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中通道建成通车，珠江口又新

增一条通道，将进一步推动珠江两岸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互联

互通。

2023 年江门地区生产总值

4022.25亿元、同比增长5.5%，成功

争先进位。这也意味着，2023 年

江门全面实现“四个千亿”发展目标。

大桥开通，江门迎来历史性发展机

遇，正加速迈向5000亿大关。

市发展改革局积极抢抓“大桥经

济”历史机遇，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自觉全面学习深圳，加强与

深圳规划衔接，全面推动平台共建、

产业协同，以及基础设施、营商环境

等领域合作对接。

“桥”见未来，深江双城故事，向

着更开阔的水域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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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智能装备产业基础扎实，现
有相关企业众多，加上交通便利、空间
广阔，深江产业合作潜力巨大。”去年来
江门考察后，深圳市智能装备产业协会
会长施浩对江门的发展空间颇为认可，

“找空间，就是找发展前景，产业向外发
展是可行的路径。”

发展前景的载体是什么？是园区、
是平台。江门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唯一
具备可大规模连片开发土地的城市，优
势明显，拥有潜力无限的发展空间，为
产业长远持续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
先天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支持江门与港澳合作建设
大广海湾经济区，加快江门银湖湾滨海
地区开发。

江门，也在这一轮历史性机遇前
夕，加速布局，提出与深圳在银湖湾滨
海新区高水平规划建设深江经济合作
区，推动两地在交通互联、产业协作、协
同创新、平台共建、航空物流、文旅商贸

等领域融合发展。
近年来，深江深度互动，产业转移、

人才供给、公共服务等多个维度的要素
流动越来越频繁。2021年起，江门提
出大型产业集聚区东组团全方位对接
深圳，探索建设深圳江门产业合作示范
区。数据显示，近3年来，江门成功引
进一批投资超亿元的深圳优质项目，投
资总额超670亿元，其中制造业项目投
资额超450亿元。

“当前，深江双方已就园区选址范
围和产业合作方向达成共识，以银湖湾
滨海新区为基础，合作区规划面积66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
产业。”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合作区规划范围、产业合作方向
已与深圳市达成初步统一意见。

新会大泽与司前、台山大江与水
步、开平水口与月山、鹤山共和与址
山等 8 个工业重镇是江门市域的地

理中心，市发展改革局正在牵头制定
八镇联动行动方案，推动八镇交通互
联、产业互融、设施共享，强化重点产
业平台协同联动，加快培育形成深度
对接深圳等珠江口东岸城市的产业
和创新高地。

此外，江门还与香港在广海湾经济
区谋划建设港邑绿色产业园，联合高端
智库开展江门大广海湾经济区粤港新
型工业化深度合作战略研究，探索打造
粤港合作国家级平台。市发展改革局
将进一步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积极探索园区
共建共享新模式，推动大湾区特色合作
平台建设成型成势。

“无论是走出来找市场、找生产空
间，还是找前景，大家都想找到那么一
个理想的地方，既能够让企业在发展过
程中保留自己的基础性建设，也有足够
的空间让自己茁壮成长。江门就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施浩说。

今年，江门首次将低空经济列入重
点做大做强的特色产业之列，传递出江
门抢抓这轮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机遇的
积极信号。

“布局未来产业，抢占新赛道，培育
更多新质生产力，是江门谋划万亿GDP
城市的必然选择。近期江门正加快完
善低空经济‘1+2+N’政策体系，在开平
碉楼、赤坎华侨古镇、台山川岛等市内
著名景点打造低空消费新业态。借助
深中通道通车契机，我们将以良好的制
造业基础、丰富的低空飞行应用场景承
接好深圳在低空经济方面科技研发成
果转化，推动两地低空经济协同发展。”
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说。

低空经济是强化深江经济合作的

手段之一。放眼广东制造业版图，江门
和深圳都是广东全部20个战略性产业
的布局城市，产业协同度高。作为省重
点支持建设的5个主平台之一，江门拥
有1395平方公里的大型产业集聚区，
是全省新一轮布局面积最大、可连片大
规模开发的产业集聚区。

近年来，通过“深圳总部+江门基
地”“深圳研发+江门制造”等合作方
式，深圳、江门积极探索跨区域产业协
作。我市在沿深中通道两侧布局重点
产业平台，加快江门承接产业有序转
移主平台建设，推动大泽等8个工业重
镇联动发展，以银湖湾滨海新区核心
区为基础规划建设深江经济合作区。
此外，深化与中山对口产业协作，建立

