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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湾区开放发展经验及对
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实证研究

蔡    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北京    100037）

[摘 要]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湾区经济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增长极，也是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应不断吸纳先进建

设经验并下大力气发展。旧金山湾区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打造“湾区”的区域，已经成为全美对外

开放的桥头堡和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也是当今全球湾区发展的方向和标杆，对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旧金山湾区开放发展历史悠久，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具有全

球影响力，被誉为“科技湾区”。通过测算发现，旧金山湾区总开放度、经济开放度和社会开放

度均居全美前列，开放的主要特征是社会开放度极高，以及呈现旧金山和圣荷西双中心的发展

模式。同时，旧金山湾区还具有一定的增长极传播效应，开放元素沿着交通走廊从双中心向四

周不断发散，带动整个区域联动开放。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旧金山湾区的高度开放，得益于其

创新文化、创新产业、高效的治理能力、便捷的区位交通条件和强大的人才吸引力。因此，我国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过程中，要从重视创新、联动错位发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强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增强粤港澳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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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要推动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湾区经济

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具有开放的

经济结构和强大的资源外溢功能，已经成为带

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自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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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以来，湾区经济也逐渐成为全国关注的

热点话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曾指出“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

们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也是保持

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1]当今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国际

环境日趋复杂。在国内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和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继续扩大开放是我

国新时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粤港澳大湾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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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开放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开放也是全球的共同话题。以旧金山湾区

为代表的湾区经济发展基础好、开放动能强，

是 全 球开放发展的重要“棋子”。其中，旧金

山湾区是世界上最早的湾区经济形态，1945年

在全球首次提出打造“湾区”（Bay Area）的概

念，并成立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开展相关活动。

目前湾区是全美居民收入水平最高、经济最繁

荣的区域之一。2021年，湾区中旧金山都市区

（San Francisco-Oakland-Berkeley, CA）国民

生产总值达到5.77千亿美元，占全美的2.5%，

人均收入12.38万美元，居全美第四；圣何塞都

市区（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CA）国

民生产总值为3.85千亿美元，占全美的1.7%，

人均收入13.63万美元，排名全美第一。综合来

看，湾区以旧金山港和奥克兰港为枢纽，旧金山

通过萨克拉门托河、圣华金河、太平洋铁路等

多种运输方式联通美国与全球。经济的高外向

度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世界各地的文化在此

共生，进一步吸引了全球人才的不断积聚。在

开放文化带动下，湾区也成为美国创新创业发

展的策源地和制高点，集聚了斯坦福大学、谷

歌、苹果、惠普等众多世界一流的大学、研发机

构和创新型企业，硅谷更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

“掌上明珠”，不断引领全球创新创业的新浪

潮。作为湾区经济发展成功案例，借鉴旧金山湾

区开放经验，对打造更加强大的粤港澳大湾区

意义重大。

二、旧金山湾区开放发展历史

开发旧金山湾区已有近200年历史，这也是

当前湾区蓬勃发展的历史根源。按阶段看，湾

区发展历史可分为萌芽、启动、转型和蓬勃发

展阶段。

（一）开放萌芽阶段

1846年美墨战争前，湾区先后被西班牙人

和墨西哥人占领，区域内呈现出点状开发形态，

生产主体主要是教区，经济结构以农牧业为主，

主要种植大麦、玉米、豌豆。旧金山、奥克兰、

圣荷西三大城市建立并得到初步发展，但对外

贸易十分少见，开放发展处于萌芽阶段。美墨

战争改变了旧金山湾区的发展历史，根据1848

年《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美国获得了包括

旧金山湾区在内的52.9万平方英里土地，湾区正

式成为美国领土。19世纪后半期，以“淘金热”

为契机，湾区呈现出以主要城市为先导、城镇为

主体的以点带面的全面开发模式，并迎来发展

黄金期，旧金山、奥克兰、圣荷西三大城市实现

了快速城市化，旧金山在半个世纪内从一个渔

村一跃成为美国西海岸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中心

城市，奥克兰从一个牧场发展成加州重要的交

通枢纽和制造业城市，圣荷西从小村庄成长为

湾区南部重要的农产品加工中心和商业中心。

到19世纪末，旧金山湾区对外贸易发展迅速，湾

区发展初具规模。

（二）启动开放阶段

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湾区工业化蓬勃开

展，催生对外开放正式启动。这一时期，旧金

山、奥克兰、圣荷西三座中心城市率先进入制

造 业 发展和调整阶段，本地基础产业得到长

足发展，一些传统工业部门也开始逐步向外转

移。二战极大地促进了湾区的发展，湾区完全

摆脱了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区域形象，转变为全

美经济的先行者。二战期间，作为太平洋战争的

大后方，湾区获得了联邦政府大量的国防合同，

造船业、金融业持续发展，以军事设施为主的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展开。旧金山港成为当时最

