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高端智库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简称综研院，

英文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简称 CDI），

是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由马洪、李灏、陈锦

华等共同发起，于 1989 年 2 月在深圳成立，是综

合性、公共服务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2015 

年，综研院成为首批 25 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单位之一，是深圳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

综研院的主要业务活动是围绕国家重大发展

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开展对策性、前瞻性、

战略性研究，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提供政策建

议，为国内外大型企业、社团组织提供决策咨询

服务。综研院秉承“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

世界”的方针，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学者互访、

举办会议论坛等活动，积极推进与国内外智库机

构的学术交流。 

综研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现

任理事长（代）是原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副主任叶小文，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任院长兼

首席专家。现有员工 190 余人，85% 为研究咨询

人员。实行小机构大网络的运行机制和新型的内

部管理制度来吸引人才。

综研院建有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工作站，同时

也是南方重要的高层次人才培训基地，具有国家

工程咨询甲级资质。

综研院发起设立了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和

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主管主办学术期刊《开

放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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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服务党中央工作大局

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中的社会智库，我院以不断

探索可持续发展、为国家建言献策为己任，突出深

圳精神和深圳特质，努力为中国智库建设做出贡献。

（一）作好国家高端智库报告研究，完成中央决策部门
交办课题。

充分结合国家需求和我院专业优势开展相关

研究，完成并上报相关策论报告、工作动态及观点，

其中部分被采用。同时，承接的课题重点涵盖“一

带一路”建设、国际经贸规则、全球海洋治理、港

澳问题、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产业政策、消费升级

等方面。承担了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关于自贸区和粤

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二）多渠道上报研究成果，服务各级政府决策。

我院已经逐步形成相关工作机制，多渠道上报

研究报告和动态信息，多篇获省、市领导的批示。

2022年，我院成为中央网信办的政策信息直报点、

作为唯一一家研究机构成为商务部外资政策直报

点，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批准成为“广东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基地”，

成为广东省委政研室的合作智库。

同时，连续三年获深圳市“党政信息工作先进

单位”称号，并做好服务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

专报一批关于深圳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报告，主要涉

（二）深化大湾区重大战略问题研究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完成《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一体化协同发展重大问题研究》《关于香

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

民商事法律规则对接研究》《关于对接香港北部都

会区发展策略》《支持香港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关于深度对接北部都会区，共同打造世界

级发展高地》《关于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以

及《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专业人士发展》等课题。此

外，开展了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研

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及政策

研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与政

策咨询服务。

开展大湾区主要城市和重大平台的产业、政策

和机制研究，承担了中山翠亨新区产业及发展战略

规划，协助中山市设立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

展示范区，深度推动深中合作。持续推进粤港澳特

色合作平台建设，承担了深港跨境水路运输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总体建设方案思

路、商务工作服务共同富裕战略路径研究和新发展

格局下广东内贸、流通与消费通盘设计研究。深入

开展“双碳”目标下粤港澳大湾区核电高质量发展

研究、关于建立深港协同机制拓展海外经贸服务网

络研究、惠州粤港澳特色合作平台建设方案研究、

惠阳区新圩镇千亿级产业平台产业规划研究。同时，

承担了关于珠海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东莞战略性新

兴产业统计监测体系及高质量发展研究、东莞松山

湖科学城园镇统筹机制研究、广州增城、黄埔、番

禺等地的重点产业研究。其中《“十四五”时期广

东省（珠海）人才发展目标路径研究》获 2021 年

度全省组织工作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二等奖。

（三）立足新理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为推进珠三角产业有序转移重大战略的实施

和区域协调发展，完成“十四五”时期深化琼粤战

快建设深圳都市圈构建多向度多层次区域合作新格

局》《深圳临港都市带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总体策

略》《前海国土空间规划产业专题研究》《前海妈

湾片区战略与产业研究》《前海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研究》《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建设 2022 年度第三方

综合评估研究》等课题，以及前海离岸金融、物流

枢纽建设、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规划研究等项目。

其中《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统筹规划

实施方案》获得 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

计项目二等奖、深圳市第 19 届优秀城市规划设计

一等奖。

二是开展深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双碳”、人口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研究。先

后完成共同富裕的深圳路径研究、深圳市效考核研

究、福田区人口结构变化对公共服务匹配性研究、

生活垃圾处理财政补贴机制研究等。其中《深圳碳

达峰与碳中和先行示范研究》，为深圳科学制订“双

碳”路径提供重要决策支撑。同时，承担了深圳应

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研究、深圳宏观经

济先行指标研究、深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研究、构建全过程创新

生态链的统计分析体系研究，以及深汕合作区创建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研究、大鹏新区海洋生态治理等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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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港“双城”建设、全球金融创新中心、供应链

枢纽建设、制造业与产业集群等，部分成果得到重

视和批示，其中关于数字经济、深圳服务型制造、

深港共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全球电子元器件集散

中心等报告，均获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的多次批示。

二、服务先行示范区与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立足湾区，立足深圳的国家高端智库，我

院重点围绕“双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重大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制度创新、重大平

台建设、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承担了国家部委、

全国港澳研究会、广东省、深圳市等各级部门委托

的相关研究课题。

（一）承担先行示范区建设重大课题研究

一是开展深圳都市圈建设、深港合作、前海

开发开放等研究。先后完成关于《进一步深化深港

合作，促进深港市场要素高效便捷流动》《关于加

2022 年 是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 之 年， 也 是《 推 进 国 家 高 端 智 库 建 设 试 点 工 作 意 见 2020-
2022》收官之年。我院按照中宣部社科工作办的工作要求，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全院员工在院务班
子的带领下，稳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克服疫情反复的影响，积极开拓研究咨询业务，加强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成绩。 

Execut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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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合作、广佛肇清云韶经济圈发展规划、惠州粤港

澳特色合作平台建设方案、滨海湾新区与深圳产业

融合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惠州港与香港

港整合发展、湛江市产业转移主平台建设方案、顺

德城市更新中心发展战略研究、顺德区杏坛镇城市

和产业发展纲要研究等课题。

三、行稳致远，夯实国际国内咨
询业务

除深耕广东、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之外，我院

积极拓展国际项目及全国其它省市的研究咨询业务。

（一）围绕自贸区、经济特区，提供国际咨询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正常推进《柬埔寨王国自

由贸易区综合咨询》《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多功能经

济特区咨询》项目开展，受到柬方好评。斯里兰卡

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尽管受到当地形势的影响仍在积

极推动。此外，有关专家受国家商务部邀请为多国

政府官员授课，推广中国特区发展经验。

系列咨询项目。以“成果 + 咨询”，推进洛阳、保

定、乌鲁木齐等地区的开发开放。完成《重庆西部

金融中心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西部金融中心（成

都）发展白皮书（2022）》《成都基金业高质量发

展对策研究》《成都西控地区国家城乡融合示范区

研究》《成都未来汽车公园规划咨询》，服务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同时，完成《鄂尔多斯杭锦

经济开发区规划》《晋江新型城镇化规划》《黄埔

区、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出新出彩实施方案》

等咨询项目。

（四）为大企业平台提供咨询，助力科学决策

一是围绕“双碳”主题，与中国广核集团、南

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三一集团、深圳能源集团等合

作，完成助力新疆落实双碳战略建设先进制造业集

群研究、生态农业光伏大棚政策研究、能源创新研

究院发展模式研究、推进零碳示范县及零碳数据中

心等课题。二是围绕金融服务，完成广田集团、深

圳博约国际投贷基金公司、国银金融租赁公司、深

圳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委托的

咨询项目。三是围绕重大枢纽与港口物流建设，完

成招商局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研究、招商局太平湾冷

链产业规划，以及深圳国际、盐田港集团、青岛国

际机场集团、深圳地铁集团、深汇通投资集团等委

托的研究。四是围绕创新发展，完成腾讯公司关于

共享创新的研究，微众银行关于区块链与大湾区等

课题。五是围绕城市的高品质发展，完成深圳特区

建工集团、深圳水务集团、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等

关于优质产业空间、TOD 综合开发、深汕合作区六

水共治高质量发展、股权优化等相关研究。

四、践行智库决策服务，提升自
主研究和专业能力

（一）开展自主课题研究并出版专著

出版了《大湾区建设与深港合作四十年》《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开发区制度创新模式——

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区块供应链——流程架构

体系与产业应用实践》《乡村振兴实施路径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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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开放协同发展

  服务跨合区、边合区国家战略，巩固边境地区

发展规划，承担了《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

作区发展报告（2022）》《塔什库尔干边境经济合

作区产业规划》《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及配套区“小组团”滚动开发实施方案》《新疆博

尔塔拉州博乐“小组团”滚动开发实施方案》等项目。

  服务国家自贸区（港）战略研究，开展关于对

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发挥自由贸易港、自贸试

验区先行先试作用的研究、关于南沙打造立足湾区、

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的研究，承

担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方案编制。完

成《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支持南沙打造中国式现

代化先行示范区》《落实南沙方案，支持国有平台

公司在南沙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等报告。

（三）围绕地方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

  承担了新疆、内蒙古、洛阳、武汉、河北以及

成都、青岛、晋江等地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践》《企业家社会

资本对企业多元化战略与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改

革开放再出发 智库发展新作用》《我们的世界》。

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合研究出版了《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型科研机构》，与深圳市史

志办联合研究出版了《深圳科技创新四十年》。此

外，《中国当代集体农地制度史（1978-2014）：

农地承包、调整与流转》《城市更新与产业发展》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第十四期）：走进重庆》

也即将出版。

（二）探索“智库 +”打造公共研究产品

一是继续推出金融指数和报告系列智库品牌

研究。与英国智库Z/Yen集团联合发布了第31期、

32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独立发布第 14

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国双创金融发展指数，研

究发布《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22）》。

二是联合社会力量推出一批公共研究产品。编

制发布了 12 期《中国经济月报》，发布《现代海

洋城市研究报告（2021）》，是我国首份以现代海

洋城市为主题的研究报告，也是首个反映全球海洋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现代海洋城市评价体系”；

与香港广东青年总会合作编制“香港青年大湾区发

展指数 2021-2022（就业篇）”；与普华永道联合

发布《新机遇 大未来——专业人才流动助力深港

融合发展》研究报告；与腾讯公司合作发布“共享

创新指数报告”；与微众银行合作发布“数链大湾

区——区块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报告”；

与阿里云联合发布《云上企业战略与发展设计框架

白皮书》。

三是参与行业标准制订。参与编写《区块链 +

供应链应用标准与发展报告》，参与起草“仓储绩

效指标体系”国家标准。 

五、交流互鉴，加强学术交流和
智库传播

关注国际形势变化，我院围绕国家重大外事活

动及主场外交活动，开展学术交流与推动多边合作，

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一）开展国际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配合国家重大外事活动及主场外交活动，我院

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共同举行“应对全球

经济不确定的金砖力量”专题研讨会，针对当前金

砖国家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合作发展前景展开讨

论，发挥中国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职能。在

APEC 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举办 APEC 国际发展论

坛，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成员国的智库、企业代表，共同探讨推动

亚太经济复苏新思路。时值 G20 领导人峰会召开前

夕，与印尼、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智库机

构共同举办“G20 国际发展论坛”，探讨新兴经济

体如何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推动经济复苏。

围绕俄乌局势对全球与中国经济的影响，与欧

洲咨询联盟安博思、中国欧盟商会、卡内基国际和

平研究院共同举办“俄乌冲突下的中欧经贸合作论

坛”。与德国经济研究所、德国哈雷经济研究院、

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联合举办“世界能源变局与

中德合作论坛”。与伦敦、法兰克福、卢森堡、东

京等金融中心共同举办“全球金融新格局国际对话

会”，探讨地缘政治冲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建议。

围绕 RCEP、中美关系及区域经贸合作，与

RCEP 成员国智库联合举办“2022 中国 - 东盟智库

峰会”，探讨RCEP落地生效后区域经贸合作新路径。

与欧洲、美国、日本、韩国、越南等机构共同举办

“制造业外企在华投资的前景国际论坛”。在中美

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会晤之际，与美国经济战略研

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美国国

际战略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重塑中美经贸关

系”对话会。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智库举行“展望 COP27—应

对气候变化国际论坛”，与日本智库合作举办“中

日人口老龄化研讨会”。

围绕国内时事热点，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深港研讨会、“共享

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高端对话、第

十八届沪津深三城论坛、中国地方金融发展论坛等，

举办了 6期银湖沙龙。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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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好专家媒体资源，提升学术传播与影响

充分利用理事会专家学者和首席专家的力量，

将他们的研究观点和报告通过院信息平台发布。叶

小文代理事长《迎接新文明复兴 促进新人文主义》

等文章，社会反响热烈。首席专家樊纲院长在中国

国际电视台、CCTV-2《中国经济大讲堂》、《财经》

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长安讲坛、东亚海洋合作平

台青岛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峰会等发表观点，其中《政府与

市场：关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思考》等专题引起广

泛关注。同时其他理事受邀参加各种会议、论坛、

行业活动发表演讲，为院智库品牌建设发挥重要作

用。

强化我院新媒体传播力，发表原创性研究文

章两百余篇。推出“学习党的二十大”“综研看两

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周年”“全国统一大市

场”等系列栏目，推出“深圳 20+8 产业集群”“深

圳十四五规划”“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等系列专题，

推出“香港回归 25 周年”系列文章，积极引导舆

论营造良好氛围，发挥了国家高端智库应有的作用。

与中国网、凤凰卫视、深圳卫视、央广大湾区之声，

以及澎湃新闻、今日头条等主流媒体密切合作，资

深专家学者以及年轻研究人员就时政热点与社会关

切话题，接受采访、发表观点、解读政策。

（三）构建平台矩阵，增强传播能力

逐步形成由中英文网站、微信微博、电子邮件

推送系统、各类新媒体公众号、视频号、视频直播

构成的网络宣传矩阵，不断加大媒体合作与内容创

新。通过英文网站、英文研究动态等方式，定期向

国外机构、专家及学者推送中国宏观经济月报、动

态及专家观点。加快内容更新频率，微信公众号和

微博推文 800 篇，澎湃政务号发文 716 篇，头条号

发文 1000 篇，百家号发文 1000 篇。此外，与一点

资讯、腾讯企鹅号、抖音、B 站等平台开展合作，

加强线上视频直播和微信视频号剪辑推送 342 条视

频。截止2022年，我院连续四年获得澎湃新闻“最

佳政务传播 -大学和智库奖”。

六、创新管理机制，保障研究支撑

（一）党建工作扎实开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院党委开展第

一议题学习、理论学习及有关专题学习和座谈会，

组织党支部书记、党员参加上级部门举办的专题学

习培训。院党委领导作为市委宣讲团成员，按照上

级要求进行宣讲。举办七一书记讲党课、综研读书

会等系列活动。圆满完成党支部集中换届工作，配

合有关部门做好人大、政协等的人选推荐工作。加

强党群工作，倡导党员先锋支援社区，协助做好抗

疫工作。

（二）管理科辅高效协同

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高端智库报告评

议小组工作机制，提升整体研究水平。实行见习院

长助理培养机制，参加院长办公会，参与院务工作。

二是做好科研辅助工作，主动与相关上级部门对接

联络，做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上传下达、课题管

理、成果编辑和信息上报、材料汇报等工作。三是

推进实施数字化建设，建立内部协同工作平台，整

合内外部数字资源，推广数字工具应用。四是组织

完成深圳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三年评估工作，获得“优

秀”评价。编辑出版系列内部刊物与公共研究成果，

完善线上信息服务、网络安全等。五是加强制度建

设，根据财政经费管理新要求，结合实际进一步修

订完善院高端智库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及健全有关

管理制度。六是做好理事会工作，完成院第九届理

事会第四次会议工作。

（三）协同机构及下属机构运营平稳

深圳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继续资助院开展

公共政策研究，成功召开第四届第六次理事会。马

洪基金会主办了“问势 2022”理事报告会、智库

百人会春茗会、第五届中日活力化论坛等研讨会及

沙龙活动，正式成为深圳市智库联盟成员单位。开

放导报强化与院内的学术联系，努力提升期刊内容。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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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与咨询领域

国家战略与宏观经济政策

改革与开放问题、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政策、国

家经济发展战略、港澳台重大问题，以及社会发

展中重大民生问题。

区域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思路与区域规划的政策设计、

粤港澳大湾区及港澳与内地经济合作、区域资源

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开放经济与特区发展

“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战略、特区经验

与境外园区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等问题。

产业规划与创新政策

发展战略与产业规划、新经济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制造业与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海洋经济、能源

经济、商贸物流等产业。

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过程中的公共政策、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

战略、城市规划与治理、城市治理与制度创新、

公共服务与城乡统筹，以及城市更新等问题。

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企业发展战略与行业规划、企业重组及资本运作、

市场调研与投资可行性研究。

RESEARCH & 
CONSULTATION

研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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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研究 中央外办 胡振宇

我国“南北差距”及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研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王梅

东北海陆新通道顶层规划研究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文

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动态研究 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办公室 余宗良

中国经济月报 院自立课题研究 于珺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深度参与全球
海洋治理问题研究

课题重点梳理了全球海洋治理的历史与现状，
并针对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基础和问题，制定
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规划，确定近中期目标，针
对性提出我国深入推动蓝色伙伴关系、强化全球海
洋治理领域的务实性合作、逐步增强我国在全球海
洋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四大对策建议。

委托方：中央外办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张洪云、罗晓玉、汤婉月

东北海陆新通道顶层规划研究

为了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了
打造东北国际海陆新通道的战略举措。东北新通道
的提出，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家战略需求，有
效应对全球供应链韧性建设的现实需求，强化与日
韩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合作，增
强我国在全球经贸合作中的话语权。课题研究从国
家战略高度，借鉴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研究经验，明
确东北海陆新通道的概念与内涵，深入论证了东北
新通道建设的国家意义，基于中国与中亚欧洲之间、
日韩与中亚欧洲之间和我国东北地区与中亚欧洲及
日韩之间的市场潜力分析，提出了东北海陆新通道
的战略定位、空间布局，从枢纽建设、产业集群建
设、运营主体培育、班列资源整合、运营平台建设、
境内外合作机制建设等多个维度，提出了通道建设
的具体实施路径和体制机制创新建议。

委托方：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林薇、张亦瑶、赵松宇

宏观经济政策

课题方向 负责人

房地产业改革问题研究 樊  纲

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问题研究 刘国宏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研究 余宗良

自由贸易港与自贸试验区发展问题研究 余宗良

海洋经济发展新格局研究 胡振宇

推进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研究 胡振宇

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 张玉阁

香港发展问题研究 张玉阁

制造业外资企业发展形势研究 曹钟雄

中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问题研究 王国文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政策研究 蒋学民

我国消费中长期发展趋势研究 刘鲁鱼

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建设研究 周顺波

边境城镇发展研究 刘容欣

产业救济政策研究 刘国宏

出席蓝色合作企业家暨青年科
学家论坛，就深圳与国内特色
海洋城市合作发展规划做发言

Research & Consultation研究咨询

12 13 2022 Annual Report |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我国“南北差距”及地区发展
差距问题研究

在东中西差距趋于收敛的同时，我国区域发展
格局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南北差距”扩大逐渐成
为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课题研究
依据传统的“秦岭 - 淮河”南北分界线，结合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分方式，将 31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划分为六大区域进行研究，分析区域发展
差距情况，剖析差距形成的原因，并针对性提出进
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的对策建议。

委托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张雨婷、闫钰琪

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动态研究

课题围绕深圳福田区发展现状与工作要点，在
产业、科创、城建、金融、开放、医疗、教育、文
化等领域，对国内外发展动态进行观测研究，包括
但不限于国际最新形势、中央最新政策、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动态及对国内其他先进区域的动向研究，
形成动态研究信息，突出即时性、时效性与热点性。
研究主题涵盖飞地经济与对口支援、新型举国体制
下攻坚“卡脖子”技术、城市边界区域融合发展、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立数据要素管理体制、
解决离岸贸易跨境结算难题、自贸试验区金融制度
创新等，为福田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信息观测与
研究支持。

委托方：中共福田区委办公室
负责人：余宗良
成    员：张璐、申婷、伍锦源、张涛

中国经济月报

跟踪整理、分析全国及国内 9 个重点城市的经
济运行数据，结合国家和 9 个重点城市的经济政策，
全面分析全国和国内重点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趋
势，按月度形成研究报告。月报研究结合当前经济
活动中的重大问题，侧重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持续跟
踪分析九个重点城市的经济运行状况，每月围绕一
个主题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每期月报及时为深圳
市政府、部分央企提供决策参考，受到普遍关注。
同时每季度通过我院微信公众号和澎湃新闻、百度、
头条、人民网、一点资讯等网络新媒体渠道发布项
目季度研究成果，单篇阅读量超过三百万人次，累
计超过三百万人次，传播范围覆盖全国。

委托方：院自立课题研究
顾    问：樊纲、郭万达
负责人：于珺
成    员：郑宇劼、张国平、郑天骋、马朝良、
   程旭玲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一体化协同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 张玉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模式及制度创新案例系列研究 全国港澳研究会 谢来风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与规则对接研究 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余宗良

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总体建设方案研究
广州航运交易所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文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及香港专业人士
发展机遇研究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 张玉阁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重大成就与基本经验·经济篇 全国港澳研究会 张玉阁

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现实条件及实施路径研究 全国港澳研究会 谢来风

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支持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思路研究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张玉阁

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研究 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张玉阁

“进一步深化深港合作，促进深港市场要素高效便捷流动”
重点调研报告

政协深圳市委员会
时鲲 

付永嘉

深港合作专题调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深圳市委员会办公厅

陆晓丽

中山建设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研究

中共中山市委政策研究室 曹钟雄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民商事法律规则对接：参照、协调与并轨 全国港澳研究会 文雅靖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及政策研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
阮萌 

