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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型都市圈是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重要的空间组织形态，产业创新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驱动因素。以广东省珠西都市圈为切入点，分析其产业创新的现实基础与制约因素，通过对国际典型

都市圈产业科技创新路径开展研究，从制定顶层设计规划、构建都市圈创新共同体、建立跨边界产业合

作区、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优化优质交通供给、加强生态一体化规划建设 6 个方面总结经验，

从而提出中国发展型都市圈提升产业创新的可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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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型都市圈产业创新的现实基础、制约因素
与政策建议

—以广东省珠西都市圈为例

薛美慧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都市圈是中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高级空间组

织形态，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引领

国家发展的重要地域单元 [1]。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

就是都市圈之间的竞争 [2]。中国第一份以“都市圈”

为主题的中央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

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培育发展一批现

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标志都市圈时

代正式来临 [3]。中国大部分都市圈产业发展速度远

高于其他地区，根据都市圈经济规模、产业实力、

科技创新以及圈内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

用，中国学者按照发展阶段将都市圈主要分为成熟

型、发展型和起步型三大类 [4-7]：

成熟型都市圈聚以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为代

表的高精尖产业，主导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较强、

对外开放战略地位突出，产业创新对促进经济活跃、

经济规模领先的优势明显。其中，核心城市与其他

城市之间产业链分工明确且互联紧密、科技服务共

建共享、创新资源高效流动、区域交通良好衔接，

周边城市能受益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辐射与制造业

产业链的外溢。发展型都市圈经济实力整体较强，

主导产业优势突出，拥有明显的平稳或快速发展趋

势，与成熟型都市圈相比，存在中心城市对周边城

市的创新辐射功能不足、创新主体地位不突出、创

新要素不足以及平台基地布局不充分等短板。起步

型都市圈整体经济发展势能较弱，产业创新指标也

在大都市圈中排名相对靠后，产业和资源协调机制

不健全，产业协作弱、无序竞争现象较为突出，难

以集聚国内外优质要素资源和高端产业。同时，中

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带动效应有限，经济贡献度、产

业联系强度、产业创新能级和同城化机制较弱。对

比成熟型、发展型都市圈，起步型都市圈发展较为

滞后。

中国都市圈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成熟型都

市圈占比极少，发展型都市圈是都市圈的数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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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见表 1）。成熟型都市圈通常具有更为显著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带动效应，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

注。而发展型都市圈是中国都市圈的数量主体，其

具备发展为成熟型都市圈的潜力，也应引起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

产业创新是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

表 1　中国都市圈分类 

资料来源：根据《任泽平：中国都市圈发展潜力排名》整理。

类型 都市圈

成熟型（6 个） 上海、深圳、广州、北京、杭州、苏锡常

发展型（16 个） 南京、青岛、天津、济南、重庆、武汉、合肥、郑州、成都、厦漳泉、宁波、长株潭、福州、
南昌、西安、珠西

培育型（12 个） 石家庄、沈阳、昆明、南宁、贵阳、哈尔滨、大连、长吉、汕潮揭、太原、湛茂、兰州

已得到学者的充分肯定 [8-10]。首先，高质量都市圈

发展必然要求经济不断发展，产业创新能够有效促

进城市群经济发展，为可持续创新形成经济保障，

是都市圈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其次，都市圈高质

量发展必然要求产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业创新

推动形成创新产业集群，抵御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挑

战，是都市圈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再次，都市圈

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具备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宜居

环境 [11-12]，绿色生态能够强化都市圈对创新人才的

吸引，同时催生绿色环保产业，是支撑都市圈经济

效益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国都市圈建设处于发展初期，需以产业创新

为抓手，科学有序推动都市圈建设。广东省珠江口

西岸都市圈（珠海市、中山市、江门市、阳江市）作

为发展型都市圈的典型代表，地处环珠江口 100 km

“黄金内湾”，担当珠江东岸科创资源向粤西、粤

北辐射的门户作用，且经济实力较强、装备制造产

业基础雄厚、生态环境宜居宜业，是粤港澳大湾区

高质量发展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广东省珠西都市

圈为例，聚焦珠海、中山、江门三个核心城市，对

发展型都市圈产业创新的现实基础、制约因素进行

探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1　珠西都市圈产业创新的现实基础

1.1　国家顶层政策规划引领，地方政府联合推动

201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

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出台。2019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

