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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圈内圈外平衡发展的广州都市圈

文｜李瑞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聚焦广州都市圈内部，要推进都市圈一体化建设，优化区域布局，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发展；

着眼于广州都市圈外，要推动广深都市圈耦合互动，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2020 年，《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

展规划（2020—2035 年）》明确提出

了广州都市圈；2021 年，《广东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优化“一

群五圈”①城镇空间格局；2022 年，广

东省自然资源厅发布的《广东省都市圈

国土空间规划协调指引》围绕五大都市

圈，提出了生态系统与农业空间、交通

系统、公服设施、产业四个领域的协调

指引。在广东全力推动建设世界一流都

市圈的背景下，广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的现实基础如何？未来应该如何发展？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广州都市圈的范围，本文以黄艳

和安树伟（2021）的识别结果为准，核

心城市为广州，辐射半径达 200km，空

间范围包括广州、佛山、东莞、肇庆、清远、

江门、中山、云浮和珠海共 9 个地级市，

47 个县级行政区，其中除清远、云浮外

均属于珠三角城市群，属于成熟期都市圈。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土地面积 68418.4

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 68089.47 亿

元，常住人口 6123.45 万人，以占广东

38.1% 的土地、承载了 48.28% 的人口、

创造了 54.75% 的 GDP。

广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覆盖了经济发展、生态

环境、社会事业等各个方面，贯穿了生产、

流通、分配和销售等社会再生产的全过

程，其内涵具有多维性、系统性、动态

性和长期性（安树伟等，2020）。下文

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分析广州

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镇化

水平不断提高

2010 ～ 2021 年， 广 州 都 市 圈

GDP 从 27499.4 亿元增加至 68089.5

亿元，人均 GDP 从 58190.5 元增加至

111194.6 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7.72%

和 5.21%（按可比价格计算）。但是，

广州都市圈在广东的经济地位总体上有

所 下 降，2010 ～ 2018 年， 广 州 都 市

圈 GDP 占 广 东 的 比 重 从 59.9% 下 降

至 53.6%，之后略有上升，2021 年为

54.7%（图 1）。广州都市圈城镇化水平

不断提升，2000 ～ 2021 年，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从 61.8% 增加至 81.6%，高于

全国和广东平均水平。其中，除江门、

清远、肇庆和云浮外，其余地级市的城

镇化率均高于广东平均水平（图 2）。

（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分

工趋于明确

2010 ～ 2021 年， 广 州 都 市

圈 产 业 结 构 不 断 优 化， 三 次 产 业 的

结 构 从 3.2 ∶ 48.9 ∶ 47.9 调 整 为

2.9 ∶ 41.3 ∶ 55.8。 广 东 是 工 业 大

省， 工 业 增 加 值 占 全 国 的 比 重 约 为

12%。2011 ～ 2021 年， 广 州 都 市 圈

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广东的比重为

57.62%，与 2011 年相比下降了 2.6 个

百分点，但在广东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通过对比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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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 2022》整理

 图 1  2010 ～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占广东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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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制造业分布情况

