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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策略研究
———基于珠海与粤港澳大湾区互动的视角

庞前聪 （珠海市城乡规划编审与信息中心，广东 珠海，５１９０００）

【摘要】湾区城市群的空间协同有助于发挥各城市的初始禀赋与比较优势，实现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基于珠海和粤港澳

大湾区互动视角，以城市群空间协同为研究目标，剖析其空间协同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及对珠海的要求，由此提出

融入“湾区生产网”、“湾区生活网”、“湾区生态网”三方面发展策略，作为珠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以期为

湾区各城市更好地融入湾区城市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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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发展与区域竞合加剧，城市与区域正经

历着巨大变革，城市间以空间协同的形式取长补

短、实现合作共赢已成为城市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方式之一。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的正式印发，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被

纳入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局中，是我国未来发展的

重大战略地区和经济增长极。 然而，大湾区环境的

复杂性、制度的多元性、中心结构的动态性等特征，
使得大湾区空间协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在港珠

澳大桥建成通车等新的历史机遇下，珠海如何依托

自身优势及特色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

发展，对促进珠海汇聚更多资源、迸发更强能量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

１　 城市群空间协同的理论与实践

１ １　 城市群与空间协同的关系

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

的重要标志，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紧凑集约和

高效绿色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 从空间特

征来看，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

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

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

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发
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

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１］。 从区域发展角度

来看，城市群是资源高度密集的城市连绵区，其整

合区域资源的能力打破了行政区的划分，提高了区

域整体的经济联系和竞争力［２］。 从形成机制上来

看，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要素聚集和扩散所导致

的，市场效率机制下经济要素在局部地区高度聚

集，由于聚集成本的升高，使得经济要素向周围城

市扩散，从而逐渐带动城市群的形成［３］。 可以说，
城市群的形成就是城市之间资源互动、协同发展的

结果。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能够充分发挥不同城市的

比较优势，避免核心城市内部要素的过度集中而造

成的不经济性，带动周围城市的产业升级，从而既

能平衡各个城市内部的发展矛盾，又能促进区域性

的合作互联。 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城市群作为一个

有机体，存在着联系各个城市生产、生活、生态“节
点”与“流”的空间，这些空间形成了城市群的网络

体系特征［４］。 相反，非空间协同的城市群内单个城

市或区域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散点而非节点，从而

阻碍城市群系统的要素共享与分工协作［５］。
１ ２　 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的三个维度

湾区城市群是城市群的一种特殊类型，最早从

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湾区城市群，到如今全球五十

多个湾区经济体，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港湾经济一

直发挥着引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６］，能够形

成“城市群”、“港口群”、“产业群”三者合一的巨大

经济群以及成为连通通向国际经济体的海洋与广

阔内陆地区的桥梁［７］。
湾区城市群在“拥海抱湾，合群通陆”的重要特

征下有其独特的空间协同方式：生产空间协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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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拥湾城市的产业联系，构建以交通网络串联的

产业合作平台；生活空间协同，提高环湾人口的流

通强度，打造适宜居住和旅游的生活区和服务设

施；生态空间协同，湾区周边城市对湾区的水环境

共享共治，协力提高湾区生态安全格局和谋求对海

湾的永续利用。
１ ３　 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的实践

图 １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变三大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三大

湾区城市群包括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

区［８］，欧洲和东南亚等地区也存在发展成熟或具有

较强潜力的湾区城市群。 通过全面梳理全球主要

湾区城市群的实践经验，可总结出湾区城市群在生

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三个维度的空间特征。
在生产空间维度，湾区城市群具有区域分工明

确、生产职能外拓的特征。 旧金山湾区城市群呈现

多中心的紧凑型空间格局，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

三大城市分工明确，分别是金融文化中心、港口工

业中心和高新技术中心。 生产职能外拓也是湾区

城市群产业空间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以东京

湾区内城市群为例，东京湾区从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就开始实施“工业分散”战略，
将一般制造业外迁，使东京都逐渐蜕变为以对外贸

易、金融服务、精密机械、高新技术等高端产业为主

的现代国际都市。
在生活空间维度，湾区城市群通过区域公共服

务设施升级、跨境生活区建设、市内公交系统完善、
人文旅游资源开发等多项举措，着力建设高品质城

市。 以卢森堡—法国建设的跨界生活新城为例，自
２０００ 年卢森堡在与法国交界的地区实行“Ｂｅｌｖａｌ”计
划，边界区域逐步成为区域就业中心，并逐渐演化

为一个建立跨境生活新城的计划 （ ｌｅｐｒｏｊｅｔ “ Ｅｓｃｈ⁃
Ｂｅｌｖａｌ”）。 在市内公交系统完善方面，东京湾以城

市电气轨道、地铁、路面电车、公共汽车及出租汽车

构成了庞大的公共交通系统。 在人文旅游资源开

发方面，欧洲文化之旅串联起了跨境历史人文资

源，对不同国家的同一文化主题旅游线路进行有效

对接，丰富游客体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在生态空间维度，世界各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

