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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珠中江经济圈经济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地缘经济视域

吴东武　鄢　恒　王慧君
（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江门　５２９０２０）

摘　要：文章基于地缘经济视域对珠中江经济圈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增长效率过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区域内产业同构化严重、区域协作发展效应不明显等现实困境进行了梳理，以偏离—份额分析法（ＳＳＭ）对珠中江

经济圈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比较于二三产业处于劣势；而在竞争力层面，第三产

业较之于一二产业处于极大优势。基于此，文章从地缘经济视域下提出珠中江经济圈应该从建立和完善区域地缘

经济合作协调发展机制，结合地缘经济特点、统筹兼顾错位发展，依托地缘关系积极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区域

协调发展，创新地缘发展模式等维度来构建经济发展机制，从而推动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实现粤港澳大湾区

的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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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在习近平总书记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

建设框架协议》，中央有关部门将支持粤港澳三地完善创新合作机制，构建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打造国

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１］。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扩展地缘经济空间的重要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也

是我国扩展全球地缘经济空间的前沿阵地。而珠中江经济圈①既是珠三角中的边缘地区，也是粤港澳大湾

区的重点发展地区，正是由于这种尴尬的局面使得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呈现不平衡的状态。珠中江经

济圈面积约为１．３万平方公里，占珠三角地区面积的四分之一。珠中江经济圈资源优势明显，有着良好的制

造业、轨道交通及化工等产业基础，珠中江经济圈有足够的条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新的经济增长极。从粤

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进程来看，珠中江经济圈的发展程度已经落后于广佛肇、深莞惠、港澳地区，因此要引

导珠中江经济圈高速发展，强化珠中江经济圈与广佛肇、深莞惠、港澳地区的地缘经济联系，缩小经济发展的

差距，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

地缘经济强调由地缘因素产生的区域性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经济共同体，谋求

自身发展和区域经济共同繁荣［２］。地缘经济以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探

讨地理空间、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地缘要素与国家或地区对外经济行为的相互关系［３］。区域经济一体化

作为地缘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当前地缘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正是为了推动我国区域协

调发展而提出来的重要发展战略，珠中江经济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重要次级区域。按地缘经济关系来

看，珠中江经济圈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缘经济关系密切，有足够的潜力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泛珠

三角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及珠中江经济圈的地缘经济关系为基点，探讨粤港澳大湾

区背景下珠中江经济圈的发展策略。

一、粤港澳大湾区与珠中江经济圈的地缘相互作用

地缘相互作用是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珠

中江经济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地缘相互作用明显。

（一）珠中江经济圈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作用

在２０１７年３月５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

粤港澳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下，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预

期将珠中江经济圈打造成粤港澳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能有效地参与

到粤港澳区域与其他地区的竞争、合作中，融入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局面中。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

下，珠中江经济圈的发展正面临着新时代、新阶段的历史考验：构建“珠中江澳”城市带，探索“珠中江澳”合

作发展新出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为此，推进珠中江经济圈的发展，对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实力及协调内部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是有助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珠中江经济圈的发展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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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珠中江经济圈与澳门、广州、深圳的经济对接发展，最终促进并实现珠中江经济圈的发展。二是有

助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地理、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粤港

澳大湾区已成为我国区域合作发展的创新地带，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既是国家创新区域合作发展的要求，也

是广东省经济发展及粤港澳合作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广东省和港澳地区分属不同行政区，在推进区域合

作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要客观地认识到广东省和港澳地区在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中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制度性的障碍及相关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有助于探寻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的区域合作发展道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珠中江经济圈内的海洋装备

制造业、电子信息、海洋化工及港珠澳大桥、珠海横琴自贸区等基础性优势，能够为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４］。同时，再利用承接珠江东岸地区的产业转移的机会、粤港澳合作及其他相关生产要

素来推进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四是有助于增强粤港澳大湾区与

粤西地区的联动发展。珠中江经济圈紧邻粤西地区，是从珠三角核心区域到粤西地区的必经之路。广东省

政府已批准粤西地区的阳江市加入珠中江经济圈，在政策层面上增进了珠中江经济圈与粤西地区的经济联

系。在广东省推进全省协调发展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珠中江经济圈应当担负起承接粤西地区与粤