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梯次培育发展一批现

代化都市圈。为支撑国家重大区域战略，2021 年

广东政府发布以都市圈为实施主体或实施范围的

相关政策文件《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

2035 年）》，将珠江口西岸都市圈（珠海市、中山市、

江门市、阳江市）（以下简称“珠西都市圈”）列

为广东省重点发展五大都市圈之一，并为其产业创

新发展提供策略性、导向性要求发展思路与要求，

提出以珠海为核心加快推动珠海、中山和江门三市

协同发展、打造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装备制造

基地。2022 年 8 月出台的《广东省都市圈国土空

间规划协调指引》，提出聚焦珠海、中山、江门三

市全域，全力推动建设世界一流都市圈，进一步明

确珠西都市圈功能定位，要求其打造大湾区（珠

西）高端产业集聚发展区，并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产业承载

区和生态宜居地。

1.2　产业创新经济基础扎实，主导产业优势突出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次级区域，珠西都市

圈已成功迈入万亿级都市圈行列，国内生产总值

（GDP）达到 11 049 亿元，约占广东全省的 8.87%，

具备发展为湾区“第三极”的潜力（见图 1），

人均 GDP 达到 9.39 万元 / 人，约为汕潮揭都市圈

（4.69 万元 / 人）、湛茂都市圈（5.48 万元 / 人）的 2 倍，

略低于广州都市圈（12.33 万元 / 人）、深圳都市

圈（13.56 万元 / 人）[13]。从反映区域创新活力的

R&D 强度角度看，珠西都市圈研发支出占 GDP 比

例达到 2.41%，与广州都市圈 2.45% 基本持平，远

高于汕揭都市圈（0.89%）和湛茂都市圈（0.43%）。

从产业角度看，珠西都市圈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新旧动能转换加速。自 2014 年广东省政府启

动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布局后，珠西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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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1 年广东省五大都市圈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13]

表 2　2021 年广东省五大都市圈现代产业增加值及比重 [13]

都市圈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 亿元

先进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
/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

增加值
/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

广州都市圈 11 841.18 6 128.33 51.75 1 362.26 11.50

深圳都市圈 16 980.90 10 777.40 63.47 9 148.26 53.87

珠西都市圈 3 893.40 1 946.54 50.00 749.67 19.25

汕潮揭都市圈 1 524.50 546.26 35.83 125.75 8.25

湛茂都市圈 1 392.47 879.38 63.15 23.91 1.72

圈工业基础日益雄厚，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

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产业体系。从产业结构看，

珠西都市圈产业结构已经呈现“三二一”格局，三

次产业结构为 3.99∶45.52∶50.49，正迈向高效益

的综合发展阶段。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布局较早，

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在珠西都市圈现代产业优

势突出，成为经济稳步增长的压舱石，先进制造

业增加值达到 1 946.54 亿元，约为汕潮揭都市圈、

湛茂都市圈的 3 ～ 4 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达

到 749.67 亿 元， 分 别 为 潮 汕 揭、 湛 茂 都 市 圈 的

6 倍、31 倍（见表 2）。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启动密

集布局，珠西都市圈具备一定的基础与实力，珠海

的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较大，2022 年实现增加值超

过 1 000 亿元人民币；江门市的机械装备制造业规

模较大，2022 年的增加值超过 500 亿元人民币；

中山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2022 年实现增加

值超过 200 亿元人民币 [14-16]。

1.3　工业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升级空间广阔

珠西都市圈地处“黄金内湾”，与广州、深圳、

香港、澳门（以下简称“广深港澳”）地理相邻、

产业相连，在为广深珠澳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驱

动本土产业链升级。在地理空间互通方面，珠西都

市圈核心城市借助深中隧道、港珠澳大桥等与深圳、

香港、澳门相连，且向北连接广州南沙，进而与珠

江口东岸共同形成环珠江口的创新环状条带 [17]；

在产业互联方面，由于区位的关系，珠西都市圈主

要为香港、澳门及广州、深圳进行产业配套，其中

横琴新区主要围绕集成电路、中医药等产业与澳门

融合发展；珠海主城区在生物科技、新材料、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与香港创新资源对接；中山

