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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珠三角发展战略实施 #% 年之后，都市圈整合结出规划外的硕果：珠三角东岸城市领先

发展于西岸城市，以广州、佛山城市群和珠江口特区群为双轴心的“哑铃阵”，取代原先规划的“雁行

图”。以科学发展观反省珠三角战略的成就和不足，可以认清当前珠三角都市圈扩充整合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采取依托东岸核心城市、整合西岸城乡的漫延扩张策略，实现珠三角都市圈的进一步整

合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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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中期广东制订与实施的“珠江

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卓有成效地推动了

珠三角经济的持续飞跃和都市圈现代化建设的整体

发展。这一规划实施将近 #% 年之后，它面对的内外

环境均已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珠三角

发展战略正在从原来尚未包括港澳地区的珠三角经

济区规划（俗称“小珠三角”），向包括港澳地区的完

整珠三角合作规划（俗称“大珠三角”）乃至南方省区

经济协作规划（俗称“, 2 ) 省区合作”）扩展，珠三角

都市圈现代化建设与协调发展的前景将更加辉煌。

珠三角战略的实施与都市圈的巨变

#,,0 年 * 月，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省委

工作会议上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区要成为广东首先

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大经济区。#% 月，中共广东省委

七届三次全会决定制定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

化的整体发展战略。#,," 年，省政府有关部门分别

出台《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初

稿）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从此，珠三

角经济发展战略正式付诸实施。

当时，香港和澳门尚未回归祖国，不可能就珠三

角整体发展战略进行粤、港、澳政府间的磋商。因此，

上述规划都没有将港、澳纳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

建设范围。珠三角经济区只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

海市、东莞市、中山市、佛山市、江门市，以及惠州市

的市区和惠阳、惠东、博罗，还有肇庆市的端州区、鼎

湖区和四会、高要，合计 #0 个市县。总面积有 0+ #&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1+ 03 ；#,,1 年年底的

人口有 ) %"& 万人，占全省人口 # 4 15# 6。

由于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引进以香港资金为主

体的各类外资，珠三角经济区的各市县在 #,$%—

#,,0 年间都不同程度地开始经济腾飞，全经济区的

国内生产总值（789）从 #,$% 年的 ##,+ #, 亿元人民

币，增加到 #,,0 年的 ) ,$1+ & 亿元人民币，增长 )0
倍。经济的快速飞跃促进珠三角的城市化建设，原来

属于穷乡僻壤的乡村小镇相继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

“一夜城”。

#,," 年 & 月初，广东有关部门根据珠三角经济

区发展战略，完成《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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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工作。该规划展示的珠三角都市圈建设的战