汪云兴

完善港澳居民在深发展便利措施 中共深圳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张玉阁

广州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
平台策略研究

中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

刘祥

东莞滨海湾新区与深圳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阮萌

东莞滨海湾新区与深圳前海联动发展研究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张玉阁

珠海建设珠江口“黄金内湾”的对策研究 中共珠海市委政研室 张玉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惠州港与香港港整合发展研究 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阮萌

以深圳“大口岸经济带”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前瞻性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发展研究中心 张玉阁

关于前海科创集团参与开发建设港深国际科技城（香港）的研究 香港国际创科产业园有限公司 张玉阁

新形势下宝安区加强与香港产业合作的策略和路径研究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研究中心 张玉阁

深圳市龙华区与香港融合发展的策略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阮萌

区域经济与粤港澳大湾区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为做
好共同富裕的深圳路径
研究课题开展调研

Research & Consultation研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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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
总体建设方案研究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是国务院
批复的《南沙方案》中提出的重大项目，是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创新合作模式的重要平台，
对全面提升大湾区航运辐射影响力、助力广州国际
航运枢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方案研究立足对全球
航运服务业和航运交易所的深入研究，进行了全方
位的深度调研和访谈，充分听取各利益相关方和行
业专家的意见建议，论证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航运
联合交易中心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明确了打造“世
界一流、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
的航运交易中心”的总体定位，提出了交易中心架
构和主要业务模块设置，预测了粤港澳大湾区航运
联合交易中心的近中远期发展目标与经济指标，明
确了航运交易中心组建方案和具体申报路径，提出
了需要国家政策支持的制度创新建议。

委托方：广州航运交易所、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张亦瑶、许大鹏、
   金圣轩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产业发展与人才
需求及香港专业人士发展机遇研究

香港现代服务业经济高度发达，专业服务业具
有国际化水平，拥有大量高端专业人士，在国家改
革开放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通过委托国
内知名线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进行数据发掘与深度
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深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九市人才需求的基本情况，并对大湾区内地九市
的产业重点以及人才政策进行梳理，结合政府发展
规划和人才政策为香港求职者对行业和城市选择提
供参考依据，同时剖析香港专业人士在大湾区内地
九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支持香港专业人士到
大湾区内地九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委托方：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杨秋荣、荀动、庄卓昊、刘雪菲、
   谢来风、薛杨钦

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支持
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思路研究

课题对北部都会区规划内容及最新进展和 2022
年《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对于北部都会区重要部署
进行了系统化分析梳理；探究北部都会区开发建设
在空间、土地开发程序、开发模式以及深港合作机
制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强调了广东省对接北部都会
区建设的必要性及重要性。重点提出了以口岸经济
带、“黄金内湾”内重大平台先行对接，同时加快
科创及产业深度融合、便利交通跨境和口岸通关、
共建优质生活圈及创新粤港合作体制机制等政策建
议。

项目委托方：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薛杨钦、庄卓昊、杨秋荣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一体化协同发展
重大问题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地
和示范区，经济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对外开放水平
较高，具备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良好基础。通过分析
内地九市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现状与特点，剖析其存
在的问题与制约，课题研究提出内地一体化协同发
展的思路与策略，聚焦构建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共建世界级战略产业集群、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共享、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生态环境共保共育、
推动规则规制趋同和创新一体化协同体制机制建设，
明确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点，最后提出推进粤港澳
大湾区内地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建议，为服务国家战
略探索和贡献大湾区发展经验。

委托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薛杨钦、杨秋荣、刘雪菲、文雅靖、 
   荀动、庄卓昊

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与规则对接研究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分属不同关税
区域、不同法律体系、不同货币制度”的框架下，
课题研究从制度摩擦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分析粤
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与规则衔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梳理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协同与规则衔接中存在的
制度障碍，在各关键领域如法律、税收、监管、贸易、
投资、科研、金融等具体研究，提出法治协同和规
则衔接的重点方向及政策建议。研究认为，加强顶
层设计、加快机制对接、支持区域试点、推动平台
建设和构建保障机制，对于大湾区率先推进制度型
开放、参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
一体化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委托方：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负责人：余宗良
成    员：张璐、申婷、伍锦源、张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模式及制度
创新案例系列研究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合作模式和制度创新
开展系列研究，总结成功经验，推动大湾区建设中
粤港澳三地合作和制度机制创新。课题研究具体包
括发挥香港赛马会在赛马相关行业的经验和优势，
粤港两地合作推进大湾区特色产业发展案例；香港
中文大学 ( 深圳 )、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
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深圳罗湖港人子
弟学校等高校、科研机构及中学的建设经验和管理
两地教育合作案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林顺潮眼
科医院等粤港两地合作办医的建设经验、运行机制
和管理模式医疗资源跨境案例，以及大疆无人机产
业、前海青年创业谷和横琴创业谷科技创新科技案
例。

委托方：全国港澳研究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谢来风
成    员：张玉阁、庄卓昊、文雅靖、杨秋荣、刘雪菲、
   薛杨钦

加快推进深港口岸经济带
建设的思路和举措研究

东莞滨海湾新区与前海
联动发展课题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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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重大成就与
基本经验·经济篇

在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之际，全面、系统、深
入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重大成就、经验
和需要完善之处，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课
题研究认为，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自由港和全球城
市，香港经济既受到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也
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产业结构等要
素资源禀赋决定了香港经济发展的特点。从国家改
革开放进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美博弈等“大
历史”视角，结合不同阶段，分析香港回归 25 年的
经济发展历程，梳理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在经济
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成功经验和保障因素，分析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展望未来发展。

委托方：全国港澳研究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刘雪菲、杨秋荣、荀动

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现实
条件及实施路径研究

课题研究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创新科
技中心、香港经济转型、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建设
的内涵和重点做了文献梳理和概念界定，明确香港
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意义和发展路径。对比分
析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发展科技创新的经验做法，
总结提炼对香港的借鉴意义。通过研究香港发展创
新科技产业的现实基础、香港与内地特别是深港科
创合作基础，深入剖析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提出香港实现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目标具有
实操性、可行性的具体路径和政策建议，为香港特
区政府及内地有关政府部门推进与香港合作提供决
策参考。

委托方：全国港澳研究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谢来风
成    员：刘雪菲、文雅靖、杨秋荣

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研究

课题就北部都会区建设作为香港发展史和粤港
合作史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进
行分析论述。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
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广东的神圣使命和重要责
任。其中对接北部都会区是广东支持香港开创新局
面、实现新飞跃、稳步推进“一国两制”新实践的
重中之重。深入系统分析香港建设北部都会区的规
划背景、特点、重点；梳理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对
北部都会区建设的安排部署和建议；梳理广东省和
深圳等相关城市的应对举措；研判对接北部都会区
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提出广东对接北部都会区
的策略、重点、任务、主要措施和政策建议等。

委托方：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刘雪菲、荀动

“进一步深化深港合作，促进深港市场
要素高效便捷流动”重点调研报告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布
署，落实党中央赋予深圳“丰富‘一国两制’事业
发展新实践”的历史使命以及深圳市委关于深化深
港合作的指示要求，课题组在深港两地开展了多形
式、深层次的调研活动，并将调研成果编制成“1
个总报告 +7 个专题分报告”，其主题涵盖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科技产业化合作、海洋经济发展合作、
交通与口岸合作、规划建设衔接、民生市民化待遇、
交往交流交融 7 大领域。调研报告聚焦深港两地人、
财、物、数 4 类市场要素，提出了 106 条对策建议，
为深港进一步推进“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建
言献策。

委托方：政协深圳市委员会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时鲲、付永嘉
成    员：曾曼园、刘俊美、张哲韬、王颖强、陈颖仪、
   晏星、曹中皓、林宣丞、王振

深港合作专题调研

课题组前往深圳市港澳办、市交通局等单位走
访调研，并多次参与政协组织的深聊会、座谈会。
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在深港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深港“三联通”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面临一
些新的困难和挑战。课题研究认为在深港合作新阶
段，应从以下四方面深化合作，推动深港“三联通”：
成立更高层级的深港合作领导机构，增强两地协调
推动重大项目的能力；借助数字技术新基建，提升
深港“硬联通”；加快制度衔接和规则对接，促进
深港“软联通”；加强民生融合，促进深港“心联通”。

委托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深圳市委员
   会办公厅
负责人：陆晓丽
成    员：刘国宏、马朝良、李恩汉

中山建设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
互动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研究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抢抓深中通
道开通历史性机遇，课题研究提出推动都市圈规划
共编共议、科技创新体系重构、区域产业体系重塑、
成体系创新政策融合创新、跨市域联检政策协同、
公共服务环境再造等六个重大领域改革试点，深入
实施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营商环境协同、
交通协同、公共服务协同等六大协同工程，促进中
山发展蝶变，推动东西两岸高质量互动融合，全力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
设。

委托方：中共中山市委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廖子涵

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区科技创新发
展规划课题组赴澳门科技大学调研

研讨香港建设国际创
新科技中心的现实条
件及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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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民商事法律规则
对接：参照、协调与并轨

课题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民商事法律规则
对接展开了系统研究，明确其对“一国两制”事业
新实践和对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全面梳理民商事法律规则对接的实际需求，
针对民商事规则调整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以“小
切口”着手，借鉴迪拜国际金融中心，重点推进民
事法律规则、商事组织规则、商事行为法律规则以
及民商事法律适用等领域对接。明确提出了支持暂
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以项目（平台）深度对接、
推动建立粤澳民商事司法协助机制、开启“示范法”
实践对接、建立粤澳合作法制协调机制以及开展高
层次立法加快“法制统合”等六大实施路径，全面
助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建设。

委托方：全国港澳研究会
负责人：文雅靖
成    员：张玉阁、谢来风、杨秋荣、刘雪菲、
   薛杨钦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科技创新发展
规划及政策研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
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澳
门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课题研究认为，新时期，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被赋予新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
命，迫切需要系统构建粤澳一体的合作区科技创新
“四梁八柱”，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的现代化经
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为合作区打造四新产业集群提
供源动力，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
研究提出合作区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和重大任务，
加快把合作区建设成为国际新技术创新应用中心和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点，为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新路径。

委托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
负责人：阮萌、汪云兴
成    员：何渊源、梁立芳、褚鹏飞、苏征、刘兴贺、
   汤露、刘玉玲、张娜娜

东莞滨海湾新区与深圳前海联动发展研究

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外区域合作案例，结合大数
据对三地合作现状与问题的分析，以及三地承担的
国家和省市战略使命，提出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
改革开放、科技创新、现代产业等，并提出“领导
小组 + 办公室 + 平台公司”管理架构创新突破。同
时提出推进与前海、翠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
创新、现代产业、高品质民生服务、交通及生态环
境五大重点领域联动发展。通过构建与前海、翠亨
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作为实施路径，为大湾区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试点探索经验，为推动三地联动发展
提供有价值、可操作、可落地的决策参考。委托方：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杨秋荣、刘雪菲、文雅靖、
   薛杨钦

完善港澳居民在深发展便利措施

课题研究以香港回归 25 周年为重要节点，完善
港澳居民 ( 青年 ) 在深发展的支持体系和便利措施是
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促进港澳居民 ( 青年 ) 国
家认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顺利实施
的重要保障。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发布为标
志的深港合作新阶段，深港“双城”将呈现经济社
会全面融合发展的态势，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 ( 青年 )
正在考虑来深发展。在新形势与新阶段下，一是深
入调研并全面梳理港澳居民、重点针对港澳青年在
深圳市创业、就业、学习、生活等面临的现实困难；
二是对已经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深
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落地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评估；
三是在充分调研、深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港
澳青年在深发展的支持体系和便利措施的决策参考
意见。

委托方：中共深圳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杨秋荣、刘雪菲、谢来风、荀动

珠海建设珠江口“黄金内湾”的对策研究

课题研究对纽约、旧金山、东京等世界级湾区
和沿海地区的环内湾发展规律和趋势进行总结归纳，
综合研判“黄金内湾”正是基于世界湾区发展规律
和趋势所作出的重大战略谋划，通过调研深度剖析
珠海在“黄金内湾”新形势新背景下的优势和短板，
结合国家和省对珠海的要求，提出珠海在“黄金内湾”
中的准确定位、发展目标，明确珠海建设环珠江口“黄
金内湾”的思路策略，并提出珠海适应“黄金内湾”
建设的规划、产业发展、招商模式等方面的具体路
径和举措，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为珠海未来发展
提供决策参考。

委托方：中共珠海市委政研室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薛杨钦

广州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
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策略研究

2022 年 6 月，《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
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出台。课题研究提出应当充
分发挥国家新区、自贸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
等重大战略平台综合优势，将南沙打造成为香港、
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撑，
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
平台，打造湾区三大都市圈的产业中枢、粤港澳协
同互动的合作高地、国际化规则对接的开放门户。
此外，课题组撰写的《落实二十大精神，支持南沙
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示范区》《落实南沙方案，
支持国有平台公司在南沙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两篇策论为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提供
决策参考。

委托方：中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刘祥
成    员：刘建党、杨兴、钱成、曹中皓、王颖强

课题组就新形势下深
圳如何加强与香港产
业合作开展调研

深港口岸经济带罗
湖先行区政策需求
课题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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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惠州港与
香港港整合发展研究

课题研究立足惠州港现有基础，坚持“练内功
与引外援”相统一，紧扣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服
务于经济转型升级、增强港口核心竞争力三个方面，
重点分析香港港、盐田港、惠州港的港口业务结构，
从内循环和外循环两大角度，寻找惠州港与香港港、
盐田港等港口合作方向，并通过加强组织协调、加
大政策资金支持、保障港口用地、引进专业人才等
重点措施，进一步破解体制机制掣肘，推进港口基
础设施和集疏运体系建设，积极发展临港工业等新
业态，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促进惠州港实现由产
业港向贸易港、产业港并重转型，将惠州港建设成
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对内大循环、对
外大联通”的重要枢纽。

委托方：惠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阮萌
成    员：刘洁、刘兴贺、汪云兴、付铭苏

以深圳“大口岸经济带”对接香港北部
都会区前瞻性研究

深港融合发展处于历史新阶段，在香港北部都
会区发展建设的大背景下，课题对深圳以“大口岸
经济带”对接北部都会区展开了深入研究，重点分
析了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的空间框架、意义、影响
及挑战，提出了深圳大口岸经济带在时序上近中远
期以“点、陆域、水域”、重点上以空间规划、综
合交通、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民生、公共服务、
文化认同、生态保护、规则机制以及合作机制等方
面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并提出了建立支持香港北
部都会区建设协调机制、多元参与机制、共同编制
深港边界发展规划等关键性政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刘雪菲、杨秋荣

东莞滨海湾新区与深圳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课题研究构建了滨海湾新区与深圳融合发展的
“四力”模型，从发展条件、深圳外溢、区域竞合、
营商环境等四个方面，分析了目前新区的基础、不足、
挑战和机遇。通过对深圳行业协会走访调研和对产
业集群调查，得出创新人才、功能性平台、有竞争
力的产业政策等成为新一轮企业外溢发展最重要的
要素。通过对先进地区案例分析，总结了区域承接
产业外溢 4 个阶段和吸引产业外溢的主要举措。研
究认为，新区推动与深圳产业融合发展，要把握好
外部机遇，产业方向聚焦协同联动，发展领域聚焦
前沿特色，产业功能聚焦研发制造，企业规模聚焦
中小型创新型企业。围绕滨海湾新区重点发展产业，
针对深圳 20+8 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结合调研中行
业、协会、企业提出的外溢需求，明确每个产业领
域的发展重点和与深圳融合发展的策略，并提出了
8 项 30 条建议。

委托方：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阮萌
成    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张娜娜、汤露

关于前海科创集团参与开发建设港深
国际科技城（香港）的研究

深港在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功能。课题
对前海参与北部都会区规划范围内港深科技城开发
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了前海参与建设有利于
探索深港服务国家战略新方式、国企拓展境外合作
新方式以及前海扩大服务功能新路径等重要意义，
重点分析了前海参与港深国际科创城的有利因素和
潜在的风险挑战，最后提出了以前海科创集团为主
体参与建设并共同开发、通过深港高层会议与特区
政府密切沟通以及采用法定机构条例方式明确参与
路径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有力地推动深港双
方共建港深国际科技城。

委托方：香港国际创科产业园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谢来风

新形势下宝安区加强与香港产业
合作的策略和路径研究

推动宝安与香港产业合作，是开创深港合作新
局面、勇担前海合作区战略使命、支持香港更好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课题研究通过梳理宝
安与香港各自产业基础、双方产业合作需求和切入
点，明确宝安在深港合作中与河套深港合作区、深
港口岸经济带等平台的战略定位差异，提出新形势
下宝安与香港产业合作的策略、路径和保障措施，
为政府推进深港合作工作提供决策参考，为深圳落
实国家赋予的战略使命提供支撑。

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杨秋荣、刘雪菲、薛杨钦、文雅靖、
   荀动、庄卓昊

深圳龙华区与香港融合发展的策略研究

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深圳“双
区”建设机遇、龙华战略定位提升背景下，通过调
研和梳理龙华区与香港在产业、科技创新、人才交
流、社会民生、营商环境等方面对接合作的发展现
状、比较优势和短板弱项，研究分析“双区”、综改、
香港北部都会区等宏观发展环境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总结大湾区各类合作平台和市内各区与香港合作发
展的先进创新经验借鉴，研究龙华区与香港融合发
展的思路、使命、目标、路径，找准其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展定位。结合各方面总体考虑，谋划重点
产业、科技创新、社会民生、文化交流、营商环境
等领域对接合作的主要路径，并提出强化北站枢纽
作用、构建对港合作机制、推进深港规则衔接、对
接北部都会区建设、发挥双向窗口作用、建设时尚
合作高地等发展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阮萌
成    员：汪云兴、何渊源、刘兴贺、吴伟杰、刘玉玲、
   钱柔冰、汤露、张娜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模
式及制度创新方案研究

公共经济研究所
赴澳门及青年发
展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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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报告（2022） 商务部 王振

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经济特区总体规划 柬埔寨财经部 曾曼园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实施方案研究 霍尔果斯市商务局 曲建

新疆甘泉堡经开区开放型园区综合咨询服务
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曲建

新疆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小组团”滚动开发实施方案 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刘祥
郭毅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全力推进国家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行动方案
二连浩特边境经济合作区
管理委员会

王振

内蒙古二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发展思路和策略研究 二连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王振

广东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研究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余宗良

广州南沙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周顺波

深圳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打造制度型开放的先行示范区 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 余宗良

开放经济与特区发展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
霍尔果斯片区实施方案研究

《 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推
动设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中国（新
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
核心区建设为驱动，把新疆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
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更好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委托，课
题组积极参与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调研、成果编制
及申建等工作，先后完成空间选址、实施方案编制、
专题授课等多项任务，全力支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探索新途径、积累新
经验。研究报告明确了霍尔果斯自贸片区的总体发
展定位与目标、空间选址与布局、主要任务与措施
等内容，有效支撑了霍尔果斯自贸片区申建工作。

委托方：霍尔果斯市商务局
负责人：曲建
成    员：刘容欣、张静越、王振、张晓宇、陈昱江、
   陈颖仪

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
发展报告（2022）

为全面反映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情况，
加强交流互鉴，自 2019 年开始，综研院持续承担
商务部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年度报告的编制
工作。2022 年是首批边境经济合作区设立 30 周年，
研究报告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对三十年来边境经
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历程作了全面回
顾，结合形势对下一步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为边境、
跨境经济合作区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委托方：商务部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
成    员：陈严、王颖强、曾曼园、于翔、陈颖仪、
   张静越、刘建党、曹中皓

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经济特区总体规划

受柬埔寨财经部委托，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多家机构组
成联合团队，为柬埔寨西哈努克省提供《柬埔寨西
哈努克省多功能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编制服务。西
哈努克省多功能经济特区拟规划面积为 2625 平方公
里，将打造成为柬埔寨第一个示范性、多功能经济
特区。联合团队主要提供包括战略目标、产业发展、
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布局、管理体制设计、开
发模式创新、政策建议等系统规划内容。目前，课
题组已就初步规划成果与柬埔寨各相关部委和机构
开展多轮沟通。

委托方：柬埔寨财经部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曾曼园
成    员：肖盛、付永嘉、陈严、曹中皓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
验区项目课题组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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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小组团”
滚动开发实施方案

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简称“博乐边合区”）
于 1992 年 7 月经国务院特区办批准建立，是国务
院批准的全国 17 个、新疆 4 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
区之一。按照国家商务部的要求，为加快边合区建设，
在充分研究产业发展现状、土地资源、资源禀赋以
及口岸等条件的基础上，课题研究科学谋划边合区
小组团开发总体思路，详细编制各边合区小组团开
发方案和研究专题，博乐边合区开发建设在本实施
方案的指导下有序推进，不断取得新成绩。

委托方：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刘祥、郭毅
成    员：钱城、张哲韬、陈颖仪、陈昱江、王颖强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全力推进国家向北
开放桥头堡建设行动方案

二连浩特是我国对蒙开放的最大口岸，是中蒙
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节点，在参与和服务国家向
北开放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课题研究围绕
二连浩特打造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的战略
支点这一政治使命，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服务区域泛口岸经济发展
三大基本原则，提出了实施口岸枢纽提质、内外循
环联动、对外贸易倍增、产业优化培育、园区平台
聚力、营商环境优化、改革创新突破、开放交流合
作八大工程，及近期、中期和远期三大阶段性目标。