则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

等领域与广州、深圳探索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与产

业承接。

同时，珠西都市圈地域广阔，能够为粤港澳

·区域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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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核心城市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大湾区核心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高、增量土地供应有限，而珠西

都市圈在土地成本等要素供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

势 [18]，具备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转移和分工协

作的广阔开发空间，能够为重大项目腾挪连片用地，

是疏解广深港澳土地空间几近饱和的重要突破口。

1.4　生态环境宜居宜业，生态支撑产业创新能力

　　 持续提升

人才生态环境是吸引和留住科技创新人才的

根基，创新人才是带动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的必

要条件 [19]。珠西都市圈长期坚持“生态优先”发

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绿色资产，在绿色驱动发展

方面走在广东省前列。在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方面，

珠海（22.04 平方米）、江门（20.16 平方米）分

别位列珠三角地区的第 2 位、第 3 位，中山（14.22 平

方米）略低于广东省平均值（18.13 平方米）；在

森林覆盖率方面，江门、珠海、中山分别位列全

省第 3 位、第 7 位、第 8 位，处于广东省中上游

水平 [20]。为筑牢大湾区生态屏障，珠西都市圈需

以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等为依托，进一步提高资

源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生产源头防治污染，提高

绿色发展水平。

2　珠西都市圈产业创新制约因素

2.1　高校洼地问题显著，高等教育水平有待提升

由于先天基础薄弱，珠西都市圈高校院所数

量少、学科体系不完善、科研能级有待提升，同

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广深港澳差距明

显。在高校总量方面，珠西都市圈仅有 17 所本科、

专科院校，数量仅为大湾区总数的 1/10[21] ①。在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广深港澳均有高校入选

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

QS）发布的《2022 年世界大学排名》，珠江口西

岸主要城市并未有高校入选（见表 3）。高等教育

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途

径，珠西都市圈的高校数量较少，影响了该地区

的整体竞争力。

2.2　科创研基地平台集聚不足，支撑产业高质量

　　 发展较弱

高水平科研机构、研发平台数量较少，研发力

量不成体系，研发活动的持续性与规模效益不高。

经过多年发展，珠西都市圈省级以上高端创新平台

建设依旧滞后，且与广州、深圳差距显著，但各有

侧重，其中珠海比较侧重前端研发，是珠西都市圈

唯一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4 家澳门分中心）、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城市；江门的平台建设更加

侧重产业端，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创新平台中

占比最高（见表 4）。

2.3　人才引留能力不强，创新人才瓶颈较大

珠西都市圈高水平人才不满足发展现状，各城

市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才短缺。早在 2016 年，

珠西都市圈创新人才呈现短缺现象，新增引进硕士

①　珠海市有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珠海科技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4 所本

科院校，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珠海艺术职业学院、珠海格力职业学院 3 所专科院校；中山市有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

东药学院 2 所本科院校，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中山校区）3 所专科院校；江门市

有五邑大学 1 所本科院校、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以及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4 所专科院校，粤港澳大湾区分布 181 所高校。以上资料根据互联网资料整理。

表 3　《2022 年世界大学排名》中粤港澳大湾区上榜高校

注：资料来源于《2022 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岭南大学、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在《2022 年世界大学排名》与同级别高校

并列排名，因此排名表征是一个区间数值。

城市 数量 高校名称（排名）

香港 7 香港大学（22）、香港科技大学（34）、香港中文大学（39）、香港城市大学（53）、香港理工
大学（66）、香港浸会大学（287）、香港岭南大学（581 ～ 589）