港澳大湾区经济联系的重任。

（二）粤港澳大湾区给珠中江经济圈发展带来的机遇

１．为珠中江经济圈带来广阔的市场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将粤港澳三地紧密的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帮助珠中江经济圈借助香港、澳门自由

经济体的地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能够为珠中江经济圈的产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市场。粤港澳合力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将进一步地加深粤港澳的合作，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扩大珠中江经济圈的市场辐射范

围。特别是粤港澳大桥的建成，深化了粤港澳大湾区内部之间的联系，缩短了珠江西岸与港澳之间及珠江东

岸地区的距离，使得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区域交通网络更加完善，为珠中江经济圈经济的发展打开了更大的

市场。

２．为珠中江经济圈提供更多的人才

人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粤港澳地区具有相互比邻的区位优势、文化同源、语言同系等

特点，且粤港澳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三地之间人才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拥有全世界排名前５０名的大学

３所或４所、广州拥有５所“双一流”高校及其他高等学府，为粤港澳大湾区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粤港澳

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能有效地减少人才在区域之间流动的障碍，缩小区域内人才待遇差距。珠中江经济圈

内缺少高等学府及科研机构，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推动港澳及珠江东岸地区的人才前往珠中江经济圈工

作发展，增强港澳及珠江东岸地区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与珠中江经济圈内相关机构的合作，优化粤港澳大湾

区的人才配置，促进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流动。

３．丰富珠中江经济圈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

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为港澳资本及境外资本进入珠三角地区进行投资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拥有遍及世界的金融资本。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更好地发挥香港世界金融中心

的作用，为珠中江经济圈内的产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还能增进珠中江经济

圈和广佛肇、深莞惠经济圈的联系，为珠中江经济圈吸引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的资本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加强珠中江经济圈与广佛肇、深莞惠经济圈的资本合作。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将为珠中江经济圈的招商引

资提供更多的选择，增加珠中江经济圈对港澳资本及境外资本的吸引力，丰富珠中江经济圈产业发展的融资

渠道。

４．带动珠中江经济圈产业转型升级

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有利于培育利益共享的产业价值链，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流转和集约配置，能够

３６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推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在珠中江经济圈的集聚发展，优化珠中江经济圈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布局，带动其他产业

的发展。粤港澳大湾一体化能够充分发挥地缘经济作用，帮助珠中江经济圈有效承接广州、深圳、佛山等地

区的产业技术转移，促进本地的产业升级转型。

二、地缘经济视域下珠中江经济圈经济发展困境

（一）经济增长效率过低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珠中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现在还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在评价珠

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中，文章选择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两个指标来反映珠江西岸地区的经济发

展效率［５］。

１．全要素生产率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以科技进步来衡量，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

化和生产创新。按照黄元阔的计算，珠海市２０１４年科技贡献率为５２．８７％，而同区域的中山市、江门市的科

技贡献率按照以往的情况计算均低于珠海市［６］。与珠三角其他地区及港澳相比，珠中江经济圈的科技贡献

率依旧处于落后的状态。这说明珠中江经济圈的整体产业发展还未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还处在依

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带动区域发展的阶段。

２．工业增加值率

工业增加值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增加值占同期工业总产出的比重，工业增加值率的大小直接反映

企业降低中间消耗的经济效益，反映投入产出的效果。工业增加值率越高，企业的附加值越高，盈利水平越

高，投入产出的效果越佳［７］。通过对珠中江经济圈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三市工业增加值率的情况进行分析，如表

１所示，发现珠江西岸地区的工业增加值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江门市的下降幅度尤为明显，珠海市相对

稳定。与此同时，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增加值率也呈下降趋势，这也表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珠中

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容易受到整体环境的影响，也反映了当前珠中江经济圈粗放型经济模式的弊端。

表１　珠中江经济圈三市及全国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工业增加值率（％）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珠海 １４．４ ６．５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０．２

中山 １３．７ １４．１ １０．９ ８．４ ７．６

江门 １７．２ １１．３ １２．６ ９．５ ８．６

全国 １０．６ ８．１ ７．８ ７．３ ６．０

注：数据根据各地统计年鉴整理。

（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投资、出口、消费来推动，本文选取珠中江经济圈的相关数据来对区域经济发展