委托方：二连浩特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
成    员：刘俊美、林宣丞

新疆甘泉堡经开区开放型园区
综合咨询服务

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乌鲁木齐
市北部，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随着“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甘泉堡经开区
顺应全新发展形势，紧抓中国与中亚、欧洲等区域
经贸联系加深的战略机遇，委托我院开展甘泉堡经
开区开放型园区综合咨询服务，包括《甘泉堡经济
技术开发区开放型园区产业规划》《空间规划纲要》
《开发模式》《融资方案研究》《招商运营设计及
产业导入研究》等。经过深入调研，就项目总体发
展定位、产业发展、空间选址及招商方向等方面与
经开区管委会达成共识，明确了项目“国际合作园区”
的总体发展目标，以“一区多园”分期分区滚动开
发实施，并制定了相应的开发模式、融资方案及招
商引资实施路径等。

委托方：乌鲁木齐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曲建
成    员：刘容欣、张静越、王振、肖盛、刘俊美、
   张晓宇、陈昱江、林宣丞

内蒙古二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发展思路和策略研究

内蒙古二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是 2014
年经国务院批复设立的沿边重点开放平台。围绕二
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沿边地区体制机制
创新区、向北开放国际通道的重要枢纽、深化中蒙
战略合作的重要平台、沿边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和睦邻安邻富邻示范区五大定位，课题研究在总结
发展成效基础上，围绕开发什么、开放什么、试验
什么，谋划提出了十大行动，以及制度创新任务清单、
平台性项目建设清单和政策举措清单三大清单。

委托方：二连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
成    员：刘俊美、林宣丞

广东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战略研究

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形势和环境的基础上，
课题一方面梳理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涵
及特征，整理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中
央部署及北京、上海、江苏经验；另一方面，对广
东开放的历程、基础与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提
出了广东省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
思路、发展原则、发展目标及建议举措，推动广东
省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强化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
规则，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
建设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
内需活力、推进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陆海统筹、
东西双向互济、粤港澳携手，全面优化开放布局，
全面培育和壮大广东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委托方：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余宗良
成    员：申婷、张涛、张璐、伍锦源

支持新疆高水平开放和发
展，区域所与新疆商务厅
领导开展课题调研

开
放  

建
设  
合
作

深圳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
规则，打造制度型开放的
先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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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沙区外贸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为充分挖掘广州南沙获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
范区的制度红利、推动南沙外贸高质量发展，课题
组对 5 个涉及外贸业务的政府部门、12 个重点外贸
（含跨境电商）企业、2 个保税仓开展调研。通过
访谈调研及数据分析，对南沙区现有外贸进出口产
品、区域结构、外贸新业态等进行梳理，并通过与
前海、盐田、黄埔、香港、横琴等重点片区比较分析，
明确南沙外贸发展优势及问题。结合进口贸易促进
创新示范区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要求，以及当
前 RCEP 建设中的机遇，课题研究提出了将南沙建
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贸易创新枢纽的整体定位，
明确未来南沙区应重点发展的外贸产品、重点目标
市场以及 2025 年的外贸发展目标，同时提出了实施
外贸提质升级“五大工程”，布局十大具备优势基
础和发展潜力的特色商品贸易基地，打造十大外贸
发展创新载体的实施策略建议。

委托方：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黄振中、王君怡、王景、
   纪廷润

深圳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打造
制度型开放的先行示范区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推进制度型开
放是深圳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推进制度型开放的
关键，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在规则、规制、
管理、标准等方面探索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开放。通过深入研究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特征，
分析国际经贸规则的内涵趋势、通行做法及对深圳
的影响，梳理深圳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有利条件和存
在的问题短板，课题研究建议从内部推动现行规则、
制度逐步向高标准新规则趋近，明确了深圳推进制
度型开放的策略路径，并提出深圳推进制度型开放
的对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
负责人：余宗良
成    员：张璐、申婷、伍锦源、张涛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海南琼海市产业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琼海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
时鲲 

尹小蒙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22—2035）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王东升

浙江金华经济开发区升级改造产业专题研究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文博

增强四川天府新区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路径及机制研究 成都天府新区发展和经济运行局 阮萌

福建泉州江南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编制研究 泉州市鲤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曹钟雄

福建诏安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规划 福建诏安工业园区建设发展公司 刘宇

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产业规划及招商策划研究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山坡街道办事处 彭坚

河北保定蠡县城市会客厅开发模式研究 保定市蠡县人民政府 刘祥

广州黄埔区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李相锋

广州增城区重点产业政策研究 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研究室 李相锋

珠海市落实“产业第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重点任务和举措研究

珠海市区域和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周顺波

广东佛山临空经济区建设的思路、目标和举措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三龙湾）
管理委员会

时鲲 
杨潇然

佛山杏坛产业发展与产城空间布局策略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政府 曾真

惠州惠阳区新圩镇千亿级产业平台产业发展规划 惠阳区新圩镇人民政府
阮萌 

汪云兴

广东中山翠亨新区高能级定位、高水平规划、高标准
建设综合咨询服务

中山市翠亨新区管委会 刘祥

江门银湖湾滨海新区核心区产业规划深化研究 江门市银湖湾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 张玉阁

广东惠州大亚湾塘横片区综合性城市设计产业策划研究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郭毅

深圳南山广西桂林共建异地产业园前期调研 深圳市深汇通投资集团 辛华

深圳龙岗区重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思路研究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蒋学民

深圳龙岗宝龙优质产业空间试点项目产业策划研究 深圳市特区建工产业空间发展有限公司 彭坚

盐田港集团物流产业发展规划专项研究 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 王国文

深圳福城街道源兆丰厂区产业规划研究 深圳市茂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刘泳先

产业发展规划

边境经济合作区与跨境经
济合作区发展课题组赴西
藏吉隆调研

区域所刘祥一行参加洛阳
市发改委与我院结对共建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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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琼海市产业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琼海市是海南东部的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拥
有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等国家级功能平台。基于琼海基础条件，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课题研究提出主动融入海南
自贸港现代产业体系，联动博鳌特别规划区、乐城
先行区，做优做强热带高效农业、旅游业等优势产
业，培育发展医疗健康产业、会展产业、高新技术
产业及临空产业，力争把琼海建成国际医疗健康产
业新高地、国际旅游会展产业目的地、热带农业全
产业链示范区和海南临空经济产业试验区。面向统
筹实施，聚焦六大重点产业，琼海市规划构建“一
廊两轴四片”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富海乐城医
工转化产业园、博鳌滨海旅游区、博鳌临空经济产
业园等产业园区，积极申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国家级平台，探索创建省级
新区，健全招商工作体系，大力引进一批龙头项目。

委托方：琼海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时鲲、尹小蒙
成    员：陈严、张晓宇、李泽华、王颖强

浙江金华经济开发区升级改造
产业专题研究

课题研究基于金华经开区产业发展基础分析，
解读上位规划对经开区的目标定位，从产业链、营
商环境、产业布局和行业管理等多角度，对经开区
产 业 现 存 问 题 的 深 层 次 原 因 进 行 了 深 入 剖 析， 总
结了三大类、九个产业深层次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明确了经开区产业发展与升级改造的优劣势，提出
经 开 区 发 展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大 健 康 产 业、 数 字 经
济，以及光电子、新材料、航空制造和氢能产业的
“3+2+2”产业体系。研究针对存量企业，构建了
评价指标体系，对 2800 余家存量工业企业进行打分，
实现分类施策、精准施政；对于增量企业，提出了
六大类、切实可行的招商引资与产业导入的策略路
径。课题研究对经开区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改造、建
成省级高能级战略平台、促进金华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文博
成    员：张翼举、林薇、张亦瑶、陈利鑫、于红婕 

福建诏安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规划

诏安工业园区创建于 1988 年，已经成为诏安
县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并在推动县域制造业集约
发展、形成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做大全县工业总
盘子、支撑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基于诏安县打造工业强县的背景，课题重点围
绕区域协作、产业提质、市场扩容、完善配套等方
面开展研究，提出诏安工业园区构建“231”产业体
系，明确了近期、远期产业目标与发展重点，并提
出具体实施路径。

委托方：福建诏安工业园区建设发展公司
负责人：刘宇
成    员：韦福雷、李春梅、王倩、毛迪

增强四川天府新区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
路径及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迈出更大步伐”，深刻揭示科技创新必须与经济
发展紧密结合、同向发力、协同联动、互促提高的
内在规律。天府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承担着探索
公园城市发展新范式、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等
重大使命。研究认为，高效推进创新和产业协同发
展是天府新区主动适应新一轮全球科技产业变革趋
势，坚持科技创新“四个面向”。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背景下，以创新策源和产业旗舰的双向
促进、双向赋能为带动，系统优化核心功能、全面
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
新动力源的“必答题”，也是天府新区践行国家使命、
赋能区域发展的关键路径。

委托方：成都天府新区发展和经济运行局
负责人：阮萌
成    员：何渊源、汪云兴、刘兴贺、张娜娜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35）

规划研究重点着眼杭锦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实
际，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致力
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规划部署了以清洁能源产
业、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为主导优势产业，特色
健康产业、再生资源产业为主要潜力产业，以及一
系列配套产业的“221”现代产业体系，提出风光氢
储清洁能源、天然气清洁能源、绿色化工及新材料
等三大重点打造的产业集群，并且以独贵塔拉产业
园和新能源产业园整合为契机，优化开发区空间布
局，以及一系列重点行动及工程，并提出了相关发
展配套及保障措施。规划将成为指导开发区产业高
质量跃升发展的宏观性、基础性、战略性规划。

委托方：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康会欣、逯长胜、郝沛文

福建泉州江南新区产业发展
规划编制研究

江南新区位于泉州市鲤城区晋江西岸，与千年
海丝古城隔江相望，是泉州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载
体。通过对江南新区产业基础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深
入全面的调研，课题研究结合泉州城市格局之变、
科创位势之变、产业格局之变，提出聚焦数字经济，
补位产业创新职能，聚焦“传统制造升级 + 新兴产
业培育”，打造服务大泉州的产业创新中枢，与东海、
晋江、南安形成差异化创新服务格局，建设以数字
经济为引领的泉州中央创新区，协同海丝古城数字
创新，促进高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委托方：泉州市鲤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顾    问：郑宇劼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刘宇、李梦捷、陈振华、李春梅、李兆钰、
   李守晋

广东佛山临空经济区建
设课题组在佛山调研

“惠州惠阳区新圩镇千亿
级产业平台产业发展规划”
课题组在惠阳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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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产业规划
及招商策划研究

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南部，山坡街道是武汉市街
域面积最大的乡镇。新时期背景下，山坡街道以农
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难以支撑武汉城市圈
临界协同区功能节点、江夏区南八乡服务中心的核
心功能。为实现在新时期下的产业经济振兴，课题
研究根据上位规划要求和武咸跨界合作联动发展趋
势，结合山坡街禀赋特色和周边产业竞合态势，提
出“打造四个一引领的现代都市农业和精致农业产
业链”，支撑开创统筹全域特产资源的山坡宴区域
公共品牌的产业发展路径，以期破解区域产业困境。
研究建议应重点聚焦“一束稻、一尾鱼、一碗汤和
一篮子小特产”的产业主线，推动一二三产联动发展，
做强文旅休闲和现代服务，打造归乡共建、活力再
生的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武咸临界农旅健康合作
示范区。

委托方：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山坡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彭坚
成    员：杨立武、吕孟竹、单梦霖、段梦茜、
   陈紫烨

河北保定蠡县城市会客厅开发模式研究

课题研究由“成果咨询 + 过程咨询”构成，在
提供高质量研究报告同时，还为蠡县政府提供项目
实施过程的评估、研判和相关招商引资对接服务，
编制并提交高铁新城合作模式说明、项目实施协议
书、产业监管意向书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
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成果成为政府与产业投
资商谈判的重要决策参考。

委托方：保定市蠡县人民政府
负责人：刘祥
成    员：肖盛、陈昱江、李泽华、陈颖仪

广东佛山临空经济区建设的思路、
目标和举措

随着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选址确定，佛
山临空经济区已在顺德结对高明紧密协作机制下启
动建设，规划总面积约 160 平方公里，承担着建设
佛山西部经济新中心，打造机场空铁经济带，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增长极的重要使命，佛山市政
府已划定 32 平方公里的合作园区，由佛山中德工业
服务区（三龙湾）管理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建设运营。
为了更好完成高标准规划佛山临空经济区，统筹临
空合作园区开发建设的任务，推动合作园区产业高
质量发展，课题研究紧扣佛山临空经济区产业发展
主线，重点对标研究了 17 个国内外临空经济区发展
案例，结合临空产业发展规律和前沿趋势，对佛山
临空经济区的产业选择、产业体系、重点产业等关
键问题深入论证，为佛山临空经济区未来产业发展
和招商引资提供路径指引。

委托方：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三龙湾）管理委员会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时鲲、杨潇然
成    员：尹小蒙、刘俊美、曹中皓、高劲远

课题组举行调研座谈
会，开展深圳低碳产
业发展研究

广州增城区重点产业政策研究

课题旨在剖析广州市增城区产业发展情况、产
业政策出台现状，并提出支持增城区产业加快发展
与升级的对策建议。课题重点梳理增城目前优势产
业以及重点发展产业，对其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国家及省市出台的政策现状、增城政策实施情况等
进行梳理与剖析，并通过全球产业发展趋势维度、
国产替代机遇维度、政策导向维度、湾区产业协同
维度、广深联动维度、区域竞合维度、增城优势资
源要素维度七大产业筛选维度对十二大行业进行产
业遴选，提出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及新
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 3 大支柱产业，和高端
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4 大
特色产业，以及氢能、元宇宙、无人机 3 大潜力产
业的“3+4+3”产业布局，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委托方：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吴浩、黄振中、王君怡、王景、
   纪廷润

广州黄埔区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通过实地走访黄浦区工信局、政研室和金融局
等部门，深刻了解到黄埔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和
问题。在调研基础上，课题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重
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着眼现代服务
业发展新要求，结合黄埔区服务业发展实际，形成
黄埔区推动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实施方案，提出打
造科技服务业发展新高地、培育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发展新生态等九大任务。

委托方：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吴浩、黄振中、王君怡、王景、
   纪廷润

珠海市落实“产业第一”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重点任务和举措研究

课题研究重点是构建承接珠海“4+3”产业体
系规划方案，体现三产协同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产业发展阶段研判、产业发展驱动六要素研究、
现代产业细分领域发展现状区域对比、外部趋势与
机遇洞察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
构建先进制造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海洋产
业高度融合发展的“7441”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发展的“先锋之城”和
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极核。并以强链、延链、
补链为主线，形成以“链长制”为核心的“十个一”
产业发展支撑体系，规划各细分产业链的招商图谱、
重点项目、创新平台等。

委托方：珠海市区域和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王君怡、吴浩、黄振中、纪廷润

佛山临空经济区课题
组赴佛山高明区诚德
集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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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杏坛产业发展与产城空间布局策略

课题研究放眼湾区未来，立足顺德区杏坛镇优
势，厘清杏坛产业发展现状和产业空间未来余量，
在预判高新区、综保区、临港经济区未来发展对杏
坛的影响等基础上，策划杏坛产业定位和未来发展
图景，拟定产业发展和产城发展目标，规划重点产
业集群、产业体系，研究分析重点产业集群未来规模、
主要业态。进而优化产城空间，制订重点产业集群
和重点园区发展策略，并对镇域内重点发展区块在
管理体制上提出策略性建议。

委托方：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政府
负责人：曾真
成    员：金建玲、朱锡汉、陈嘉罍、徐钊、王学标

惠州惠阳区新圩镇千亿级产业
平台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研究坚持“国家使命、双区所需、惠州所向、
惠阳所能”，基于“五力”模型，深入分析了新圩
镇的产业发展基础、深圳产业外溢趋势、区域竞合
关系、国家省市等上位产业发展规划以及未来产业
发展趋势等，通过甄别遴选对比分析或学习借鉴案
例，结合“双区”建设、惠州“融湾融深”、惠阳“智
造高地·活力惠阳”，从集群、领域、功能、规模、
方式等维度，提出构建新圩产业体系的思路，未来
新圩镇将加快构建“1-4-2”产业体系，形成“一核
两轴多组团”的产业空间布局，并通过实施产业协同、
空间保障、交通融入、城市共享、政策支撑等五大
发展路径，将新圩镇打造成融深融湾第一站、万亿
产业新支点、现代活力新城区、改革创新先锋区。

委托方：惠阳区新圩镇人民政府
负责人：阮萌、汪云兴
成    员：刘兴贺、张娜娜、何渊源、钱柔冰、刘玉玲、
   付铭苏、汤露、武增

广东中山翠亨新区高能级定位、高水平
规划、高标准建设综合咨询服务

研究报告提出了在深中合作背景下，把握建设
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示范区的机遇，进一
步明晰翠亨新区的战略定位、产业选择、空间布局、
资源导入和实施路径，审视翠亨新区对中山市乃至
大湾区的发展价值，形成以战略定位指引产业规划、
以产业需求指引空间布局、以资源导入支撑产业落
地、以项目实施指导工作的格局。

委托方：中山市翠亨新区管委会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刘祥
成    员：钱成、陈颖仪、郭毅、张静越、张晓宇、
   王颖强

江门银湖湾滨海新区核心区产业规划

规划研究基于银湖湾滨海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
基础，通过实地调研和行业趋势、区域发展形势等
分析，研判江门银湖湾滨海新区发展面临战略机遇
窗口。明确新区在加快产业集聚发展，提升发展能
级量级，在国家和区域战略中占据发展高点的实施
路径。坚持“科教产城”融合发展理念，下沉深化
前期“113”产业体系（大健康 + 高端制造 + 文旅、
科创、教育）结构基础，聚焦大健康产业和高端制
造业，主要解决产业细分领域、产业促进政策、招
商目标等三方面核心问题。最后提出在产业细分领
域方面，银湖湾滨海新区近中远期发展的具体产业
规划。

委托方：江门市银湖湾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谢来风、刘雪菲、杨秋荣、薛杨钦、
   庄卓昊

广东惠州大亚湾塘横片区综合性城市
设计产业策划研究

大亚湾塘横片区拥有惠州市大亚湾为数不多的
连片可开发用地，在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方面承载
着重要的功能。课题组配合深规院综合性城市设计
重点开展产业策划专项研究，该片区拥有丰富的山
水资源，环保标准较为严苛，经过综合分析研判，
对片区发展确定以精密加工、装备制造、航天电子
及数据服务为核心的产业体系，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一流的航天科技城。

委托方：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负责人：郭毅
成    员：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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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产业发展与产城空间布局策
略研究课题组参加项目签约仪式
赴广州市天河区调研

课题组在江门企业调研，为
江门银湖湾滨海新区核心区
产业规划研究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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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广西桂林共建异地
产业园前期调研

课题组围绕桂林异地产业园建设产业基础、配
套环境以及合作模式、园区选址、开发策略、产业
定位等问题展开深入调研。在深圳市全市产业转移
的长期跟踪研究成果以及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布局演
化布局前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地政府以增量企
业引进为主，建立“深圳研发总部 + 桂林生产基地”
共同招商工作机制，并从战略高度尽快研究相关支
持产业转移的政策，在考虑多方利益共享的前提下，
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

委托方：深圳市深汇通投资集团
负责人：辛华
成    员：刘斐

深圳龙岗区重点服务业高质量
发展思路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 年 12 月赴广东考察工作
时就提出“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
业，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尽快形成结构
优化、功能完善、附加值高、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
体系”，党的二十大会议中再次强调“构建优质高
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
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
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通过调研梳理龙岗区服
务业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产业发展趋势，
课题研究提出龙岗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要
措施，并对重大项目、重点招商项目等进行细致梳理，
依据基础条件和项目情况提出年度发展目标，为后
续工作推进提供清单化、表格化、时序化的指导意见。

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王钊、赵炳仪、山敬宇

深圳龙岗宝龙优质产业空间
试点项目产业策划研究

为落实《深圳市优质产业空间供给试点改革方
案》的要求，特区建工集团在国内率先探索开展首
个“优质产业空间试点 + 二三产业混合试点”项目。
试点项目以打造全市首个“专精特新”产业园区为
目标，聚焦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
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按照“低成本
开发 + 高质量建设 + 准成本提供”的供给模式和“总
成本 + 微利”的价格面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分割销售，
最大化留住优质成长型企业。为保障试点项目顺利
落地实施，课题组从申报企业遴选、园区产品市场
调研及定价、园区建设运营、园区空间布局、项目
整体定位以及智慧园区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系统解决
方案和相关研究成果，并推动相关策略落地执行，
为打造深圳市优质产业空间试点标杆项目提供支撑。

委托方：深圳市特区建工产业空间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彭坚
成    员：杨立武、段梦茜、单梦霖、吕孟竹、
   陈紫烨

盐田港集团物流产业发展规划专项研究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使
港口面临主业收入预期下降的挑战。盐田港集团物
流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集团物流板块打造成为国
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物流与供应链综合服务运营商、
成为集团跨越式发展重要引擎的总体定位，聚焦“物
流资产管理、智慧物流运营、产业供应链服务”三
大产业重点，建立多元化、现代化的盐田港集团物
流产业生态体系，提出了具体资产规模和收入目标
并将指标进行了分解。从实施策略的角度，规划提
出一是做强物流地产，扩大资产规模；二是做优增
值服务，提高资产收益；三是开拓供应链业务，做
大收入规模。针对物流板块资产归集、资源整合，
提出了“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整合策略，在此
基础上进行 REITs 项目上市、物流平台公司 IPO 等
资本运作路径。规划还提出了完善信息化建设、品
牌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激励机制建立等多项保障
措施。

