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世纪工程”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在金秋时节相继开通，标志着粤港澳

大湾区地理上的互联互通翻开新的一页，三地正式迈入“一小时生活圈”。这样一个拥有

11座都市、近7000万人口、土地面积超过纽约、东京、旧金山湾区总合的超级城市群，

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又有哪些投资机会？

西泽投资基金经理杨艳与我们分享了她对大湾区的最新解读和展望：

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很早就有，2009年就提出，但一直没有放到一个战略高度。大湾区上升到国家战

略高度是在2017年3月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对标世界三大湾区：东京、旧金山及纽约湾区

的雄心。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近期“南巡”广

东、走访当地民营企业，主持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我们相信今秋这个契机可能是大湾区真正协同的开

始。

未来大湾区会是全球最有潜力的一个湾区，因为其同时具备中国最后的人口红利，制度优势和制造业基

础，因此能在全国1%不到的土地上，不足全国5%的人口，产出全国13%GDP。目前区域GDP达到1.5万

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纽约和旧金山湾区。同时这个区域也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和金融业也就是资本结合最紧

密的区域。截至2017年底，注册在广东的A股上市公司超过500家，达到568家，占A股上市企业总量的

16%，占比很大，现有的产业基础对未来对于整个产业群的形成至关重要。

西泽洞察：粤港澳大湾区 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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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是下一步发展重点

大湾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珠江东岸发展远远快于西岸，而且同时港澳与内地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

济协同，因此互联互通以前并未完全实现。每当我们深入广东内部，除了深圳广州之外，基建设施远远落后于

长三角城市群。港澳在成本压力推动了第一波产业转移之后，也变得封闭，因此大湾区的发展出现了瓶颈，而

打破这个瓶颈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大湾区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战略层面落实后，就是物理连接的便利性的

加强，未来5-10年，大湾区基建投资会在第一位，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是一个开始，未来省内交通基建还

有很大潜力提升。

纵观历史展望未来，我认为真正的互联互通和协作可以分为三步曲，第一步是过去20年，从1997年香港回归开

始，大量央企和国企首先进驻了香港，在市场化的制度和竞争下，有实质性业务的央企和国企的活力明显优于

国内同业，而2007年之后则掀开了私企进驻的浪潮，而香港的资本市场也提供了这个平台，2014年开始的股

票市场的互联互通为金融行业和两地资金的有序流动提供了机会。第二步是真正的物理连接，即交通的便利性

和高效率。港珠澳大桥开通只是一个开始。 第三步未来20年，我看到的是一个制度上的联通，大湾区的经济和

市场制度完全可以借鉴香港。香港长期有制度优势：经济自由，市场公平，又具备低税率配合政府的高效率，

大湾区在未来完全可以推广和运用这些制度的优势。40年前深圳是一个对外的窗口，未来整个大湾区可能是一

个对外的窗口，对外窗口的扩大也是配合国内金融制度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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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唯一出路

对于香港来讲，最近二十年发展的比较缓慢，GDP增速也从1977-1997年的6.6%，下降到1997-2017年间的

3.2%，核心在于受惠过中国经济转型开放下的高速发展的之后，就再无发展，一方面是成本高企，另外一方面

是政府并未鼓励创新。因此香港的唯一优势就是市场制度和自由的资本市场，我们认为在理念和物理上和内地

联通之后，大湾区以后就是一个区域，不会特别区分香港、澳门和广东，这包括资本的流通，人员的流动，产

业的流通，结果就是互惠互益。同时连通的加强也会降低香港部分产业的成本。人才的流通目前已经非常自

由，近十年内地人到香港工作已经非常普遍，我相信后续会有很多港人去大湾区工作，比如前海现在有很多基

金享有「港人港稅」，港澳居民在前海就业也无需办理就业证，优惠政策是很多的。

板块来讲，在大湾区，基建、地产、制造业未来整体空间都会挺大，以后也会越来越多做两地生意的企业。比

如以前都是香港开发商到内地做生意，现在内地开发商也陆续来香港做生意。香港的互联网购物这几年也在用

上了支付宝和微信之后有了一定的起色。 我觉得无论政策好坏，唯一一条路是开放， 大湾区是一个契机，而且

未来它将成为中国深化改革中不同的行政经济货币政策创新的大型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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