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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西 跨 海 融 湾
——黄茅海跨海通道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布局

珠江口西岸的黄茅海碧波荡漾，一条长达

31 公里的“巨龙”跨海而立，连接着珠海市金湾

区平沙镇与江门市台山市斗山镇。这是《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首个开工的跨

海通道工程，也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

的又一跨海“超级工程”——黄茅海跨海通道近

日正式通车，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又

一重要里程碑。

构建交通新格局

黄茅海跨海通道东接港珠澳大桥，西连新

台高速，与西部沿海高速无缝衔接，形成了连

接“香港—澳门—珠海—江门—粤西”的重要

交通主轴。该通道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设计时速 100 公里，项目全长约 31 公里，

其中跨海段长度约 14 公里。它不仅将珠海与

台山的车程从 1 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更让粤港

澳 大 湾 区 与 粤 西 地 区 之 间 的 时 空 距 离 骤 然

拉近。

对比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

通道打破了珠江口交通的“断点”，将珠海、江

门、阳江等地连成一片，为粤西地区融入大湾

区核心圈提供了更便利的通道。中山大学区

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港澳珠江三角洲研

究中心教授毛艳华认为，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建

成，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网络布局进一步

优化，促进区域内资源、资金、人才等要素高效

流通。

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的远东幕墙（珠海）有限

公司是建筑幕墙领军企业。“黄茅海跨海通道的

开通，为公司业务带来了重大利好。”远东幕墙

（珠海）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负责人邢璟介绍，

远东幕墙在香港、澳门是“高端幕墙整体解决方

案优质服务商”，在港澳幕墙市场占有率名列前

茅。公司大部分业务项目与港澳合作，为港澳

客户提供设计、采购、加工、成品供应的全流程

服务。“公司的原材料供应商来自江门等粤西地

区城市，黄茅海跨海通道开通后，原材料运输时

间、运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经黄茅海跨海通

道，从粤西购入原材料，成品再通过港珠澳大桥

送到港澳客户手中，粤港澳大湾区条条‘超级链

接’形成的交通新格局，成为公司战略发展的关

键支撑。”邢璟说。

激发产业新活力

在台山市斗山镇，港商、广东合兴食用油有

限公司董事长林荣灿感触颇深。“路通财通，黄

茅海跨海通道的开通是我们选择台山建厂的重

要原因之一。”林荣灿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香

港、澳门，过去物流时间和运输成本较高，而今

通过黄茅海跨海通道运输，效率显著提升，企业

的市场竞争力也得到加强。厂区不仅建设了炼

油厂、榨油厂和智慧生产线，还计划在台山开展

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务，打造供港澳的优质产品

基地。“台山的鳗鱼资源也非常丰富，未来我们

将深耕本地资源，形成更完善的产业链。”林荣

灿说。

产业链的优化不仅体现在时间和成本的

降低，更在于资源的深度整合和潜能的释放。

台山市斗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伟宏介绍，

依托黄茅海跨海通道，斗山镇正积极引入高附

加值的绿色食品加工和水产品加工项目，推动

农产品深加工和出口创汇，全面提升产业链的

价值。

“世界鳗鱼看中国，中国鳗鱼看广东，广东

鳗鱼看台山。”台山鳗鱼因品质优良、出口量高

而闻名于世，其活鳗出口量占全国 80%以上。

然而，开拓国内市场一直是台山鳗鱼企业的

短板。

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开通为台山鳗鱼品牌化

发展提供了契机。“过去，我们的产品通过冷链

运输到香港商超，而现在运输更加高效，在产品

新鲜度和物流成本方面都有显著优势。”绿盛食

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卜洪金说，便利的交通不

仅提升了运输效率，更带来了商机。越来越多

的客商因交通便利来到台山实地考察，对鳗鱼

产业的关注度和投资热情大增。

带来发展新机遇

位于江门台山市海宴镇的五丰村，因居住

着大量归侨而被称为“小小联合国”。冬日暖阳

下，客人们在村头广场品美食赏歌舞，在海滨红

树林观鸟群看晚霞，体验着难得的休闲惬意。

黄茅海跨海通道的建成，将五丰村纳入粤港澳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带来更多的客流和无