繁忙的军港，战争期间从旧金山军港向太平洋

战场输送了近165万士兵和2360万吨货物。与此

同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持续增长，有超

过50万的平民在战争期间移民到湾区，给湾区

带来了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促进了湾区的开放

发展。这一时期，旧金山成为湾区商业贸易、金

融和旅游业中心，奥克兰成为重工业城市，港口

和铁路成为其发展特色，圣荷西发展则较为缓

慢，农产品加工业一枝独秀，制造业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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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放转型阶段

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旧金山湾区

进入了后工业化和城市功能调整阶段，对外开

放的结构也随之转变。二战后，西部城市群形

成，湾区内各城市也先后完成工业化，20世纪

80年代又先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旧金山市

为例，零售业和金融业在这一时期上升到了中

心产业地位，旅游业快速发展。而一些传统产

业部门，如制造业、化工业等则趋于衰落。如表

1所示，在1960~1970年间，旧金山市制造业就

业比例不断下降，减少了15.7%，而金融保险房

地产、服务业等领域的就业人数却不断上升，

增长均在30%左右，表明旧金山在这十年间后

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2]

表1   1960—1970年旧金山市各部门就业人数及增长情况

产业 1970年总数（千人） 1960~1970年增长比例（%）

服务业 122.6 28.4
批发零售 111.7 -0.3

政府 90.4 26.4
金融保险房地产 69 31.9
交通信息及设备 61.4 11.6

制造业 58.1 -15.7
建筑业 21.8 10.1

农林渔矿 1.3 44.4

这一阶段，湾区三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各

具特色。旧金山市经济呈现出高度的服务业化，

如图1所示，以金融、科技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就业人口比例显著增加。[3]一方面风投资金大

量涌入，推动金融业成为旧金山市主导产业，

2000年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就业人口比例

占全市的四分之一，风投资金超过了50 0 亿美

元。另一方面多媒体产业等新兴服务业得到了

爆发式增长，借助于人才、政策、技术优势，旧

金山成为互联网初创公司和新兴社交媒体的重

要集聚地。不过，旧金山港彻底失去了湾区集

散中心地位，转而成为散装货物、船舶维修和

旅游业为主的港口。奥克兰市则受益于硅谷的

技术外溢效应和交通区位优势具有成本优势，

形成了大规模新兴产业集群。传统制造业与服

务业规模此消彼长，1980~1990年奥克兰制造

业和批发业就业下降15.7%，而服务业则增长了

20.2%。奥克兰港的崛起对奥克兰产业结构调

整影响较大，1993年仅奥克兰港就为湾区提供

了将近7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和超过18万个间接

就业岗位。在港口发展的带动下，奥克兰的贸

易、配送、维修等配套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圣荷西市继续发挥技术优势，抓住硅谷重心南

移的发展机遇，集聚了众多高科技公司。80年

代后期，硅谷北部地区人口数量饱和，人口增长

速度放慢，可用土地减少，人地关系紧张。而南

部的圣荷西市和其周围小城镇土地资源较为丰

富，北部人口和产业开始南移，越来越多的初创

公司将工厂设在硅谷南部，人口规模也不断增

长，进而带动高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布局南部。

除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外，湾区城市功能也

在不断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城市间形

成新的分工布局，工业基地调整到东部和南部。

圣荷西依托斯坦福大学、圣克拉拉国家实验室

等机构，形成“国防-工业-智力综合体”发展

模式，从一个以农林渔业为主的小城镇快速成

长为一个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大城市，集成电

路、处理器等产业领先全球。奥克兰依赖奥克

兰港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越旧金山港成为湾区

内主要交通枢纽，还一度成为整个西海岸的集

散中心和仅次于纽约港的全美集装箱货运第二

大港。旧金山则转变为以旅游、零售、金融等服

务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

（四）蓬勃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由工业经济向知

识经济过渡，并形成以信息业为龙头的新型产

业结构。旧金山湾区引领了全美的经济结构调

整，并在发展中不断获益，逐渐成为全球的技术

和创新高地，显露出当代“科技湾区”的雏形。 图1   1970~2000年旧金山湾区三大主要城市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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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旧金山湾区开放水平及特点

（一）旧金山湾区对外开放水平测算

本文以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公布的圣荷

西-旧金山-奥克兰联合统计区（San Jose-San 

Francisco-Oakland, CA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为标准，确定旧金山湾区的范围。湾区有