动力进行论证。

１．消费者需求不足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起着直接和根本的作用。消费需求的扩大推动着产业的发展及产业结

构的优化，促进经济持久稳定的增长。从图１可以看出，珠中江经济圈三市的社会消费品总额占 ＧＤＰ的比

重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珠海市的社会消费品总额占比逐年上升，到２０１５年已经达到了４５．１％。这说明

珠海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有效地引导居民消费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山市的社会消费品总额

在ＧＤＰ中的份额较小，在２０１５年最高才达到３５．８７％。这反映了中山市的发展是外向型经济，依托出口商

品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江门市的社会消费品总额占ＧＤＰ比重最高时达到了４８．１７％，主要是因为江门

市面积及人口远比中山及珠海多，但是江门市工业拉动经济能力不足，所以导致江门市的社会消费品总额占

ＧＤＰ比重畸形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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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珠中江经济圈三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社会消费品总额占ＧＤＰ比重（％）

２．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大

珠中江经济圈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以２０１３年为一个节点，２０１３年以前，固定资产

投资率上升速度较快，２０１３年以后，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速度放缓，且中山市还出现了短期的下降，如图２

所示。这反映出固定资产的投资对珠中江经济圈三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持续上升的，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

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依赖大。但是在固定资产的投资过程中，珠中江经济圈存在重投入、轻效益的问题，部

分资金未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没能有效地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各部

门综合作用的结果，珠中江经济圈要保持适度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能过于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

图２　珠中江经济圈三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固定资产投资率（％）

（三）地缘产业同构化严重

产业同构化是指某一地区在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不断出现和增强的区域间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趋势，

产业同构化的增强导致区域竞争激烈，影响区域协作发展。珠中江经济圈三市由于地缘关系密切，区域内的

主要产业相似度高。根据王玉明（２０１３）的研究［８］，珠三角９个城市产业同构系数由２００７年的０．６３６上升到
２０１３年的约０．６７，这种过度趋同的产业结构使珠三角内部竞争消耗过大。根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省
情调查研究中心２００９年７月的报告称，珠中江经济圈的产业同构系数平均值为０．７２。按照张军的计算［９］，

２００９年珠海和江门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０．９８２、珠海和中山之间的为０．９９４、江门和中山之间的为０．９９５。

珠中江三市均以发展工业为主导，产业基本都以纺织服装、建筑材料、灯饰、五金制品、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

型行业为主［１０］。产业结构的相似导致各市在投资、人才和市场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竞争，影响区域内外

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制约着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长效发展。

（四）区域地缘经济发展协作效应不明显

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内所有城市的协作发展，珠中江经济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未能积极协调处

理好珠海、中山、江门三地之间的关系，珠中江三地未能形成有效的地缘经济协作互动，导致珠中江经济圈的

经济发展落后于广佛肇和深莞惠。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珠中江经济圈的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能力有限，区

域内地缘经济联系不紧密及不合理竞争依然存在［１１］。

１．珠海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不突出

珠中江经济圈作为珠三角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区域之一，珠中江经济圈在珠

三角区域中的经济地位，无论是在ＧＤＰ总量还是产业结构以及中心城市服务功能方面，当前还不足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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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支撑珠中江经济圈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中新的经济增长极。通过对彭芳梅的研究进行总结，发现珠海的经

济辐射、桥梁作用还不够明显，未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中心城市及新的经济增长极。按照《广东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珠海市的城市定位，珠海市的发展目标是打造珠江西岸核心城

市，在珠中江经济圈内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的作用。但是从表２可以看出，珠海市目前的ＧＤＰ发

展水平未能有效地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表２　珠中江经济圈三市与珠三角ＧＤＰ及占广东省ＧＤＰ比重比较

