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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承接港澳产业转移，粤港澳大湾区在“前店后

厂”模式下实现快速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珠三角地区积极推动制造

业转型升级，港澳则转向高端服务业，三地产业发展脱节，产业合作空间有

所收窄。而 2018 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则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节点，

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 

尽管历经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

贸易摩擦对大湾区产业造成了明显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大湾区的产业自

身也存在产业协同性差、附加价值偏低等一系列问题。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如何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钳制下成功突围，开辟

出新的发展道路，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产业升级，其中又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更新两个方面，

这是应对贸易摩擦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第二，推进创新协同和多个层次的产业融合，并且要加速打破目前湾区

内要素流通过程中的各种“玻璃门”。 

第三，参考日本经验，主动拓展更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减少对美国单一

市场的依赖。 

 

 

 风险提示：外部风险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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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地区承接港澳产业转移，粤港澳大湾区在“前店后厂”模式下

实现快速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珠三角地区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港澳则转

向高端服务业，三地产业发展脱节，产业合作空间有所收窄。而 2018 年以来，粤港澳

大湾区的产业则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节点，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产业亟需转型升级。 

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格局的演变与现况 

1978 年至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格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8 年—2000 年：“前店后厂”模式 

改革开放后，毗邻港澳的珠三角地区率先享受红利，在中央的特殊优惠政策下，粤

港澳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逐渐紧密。20 世纪 80 年代港澳地区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达，

但是生产要素价格也在快速提升，而珠三角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但是土地充足、劳动力

成本低廉，两者都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 

因此，粤港澳地区非常自然地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垂直分工体系，即港澳通过投

资的形式将大量低附加值制造业企业转移至珠三角地区，港澳提供资金、技术、设计、

管理等，而珠三角地区负责生产加工，同时借助港澳发达的贸易网络将产品销往全球。 

1978 年 9 月港资在东莞设立首家 “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

加工和补偿贸易）太平手袋厂，随后大量港澳资企业在珠三角地区涌现。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珠三角地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 200 亿美元，其中港澳直接投资占比超

70%。75%以上的香港制造业产品都在珠三角生产，80%-90%的香港玩具企业、钟表企

业、塑胶企业和电子企业都在珠三角地区设厂。 

在港澳地区的经济辐射下，广东省快速工业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巨变。第一

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明显下滑，第二产业成为广东主要经济引擎，对 GDP 拉动幅度由

1979 年的 1.4%扩大至 1995 年的 9.9%，对 GDP 的贡献率从 16%提升至 64%。 

图表1： 1979-1995 年广东省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强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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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2000 年广东省一直以轻工业为主，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

60%-70%。但是主导产业有所变迁，1985 年广东省食品制造业产值占比最高，约 10%。

此后在90年代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影响下，台湾 IT企业率先加入珠三角地区的投资阵列，

由此广东省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异军突起，逐渐发展为第一大产业，1995 年占比高达

17%。与此同时，电气机械器材、纺织服装业始终是广东省的两大强势产业，产值占比

均在 10%左右。 

图表2： 1985 年和 1995 年广东前十大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对比 

 1985 1995 

 产业类别 产值占比 产业类别 产值占比 

1 食品制造业 10.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7.26% 

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9.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0.02% 

3 纺织业 9.0% 纺织业 5.91% 

4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7.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38% 

5 机械工业 7.8%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5.29% 

6 化学工业 4.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23% 

7 石油加工业 4.1% 金属制品业 4.69% 

8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8%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29% 

9 金属制品业 3.8% 塑料制品业 4.29% 

10 塑料制品业 3.2% 食品加工业 3.78% 
 

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粤开证券 

分区域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珠三角东西两岸的产业布局差异也逐渐形成。深莞惠

地区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而广佛中、珠江肇则形成了装备制

造、家电制造、建材制造三大传统产业集群。  

产业转移浪潮和“前店后厂”模式也对港澳两地的产业结构造成了显著影响。一方

面，与珠三角的合作使得香港在贸易、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强化，这使

得香港产业加速向服务业转型。1997 年香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已上升至 86%，

其中金融、旅游、贸易物流、专业服务这四大支柱型产业占 GDP 比重合计高达 48%，

几乎主宰了一半的香港经济。香港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催生了地产泡沫，在 90 年代带动了

