政权力 。 湾区委员会是
一

家

地区性商业与经济政策咨询组织 ， 成员包括湾区各行业约２８０多 家

企业 ， 他们发起成立的旧金山湾区公共监管机构 ，
积极开展对外推

广和引进外部投资
，
为推动湾区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东京湾区的智库机构 以 日 本开发构想研究所 、
东京港湾局港

湾计划调查检讨委 员会等第三方机构为代表。 这些智库为东京湾

区提供 了长期的咨询和研究服务 ， 不仅保证了湾区建设的高标准

和可持续发展 ， 而且还在协调政府 、 企业 、 行业组织和学术机构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日 本开发构想研究所 由 经济企划厅和国 土

厅共同管理 ， 既为 中央政府制 定国土规划和产业政策服务
，
又为

湾区各级政府制定规划服务 ，
各级政府的不同要求在这里都会得

到调和与反馈。 东京港湾局港湾计划调查检讨委员会主要由大学

教授和智 库研究人员构成 ， 负责对湾区规划进行详细论证 ， 其专

家来 自于东京海洋大学、 东京大学 、 港湾技术研究所 、 青山学院

大学和政策研究大学等 。 东京湾区的重要经验之
一

就是智库机构

参与湾区的决策监督 ， 保证湾区规划不会随地方政府决策者的变

更而随意变更 。

我国大湾区发展应借鉴国 际
一

流大湾 区经验 ， 充分发挥智库

机构作用 ， 调动他们积极参与湾区的战略规划 、 政策制 定 、 决策

咨询 、 方 案论证和前瞻研究 ， 为大湾区的建设 发展贡献智慧 。 目

前 ，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 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湾区研究中心陆续

挂牌成立 ， 中 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 中

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站相继立项大湾区研究课题 ，
浙江省捷足

先登发起组建了大湾区建设院士专家顾问团和大湾区研究中心 。 ？

（本 文是在 《 中 国 大 湾 区 发展战 略研 究 》 的 基础 上形 成的 。

课题主持人王 力 ， 课题组成 员 黄育 华 、 韩 晓宇 、
王伟

、
张纭亮

、

谢典均 、
王 子鹇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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