指标及占比 区域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

ＧＤＰ（亿元）

珠海 １４１０．３４ ２０２５．４１
中山 ２１９３．２ ３０１０．０３
江门 １８３０．６４ ２２４０．０２
珠三角 ４３７７９．４１ ６２２６７．７６

各区域占广东省ＧＤＰ比重（％）

珠海 ２．６８ ２．７８
中山 ４．１６ ４．１３
江门 ３．４８ ３．０８
珠三角 ８３．１１ ８５．５２

　　　　　　　　　注：数据根据各地统计年鉴整理。

通过比较广深珠三市在２０１５年的产业结构可以发现，珠海市第三产业比重为４８．０４％，远远低于广州

（６７１１％）、深圳（５８．７８％）（见表３）。而且珠海市目前存在第三产业结构层次偏低、行业覆盖面不广及内部结

构不完善、科技创新水平较低等问题。珠海市的经济发展目前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应具

有第三产业比重较大、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的特点，但是到目前为止，珠中江经济圈的中心城

市———珠海市，其经济发展规模及结构层次所发挥的中心城市功能还不够突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珠中

江经济圈的内部竞争较大、区域城市互补性较弱的问题，不利于推动珠中江经济圈的协作发展。

表３　广深珠三市在２０１５年的产业结构比较

指标
广州 深圳 珠海

ＧＤＰ（亿元） 比重（％） ＧＤＰ（亿元） 比重（％） ＧＤＰ（亿元） 比重（％）
第一产业 ２２６．８４ １．２５ ６．６５ ０．０４ ４５．１１ ２．２３
第二产业 ５７２６．０８ ３１．６４ ７２０７．９３ ４１．１８ １００７．３ ４９．７３
第三产业 １２１４７．４９ ６７．１１ １０２８８．２８ ５８．７８ ９７３ ４８．０４

　　　注：数据根据各地统计年鉴整理。

２．区域城市功能同构化阻碍协作发展

珠海、中山、江门三市同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城市群的西岸地区，且城市辖区相连，所拥有的资源

及产业技术相近，再加之区域公共管理理念的缺失及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未能突破行政区划，因而导致珠中江经

济圈三市在产业规划及发展方向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区域内重大项目的设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存在无序

竞争、产业雷同和重复建设等现象［１２］。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珠三角地区协调发展以及广东省积极推动珠

江西岸地区发展的过程中，珠中江三市在部分领域依然存在协作发展不到位的现象。不协调的竞争会给珠中

江经济圈在发展过程中带来资源浪费、相关成本增加、财政损失及减缓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等问题。

三、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珠中江经济圈产业结构实证分析
（一）偏离－份额分析法回顾

偏离－份额分析法（Ｓｈｉｆｔｓｈ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 Ｄａｎｉｅｌ（１９４２）和 Ｃｒｅａｍｅｒ（１９４３）相继提

出，后经Ｐｅｒｌｏｆｆ、Ｄｕｎｎ、Ｌａｍｐａｒｄ、Ｍｕｔｈ（１９６０）等学者总结并逐步完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由 Ｄｕｎｎ集各家之

所长，总结成现在普遍采用的形式。偏离－份额分析法是将一个特定区域在某一时期经济总量的变动分为

三个分量，即份额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

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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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１３］。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中，将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变化当成一个态度过程

来看，把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增长与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

（二）偏离－份额分析法模型的建立

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Ｇ）可以分为３个部分：地区增长份额（ＮＳ）、产业结构偏

离份额（ＰＳ）和区位份额（竞争力份额）（ＤＳ）。

关系式表示为：区域经济增长（Ｇ）＝地区增长份额（ＮＳ）＋产业结构偏离份额（ＰＳ）＋区位份额（ＤＳ）。

从而将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量分解为３个分量：
ＮＳ＝∑Ｙ０ｉＲ
ＰＳ＝∑Ｙ０ｉＲｉ－∑Ｙ０ｉＲ＝∑Ｙ０ｉ（Ｒｉ－Ｒ）
ＤＳ＝∑Ｙ０ｉｒｉ－∑Ｙ０ｉＲｉ＝∑Ｙ０ｉ（ｒｉ－Ｒｉ）
Ｇ＝ＮＳ＋ＰＳ＋ｄＳ＝∑Ｙ０ｉＲ＋∑Ｙ０ｉ（Ｒｉ－Ｒ）＋∑Ｙ０ｉ（ｒｉ－Ｒｉ）