委托方：深圳市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陈利鑫、张亦瑶、林薇、
   于红婕、金圣轩

深圳福城街道厂区产业规划研究

为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拓展产业空间，
顺应片区产业发展趋势，规划对项目提升容积率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地块持有者深
圳市茂丰源实业有限公司及母公司深圳市世宗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产业资源进行分析，确定了项目地
块的产业定位，并以智能制造装备发展的产业体系
为主体，提出产业的空间布局，为项目提容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

委托方：深圳市茂丰源实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泳先
成    员：郭萌萌、李翰文
 

盐田港集团物流产业发
展规划专项研究汇报会

形
成 

具
体
的
实
施
方
案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产
业发展规划课题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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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2022·中国“双创”金融指数 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刘国宏

第 14 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走进重庆 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刘国宏

西部金融中心（成都）发展白皮书（2022） 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刘国宏

2022 年成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市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白皮书（2018-2021）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刘国宏

数“链”大湾区——区块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
发展报告

广州市汇志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陆晓丽

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报告 202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创建国家科创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研究 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刘国宏

深圳前海联动香港探索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研究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刘国宏

深圳市探索创新老旧小区金融支持政策研究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曲建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客户服务质量评估课题研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刘国宏

金融产业与发展

西部金融中心（成都）发展白皮书（2022）

研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综合篇从金融发展成
效、金融产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生态、
金融集聚区等方面概括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与发展，
全面呈现成都金融业发展总况以及未来发展蓝图。
专题篇详细阐述了成都在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提升、
特色金融培育发展、金融科技创新、成渝地区金融
同城化、金融开放合作发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
重点领域发展亮点。在附录部分，列出了成都持牌
法人机构、地方金融组织、要素交易平台等相关机
构详细名录，刊载了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系列
配套政策。

委托方：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佩、陈材杰、彭晓钊、梁姣姣

2022·中国“双创”金融指数

中国“双创”金融指数（China Innovator and 
Entrepreneur Finance Index， 简 称 CIEFI） 在 综
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城市统计数据
特征，并通过听取、借鉴大量行业专业人士意见，
形成一个适用于国内各城市双创金融发展状况评价
的动态评估指标体系。CIEFI（2022）通过客观、真
实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多个角度全面客观反映中国
双创金融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为双创金融的改
革创新提供新的依据。研究评价的样本城市为国内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客观全面反映全国各地金
融支持“双创”活动的实际状况和发展特征。

委托方：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祥、陈材杰、彭晓钊、梁姣姣

第 14 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走进重庆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简称“CFCI”）构建了一
套适应我国金融中心发展特点的竞争力评价体系，
旨在跟踪研究我国金融中心发展状况，为相关决策
部 门 提 供 政 策 优 化 的 参 考 依 据， 为 社 会 各 界 提 供
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前沿观察窗口。首期 CFCI 于
2009 年 发 布， 其 后 每 年 更 新 一 次。 第 14 期 CFCI
使用了 4 级架构共计 95 项指标，涵盖金融产业绩效、
金融机构实力、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生态环境等四
个方面，对我国 36 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中心城市综
合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竞争力评估。本期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还分析了西部金融中心——重庆
的金融业发展历程、传统金融业、特色金融业、金
融开放、金融集聚区建设及金融环境建设等方面。

委托方：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祥、张佩、余鹏、陈材杰、彭晓钊、梁姣姣、
  陈珂

2022·中国“双创”
金融指数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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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成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课题研究由《成都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发展
研究》《成都基金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成都
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22）》三个子课题组成。其
中，《成都乡村振兴金融创新示范发展研究》通过
深入研究成都乡村振兴金融发展的现状基础以及存
在的核心问题和面临的发展需求，并从金融服务的
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等，创造性提出成
都乡村振兴金融发展具体的运行方案。《成都基金
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通过分析基金业发展趋势，
结合基金业发展规律，深入研究成都基金业发展现
状基础和核心问题，以及实现成都基金业高质量发
展的突破路径。《成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22）》
基于上市公司竞争力评价模型，通过数据及案例分
析，全面、客观反映成都上市公司的发展轨迹、发
展现状、发展趋势、发展诉求等，为政府、市场、
学界分析上市公司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参
考。

委托方：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佩、余鹏、余洋、陈材杰、彭晓钊、陈珂

深圳市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白皮书
（2018-2021）

2018 年以来，作为国家金融改革开放试验田，
深圳首批挂牌成立地方金融监管局，按照中央决策
部署，落实统一归口管理职责，理清权责关系，完
善监管机制，全面加强对“7+4”类地方金融业态的
监管，在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治理体系、推动地方金
融组织合规发展、促进地方金融业态服务实体经济、
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
合法权益等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实
践经验，为全国地方金融监管提供了有益借鉴。课
题研究回顾了深圳“7+4”类地方金融组织及业态监
管的改革创新成效，分享深圳地方金融监管的理念
和实践经验，为提升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效能和现代
化水平提供了参考。

委托方：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凌曲、梁姣姣

数“链”大湾区——区块链助力粤港澳
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报告

课题组走访调研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和金融企业、
深入研究大量文献资料后撰写形成《数“链”大湾
区——区块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报告》
（下称《报告》）。《报告》提出，以区块链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在破解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差异坚冰、
支撑实体经济跨越和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能够
发挥重要作用，可有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
展步入 2.0 新时代。《报告》以丰富的区块链应用
场景实践案例，展示了区块链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
数字政府建设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委托方：广州市汇志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顾    问：樊纲、郭万达、刘国宏
负责人：陆晓丽
成    员：李恩汉、马朝良

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报告 2021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离 不 开 现
代化产业体系和优秀的本土企业，而上市公司就是
这些本土企业中最杰出的代表。自 2018 年以来，
《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报告》已连续发布四期并受到
社会的广泛关注。课题组在往期报告的基础上继续
优 化 部 分 内 容， 编 制 了《 深 圳 上 市 公 司 发 展 报 告
2021》，动态反映了深圳上市公司的现状、特征、
趋势，进一步提炼深圳上市公司发展成就与经验，
形成更多规律性认识，剖析深圳上市公司发展存在
的问题，研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力争以高质量
研究服务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委托方：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洋、陈材杰、梁姣姣

深圳创建国家科创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研究

从深圳科创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对标济南、
长三角等国家科创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要求
出发，课题系统梳理了深圳创建国家科创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的现状及存在的短板。在总结国内外城
市发展科创金融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深
圳加快创建国家科创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具体策
略建议。研究认为，科技创新是高风险、高收益、
长周期的复杂创造性活动，打造国家科创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需要从全周期、全链条、全主体等五
个“全”的角度为科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面向未来，
深圳正在打造世界级的“20+8”产业集群，需要在
产业集群强势崛起中守正创新、高位进阶，从五个
“全”的维度打造适应深圳科技企业创新特点和需
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体系。

委托方：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顾    问：张韶辉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马朝良、李恩汉、陆晓丽、胡天池、徐雅婷

深圳前海联动香港探索建设
离岸金融市场研究

在梳理和分析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经验和启
示的基础上，课题研究提出前海联动香港探索建设
离岸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可行性、重要意义、功能
定位和框架设计。本研究结合前海的发展特征和实
际，提出前海联动香港探索建设离岸金融市场的三
大功能定位。同时，探索建设离岸金融中心框架设
计的相关政策建议，从三个方面提出了 15 条具体建
议。研究还提出，近期工作应当以金融基础设施建
设和要素集聚为重点，中远期工作则以规则机制全
面接轨和资金自由流动为重点。

委托方：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凌曲、梁姣姣

公共住房项目课题组为深
圳住建局做结题汇报

发布《数“链”大湾区——
区块链助力粤港澳大湾
区一体化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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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广东省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方案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胡振宇

2022 年度深圳市海洋事业发展报告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胡振宇

深圳与国内特色海洋城市合作发展规划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胡振宇

深圳市海洋产业园区建设与海洋金融国际对标策略研究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胡振宇

突出海洋特色打造深港合作东部生态康体圈 深圳市大鹏新区综合办公室 李相锋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
财政局

胡振宇

海洋产业与发展多
角
度
反
映
都
市
经
济
发
展

深圳市探索创新老旧小区
金融支持政策研究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具体举措，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
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
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国家、广东省、
深圳市层面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背景，课题研究
分析了深圳及全国其他地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类型、
规模及资金来源等基本现状，选取了英国、香港、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旧住宅区改造案例作为参考经验，
最后基于政策梳理、现状分析、案例借鉴，结合深
圳情况，提出创新金融支持政策建议，同时提出聚
焦突破政策建议和近期实施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负责人：曲建
成    员：肖盛、陈昱江、李泽华、韦雨萌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客户
服务质量评估研究

客户是商业银行发展的“生命线”，如何获取
及维系客户，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赢得客户信任，
成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键。课题研究基于主流客户
服务质量模型，结合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业务开展
的实际情况，在个人金融、公司金融、交易银行、
金融市场、科创金融、普惠金融等业务模块构建多
维度指标评价体系，从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角度
分析中国银行主要业务发展取得的优势，存在的问
题，与他行存在的差距等方面，并通过问卷调查手
机客户对中国银行客户服务意见，向相关业务部门
提出改进意见。

委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胡彩梅、张祥、余鹏、彭晓钊、邱智平

课题组就中国银行深圳分
行客户服务质量评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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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方案

方案重点聚焦现代海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建
设内容、实施路径及创新政策等方面开展研究，根
据现代海洋城市标准，遴选知名海洋城市、海洋城
市群、特色海洋城市开展案例分析，总结归纳现代
海洋城市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分类与功能定位、
基本特征、重点建设内容、指标体系等，并编制《广
东省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方案》，内容涵盖现代海洋
城市建设的基本思路、指导原则、空间范围、时间
安排、总体布局以及重点建设领域等。

委托方：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张洪云、冯猜猜、罗晓玉、安然、周菁、
   汤婉月、周余义、杨阳、陈美婷、丁骋伟、
   邹毅人、李岱峰、周晓梦

2022 年度深圳市海洋事业发展报告

课题组对深圳 2022 年海洋事业发展与海洋规
划、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海洋科技与产业发
展及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调
研与分析，并从科技、产业、航运、海洋文明、海
洋合作治理等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发展形势与动态和
深圳的特色，据此编制 2022 年度深圳市海洋事业发
展报告。

委托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张洪云、冯猜猜、罗晓玉、安然、周菁

深圳与国内特色海洋城市合作发展规划

为更加有效地推进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规划研究综合运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经济地理
理论，深入分析国内海洋城市实力、特色、国家地
位和国际联系，结合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定位和
国家对深圳的要求，综合评估深圳与国内海洋城市
合作潜力，助力深圳构建优势互补、高效互动的海
城合作网络，加快形成南北互通、东西联动、面向
深海大洋的“深圳 +”城市合作体系，实现海洋要
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提高深圳及国内特色
海洋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行之
有效的地方实践。

委托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周余义、蔡冰洁、李岱峰、丁骋伟、
   陈美婷、邹毅人、杨阳、冯猜猜

深圳市海洋产业园区建设与海洋金融
国际对标策略研究

课题通过对全市海洋产业园进行系统调研、座
谈、以及搜集整理全市海洋产业园区发展及相关政
策的最新动态资料，从总体规模、产业结构、企业
入驻、发展规划等方面掌握全市海洋产业园区最新
发展情况。策略研究借鉴国内外成功产业园区发展
模式，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提出我
市引入、培育海洋产业载体，推动海洋产业集聚发
展的建设方案。同时，课题开展全球海洋金融发展
的现状分析，总结国内外海洋金融发展的经验、方
法及全球海洋金融所面临的瓶颈和问题。对标全球
海洋金融中心城市，立足深圳海洋金融发展情况实
际需求，开展深圳发展海洋金融路径研究。

委托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丁骋伟、李岱峰、陈美婷、周余义、
   张洪云、蔡冰洁、周菁、罗晓玉

突出海洋特色打造深港合作
东部生态康体圈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研究建议深圳大鹏
新区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规划，发挥东部
生态康体圈后发优势，尽快梳理深港双方生态旅游
资源，携手香港推动一批海洋经济、生态旅游、生
命健康、人文交流等领域重大项目落地。提出强化
基础设施“硬联通”、制度规则“软联通”，着力
营造国际化、高品质的旅游消费环境，打造与国际
规则衔接、海洋要素自由流动的深港文旅深度合作
区，推进深圳海洋经济锻长板补短板，加快建设高
水平世界级旅游消费目的地。

委托方：深圳市大鹏新区综合办公室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吴浩、黄振中、王君怡、王景、
   纪廷润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课题重点分析研究与梳理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
状况和总体趋势，形成对深汕特别合作区打造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核心拓展区的综合研判，并立足深汕
合作区海洋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分析深汕特别合
作区海洋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和基础现状，深入剖
析深汕特别合作区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
从海洋产业、科技、平台、政策等关键领域入手，
提出深汕特别合作区海洋产业发展布局的重点策略，
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近期重点任务，编制深汕特别
合作区海洋产业优势及发展布局策略。

委托方：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菁、罗晓玉、汤婉月、周晓梦、安然、
   张洪云

提供
行之有效的地方实践

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
组赴相关企业调研

胡振宇博士出席广东省
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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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共享创新指数研究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曹钟雄

苏州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的思路、目标和举措
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时鲲

刘俊美

京东云谷、天安深创谷电子信息产业调研课题研究

广东京东杰新智慧城市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东莞市凤岗天安数码城有

限公司

曹钟雄

关于东莞提升算力算法水平，推动软件赋能硬件研究 中共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 曹钟雄

东莞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监测体系及“双万”新阶段

高质量发展研究
东莞市统计局 胡振宇

深圳福田区科技创新局三大战略新产业集群专项政策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科技创新局 蒋学民

深圳市宝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周顺波

深圳坪山区智能终端产业规划咨询服务 坪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刘祥

郭毅

新兴产业与发展

京东云谷、天安深创谷电子信息产业
调研课题研究

课题组以电子市场为切入，先后调研考察了 21
个电子交易市场，访谈了超百家电子市场商户、电
子信息企业以及电商平台，以点带面，对电子市场
经营情况和电子信息企业需求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挖
掘和研判。在详实的调研数据基础上，编制完成《电
子信息产业调研报告》，该研究提出围绕智能网联
汽车周边电子、智能终端产品等高成长性市场应用
领域，深度切入企业需求和行业痛点，打造集交易、
展示、仓储、研发办公、供应链金融、线上线下等
服务为一体的电子交易与产业创新高地，推动传统
市场“人找货”模式向电商时代“货找人”模式升级。

委托方：广东京东杰新智慧城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天安数码城有限公司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余晖、李梦捷、王钇杰、陈振华、李守晋、
   刘锐聪

共享创新指数研究

“共享创新”是当前我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
的全新探索，更是在全球科技浪潮中“勇立潮头”
的战略所需。目前国内外主流的指标体系，基本都
仍然聚焦在科技创新本身层面，关于衡量共享创新
的指标体系较少。共享创新指标体系，将共享这一
概念与创新的基础指标充分结合，力求呈现一套有
理论突破、有数据支撑的科学指标体系。指标体系
共包含五个一级指标和 14 个二级指标。五个一级指
标分别为创新环境共享度、创新要素共享度、创新
平台共享度、创新生态共享度、创新成果共享度。

委托方：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姚可、唐辰晨、张黎

苏州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的
思路、目标和举措

为支撑苏州建设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产业创新中心、世界一流创新
型城市，课题研究综合国家布局、地方实践，系统
梳理了我国高能级创新平台 1 套梯队、2 类园区、3
类设施、4 类机构、N 类科技领军企业的“1234N”
布局体系，提出了苏州高能级创新平台的十大行动
建议，包括加快推进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升级为国
家实验室、积极引进国家实验室苏州基地及合作网
络、培育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联
盟、推动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申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等，为新阶段苏州科技创新发展布局建言献策。

委托方：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时鲲、刘俊美
成    员：于翔、李泽华

樊纲院长出席“共享
创新指数”发布会，
并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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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莞提升算力算法水平，推动
软件赋能硬件研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重塑全球
经济结构，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成为
全球战略竞争的新焦点，将带动数字经济的创新和
发展迈向新台阶。东莞作为世界制造名城，数字经
济发展新阶段对夯实算力算法等数字经济底座提出
更高的要求，也将创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课题研
究针对当前东莞算力算法领域的现实基础、发展需
求、以及问题进行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提
升算力算法水平，推动软件赋能硬件的相关政策建
议，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
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委托方：中共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姚可、唐辰晨

东莞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监测体系及
“双万”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研究

在东莞迈上万亿 GDP 和千万人口的“双万”新
起点背景下，课题研究从微观层面产业监测、中观
层面产业发展策略、宏观层面城市高质量发展开展
研究，通过统计摸底东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概
况，系统研判国内外经济产业发展环境，结合东莞
实际，并深入分析国内外先进城市案例，总结发展
经验，厘清东莞战新产业和城市发展总体思路，明
确东莞战新产业发展策略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
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提供支撑。

委托方：东莞市统计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菁、周余义、蔡冰洁、周晓梦、安然、
   张洪云、罗晓玉、韦懿原、郭丹逸

深圳福田区科技创新局三大战略
新产业集群专项政策研究

课题围绕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软件与信息技术
服务、生物医药三大产业，结合福田区基础条件、
企业布局、现有配套政策及未来产业发展思路及行
业发展趋势等方面，参考国内外标杆地区可借鉴政
策经验，研究制定合理的、必要的、可行的契合福
田产业发展需求的产业集群发展专项政策，主要成
果包括：《深圳市福田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培育发
展专项政策》《深圳市福田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
业集群培育发展专项政策》《深圳市福田区软件与
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培育发展专项政策》。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科技创新局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山敬宇、王钊、赵炳仪

深圳市宝安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规划研究系统分析了宝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基础、面临形势及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课题
研究对比周边城市及兄弟区产业发展策略，与区总
体规划、科创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十四五规划、
党代会报告、市战新“十四五”规划、产业集群规
划等密切衔接，结合宝安实际，提出“十四五”期
间宝安通过实施“集群融合、创新协同”发展思路，
以“四大工程”为引领，加快构建“四廊九片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打造协同发展、互
为支撑的“17+2”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体系，
推动由经济大区向经济强区、制造大区向智造强区
跨越。

委托方：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黄振中、王君怡、王景、
      纪廷润

深圳坪山区智能终端产业规划咨询服务

根据全市打造“20+8”产业集群的总体要求，
坪山区结合“创新坪山、未来之城”战略目标的要求，
大力发展智能终端产业集群。课题组对区内企业进
行了广泛调研和座谈，提出以区内智能终端龙头企
业为核心，加快产业链上下游核心环节及创新要素
集聚，着力构建“十大平台”和打造“133N”产业
空间格局，将坪山打造成为湾区智能终端“高端制
造 + 核心元器件集聚区”。

委托方：坪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刘祥、郭毅
成    员：钱成、于翔、张哲韬、高劲远

催
生 

新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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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调研深圳手
机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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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新发展格局下广东内贸、流通与消费通盘设计研究 广东省商务厅 阮丽熔

商务工作服务共同富裕战略路径研究 广东省商务厅 赵圣慧

现代时尚产业集群长期战略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阮萌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公路口岸智慧物流通道项目
可行性研究

二连浩特市驿信城乡发展建设投资与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振

辽宁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缓冲区产业发展规划 招商局太平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王文博

青岛国际机场航空物流发展规划研究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王国文

安徽芜湖打造长三角“中国 - 东盟”跨境铁路国际物流
集散基地战略研究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
管委会

周顺波

粤港澳物流园跨境通关政策研究 珠海港澳物流园有限公司 张翼举

招商港口区域供应链专题研究 招商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王国文

广东佛山（南海）综合物流港项目产业功能与定位研究 深圳市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张翼举

山东济南投行化招商路径研究 济南市投资促进局 刘国宏

深圳港集疏运方式结构升级方案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王国文

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曹钟雄

深圳福田数字创意产业集群长期战略咨询 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曹钟雄

深圳福田区时尚产业中期发展规划研究 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阮萌

深圳罗湖跨境消费指数报告 深圳市罗湖区金融服务署 刘国宏

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政策需求研究 深圳市罗湖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文雅靖

深圳盐田区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题研究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胡振宇

深圳港盐田港区中、东作业区连接通道桥隧方案
综合评估研究

盐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胡振宇

深圳平湖南综合物流枢纽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深国铁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张翼举

深圳燕子湖轨道枢纽 TOD 综合开发前期策划研究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彭坚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英街免税购物政策的研究 深圳市盐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张玉阁

深圳龙岗区眼镜产业发展提升策略与行动计划路径研究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蒋学民

深圳龙华区 2022 年度时尚创意企业入驻民治股份商业
中心评估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阮萌

商贸物流与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广东内贸、流通与消费
通盘设计研究

为进一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全面促进消费，
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更好
发挥内贸流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课
题组对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的企业进行
持续跟踪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广东省内贸、流通与
消费的堵点、痛点和难点，提出瞄准三大目标、紧
扣四大抓手、做好实施保障的战略思路，以及促进
内贸、流通、消费发展的十大工程。

委托方：广东省商务厅
负责人：阮丽熔
成    员：赵圣慧、周林

商务工作服务共同富裕战略路径研究

广东省共同富裕和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任
重而道远。课题组在广东省商务厅的带领下到广州、
深圳、东莞等 13 个地市开展座谈会，座谈对象涵盖
各地市的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投资促进局等多个部门，
充分了解商务工作服务共同富裕的疼点、难点、堵
点，获取了许多科学的建议。研究认为，未来要在
提高就业质量和居民收入上继续用力，逐步缩小地
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让共同富裕看得见、
摸得着、有温度、可感知。课题立足省商务厅的职
能，从三大差距出发，深入研究商务工作的着力点，
提出了 18 条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委托方：广东省商务厅
负责人：赵圣慧
成    员：刘鎏、郑天骋、周林