可知：第一，从广州都市圈整体来看，

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向

技术密集型，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

第二，分城市看，广州、珠海、东莞和

中山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主，江门、

肇庆、云浮、清远和佛山以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为主（表 1）。

（三）空间呈现出明显的“核心 -

外围”的网络结构

从经济集聚结构来看，结合 2010

年和 2021 年夜间灯光数据可知，广州

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分为明显的核心区和

外围区，其中核心区包括广州、佛山、

东莞、中山和珠海，其余城市为外围区（图

3）。从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来看，广州都

市圈内 17 个县级及以上城市中，超大城

市有广州 1 个、特大城市有东莞 1 个、

Ⅱ型大城市 4 个、中等城市 2 个、Ⅰ型

小城市 3 个、Ⅱ型小城市 6 个，但是缺

乏Ⅰ型大城市，广州和东莞集中了都市

圈 68.7% 的城区常住人口。从网络结

构看，基于引力模型衡量的经济联系强

度和铁路列车频次衡量的交通联系度可

知，2010 ～ 2021 年，广州都市圈的网

络联系不断密切，且层级结构较为明显。

2021 年，广州与佛山之间的经济联系最

强，其次是广州和东莞，二者远高于其

他城市之间联系（图 4）。

（四）科技创新能力较强

广东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位居全

国各省份第四位，是我国的创新领先

地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2022）。总的来说，广东都市圈科技创

新投入、产出和平台数约占广东的一半

以上。2021 年，从创新投入看，广州都

市圈 R&D 活动人员和经费占广东的比

重均为 50%，东莞的研发强度高于广东

平均水平；从创新产出看，专利授权数

和技术合同交易额占广东的比重分别为

55.9% 和 50.2%；从创新平台看，广州

都市圈的实验室个数和高新技术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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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 2022》整理

 图 2  2000 ～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城镇化水平

 表 1  2011 ～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制造业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 [1] 结构（单位：%）

注 [1]：制造业分行业类型的划分参考张其仔和李蕾（2017）。资料来源：根据 2012 年和 2022 年《广东统计年鉴》整理

类别
2011年 2021年 2021年与2011年相比

劳动
密集型

资本
密集型

技术
密集型

劳动
密集型

资本
密集型

技术
密集型

劳动
密集型

资本
密集型

技术
密集型

广州 24.9 24.5 50.6 22.9 14.8 62.3 -2.0 -9.7 11.7

珠海 13.3 16.3 70.4 18.3 17.7 64.0 5.0 1.4 -6.4

佛山 43.7 15.8 40.5 42.4 12.9 44.7 -1.3 -2.9 4.2

东莞 41.0 5.1 53.9 33.3 4.3 62.4 -7.7 -0.9 8.5

中山 41.9 8.8 49.3 33.4 7.9 58.7 -8.4 -0.9 9.4

江门 55.5 15.3 29.2 50.8 10.0 39.2 -4.7 -5.3 10.0

肇庆 54.9 25.2 19.9 64.3 12.6 23.1 9.4 -12.6 3.3

清远 62.9 27.4 9.7 45.7 34.1 20.2 -17.2 6.7 10.6

云浮 70.3 12.6 17.1 57.5 19.5 23.0 -12.7 6.9 5.9

广东 35.2 15.8 49.0 30.7 12.5 56.8 -4.5 -3.2 7.8

广州都市圈 38.4 16.6 45.0 35.5 11.5 53.0 -2.9 -5.1 8.0 

资料来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图 3  2010 年和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夜间灯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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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广东的比重分别为 73.7% 和 56.8%

（表 2）。

（五）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持续缩小

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通往共

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城乡收入差

距看，2014 ～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各

城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总体

上呈下降趋势，且均低于广东（图 5）。

从地区差距看，2010 ～ 2021 年，广州

都市圈人均 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变异系数分别从

5.13、0.46 下 降 至 3.41、0.38， 区 域

协调性不断增强（图 6）。

广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2010 年以来，广州都市圈在取得一

定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总体发展水平

仍有提升空间，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完

善，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薄弱环节，环

境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

（一）总体发展水平仍有提升空间

根据黄艳和安树伟（2020）的研究，

从都市圈核心城市看，广州城市能级低

于上海和深圳，仍处于能级提升加速期。

根据张震和覃成林（2021）对粤港澳大

湾区各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

度可知，深圳处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

型，而广州属于中等型。从全国都市圈看，

广州都市圈综合发展水平亦低于上海都

市圈。此外，2021 年，广州、佛山、东莞、

中山和珠海的夜间灯光已基本连接成面，

但外围区城市之间联系仍较弱，从城镇

规模等级体系看，都市圈也缺乏Ⅰ型大

城市。

（二）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完善

当前，广州都市圈多出现在着眼于

广东省域发展的规划与政策文件中，且

多关注广州都市圈的范围和建设重点，

并没有专门谈及广州都市圈一体化建设

的体制机制问题。2022 年，《广佛全域

同城化“十四五”发展规划》《广清一

体化“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出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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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交通联系强度采用铁路频次数据进行网络的构建，数据时间截至为 2023 年 5 月 1 日

