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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粤港澳产业发展是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全面融合发展的重点和关键，梳理其研究特征及发展趋势对后续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运用CNKI文献计量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功能，分析

了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1999年以来的粤港澳产业的研究文献，结果表明：1) 粤港澳产业领域的研究经

历了三个时期，粤港澳产业的相关研究为粤港澳的全面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与抓手。2) 长期从事粤港澳

产业领域研究的作者较少，且作者间的合作偏少；研究机构集中于广东省内高校，且机构间的合作较少。

3) 热点领域可归结为粤港澳产业协同发展问题、粤港澳城市群产业问题、粤港澳产业区域合作问题及粤

港澳科技创新等方面。4) 粤港澳城市群产业、湾区产业经济、产业发展路径、产业协同发展、科技创新

等是粤港澳产业发展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最后，从加强粤港澳产业协同机制与模式研究、深入

各产业的具体协同分析研究、加强对城市群产业结构的研究、探索粤港澳产业科技创新研究等方面进行

了展望，为推进粤港澳产业深入研究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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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is the focus and key of the compre-
hensiv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new 
era. Sorting out its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
ficance for subsequ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Using CNKI bibliometrics 
and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func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terature on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industries since 1999 in the CSSCI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
ture (CNKI).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have been three periods of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e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e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provides the direction and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develop-
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2) Few authors have been engaged in the industry research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for a long time, and there is less cooperation among authors; Re-
search institu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re is little co-
operation among institutions. 3) Hot area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industrial problems in city clusters in Guang-
dong-Hong Kong-Macao, regional industrial cooper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4)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urban 
agglomeration industry, Bay Area industrial econom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the frontier trends and de-
velopment trend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the end, 
the paper makes a prospect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model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mo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specific collabora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in-
dustrial struc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exploring the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industrie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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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随后广东省政府在 2016 年的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自此以后，“粤港澳”成了家喻户晓的词语。其

实早在 1928 年的民国时代，“粤港澳”的提法已经出现[1]，而学界研究产业经济往往以珠三角经济圈、

珠三角城市群来表述的多，但涉及的核心地理范围实际上与粤港澳大湾区大致相同；香港和澳门的母体

本来就是广东，因此从地理实体来看即使没有采用“粤港澳大湾区”的字眼的研究，香港和澳门也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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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忽略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谋求科技强国转型升级的载体之一，更是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的战略性

尝试，而粤港澳产业经济发展是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全面融合发展的重点和关键，因此，梳理粤港澳产

业发展的研究特征及发展趋势，对后续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大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随着文献计量学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为基础的分析工具逐渐兴起[2]，
其中，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获得大量学者的青睐，比如张宇星(2021)运用 CiteSpace 方法研究了粤

港澳的可视化脉络；孙威[3] (2018)利用 CiteSpace 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的演变，得出其研究热点的

更替和动态趋势。本文选取粤港澳产业领域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基于 CiteSpace 软件结合 CNKI 量化分析

功能进行挖掘，主要从发文数量、研究机构、学科特征、关键词聚类特点和趋势等方面来对“粤港澳产

业”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探讨其研究现状、热点主题和研究新趋势等，以期为下一阶段的

湾区产业融合研究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特征 

文章通过对中国知网的 CSSCI 数据库进行检索，主题词为“粤港澳”和“产业”，以此获得有效数

据样本426篇，时间跨度为1999年1月~2022年1月。文章主要运用的软件是CiteSpace软件，由于CiteSpace
软件不直接支持 CNKI 的文献下载格式，因此文章的有效数据库经过了转换。 

文章主要运用了 CiteSpace 软件的文献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分析功能，也结合 CNKI 的文献计量分析功

能，从发文量、主题、学科、作者、机构、关键词等方面对粤港澳产业的现状与发展态势进行计量分析。 

3. 粤港澳产业研究的基本特征 

3.1. 文献数据量统计分析 

3.1.1. 发文量统计分析 
发文量的图是在中国知网的分析功能中直接生成，结果见图 1。从图 1 可将 1999~2022 年粤港澳产

业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99~2016 年)的年发文量较少，除了 2009 年 12 篇，其他年份都在

10 篇以下，说明该阶段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比较缓慢。爆发阶段(2017~2018 年)的年发文量明显爆发，这

与 2015 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提出的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文件相符，也与 2016 年广

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构思息息相关；2017 突破为 13 篇，2018 爆发到 47 篇。

高速增长阶段(2019~2022 年)的年发文量变化较大，且整体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每年发文量都在 70 篇

以上，按年份顺序，具体为 89、98 和 74 篇；这与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纲要》，明确提出了构建大湾区成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有关，使得学界对粤港澳产业加大研究力度。 
 