（三）模型指标含义

地区增长份额（ＮＳ），表示珠中江经济圈各产业从基期到报告期内均按珠三角ＧＤＰ增长率增长所应实现的
增长份额。ＮＳ为正则表示珠中江经济圈产业的实际增长率高于珠三角地区平均水平，反之则结果相反。

产业结构偏离份额（ＰＳ），表示珠中江经济圈按珠三角地区ｉ产业增长率计算的增长额与按珠三角 ＧＤＰ
增长率所实现的增长额之差，它所反映的是珠中江经济圈相对于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

竞争力偏离份额（ＤＳ），表示珠中江经济圈第ｉ产业按实际增长率所实现的增长额与按珠三角地区同一
产业所实现的增长额之差，反映了与珠三角相比，珠中江经济圈在发展第ｉ产业方面具有区位（竞争）优势或
劣势。

（四）数据处理及分析

本文选取珠中江经济圈三市及珠三角地区九市的相关数据，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２０１５年为报告期，并通
过偏离－份额分析法对珠中江经济圈具体的结构分量、竞争分量进行测算，为珠中江经济圈的发展提供参考
借鉴。

表４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５年珠中江经济圈与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比较及构成

珠三角地区（亿元） 珠中江经济圈（亿元）

产业指标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 增长（％）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 增长（％） 应达值

ＧＤＰ ４３７７９．４３ ６２２６７．７６ ４２．２３ ５４３４．１８ ７２７５．４６ ３３．８８ ７７２９．０３
第一产业 ９２４．１ １１１６．３６ ２０．８１ ２３３．３６ ２８６．０９ ２２．６ ２８１．９２
第二产业 ２０９９１．８６ ２７１１７．５５ ２９．１８ ２９８４．６４ ３７２４．７２ ２４．８ ３８５５．５６
第三产业 ２１８６３．４７ ３４０３３．８５ ５５．６７ ２２１６．１９ ３２６４．６５ ４７．３１ ３４４９．９４

　　注：数据根据各地统计年鉴整理。

表５　珠中江经济圈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

产业 ＲＳ地区份额 ＰＳ地区份额 ＤＳ地区份额 Ｇ地区份额 Ｇ－ＲＳ地区份额
增量 增长率％ 增量 增长率％ 增量 增长率％ 增量 增长率％ 增量 增长率％

第一产业 ９８．５５ ４２．２３ －４９．９ －２１．４２ ４．１８ １．７９ ５２．７３ ２２．６ －４５．８１ －１９．６３
第二产业 １２６０．４１ ４２．２３ －３８９．５ －１３．０５ －１３０．７３ －４．３８ ７４０．０８ ２４．８ －５２０．２３ －１７．４３
第三产业 ９３５．９ ４２．２３ ２９７．８６ １３．４４ －１８５．２７ －８．３６ １０１８．４６ ４７．３１ １１２．５８ ５．０８
总计 ２２９４．８６ ４２．２３ －１４１．５４ －２．６１ －３１１．８２ －５．７４ １８４１．２８ ３３．８８ －４５３．７４ －８．３５

　　根据表４、表５，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珠中江的实际增长额小于假定的地区份额，总偏离为 －４５３．７４，ＧＤＰ

增长率低于珠三角地区８．３５个百分点，这说明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珠三角地区。珠中江经济

圈的产业结构偏离份额为负值，即－１４１．５４，增长率为－２．６１％，这表明珠中江经济圈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产

业结构缺少竞争力；从三大产业角度来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均为负值，这说明珠中江经济圈

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均存在不合理、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的现象。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份额为

７６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正值，但绝对值也不算高，客观地反映了珠中江经济圈与珠三角总体水平相比较，产业结构处在劣势地位。

珠中江经济圈的竞争力偏离份额也为负值，即－３１１．８２，增长率为 －５．７４％，这表明珠中江经济圈的区位竞

争力弱，低于珠江地区平均水平。仅第一产业的竞争力偏离份额（４．１８）属于正值，第二产业（－１３０．７３）、第

三产业（－１８５．２７）的竞争力偏离份额均为负值，这说明珠中江经济圈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竞争力比较

弱，这也表明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珠中江经济圈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在