限发展可能。

“以前从珠澳、港深来台山，需要耗费很长

时间，现在跨海通道开了，游客的时间成本降低

了，村子的文旅资源将引来更多关注。”五丰村

党支部书记郑盈喜充满期待。未来，村里将继

续围绕东南亚侨乡文化，开发特色项目、打造文

旅品牌。

黄茅海跨海通道不仅缩短了时间距离，更

使区域内城市功能和产业布局实现再平衡。依

托该通道，珠海、江门、阳江等地进一步深化与

香港、深圳的产业协作，形成以高端服务业、滨

海旅游业和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沿海经济带。

“粤西地区在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上有

独特优势，交通改善后，将有助于粤西经济带快

速融入大湾区经济圈。”毛艳华表示，未来随着

跨海通道辐射范围的扩大，将进一步带动粤西

地区的物流、制造、农业、旅游等多领域发展，释

放更大经济潜力。

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进程中，黄茅

海跨海通道的开通是重要一环。作为西部沿海

经济发展轴的“主动脉”，其跨越的不仅是珠江

口的碧波，更是区域间资源与机遇的鸿沟。随

着更多产业的落地以及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加

速涌动，粤西地区将在交通红利的推动下迎来

更多发展机遇。

□ 本报记者 喻 剑

西安打造数字引擎汇聚整合资源
本报记者 雷 婷

近日，第五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在

西安举行，会议期间发布了陕西省 2024 年

数字贸易发展报告、西安市 2024 年数字经

济发展报告。

2024 年上半年，西安市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规模达 527.51 亿元，占 GDP 比重约为

9.2%。近年来，西安市充分挖掘自身优势，

通过搭建产业交流协作平台，促进了各方

资源的汇聚与整合。

近年来，西安市全力推进“双千兆”网

络建设、5G 配套设施建设和 IPv6 规模部署

及应用，新建 1028 个 5G 基站，新增 1841 个

政务外网接入点位，主城区 5G 网络基本实

现全覆盖。西咸政务数据中心投入使用，

与凤城八路数据中心构成“双节点”，政务

云 资 源 池 共 43568 核 ，其 中 信 创 资 源 占

26%。 雁 塔 智 算 中 心 目 前 正 在 进 行 二 期

100P 扩容，并入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

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西安陆续出台《推

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4 年

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明确规划了数字政府建设牵引数字经

济发展的路径，构建了以软件（数据）应用

开发产业为轴，时空大数据产业、数字内容

产业、计算产业和数据安全产业纵向延展

的‘一横四纵’核心产业发展格局。”西安市

数据局数字经济处处长慈澍馨说。

“围绕西安的数智化发展，阿里云将与

西安市数据局探索具有西安特色的数字化

创新之路。”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库伟表

示。12 月 6 日，西安市数据局与阿里云正

式签署了数字经济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将

共同打造西安市政务云算力集群，并利用

“云+AI”技术全面提升西安的便民服务能

力，助力西安数字经济发展。同日，数字西

安集团与阿里云成立了西安数字城市科技

运营有限公司，双方将继续在数字化、智能

化领域深入合作，打造“活力西安”的数字

引擎。

据了解，在第五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

会上，西安市数据局、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软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陕西文化产业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完成人工智

能赋能西安全域数字化转型合作协议、文

旅数据空间建设及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等 14 个数字经济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西安市积极创新打造数字经济新兴产

业链条，超前培育量子信息、低空经济、光

子产业等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例如，在

量子信息领域，西安高新区光子产业链党

委与中国电信陕西公司党委共同发布了

《光量融合协同发展倡议书》，推动光子技

术与量子科技的融合，加速构建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光量子产业生态体系。同时，支

持各区县、开发区充分施展各自禀赋优势，

打造先进计算、人工智能、丝路软件城等数

字经济示范园区，加速建设新城数字经济

解放路科创带、幸福林带聚集区、莲湖数字

出海产业园、碑林环大学硬科技创新街区。

近年来，西安市努力开拓数字经济新

赛道，其中，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实融合不断

脱胎换骨，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

展，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安

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大生

产时代全流程高自主增材制造大数据深度

应用项目和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申报的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综合能

源供应链协同解决方案两个项目入选 2023

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名单；陕西法士特

汽车传动集团成功打造了行业领先的数字

化智能工厂；陕鼓集团成为工信部确定的

全国首批 30 家数字领航企业之一。西安市

入选全国第二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

城市名单。

目前，西安市拥有大数据企业 400 余

家，人工智能企业 300 余家，各类软件及信

息服务企业 2600 余家，拥有国家第 13 个超

算中心。华为、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数

字经济头部企业纷纷落户西安，炬光、华

讯、华芯等本地企业高速增长，一批数字化

领域的新产品走进国际市场。预计至 2024

年底，西安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计

算）将达到 1270 亿元，全市数字经济总规模

将超过 6300 亿元。

大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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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
扩容升级