略布局是：“以珠三角有机协调的城市群为整体，以

广州为核心，以广州至珠海和广州至深圳的发展线

为主轴，建设大广州和珠江口东岸、西岸 ( 个大都市

地区，建立都会区、市镇密集区、开敞区和生态敏感

区 & 种用地类型的空间协调发展模式。”) $ *这一布局

勾画出以广州为领头、以分别位于珠江口东、西岸的

深圳、珠海为两翼终端的雁行发展蓝图。其中，广

州、深圳和珠海将计划建设成为共同带领珠三角乃

至广东城市群发展的三大都市。

然而，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制约，促使从近代

香港开埠、广九铁路通车以来逐渐形成的珠江东岸

地区经济领先于西岸地区的发展格局，一直延续、甚

至强化到 $’ 世纪初，以致于竞相起飞的珠三角经济

区城市群在经历发展不平衡的绩效排序之后，并没

有按照既定规划拼成“雁行图”，而是形成以广（州）

佛（山）城市群和珠江口特区群为双轴心的“哑铃

阵”。

首先，珠三角经济区东岸城市经济实力强于西

岸城市的格局有增无减。$%%$ 年，位于珠江东岸的

广州、东莞、深圳、惠州等 & 个城市的 +,- 总和达到

! &(./ 01 亿元，占当年珠三角经济区 +,- 总值的

!!/ 23；位于西岸的肇庆、佛山、中山、江门和珠海等

0 个城市的 +,- 总和为 ( ’12/ &’ 亿元，只占珠三角

经济区 +,- 总值的 ((/ ’3 。$%%( 年，东岸 & 城市的

+,- 总和预计增加到 1 !!%/ !( 亿元，占当年珠三角

经济区 +,- 总值的 !1/ !&3 ；西岸 0 城市的 +,- 总

和预计增加到 ( !!0/ ’$ 亿元，所占比重预计却略有

减少，只占 ($/ (!3（见下表）。

其次，珠海的 +,- 在珠江西岸乃至珠三角各城

市中最少，远远落后于“雁行图”中规划建成与广州、

深圳三足鼎立的大都市的目标。珠海和深圳是隔珠

江口相望的两个经济特区城市。建立特区之前的

’212 年，深圳 +,- 只有 ’/ 2! 亿元，珠海 +,- 有

$/ %2 亿元，略多于深圳。到 ’2.2 年，珠海 +,- 增加

到 (%/ .’ 亿元，深圳却增加到 ’’0/ !! 亿元，是珠海

的 (/ 10 倍。$% 世纪 2% 年代开始，深圳进行产业升

级转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珠海则集中财力物力，建设大机场、大港口等大

型交通设施，背负了巨额债务，两地的经济差距越来

越大。$%%$ 年深圳的 +,- 是珠海的 0/ &0 倍，$%%(
年又增加到 0/ .1 倍 ) ( *。

再次，香港、澳门相继回归，顺利实现“一国两

制”，扫除了外国殖民管治阻碍珠三角乃至内地城市

群向珠江口外进行连贯整合的政治障碍。进入 $’ 世

纪，长期困扰于产业转型艰难与经济发展滞缓的香

港政、商各界，终于形成“联盟珠三角，香港添优势”

的社会共识。港、澳特区政府主动加强与广东以及珠

三角经济区的合作，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从商界自发交往合作，扩展到政府间的自觉协商。从

$%%& 年起，香港与内地正式实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

（45-6），其意义于香港有如继“九七”政治回归之后

的经济回归。随着港澳两地经济要素归根返源地系

统融入珠三角，珠三角发展战略完全可以跨越 $% 世

纪 2% 年代中期制定的珠三角经济区规划的局限，重

新在珠三角的完整地理版图上，进行核心城市经济

联盟的连贯整合与全盘统筹。

最后，从经济地理的角度鸟瞰珠三角，不难发现

珠三角经济区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排序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

地 名 $%%$ 年 $%%( 年 地 名 $%%$ 年 $%%( 年

广州市 ( %%’/ !2 ( &!!/ !( 肇庆市 0$0/ &! 0.’

深圳市 $ $(2/ &’ $ .!%/ 0’ 惠州市 0$0/ $ 0.2

佛山市 ’ ’!./ !! ’ (.’/ (2 中山市 &’0/ 0( &20

东莞市 !1$/ $1 .%0 珠海市 &’%/ !& &1!/ 1(

江门市 !02/ ’$ 1(’ 合 计 2 !’1/ 2. ’’ (.!/ $!



“哑铃阵”般的城市经济联盟雏形已经在广九铁路线

及珠江东岸地区自发展开，并且以“哑铃”两端为轴

心分别向毗邻的珠江西岸城市延伸：

——— 接壤于珠江东、西两岸的广州和佛山，形

成“哑铃阵”的西北端轴心，组成辐射珠三角乃至华

南经济圈的广（州）佛（山）城市群。广州和佛山的城

区实际上已连成一片，两大城市的外围有顺德、三

水、高明、南海、增城、番禺等小城市和更多的卫

星城。两市面积共有 !! "#" 平方公里，占珠三角的

$%& ’(；"))" 年城市人口 ! "$$& % 万人，占珠三角的

*"( 。"))" 年，广、佛两市的 +,- 总和达到 * !%)& $’
亿元，占珠三角经济区 +,- 总和的 *$& $.( 。"))$
年，两市 +,- 总和增加到 * #*# 亿元，占珠三角经济