比较产业结构偏离份额与产业竞争力偏离份额的绝对值时，竞争分量（３１１．８２）远大于结构分量（１４１．５４），

可见区域内部竞争激烈，珠中江三地之间的内部竞争对珠中江经济圈整体发展的影响仍在加剧。经过模型

分析，与珠三角地区相比，珠中江经济圈的产业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的优化调整，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

势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珠中江经济圈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

四、地缘经济视域下珠中江经济圈经济发展机制

（一）建立和完善区域地缘经济合作协调发展机制

在决定区域发展格局的各种因素中，制度是最根本的因素。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根本的是在于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１４］。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涉及广东珠三角地区、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而珠中江经济圈的资源禀赋远落后于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其它区域。基于此，珠

中江经济圈要充分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各项资源，依托地缘建立区域性的统一市场，推动区域资源的最

优配置。珠中江经济圈要借鉴好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公共管理经验，加强区域内公共服务的交流与合

作，建立健全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协作管理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１５］。区域经济

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能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促进区域经济合作顺利进行，并成为利益分享与补偿

机制供给的内在动力。珠中江经济圈在区域内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立足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及其主要问

题，加快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发展机制体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１６］。珠中江

经济圈内建立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协调发展机制，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及推进珠中江经济圈发展的客观要

求，也是培育珠中江经济圈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要求。

（二）结合地缘经济特点，统筹兼顾错位发展

珠中江经济圈应该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颁布的《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布局和

项目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优先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珠中江经济圈三市应结合

地缘经济特点，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明确区域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目标，统筹兼顾错位发展，避免陷入区

域产业结构趋同化。珠中江经济圈要重点支持中山风电装备、江门轨道交通装备、珠海航空装备等以先进装

备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地缘特点错位发展，合力推动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珠

中江经济圈要统筹错位发展，明确各市的发展方向。珠海市要积极打造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建设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及生态文明新特区；中山市要积极创建世界级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珠江西岸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

区域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珠三角宜居精品城市［１７］；江门市要以打造珠三角西翼与粤西地区联系的交通门户、

珠江西岸综合交通枢纽、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全国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示范市、中国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为发展目标［１８］。珠中江经济圈三市要明确自身的发展目标，结合地缘

经济特点，实行错位发展，缩小区域产业同构系数，避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

（三）依托地缘关系培养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中心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市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主导地缘作用，能够带动周边相关区域

的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背景下，珠中江经济圈要明确珠海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集中资

源，依托地缘关系积极推动珠海市建成珠江西岸中心城市。借助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国际化的视野，依托深港

澳引入国内外资源，推动珠海市建设国际化创新城市，构建创新生态圈，提升珠海高新区的创新能力和辐射

能力。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运输资源，发挥广东自贸区的优势，将珠海市打造成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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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中的重要航运服务中心、货物转运中心、对外贸易中心，提升珠海对珠江西岸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产业转移，提高珠中江经济圈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及加快区域开发进程，带动珠中

江经济圈城镇带聚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将进一步凸显珠海市的区位优势。珠海市连接澳门、香港，坐

拥横琴自贸片区，有机场、高铁网络、大港口，融入大湾区后发展潜力巨大。珠中江经济圈应依托地缘关系集

中资源发展珠海市，大力开发中山、江门，辅以若干重点城镇，加强珠中江经济圈的内部经济联系，共同构建

珠中江经济圈，合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内新的经济增长极。

（四）创新地缘发展模式

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时代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首要位置，指明了我国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也为粤港澳大湾

区背景下的珠中江经济圈指明了发展道路［１９］。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为了推进珠三角地区的协调发展，

加快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三大经济圈中，珠中江经济圈的

发展程度不如广佛肇、深莞惠经济圈，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创新能力欠缺，地缘合作发展模式不完善。在经济

发展新时代，珠中江经济圈要坚持发展新理念，创新地缘发展模式。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

国内人才的聚集地，科技与金融的引领地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为珠中江经济圈提供发展所需的人才、科技、

金融资本［２０］。珠中江经济圈要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快速发展，就要依靠大湾区创新地缘发展模式，

增加珠中江经济圈与香港、澳门地区的联系，依托地缘关系，构建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争取在广东省新一轮对外开放中走在前列。

注释：

①　珠中江经济圈是指广东省内珠江、中山、江门三市组成的地处珠江口西岸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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