特伦顿、纳帕、旧金山-奥克兰-海伍德、圣荷

西-桑尼维尔-圣克拉拉、圣克鲁斯-沃森维尔、

圣罗莎、斯托克顿-洛迪、瓦莱乔-费尔菲尔德

8个大都市区，包含旧金山县、马林县、索诺马

县、纳帕县、索拉诺县、阿拉梅达县、康特拉斯

科塔县、圣克拉拉县、圣马特奥县、圣贝尼托

县、圣克鲁斯县、圣华金县12个县。[4]

构 筑 2 个 一 级 指 标，4 个二 级 指 标，8 个

三级指标综合评价旧金山湾区经济开放度，

如 表 2 所 示。其中联 合 统 计 区国内生 产总值

（GMP）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进出口总额来源于美

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就业数、

每 千人 留学 生 数 来 源于 美 国 布 鲁 金 斯 学 会

（Brookings），人口密度、网民人口比例、非英语

常用语居民比例和国外出生人口比例来源于美

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测算方法

为主成分分析法，比较方法为系统聚类法，使用

软件为SPSS25。

模型构建如下：假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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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0~2000 年旧金山湾区三大主要城市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变化 

 

二、旧金山湾区开放水平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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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华金县 12 个县3。 

构筑 2 个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8 个三级指标综合评价旧金山湾区经济开放度，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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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金山湾区开放水平及特点 

（一）旧金山湾区对外开放水平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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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Oakland, CA Combined statistical area）为标准，确定旧金山湾区的范围。湾区有特伦顿、

纳帕、旧金山-奥克兰-海伍德、圣荷西-桑尼维尔-圣克拉拉、圣克鲁斯-沃森维尔、圣罗莎、斯托

克顿-洛迪、瓦莱乔-费尔菲尔德 8 个大都市区，包含旧金山县、马林县、索诺马县、纳帕县、索

拉诺县、阿拉梅达县、康特拉斯科塔县、圣克拉拉县、圣马特奥县、圣贝尼托县、圣克鲁斯县、

圣华金县 12 个县3。 

构筑 2 个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8 个三级指标综合评价旧金山湾区经济开放度，如表 2

所示。其中联合统计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进出口总额来源于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就业数、每千人留学生数来源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人口密度、

网民人口比例、非英语常用语居民比例和国外出生人口比例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测算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比较方法为系统聚类法，使用软件为 SPSS25。 

模型构建如下：假定有 N 个样本，每个样本有 P 个指标，构成一个 N*P 阶的数据矩阵，X1, 

X2,…,Xp 为原始样本的指标，F1,F2,…,Fm (m≤p)为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后的新指标，Fi 与 Fj（i≠j，

i, j=1,2,…,m）相互无关；Fm 是与 F1,F2,…,Fm-1 都不相关的 X1,X2,…,Xp 的所有线性组合中方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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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金山湾区开放水平及特点 

（一）旧金山湾区对外开放水平测算 

本文以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公布的圣荷西-旧金山-奥克兰联合统计区（San Jose-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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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华金县 12 个县3。 

构筑 2 个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8 个三级指标综合评价旧金山湾区经济开放度，如表 2

所示。其中联合统计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进出口总额来源于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U.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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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测算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比较方法为系统聚类法，使用软件为 SPSS25。 

模型构建如下：假定有 N 个样本，每个样本有 P 个指标，构成一个 N*P 阶的数据矩阵，X1, 

X2,…,Xp 为原始样本的指标，F1,F2,…,Fm (m≤p)为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后的新指标，Fi 与 Fj（i≠j，

i, j=1,2,…,m）相互无关；Fm 是与 F1,F2,…,Fm-1 都不相关的 X1,X2,…,Xp 的所有线性组合中方差最

大的因子。则新的主成分 F1,F2,…,Fm分别称为旧指标 X1,X2,…,Xp 的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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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用矩阵表示为：

                                                       （1）

（1）式中， 为用主 成 分法得出的主 成

分，是原始变量 的线性组合； 为主成分载

荷 矩阵，表 示原有指标 在主成分 上的负

荷。假设 是原有指标 与 的相关系数，其

特征方程为 ，特征值 从大到小顺序

排列为 对应的特征向量为

。

则主成分载荷为：

主成分贡献率 （单个主成分包含旧指标

信息比例）：

  