生态环境改善方面也联动起来，共同营建宜居宜业

宜游的优质生活环境。 如东京湾区开展流域环境

共同治理，东京、横滨、川崎、千叶等湾区城市共建

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

动机制，以流域为控制单元，建立流域环境综合管

理模式，探索水质水量统一管理。
通过对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理论和实践经验

的研究可以发现，湾区城市群发展中的空间协同是

一种以区域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平衡发展模式，具有

多层次、网络化密切联系的特征，目标是促进区域

的共同繁荣。

２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变历程及趋势

２ １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演变主要

经历了三大阶段（图 ２）：一是改革开放后到港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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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前，承接香港制造转移的珠三角东岸优先崛起，
村镇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使得珠三角城市空间呈点

状、沿线分散式发展；二是 ２０００ 年开始，城市空间向

区域化扩散，并在珠三角城市化中发挥主导作用；
三是 ２００８ 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城
际轨道、绿道等区域设施和休闲网络的建设加速了

三大都市区一体化进程，推动珠三角向网络化发展。
２ ２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演变趋势

总结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三大

国际一流湾区在空间上呈现的共同特征可以得出，
世界级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成型大体需要经历城镇

集群、城镇密集区、都市连绵区和都市圈集群等四

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目前正处于由都市连绵

区向都市圈集群的过渡阶段［８］，其空间协同的发展

趋势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
２ ２ １　 从“两极拉动、多点发展”到“三核引领、多
中心网络化”

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可以看

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广州、深港两个

区域发展极核，珠海、澳门等为区域副中心，东莞、
中山、肇庆、江门等为地区中心的“双核带动、多点

分散”发展格局。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

施，未来湾区将构筑起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
门—珠海三大发展极核，澳珠地区也将努力承担起

珠江西岸“发动机”、“核心引擎”的重要区域功能。
而以客运专线和高速铁路为轨道交通线网主骨架、

城际轨道和城市轨道相互衔接的轨道网也促使湾

区形成一批由特大型区域性枢纽、大型区域性枢

纽、门户型枢纽和城际轨道枢纽组成的枢纽机会地

区，这些枢纽机会地区将引领城市群结构体系的再

优化，从而打破原有的城市中心集聚而外围扁平的

格局，形成“分散化的集聚”态势，共同推动湾区逐

渐向“三核引领、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格局转变。
２ ２ ２　 从“东强西弱”到“区域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外资引进、产品输出基本

以香港为主要通道，以深圳、广州、东莞为核心的珠

江东岸地区率先崛起，集聚大量外资、外贸、技术资

源，现代服务业向纵深发展，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型升级的步伐走在珠三角前列。

图 ２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 １　 珠中江与深莞惠主要发展数据对比

统计数据 珠江东岸（深圳＋东莞＋惠州） 珠江西岸（珠海＋中山＋江门） 西岸与东岸的差距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３３９０２ ７３ ８７９５ ７４ ２６％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４３１３ ２８ ８４９ ５１ ２０％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亿元） １０８２ ００ １８３ ００ １７％
出口总额（亿元人民币） ２５７９９ ８３ ５０１４ １７ １９％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４６２４９ ００ ４１５３３ ００ ９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然而，地理空间的隔绝即将被新的区域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所改变。 目前已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

桥、接近完成的虎门二桥以及即将建设的深中通

道、深茂铁路等跨湾交通的建设，将极大缩短东西

两岸的时空距离，加强西岸地区与香港的联系。 未

来，珠江西岸可以依托较为充裕的土地供给、良好

的生态环境和较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为其承接来

自珠江东岸的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基础，珠江口东

西岸的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大湾区将从“东强西弱”的经济发展格局向“区域平

衡发展”逐渐转变。
２ ２ ３　 从各自为政的“行政区经济”到日益密切的

“网络化区域经济”
一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都有非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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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的等级序列，港―深―广构成的发展轴具有经济