现代时尚产业集群长期战略研究

在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 20 大产业集群规划
中，福田区已成为深圳市重点打造的以高端女装、
时尚消费、时尚科技聚集区为主的现代时尚产业集
群之一。课题研究提出坚持“建圈强链”总思路，
坚持以“总部服务”为核心，坚持“供给侧 + 需求
侧”同步发展，构建“一核一圈一街”空间布局，
部署促进多元业态相伴发展、强化创意设计引领能
力、加速数字时尚融合创新、提升时尚潮流活力消费、
完善产业发展支撑体系等五大重点任务，从总部、
创意、数字化、消费、营销、支撑体系等方面研究
提出实施六大重点工程，建成深圳时尚引擎和湾区
时尚典范，为深圳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影响
力的现代时尚产业集群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
新创意之都提供核心支撑。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负责人：阮萌
成    员：汪云兴、钱柔冰、刘玉玲、刘兴贺、汤露

研究团队赴广东相关部门调研，为
新发展格局下广东内贸、流通与消
费通盘设计研究提供详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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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公路口岸智慧物流
通道项目可行性研究

为高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
连浩特公路口岸由原来的接驳运输改为集装箱吊装
运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路口岸货运能力。为了
进一步提高公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课题研究围绕
开辟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具有智慧物流特性的应急扩
能便捷进出口通道（公路口岸第二通道），并从与
公用型保税仓库业务联动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可行
性分析。

委托方：二连浩特市驿信城乡发展建设投资与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
成    员：肖盛、郭毅、陈昱江、高劲远

辽宁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缓冲区
产业发展规划

辽宁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缓冲区位于招商
局太平湾合作创新区，是辽宁省委省政府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课题组对冷链加
工贸易企业、港口运营企业、冷库运营企业进行了
全面深入调研，基于冷链产业链结构，从国际、国内、
辽宁等圈层，提出以“统筹规划、创新驱动、协同
发展、绿色发展”为发展原则，构建特色鲜明、相
互支撑的产业体系，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高效的
集疏运网络、一体化综合服务网络，形成功能耦合、
要素互通、信息互联的冷链产业生态圈，并提出加
大产业招商力度、加强产业运营能力、加速集疏运
体系建设等实施策略，将项目建成进口冷链集中监
管、降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性、示范性、标
杆性与引领性工程。研究还进行了产业空间布局分
析，明确了用地需求，预测了产业发展规模和经济
社会效益贡献，编制了重点产业引入名录，提出了省、
市相关配套政策建议。

委托方：招商局太平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文博
成    员：张翼举、于红婕、陈利鑫、金圣轩、许大鹏

研究团队赴青岛调研，为
青岛国际机场航空物流发
展规划开展研究

青岛国际机场航空物流发展规划研究

规划研究立足当前航空物流的发展机遇及面临
的挑战，通过对 5 个城市的 50 家航空物流企业、货
代企业、货主企业的调研访谈，系统梳理了青岛胶
东国际机场航空物流的优势基础与短板，全面对标
国内外领先的航空物流枢纽，提出了青岛胶东国际
机场航空货运物流总体发展体系，即省、市、区协
同，共建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国际航空物流枢纽
发展愿景；立足山东半岛、辐射上合、RCEP 和“一
带一路”、面向全球的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上合
国际航空物流枢纽总体定位；网络拓展突出国际化、
运力拓展突出货机化、业务拓展突出快件化、降本
增效突出智慧化发展策略；拓展国际航空网络、争
取航权时刻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航空营
商环境、强化金融支撑作用、拓展航空物流市场、
加快智慧物流建设、培育航空物流主体、促进区域
联动发展、加强品牌宣传推介、扩大对外开放合作
等十一大发展举措。研究形成了《青岛机场航空物
流发展总体规划与行动计划》《青岛空港物流中心
建设方案》《物流空间布局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航
空物流发展营商环境解决方案》《物流发展产业链、
价值贡献和支持政策体系研究报告》系列成果。

委托方：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张亦瑶、于红婕、金圣轩、
   罗莹、陈伟兵、姜昊

安徽芜湖打造长三角“中国 - 东盟”
跨境铁路国际物流集散基地战略研究

课题聚焦芜湖开通“中国 - 东盟”班列，打造
长三角东盟跨境物流集散基地可行性分析及实施路
径研究。在外部机遇、现状分析、案例对标、市场
需求预测的基础上，提出建设“芜湖 - 东盟国际铁
路港”，打造长三角 - 东盟跨境物流集散基地，成
为皖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和欧亚贸易大通
道关键节点的总体定位。通过打造包括铁路核心物
流集散基地、地方配套物流基地、产业功能拓展基
地的“一港三基地”功能体系，实现港城融合、产
城融合。并对基地筹建期的班列开通、运营公司组建、
政策争取等提供落地建议。

委托方：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
   管委会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黄振中、王君怡

粤港澳物流园跨境通关政策研究

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极大改善了珠海对香港的
交通条件，在港珠澳大桥珠海一侧桥头堡位置建设
粤港澳物流园，对发展跨境物流、充分发挥大桥优
势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研究以粤港澳物流园的实际
需求出发，充分借鉴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跨境物
流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深入研究了南沙综合保税区、
前海综合保税区、虎门港综合保税区等地的创新型
通关模式，提出了港珠澳分拨中心、多式联运一单制、
跨境电商多种监管模式等可探索和实施的跨境物流
模式。课题研究对于粤港澳物流园推动珠海地区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强化大湾区推动国内国外双循环
的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委托方：珠海港澳物流园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翼举
成    员：王文博、林薇、陈利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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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港口区域供应链专题研究

招商局港口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港口投资运营商，
形成包括大湾区深西母港群、覆盖全国沿海港口群
和遍布全球的港口运营网络。课题研究聚焦深圳西
部母港，通过分析主要港区的货类、货量、流向、
港口相关业务参与主体、以及招商港口内外部合作
群体与资源，总结了招商港口开展供应链业务存在
的优势与短板，提出以“资本 + 资源”为手段，通
过孵化供应链创新项目公司模式，选择重点货类，
引入合作伙伴，打造以港口为核心枢纽的供应链生
态圈。研究提出了分货施策、分区实施、内外联动、
创新发展对四大策略，形成基于集装箱货物的供应
链业务、基于大宗散杂货的供应链业务、基于创新
型项目公司的供应链集群的发展、以及港口与航运
物流协同发展的全程供应链业务四大模式，并对收
入规模、利润贡献进行预测。

委托方：招商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林薇、许大鹏、陈利鑫

广东佛山（南海）综合物流港项目
产业功能与定位研究

项目位于南海大沥镇，是连接广佛两市中心城
区的重要纽带区域，具备优良交通和区位条件。可
行性研究立足周边专业市场与制造业的需求基础，
按照服务广佛全域同城化发展的要求，提出重点打
造集运分拨中心、电商配送中心、供应链服务中心
和交易展示中心四大核心功能体系，通过先进的经
营理念、专业的规划设计、实用的物业结构、规范
的园区管理、有效的增值服务强化项目综合竞争优
势，最终将项目打造成为集产业物流、高端仓储、
集运分拨、电商配送、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金融、
交易展示等多项增值服务功能于一体，有效促进商
贸业、制造业、物流业三业联动的综合性城市物流港。

委托方：深圳市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翼举
成    员：王文博、张亦瑶、赵松宇

山东济南投行化招商路径研究

根据济南招商引资工作的特点及未来趋势，课
题研究提出以“投行化”思维、方法和机制推动招
商引资，充分发挥投行对资本的驾驭能力，提升招
商工作质量。“投行化招商”是在传统招商“信息
+ 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借鉴投行“信息 + 评估 +
服务”做法，构、建“信息 + 评估 + 资本 + 服务”
的招商引资工作方式，将统筹更多招商资源，增加
资本运用能力，进而有效通过建立投行化思维、运
用投行化方法、形成投行化机制，填补投资缺口、
培育增长极、形成产业蜂巢式集聚发展，是经典招
商引资理论的时代拓展。投行化招商济南模式是将
投行化招商理论与济南招商引资现状充分结合后，
形成一套招商体系、三大招商机制、四大招商流程、
五大招商模式的“1+3+4+5”工作框架。

委托方：济南市投资促进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洋、余鹏

深圳港集疏运方式结构升级方案研究

高效的港口集疏运水平有利于提升港口竞争力，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助力港口高质量发展。但
目前深圳港集疏运方式仍存在以公路为主导，水水
中转、海铁联运比例偏低，港城矛盾突出等不足。
课题研究以全面推进深圳港集疏运方式结构升级为
目标，通过深圳港货源市场、集疏运现状的分析以
及与国内外知名港口对比分析，提出了综合统筹、
创新引领、绿色发展、服务大局的发展原则，提出
了强化组织领导、优化公路疏港网络、扩大水水中
转比例、提升铁路疏港能力、推动集疏运数字平台
建设、强化政策引导等六大具体措施，以加快构建
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集疏运体系，助
力深圳港建设成为引领亚太、辐射全球、绿色低碳、
智慧高效的全球湾区核心枢纽海港，保障粤港澳大
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更好地服务“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

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张翼举、于红婕、陈伟兵、王俞

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研究

随着体育被赋予全新的内涵和外延，其已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通过分析深圳打
造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的基础、优势和劣势，借鉴国
际和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经验，研究探索深圳建设
国际著名体育城市的总体思路与发展路径。课题从
产业布局、高端赛事、职业体育、体育消费、市场
主体、运动环境等方面研究促进深圳体育产业跨越
式发展的政策举措，在开展体育消费城市试点、激
发体育市场活力和消费热情、举办更多国际高端赛
事、优化各类型赛事服务、探索体教融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等方面作出改革创新，为深圳建设国际著名
体育城市提出政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张黎、姚可、唐辰晨

深圳福田数字创意产业集群
长期战略咨询

为贯彻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数字创意产
业发展工作部署，抢抓 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
型基础设施提速建设的发展机遇，促进数字技术与
文化创意深度融合，集聚和培育市场新主体，推动
福田数字创意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课题研究结合
福田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实际，全面研判福田区数
字创意产业发展现状与机遇，提出了聚焦前沿性技
术、创新性场景、示范性园区三个突破口，瞄准国
际创意设计高质量发展创新区、数字创意内容高水
平创新集聚区、大湾区数字创意深层次融合典范区
三个定位，大力发展数字内容、数字融合、装饰设
计三大重点产业的“三个三”发展策略，促进福田
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

委托方：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姚可、唐辰晨

研究团队开展“芜湖国
际贸易创新园项目可行
性研究”前期圆桌会

进一步完善中英街
免税购物政策报告
前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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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田区时尚产业中期发展规划研究

为落实福田区“金融、科技、时尚”三大产业
发展战略，抢抓时尚产业发展机遇，加快推动福田
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时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课
题研究着眼福田区时尚产业整体发展涉及的各个方
面、各个主体，开展福田区时尚产业系统调研，研
究福田区时尚产业发展背景和现状，厘清福田区时
尚产业发展短板，总结国内外先进城市经验，分析
国际国内时尚发展趋势，明确福田时尚产业重点聚
焦领域、主要行业、关键产业等，精准谋划福田时
尚产业的发展思路、定位及目标，系统提出福田时
尚产业发展路径、空间布局、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等，
形成福田区时尚产业发展规划。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负责人：阮萌
成    员：汪云兴、钱柔冰、刘玉玲、刘兴贺、汤露

深圳罗湖跨境消费指数报告

该指数是目前国内唯一聚焦跨境消费领域研究
的指数，旨在跟踪研究深港跨境消费发展情况，更
好把握跨境消费发展脉搏和潮流趋势，争取成为向
社会提供反映跨境消费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为深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乃至全国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决策参考。本次研究成果最终
形成 1 个综合指数—罗湖跨境消费综合指数，3 个
子指数—跨境消费市场成熟指数、跨境消费体验满
意指数和跨境消费市场信心指数。总体来看，当前
跨境消费市场综合发展水平较疫情前仍有一定差距。
不过，在全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复苏取得阶
段性胜利的大背景下，本次调查研究的多数受访者
都传递出审慎乐观的情绪，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市场
可能已经处于探底企稳、逐步回暖的态势。

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金融服务署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张祥、胡彩梅、陈材杰、彭晓钊

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
政策需求研究

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作为深港口岸最密
集、与香港跨境交通网络最完善、深港居民跨境通
勤最频繁的片区，可发挥其难以替代的独特功能，
做好促进深港居民融合互动、协同发展的任务，推
动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建设早见成效。课题
组通过实地调研、专题研讨、课题研究等方式，深
入分析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的政策需求和政
策创新难点，从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发展最
迫切需要、深港两地共识较高、有良好基础的政策
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政策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对
策建议，为深港口岸经济带罗湖先行区发挥深港社
会融合功能提供决策参考。

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负责人：文雅靖
成    员：杨秋荣

深圳盐田区港产城融合发展专题研究

深圳作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港口发展对海洋
经济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专题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外
知名航运中心城市港产城融合的发展历程，梳理港
产城融合发展的模式与经验，分析盐田区港产城发
展现状基础和主要矛盾，明确提出盐田区港产城融
合发展的实施路径、任务，巩固提升盐田港国际航
运枢纽港地位，推动临港产业转型升级，完善统筹
协调机制，提升港口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加快
推动盐田区港产城融合发展。

委托方：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冯猜猜、安然、周菁、周余义、杨阳

深圳港盐田港区中、东作业区连接
通道桥隧方案综合评估研究

深圳港盐田港区中、东作业区连接通道是加强
中、东港区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资源优化配
置效率，增强盐田港区国际竞争力不可或缺的重要
基础工程。评估研究坚持客观、科学、全面的原则，
聚焦安全、运输、环境、景观、生态、造价等主要
因素，综合考虑连接通道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对港口、
城区等各方面造成的各类影响，对桥梁与隧道方案
的优劣势进行系统对比分析，并借鉴国内外相关案
例经验，最终推荐最优方案。

委托方：盐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余义、蔡冰洁、唐飞帆、杨阳、冯猜猜、
   丁骋伟、李岱峰、陈美婷、邹毅人

深圳平湖南综合物流枢纽项目
可行性研究

平湖南综合物流枢纽是深圳首批入选的国家物
流枢纽。项目研究分析了“一带一路”、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发展机遇，提出
了立足深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联通全国，重点
发展集运分拨、城市配送、物流仓储功能定位，同
时结合自身条件和区位优势，衍生发展冷链物流、
跨境电商与供应链综合服务；项目建设的目标是打
造商贸业、制造业、物流业三业联动的综合性现代
物流基地，最终建设成为全球领先、业态高端的铁
路物流综合体标杆，全国领先的供应链创新发展示
范基地，功能齐全、高度智慧化的生态型物流中心，
立足深圳、联通内外的全国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样
板。可研从项目建设背景、基础、市场、总体方案、
空间布局、投资估算、经济社会评价、节能环保等
方面全面论证了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委托方：深圳市深国铁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翼举
成    员：王文博、张亦瑶、赵松宇

深圳燕子湖轨道枢纽 TOD 综合
开发前期策划研究

坪山燕子湖片区被纳入深圳市 2021 年 9 大重
点区域之一，也是坪山“1+7+n”重点开发片区之一，
承载着打造深圳东部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东部地区城
市新客厅的使命。根据规划，深惠城际大鹏支线和
地铁 16 号线均在此设站。课题组发挥在产业研究、
业态策划和投融资研究方面的优势，为深圳市地铁
集团提供燕子湖综合交通枢纽“轨道枢纽 + 产业 +
城市 + 投融资 + 政策”综合性咨询服务，支撑燕子
湖片区 TOD 规划设计方案获得市区政府的认可，并
最终将规划指标落实到修编的法定图则上，为后续
燕子湖站 TOD 站城一体化开发建设提供规划指引，
研究内容包括战略规划及发展策略、土地政策与拿
地方式、产业与空间融合、投融资方案与经济可行
性分析、项目开发与建设运营模式分析等模块。

委托方：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单梦霖、杨立武、段梦茜、吕孟竹、
   陈紫烨

研究团队在汕头
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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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双碳目标下粤港澳大湾区核电高质量发展研究 岭湾核电有限公司 刘宇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蓝皮书（2021）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曹钟雄

广东省潮州市节能“十四五”规划 潮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王东升

深圳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论证项目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胡振宇

深圳市农业产业化分析报告 深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胡振宇

深圳市循环经济与节能“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王梅

《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修订研究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王梅

梅州大埔县生态文明建设“十四五”规划 大埔县发展和改革局 陈文晖

梅州大埔县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大埔县发展和改革局 陈文晖

深圳龙岗区低碳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 政协深圳市龙岗区委员会办公室 蒋学民

深圳市深汕合作区六水共治高质量发展意见 深圳市水务局 辛华

可持续发展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英街免税购物
政策的研究

建设好中英街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有
利于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有利于香港在安全可控前
提下联通内外市场、服务国家发展，有利于探索粤
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之路。通过调研、考察，深入
分析现有免税购物政策及特点，提出进一步完善中
英街免税购物政策以及妥善解决中英街免税购物的
监管措施，同时提出全面推进中英街消费供给以及
完善相关保障措施。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完善中英街
免税购物政策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委托方：深圳市盐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杨秋荣、刘雪菲、荀动、谢来风、
   薛杨钦

深圳龙岗区眼镜产业发展提升策略与
行动计划路径研究

以分析龙岗区产业发展格局为基础，发现龙岗
区存在消费性服务业和高品质集聚型商业相对较弱
的问题。通过对横岗、园山、坪地眼镜产业及国内
其他眼镜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课
题研究认为眼镜产业作为龙岗区传统优势制造业，
也是龙岗区现代时尚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其转
型升级有利于提升龙岗区特色消费引领能力，成为
打造东部商业中心的有力支撑。课题围绕调研过程
中相关企业反映的问题，提出龙岗区眼镜产业发展
策略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案，为眼镜产业发展提出具
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山敬宇、王钊、赵炳仪

深圳龙华区 2022 年度时尚创意企业
入驻民治股份商业中心评估研究

为加快打造时尚产业新城和新兴产业高地，依
托民治股份商业中心等北站枢纽优质产业空间，龙
华区持续集聚时尚创意企业总部，推动升级北站枢
纽高端商务功能。通过举办龙华区民治股份商业中
心时尚创意企业入驻专家论证会，专家组阅研了企
业申请材料，听取企业汇报，并对企业进行了质询
提问，重点对企业基本情况、产业方向、入驻意义、
建设方案等进行评估论证，并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形成统一意见。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阮萌
成    员：刘玉玲、汪云兴、武增

研究团队赴企业调研，做
好芜湖打造长三角“中国 -
东盟”跨境铁路国际物流
集散基地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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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潮州市节能“十四五”规划

规划全面总结潮州市节能降耗情况和“十三五”
取得的成效，着重分析节能管理体制机制、能源利
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重点领域节能、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等方面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十四五”
时期国家、广东省节能降耗的要求和形势，聚焦节
能降耗和能源资源优化，提出潮州市节能工作总体
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以及重大工程，并在实现碳达
峰与碳中和目标、提升产业能效水平、推进重点领
域节能、强化能效创新引领、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深化能源资源市场化改革、构建现代化节能管理体
系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任务举措和政策建议。

委托方：潮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逯长胜、郝沛文、康会欣

深圳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现代化
路径论证项目

深圳作为我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已率先在政
策法规体系建设、重点领域治理模式探索等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有条件、有能力继续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率先构建现代化的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为全国

“一盘棋”推进气候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双
碳”目标实现探索“深圳路径”。研究是市委市政
府组织的重大调研课题，课题组先后组织了多次调
研座谈会、专家咨询会和实地调研，通过系统梳理
深圳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的现状与不足，总结学
习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和做法，提出了深圳应对
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周余义、刘宇、蔡冰洁、李春梅、安然、
  周晓梦、杨阳、陈美婷、周菁、罗晓玉、
  郭丹逸

双碳目标下粤港澳大湾区核电
高质量发展研究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和增量清洁电力供
给，既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要路径，
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课题研究从经济、
技术等角度，综合评判大湾区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
径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探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下核电在大湾区的地位和作用，提出针对大湾区建
设、全面深化深港合作、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深
圳前海蛇口自贸区建设等重大战略背景下，核电发
展的系列支持政策及岭澳三期等重大工程的推进建
议。

委托方：岭湾核电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宇
成    员：韦福雷、李春梅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蓝皮书（2021）

2022 年以来，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都出现罕见
大旱，“欧洲水塔”阿卑斯山的莱茵河、源自“北
美水塔”洛基山脉的科罗拉多河等水位都出现历史
性低位，并引发严重水危机。秦岭是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战略纵深，是滋养中华民族的“中央水塔”。
全球性大旱的背景下，更彰显出珍惜秦岭、保护秦
岭战略意义。课题研究以独立客观的视角，对 2021
年度陕西秦岭生态保护工作进行全面深入梳理，回
顾总结陕西秦岭区域在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
复、推动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成绩与问题，提出政策
建议供决策参考。

委托方：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姚可、唐辰晨

推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深圳市农业产业化分析报告

报告重点研究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分析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状及特点，并梳理了
深圳市农业发展概况，总结深圳市农业产业化经营
现状及特点，针对深圳市农业产业化发展优势、存
在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深圳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的
政策措施。

委托方：深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罗晓玉、安然、周余义、张洪云、陈美婷、
   丁骋伟、冯猜猜、周菁