区 +,- 总和的 *"& ’#( /* 0。

——— 分别相邻于珠江口东、西岸的深圳、香港和

珠海、澳门，相距最远处不过五六十公里，形成珠江

口特区群，成为珠三角“哑铃阵”的东南端轴心。

"))" 年，珠江口特区四城面积共 * %#) 平方公里，人

口 ! $’) 多万人。当年，深圳和珠海的 +,- 总和达到

" .’)& )’ 亿元（当年价格，不另注明者均指人民币，

下同），占珠三角经济区 +,- 总和的 "%& ’’( ；香港

+,- 为 !" %!! 亿港元，澳门 +,- 为 ’*! 亿澳门元。

四城的 +,- 合计共约 !. .1’ 亿元人民币，占包括

港澳在内的珠三角 +,- 总和 "$ .*%& 1# 亿元人民

币的 %)& .( 。 "))$ 年，深圳、珠海两市 +,- 合计

$ $$%& "* 亿元，在珠三角经济区 +,- 总和中的比重

增加到 "1& 1$( 。同年香港 +,- 达到 !$ "%) 亿港

元，澳门 +,- 为 .$$& .’ 亿澳门元，两地 +,- 总和

约合人民币 !* %$) 亿元；加上深、珠两地 +,- 总

和，四城 +,- 合计 !# ).% 亿元，占包括港澳在内的

珠三角 +,- 总和 ". !!. 亿元人民币的 .1& !#( !。

这意味着珠江口特区群在俗称“大珠三角”的 +,-
总和中继续占有 " 2 $ 强的比重。

依据珠三角城市经济组合整合而呈现的“哑铃

阵”，可以将珠三角区分为核心、内层与外围三大部

分。位于珠江出海口尽头的香港、深圳、澳门、珠海 *
个特区城市，与位于出海口内端的广州、佛山两城，

共同构成珠三角的核心圈；位于珠江东、西两岸的东

莞、江门、中山等城市，构成珠三角的内层；位于西江

流域的肇庆市和位于东江流域的惠州市构成珠三角

的外围。

核心、内层与外围的区分，不仅显示珠三角城市

的地理方位，而且大致反映城市经济联系的亲疏与

实力的强弱。位于核心圈的广州、佛山和香港、深圳、

澳门、珠海，是珠三角城市群中联系密切与实力较强

的城市，从而分别构成“哑铃阵”的双轴；位于广州与

深圳之间的东莞则急起直追，其后劲十足的经济实

力成为联结“哑铃”两端的铁柄；其余各城市也如众

星争辉。

珠三角都市圈最根本的优势，是就地实现资源

优化整合。珠三角都市圈的迅速崛起，得益于直接实

现港澳资金、技术与内地廉价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的优化结合。以长期致力于促进深港合作的深圳而

论，港资一直在深圳的外来直接投资中占有大半的

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崛起得助于香港龙头

的带动。

同时，深圳还凭借率先改革开放的敢闯精神，迅

速成长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之一。从 !1#) 年成立经

济特区起，深圳一直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 $)(
的高速发展势头。") 世纪 1) 年代中期经济发展跃

上高位运行以后，也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率，从而不

断缩小先前与香港的巨大经济落差。

!1%1 年深圳 +,- 仅为 !& 1. 亿元，香港 +,- 则

为 ! )%’& *’ 亿港元，按当年汇率折合计算，前者约

及后者的 )& $.( 。香港与深圳的 +,- 差距是 !3
’*1。"))) 年香港 +,- 为 !" %!% 亿港元，深圳 +,-
增至 ! .’’ 亿元，两地差距大约缩小到 !4 #。"))! 年

香港 +,- 略增至 !" %#1& 1’ 亿港元，深圳剧增到 !
1’%& .’ 亿元，两地差距缩小到大约 !4 %。"))" 年香

港 +,- 略减至 !" %!! 亿港元，深圳剧增到 " "$1& *!
亿元，两地差距缩小到 !4 .。"))$ 年，香港 +,- 恢复

增长到 !$ "%) 亿港元，深圳 +,- 则增加到 " #.)& ’!
亿元，两地差距进一步缩小到 !3 *& .*。就 +,- 比较

而言，在 !1%1 年，’*1 个建立特区之前的深圳，才等

于 ! 个香港；可是到 "))$ 年，不到 ’ 个深圳就抵得

上 ! 个香港了 / $ 0。

显然，新崛起的深圳已成为珠江口特区群乃至

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城市。它与同处珠江

口的香港、澳门、珠海三个城市进一步连贯整合，使

“一国两制”特区群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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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拓展新路向