主成分累计贡献率 （累计主成分包含旧

指标信息比例）：

综合得分值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经济开放度

基础数据
都市区生产总值（GMP）

区域人口密度（PopDen）

贸易与投资
进出口总额（Tra）

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就业数（JFDI）

社会开放度

科学与技术
网民人口比例（ProNet）

每千人留学生数（IntStu）

社会与文化
非英语常用语居民比例（NonEng）

国外出生人口比例（ForBorn）

表2   指标选取

根据数据可得性、完整性和必要性，首先

筛选出符合测算条件的60个美国联合统计区，

即纽约-纽瓦克、洛杉矶-长滩、圣何西-旧金

山-奥克兰、休斯敦-伍德兰兹、迈阿密-劳德代

尔堡-圣露西港、芝加哥-内珀维尔、波士顿-

伍斯特-普罗维登斯、华盛顿-巴尔的摩-阿灵

顿、西雅图-塔科马、达拉斯-沃思堡、费城-雷

丁-卡姆登、底特律-沃伦-安娜堡、亚特兰大-

雅典-克拉克等，包含了美国最主要城市所在的

区域。由于数据存在数量级的差异，为了统一比

较的标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使用

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用主

成分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出各因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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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和各指标

变量正交旋转之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并明确各

个主成分的含义；第三，根据主成分得分绘制

两个主成分的散点图，并根据旋转后的特征值

权重，使用加权法得出开放度的总分；最后，使

用系统聚类法对开放度得分进行聚类分析，明

确地区开放度所处的类别。具体测算过程为：

首先考察原有变量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

如表3和表4所示。表4是原有指标的相关矩阵，

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相关系数都较高，各变量之

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表4中，KMO检验为

0.826，根据Kaiser给出的常用KMO度量标准，

KMO越接近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越

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本文的样本总量KMO为0.826，表明数据样

本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表5的巴特利特球形度

检验所示，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

设，即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表5

为单个变量的KMO度量，从中可以看出任一变

量的KMO检验结果均大于0.7，满足进行主成分

分析的假设。上述检测方法均证明，样本数据

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3   原有指标的相关矩阵

GMP PopDen Tra JFDI ProNet IntStu NonEng ForBorn

GMP 1.000 0.869 0.834 0.971 0.325 0.552 0.570 0.593

PopDen 0.869 1.000 0.740 0.837 0.197 0.532 0.513 0.570

Tra 0.834 0.740 1.000 0.842 0.261 0.485 0.532 0.586

JFDI 0.971 0.837 0.842 1.000 0.255 0.476 0.494 0.522

ProNet 0.325 0.197 0.261 0.255 1.000 0.340 0.392 0.360

IntStu 0.552 0.532 0.485 0.476 0.340 1.000 0.442 0.498

NonEng 0.570 0.513 0.532 0.494 0.392 0.442 1.000 0.860

ForBorn 0.593 0.570 0.586 0.522 0.360 0.498 0.860 1.000

表4   KMO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Kaiser-Meyer-Olkin度量 0.826

Bartlett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64.482

自由度 28

显著性 0.000

表5   整理后的反映像相关性矩阵

变量 KMO度量 变量 KMO度量

GMP 0.766 ProNet 0.790

PopDen 0.926 IntStu 0.900

Tra 0.951 NonEng 0.777

JFDI 0.762 ForBorn 0.790

使用SPSS25软件提取主成分后，本文得

出碎石图和总方差解释。表6为总方差解释，

其中从第三个主成分开始的特征值都小于1；

图2为特征值与主成分组成的碎石图，可以看

出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很高，第三个主成分

及以后的主成分 特征值都 较小，对解释原有

变量的贡献很小。因此综合来看，对数据应当

提取前两个主成分进行分析，此时主成分累计

解释了原始样本76.57%的数据变异，大多数信

息都可以被前两个主成分所解释，信息丢失较

少，主成分分析效果较理想。分指标看，如表7

所示，大部分指标都能被前两个主成分解释大

多数信息，进 一步表明提取主成分分析效 果

较为理想。

提取两个主成分后，为了使主成分含义更

加明确，本文使用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对主

成分矩阵进行正交旋转（表7），同时绘制出旋

转后的主成分载荷图（图3）。旋转后，两个主成

分的含义较为清晰，如图2，都市区生产总值、

人口密度、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就

业数在第一主成分上的载荷较高，且在图3中靠

近第一主成分坐标轴，因此可以解释为经济开

放度；网民人口比例、每千人留学生人数、非英

语常用语居民比例和国外出生人口比例在第二

主成分上的载荷较高，且在图3中靠近第二主成

分坐标轴，因此可以解释为社会开放度。从表6

成分得分协方差矩阵中可知，两个主成分没有

线性相关性，实现了主成分分析的提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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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7/(3.827+2.299)+

2.299/(3.827+2.299)

3.979/(3.979+2.814)+

2.814/(3.979+2.814)

表6   总方差解释

图2   碎石图

表7   主成分提取

图3   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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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成
分2

主成分1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累计% 总计 方差% 累计% 总计 方差% 累计%

