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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落实“南沙方案”的若干建议 

 

 

内容摘要：2023 年 3 月 3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广州市

财政局在穗联合举办了“打造大湾区发展引擎：‘南沙方案’专

题研讨会”。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同志介绍了方案落实情况，来

自国家级智库、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界资深专家就进一步推进“南

沙方案”提出建议。本期研究参考是与会专家主要观点择要。 

关键词：大湾区；发展引擎；南沙方案 



 

1 

关于推进落实“南沙方案”的若干建议 

 

2023 年 3 月 3 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广州市财政局在穗联

合举办了“打造大湾区发展引擎：‘南沙方案’专题研讨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

世锦提出，南沙片区建设要主动把握产业、区域经济和人口变化的趋

势，实现差异化定位和发展。首先，要前瞻性地布局前沿产业和未来

产业。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产业上向头部企业集中，

区域上向沿海城市群、都市圈集中。广州和南沙片区有很好的基础，

要关注和把握新近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和动向，主动布局新能源汽车

和人工智能。其次，高度重视人口和人才问题。人口总量负增长后通

常会伴随着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创新和发展质量的提升要更依赖

人力资本的水平。南沙片区不仅要为港澳人才就业创业提供平台，还

要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不仅要吸引高端人才，还要通过大力完善公共

服务吸引农民工人才，推动人口的发展性消费。第三，把握数字经济

和绿色发展的潮流，发挥后发优势。南沙在数字政府建设上可以后来

居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这方面做了一点探索，可以利用数字模

型助力政府政策决策。党的二十大提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发展，可以在南沙率先发展相关的评估指标体

系。第四，南沙的改革要遵照中央的授权改革，也要发挥主动性和创

新性，可以多争取一些改革政策，胆子大一点往前走。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认为，要深入领会中

央对南沙片区的定位，把南沙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

撑区”。他指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一带一

路”17 次，并且还有专章论述。在前海、横琴、南沙三个片区方案

中，“南沙方案”六次提到“一带一路”，相比于前海和横琴，南沙

与“一带一路”的关系最紧密也最具有实质性。为此，他提出要做好

十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高举“一带一路”的旗帜，打造“重要支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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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杆；二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三是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进贸易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四是整合粤港澳力

量，打造“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五是创办“‘一带一路’博览会”

并在南沙落地；六是建立“‘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促进联盟”；七是

利用南沙航运优势，建设全球进出口商品质量溯源中心；八是构建面

向“一带一路”的交通网络体系；九是建设“一带一路”的综合服务

中心，包括项目服务、法律服务、审计服务、咨询服务、培训、数据

服务等；十是加强“一带一路”教育智库的项目建设，把南沙打造成

为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重要基地。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建议，南沙要以基

于区块链技术的数据要素互联互通为抓手，引领粤港澳联动发展、让

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三地只有实现规则机制对接才有

真正的互联互通。未来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是数据要素的平台连通。大

陆和港澳地区数据既不能出境，又需要信息互通，唯一可行的技术实

现方式就是区块链。未来要做机制对接高地，重要的就是把区块链作

为数据要素互连互通的基础设施。只要南沙把区块链连通境外的基础

设施做好，形成标杆性应用，就可以直接复制到“一带一路”、东盟

信息港以及其他方案中去，这是对国家的贡献。单志广还提议，现在

不宜盲目搞超算，南沙可以打造牵引港澳一体化的智能计算平台，建

设智能计算中心，为未来的大模型和人工智能、车联网、智慧城市提

供算力支撑。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总工程师张晓彤围绕南沙推动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强化央地对接。南沙可以更好地利用

国家的支持政策，在大湾区相关政策统筹下，围绕行业应用赋能，区

域落地推广，生态机制建设等方面建立健全政策体系；二是加快产业

数据应用。建议加快推动建设市区两级产业大数据平台，面向企业提

供定制化、个性化测评和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提质降本增效、绿色安

全发展，助力政府产业治理能力的提升；三是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建

议南沙围绕汽车、集成电路等特色支柱产业，引导并支持相关标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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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牵引作用，着眼中小企业发展大局，充分结合

南沙区域优势，打造标志应用，支撑服务平台，立足南沙辐射广东，

以及大湾区工业企业，形成行业优势带动全国平台发展；四是推动重

点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建议面向重点行业，组织龙头企业开放应用的

场景试点，向工业互联网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企业出题，推动建

立重点行业的数字和转型需求清单，明确通关方向和任务目标，推动

市区两级优秀数字化转型产品和解决方案目录建设，加速优质解决方

案应用推广，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五是健全数字人才体系。建

议南沙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在政策和资金上支持本地的高等教育学

校、职业教育学校等院校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专业学科，提升数字人

才供给能力。 

普华永道资深税务专家吴昱英基于在服务大湾区企业的经验，提

了五条建议：一是要更加注重产业配套。与前海、横琴不同，南沙本

质上是一座新城，需要有新兴战略性产业之外的其他配套产业，要扩

大产业鼓励范围；二是制定先行启动区实质性运营政策时，应有适度

灵活性。把 15%的税收优惠扩到全区；三是争取中国企业“走出去”

综合服务基地的税收优惠。总部在南沙的企业，从海外投资赚的钱回

到南沙不需要再按照国内税率去补税；四是要重视吸引企业背后的创

业股东，更大力度吸引顶层创业人才；五是用好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

建立跨部门的联络和协调机制，帮助企业项目更快落地。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认为，“南沙方

案”落实中突出了支持吸引港澳人才就业创业，这十分重要。但是，

如果税收优惠对象仅仅是港澳籍人才，会导致优惠面过窄。建议对一

定层次以上的人才，只要进入南沙都能享受一定的优惠。此外，央行

等金融主管部门出台了支持前海、横琴的“三十条”，建议南沙也争

取相关政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表示，“南沙方案”落实要关注

外部风险和内部转型风险。从外部看，由于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产业

链脱钩，我国在美国进口份额持续下降，而对美顺差是我国顺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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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需要警惕这一趋势。此外，美国也在基础设施、芯片、新能源

产业发力。从内部看，人口转型、能源转型，使我们传统产业包括汽

车产业都面临严峻挑战。他认为，未来南沙要更关注健康产业发展，

要把健康管理、医疗、社会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整合起来，建议建设

综合的健康数据库，支撑健康产业发展。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朱美丽、赵崧妍、王路、李帆 

广州市财政局  陈斌、罗紫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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