澳门 2 澳门大学（322）、澳门科技大学（651 ～ 700）

广东 5 中山大学（260）、南方科技大学（275）、华南理工大学（407）、深圳大学（601 ～ 650）、暨
南大学（751 ～ 800）

 ◇薛美慧：发展型都市圈产业创新的现实基础、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以广东省珠西都市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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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圈主要城市相比存在很大

差距（见表 5）。2020 年珠西都市圈人才瓶颈仍未

突破，R&D 活动人员仅为 11.6 万人，为广州都市

圈的 31%、深圳都市圈的 18%。根据《中国城市人

才吸引力排名：2022》，珠海、中山、江门人才吸

引力指数分别仅为 37.1、34.1、23.0，远低于深圳

都市圈核心城市中的深圳（87.1）与东莞（45.4），

与惠州（31.9）接近，同时远低于广州都市圈中的

广州（81.5）、佛山（52.9）[22]。近年，珠西都市

圈已开展了以城市为主要载体的综合人才竞争模

式，其中珠海的人才状况改善明显，人才的吸附能

力和留存能力明显增强，2020 年末人才净流入率位

居珠三角城市首位，约为 6.1%；柔性引进了近 30 名

院士；高端人才近 6 万人；高端人才数量位居广东

省地级市前列 [23]。而中山、江门受到地缘政治和产

业积累等影响，对人才的吸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2.4　企业创新意愿不强，企业盈利能力有待提升

企业创新投入不高，但创新绩效整体偏低、创

新活跃度不足。从企业研发投入角度看，珠西都市

圈企业研发投入总量为 252.3 亿元，远低于深圳都

市圈（1 852.2 亿元）和广州都市圈（781.9 亿元）（见

图 2）；同时，珠西都市圈仅 56 家 A 股上市公司

有研发投入，而广州都市圈有同类公司 161 家、深

圳都市圈有同类公司 377 家 [24]。从创新增效的角

度看，珠西都市圈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提升也不明

显，企业对新产品开发不够重视，开发项目数量、

研发经费支出和销售收入均与深圳、广州差距明显

（见表 6）。从企业创新活跃程度角度看，粤港澳

大湾区内已拥有超 50 家独角兽企业，而珠西都市

圈仅珠海拥有 2 家独角兽企业（见表 7）。

2.5　交通线路单一，交通基础设施亟待完善

珠西都市圈产业创新及与珠江东岸的融合创

新，都需要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

支撑，然而目前珠西都市圈缺乏与城市发展相匹配

的交通体系。一方面，珠西都市圈内部尚未形成便

捷高效的一体化交通网络，城市交通运行效率低，

·区域创新发展·

表 4　珠西都市圈主要城市及广深基地平台建设情况

资料来源：《广东科技统计 2020》。

都市圈 城市 国家重点实验室 省级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珠西都市圈 珠海 1 4 4 284

江门 0 2 0 386

中山 0 6 0 344

深圳都市圈 深圳 6 57 6 864

广州都市圈 广州 21 241 9 1 625

单位：个

表 5　2016 年大湾区粤九市人才分布

资料来源：《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能力研究》。

都市圈 地市 在站博士后 引进博士 引进硕士 高职称专业技术人才

广州都市圈 广州 324 742 11 658 40 000

佛山 47 133 1 522 2 026

深圳都市圈 深圳 759 1 514 24 668 3 405

东莞 29 42 1 063 521

珠西都市圈 珠海 31 100 180 578

中山 27 65 543 676

江门 2 57 378 438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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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20 年五大都市圈企业研发经费对比 [13]

表 7　大湾区粤九市企业竞争力对比数量

都市圈 城市
中国企业 500 强

（2022 年）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2022 年）
中国品牌价值

500 强（2021 年）
高新技术企业 
（2020 年）

独角兽企业
（2022 年）

深圳都市圈 深圳 29 25 42 18 694 33

东莞 3 1 8 6 404 1

惠州 1 1 2 1 629 0

广州都市圈 广州 19 12 32 11 583 19

佛山 3 8 8 5 685 0

珠西都市圈 珠海 2 1 2 2 101 2

中山 1 1 2 2 386 0

江门 0 1 3 1 845 0

注：根据《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胡润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GYbrand 中国品牌价值 500 强》《胡润中全球独角兽榜》

