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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大湾区具有共同特点：
1、区位条件优越、港口布局良好。三大湾

区均位于主要出海口，拥有狭长的海岸线与广阔
的经济腹地，并形成枢纽港与支线港遥相呼应的
港口城市群；

2、第三产业突出、金融支撑显著。三大港
口第三产业比重均超过80%，其中纽约湾区更是
接近90%。纽约湾区与东京湾区是全球影响力名
列前茅的三家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旧金山湾区吸
引了全美风险投资的半壁江山；

3、区域创新体系完善。研究型大学、公立
实验室、企业研究机构等不同创新主体各司其
职、优势互补，共同构建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

4、交通便利、宜居宜业的区域环境。三大
湾区均是三面环水且气候宜人，由机场、港口、
高速公路、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等构成的便捷交
通网络，吸引和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
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

5、因势利导的产业分工体系。三大湾区均
覆盖多个行政区，港口之间、城市之间、湾区腹
地之间，均立足各自区位优势与产业特色，形成
较为完善的产业分工体系，进而实现显著的外部
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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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经济作为重要的滨海
经济形态，是当今国际经济版
图中的突出亮点，也是世界一
流滨海城市的显著标志。全世
界29个千万级的大都市中，有
21个是在湾区，全球75%的经
济总量集中在湾区。纵观国际
一流湾区如纽约湾区、旧金山
湾区、东京湾区等，都以开放
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际化
为其最重要特征，具有开放的
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
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
达的国际交流网络，发挥着引
领创新、集聚辐射的核心功
能，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
的领头羊。

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
告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杭州湾
经济区”，这是服务国家战略的
需要。同时，杭州湾经济区建设
区位优势明显、体制机制灵活、
交通设施完善且融合态势初现，
已经具备建设一流湾区的基础
条件。

破除城市之间的障碍壁
垒，实现要素的流动；构建开
放型创新体系，加强城市之间
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合
作；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
通，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加强
生态环境的合作共建，打造宜
居生活环境——引领长三角城
市群的一体化发展，把杭州湾
经济区打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破除城市之间的障碍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尽可能化解
各种制度障碍，利用市场制度，全面推进制度均等化。一是需要城
市之间达成共识。要消除搭便车和利益得失谋算等行为，在维护杭
州湾经济区整体中的经济自由、社会活力等方面理念一致。这需要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从政府层面到民间，在认识层面都要达成一
致；二是需要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城市之间要建立一种紧密有效
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讨论公共事项的合作，以适应湾区经济一体
化的需要；三是需要有一个第三方非政府机构的跨行政区域统筹协
调，研究突破性的长期规划，对地区的来龙去脉有整体的把握，从
而指导湾区发展。

构建开放型创新体系，加强城市之间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
合作。杭州湾经济区需要强劲的发展动力，带动长三角城市群乃至
长江经济带的长足发展。这个发展动力来自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来自创新带来的强大引擎，来自对人才的巨大吸引，由此推动经济
社会结构升级。而高校是形成创新经济的关键因素，将为高新技术
产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和技术。要抓住开放创新环境下科技创新
从内部竞争转向外部合作的趋势，以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资源为核
心的高端创新资源形成全球链接。构建开放型创新生态网络，加强
高校间、校企间以及与国际科研院所间的合作交流，鼓励高校教
师、科研人员异地兼职，实现创新企业、研发机构、孵化器、专业
服务等创新资源的跨区域高效配置。

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完善的交通网
络是湾区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打造内联外畅的立体交通圈，推进铁
路、公路、隧道、网络电缆和电网、道路网络、机场、港口等基础
设施的互联，不断提升连接效能，打通一批断头路、瓶颈路，补齐
设施短板。一是加快湾区内联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跨杭州湾
铁路、沪乍杭高铁、杭甬城际铁路、沪甬城际铁路、甬舟铁路等一
批重大项目建设；二是畅通湾区外联的通道建设。加快甬金铁路、
杭黄铁路、商合杭高铁、杭临绩高铁等向外辐射联通的大通道工程
建设；三是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公共服务共享衔接。推进湾区内社保
关系转移接续，实现退休人员异地就医医疗费用联网实时结算，在
居民层面实现一卡通，推动联合办学等。实现社保、医疗、教育、
电信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同城化和一体化。

加强生态环境的合作共建，打造宜居生活环境。湾区能够吸引人才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它的宜居性。用宜居性来吸引人才，再用人才推动经济社会结构升
级，这也是把握新趋势发展的需要。第三方统筹协调机构整体推进湾区生态环
境保护，将湾区内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内化为湾区整体的成本，消除外部性，着
力推进生态环境联保共治。一是建立区域环境联合防控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
生态补偿机制和环保基金，引入市场手段调整区域内环境保护和开发之间的利
益关系；二是协同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协同推进“五水共治”和“五气共
治”，协同强化曹娥江、杭甬运河、杭州湾等重点区域水环境的保护治理，重
点治理好边界区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合理规范推进杭州湾滩涂围垦项目，切实
保护好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等海岸湿地；三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监测，实现
时时监测、检测信息互联共享，加强联合执法，着力构建生态品质良好的生活
环境。