香港经济繁荣。澳门则是继续依赖博彩业和地产业。 

另一方面，港澳地区大量轻工业企业外迁，却又跃过了重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了

现代服务业阶段，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港澳地区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快速下滑，

21 世纪末已分别降至 14%和 12%，工业空心化现象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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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港澳地区出现“工业空心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粤开证券 

（二）2000 年—2017 年：粤港澳合作与竞争并存 

广东省在承接了大量轻工业转移后，要素成本逐渐上升，对工业提出了转型升级的

新要求。政府也通过政策引导，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使得广东省迈向适度重工业化。2002

年广东省重工业产值占比为 50.2%，首次超过轻工业，此后重工业占比加速提升，截至

2018 年占比已经高达 68.3%，其中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重工业占比更高。 

但受制于历史条件和资源禀赋，广东省发展的主要是电子信息、电气机械以及石油

化工等产业。三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明显提升，其中又主要以

电子信息产业扩张为主。而三大传统产业纺织服装、食品饮料以及建筑材料则占比明显

收缩。2000 年后基本延续了这一产业变动趋势，但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电子信息产

业的扩张有所停滞，广东省的工业产业格局总体而言开始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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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上世纪 90 年代后广东省的工业产业格局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粤开证券（偏黄橙色为为传统产业，偏蓝色为新兴产业） 

同时，广东省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产业转移。2002 年以来广东省在粤东西北地区建

立了大量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实行“双转移”战略。在政府引导下，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产业开始有序向东西两翼以及粤北山区转移。 

此外，在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大趋势下，深圳、广州两大核心城市的产业外溢效应也

愈发显著。比如在广州市“退二进三”的政策导向下，原有的许多传统工业企业开始陆

续转移至佛山、肇庆等地，如佛山积极承接广州汽车产业，形成了佛山南海汽车产业基

地。再比如东莞、惠州靠近深圳，又具备更强的成本优势，因此深圳的高端电子信息产

业便开始向两地迁移扩散，深圳“华为入莞”便是典型案例。这种产业扩散效应在一定

程度上也促成了珠三角地区各类产业集群的壮大。 

图表5： 2007 年底广东省 23 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分布图 

 

资料来源：网络资料，粤开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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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初珠三角工业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港澳地区由于已经基本将轻工业转移

至大陆，又错失了发展信息产业的良机，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粤港澳地区产业发展出

现明显错位，区域间的制造业合作面收窄，原有的“前店后厂”模式开始受到冲击。 

但是在 2003 年 CEPA 合作框架实施后，香港又开启了服务业移驻广东的的热潮，

这成为两地新的重要合作领域。据新华社报道，仅 2006 年广东便吸收香港服务企业逾

5000 多家，实际投资超 300 亿。香港转移的服务业涵盖物流、金融、文娱、商业服务等

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多个领域。 

香港的服务业转移，加之广东省城市化进程提速，带动了广东省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1995 年-2015 年，广东省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从 36.5%提升至 50.6%，其中房地产和金融

业是主要增长力量，两者产值占 GDP 比例分别提升了 3.1 和 4.0 个百分点。 

从区域分布来看，服务业也逐渐向更发达的城市集中。2015 年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

产值占整个广东省比例约为 93%，较 21 世纪初提升了 10 个百分点，其中仅广深两市占

比便高达 61%。 

图表6： 21 世纪广东第三产业占 GDP 比例逐渐提升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粤开证券 

反观港澳两地，进入 21 世纪后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逐渐被压缩至只有 1%左

右，产业结构调整基本集中在服务业内。 

其中澳门博彩业的 GDP 占比越来越高，从 1999 年的 30.1%一路攀升到 2013 年的

峰值 63.0%，近年虽有所回落，但 2018 年仍然高达 50.5%，远超其它行业。 

而香港则致力于推动服务业高端化，相对低端的贸易及物流业自 2007 年以来占比

持续下滑，金融业则实现了迅猛发展。2000-2018 年金融服务 GDP 占比由 12.8%增长

至 19.7%，基于金融市场发达、制度健全、资金自由流动等一系列优势，香港成为全球

金融中心。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曾于 2008 年开始倡导发展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医疗服务、

文化创意、环境保护、教育服务等六项优势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但效果并不显著。

2008-2018 年十年间，这六大产业占 GDP 比例从 7.4%提升至 8.9%，仅提升了 1.5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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