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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宏观背景与发展要求 1.1 全球经济

◆受全球疫苗接种速度加快及各国陆续解除封锁措施影响，

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显著抬头。

➢ 截止到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总量基本已修复至2019年底水平

（图1）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5% 

➢ 根据国际金融论坛（IFF）发布的首期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预测2022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4.2%，发展中经济体增

长5% 

◆各国复苏的步伐具有明显差异，各国经济修复的不平衡性

仍然存在。

➢ 各国疫苗接种率差异大（图2）

➢ 各国针对不同行业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同

➢ 各国供应链修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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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主要国家新冠疫苗接种率

图1 全球经济增长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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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展和疫苗接种进度仍是影

响未来世界经济复苏的直接因素。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加快复

苏进程。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

发展，产业变革的影响已

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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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新增确诊病例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

图4 次贷危机与新冠疫情对不同经济体的短期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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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宏观背景与发展要求 1.2 国内经济

入世20年中国GDP增长动态图



01 宏观背景与发展要求 1.2 国内经济





十九大以来的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7年 2018年

➢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

➢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

➢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

➢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
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
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

◆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经济运
行稳中有变、变中
有忧，外部环境复
杂严峻，经济面临
下行压力

✓ 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
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思想

✓ 在实践中深化了对做
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
的规律性认识

总结
成就

分析
形势

部署
工作

➢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

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

➢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020年

➢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能力
➢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
➢ 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
➢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

扩张
➢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 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
不牢固。明年世界经
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复苏不稳定不平衡

✓ 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
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深化了对在严峻挑
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

2019年

◆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结构性、体制性、周期
性问题相互交织，“三
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 “十三五”规划主要
指标进度符合预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新的重大进展

➢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

➢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 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
障和改善

➢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021年

◆ 我国经济发展保持全球
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加快发展，产业
链韧性和优势得到提升，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
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 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奋力完成改革
发展艰巨任务，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 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
➢ 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 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

国民经济循环
➢ 科技政策要加快落地
➢ 改革开放政策要增强

发展动力
➢ 社会政策要要兜住民

生底线



01 宏观背景与发展要求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双循环战略中，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将承担更

重要的国家使命与区域责任

02 新发展阶段的粤澳产业合作

⚫ “经济韧性” （Economic Resilience）

涉及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城市群、外部冲击、

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主题

指经济体抗击风险冲击的能力，包括对风险的抵

御与恢复更新的能力

区域韧性是对人类社会的综合度量，它集合了

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及应对系统潜在

危害扰动的防御能力

区域经济韧性：

➢ 抵御冲击、吸收冲击的能力

➢ 冲击后恢复的速度和程度

➢ 区域经济系统在冲击后重新整合内部资源、调整自

身结构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能力

➢ 区域经济路径创造的能力，在遭受经济冲击(衰退)

后改变原先的增长路径，开启新的发展路径重新

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学院
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中国区
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1》

➢ 广东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指标保持领先

➢ 企业创新领先优势扩大



2017-2021年科技创新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科技创新的政策效应

政策关注的聚类主题：

➢ 科技创新

➢ 资金与金融支持

➢ 硬件与软件设施相结合的营商环境

➢ 创业就业与港澳台

政策文件的关键词共词分析：

人才、扶持、专项基金、科技园、创业、便利化、

基础设施、改革、自贸区



新业态02 新发展阶段的粤澳产业合作

移动化、平台化、智能化、内容化、场景化、跨界化



0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产业发展思考 科技创新领域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



2019年，松山湖经济增长11%，超越南城，虎门，长安GDP位东莞之首，税收163亿元，在全市镇街、园

区中排名第一，固定资产为230亿元，投资总量全市第一，规上工业总产值总量5400亿元，全市排名第一，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均超过90%。



新基建

重大科学装置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科大、12个科研所，全国已经建

成和正在建设的38个重大装置当中，有8个在合肥，科学家

云集



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