区位优势和行政级别优势的双重叠加，使得沿线在

吸引优质资本、技术和人才、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等

方面都具有更大优先权，从而进一步强化发展差

别。 中国城市的等级化现象不但表现在城市之间，
在城市内部也存在，城市中心区是政府所在地，各
种配套和发展机会优先获得，而外围的组团或者乡

镇，公共服务的配套和发展往往滞后。
在创新日益重要的后工业化时期，创新驱动将

打破现有的行政区经济和公共服务配置方式。 环

湾地区交通便利、环境优质和土地相对低成本的特

点，将为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优良场所，形成

湾区的高端功能带。 此外，未来各市将环湾地区投

放的一系列高标准配套和区域一体化设施进行整

合后，珠三角有望形成一个新的城市群体系格局，
即由现在的“轴线―边缘”结构，转变为围绕湾区的

“圆桌型”结构，将有利于各种要素向原来层面更低

的城镇流动。 珠三角数量巨大的中小城镇以及在

小城镇的企业可以跳出所属城市的范畴，利用粤港

澳大湾区的品牌效应提升自身对外吸引力。 综上，
创新的驱动将使原来各自为政的“行政区经济”向

“网络化区域经济”转变。

３　 珠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发

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 １　 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和辐射能力不足

３ １ １　 高端要素的联系强度与核心城市的定位不

匹配

从 ＧＤＰ 总量、人口数量、基于传统重力模型的

城市联系度等数据来看，珠海的经济地位较弱，除
与澳门联系强度较高（５０００ 亿元·万人 ／ ｋｍ２以上）
之外，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联系均很薄弱，未能像

深港带动东岸发展那样带动西岸发展，城市能级仍

未达到区域核心城市要求。 从手机信令数据来看，
珠海与中山、广州、江门、深圳等城市之间的人口流

动较为频繁，其中珠海与中山联系最为紧密，月均

人口流动数量达 ２５ 万人以上，与肇庆、佛山、香港、
惠州等人流往来较为稀少，月均人口流动数量不足

２ 万人。 可见，珠海对于湾区内人员的吸引程度和

输出强度均有待提高，珠海目前仍处于地方中心城

市级别，对区域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３ １ ２　 对外交通可达性较差

图 ３　 基于传统重力模型的城市联系度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高速公路、铁路总里程偏低。 高速公路总里程

在珠三角中排名倒数第二，铁路总里程排名倒数第

一。 珠海高速公路处于末梢，对西岸地区辐射有

限。 珠海到达粤西主要城市距离在 １５０ｋｍ 以上，其
中距离阳江市 １５０ｋｍ，３ｈ，距离茂名市 ２５０ｋｍ，５ｈ，距
离湛江市 ３２０ｋｍ，６ｈ。 在往粤西地区时空圈域中，珠
海西区处于 １５０－３２０ｋｍ 的 ３－６ｈ 时空圈域中。 作为

粤西的珠三角龙头，与粤西的交通通达性不畅，时
空辐射能力不强。
３ １ ３　 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低，产学研结合不紧密

从加工制造业空间分布格局来看，珠海的制造

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规模较小，远低于西岸的佛

山，同时在空间上也与中山形成了产业空白地带，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协作度不高。 从服务业空

间分布格局来看，珠海虽然在金融服务业和批发服

务业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整体规模较小，没有形成

湾区核心城市应有的服务功能。 从创新经济来看，
珠海的研发经费投入和专利授权量在珠三角城市

中位列第七位，创新体系尚不完善，本地高校对产

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人才保障能力不强，金融与科

技衔接不紧密，对实体经济发展支持不力。
３ ２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

从基于公共服务设施 ＰＯＩ 区域公共中心空间

分布来看，广州、深圳、香港已形成公共服务设施集

聚、服务能力较强的公共服务中心，而珠海公共服

务设施特别是高端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区
域影响力较弱。 从珠海面向区域特别是港澳居民

的公共服务的影响力来看，珠海市与港澳标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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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港澳大湾区电气机械制造（左）与电子信息业（右）空间分布格局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的教育、医疗、居住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足，邻接

港澳、服务港澳的作用尚未显现。 从旅游服务联动

港澳发展来看，珠海接待国际游客数不足港澳的三

分之一，作为珠海主要旅游景点的长隆旅游度假

区，接待国际及港澳台游客占总游客数不及 ２％，珠
海的旅游服务对来港澳的国际游客承接仍然偏弱。

图 ５　 基于公共服务设施 ＰＯＩ 区域公共中心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３ ３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统筹协调