区位效应弱化，网络效应强化。伴随着人脉网络、创业
资本、专利技术、创意想法、经验知识等创新资源的全球流
动及优化配置，使得新型经济体从拘泥于制造业全球化条件
下的港口经济发展及其与临港工业的互动，转化为以全球链
接、高技术服务、跨区域创业、国际科技合作、国际资本流
动等经济活动形式为主的开放式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区位效
应弱化，而全球经济社会网络如物流体系、产业链、创新链
中的能级及影响或控制力等网络效应强化。

传统产业功能弱化，创业创新功能增强。无论是新兴城
市的崛起还是新兴经济体转型跨越发展，核心不再是通过承
接国际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而是基于全球高端链
接基础上的资源整合，打造全球创新版图上的创新尖峰或区
域性创新中心，这种创新尖峰就是立足良好的创业创新环
境，不断出现新业态及原创产业的创新之城。

传统临港经济向现代都市经济转变。在新一轮全球化条
件下，平坦世界的创新尖峰和区域一体化中“去中心化”两
大趋势并存。伴随工业经济加快向创新经济转变，产业发展
的创新成本不断提高，迫切需要通过开放式协同创新，抢占
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及产业发展主导权，打破港口贸易带
动临港工业的发展机制，重塑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传统临港
经济向现代都市经济转变。

把杭州湾经济区
打造成一流湾区

宁波市社科院 谢瑜宇

纽约湾区：美国经济核
心地带，是美国最大商业贸
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信
息技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增
长推动国际资本进一步集
聚，形成以华尔街为中心的
金融贸易集群，以第五大道
为中心的商业区则集聚了世
界一流的品牌精品店、娱乐
厅等商业服务业。

东京湾区：世界著名的
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娱乐
中心和消费中心。人口聚集
带来了以服务业和知识经济
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服务
业、研发、信息产业等已经
成为引领城市新一轮大发展
的驱动力。

旧金山湾区：旧金山、
奥克兰、圣何塞三大城市分
工明确，一个是金融文化中
心，一个是港口工业中心，
一个是高新技术中心。科
技、产业、服务三位一体，
共同构筑了一个生机勃勃的
全球创新中心。

世界三大湾区

当代湾区经济发展新趋势

杭州湾经济区
具备建设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

推进杭州湾经济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对杭州湾谋划大湾区高度重视，浙江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谋划实施大湾区行动纲要，
重点建设“杭州湾经济区”。

当前，中国正处在崛起的关键时期，必须有引领世界经
济发展的大都市圈或者说大湾区出现。从国内看，环渤海湾
区域以京津冀为核心，谋划实施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并设立
雄安新区；今年两会期间粤港澳大湾区被正式写入国务院的年
度工作报告，环珠江口湾区也是中国第一个被明确定位为“湾
区经济”的地区，这标志着中国已开启了湾区开发的新时期。

中国需要各种经济引擎，除了南面珠三角的粤港澳大湾
区，也需要东面长三角的杭州湾经济区。杭州湾经济区地处
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区域，对内辐射服务中
西部地区，对外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发挥杭
州湾经济区的引擎作用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
经济带战略的需要。2016年，国务院在《长三角经济带发展
规划纲要》的基础上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统筹
三省一市的26个城市，杭州湾经济区的发展将以其分工协
作、开放创新的重要特征，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

本文提出的杭州湾经济区以上海和浙江为主体，聚焦环
杭州湾区域范围和地域，具体包括上海、杭州、宁波、舟
山、嘉兴、绍兴六市，具有建设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

区位优势明显。杭州湾经济区位于国际西太平洋远洋航线、海上丝路和
长江经济带交汇处，空间广阔，人口众多，是世界重要的海港和航空枢纽。
2017年上半年，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列全球第一和第三位。
杭州湾经济区拥有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作为重要腹地，人流、物流丰
沛，多式联运发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往来密切。

体制机制灵活。杭州湾经济区是国家重大改革先行先试的重点区域，拥有
浦东新区、舟山群岛新区两大国家级新区和上海、浙江两大自贸区。上海是国
际经济、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杭州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级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宁波是全国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国家保险
创新综合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且民营经济基础雄厚。

交通日臻完善。杭州湾跨海大桥、舟山跨海大桥、象山港大桥以及沪杭高
速、杭甬高速、杭甬高铁等跨区域通道建成投用，大大密切了湾区内的互联互
通，沿湾城市已初步建立起高效、网络化的交通布局，城市之间的通勤距离较
短，大都市生活圈正在逐步形成。

融合态势初现。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浙东经济
合作区等跨区域合作机制运行多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
杭州湾经济区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上海正积极
推动杭州湾北岸建设，努力打造现代化都市湾区；杭州正在
实施城市东扩；嘉兴融入上海打造“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
范区”；宁波加快建设对接上海桥头堡的杭州湾新区；浙沪之
间交流交往频繁紧密，政府之间的主动对接和要素一体化，
已经初步形成融入上海、拥抱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