深圳市循环经济与节能“十四五”
规划前期研究

研究总结了“十三五”时期深圳循环经济与节
能领域发展基础，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双碳”战
略为牵引，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为主
要内容，阐明“十四五”时期循环经济与节能领域
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梳理循环经济与节能
领域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并提出相应的保
障措施，为深圳全面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闫钰琪

《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
修订研究

为进一步强化深圳循环经济发展法治保障，课
题研究全面总结和梳理了《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
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实施情况及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面对国内外绿色发展的
大趋势，在充分梳理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和地区
循环经济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实际需要，
阐明《条例》修改的必要性，明确立法目的和修订
思路，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内容的修订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闫钰琪

梅州大埔县生态文明建设
“十四五”规划

规划研究结合广东、梅州及大埔县“十四五”
规划的总体部署和省、市生态文明“十四五”专项
规划的工作要求，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大埔县生态
文明建设的基础条件、主要成效及面临形势，提出
了“十四五”时期大埔县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定位，
并围绕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优化县域美丽
国土空间、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乡“双美”
建设水平、提升生态文明治理效能、传承客家特色
生态文化等方面明确了发展路径、重点任务和保障
措施。

委托方：大埔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陈文晖
成    员：熊兴

生活垃圾处理财政补贴
机制研究调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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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大埔县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

结合双碳目标的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以及广东省、梅州市对大埔县的发展定位和发
展要求，规划研究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十四五”
时 期 大 埔 县 能 源 发 展 基 础 和 发 展 环 境， 提 出 了
“十四五”时期大埔能源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和发展目标，并围绕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提升生
产供应设施、加强能源高效利用、推进能源开放合
作、强化能源安全保障、加强农村能源建设等方面，
明确了发展路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委托方：大埔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陈文晖
成    员：王婧倩

深圳龙岗区低碳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了将
“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列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明确指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环节。发展低碳产业正是联结“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两大本质要求的关
键所在。在此背景下，促进龙岗区低碳产业高质量
发展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课题基于对龙岗区低碳
产业现状的调研与分析，找出龙岗区低碳产业发展
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龙岗区低碳产业发展的主要
因素，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做法，为促进龙岗低碳
产业发展提出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

委托方：政协深圳市龙岗区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山敬宇、王钊、赵炳仪

深圳市深汕合作区六水共治
高质量发展意见

通过开展专家座谈、现场深度调研，收集局系统、
深汕合作区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参考借鉴上海、浙江、
海南、宁夏等地先进经验，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按照“突出水的城市生命线地位、突出
后发地区特色优势、突出可持续发展定力、突出‘六
水’共治系统思维”的总体思路，课题研究从规划
编制衔接、基础设施融合建设、体制机制协同共治
等方面着力谋划政策举措，同时注重留空留白、量
力而行、适度超前，推动构建与“山水田园”城市
相适应的涉水开发管理模式。

委托方：深圳市水务局
负责人：辛华
成    员：闫化赟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综合规划咨询服务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时鲲 

曾曼园

福建晋江新型城镇化规划 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辛华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王东升

河南洛阳伊滨经开区（示范区）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 洛阳伊滨科技城发展改革局
刘祥 

尹小蒙

河南洛阳伊滨经开区（示范区）智慧岛发展规划 洛阳伊滨科技城发展改革局
刘祥 
钱成

湛江市打造承接产业转移主平台规划建设方案 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曾真

杭州市萧山区强化工业用地二次开发的策略建议 杭州市萧山区经信局 金建玲

花都打造广州发展新增长极战略路径研究 广州市花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余宗良

河北顺平经济开发区综合开发总体实施方案 河北顺平开发区管委会 刘祥

深圳南山区“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期评估

深圳市南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阮萌 

汪云兴

深圳龙华区民治街道上塘城市更新项目产业发展专题研究 华润置地城市更新（深圳）有限公司 曹钟雄

深汕特别合作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党政办公室 郑鑫

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曹钟雄

深圳光明区新湖街道金资健康园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
产业研究

金资健康园（深圳）有限公司 胡振宇

城市规划

研究团队开展
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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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综合规划咨询服务

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主
动策划实施的融填海造地、城区开发、产业导入、
城市运营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境外基建 PPP 项目，
是习近平主席亲自见证、高度关注的“一带一路”
重点项目。由中交集团所属中国港湾投资建设运营，
一期投资 14 亿美元，预计带动总投资 150 亿美元，
是斯里兰卡历史上外商投资单体规模最大的项目。
课题研究将开展科伦坡港口城“123”系统规划，包
括政策建议、产业规划、空间规划、投资可行性研究、
投融资分析报告、管理运营报告等，为项目的全生
命周期发展和招商运营提供重要支撑。

委托方：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时鲲、曾曼园
成    员：王振、肖盛、张静越、张晓宇、刘俊美、
   曹中皓、杨潇然

福建晋江新型城镇化规划

规划根据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新要求，对应新型城镇化支撑动
能转换、空间品质提升和人口人才集聚，对照晋江
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的目标定位，对晋
江市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础以及依然面临一些
短板和问题进行深入的调研，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
展方向、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成为指导全市城镇
化健康发展的基础性规划。

委托方：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辛华
成    员：闫化赟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

作为指导杭锦经济开发区发展部署与建设工作
开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研究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战略部署，
落实自治区政府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各项工作要求，
强化国土空间资源开发保护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
更加有效地统筹协调杭锦经济开发区国土空间发展
建设，对杭锦经济开发区发展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
确定蒙西绿色低碳协同创新引领区、黄河几字湾区
域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样板、鄂尔多斯绿色化工及
新材料产业基地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进一步划
定总体空间格局与结构，明确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
合理配套综合支撑体系。

委托方：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苏瑞娟、逯长胜、康会欣

河南洛阳伊滨经开区（示范区）
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

伊滨区位于洛阳城区东南部，是洛阳当前和未
来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发展平台。以前瞻 30 年的格
局和视野，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
机遇，发挥洛阳作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际人
文交往中心的优势，研究提出伊滨聚焦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前瞻布局风口产业，努力打造国家区域
科技创新中心、中原科技产业发展新高地、中西部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国际化青年友好示范城区和国
际科技人文交往中心，建设成为具有全国重要影响
力的科技产业新城。随着宁德时代、凯盛科技等一
批龙头项目落地，伊滨科技城将加快构建科技含量
高、发展潜力大、辐射带动强的高端高新产业体系，
重点发展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三大主
导产业，聚力打造新能源动力电池、储能与氢能、
光电元器件、智慧物联、电子显示材料等五大产业
集群，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和科技创新高地。

委托方：洛阳伊滨科技城发展改革局
顾    问：曲建
负责人：刘祥、尹小蒙
成    员：张晓宇、于翔、陈昱江、王颖强

河南洛阳伊滨经开区（示范区）
智慧岛发展规划

伊滨智慧岛双创载体是河南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的战略抓手，重点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数字
经济、平台经济，规划打造科技服务城、国际金融城，
创新创业小镇、新兴产业小镇、数字经济小镇、公
共平台小镇、综合配套小镇，科慧广场、创智广场，
中央科创公园和国际人才港。智慧岛实行理事会制
度，由专业化、市场化的运营公司负责智慧岛开发
建设、资本运营、招商服务，先行先试一批创新政
策和人才制度，集聚了龙门实验室等一批重大科创
平台，引进了中国（洛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等智
慧服务平台，正在加快建成初创企业、科创团队的
集聚空间，天使、风投、创投基金集聚空间，科创
人才集聚空间，贯通政、金、科、产的信息共享服
务平台，科技金融产业撮合平台，科技创新政策先
行先试示范区。

委托方：洛阳伊滨科技城发展改革局
顾    问：曲建
负责人：刘祥、钱成
成    员：尹小蒙、于翔、陈昱江、王颖强

湛江市打造承接产业转移
主平台规划建设方案

规划研究紧扣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和工作要
求，谋划湛江承接产业转移主平台的规划范围，明
晰平台定位、发展任务和发展目标，规划平台主导
产业和产业空间布局，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设
计平台管理体制和运行及合作机制，研究配套措施
和政策诉求等，形成《湛江市打造承接产业转移主
平台规划建设方案》。

委托方：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曾真
成    员：金建玲、朱锡汉、陈嘉罍、朱晓飞、徐钊、
   王学标

曲建副院长出席“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振
兴创新发展”院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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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强化工业用地
二次开发的策略建议

在推进土地高效集约利用的总体态势下，以工
业用地为着眼点、推进低效工业用地的盘活，近年
来成为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先发地区推进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课题针对杭州市萧山区盘活工业
低效用地的总目标，对国内、尤其是珠三角、长三
角等先进地区“工改工”相关案例开展了专门研究
和梳理，从主攻方向、政策支持、资金保障、考核
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对萧山盘活低效工业用地提
出政策和策略建议。

委托方：杭州市萧山区经信局
负责人：金建玲
成    员：曾真、朱锡汉、陈嘉罍、肖文惠、徐钊、
   王学标

花都打造广州发展新增长极
战略路径研究

广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将白云国际机
场周边打造成为新增长极，带动粤北地区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花都的战略地位迎来历史性的提升，
亟需“跳出花都、跳出广州看花都”，积极向上提
供更多具有建设性的决策参考意见。课题研究建议
花都广泛吸收国内外枢纽城市发展经验，充分发挥
水陆空三大枢纽设施的本底优势，以发展枢纽型经
济为牵引，全力打造广州发展新增长极。同时集中
梳理了花都发展枢纽型经济的优势、劣势、机遇以
及挑战，提出九大战略发展路径，即厘清发展思路、
提升战略能级、做优城市品质、集聚高端产业、强
化制度创新、深化区域合作、夯实保障机制、加强
研究研判、推进分期落实。

委托方：广州市花都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余宗良
成    员：张涛、张璐、申婷、伍锦源

河北顺平经济开发区综合开发
总体实施方案

河北顺平经济开发区地处京津冀城市群腹地，
2011 年获批为河北省级开发区，批准管辖范围 15
平方公里。遵循“123”体系，课题围绕产业规划、
空间规划、开发模式、投资融资、招商运营、政策
建议六方面开展研究，在分析当前开发区四大主导
产业的产业图谱、本地基础、行业态势及开发现状
的基础上，提出产业发展路径建议、招商引资建议、
项目谋划建议、空间选址建议、功能组团建议、开
发模式建议和政策支持建议，实现“构建一个产业
体系、绘制一张产业地图、谋划一批重点项目、设
计一套支持政策”的规划目标。

委托方：河北顺平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人：刘祥
成    员：肖盛、付永嘉、杨兴、黄睿、张晓宇、陈昱江、
  林宣丞、李泽华、刘璐

深圳南山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中期评估

2023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中间年，肩负
着承上启下的重任。课题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了全
面“体检”，评估了南山区“十四五”规划中明确
的目标任务推进情况，逐项对标对表进度要求，客
观评价实施成效，深入剖析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原
因，提出确保主要目标和任务实现的对策建议，推
进规划更好更顺利实施，为加快建设世界级创新型
滨海中心城区提供保障。

委托方：深圳市南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阮萌、汪云兴
成    员：何渊源、刘兴贺、刘玉玲、钱柔冰、汤露

深圳龙华区民治街道上塘城市更新项目
产业发展专题研究

上塘城市更新项目位于龙华区民治街道，更新
单元范围约 53.0 公顷。专题研究提出项目将发挥地
处龙华南部城市功能区与北部产业功能区结合部的
区位优势，面向数字产业与数字生活，构建“数字
+ 产城”产业体系，打造产城中枢，发挥集群效应，
向北协同数字制造业发展，向南联动提升现代服务
业能级，打造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数字经济应用
创新中心，助力“数字龙华”建设。项目还将发挥
华润平台招商及运营能力，通过“在地回迁 + 增量
导入”确保数字经济产业落位，通过创新型企业集
群培育区域产业新能动能。

委托方：华润置地城市更新（深圳）有限公司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李莹然、李兆钰、
   罗俊杰

深汕特别合作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

自深圳全面主导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
以来，深汕的工业化、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同时
也存在着体制机制不顺、城乡发展差距大、城市人
口增长缓慢等问题。通过充分调研和案例研究，重
点围绕理顺和优化深汕发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乡
村振兴、推动以新兴汽车城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
及人口导入等四个子课题展开研究，为深汕更好发
挥区域协调发展作用出谋划策。

委托方：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党政办公室
负责人：郑鑫
成    员：刘宇、周林、宋朝明、方雪钦、韦福雷、
   王倩

曲建副院长出席中国·越南
（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
作区五周年主题交流活动

聂鉴强受聘龙华区数字
文旅产业招商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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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土地
整备利益统筹项目

南岭村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位于龙岗区
南湾街道，占地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是龙岗区首
个平方公里级重点利益统筹项目。产业专题研究提
出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以电子信息为主导方向，
积极拓展“IT+BT”产业融合业态，发展关键零部件、
智能终端、数字应用三大主导产业，建设南湾先进
智造产业园，构建硬件科技与数字技术跨界互动的
南岭产业新生态。此外，课题组持续跟踪项目进展，
为项目产业功能深化、产业物业设计、开发运营策
略及政策建议提供智力支持。

委托方：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李兆钰、张滢、李守晋

深圳光明区新湖街道金资健康园工业区
城市更新项目产业研究

为抢抓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与大健康产业
快速发展机遇，研究基于项目单位新浩投资集团在
高科技与大健康领域资源优势及对园区周边环境分
析初判基础上，充分发挥地块地处光明科学城、毗
邻大科学装置集聚区及产业转化区优势，围绕生物
医药与健康产业，提出重点聚焦高端医疗器械、生
物医药与大健康领域，打造专业化、特色化产业园区，
为光明区和深圳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提供
强大源动力。

委托方：金资健康园（深圳）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陈美婷、蔡冰洁、周余义、冯猜猜

提
供 

强
大
源
动
力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国际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对深圳启示系列研究 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张玉阁

《珠海经济特区人才开发促进条例（修订）》立法调研报告 珠海市组织部 刘鎏

珠海市建立健全培养选拔国企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长效化
机制研究

珠海市组织部 赵圣慧

“抓城建提品质专项行动”专题议政性协商课题研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石狮市委员会 刘宇

疫情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明亮

共同富裕的深圳路径研究 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王梅

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系统梳理和国内外实践探索资料汇编研究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周林

关于构建先行指标体系预判经济走势研究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周军民

深圳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路径研究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周军民

深圳财科中心战略发展规划 深圳财政科学研究中心 郑宇劼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涉税改革事项研究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聂鉴强

深圳市 2022 年度绩效管理研究 深圳市绩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王梅

深圳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标准研究 深圳市财政局 黄睿

深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研究 深圳市工信局 刘祥

安全应急产业政策研究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蒋学民

生活垃圾处理财政补贴机制研究 深圳市财政局 刘宇

西藏那曲双湖县高海拔生态搬迁后续管理实施方案研究 西藏那曲双湖县人民政府 曹钟雄

生态搬迁后续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西藏那曲双湖县人民政府 曹钟雄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建设研究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王东升

广州开发区推动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创新研究 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局 彭坚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与政策咨询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
阮萌 

汪云兴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科技创新指数研究与编制
深圳市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建设发展事务署

郑鑫

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分级分类管理实施配套制度研究 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王梅

2023 年度深圳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类项目费用评审预算
咨询研究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周军民

城市管理与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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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对深圳
启示系列研究

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先进
城市和北京、上海等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开展全
面、系统、持续的跟踪研究，深入梳理可供深圳学
习借鉴的发展经验和创新思路，并形成系列研究成
果，为深圳加快建设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
球标杆城市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课题研究立足于深圳的实际，具有超前意识，
体现科学性、战略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形成的
成果为深圳市委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委托方：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张玉阁
成    员：文雅靖、谢来风、刘雪菲、杨秋荣、
   薛杨钦

《珠海经济特区人才开发促进条例
（修订）》立法调研报告

《珠海经济特区人才开发促进条例（修订）》（以
下简称《条例》）纳入 2022 年珠海市的立法调研项目，
为做好《条例》立法前的调研工作，课题组采取电
话访问、专家咨询、文献调查等方式，开展了有关
调研，并编制形成《珠海经济特区人才开发促进条
例（修订）》立法调研报告。报告对现行《条例》
运行现状、存在的不足进行详细分析，充分论证了《条
例》修订的必要性，提出了《条例》修订的有关思
路及举措建议。

委托方：珠海市组织部
负责人：刘鎏
成    员：赵圣慧  

珠海市建立健全培养选拔国企优秀
年轻干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

根据广东省委组织部 2022 年度课题研究部署，
课题组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
全面了解珠海国企年轻干部队伍现状，并查找剖析
存在的问题。在广泛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形成珠海市进一步加强国企年轻干部队伍
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思路，研究提出“1+8”培养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委托方：珠海市组织部
负责人：赵圣慧
成    员：刘鎏

“抓城建提品质专项行动”专题
议政性协商课题研究

城市建设品质事关城乡居民宜居宜业和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也是破解经济发展瓶颈、优化营商环
境的迫切需要。课题研究结合石狮市全面实施现代
化商贸之都的战略部署，深入部门、镇街、村居、
企业及片区改造现场进行实地调研，总结提炼城市
建设在规划实施、管理体制机制、基础设施建设、
减污降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
方案和实施建议，促进城市建设管理提质增效。

委托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石狮市委员会
负责人：刘宇
成    员：李春梅

疫情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课题研究梳理了深圳社会结构的现状特点及基
层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主要工作。与沪、港等城市
相比，深圳疫情防控有以下若干经验，包括基层统
筹协调力、行政执行力、组织动员力、科技支撑力、
安全保障力等。同时，在深入基层社区调研的基础上，
总结了疫情背景下深圳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包括社区韧性能力不足、条块权责边界
不清、上下沟通互动不畅、防控措施落实不细、“智
慧社区”建设不实。针对上述问题，研究提出提升
社区“韧性”治理能力、构建社区“韧性”协同体系、
畅通社区“韧性”沟通渠道、强化社区“韧性”服
务职能、完善社区“韧性”智慧手段、健全社区“韧
性”保障机制等六个方面十八条具体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明亮
成    员：方雪钦、刘炜、吴泽婷、全从之

共同富裕的深圳路径研究

课题研究梳理总结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和概念内涵，立足深圳实际，结合深圳探索共同富
裕的经验和基础，剖析深圳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
面临的困难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充分借
鉴先进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引领全
国、对标全球的标准，提出深圳推进共同富裕的分
阶段战略目标、发展指标和实施路径。

委托方：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林孟蔚、周浩、杨简玮

关于进一步深化深圳南山区现行产业资金扶持政策体系的研究 深圳市南山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余宗良

深圳宝安区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研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 胡振宇

深圳市龙华区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机制优化课题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王梅

深圳市龙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政策体系研究 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王梅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建设 2022 年度第三方综合评估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王振 
时鲲

深圳罗湖区营商环境重点领域创新试点改革研究 深圳市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 刘国宏

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区域所研究团队考察
洛阳市规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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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系统梳理和国内外
实践探索资料汇编研究

课题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
重要论述，结合深圳市推进共同富裕的工作精神和
要求，从新时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需求出发，通
过多来源、多途径、多方法调研并收集整理数字时
代国内先进地区应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案例及相关
资料，帮助深化对共同富裕的系统性、全面性认识，
为深圳市推进共同富裕工作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经
验借鉴。

委托方：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负责人：周林
成    员：余晖、王钇杰

关于构建先行指标体系
预判经济走势研究

本研究是我国地方政府首个专门研究城市宏观
经济先行指标体系预判经济走势的课题，旨在为深
圳构建能够提前 1-3 季度研判宏观经济景气度的先
行指标体系。课题遍历和深度挖掘了国内外宏观经
济先行指标体系，并借鉴了我国地方政府和互联网
行业个性化指标，包括欧美日韩、纽约及我国等政
府层面的先行指标，以及 OECD、彭博等国际组织
和知名资讯机构等 50 年来经济先行指标研究成果。
同时借鉴我国互联网平台、各地产业园区和行业协
会的先行指标应用情况，对标 GDP 核算结构，构建
了深圳经济先行指标体系，包括 8 大类 29 个指标，
为市委市政府经济调度、稳增长工作提供重要抓手
和精准发力点。

委托方：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负责人：周军民
成    员：汤明望、潘毅斌、王俊雅、胡剑伟、林信群、
  刘洁、陈雯璐

深圳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路径研究

课题研究是为落实深圳市“十四五”规划纲要
中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创建民营经济示
范城市”任务的决策咨询课题。通过借鉴中央企业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咨询成果和试点方案，结合国
内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数据库，研判确定深圳建设
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企业清单，包括已进入世界一
流企业行列的企业 1 家，近期重点培育的巨大型企
业共 6 家，中远期重点培育的大中型企业 16 家，形
成“1+6+16”世界一流企业培育梯队。同时，在研
究我国及欧美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案例基础上，提
出对标管理目标、发展路径和政策措施。

委托方：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负责人：周军民
成    员：王俊雅、周意纯、汤明望、胡剑伟

深圳财科中心战略发展规划

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有关深圳财政建设相关指
示精神，立足深圳实际，体现科学性、战略性、前
瞻性、先进性、指导性、可操作性，多措并举加强
财政科学研究。通过实地走访调研，规划研究明确
了财政科学研究中心的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和发展
方向，强化财政科研力量的路径，以高质量财政科
学研究建设助力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制定“财
科中心战略发展规划”。