珠海整体大气环境质量良好，但由于西岸本身

地理环境不易于污染扩散，且城市之间联防联控相

对不足，使西岸整体空气质量不如东岸。 从 ＰＯＩ 捕
捉的公园绿地分布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但设施之间的连通性不佳，且西岸的公

园绿地密度（０ １７６ 个 ／ ｋｍ２ ） 弱于东岸（０ ６１３ 个 ／
ｋｍ２）。 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软件，从地图上将公众根

据兴趣上传的“照片点”来反映兴趣点分布密度，东
岸的密度为 ２ ６６％，西岸为 １ １３％，东岸是西岸的 ２
倍。 生态保护协作机制尚未建立，生态要素缺乏有

机联系，如珠海、中山、江门交界处的山体边界、沿
河绿地等生态资源受到城镇侵蚀。 旅游资源缺乏

整合，区域性旅游线路有待优化，如珠海唐家湾与

中山南朗的名人文化具有同源性，但两地历史人文

资源缺乏整合。

图 ６　 基于 ＰＯＩ 的粤港澳大湾区公园绿地设施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４　 珠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协同总

体思路

　 　 珠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总体目标为：
抓住港珠澳大桥通车的契机，深度携手港澳，建设

珠江西岸核心城市，成为湾区第三发展极，与湾区

其他城市协同发展、错位发展、共享发展。
４ １　 融入“湾区生产网”，携手澳门打造湾区西岸

新发展极

４ １ １　 预留高铁、城际轨道通道，促进与湾区核心

地区的快速直连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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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三条直通湾区重点地区的高铁、城际轨道

线位置。 其中，预留广中珠澳高铁建设通道，实现

珠海与广州中心城区的快速直通。 预留深珠江肇

高铁建设通道，实现珠海与深圳、江门、肇庆的直连

直通。 预留广珠城际轨道延长线建设通道，实现广

州南站枢纽、横琴口岸与珠海机场的无缝对接。
协同建设环珠江口湾区轨道环线，构建“轨道

上的大湾区”，实现网络化优势资源整合。 加快推

进广珠城际延长线拱北—横琴段、横琴—金湾机场

段建设，适时推进深珠城际、深港澳珠城际建设，建
立“环珠江口湾区轨道环线”，将环珠江口地区的南

沙、前海、横琴等核心资源与香港、澳门串联起来，
将区域内几大机场、港口、高铁枢纽串联起来。

图 ７　 珠海三条直通湾区重点地区的轨道线位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４ １ ２　 做好与跨海通道、机场、港口的高快速路衔

接，建立便捷的集疏运网络

预留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跨海通道的高

快速衔接系统，适时推进黄茅海大桥建设。 其中包

括：构建对接港珠澳大桥的“１＋６”高快速路系统，实
现珠海各地区与港珠澳大桥的快速通达；构建对接

深中通道的“３＋５”高快速路系统，实现珠海各地区

与深中通道的快速通达；构建对接深珠（伶仃洋）通
道的“２＋５”高快速路系统，实现与深圳的直连直通；
积极推进黄茅海跨海通道工程建设，加强对粤西腹

地地区的辐射作用。
完善珠海机场与湾区其他城市的集疏运网络，

推进珠海机场扩能增效。 建设机场与港澳、中江等

城市间的快速通道系统，实现机场与重要城市和地

区的直连直通，推动机场国际化建设和与港澳机场

的全面合作，多方面强化国际航运枢纽功能。
完善高栏港集疏运体系，强化高栏港国际航运

枢纽功能。 其中主要包括：完善对接广州、江门、中
山、澳门的疏港路系统建设；加强高栏港国际航运

枢纽功能建设，建成多式联运示范性工程；以及深

入开展万山港区作为珠江口超大型深水港区规划，
将万山群岛作为珠海港口拓展的战略资源储备。
４ １ ３　 建设“珠海—中山—江门—佛山”先进制造

业协作区，做大做强实体经济

通过建设“珠海—中山—江门—佛山”先进制

造业协作区，实施“三品” （增加品种、提升品质、创
造品牌）战略，做大做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实体

经济。 具体以高栏港经济区为主体，利用珠海高栏

港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基地，加强与佛山、中山、江门

等珠江西岸城市在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合作，大力实

施智能制造和“工业强基”工程。 同时，促进传统产

业的现代化，以富山—新青产业区为载体，发挥格

力龙山生产基地的带动效应，让更多的传统产业体

现时代元素，让更多的民生产品体现智慧、绿色的

时代特征。
４ １ ４　 建设“珠海—深圳—广州—香港—澳门”战
略性新兴产业协作区，提升发展以智能制造为主要

内容的新兴产业

结合珠海的目前空间发展现状，以唐家湾高新

区为载体，加强与深圳、广州、香港在智能制造产

业、人工智能产业、互联网及信息软件产业、高科技

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协作。 以空港经济区为载体，加
强与深圳、广州在航空制造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方