 
Figure 1. Trend of industry publication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from 1999 to 2022 
图 1. 1999~2022 年粤港澳产业发文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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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主题和学科发文量统计分析 
表 1 是“粤港澳产业”主题和学科发文量统计，其中发文量前 10 的主题中，“粤港澳大湾区”发文

量排第一，有 171 篇；其次是“企业所得税”，有 60 篇；第三的是“粤港澳”，有 32 篇；随后的是“城

市群”、“协同发展”和“区域合作”，其发文量都在 10~20 篇之间，其余主题的发文量都不足 10 篇，

其中珠三角、比较研究、珠三角城市群、广东省主题并列第十，都为 5 篇。从表 1 学科发文量结果看，

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247 篇)，其次是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36 篇)，再次是高等教育(31 篇)，
投资、金融和贸易经济学科都在 20~30 篇之间，而文化、文化经济、工业经济和旅游产业都在 10 篇以；

这说明大湾区产业发展问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包括教育产业、服务产业、工业产业、旅游产业等，且

相对集中在宏观体制研究学科。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the theme and subjec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dus-
tries” 
表 1. “粤港澳产业”主题和学科发文量统计 

序号 主题 发文量 序号 学科 发文量 

1 粤港澳大湾区 171 1 经济体制改革 247 

2 企业所得税 60 2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36 

3 粤港澳 32 3 高等教育 31 

4 城市群 18 4 投资 27 

5 协同发展 11 5 金融 26 

6 区域合作 11 6 贸易经济 23 

7 科技创新 6 7 文化 16 

8 粤港澳合作 6 8 文化经济 15 

9 实证研究 6 9 工业经济 13 

10 珠三角、比较研究、珠三角城市群、广东省 5 10 旅游 12 

3.2. 高产、高引作者及机构合作分析 

3.2.1. 高产作者及合作分析 
表 2 是粤港澳产业发展研究发文量前十的作者，前五位分别是毛艳华、周良君、刘毅、陈广汉和申明

浩；其中毛艳华发文量最多(9 篇)，其中被引频次最高(54 次)的文献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与协同发

展》，从理论上论证要从凝聚区域合作共识、创新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培育利益共享产业价值链、共建湾

区优质生活圈和完善湾区发展规划协调机制等五个方面入手，去布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从而建成全球一

流湾区和城市群[4]。其次是周良君，其发文量为 7 篇，其中被引频次最高(34 次)的文献为《粤港澳大湾区

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运用实地调研、访谈和讨论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意义、现有基础及未来发展的挑战等展开深入剖析，并提出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可行路径和方案[5]。
刘毅、陈广汉和申明浩的发文量均为 5 篇，其余第六到第十的作者的发文量均为 4 篇。总体来看，目前我

国对粤港澳产业发展的研究者相对较少，集中度较低，尤其是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作者不多。 
进一步分析发文作者的共现性，得到粤港澳产业研究者合作网络图谱(图 2)。其中节点的字体大小代

表作者中心性强弱，节点的轮环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多少，作者间连线的粗细及多少代表合作关系的紧

密度[6]。图 2 中共包含 303 个网络节点，180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039，表明粤港澳产业研究者整体

分布比较分散，高产出作者跨领域、跨机构合作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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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publications by authors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op 10) 
表 2. 粤港澳产业发展研究作者发文量统计表(前 10) 

序号 作者 单位 篇数 

1 毛艳华 中山大学 9 

2 周良君 广州体育学院 7 

3 刘毅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5 

4 陈广汉 全国港澳研究会 5 

5 申明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 

6 覃成林 暨南大学 4 

7 臧志彭 华东政法大学 4 

8 卓泽林 华南师范大学 4 

9 杨英 暨南大学 4 

10 裴广一 海南师范大学 4 

 

 
Figure 2. Cooperation network of industrial researcher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图 2. 粤港澳产业研究者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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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章单篇被引用频次反映了作者在粤港澳产业研究领域内的影响力[7]，粤港澳产业研究单篇论

文被引统计表(前 10)见表 3。引用次数排名最高的项目蔡赤萌(2017)，引用次数为 175，其文献《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已有合作基础，然而，要达成三方一致建

设目标和战略价值，仍存在许多挑战；该文还提出了具体的挑战及需要完善的关键点[8]。第二个是钟韵

(2017)，引用次数为 128，其文献《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与制度创新：理论基础与实施机制》首先剖析了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四大基础特征，然后指出大湾区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及实施机制[9]。第三个是辜胜

阻、曹冬梅和杨嵋(2018)，被引次数为 119，其文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思考》提出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议[10]。第 4 位是张日新、谷卓桐、(2017)被引次数为 101，其文献

《粤港澳大湾区的来龙去脉与下一步》对大湾区的来龙去脉进行剖析，并指出大湾区发展中，认为今后

学界要加强湾区内微观主体的研究，也要更多探索湾区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11]。其他