1 5.011 62.641 62.641 5.011 62.641 62.641 3.827 47.838 47.838

2 1.114 13.930 76.570 1.114 13.930 76.570 2.299 28.733 76.570

3 0.730 9.128 85.698

4 0.586 7.324 93.022

5 0.256 3.196 96.219

6 0.162 2.027 98.245

7 0.121 1.513 99.758

8 0.019 0.242 100.000

公因子方差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初始 提取 1 2

GMP 1.000 0.940 0.940

PopDen 1.000 0.845 0.920 0.305

Tra 1.000 0.809 0.891

JFDI 1.000 0.923 0.855

ProNet 1.000 0.594 0.385 0.786

IntStu 1.000 0.479 0.771

NonEng 1.000 0.766 0.446 0.755

ForBorn 1.000 0.770 0.471 0.507

表8   成分得分协方差矩阵

成分 1 2

1 1.000 0.000

2 0.000 1.000

最后得出联合统计区开放度计算公式为：

 

旧金山湾区都市区开放度计算公式为：

 

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再利用聚类分析，明

确区域在经济开放度、社会开放度和总开放度

上所处的层级，可以确定旧金山湾区在美国开

放度极高水平，是美国开放发展的最前沿。

此外，考虑到开放度并非独立存在，会受相

邻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影响，在开放度

上也会产生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构建空间

权重矩阵W（相邻统计区取值为1，不相邻取值

为0），并利用Stata15软件进行Moran’s I指数的

测算，结果如表9所示。结果表明联合统计区具

有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增长极的传播效应明显。

旧金山湾区Moran’s I指数值更高，表明湾区经

济的正向外溢效果更明显。

表9  分样本Moran’s I指数

联合统计区 旧金山湾区

总开放度Moran’s I
0.347*

（1.698）

0.524*
（1.749）

样本量 35 8

注：*、**、***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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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主成分分析计算结果

放度居全美第二，比纽约、芝加哥、迈阿密等拥

有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因此，湾区经济对相

邻地区的外溢效果更加显著，能够带动周边地

区更加开放。

四、旧金山湾区开放发展经验
及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一）创新文化与产业相得益彰

旧金山湾区是世界科技发展的风向标，在

这片仅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了如惠普、

苹果、雅虎、谷歌等大量世界知名的科技公司，

还拥有极高的人力资源水平，根据美国人口普

查局数据，湾区内本科以上人口比例更是达到了

43.3%，相比之下纽约湾区比例为38.3%，全美平

均水平为30.9%。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的专利数

据表明（见表10），旧金山湾区与其他地区获取

专利对比看，旧金山湾区特别是硅谷所在的圣克

拉拉县，其专利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大幅度领

先于美国其他地区，地区创新活力突出。

（二）旧金山湾区对外开放特点

开放水平上，旧金山湾区开放度得分1.32，

居于美国第四位,开放发展水平较高。表明湾区

经济已经成为美国对外开放发展的桥头堡和联

通陆海的重要桥梁，是美国对外开放的标杆区

域。高开放度是发达湾区的重要特征，作为湾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更加有效利用湾区区位优势，有助于我国探索

更为广阔的发展路径，开拓“两个市场”，用好

“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区域间的有效合

作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开放特色上，旧金山湾区以社会开放度高

为特色，社会开放度得分2.62，排名第一，表明

其社会多元化水平、科技教育交流外向度等方

面在美国居于最高水平。经济开放度得分1.32，

排名第四，表明湾区是美国西海岸重要的港口

门户，经济外向度较高。

开放格局上，旧金山湾区为旧金山和圣荷

西双中心下的均匀分布，等级性不强，湾区内旧

金山都市区为经济开放中心，圣荷西都市区为

社会开放中心，表明旧金山湾区已经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双中心开放格局，整个湾区都呈现出

开放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包容的文化氛围。

开放效果上，相比于其他地区，旧金山湾区

开放度具有更强的外溢效应，增长极的传播效

应明显。与旧金山湾区临近的莫德斯托-默塞德

联合统计区，其经济数据在美国并不亮眼，但

得益于临近旧金山湾区的区位条件，其社会开

5.43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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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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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奥克兰-海伍

德

地区（CSA） 专利总数
每百万居民

专利数
占全美专利
百分比（%）

旧金山湾区 16364 2651 15.2

其中：圣克拉拉县 10047 5662 9.3

纽约湾区 6383 338 5.9

洛杉矶 4992 389 4.6

西雅图 4052 1178 3.8

奥斯汀 2449 1427 2.3

波士顿 4330 951 4

明尼阿波利斯 2827a 852 2.6

表10   旧金山湾区与其他地区CSA获取专利对比

旧金山湾区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来源于

其拥有完善的创新体系和独特的社会文化氛

围。第一，创新能力带来高新产业布局，而高新

产业的区位前向联系不显著，促使地区发展开

放型经济。一方面高技术产品体积小、附加值

高，且重量轻、适合长途运输，这为高技术企业

面向全球市场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高技术产品

消费者是世界范围内相对专业化的群体，数量

少但分布面大，因此绝大部分的高技术企业，只

将很少的部分产品销往本地市场，而更加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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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风投机构方面，湾区内科技成果的