《广东科技统计年鉴 2020 年》整理。

表 6　2021 年珠西都市圈及广州、深圳的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与开发经费、销售收入的对比 [13]

城市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 个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 亿元 新产品销售收入 / 亿元

广州 24 767 521.78 6 100.51

深圳 61 478 2 108.19 17 146.54

珠海 6 762 167.61 1 726.29

中山 11 102 136.52 1 608.92

江门 9 405 121.14 1 495.79

单位：个

 ◇薛美慧：发展型都市圈产业创新的现实基础、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以广东省珠西都市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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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机遇之城 2023》报告，对

中国 51 个重要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的交通进行指标

分析 [25]，中山、江门排在评级中后端，道路资源、

通行效率呈现出不同程度短板，尤其在公交出行、

轨道交通等方面，位于评级末端位置。另一方面，

珠西都市圈缺乏直接连接深圳等珠江口东岸地区的

高效通道，公众出行体验欠佳。例如，已开通运营

的客运路线仅为 2 条，而广州都市圈与深圳都市圈

分别为 9 条和 5 条，日客流峰值达到 53.1 万人次 [26]。

3　国际典型都市圈产业经验借鉴

自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 20 世纪 50 年代首次

提出都市圈的概念，迄今为止全球已形成了多个著

名国际都市圈。在以往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都

市圈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对顶层规划、

区域协作和交通网路等的不断完善 [27]，逐渐崛起

并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

台。中国都市圈发展刚刚起步，总结国际典型都市

圈经验，能够为中国都市圈创新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3.1　制定顶层设计规划，强化对产业创新前瞻性、

　　 动态性引导

建立上层协调平台、出台一系列指导文件并根

据都市圈的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实时进行调整，是

都市圈高效发展的制度保障。

东京都市圈以日本首都圈整备委员会为主导，

根据国际背景变化、国内战略要求和东京历史使命

的变迁，先后制定五次首都圈规划 [28]，在持续推

动人口、资源、资金和技术等创新要素不断向中心

城市集聚后，依靠科学规划、强力推进、政策保障

和资源支撑，进行区域内错位协调发展，以科技创

新带动产业升级。

前瞻性、法规性、科学性和灵活性规划对纽约

都市圈的产业创新发展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纽约都

市圈针对自身不同发展阶段及面临的问题，对都市

圈的产业发展做出多轮重大调整，强化产业分工，

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纽约都市圈由曾经的工业

和制造业中心逐渐发展为以金融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为核心的现代产业高地 [29]。

3.2　构建都市圈创新共同体，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

构建都市圈创新共同体，对形成高效稳定对接

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跨区产业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是都市圈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