珠三角都市圈的整合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的整

体发展，迅速缩减珠三角经济区与港澳地区的经济

落差。’(() 年，即将纳入珠三角经济区的广州、深圳

等 ’& 市县的 *+, 总共只有 $ $-. 亿元人民币。同

年，香港 *+, 达到 ( ’$! 亿港元，澳门为 &.’/ ( 亿澳

门元，共计折合人民币约 ’% )$! 亿元。珠三角“两

制”地区的 *+, 比较，差距约为 ’0 &/ .-。然而，此后

’% 年间，珠三角经济区强劲腾飞，港澳经济却遭遇

阻滞，“两制”地区的经济落差不断缩减。$%%) 年港

澳两地的 *+, 总和约合人民币 ’& 1)% 亿元，与珠

三角经济区 *+, 总和相比较，“两制”地区的 *+,
差距已缩小到 ’0 ’/ $(。如果考虑不同币种换算所忽

略的实际购买力等因素，珠三角经济区与港澳的

*+, 差距还将进一步缩小，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平分秋色。

珠三角的奇迹奠定了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被

赞誉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经济体系内、增长最快的

省份中、增长最快的地区”。即使在 $’ 世纪初，以上

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已经引领全国风

骚、香港经济却在复苏转型的困窘之时，珠三角仍然

可以与长三角并驾齐驱，在带动全国经济持续发展

的旅程中保持二龙竞争之势。

立足于实施珠三角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就，广东

正在将区域经济合作的蓝图扩大到南方各省区，规

划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福

建等 ( 省区与港澳地区实行更密切经济协作的大战

略。如果这一战略切实付诸实施，必将给南方各省

区都市圈的纵深整合带来深刻的巨变。

这里的关键在于各职能部门必须自觉地依照已

经变化了的经济情势，以新发展观统筹全局，首先实

现处在外向型经济前沿位置的珠三角都市圈的扩充

整合与连贯整合。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以实现人的发展

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的的社会发展观。它坚持以人

为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注重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

放。

以科学发展观反省起步于珠三角经济区规划的

珠三角战略的成就和不足，可以认清当前珠三角都

市圈扩充整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年前，中共广

东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广东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

层次推进、梯度发展，对珠三角与山区以及东西两翼

应该作出分类指导。珠三角经济区规划就是在此原

则基础上制定的全省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它在

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肩负着对

全省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山区进行带动、辐射和支

援的使命。

’% 年之后，珠三角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巨变，理应通过都市圈的扩充整合，对省内东西

两翼以及山区作出更大的贡献。当初珠三角经济区

只涵盖 ( 个城市的既定区划，无论从珠三角区域经

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还是从全省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乃至从奠定促进粤港澳经济融合以及与南方其他省