变现由大量的风险资本、天使投资等推动，这

些资本为各类初创公司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

据统计，湾区集聚了美国36%以及全球16%的风

投资本，风投资本企业数目超过300家。

2. 独特的创新文化

从开放度测算上看，旧金山湾区社会开放

度水平极高，这种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为

创新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土壤。

首先，具有独特的冒险精神。几乎每个人都

有勇于冒险、不断进取的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

不停地创办新公司，自立公司、自我创业在硅谷

非常流行，劳动力流动性非常强，跳槽率很高，

一个人待在一家公司超过3年，就被认为是保守

或者无能。

其次，具有包容失败、善待失败的精神。善

待失败是旧金山湾区文化的重要特色，人们不

惧怕失败，对失败不会过分紧张，也会给予失败

者帮助和支持。20世纪70年代，硅谷有公司接

近3000家，这些公司到1997年仅剩下1000家，

但同时又有3500家企业在这一时期诞生。区域

内大多企业都是小公司，70%的企业少于10个

人，85%的企业少于100个人。这些小公司诞生

后，无论走向破产还是茁壮成长，都在协作和

竞争过程中共同推动湾区的不断创新，推动区

域长久保持强劲的竞争力，也正如英特尔创始

人诺克所说，“企业的普遍存在性是确保区域

生产系统稳定的最有效办法”。[5]

第三，具有协同与合作精神。各企业在激

烈竞争的同时，还保持着协同与合作的精神。

客观上讲，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使得各企

业之间面对面的协作更为便捷，也不断迸发创

新的火花；主观上，在创新过程中，人与人自发

地进行合作，自我组织，这种精神确保了知识和

理解在各主体间通畅流动，从而为区域发展适

应并引领全球科技进步奠定了基础。[6]

文化虽是一种难以度量的变量和因素，但

它却是旧金山湾区高水平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

原因和特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位于美国东北

全球市场。第二，开放社会与文化塑造了“硅谷

精神”，这既是湾区创新发展的源泉，也是湾区

开放的特征。从“淘金热”开始，湾区聚集了来

自各个国家的大量移民，多元的社会基础奠定

了湾区劳动力浓郁的全球化特征，在湾区强大

的包容性下，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汇集于此，共

同协作进行创新工作，从而进一步推动地区高

新产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开放。

1. 完善的创新体系

完善的创新体系是旧金山湾区形成高水平

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因素，主要包含一流的

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强大的风投机构这三

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赋予湾区开发新工艺技

术、把握 新市场需求和创造新商业模式的能

力。湾区创新体系通过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

风险投资、孵化器和加速器、企业家等创新要

素紧密联系并互动，形成正向激励，构建了良性

循环网络。

一流的高校方面，湾区内拥有斯坦福大学、

圣荷西州立大学、圣克拉拉大学等知名大学，

也是全美最大的研究型大学城，为湾区提供了

大量专利发明，其毕业生创造的思科、苹果、谷

歌、惠普、雅虎等公司位列世界最著名和最成

功的高科技公司行列。

国家重点实验室方面，湾区拥有美国国家

加速器实验室、美国航天局艾姆斯研发中心、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在全美层面接

受联邦政府资助规模最大。这些实验室能够针

对复杂问题进行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开展规模

大、周期长的国家级研究项目，既能在基础和

应用研究方面与大学合作，也能在成果商业化

方面与产业界合作，加速创新成果的上市，如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就曾与40家湾区制

药公司合作研发新药。湾区还拥有众多企业研

究实验室，它们与高校和其他实验室进行广泛

合作，建立孵化器和加速器，为初创企业提供

技术开发平台、法律咨询、办公场地、风险投资

等，比较典型的有Y. Combinatior公司的平台，已

经成功孵化出380多家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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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波士顿市，并临近纽约湾区的128号公路沿