大曼彻斯特都市圈通过引导产学研合作，建设

科技园、孵化器和创新转化支持机构等，健全产学

研成果对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配套支持，加速科

技成果产业化 [30-31]。纽约都市圈通过组建区域产业

共同体，依托次中心城市差异化优势（如波士顿的

高新科技产业和教育产业，费城的国防、航空、电

子产业，巴尔的摩的矿产业和航运业）[32]，推动高

科技产业在都市圈内部形成了分工合理、层次分明

和布局紧密的产业格局 [33]。

3.3　建立跨边界产业合作区，探索行政壁垒突破

　　 路径

合作区、产业园和创新走廊等载体，能够有

效强化都市圈产业协作、消除行政壁垒、引导产

业梯度转移、促进跨行政区创新要素对接。巴塞

尔都市圈依托跨德国、法国、瑞典三国交界的莱

茵边境合作区，通过企业牵头提议、政府协商发

起设立莱茵边境合作区，探索出开放行政边界的

产业共治模式，实现科技创新要素由发达地区向

发展中地区“传帮带”，并打造出先进化工产业带、

世界知名生物谷。创新走廊是都市圈内各地市创

新资源对接的又一主要通道，硅谷城市群的 101 公

路科技走廊、伦敦都市圈 M4 科技走廊、波士顿都

市圈的 128 公路等科创走廊，串联起都市圈各城

市的科技产业聚集区，畅通了科技创新要素跨行

政区流动渠道 [34]。

3.4　主动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动都市圈能级

　　 不断提升

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能够有效利用发达都市圈的创新资源，形成先

发优势，是发展型都市圈壮大的突破口。从 20 世

纪 90 年代开始，日本将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级战

略地位，名古屋都市圈主动对接东海道城市群发展

需求，以技术革新为基础，加强东海道城市群产业

承接，抢占了研发机构与先进制造业迁移的先机，

不仅是日本科研机构增长较快的地区之一，也是先

进工业材料、机械加工、机器人制造等先进制造业

聚集地 [35]。

3.5　优化优质交通供给，引导都市圈创新资源有效

　　 流动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加强都市圈内各城市

·区域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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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是都市圈创新资源有效流动的关键因素。

东京都市圈主要依靠政府规划，建立了世界最密集

的城市交通网络体系，并持续优化了城市交通网络，

拓展了都市圈内外的联络，推动了工业发展。例

如，厚木虽然距离东京中心位置较远，但凭借高速

十字形交通路网，使得产业招商能够落地，吸引了

一批科技型龙头企业与研发机构落户，收获了大量

精密制造商，成为东京都市圈西部的科创高地 [36]。

近年来，东京都市圈加快完善公共空间网络环境

以及云服务等相关通信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除进

一步推广 5G 技术外，东日本旅客铁道（East Japan 

Railway Company）还提供了基于手机 APP“JR 东

日本”（JR 東日本アプリ）的运行列车和车站拥

挤程度的信息可视化服务，进一步便利旅客选择适

宜的交通工具出行 [37]。

3.6　加强生态一体化规划建设，强化对高端创新

　　 人才吸引

绿带理念在国际都市圈发展过程发挥了重要

作用，不但增强了区域自然生态功能，加强了都市

圈对人的吸引力，为科技创新者提供了宜居、宜业、

宜创新的自然风光，同时促进绿色产业蓬勃发展，

提升都市圈可持续济发展潜力，是都市圈一体化协

同发展的重要一环。伦敦都市圈以城市“绿楔”融

入产业走廊为抓手，形成电子科技、生物医药和尖

端制造等企业聚集带，实现传统加工业向先进制造、

知识服务业转型，被世界许多城市效仿 [38]。大阪

都市圈通过对琵琶湖流域的整体治理，不仅形成绿

色宜居生态，同时还在高标准的污水处理要求下，

围绕环境谋产业、谋发展，催生出了强大的化工材

料、环境技术等产业，带动本地形成绿色低碳型经

济发展模式 [39]。

4　发展型都市圈产业创新的政策建议

（1）加强顶层规划与协调机制，促进产业协

同创新有序化。

科学评估都市圈发展阶段，滚动编制都市圈重

点发展任务，加强都市圈内各城市间协同，是新一

轮都市圈规划编制创新的关键。一是采用数字化智

能化信息化手段，对都市圈发展阶段进行科学量化

评估，识别都市圈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因地、因

时制宜建立规划框架、设置规划内容。二是成立协

调发展的实体机构，实施联席会议制，落实产业转

型、优化升级等工作清单，加大发展型都市圈创新

发展的政策协同力度。三是开展以政府主导的跨行

政区合作，加强发展型都市圈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加速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协