作者被引次数均在 100 次以下。从被引计数情况看，对粤港澳产业领域研究的多篇高被引的情况还没出

现，说明学者权威集中度的影响力还没形成。 
 
Table 3.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dustry research single paper citation statistics table (top 10) 
表 3. 粤港澳产业研究单篇论文被引统计表(前 10) 

序号 作者 文章 年份 单位 被引计数 

1 蔡赤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 2017 广东社会科学 175 

2 钟韵、胡晓华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建与制度创新： 
理论基础与实施机制 

2017 经济学家 128 
 

3 辜胜阻、曹冬梅、杨嵋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思考 2018 中国软科学 119 

4 张日新、谷卓桐 粤港澳大湾区的来龙去脉与下一步 2017 改革 101 

5 董观志 粤港澳大旅游区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2004 旅游学刊 97 

6 向晓梅、杨娟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和模式 2018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86 

7 陈德宁、郑天祥、邓春英 粤港澳共建环珠江口“湾区”经济研究 2010 经济地理 83 

8 蔡春林 广东自贸区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建议 2015 国际贸易 81 

9 林贡钦、徐广林 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2017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77 

10 陈燕、林仲豪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同的 
灰色关联分析与协调机制创新 

2018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73 

3.2.2. 发文研究机构情况分析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粤港澳产业研究力量的分布情况，揭示粤港澳产业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对文献

所属研究机构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排名前十的机构的发文量都在 10 篇及以

上，且主要集中于高校，其中出现了一家科研院所，占比分别为 90%和 10%，反映出高校是该领域研究

的中坚力量。前 10 家机构中暨南大学以 46 篇的发文量排在首位，表明其在粤港澳产业研究领域有较强

的实力，其次是中山大学发文量为 39 篇，表现也不俗。前十的机构里，只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和武汉大学是广东省以外的机构，说明国内研究粤港澳产业的机构分布范围相对局限，基本出自

广东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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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ited statistics of 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op 10) 
表 4. 粤港澳产业研究机构引统计表(前 10)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1 暨南大学 46 

2 中山大学 39 

3 华南理工大学 20 

4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6 

5 广州大学 12 

6 华南师范大学 12 

7 广东财经大学 11 

8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1 

9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11 

10 武汉大学 11 

4. 粤港澳产业研究的热点领域及未来趋势 

4.1. 粤港澳产业研究的热点领域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研究内容和观点的提炼[12]，通过对其可视化分析，能考察研究目标的热点。通过运 
 

 
Figure 3.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dustry research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 3. 粤港澳产业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https://doi.org/10.12677/sa.2024.131004


黄淑慧 等 
 

 

DOI: 10.12677/sa.2024.131004 37 统计学与应用 
 

行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如图 3 所示，图 3 共包含 317 个节点，441
条连线。从圆圈节点可以看出，“粤港澳”节点最大，另外，“协同发展”“城市群”“湾区经济”“澳

门”“区域合作”“科技创新”“路径”等关键词的节点也相对较大，说明上述这几个领域是粤港澳产

业研究的热点。 
进一步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关键词聚类图 4，总共生成 472 个节点，638 条连线，平均

轮廓值为 0.8144，模块值为 0.9441，表明聚类效果较好。聚类结果得到 10 个较大的聚类标签，0~9 个聚

类名称分别为：#0 是粤港澳、#1 是全球化、#2 是广东、#3 是城市群、#4 是区域合作、#5 是湾区、#6
是区域经济、#7 是科技创新、#8 是 CEPA、#9 是路径。从图 4 看出，粤港澳产业发展的研究是沿着以“粤

港澳”为核心向多个方向发散，涉及“区域合作”“城市群”“协同发展”“全球化”等。虽然国家发

改委 2015 年才明确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但关于粤港澳的提法却远比 2015 年早，从#0 的聚类清

单中得知，周聿峨(2006)就研究了粤港澳地缘经济关系发展趋势，其后顾乃华(2009)、左连村(2011)、李

晖(2011)、彭劲松(2013)、黄昱然(2013)等都以“粤港澳”为关键词对粤港澳的产业发展的联动、合作、

发展思路、产业联动机制等展开研究。#1 的聚类清单聚焦于粤港澳产业的全球化发展，成果主要有两个

角度，一个是研究粤港澳教育产业的，如谢爱磊(2019)和卓泽林(2021)，另一个是研究粤港澳产业空间扩

散和国际化路径的，如陈世栋(2018)、倪外(2018)、毛艳华(2021)等。#2 的聚集清单主要研究粤港澳中广

东地区的产业的发展。 
#3 的聚焦清单以城市群为关键词来研究粤港澳产业的发展，主要作者有丘杉(2014)研究了大珠江三

角洲世界级城市群路径，蔡赤萌(2017)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合作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