区协作的核心基础，以及从与长三角 ’. 个城市的范

围比较上来说，都已经显出狭小与不足。何况，长三

角正在进行跨省市的经济整合，通过吸纳邻近城区，

进一步扩充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区划范围。

因此，广东应该发挥本省行政辖区内便于直接

统筹的行政优势，尽快扩大原有的珠三角经济区，将

位于珠江流域中下游（含西江、北江、东江）的粤西、

粤北及粤东的众多城市、乡镇，作为珠三角的新组

合，加以统一规划与整合，拓展珠三角区域经济的整

体性；同时适当扩大区内核心城市的地域范围，增强

其对周边城乡的辐射力与整合力。这样，珠三角才在

地理概念上名副其实地“大”起来，不至于在地域面

积与人口数量上比长三角过小和过少，缺乏整合区

域资源的宽阔空间，以便与长三角携手并进，继续成

为带动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龙头。

以科学发展观审视珠三角战略实施 ’% 年之后

呈现的“哑铃阵”取代“雁行图”的都市圈整合新态

势，就可以立足于珠江东岸城市领先发展于西岸的

现实与历史，舍弃要求东、西两岸城市分头并进的旧

有规划，采取依托东岸核心城市、整合西岸城乡的漫

延扩张策略，实现珠三角都市圈的进一步整合与协

调发展。

长期以来，缺乏独立进出境的陆路交通干道，致

使大部分物流取道东岸过境城市进出，一直构成西

岸城市落后于东岸的主要客观原因。现在，由香港



政、商两界推动的粤港澳跨海大桥工程，已经在中央

支持和广东响应下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大桥一旦兴

建落成，无疑将彻底改变西岸物流不能直接贯通位

于东岸的香港国际性运输枢纽城市的历史格局，实

现西岸城乡生产要素与东岸终端国际资本市场的直

接衔接。

然而，大型交通设施造成的物流畅顺，固然是受

益地区据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一个基本要素，但

并不是唯一的决定要素。在粤港澳跨海大桥落成并

产生较大效益之前的若干年里，珠江东岸发展领先

于西岸的比较优势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即便在此

之后，西岸城市要赶超东岸，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

走。何况，东岸城市不会止步不前，还可以通过增设

贯通西岸的大型交通设施，增强对于西岸经济的牵

引力。有鉴于此，预言西岸城市将因大桥而兴盛繁

华、东岸城市将会衰落与边缘化，都不免流于轻率与

片面。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托东岸核心城市

以整合西岸的战略路向，仍然是珠三角都市圈发展

的务实选择。

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中自发呈现的以广（州）

佛（山）都市圈与珠江口特区群为双轴心的“哑铃

阵”，正在呼唤相关城市的政府及时建立指导协调机

制，运用政府运筹的“看得见的手”，配合市场调节的

“看不见的手”，合力规划与建造新的更具区域经济

内聚力与外向经济竞争力的珠三角城市经济联盟的

战略布局。在未来的新布局中，加快建设广、佛都市

圈，使之成为珠三角、广东乃至祖国南方的轴心城

市，已经成为当地政府的共识；增进“一国两制”的珠

江口特区群的城市经济融合，则还需要以科学发展

观来克服传统体制的障碍和惯性思维的定势。

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深、港、珠、澳四城就发

展相互间的民间贸易与分工协作。$" 年代后期港澳

回归后，四城政府也都认识到通过政府协商以加强

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开始进行政府各部门

乃至高层领导人的商谈和互访。可是，这类商谈、互

访基本上处于随机而不定期举行的范畴，尚未建立

起四城政府定期协商与统筹指导的体制及其运行机

制，以致于珠江口特区群的区域经济整合长期处于

民间自发运营、学界时常呼吁、政府议而不决的胶着

状态。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现行行政管辖体制

的制约。

港澳回归后，两地特区政府直接由中央政府管

辖，这对于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地区的实施，以及

提高两地的政治社会地位，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然

而，讲求行政级别的实际运作容易将港澳两地比照

省部级。按照内地行政级别划分，深圳属于副省级，

珠海却只属于地市级。于是，珠江口特区群的合作便

在行政级别中属于等级不对称，需要由同属省级的

粤港澳高层来加以协调。这种行政观念导致现实操

作偏重于就事论事，个案解决，缺乏宏观统筹的战略

布局，延误珠江口特区群的区域经济合作乃至经济

一体化进程，导致粤港澳的深入合作由于缺乏核心

层内的切实整合而进展滞缓。

解决之道，无非二途择一：一是遵循讲求级别对

等的行政观念，提高深圳、珠海的级别，近年深圳升

格为直辖市的传闻不绝于耳，实际上出自这一思路；

二是按照区域经济整合规律与“特区特办”的改革精

神办事，由中央及广东省政府授权深圳、珠海两市政

府，直接与港、澳特区政府协商经济合作事宜。若以

科学发展观寻求促进珠江口特区群都市圈整合的有

效路径，自不难作出抉择。

!""% 年 # 月 & 日，由广东省长和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共同主持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 ’ 次会议在香

港召开。会议确定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用 ("—!"
年时间把珠三角建成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会

议还确定两地实现双赢的功能性分工：广东将致力

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香港则发展成为国际物

流业、金融业与服务业中心。这一战略分工，将有助

于化解阻碍广东与香港经济整合的各种障碍与成

见，加快珠三角“一国两制”都市圈的连贯整合。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的时代潮流已

经将单元城市的竞争与合作，转化为都市圈的竞争

与合作。

都市圈的整合成功与否，关键要看有没有足以

问鼎世界市场的国际化城市作为带动崛起与发展的

龙头，同时也要看有没有自强不息的伙伴城市奋发

向上，如此方能携手并进，竞相前行。从城市定位的

意义上说，正在复苏振兴的香港可以继续成为珠三

角乃至广东和华南各城市的龙头，珠三角核心与内

层各城市都属于龙身，珠三角外围各城市则属于龙

尾。龙身、龙尾需要龙头来引领，龙头也需要龙身、龙

尾来推动，彼此相互协作，才能相互呼应，共创繁

第 % 期 莫世祥：珠三角发展战略与都市圈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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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外向型经济早已构成当今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主

干，珠三角经济宛如出海的蛟龙。在区域经济一体

化趋势的推动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下，珠江

口内外正在耸立起由广、佛及周边城市组成的都市

圈，以及由港、深、澳、珠四子城组合的都市圈，向全

世界昭示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成就和中华经济圈的

璀璨辉煌，祖国南方都市圈的发展远景将因此展现

雄伟灿烂的新篇章。

注：

! %""% 年数据按各市统计公报整理，%""U 年则按各市公布

的预计数据整理，BME 均为当年价格。佛山市现辖禅城区、

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 F 个区；肇庆市现辖端州、

鼎湖、高要、四会、广宁、德庆、封开、怀集 G 个县（市）区；江

门市现辖逢江区、江海区、新会区 U 个县级市辖区，代管台

山、开平、恩平、鹤山四个县级市；惠州市现辖惠阳市、惠东

县、博罗县、龙门县、惠城区。

"港、深、澳、珠四城数据均引自各方统计公报，BME 均为当

年价格；作者按照 ! 美元兑换 VA VWW 港元、GA "U& 澳门元、

GA %VV 元人民币的当年汇率进行了相关的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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