同发展、推动人才流动和培育创新生态破除产业创

新要素壁垒，形成构建发展型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之

间的产业转移和利益共享体系。

（2）强化创新共同体，形成都市圈内产业创

新合力。

发展型都市圈较成熟型都市圈创新资源较为

薄弱，需强化创新联合体联动、提升创新联合体

开展产业创新效率，减轻创新资源不足的桎梏，

提升发展型都市圈产业创新水平。一是强化创新

联合体高效稳定性，构建联合框架，聚焦科技创

新重点与关键领域，整合创新资源，优化合作平

台建设，推动联合科技攻关，对联合研发加强补

贴。二是加强知识转移与技术转化的区域联动，

针对共性技术需求，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

大力发展现代产业迫切所需的高新技术、专业性

技术领域的中介服务机构。三是明确界定发展型

都市圈内各地市产业分工，支持科技创新领军企

业加大在核心价值模块上的研发投入力度、跨地

市组建创新投资基金，促进发展型都市圈内部产

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

（3）融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与成熟型都市

圈进行产业创新合作。

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与成熟型都

市圈“融圈”发展，是发展型都市圈进行产业创新

的关键步骤，将为发展型都市圈带来更多的发展机

遇。一是全面、持续的与成熟型都市圈建立产业创

新战略合作，共享技术创新成果、共同打造产业链

和拓展内需市场等，提升产业创新合作的联系密度

和深度，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产业创新的步伐。二

是充分运用点（核心城）、廊（科创走廊）和园（高

新区、产业园）等载体，深度融入成熟型都市圈，

使沿线地区更好地整合资源、配置要素，增强互补

协同，推动创新要素由成熟型都市圈向发展型都市

圈梯级流动，增强产业创新所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

置。三是加强科技基础设施、科学仪器设备、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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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发展型都市圈建立研究

型大学或成立国际、国内一流大学的分校，提高

发展型都市圈技术密集型产业布局能力，发挥重

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高校院所对创新人才“引育

用留”的作用。

（4）打造高效多元交通体系，形成高效联通

的融合路网。

交通便捷性有助于促进产业协同创新、提高

人才流动效率、加强供应链效率以及引进外部创新

资源，从而推动整个都市圈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发展型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通常滞后于成熟型都

市圈，完善区域交通出行网络体系是发展型都市

圈各区域板块融为一体的关键所在。一是有序推

动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建设，特别是加快发展型

都市圈核心区交通枢纽建设，优先发展联系中心

城区和次级中心的换乘枢纽建设，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和网联技术等技术手段，提高都市圈内部

的交通便捷性和效率。二是全面摸排都市圈内各

类通行设施存在的问题，促进快速公交与社区巴

士、共享单车等整合衔接，深化核心区与外围城

市的内部联系，提升都市圈路网联通，打通一小时

通勤圈“最后一公里”。三是顺应都市圈产业基础

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进程，提高发展型都市圈物

流效率，建设高效的物流网络，优化物流配送系统，

促进产业的协调互动。

（5）深入推进生态协同治理，促进生态协同

与产业创新相互促进。

除部分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城市以外，发展

型都市圈普遍存在能源消费密度高、工业和生活废

弃物排放多、绿色发展指数普遍低等情况，需要加

强生态协同治理，深入推进与产业创新相互促进。

一是加强发展型都市圈各城市之间的联防联治合

作，优化生态空间结构，合理规划和保护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共同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二是

探索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有效途径，打造若

干绿色生态廊道，争创绿色生态示范城区，为市民

提供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和共享空间，借助宜居宜业

的生态环境提升对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三是大力发

展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推动先进、适用、高端和低

碳制造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发展资源高

效利用、环境友好型产业，提升发展型都市圈产业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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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 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pening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opennes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China’s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openness in the worl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c environment for China’s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pening is goo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ke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lem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utput, in 
order to provide support for further enhancing the level and weigh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pening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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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Foundation, Constraint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al Metropolitan Areas: 

Take the GuangDong Province Zhuxi Metropolitan Are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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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al metropolitan area is an important spatial organization form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is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to promote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 Zhuxi metropolitan are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alistic basis and limitations facing its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aths of typical metropolitan areas worldwide and synthesizes experiences from the aspects 
of top-level planning and design guidance, innovati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or metropolitan, cross-border 
industrial cooperation zone 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majo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ptimising the supply 
of high-quality transport,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ly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measures for China’s developmental metropolitan areas to enhance 
industri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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