委托方：深圳财政科学研究中心
负责人：郑宇劼
成    员：李鑫钊、马朝良、王申辰

预测城市宏观经济  
研究城市指标体系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涉税改革事项研究

课题聚焦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体系“纳税”
指标的变化与方法论，研究分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新评估体系视角下深圳税收营商环境的改革建议。
其中，针对重点关注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主要聚焦
在税务管理诊断工具（TADAT）的视角下，开展税
务争议解决国际经验的对比研究。

委托方：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负责人：聂鉴强
成    员：张琦、宋华、张文强

深圳市 2022 年度绩效管理研究

为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导向激励作用，课题研
究根据《深圳市绩效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深圳
市实际情况，对深圳市 2022 年度绩效管理工作开展
研究，明确绩效考核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和管理
内容，坚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紧扣评估工作的
关键内容和关键环节，科学、合理设置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评估标准，并提出对各评估单位的工作要求。

委托方：深圳市绩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

深圳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与标准研究

我国提出“房住不炒”发展要求，出台了《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布局了“十四五”期间，包括
住房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发展目标。深圳市开启新
一轮住房制度改革后，也进入大规模住房建设阶段。
为找准落实“房住不炒”和超大型城市应对住房问
题的路径，高效、精准、扎实发挥财政政策在住房
保障领域的作用，课题研究全面分析深圳市住房制
度改革的历程、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
总结借鉴国内外住房保障经验，从坚持政策可持续
性、基本公共服务“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角度出发，
设计多套方案，讨论基本住房保障的对象、标准、
水平，并对比实物和货币两种方式所需的财政支出
及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住房保
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支持机制和公共资源监测机制。

委托方：深圳市财政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黄睿
成    员：陈昱江、曹中皓、林宣丞、钱成

深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研究

研究报告通过对全市 250 余家制造业百强企业、
上市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电话访谈，全面了解深圳
制造业人才的现状、发展需求以及各环节存在的问
题，同时借鉴日本、以色列、上海、苏州等地制造
业人才培养经验，为深圳强化制造业人才发展提出
建议。并形成了《深圳市制造业人才发展存在突出
问题和短板影响全球先进制造中心建设》策论为深
圳市委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被评为深圳
市工信局年度优秀课题。

委托方：深圳市工信局
负责人：刘祥
成    员：杨兴、郭毅、高劲远、陈颖仪

区域所团队参加 2022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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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应急产业政策研究

依照深圳市“20+8”产业集群建设工作部署，
安全应急产业所属的安全节能环保产业集群纳入深
圳市重点产业发展框架，需要按“六个一”工作要
求对产业集群政策工具包开展研究。课题研究基于
对国家、广东省、深圳市以及全国各地可比地区的
安全应急产业相关政策的梳理分析，结合实际情况
和实际需求，为未来深圳市制定安全应急产业政策
提出决策依据。

委托方：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负责人：蒋学民
成    员：山敬宇、王钊、赵炳仪

生活垃圾处理财政补贴机制研究

生活垃圾管理方式和与之配套的财政补贴机制
的完善是个渐进的过程。课题研究认为，深圳市近
期的工作重点应聚焦在生活垃圾前端分类和末端处
理两个关键环节上。优化调整前端分类督导制度，
促进分类质量不断提高，持续跟踪低值可回收物的
分类可行性，在后端可循环利用的前提下，采取“成
熟一类分类一类”的方式，加快推动再生资源回收
体系和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两网融合”。健全
生活垃圾统计和管理成效评估制度，健全财政资金
发放与成效评估、绩效考核挂钩的机制。通过管理
机制的完善和财政补贴的杠杆作用，更好地解决城
市生活垃圾管理问题。

委托方：深圳市财政局
负责人：刘宇
成    员：刘洁、王倩、韦福雷、毛迪

西藏那曲双湖县高海拔生态搬迁
后续管理实施方案研究

西藏自治区极高海拔生态搬迁是一项兼具长期
性与复杂性的战略工程和民生工程，是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筑牢
生态安全屏障、顺应自治区农牧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新期待的时代担当。通过全面深入研究双湖县整体
搬迁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研判双湖县过渡期委
托属地化管理的定位和目标、双湖县管委会的职能
与架构、过渡期双湖县行政管理事务权限，结合原
双湖县辖区的相关事务管理情况，做出委托管理的
中长期安排，并提出保障措施。

委托方：西藏那曲双湖县人民政府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王梓成

生态搬迁后续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课题研究基于大兴安岭加格达奇、新疆建设兵
团、深汕合作区、西咸新区等特别功能区经济社会
发展与行政管理模式，比较研究梳理分析三峡移民
搬迁、甘肃吊庄移民搬迁等典型移民搬迁的成功经
验与突出问题，结合西藏双湖县高海拔生态搬迁的
现实基础，通过模式比选与优化组合，确立符合双
湖特点的移民搬迁管理模式，为实现搬迁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提供决策参考。

委托方：西藏那曲双湖县人民政府
负责人：曹钟雄
成    员：李梦捷、陈振华、王梓成

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建设研究

课题研究主要包括一个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
一个标准体系明细表、一本制度手册、一个标准化
试点申报方案，多个标准指导、培训或宣传活动，
并致力于推进杭锦经济开发区强化党建引领，以标
准化建设推动制度和文化建设，实现“制度塑体、
标准塑形、文化塑魂”，全面激发干部队伍“能干事、
会干事、干成事”的改革目标，建立“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机制，打造“核心价值普及、公共文化惠民、
文化传承创新、文化品牌塑造、文化人才引领”的
工业园区新形象，不断提升招商引资、服务企业水平，
促进开发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为开发区
实现高质量跃升发展提供组织、制度、标准等全方
面保障。

委托方：内蒙古杭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康会欣、逯长胜、苏瑞娟

广州开发区推动现代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创新研究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
述以及对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广州科学城五年大变化”
和“中小企业能办大事”的嘱托，认真思考营商环
境核心要素和重新诠释营商环境的要求，全面总结
黄埔区近年来营商环境改革成效，力争打造具有独
特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课题研究首先提出打造以“六
链融合”产业生态为核心、优良可靠基础配套为支撑、
专业高效政府服务为保障的营商环境新体系，发展
了营商环境的时代内涵和评价体系；二是全面剖析
了黄埔区存在的问题短板，形成了调研报告；三是
突出营商环境的内涵创新和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改革，
聚焦产业生态环境、基础配套环境、政府服务环境
三个领域，提出 19 项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助力黄
埔区打造具有独特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委托方：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局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单梦霖、杨立武、陈紫烨、段梦茜、
   吕孟竹

王倩参加深圳卫视财经频
道《在益起》企业调研活动 -
走进欣旺达

美好生活新期待

曲建副院长出席
“复旦管理大视野”论坛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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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运行
情况分析与政策咨询

结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指标体系，对
合作区主要经济指标建立重点企业库、项目库，开
展重点经济指标监测，对合作区经济运行情况进行
实时总结及评估，课题研究分析当期经济运行存在
的主要问题，研判下一步经济走势并提出相应对策
与建议。借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海南等城
市营商环境优化经验，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
与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主要指标，梳理国家最新部署
要求和政策文件，分析合作区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提出对策和建议。同时跟踪分析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态势和经贸规则等前沿趋势，持续输出时效性强、
参考价值高、有深度的形势研判报告，提供具有前
瞻性和时效性的专题研究成果。

委托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
负责人：阮萌、汪云兴
成    员：何渊源、苏征、梁立芳、褚鹏飞、刘兴贺、
   刘玉玲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
科技创新指数研究与编制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
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合作发展平台，研究在充分借
鉴已有科技创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河套深
圳园区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测算形成了 2020 和
2021 两年的河套深圳园区科技创新指数，搭建了片
区代表性企业数据集，并总结归纳了片区近两年科
技创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水平，为提高片区科技
创新能力提出政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建设发展事务署
负责人：郑鑫
成    员：宋朝明、方雪钦

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分级分类
管理实施配套制度研究

为加强深圳市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树立质量发
展导向，规范执业行为，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鉴证
和服务功能，课题研究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分级分类
管理的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深圳市管理工作的实际，
进一步细化会计师事务所分级分类评价工作的实施
内容、实施步骤、时间计划、实施要求等方面，完
善相关专家库管理制度，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分级分
类管理工作有效落实。

委托方：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

深圳交通规划及课题研究类
项目费用评审预算咨询研究

课题是关于深圳市交通局全年近 100 个交通规
划及课题研究项目的立项、经费预算和绩效审核服
务工作。课题组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对深圳市交
通规划类、课题研究类和业务咨询类项目进行跨专
业、多维度、独立的严格审核，并出具预算咨询专
业报告，为市交通运输局和市财政局就项目立项、
批复项目资金和绩效考核等提供独立的第三方意见。

委托方：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人：周军民
成    员：汤明望、潘毅斌、王俊雅、胡剑伟、林信群、
   刘洁、陈雯璐

关于进一步深化深圳南山区现行产业
资金扶持政策体系的研究

通过梳理南山区现行产业资金扶持政策体系存
在的问题，课题研究提出“3+4”的总体思路，即规
则统筹、评审统筹、实施统筹等三大统筹和赋能领导、
赋能各职能部门、赋能中心自身、赋能企业等四大
赋能，以及统筹加强扶持政策的顶层设计，统筹优
化扶持政策体系框架等，提出按照“条块 + 结合”、

“基础 + 专项”、“共性 + 个性”的思路形成“1+4+N”
政策框架体系，并已落实在南山区最新的自主创新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进一步强化南山区
企服中心统筹全区企业扶持政策的职能。此外，一
是通过开展样本区域产业政策动态观测研究，梳理
产业政策、重大项目以及针对性举措，形成报告定
期为南山区政府提供参考；二是动态调整优化产业
政策体系，助力南山区政府提升对企扶持服务效能，
提升南山区企业和人才的获得感。

委托方：深圳市南山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负责人：余宗良
成    员：申婷、张璐、伍锦源、张涛

深圳宝安区打造农业科技创新
先行示范区研究

课题研究重在协助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
监管局确立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城区和现代
农业强区的规划定位，细化实化工作重点、政策措
施、推进机制，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
并对宝安区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城区和现代
农业强区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制定宝安区农业科技
创新先行示范区相关规范、标准和办法等提供技术
服务咨询。

委托方：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安监管局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罗晓玉、张洪云、冯猜猜、周菁、
   周余义、陈美婷、丁骋伟

深圳市龙华区政府投资管理
体制机制优化课题研究

为加强龙华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建立健全科
学的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程序，提升
行政效率，提高投资效益，课题研究全面梳理龙华
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
国家、深圳市及各区有关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代建
制管理、抢险救灾和应急工程管理等方面制度文件
进行比较分析，针对性提出完善政府投资管理制度、
明晰审批流程等方面的措施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周浩

促进城市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

顺德区城市更新发展
中心战略规划研究团
队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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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
政策体系研究

为更好地发挥龙华区创新型产业用房对产业发
展的促进作用，实现创新型产业用房规范管理和优
化配置，通过全面梳理龙华区产业用地和产业空间
供给现状，课题研究深入剖析产业空间开发强度、
供给结构、复合功能、空间成本、决策运行机制、
运营管理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重点问题，并结合其他
区制定的创新型产业空间管理政策，针对性提出龙
华区搭建创新型产业用房政策体系、增加多层次产
业空间保障的对策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王梅
成    员：程传海、李旭、闫钰琪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建设
第三方综合评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
升战略”，这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创新、扩大开
放提出了更高要求。课题研究按照前海深改方案、
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广东自贸区“十四五”
规划等上位要求，秉承“客观性”“系统性”“建
设性”三大原则，对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2022 年的重
点工作进行了综合评估，并结合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科学谋划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升战略的相关举措建议，以期为前海蛇口自贸片
区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提供重要借鉴。

委托方：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顾    问：曲建、刘容欣
负责人：王振、时鲲
成    员：张哲韬、曹中皓、林宣丞

深圳罗湖区营商环境重点领域
创新试点改革研究

课题研究包括编制《罗湖区跨境信用改革实施
方案》及《罗湖区建设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区蓝皮书》
两个子课题。其中，《罗湖区跨境信用改革实施方案》
通过对跨境信用国际国内经验做法、深港跨境数据
流转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研究，结合罗湖区港资
企业和香港居民的信用需求，形成罗湖区开展深港
跨境信用的具体方案和配套制度，并选择重点领域
开展试点，实现成果落地。《罗湖区建设营商环境
创新试点城区蓝皮书》全面总结了罗湖区营商环境
建设成效，并从机制对接、要素集聚、市场准入等
方面详细阐述了罗湖区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创新
实践与亮点做法。

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胡彩梅、肖钦、张佩、陈材杰、彭晓钊、
   邱智平、余鹏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负责人

三一重能助力新疆落实双碳战略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刘宇

安徽芜湖国际贸易创新园项目可行性研究
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
片区管委会

周顺波

佛山顺德区城市更新发展中心战略规划 顺德区城市更新发展中心 曾真

广州酒家集团有限公司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田立明

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咨询 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周林

河北保定市国际医疗基地体制机制和投资预可行性研究 保定市高新区管委会 刘祥

国企承接政府交办任务实施路径与补偿方式研究 东莞东实集团 辛华

深圳市属国资国企经济运行研究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刘国宏

深圳博约国际投贷基金有限公司“十四五”战略规划编制 深圳博约投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供电局融入和服务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
开放管理模式变革研究

中国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 刘宇

深圳市大族封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
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大族封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彭坚

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田立明

深圳能源集团能源创新研究院发展模式研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宇

深国际股权收购项目工程尽调及可行性研究 智链深国际智慧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王国文

深储控控股有限公司研究技术服务 深储控控股有限公司 胡振宇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咨询服务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国宏

深圳市凤凰股份合作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深圳市凤凰股份合作公司 李相锋

中煤（深圳）中央研究院组建方案研究 中煤南方能源有限公司 周顺波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
方案设计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周顺波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项目申请报告优化研究
中开国发产业发展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

王东升

企业战略与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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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国际贸易创新园
项目可行性研究

芜湖国际贸易创新产业园位于芜湖综合保税区。
研究认为，应通过紧抓 RCEP 机遇，顺应国际贸易
服务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发挥自贸区开
放前沿和政策先行先试优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同时提出强化与江港、空港、陆港联动，
聚焦“保税贸易 + 跨境电商 + 服务贸易”产业领域，
积极落实贸易便利化政策，打造芜湖 RCEP 国际贸
易创新产业园，推动芜湖贸易结构逐步优化，实现
自贸区、综保区高效联动发展，助力芜湖融入长江
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与合肥综合
保税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在产业发
展领域、国际市场布局方面差异化发展。

委托方：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
   管委会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吴浩、黄振中、王君怡、王景、
   纪廷润

佛山顺德区城市更新发展中心战略规划

规划研究基于顺德区城市更新发展中心业务现
状，站在顺德构建新时代产城关系的维度，研判顺
德城市更新的未来方向、未来潜能和市场需求，厘
清当前中心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前景，明确中心发
展定位，制订城市更新发展中心未来一个时期的发
展战略，规划中心的业务领域和核心业务，并提出
实施战略规划的政策与事项支持，为城市更新发展
中心未来发展提供可操作、可实施的行动指南。

委托方：顺德区城市更新发展中心
负责人：曾真
成    员：金建玲、曾彤、朱锡汉、陈嘉罍、徐钊

三一重能助力新疆落实双碳战略建设
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

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对外开放的重要
门户、能源资源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将新疆定位为“核
心区”和“枢纽”，叠加“双碳”战略，新疆迎来
历史性发展机遇。课题研究深入分析了新疆产业发
展现状和资源条件，提出依托新能源优势重塑产业
体系，以先进制造业集群推进新疆跨越发展的思路
和具体策略。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一集团助力新疆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投资布局和模式。

委托方：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顾    问：龙隆
负责人：刘宇
成    员：韦福雷、李春梅、王倩、毛迪

公共经济研究所调研
深圳时尚企业

广州酒家集团有限公司改造
项目可行性研究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1935 年，
素有“食在广州第一家”的美誉，2017 年 6 月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广东省率先上市的饮
食集团。为进一步加大速冻食品领域的投入，广州
酒家全资子公司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拟开展速冻车间改造项目。研究报告主要负责公司
速冻车间五号线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成果为
其投资该项目提供决策参考。这也是继我院为广州
酒家提供 IPO 可行性研究编制后的又一项重要咨询
服务。

委托方：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田立明
成    员：单梦霖、吕孟竹、段梦茜

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咨询

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茶
发集团”）为赤壁市属国企，承担着振兴和发展赤
壁青砖茶产业的使命，课题研究从促进青砖茶产业
发展、国资国企改革和创新发展三个角度，全面规
划设计茶发集团战略和治理。课题基于青砖茶产业
发展的需求条件和茶发集团三定方案，借鉴安吉茶
产业集团案例，确定茶发集团的企业使命、愿景和
定位，并据此提出“一体两翼”协同发展的业务体系，
及未来 3 年和 5 年的发展目标，同时为实现此阶段
目标提出具体的发展任务和保障措施。

委托方：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林
成    员：刘斐、郑鑫、宋朝明

河北保定市国际医疗基地体制
机制和投资预可行性研究

保定市国际医疗基地建设项目，是“十四五”
期间将保定打造成为区域医疗中心的重要抓手项目，
拟引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在莲池区约 4 平方公里
范围内进行集医疗、居住、办公、文化等功能为一
体的综合性开发。经过深入调研，课题研究明晰项
目开发模式、测算经济效益并理顺管理机制。在多
方共同推动下，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开工实施阶段。

委托方：保定市高新区管委会
负责人：刘祥
成    员：肖盛、付永嘉、陈昱江、钱成、陈严、张晓宇、
  郭毅、王颖强、林宣丞、刘建党

区域所赴远大住工调研
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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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承接政府交办任务实施路径与
补偿方式研究

通过调研近 20 家国企，分析研究其承接政府交
办任务的具体路径，结合东莞实际，研究提出通过
承接政府任务实现企业做大做强，形成“承接任务—
做大做强—承接更多任务”的正向循环，实现企业
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建议，以期助力国企在公益性和
市场化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又能为政府提供补偿路
径的参考，帮助国企实现盈亏平衡，维持国企良性
发展，从而更好地在经济稳增长中发挥作用。

委托方：东莞东实集团
负责人：辛华
成    员：闫化赟、林梨奎

深圳市属国资国企经济运行研究

课题研究对深圳市国资国企经济运行服务进行
跟踪、分析和评价。主要内容包括收集国内、深圳
经济发展以及央企、北上广等对标城市国有经济运
行资料和数据，撰写与央企、北上广等对标城市国
有经济运行的对比分析材料，充分挖掘揭示市属企
业发展短板；其次，协助做好经济运行工作，撰写
季度、年度深圳市属企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第三，
深入了解市属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积极走访调研企
业，撰写市属企业所属行业、个别企业调研专项报
告等；第四、持续优化完善深圳市国资国企“1+N”
指标体系，撰写分析报告，及时反映市属国资国企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

委托方：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洋、肖钦、陈材杰、陈珂
  

深圳博约国际投贷基金有限公司
“十四五”战略规划编制

深圳博约国际投贷基金有限公司是粤港澳大湾
区唯一一家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通过调研和分析，
编制形成博约基金“十四五”战略规划。规划提出，
博约基金作为拥有特殊跨境投资牌照的市属产业投
资平台，承担着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助力深圳
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市属国企海外投资布局的重任，
必须立足更高站位，展现更大作为，要以国际化视野、
专业化布局、市场化运作，打造国有资本跨境运作
投资平台，为提升境外人民币投融资货币功能担当
作为、贡献力量，为政策性基金国际化市场化运作
探索新路。

委托方：深圳博约投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肖钦、张佩、陈材杰、彭晓钊、余鹏

深圳供电局服务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管理模式变革研究

基于前海“扩区扩容”和“改革开放”背景，
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角
度，课题研究系统梳理公司融入和服务前海改革开
放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思路、管理体系优化及重
点举措，为央企开放创新发展探索经验。同时，在
前海合作区相关政策解读、公司管理模式变革相关
理论、国内外企业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先进经验、公
司管理模式现状、公司融入和服务前海合作区改革
开放管理模式变革相关工作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对前海扩区方案及“双区”相关政策深度解析
清晰，对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融入和前海合作区宏
观环境进行有效分析，对管理模式现状进行深入调
查并提出合理、适当的优化举措建议。

委托方：中国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
顾    问：郭万达
负责人：刘宇
成    员：韦福雷、郑天骋、王倩、李春梅、毛迪

深圳市大族封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深圳市大族封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族封测”）是国内领先的半导体及泛半导体封
测专用设备制造商，主要为半导体及泛半导体封测
制程提供核心设备及解决方案。研究团队充分发挥
在公司 IPO 咨询服务尤其是在行业分析上的经验优
势，深入分析了半导体设备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并结合大族封测未来五年的战略规划，提出了本次
上市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使用计划，为公司 IPO
上市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委托方：深圳市大族封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彭坚
成    员：吕孟竹、段梦茜、单梦霖、陈紫烨

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

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是深圳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深高速发展以风电
为主，光伏、储能为辅的新能源产业投资、融资与
管理平台。课题研究涵盖该公司投资收购巨野昌光
50MW 风力发电项目公司 100% 股权项目、与国家
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
公司项目、投资收购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等系列项目可行性研究编制工作，分析论证了风
电行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拟定了相关投资方案、
投后管理方案及风险规避措施，为公司投资收购上
述项目提供决策参考。

委托方：深圳市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负责人：田立明
成    员：单梦霖、吕孟竹、段梦茜