资料来源：经济联系强度根据《广东统计年鉴 2022》计算得出，交通联系强度基础数据来源于 12306 网站

 图 4  广州都市圈的空间网络结构

 表 2  2021 年广州都市圈科技创新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科技创新动态数据》《北京统计年鉴 2022》《上海统计年鉴 2022》整理

区域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创新平台
R&D活
动人员
（人）

R&D
经费

（亿元）

研发经
费强度
（%）

专利授
权数

（件）

技术合同
交易额

（亿元）

实验
室数

（个）

高新技术
企业数
（个）

广州 138895 881.72 3.12 189516 1477.32 291 11444

珠海 33891 113.73 2.93 27201 40.66 10 2075

佛山 98476 342.36 2.82 96487 16.28 32 7319

东莞 182268 434.45 4.00 94573 62.36 13 7398

中山 34895 81.13 2.27 41513 18.47 7 2297

江门 38086 92.72 2.57 21272 8.89 4 2199

肇庆 11296 29.53 1.11 7584 2.78 7 1068

清远 8810 21.76 1.08 6241 0.05 4 434

云浮 3608 6.97 0.61 2776 0.55 4 124

广州都市圈 550225 2004.37 2.94 487163 1627.36 372 34358

广东 1090330 4002.18 3.22 872209 3240.46 505 60519

北京 472860 2629.30 6.53 198778 5347.80 — 27600

上海 345000 1819.80 4.21 179317 2474.85 — 20035

深圳 420021 1682.15 5.49 279180 1588.56 79 21408



64 CHINA INVESTMENT
July 2023

65中国投资
2023年7月号

志着广州都市圈城际联动发展受到重视。

实际上，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目

前仍然没有上升到省级层面。随着广州

都市圈各城市之间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

和深化，亟需打破行政体制障碍，探索

建立更加常态化和更具有约束力的工作

推进机制，包括建立多层次政府统筹协

调机制、规则统一的制度体系、促进要

素市场一体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机制、

区域利益协调机制等，通过制定利益协

调和互动合作框架，把利益协调机制内

化到政府的结构和功能之中，推进都市

圈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

（三）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存

在薄弱环节

都市圈核心城市广州是国家科技创

新中心，但通过对比广州、北京、上海、

深圳四地的创新指标，广州综合创新水

平与北京、上海、深圳仍有一定差距（表

2），且现有的创新资源优势并未完全转

化成技术和产业发展优势。从都市圈各

城市视角来看，广州新兴产业尚未形成

支柱，新旧动能转化接续面临压力，缺

乏支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总部企业和

头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亟待增强。东莞、佛山、珠海、中山

等其他城市面临产业尚未形成梯次发展

结构、现代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从都市

圈整体来看，广州都市圈各城市产业布

局存在同质竞争。在各市的“十四五”

规划中，广州、佛山和东莞均将新一代

信息技术作为重点培育产业，所有城市

均提出发展生物医药等产业（表 3），

高度重合的产业布局使城市在资源和要

素方面竞争激烈。

（四）环境质量仍有提升空间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节能减排的背景下，广州都市圈的绿

色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但环境质量总体

上仍有改善空间。在空气环境质量方面，

广州都市圈 PM2.5 年平均浓度均已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35μg/m3），除珠海和

云浮外，其余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

达标率均低于广东平均水平，在全省 21

个地级市排名中位于下游；在水环境方

面，除了东莞和佛山外，其余城市水环

境质量在全省排名中处于中上游；在城

市环境方面，除广州、肇庆和云浮外，

其余城市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均不及全

省平均水平（表 4）。实际上，目前广

东整体也处于一个生态环境提升期，把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也是广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需要重视的。

促进广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聚焦广州都市圈内部，要推进都市

圈一体化建设，优化区域布局，实现更

高水平的产业发展；着眼于广州都市圈

外，要推动广深都市圈耦合互动，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形成“一核一区多节点”的

空间结构，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

未来，应深入实施以功能区为引领

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筑高质量的“一

核两区多节点”的区域发展格局，推动

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布

   METROPOLITAN AREA OBSERVATION    都市圈观察

注 [1]：广东分市县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工作从 2013 年底正式启动，故本文居民人均收入数据从 2014 年开始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 2022》整理