中山—江门产业协作工作机制，台开鹤
恩四县（市）与中山对口镇（街）共建县
域特色产业园。

去年以来，我市已组织共 5批次
300多家来自深圳等地企业“组团”考
察江门，在宝安区举办了2023年深江
合作（宝安—新会）PCB产业专场合作
交流会，已促成金辉展、安特精密等2
家企业落户在深江经济合作区北A区
的新财富电镀产业园。

“接下来，我们将推动建立深江两
地‘共同投资、共同收益、共担风险’的
合作机制，引导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
将新增产能、制造环节等布局至合作
区，推动更多产业项目实质性落户。”市
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说。

2020年，为了进一步拓宽产业链市
场需求，利和兴在江门筹建利和兴电子元
器件（江门）有限公司，仅1年多时间便完
成初步建设，于2021年底开业试生产。
利和兴电子总经理冯超球介绍，当时选择
江门，就是因为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广阔
的发展空间、较低的生产成本，为企业增
资扩产发展提供了沃土；不断优化的营商
环境以及政府的主动服务意识，也成为吸
引更多东岸企业前来的“加分项”。

引进企业是第一步，让企业落得好、
人才留得住，营商环境是关键。

2024年江门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
程”，对标学习广州、深圳经验，逐个领域
优化提升，加快打造大湾区一流营商环
境。一直以来，市发展改革局都将着力优
化营商环境作为转作风、抓落实、提效能
的重要举措，聚焦关键环节，主动作为，为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企业的“痛点”就是政策的发力点。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服务和培育工作，
市发展改革局会同相关部门梳理政府出
台的各类财税金融、产业扶持、劳动就业
等惠企政策，精准推送“政策礼包”，通过
政策实施有效破解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
困难和问题，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不断学习借鉴深圳作为首批国
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的创新举措和
经验做法，结合江门发展实际，研究起草
《江门市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实
施方案》，以年度为周期迭代更新营商环
境改革。同时，学习借鉴深圳市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先进做法，印发《江门市开展广
东省首批信用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试
点典型案例复制推广的实施方案》，让江
门与深圳‘同频共振’。”市发展改革局相
关负责人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5
年来，市发展改革局聚焦大湾区“一点两
地”全新定位，围绕要素流动、营商环境、

民生融合、重大平台等方面扎实推动45
项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事项，助力大湾区市
场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其中，便利华侨华
人投资改革等3项工作获国家发改委通
报肯定；企业信用跨境评级互认等2个案
例入选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首批典
型案例；发起制定《企业信用评级业务规
范》，推动上升为“湾区标准”；申报“港澳
药械通”试点工作取得标志性进展，江门
市中心医院与澳门镜湖医院签订合作协
议，启用“粤港澳特需门诊”，4位港澳医
生到市中心医院跨境执业；强化跨境跨区
域政务合作，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的政
务服务跨境通办专区。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推动经济融通、人文交流，使珠江
口东西两岸城市成了紧密相连的“兄弟
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场接力
跑，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棒都要
为下一棒跑出一个好成绩。

趁着深中通道通车“东风”，市发展改
革局还将加快推动深江铁路、珠肇高铁建
设，积极开展广佛江珠城际前期工作，谋
划深江高铁南延线、鹤台铁路、深中江城
际，多层次、全方位对接“轨道上的大湾
区”；加快推动国道G228改线等一批深
江高速、黄茅海跨海通道衔接道路规划建
设，进一步提升跨江跨海通道辐射带动作
用；推动台山通用机场尽快开工建设，开
展江门支线机场选址及必要性论证分析，
为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服务。

同时，围绕“大桥经济”谋划物流通道
布局，形成东向陆海联运国际物流主通
道，并依托深中通道提前布局物流园区、
做好产业配套服务，做大做强内河港物
流枢纽，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将我市内河
港物流枢纽打造成大湾区规模最大、综
合成本更低、内外贸一体化的港口型物
流枢纽，服务“黄金内湾”打造国际一流
湾区门户。

谋划建设深江经济合作区 加快培育形成产业和创新高地A

市发展改革局：

抢抓历史机遇 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

强化产业协同对接 加快形成跨市战略布局B

“软硬联通”提速C
打造大湾区一流营商环境

蓬勃发展的银湖湾滨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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