线区域。128号地区与硅谷有相近的产业结构，

并且也有较为完善的创新体系，一度曾是美国

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区。但20世纪80年后期，硅

谷蒸蒸日上，而128号地区却走向衰落。王小侠

（2014）认为其重要原因在于两者制度环境和

文化环境完全不同，128号公路位于等级森严、

思想保守的新英格兰地区，没有旧金山湾区那

种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7]这种文化上的

差别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在着装上128号公路区

域的人常穿夹克、系领带，而硅谷的人爱穿牛

仔裤和T恤衫；在校企合作上，麻省理工学院等

高校和科研机构更愿意与政府和大企业合作，

而不愿意与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进行合作；在

面对失败的态度上，128号公路区域也呈现出截

然不同的态度，威廉·福斯特将其阐述为“在

东海岸，每个人的家族都源远流长，祖先和根

底稳固尤为重要。在硅谷，如果你失败了，你的

家族不会知道，邻居也不会在意。但是在128号

公路，人人都害怕失败，因为那会使你愧对先

辈”。因此，128号公路附近虽然也有完善的创

新体系，但由于文化的缺失，致使创新能力无法

发挥，技术变现也更加困难。

旧金山湾区发展中，创新是贯穿始终的关

键词，特别是二战后至今的经济腾飞，很大程

度上依赖创新。因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过程

中，要发挥创新驱动作用，重视创新对经济发展

的乘数效应，加大力度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企

业等相关主体开展创新，促进创新要素流动。

（二）湾区与腹地协同发展

湾区抓住内陆腹地自然资源禀赋的特点，

与腹地协同配合，实现了快速的开放发展。18世

纪中叶的“淘金热”开启了旧金山湾区开放发展

的大门。仅1849年，前往加州淘金的人就多达10

万人，从东部港口绕合恩角而来的船只多达775

艘。这些淘金客从旧金山港登陆，然后前往金

矿所在地进行开采。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天

然良港优势，旧金山则从不起眼的西班牙殖民

地迅速发展为闻名遐迩的大城镇，人口从1848

年的1000人增加到1850年的25000人，并出现了

早期城市化特征。[8]

美国中西部进入深层采矿时期后，旧金山

湾区依靠对腹地资源的要素供给和服务，实现

了进一步的开放发展。1859年内华达康斯托克

矿脉和科罗拉多派克峰地区富矿的发现，引发

了采矿业形式的巨大变革，深层采矿开始出现，

这给美国带来了两种类型的城镇，一种是矿业

营地，另一种是综合性城镇。矿业营地是以矿区

为基础的社区，其经济结构单一，且仅为矿区服

务，后来只有少量发展为较为固定的城镇。这些

由矿业营地发展而来的城市，由于地处内陆，交

通不便，在发展过程中多以资源加工生产为主

要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单一，多数开放度不高。

综合性城镇则是为矿业营地和矿区服务而形成

的城镇，这些城镇除交通便利，区位条件优越，

自然环境宜人，是矿区与外界交流沟通的枢纽。

它们是各个地区商品的集散地，大量的人力、物

资等要素经过综合性城镇输往矿区，矿区的资

源则通过这些城镇输往外地。旧金山湾区中的

旧金山市和奥克兰市就是综合性城镇的典型代

表。在此过程中，各个矿区零散的经济往来通

过湾区进行沟通和交流，国外移民也通过湾区

前往美国内陆，各色的皮肤，各式的着装，各样

的语言，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旧金山湾区形成

了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和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

这种对外交流窗口的作用一直伴随着湾区的发

展，也是目前湾区高开放度的历史源泉。

此外，根据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

旧金山湾区形成了双中心的发展模式，并没有

把资源集中在主要大城市。也就是说，湾区不仅

与腹地形成了很好的协同效应，在湾区内部也

形成了发挥优势、错位竞争的格局。这启示我们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过程中，不必拘泥于传统

的单增长极模式，可以建设跨区域协调的顶层

设计，设立发挥各地方的比较优势，形成多中心

的发展模式；与内陆腹地建立协同机制，抓住资

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开展合作，推动湾区与

内陆的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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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效治理形成开放合力

在美国市政体制和市政管理市场化背景

下，有效的区域规划政策和良性的协调机制能

够凝聚湾区发展力量，进而确保形成开放合力，

促进湾区经济的开放增长。[9]