 图 5  2014 ～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城乡差距变化 [1]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 2022》整理

 图 6  2010 ～ 2021 年广州都市圈地区差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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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其中，“一核”指广州。主要承担

行政管理、科技创新、总部经济、金融

商务、文化交往、现代物流等职能，要

持续增强广州的能级，积极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增强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

能力，将其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

性节点城市。

“两区”指核心区和外围区。其中，

核心区包括佛山、东莞、中山和珠海，

外围区包括清远、肇庆、云浮和江门。

核心区的发展重点是建成高端产业集聚

发展地，与广州产业发展形成合理的功

能分工格局。具体来看，应加快建设广

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东莞要全力

打造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先进制造之都，

珠海、中山是要规划建设高端产业集聚

发展区，做强先进装备制造业等主导产

业，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水平，珠海还

应依托口岸城市优势，打造粤港澳深度

合作新支点。外围区应打造核心区产业

外溢的承载地。江门、肇庆、清远和云

浮应依托新区和各类开发区，积极承接

核心区向外转移的产业，强化城市发展

能力。其中，清远、云浮位于北部生态

发展区，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还应

更加注重绿色产业发展。

“多节点”指在上述的核心节点基

础上，壮大县级市和特色县等，如四会、

开平、英德、罗定、恩平，依托交通网络，

多节点城市之间形成网络化的金字塔城

镇体系。

（二）深化区域联动发展，构建都

市圈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未来广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必须加

强城市联动发展，形成高质量的一体化

发展格局。提高都市圈一体化水平，形

成以广州为核心，各城市间产业、人口、

服务相互联系、功能互补和协调发展的

区域经济合作体系，推动都市圈一体化

从县域一体化到市域一体化，再到跨区

域一体化迈进。具体来讲，一是要促进

城乡联动，通过城乡开放和融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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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广州都市圈内各城市“十四五”确定的战略性产业

资料来源：根据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整理

城市 战略性产业

广州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智能装备
与机器人、轨道交通、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与精细化工、数
字创意

珠海
集成电路产业、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特色新能源、新材料、打印
设备产业、航空产业

佛山

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汽车产业、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
织、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
业与食品、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区块
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激光与增材制造、数字创
意、安全应急与环保、精密仪器设备等

东莞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集
成电路、数字经济等

中山
智能家居、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健康医药、半导体及集成电路、
激光与增材制造、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精密仪器设备、数字创意

江门
新材料、大健康、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
零部件

肇庆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金属加工、电子信息、建筑材料、家具
制造、食品饮料、精细化工、生物医药

清远
先进材料、装备制造、轻工消费品、前沿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
经济

云浮
金属智造、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氢能、文化旅游、现代
物流、现代特色农业

 表 4  2021 年广州都市圈生态环境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广东统计年鉴 2022》《广东省城市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及排名情况（2021 年）》《北京统计

年鉴 2022》《上海统计年鉴 2022》整理

城市

空气环境质量 水环境质量 城市环境

PM2.5年
平均浓度
（μg/m3）

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
（天）

AQI
达标率
（%）

AQI
全省排名

149个国
控地表
水断面
优良率
（%）

168个省
考地表
水断面
优良率
（%）

水环境
质量全省

排名

城市人均
公园绿
地面积
（m2）

广州 24 323 88.5 18 92.3 76.9 9 24.51

珠海 20 347 95.1 13 100.0 100 8 12.44

佛山 23 312 85.5 21 85.7 84.6 12 11.97

东莞 22 315 86.3 20 57.1 57.1 19 16.15

中山 20 328 89.9 17 100.0 83.3 3 16.76

江门 23 319 87.4 19 100.0 100 7 10.79

肇庆 22 342 93.7 15 100.0 100 1 21.61

清远 23 330 90.4 16 100.0 86.7 6 11.8

云浮 24 354 97.0 7 100.0 100 4 17.49

广东 22 344 94.3 — 90.5 87.5 — 17.49

北京 33 288 79.0 — — — — 16.62

上海 27 335 92.0 — — — — 9.02

深圳 18 351 96.2 10 83.3 71.4 13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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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一群”指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五圈”指广州、深