面的合作，积极推进珠港澳航空会展科研合作区、
生物医药合作区建设。 借鉴海南中医药产业园的

经验和做法，加快建设横琴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联合澳门大学等科研机构强化中医药科研实

力，推动中医药走现代化产业发展道路。
４ １ ５　 建设“珠海—香港—澳门”现代服务业协作

区，促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充分发挥港珠澳大桥的通车优势，以大桥经济

区（横琴自贸区、保税区和洪湾地区）为平台，深化

珠港、珠澳地区的产业合作。 规划建设粤港澳现代

服务业、高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国际高端旅游产

业、保税物流等多元合作平台，打造横琴粤港澳创

新合作示范区，促进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 远期加

强与港澳的升级合作，高起点规划建设鹤洲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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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珠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产业协作区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商务服务合作区和鹤洲南高端健康服务合作区。
４ ２　 融入“湾区生活网”，建立面向港澳居民的优

质生活区

４ ２ １　 建立面向湾区的公共服务中心，提升公共服

务区域影响力

将鹤洲南打造为区域性公共服务中心。 依托

广佛江珠城轨、广珠城轨及中江高速、沿海高速、广
澳高速、机场高速延长线等区域性公共交通网络，
在鹤洲南地区建立面向湾区的区域性公共服务中

心，加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高等院校、高端会展中

心、旅游服务中心及艺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大型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营造高品质公共空间，完善文

化休闲艺术设施。
建立面向港澳居民的生活示范区。 引进港澳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管理经验，鼓励港珠澳三地

更多中小学结为“姊妹学校”，在横琴建设采用港澳

教材的港澳子弟校区。 加强面向港澳同胞的医疗

康养服务设施建设，允许港澳医师以港澳办医模式

和标准、行医方式和习惯来珠海办医、行医。 在马

骝洲水道南岸建设与港澳建设标准接轨、社会保障

服务衔接的优质国际化社区。 在横琴加快建设集

教育、医疗、居住、社区服务为一体的“琴澳新街坊”
项目，为澳门居民在横琴及一体化地区生活居住提

供更大空间和便利。
４ ２ ２　 完善口岸、城际轨道站点交通换乘接驳系

统，便捷内外交通联系

完善口岸地区交通换乘系统，加强城际轨道交

通与珠澳口岸联系，通过机场城际轨道紧密联系拱

北、湾仔、十字门、横琴口岸，集散进出口岸区域客

流。 其中，规划中的广佛江珠城际可考虑与机场城

际线贯通运营，服务于横琴口岸，分担拱北口岸过

关压力。 整合拱北口岸前公路客运站，规划建设服

务于旅游大巴、出租车以及社会车辆的停车场，新
建公交首末站，缩短通关人员的步行距离。 结合横

琴口岸“二线管理”制度，在二线关处加强常规公交

接驳运营。 加强联检岛口岸港澳车辆、旅游大巴停

车场、立体停车楼建设，在联检楼两侧应设置公交

场站，强化对接港珠澳大桥客流的公交接驳运营。
加强珠海北站、唐家湾站、前山站等城际轨道枢纽

与城区公交网络联系，通过公交枢纽进行客流转换。
４ ２ ３　 预留对澳门供应设施通道与接口，强化基础

设施保障

推进粤澳联网第三输电通道及相关配套供电

设施建设。 新建珠海洋环至澳门新澳 ２２０ｋＶ 直接

供电线路，加强珠海变电站到澳北站及鸭涌河站、
珠海琴韵至澳门莲花两条输电通道监测，确保对澳

供电线路安全运行。 在横琴天然气门站处预留对

澳门供应天然气管道。 加快推进由珠海竹银水库

经横琴进入澳门沊仔岛的供水管道建设，强化珠海

对澳门供水保障能力。
４ ２ ４　 建立粤港澳旅游合作示范区，共建世界滨海

旅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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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程多站”世界著名旅游休闲目的地。
共建粤港澳旅游合作示范区，联合港澳建立包含珠