许梦博(2020)研究了提升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合作能力的着力点等等。#4 的聚焦清单以区域合作为关键词

对粤港澳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如秦学(2005)研究了“泛珠三角”旅游产业的区域合作机制，冯邦彦(2006)
研究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腹地发展的关系等等。#5 的聚焦清单以湾区为关键词来研究粤港澳产业， 
 

 
Figure 4.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dustry keyword clustering 
图 4. 粤港澳产业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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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的年份相对晚些，主要作者有陈德宁(2010)、蔡春林(2015)、任思儒(2017)、方行明(2021)等。 
#6 的聚集清单主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产业经济关系发展、融合构建以及区域合作改革。#7 聚集

清单主要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研究粤港澳产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及科技人才培养。#8 聚集清单主要围

绕 CEPA 这个主题展开研究，由于 2003 年 6 月 29 日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

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又于 2003 年 10 月 17 日和澳门特区签订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六个附件文本协议，因此，该聚类的文章集中于 2003 年以后。#9 聚集清单以

路径为主题，研究了粤港澳的教育产业、高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的现状、挑战及对策等。 
基于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结合该时段内的研究热点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内容，经去重、归纳整理，

发现学者对粤港澳产业的研究从“粤港澳”、“区域合作”出发，到近些年来的“城市群”、“湾区经

济”、“创新驱动”、“产业融合”、“协同发展”，再到近两年的“科技创新”和“双循环”。在粤

港澳产业研究的第一阶段中，也即萌芽阶段，尤其是 1999~2002 的三年中，学者的研究几乎都以珠三角、

香港、澳门三地分开研究为主，极少融合研究；其后的爆发阶段和高速增长阶段都基本以城市群、湾区

经济、产业融合、协同发展的为主，极少出现把三地单独分开研究；这很明显看出了粤港澳产业的研究

从单独分开研究发展到融合协同研究。此外，经测算中心性前五的是粤港澳(0.37)、城市群(0.21)、区域

合作(0.18)、澳门(0.15)、香港(0.11)，其他关键词的中心性都小于 0.10。 

4.2. 粤港澳产业研究的未来趋势分析 

关键词突现能反应特定时间段里学术界关于特定领域的关注度，能识别出特定领域的新兴趋势。文

章运行 CiteSpace 软件的突现词功能，对粤港澳产业研究的关键词进行最小持续时长为 1 年的突现分析，

选取前 9 个突现词，然后按照突现时间的最初出现年份来排序，结果见图 5。从图 5 可以看出，关键词

“相关性”和“敏感性”的开始突现时间都为 1999 年，突现结束的时间都为 2008 年，持续时长为 9 年，

突现强度为 3.67，说明粤港澳产业的“相关性”和“敏感性”是在 1999 年至 2008 年这个时间段内的研

究热点。“广东”的突现是从 2001 年到 2010 年，持续了 10 年。“粤港澳”的突现从 2002 年到 2014 年，

持续了 13 年。“城市群”和“湾区经济”的突现都从 2017 开始，到 2020 年结束。“路径”的突现从

2018 年到 2021 年。“协同发展”的突现从 2018 至今，“科技创新”的突现从 2020 至今。突现关键词

图谱表明“城市群”、“湾区经济”、“路径”、“协同发展”和“科技创新”是粤港澳产业研究的近

些年来的研究热点，而“协同发展”和“科技创新”更是粤港澳产业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 
 

 
Figure 5. Emerging keyword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ndustry research 
图 5. 粤港澳产业研究的突现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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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基于 CiteSpace 软件可视化分析功能和 CNKI 文献计量分析功能，分析了 1999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

粤港澳产业领域的研究文献，通过知识图谱梳理了研究现状，预测了粤港澳产业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

趋势，得出以下结论：1) 从发文量来看，粤港澳产业的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1999~2016 年)，爆发阶段

(2017~2018 年)，高速增长阶段(2019~2022 年)三个时期，粤港澳产业研究为粤港澳的全面融合发展提供

了方向与抓手。2) 从高产作者及机构合作来看，目前粤港澳产业的研究者相对较少，尤其是长期从事相

关研究的作者更少，高产出作者跨领域、跨单位合作较少；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且之间联系

不够紧密，主要为本地机构，省外机构较少，迫切需要加强研究者与研究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3) 从关

键词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来看，可以将粤港澳产业研究的热点领域归纳为“协同发展”“城市群”“湾

区经济”“区域合作”“科技创新”“路径”等关键词等方面。4) 从突变词分析来看，城市群、湾区经

济、产业发展路径、产业协同发展、科技创新是粤港澳产业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粤港澳产业的

理论研究需要领先于决策改革，这样才能为粤港澳产业创新发展和改革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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