本报记者

苏大鹏

临近年底，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醇

氢生态大庆工厂内一派忙碌景象：生产所

需设备陆续运抵现场，企业工作人员与设

备厂家人员忙着完成设备安装。“等设备安

装调试完成后将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满负

荷状态下每年可生产 3000 辆甲醇新能源

商用车。”企业总经理裴风阁说，此项目将

有力推动黑龙江省建设国内重要的醇氢电

动商用车推广应用基地。

今年以来，黑龙江大庆市以创新驱动

为出发点，加力推进项目提挡加速，产业提

级扩能。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

擎，大庆市通过上大项目、育大产业，让自

身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进”的新空间。目

前，大庆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中飞烷

烃综合利用项目正在现场制造超大型设备

产品分离塔等；华理生物产业园项目已经

具备了投料试车条件⋯⋯截至目前，大庆

市 496 个投资 5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已全

部开复工，投资完成率达到 85.9%。其中，

126 个 省 级 重 点 项 目 的 投 资 完 成 率 达 到

96.5%。在省重点产业项目中，新质生产力

项目占比达到 60%。据介绍，年初以来，大

庆市省级重点项目开工情况、投资完成情

况始终位于全省前列，项目建设综合成效

全省第一。

今年以来，大庆市工信局着力推动企

业向“新”扩容、产业向“新”升级。在新材

料产业领域，大庆溢泰半导体年产 360 万

片 4 英寸砷化镓抛光片技改项目解决了我

国集成电路专用砷化镓材料的“卡脖子”问

题，为我国芯片自主供应体系提供优质材

料保障；生物产业领域，建设大庆生物基新

材料产业基地，到 2025 年产业规模力争超

过 150 亿元⋯⋯

以设备更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

升级，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企业，

大庆市现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9 家，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129 家，优启科技等 195 家企业成功认定省创新型中小企

业；与华为、百度等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对接签约，建设大庆数字经

济产业园等重大项目，通过务实举措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大庆市规上工业占据全省“半壁江山”。今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大庆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高于全省 4.7 个百

分点。

今年以来，大庆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以“数字利企码上行”

平台为基础，建设了企业之家，与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一并形

成了“一线一码”新格局。企业拨打热线，“企业服务专员”就会根

据各类诉求第一时间回复、办理。线上平台更是新增了“码上政

策”功能，对企业开办、生产经营等过程中涉及的许可审批等事宜

提供全方位咨询、受理服务。利用“大庆市融资信用征信服务平

台”高效办成新质生产力“融资一件事”，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注册

经营主体达到 15.2 万家，累计解决融资需求 74.9 亿元。

为打造更优营商环境，大庆市拿出真金白银作奖励。在近日

举行的全市教育人才科技大会上，大庆市不仅在政策上引才留才，

更为首批“庆雁”团队及人才兑现支持奖励资金 1990.5 万元。

物流降本增效需提速

蒋

波

近日，长三角地区

三省一市联合出台了全

国首个跨省域物流降本

增效方案，提出七大行

动 37 项举措，旨在进一

步降低长三角区域物流

成 本 、提 高 经 济 运 行

效率。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

经 济 最 活 跃 的 区 域 之

一，这里物流发达且运

输成本较低，被称为网

购“包邮区”。对标国际

先行地区，“包邮区”在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通

关效率、物流链协同、物

流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

物流服务水平等方面还

有短板要补，区域降低

物流成本、提高运行效

率仍有较大空间，而此

次方案出台，就是要突

破制约物流降本增效的

“中梗阻”。

物 流 被 誉 为 国 民

经济的“经脉”，重要性

不 言 而 喻 。 在 现 代 经

济中，物流发挥着连接

产 业 链 与 供 应 链 的 桥

梁作用，不仅是商品流

通的保障，更是推动产

业 升 级 、促 进 国 际 贸

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关

键因素，实现物流的降

本 增 效 直 接 关 系 着 区

域 经 济 的 竞 争 力 和 市

场的繁荣程度。

近年来，各地加快构建更加高效、绿色、智能

的现代物流体系，努力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但与此

同时，各地在推进这一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比

如，物流枢纽布局不合理、多式联运发展不充分、

物流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等，需要协同开展改革

创新，合力破解共性问题，从而提升我国物流行业

的服务水平。

加快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是实现

物流降本增效的关键举措。各地可根据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布局特点，科学规划物流基础

设施的布局和规模。加强铁路网、公路网、港口、

航空枢纽等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配合，推动多

式联运发展，形成高效、便捷的运输网络。加大

对物流基础设施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的支持力

度，提升物流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比如，江

苏充分发挥铁路的骨干作用和水运的独特优势，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持续推动物流业降本增效，

今 年 前 三 季 度 累 计 发 送 量 6579.8 万 吨 ，增 长

4.1%，为江苏区域经济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注

入强劲动能。

加大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力度是实现物流降

本增效的重点步骤。各地应加大对物流产业科技

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模式

创新，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在

物流领域的普及推广，实现智能规划路径、智能仓

储管理等，提升物流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动物流行

业向智能化、自动化、协同化方向发展，为物流行

业降本增效提供创新支撑。

加速供应链协同发展是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

重要途径。各地需加快构建统一的物流信息共享

平台和供应链协同平台，实现供应链上各节点之

间的实时信息共享、协同作业，优化配置物流资源，

形成更精准的物流计划和调度，减少运输和仓储

环节中的浪费和延误，提高供应链的整体效率和

竞争力，增强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

本版编辑 周颖一 韦佳玥 美 编 王子萱

12 月 17 日，在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桑沟湾海洋牧场浅海多营养层次生态养殖区，渔民正驾驶渔船进行养殖作业。近

年来，荣成市在多处海洋牧场采用立体养殖技术，养殖效益大幅增加。 王福东摄（中经视觉）

图为黄茅海跨海通道图为黄茅海跨海通道。。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