1. 有效的区域规划引导

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对TOD模式、产业政

策和地区优先发展的策略上。TOD模式即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旧金山湾区的地方

政府在规划居民或商业区时，大多将发展公共

交通摆在第一位。[10]在TOD模式的推动下，原

本分散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各个高新科技工业园

通过公共交通连接起来，并逐渐形成了分散化

的城市居民区和商业区。此公共交通模式实现

了以创新集群为中心、本地配套设施为基础、

周边城市为支撑的湾区经济。产业政策支持方

面，政府对产业的支持体现在对企业和科研机

构开展科研项目的直接经费资助和有针对性地

促进大学、企业等机构的科研合作。产业政策

的推动使湾区初创企业的发展成本较低，也更

有机会成长为大企业。地区优先发展策略上，

政府长期采取了优先发展策略，如二战后，旧金

山市政府围绕金融管理中心目标，主动选择具

有优势的服务业部门加以扶持；奥克兰所采取

的策略则是优先发展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圣

荷西市则采取高新科技产业优先策略，扩大高

科技产业园土地建设面积和范围，吸引全球人

才集聚，形成产业的规模效应。

2. 良性的协调机制

旧金山湾区委员会（the Bay Area Council）

是推动旧金山湾区形成良性协调沟通治理机制

的主要力量。委员会于1945年成立，这也是历史

上首次以“湾区”为单位组建的跨行政区域的协

调组织。[11]根据章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在委员会推动下，湾区形成了一

个包含湾区政府协会、大都市交通会员会、湾

区空气质量局、湾区保护和开发委员会、区域水

资源质量控制委员会等多主体机构在内的协调

机制。目前委员会主要的工作有：倡导将BART

延伸到圣荷西、推动立法 保护企业的网络安

全、主张加州高铁系统的建设、支持城市的填

充发展等。[12]

旧金山湾区高效的治理能力为区域发展注

入强大合力，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要注

重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特别是大湾区包含粤港

澳三地，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亟待从

顶层设计加强谋划，用高效、务实的政府治理

能力将市场要素紧密结合。[13]

（四）交通基础设施联通顺畅

湾区拥有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形成了点

轴效应，减少了沟通成本，便捷了区域交流，实

现了地区开放发展。

1. 交通联通条件优越

高速公路方面，80号、238号、380号、580

号、780号等州际公路串联起了湾区公路网络。

铁路方面，自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太平洋铁

路法案》后，旧金山湾区开启了铁路大建设时

代，铁路公司通过刺激“镇址投机”，创建了一

大批铁路城镇，旧金山湾区“港口+城市+河流

+铁路”的模式逐渐形成，铁路将湾区与内陆、

东海岸串联到了一起。轨道交通方面，旧金山湾

区轨道交通系统主要为BART（Bay Area Rapid 

Transit），目前共有180千米的主线路以及连接

旧金山和奥克兰机场的长达16千米的延长线。

BART于1972年开始运营，2017年日客流量超

过42万人。机场方面，湾区有三大机场，分别

是旧金山国际机场（KSFO）、奥克兰国际机场

（KOAK）和圣荷西国际机场（KSJC）。目前三

大机场旅客吞吐量总和突破6700万。[14]

2. 交通协调机构作用突出

湾区通过大都市交通委员会（MTC）管理

复杂的交通系统，MTC专门负责整个湾区交通

的规划、融资和协调，又承担湾区高速公路和

快速路服务、大桥收费等多项职能。与此同时，

MTC负责制定并实施湾区公路、铁路、航空等

综合发展规划，并兼有审核把关交通拨款申请

的职能，即任何新建项目如不能进入MTC的规

划中，便无法获得政府层面的支持。MTC还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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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公共交通运营情况，评估整个交通系统的

效率和有效性。

基础设施是保障经济要素顺畅流动的充分

条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要持续加强

基础设施“硬联通”建设，同时由于大湾区内香

港、澳门与内地间仍需通关，亟待从出入境角度

减少通关成本，促进设施联通。

（五）移民塑造湾区开放基础

旧金山湾区的人才主要来自全球各地的移

民，对促进湾区开放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移民加速了

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过程，推动湾区基础建设以

及商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湾区的发展又进

一步吸引更多的移民前往，具有累计循环因果

效应。二是塑造了商业精神。[15]“淘金热”时期

前往旧金山湾区的淘金客，他们无论种族、肤色

和信仰，都以追求利润的商业观念为信条，这种

信条使他们充满了冒险和开拓创新的勇气，也

为湾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开放的力量。三是带

来了多元的文化风貌，塑造了湾区开放、包容的

文化。来自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

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人们齐聚湾区，在长期的生活

中不断竞争、融合和认同，形成了特定的城市精

神，并共同塑造了湾区多元的文化风貌。[16]

移民是湾区高新科技产业崛起和发展的人

才基础，湾区内独角兽企业半数以上是由境外

移民创造的。[17]以硅谷所在的圣克拉拉县和圣

马特奥县为例，这里有超过38%的人口出生在

美国境外，人数超过100万，其中非白种人占总

人数的40%以上。一方面高新科技产业需要人

才集聚作为土壤，另一方面人才集聚势必会带

来全球移民的进一步汇聚和地区文化的开放，

社会开放度随之不断提高，这与上文的测算结

果相吻合。旧金山湾区开放的文化和社会氛围，

高新科技集聚的产业结构，加上优美的宜居宜

业的环境，形成了强大的区域魅力，不仅给湾区

带来众多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也进一步巩固

了旧金山湾区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

人才是第一原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应注重

营造高标准、法治化、便利化和国际化的营商

环境，打造“开放、包容、创新、宜居”的生产生

活条件，建设高品质“类海外”环境，吸引全球

人才集聚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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