海长隆海洋主题公园、金湾航空科技体验主题公

园、香港迪士尼乐园、海洋公园等东半球国际主题

乐园群，适时引进国际级品牌乐园落地鹤洲南。 积

极争取游艇自由行政策，在横琴联手打造延伸港澳

国际邮轮旅游航线的邮轮母港，建设游艇及游轮母

港综合体，开通港珠澳滨海旅游精品线路，将粤港

澳三地主要旅游海岛、主题公园、高档旅游消费节

点、历史文化节点等串联，形成粤港澳“一程多站”
滨海旅游精品线路网。

建立承接港澳高端游客的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在口岸、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及城市功能节点处建

设面向国际游客的粤港澳一站式旅游综合服务中

心，提供多语言的面对面咨询、网站查询、预定系

统、旅游地图、交通导航、介绍手册等全程旅游信息

服务，成为区域国际旅游信息服务中枢。
４ ３　 融入“湾区生态网”，建设共享开放的生态休

闲空间

４ ３ １　 加强西岸区域生态支撑系统建设，维护区域

生态安全格局

共同保护珠中江生态绿核，共建区域生态廊

道。 按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构建生

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要求，珠海、中
山、江门以“五桂山—黄杨山—古兜山” 为生态绿

核，通过西江、潭江及诸河水体、岸线，串联自然山

体、连片农田、绿化隔离带和防护林带等，形成网络

状的生态隔离廊道。 在珠中江主要城镇区之间形

成有机的分隔与联系，同时为城乡居民提供广阔的

郊野游憩休闲空间，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

质量。
建设以万山群岛海域为核心的粤港澳海上生

态保护区。 万山水拥澳门，海接香港，既是珠三角

的门户，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中心，拥有十分

独特、优越的海洋海岛资源。 加快建设万山群岛海

上国家级生态公园和海洋生态保护区，坚持绿色发

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深入推进近海养殖清理整

治，实现海岛垃圾打包外运和污水无害化处理全覆

盖。 建设人工鱼礁和海洋牧场，优化万山海域生态

环境，将万山群岛建设成为粤港澳海上生态绿核。
４ ３ ２　 协同谋划珠澳、珠中江等跨界绿道，形成互

联互通的绿色开敞空间网络

推动珠海绿道网与澳门绿道系统相衔接。 包

括推进省立绿道 １ 号线与澳门半岛绿环、新城填海

区滨海绿廊、氹仔莲花单车径等绿化和慢行网络相

衔接，促进珠海城市绿道建设与澳门绿道系统相协

调，完善跨界绿道口岸通道建设，形成满足跨界绿

道便捷通关需求的跨界绿道网。
推动珠中江三市共同完善西江流域绿道网建

设络。 新增崖门炮台—御温泉绿道段，将珠三角 ４
号区域绿道珠海段同珠三角 ６ 号区域绿道江门段相

衔接；通过纵向衔接珠海市琅环森林公园—海滨公

园绿道段与珠三角 ４ 号区域绿道中山段，加强中山

与珠海中心城片区的绿道联系。
４ ３ ３　 共同推进水岸公园建设，构建区域共享的滨

水游憩活动空间体系

珠海可以结合城市滨水生态和开敞地资源，携
手打造珠中江水岸公园带。 联合中山推进淇澳—
崖口红树林湿地公园系统建设，同中山共建沿磨刀

门水道东岸湿地公园系统，携手江门共建环崖门湿

地公园系统，共同保护区域湿地。
４ ３ ４　 联合中山、江门、港澳等上下游城市，推进环

境共治

珠海应联手澳门采用“截污、清淤、补水”等治

理手段整治鸭涌河，与中山加强前山河流域岸线管

理，实现前山河的齐防共管、共治共享。 在珠海与

中山、江门、澳门跨界地区增设区域空气质量监测

子站，联合开展污染源普查工作。 整合、保护和利

用珠海、中山和江门三市的滨海资源，通过统筹近

海水域、海岸带及近海岛屿的产业发展和管理。

５　 结语

　 　 湾区城市群的空间协同需要各城市通过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突破行政区划制约

自由流动，实现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实现

城市群整体利益最大化。 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发展

经历了村镇工业化、城市区域化、区域网络化三个

阶段，多中心网络化、东西两岸均衡发展、“圆桌型”
城市关系等发展趋势，对珠海携手澳门打造湾区西

岸发展极提出了新的要求，珠海应从生产、生活、生
态三大空间协同方向入手，通过融入高效直通的 １
小时湾区交通网、建设对接协作的产业合作平台、
建立港澳共享的宜居生活空间、打造区域联通的生

态游憩网络等发展策略，实现与湾区其他城市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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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错位发展、共享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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