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

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魏

后凯，2020）。二是要促进城市之间经

济一体化，包括市场一体化、产业分工

协作、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基础设

施一体化、环保联防联控、政策一体化

等“六个一体化”。

（三）创新驱动产业链升级，共筑

高质量的协同互补产业体系

广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必须对标全

球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坚持创新

引领，以创新驱动产业高端化发展。一

是要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广州、佛山和

东莞等地依托众多创新平台，要不断掌

握产业基础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基础数

据，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二是推动产

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布局

创新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发

展，巩固提升新一代电子信息等战略性

支柱产业，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是加快数字经济

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促进数字产业化。

（四）推动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

圈耦合互动，共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圈是粤港澳

大湾区的两大都市圈，且二者均属于成

熟型都市圈，东莞处于广州和深圳的共

同辐射范围内。广州都市圈和深圳都市

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在进一步

扩大国内和国际市场联动循环中发挥着

重要的节点作用。未来，广州都市圈高

质量发展不能局限于都市圈内，更要着

眼于都市圈外，广深“双城”联动是珠

三角国家增长极空间结构演进的必然趋

势（覃成林，2021）。通过与深圳都市

圈功能融合，完善战略合作机制，共建

要素市场化配置高地，“双圈”引领珠

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携手港澳打造

国际一流湾区。

（五）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

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实施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

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

广州都市圈在进一步扩大国内和国际市

场联动循环中发挥着重要的节点作用，

这就要求都市圈需深入实施更深层次的

对外开放。一是依托中国（广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

二要深入推进广州都市圈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作，推动在基础设施、国际

产能、科教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促进

共同发展。三是要积极与粤港澳大湾区

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融合发展，

以全球思维布局产业，形成国内联通国

际的市场节点、产业节点和人才节点。

广州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一）尽快启动广州都市圈发展规

划编制工作

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以广州都

市圈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对于

全国区域多极增长网络化的格局尤为重

要。基于目前广州都市圈仍未出台总体

规划，且都市圈范围也处在变化之中，

加快启动编制广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显得

十分必要。都市圈规划编制应结合都市

圈各城市的发展实际及其所处的地位，

形成整体空间布局规划和有针对性的发

展 规 划（ 孙 久 文， 高 宇 杰，2021）。

此外，还应与城市群规划、各城市发展

发展规划有机衔接，确保同向发力、重

点突出、可操作性强，具体来说应明确

其空间范围、总体要求、空间布局与城

市定位、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保

护、体制创新和保障措施等（肖金成等，

2019）。

（二）持续提高核心城市发展能级

核心城市应具有强有力的经济辐射

与区域发展带动能力。目前，广州仍处

于能级提升加速期。对标上海，在经济

实力、创新水平、社会治理等方面仍存

在一定差距。提高广州城市能级，一要

建设科技创新强市，依托中新广州知识

城、广州科学城和南沙科学城等平台，

面向全球引才聚才，激发企业技术创新

活力，加快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

创新中心。在此基础上，创新链赋能产

业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使其产业处

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地位。二是提升

超大城市治理能力，这是社会转型加快

的必然要求。以全域治理的理念，以城

市精细化治理为重点，多元治理手段为

保障，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三）多维度助力都市圈一体化

在基础设施方面，推动都市圈内干

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完善广州

至珠海（澳门）高铁。产业协作方面，

依托合作平台推进分工协作，深入推进

广佛的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结合片区、广清

经济特别合作区。此外，还应搭建其他

城市之间的合作区，推动区域联动发展。

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广州的优质医疗、

教育资源远高于其他城市，可通过合作

办学办医、建立分院分校等方式，提升

优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市场一体化

方面，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准入机制，

促进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

（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奠

定高质量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相协调，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水平，推

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进而奠定高质量发

展的资源环境基础。一是充分利用开放优

势和创新资源，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低

碳化、循环化改造和绿色生态产业发展。

二是圈内城市之间重视生态共建、环境联

防、协同发展，尤其是清远、云浮等北部

生态区城市。三是健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保障，将环境因素纳入

产业发展的战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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