深圳能源集团能源创新研究院
发展模式研究

深圳能源集团能源创新研究院成立于 2018 年，
目前已具备一定的能源环保产业研究能力，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面对当前国企改革的大背景，寻找更
适合的定位，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发展，是能源创新
研究院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课题研究以深圳能源
集团和政府的需求为出发点，在文献研究、理论借鉴、
对标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能源创新研究院
的自身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发展模式设计，包括发
展定位、业务范围、战略目标、体制机制、发展路
径和重点任务等。

委托方：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宇
成    员：王倩、韦福雷、毛迪

研究团队调研中意
集团有限公司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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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国际股权收购项目工程尽调及
可行性研究

我国冷链物流行业市场集中度较低，投资并购
的整合空间较大。本研究为深国际控股（深圳）有
限公司拟收购的某综合冷链物流企业（简称标的公
司）提供工程尽调及可行性研究服务。其中，《尽
调报告》通过对标的公司在全国运营中及在建冷库
资产的工程尽职调查，从冷库结构、制冷保温、消
防安全等多个维度，提出冷库的潜在问题，并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整改建议。《可研报告》针对该收购
行为，深入研究标的公司现状基础，结合行业市场
环境，提出了收购后的发展定位及发展策略，经过
财务分析和测算，明确相关风险与对策，以及投后
管理等策略和建议，并综合了财税、法律、资产评估、
工程尽调等研究内容和结论。研究成果为本次股权
收购提供客观决策依据，对深国际冷链业务板块实
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冷链物流服务商具
有重要意义。

委托方：智链深国际智慧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国文
成    员：王文博、张翼举、林薇、陈利鑫、于红婕

深储控控股有限公司研究技术服务

课题研究侧重协助深储控控股有限公司开展在
园区运营、产业研究和投资开发领域合作，结合我
院在宏观经济、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产业研究、
企业战略、投融资研究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企业
资源及专业研究优势，共同在全国范围内开拓“园
区 + 产业 + 投资基金”的一体化新市场，同步推动
鄂粤港澳大湾区（深圳）科技创新园合作研究等项
目的实施，为项目提供发展方向和定位、产业功能、
商业开发模式上的规划研究和顶层设计。

委托方：深储控控股有限公司
负责人：胡振宇
成    员：安然、罗晓玉、周菁、张洪云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咨询服务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
集团”）成立于 1995 年，是一家集建筑装饰设计与
施工、绿色建材研发生产为一体的大型上市集团企
业，是行业内资质种类最全、等级最高的建筑装饰
领军企业，在华南地区位列第一，是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当前，在房地
产市场发展面临制约的背景下，广田集团企业转型
需求迫切。研究认为，公司应着重在装饰产业领域
加大布局，构建全产业链，使营销、施工、筹资平
台化，业务多元化，融资程序化、采购集中化，同
时建立明确清晰的业务板块，完善业务流程，全面
推进平台化运营。研究形成的未来发展战略及实施
路径，将为提升公司市场化竞争力提供指导方向。

委托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国宏
成    员：余洋、肖钦、彭晓钊

深圳市凤凰股份合作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旨在构建凤凰股份合作公司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体系、业务架构、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一方
面以发展解决问题，通过机遇分析和企业资源梳理，
进行战略规划与业务规划，明确企业未来数十年的
战略定位，清晰业务转型路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性。另一方面，重塑公司的企业文化和人
才战略，建立与战略相适应的人才架构、管理架构
和新型企业文化，以企业文化建设提升股民管理水
平和眼界，增强村集体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并通过
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和核心问题的研究，把握
城中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症结，推动企业
发展模式的改革并向上寻求制度突破。

委托方：深圳市凤凰股份合作公司
负责人：李相锋
成    员：周顺波、王君怡、黄振中、纪廷润

中煤（深圳）中央研究院组建方案研究

在对政策背景分析、集团现状分析、新型研究
机构发展模式分析、案例对标等研究基础上，课题
研究提出将中煤（深圳）研究院打造成聚焦科技成
果工程化、支撑国家“双碳”战略的新型科研机构，
建设成为集团的绿色低碳科技平台、科技体制创新
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技人才培育平台，协
同构建“1+3”内外循环科研生态。并在充分分析中
煤资源和深圳产业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机制体制创新
的探索，提出企地共建的组建方式和董事会授权下
的理事会治理模式。针对筹建期的重点工作、科研
方向选择、建设用地选择、政策诉求等落地举措，
为公司提出一系列建议。

委托方：中煤南方能源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王君怡、吴浩、黄振中、纪廷润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薪酬与绩效考核方案设计

课题研究重点是如何为龙岗区投控建立与集团
十四五规划改革要求相匹配、与市场相接轨的薪酬
绩效体系。在充分调研、现状分析、案例对标的基
础上，研究提出薪酬水平与市场接轨、薪酬总额与
企业经营效益挂钩、向价值创造者重点倾斜、辖属
企业一企一策等总体设计思路。从企业地位、财务
贡献、市场难度、内部管理难度、资源依赖度五大
维度对辖属企业薪酬差异进行评价，对竞争类、资
源类、公益类企业分类施策，差异化考核维度和比重，
并围绕培训宣贯、新旧体系过渡等方面，为公司提
出一系列落地化举措建议。

委托方：深圳市龙岗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周顺波
成    员：李相锋、王君怡、吴浩、黄振中、纪廷润

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业项目
申请报告优化研究

在全面分析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
的基础上，课题研究结合国家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服务业的支持政策，对代表性项目政策资金申请报
告从产业发展趋势、市场规模与方向、企业组织、
人员结构、建设方案、技术路线、财务分析、风险
分析、政策导向、能源节约、环境保护、劳动卫生、
辅助工程、建设进度及计划等方面提出优化改进方
案。

委托方：中开国发产业发展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东升
成    员：吕珊、康会欣

曲建副院长在“强本领、学
先进‘广东模式’招商引资
培训会”中做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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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院通过多个新媒体宣传平台，围绕两会、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等热点话题策划系列
专题，持续、稳定地对外输出政策解读文章及视频，公众关注度和转载率稳步提升。其中，院微信
公众号推送文章 800 余篇，总点击量 49 万；院微信视频号推送视频 342 条，总观看量 33 万人次；
澎湃新闻平台发文 716 篇，总点击量 5400 余万，其中 10 篇稿件阅读量超百万；今日头条和百度
百家号平台分别发文 1000 余篇，总点击量超 3 亿。

 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和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美俄欧博弈下，欧盟“战略自主”面临的困境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大风险与应对策略

 美国高通胀主因在于货币超发下的供给冲击

 美元加息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先兆

 “稳”大局，“活”全盘：反垄断工作的重要使命

 美国核战略演变及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樊纲谈 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启示：发展中国家过早开

放资本账户会带来很大问题

 朔尔茨访华，中德关系如何进一步发展？

 加入 CPTPP：战略意义、现实差距与政策建议

 RCEP 将促进成员国形成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链

 新形势下维护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略

 RCEP 对全球化机制的创新及我国的推进策略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未来发展建议

 全球视野，五维度解析现代海洋城市发展

 建设统一大市场，释放“中国市场”超大规模优势

 政府与市场：关于建立统一大市场的思考

 “立”“破”并举，以有为政府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我国高水平开放若干重要问题辨析

 外贸出口困难加大，政策护航仍需加力

 多举措扩内需稳外贸，促进经济持续好转

 以扩大内需激活经济“一池春水”

 久久为功，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五维度推进精准帮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落实驻镇帮镇扶村机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迈入“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新征程

 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耦合形成

内生动力

 关注乡村女性生育困境，双管齐下减轻女性压力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于社会投资和家庭

友好视角

 以改革推动中国西部高质量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速，四川一东盟合作的

变量与增量

 我国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重组中的危与机

及其战略对策

 新型科研机构是面向未来的战略科技力量

 “25 万亿”与“东数西算”，新基建风生水起

 加速绿色基础设施 REITs 赛道升级

 元宇宙：数字经济的全球新一轮产业布局和科技

博弈

 势起而不落——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的新动能、新

支撑和新制度

 数字经济看两会：聚焦于“融合”，以“数字之实”

护“经济之稳”

 发挥数字经济的多元链接能力，推动统一大市场

高质量发展

 标准化建设提升数字人民币国际影响力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大型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

作用

 深化合作，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为服务实体经济提供坚实数字底座

 金融信创建设投入大、周期长，需要更有包容度

Policy Insight  发挥金融作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全面注册制时代即将来临，资本市场如何迎接新

机遇和新挑战？

 可持续金融发展加速开启新的文明时代

 释放金融助力稳增长、促发展的动力活力

 “退税降费”如何把肥施到根上？

 如何看待新兴行业风口汽车电子产业？

 中国传统能源仍有发展空间，但新能源是大趋势

 保安全促发展，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挥煤炭在“双碳”目

标实现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实现“双碳”—核心是从经济发展转到生态建设

 做好港产城融合这篇大文章

 再论枢纽经济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青麦青贮事件突发，如何统筹保障粮食安全与

农民增收？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现实蕴意与路径选择

 稳住经济大盘，多地为何重提“制造强市”？

 冰雪人才政策效果初显，加快建立跨周期可持续

人才供给体系

 德国现代化启示：建设满足各类人才需求的大国

教育体系

 实施柔性职业发展计划为网约配送员转向制造业

人才赋能

 快递“新国标”推动末端服务规范化

 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七有” 打造民生幸福标杆

 消费“新主张” 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

 “直播经济”如何促消费升级？

 数字政府，数据先行：以数据治理为肯綮，加强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

 数据安全无小事，建设数字政府应先构筑数据

安全“堤坝”

 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的经济逻辑 ——基于

信息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芯片应用场景极其广阔 任何人造的东西都会

被人造所攻破

 如何促进智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科技体系？

 智慧养老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数字时尚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游艇“多证合一” 减证便民，如何进一步再进一步？

 统一新思想，构筑新体制，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

 凝聚改革共识，拿出发展实招，推动我国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质量建设思路 ——以粤港

澳大湾区为例

 建设湾区科创中心，须加快规则对接

 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国际

科技创新枢纽

 粤港澳大湾区开放重在率先推进规则衔接

 粤港澳大湾区新基建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三新”

 率先推进大湾区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制度型开放

 “跨境理财通”促深港金融合作更上层楼

 区块链技术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步入 2.0 时代

 大湾区组合港还需如何“组合”？

 “流动”的力量：构筑开放包容的人才网络生态

 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打造金融“第四极”的战

略突围路径

 新疆已具备建设上合自贸试验区的基础性条件

 樊纲建言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拓展向西开

放“更上层楼”

 外贸第一大省开局“失速” 何解？

 受益于完备产业链，珠三角外贸企业寻找新机遇

 广东“十四五”：开启湾区新篇章·科技领航发展·创

新激发活力

 加快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推动广东创新优势强

起来

 广东经济如何“稳中求进”？建议超前部署创新

基建

 广东“五大都市圈”瘦身重在差异定位

 广东能源项目迎“金九”，粤东西北走出“资源带

产业”“新路子”

 内需潜能支撑上半年广东经济恢复，如何把握三季

度关键期？

 福建省主要城市科创金融发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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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的关键是要再工业化，要发展

科创

 巩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应有大局观

 香港特区政府：基于“提升管治效能”的架构重组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需提升“能级”

 香港如何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抢抓新机遇，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对接北部都会区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北部都会区是解决香港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方案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

 香港应积极寻求商业市场突破，主动为全国消费市场

提质扩容发

 香港航空业发展处于三个关键期，如何提升国际航空

枢纽地位

 港交所拟再修规，原因及影响几何？

 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措施务实前瞻又具延展性

 新举措“引才、育才”，提升香港人才竞争力

 香港为什么要发展虚拟资产？

 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的意义、

挑战与建议

 供港物资“海上快线”全力保障香港生活物资供应

 以疫情防控为契机，促进深港两地数据要素跨境流动

与互认

 打通空间、产业、要素 深港携手科创潜力巨大

 香港与内地科创合作：协同互补空间大

 加快大湾区资本市场一体化建设，发挥前海深港

金融城“桥头堡”功能

 深港合作进入“金融 +科技”双轮驱动新阶段

 深港合作：以金融助力湾区发展

 “现代服务 +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深港互动可建

世界级产业集群

 “小河套”里有“大文章”，深港强强联手打造

世界级创新高地

 探索以经济腹地共享为基础的深港合作新模式

 怎样建设好“深港口岸经济带”？

 加强深港人才流动，深圳推出服务港青十大措施

 跨境医疗服务惠及深港两地居民

 深圳盐田区：加快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

合作区建设

 以前海为主阵地提升深港法律服务业合作水平

 将“黄金内湾”打造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发展格局主引擎

 广州南沙再迎重磅政策，成为大湾区 C位它还要

做什么？

 赌牌竞投：澳门博彩业之变与未来发展

 借深合区舞台引金融“活水”助“琴澳共舞”

 美国“人权报告”对澳门人权的臆断与歪曲

 粤澳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上线试运行，探索个人

数据跨境流动新模式

 大都市观察｜京沪首破四万亿、深圳迈入三万亿，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迈入新能级

 广州与周边城市资源互补，可实现更高层次发展

 聚焦创新发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示范区

 聚焦共享发展，探索走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四大亮点“深圳版市场准入清单”打造制度型

开放的示范高地

 国内国际双循环带动区域发展，如何打造“深圳

样本”？

 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态势及深圳制造强市的路径

选择

 集群发展是深圳制造强市的路径选择

 深圳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圳探索税制与管理体制改革

 财政部重磅政策，支持深圳税改先行！房地产税

或将试点？

 深圳：大力实施“工业上楼” 为制造业产业集群

“筑巢”

 小标签撬动万亿物联网市场 产学研联动的

“深圳路径”如何走？

 深圳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 提升源头

创新力和科技竞争力

 深圳领先布局新材料 对产业链进行全链条扶持

 深圳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明确 7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 8大未来产业

 “20+8”是深圳参与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的

强有力抓手

 “稳增长 30条” 切中市场主体发展需求关键点

 新政促进外资外贸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升级

 “外商投资条例”如何助力深圳打造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

 深圳持续增强物流服务功能，外贸加速提质增效

 深圳重磅纾困政策解读：“实”是关键词，

措施实在落到实处

 纾困企业政策再加码！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

深交所出台惠企 16条

 第三张金控牌照落地深圳，释放了哪些信号？

 深圳出台重磅金融政策，力争再培育一批

金融科技领军企业

 深圳“新基建”放大招！全球数字先锋城市

这么建

 规“智”以法——人工智能产业立法的深圳经验

 无人驾驶汽车即将上路！深圳出台国内首部智能

网联汽车管理法规

 数据经纪人，深圳破解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难题

的切入点

 深圳推进光伏以虚拟电厂参与电力交易 对薄膜

光伏项目财政补贴

 “双碳”倡导下的近零碳社区生活

 深圳“碳普惠”新动向，未来人人可以成为“卖碳翁”

 落实推行林长制：转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深圳做法”

 深圳全力打造智慧兴农策源地，贡献乡村振兴

“圳能量”

 深圳生物医药产业如何做到从“有”到“强”？

 深圳为我国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探索道路

 深圳拟共设国际船舶登记中心，提升深圳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软实力

 首单国际航行船舶 LNG 加注作业后，深圳如何打造

国际保税燃料中心？

 关于深圳培育海洋生态环保产业的几点思考

 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路，还可以在哪些

方面发力

 关于深圳吸引和发挥国际组织作用的思考和建议

 深圳如何打造全球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

 深圳：瞄准国际性交通枢纽城市 建设交通强国

城市范例

 15 条实招硬招落地，深圳建设国际会展之都提速

 深圳高层次人才引进短板及对策

 房改落“地”，深圳进入大规模住房建设阶段

 长租公寓行业规范发展的实践与探索——基于

深圳的考察

 深圳民营医院前路何在？

 “春节留深潮”如何激活假日经济？

 深圳消费如何发力 ?业态组合上要有更多融合创新

 “五力”助推深圳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连续五年稳坐“千亿俱乐部”NO.1，深圳南山区

发展速度为何一骑绝尘？

 前海设立专业服务业“专项资金”，背后有何考量？

 罗湖跨境消费指数研究报告 | 跨境消费体验满意

指数

 千亿级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如何在沙头角打造？

 聚集产业链招商，成都投资吸引力不断增强

 对接科创策源地，佛山如何引入源头活水？

 建设横琴中医药创新高地，如何再发力？

 推进“深”圈建设，惠州“融深融湾”驶入快车道

 以实验区建设为契机，中山应闯出珠江口东西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

 发挥江门区、成本和服务优势，掀起华侨华人到

江门投资创业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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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EXCHANGE

学术交流
2022 年，世界变局充满着“不确定”，

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智库交流向国际社会

传递中国声音，增进各方理解与互信，是中

国融入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国家高端

智库，综研院密切关注国家重大外事活动及

主场外交活动，以学术交流推动多边合作应

对全球挑战，为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

面贡献智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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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创新
科创湾区研讨会

适逢香港回归 25 周年、《深
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
架协议》签订 5 周年，以及《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
3 周年，为更好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的科技创新，我院举行“共享
创新”科创湾区研讨会。会上，
综合开发研究院课题组发布了《共
享创新——加速迈向全球顶级科
创湾区》主题报告，同时多位国
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共享创新”
的科创生态，以及科创湾区的未
来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

俄乌局势对区域经济影响暨
中国经济预期—圆桌会

我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
究所、新加坡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乌
克兰危机对区域经济影响和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展开交流。专家认为，
亚洲经济体之间联系紧密，东南亚
国家将无法承受美制裁中国对区域
产业链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对于中
国经济增长展望，城市化进程和“双
碳”目标将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

区块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一体化发展报告发布会

我院在深圳发布《数“链”
大湾区——区块链助力粤港澳大
湾区一体化发展报告（2022）》。
报告提出，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
字技术在破解粤港澳大湾区制度
差异坚冰、支撑实体经济跨越和
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能够发
挥重要作用，可有力助推粤港澳
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步入 2.0 新时
代。报告以丰富的区块链应用场
景实践案例，展示了区块链在数
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
设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深港智库焦点对话
研讨会

我院与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
坛联合举办“深港智库焦点对话
研讨会”，学习习近平主席“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畅论香港发展面
临的重大机遇和现实挑战，重点
探讨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香
港与内地社会民生融合发展等问
题。

Conferences & Seminars学术会议

Academic Exchange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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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深港合作论坛

我院与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
心联合举办“深港合作论坛”，
来自北京、广州、香港、深圳等
地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在香港回
归 祖 国 25 周 年 背 景 下， 应 如 何
更好开启“由治及兴”新篇章，
以及深港如何更好破解“双城”
建设中存在的新挑战等议题。自
2006 年创办以来，“深港合作论
坛”已经成为深港合作交流的重
要平台。研讨成果为两地政府提
供决策参考。

全球变局下的中国经济与
中欧合作论坛

我院与欧洲咨询联盟—安博
思、中国欧盟商会、卡内基国际
和平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中国外运股
份有限公司等机构共同举办中欧
合作论坛。与会专家畅谈全球变
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欧
经贸合作面临的“危”与“机”
等问题。

专业人才流动助力深港
融合发展报告发布会

我院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新
机遇大未来——专业人才流动助
力深港融合发展》报告。报告通
过深入访谈、案例分析等多种方
式，总结归纳不同时期深港人才
流动的驱动因素、特点、效果和
影响力，解析专业服务业是如何
促进政策、人才、标准、技术等
要素在深港之间流动融合。

2022
深圳学术沙龙

由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
开放型经济与大湾区研究中心、
我院共同举办的深圳学术沙龙系
列活动“湾区时代下的深港合作
新机遇”在我院召开。来自北京、
香港、深圳等地的专家学者就深
港合作有关的体制机制、金融开
放、科技创新、北部都会区等议
题展开研讨。

Academic Exchange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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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创新助力粤港澳
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我院与腾讯联合举办“大湾
区科学论坛湾区科创峰会”。会
上我院课题组院发布了《共享创
新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指出，
大湾区的创新资源要素在深港两
地、珠江两岸、四大核心城市之
间跨河、过江、越海，频繁流动、
深度共享。这背后依托的是大湾
区科技和产业创新的“三大利器”：
区域产业集聚平台、大科学装置
平台和企业开放创新平台。其中，
华为开发者、腾讯数字生态、广
汽智联等企业开放创新平台是大
湾区科技产业创新的一大特色。

第 32 期“全球金融中心
指数”发布暨全球金融新
格局国际研讨会

我院与英国智库 Z/Yen 集团
联合举办第 31 期“全球金融中心
指数”发布暨国际金融形势研讨
会，来自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上
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机构的
专家围绕世界变局下的金融风险
与应对展开讨论。

2022
中国 - 东盟智库峰会

我院举办“2022 中国 - 东盟
智库峰会”，来自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新加坡国际
问题研究所、印尼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
院、泰国发展研究院、马来西亚
金斯利战略研究所、菲律宾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专家，重
点探讨 RCEP 落地生效后应如何
结合各国发展需求，以推动区域
经贸合作获得“早期收获”。

中国 - 新西兰“绿色未来与
可持续发展”论坛

我院与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
委员会共同主办论坛，来自新西
兰气候变化委员会、新西兰可持
续金融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生
态文明研究所等机构的代表围绕
绿色未来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
开展研讨，以期为中国和新西兰
未来在转变发展理念、践行绿色
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Academic Exchange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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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
智库论坛

我院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
定的金砖力量”为主题举办论坛。
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印度
新德里经济发展研究所、巴西瓦
加斯基金会、南非金砖智库、中
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金砖
国家与全球治理智库等机构的专
家，围绕当前金砖国家发展面临
的国际环境、合作发展前景，以
及区域经济复苏等问题展开务实
研讨。

制造业外企在华投资前景
国际论坛

我院与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华
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韩国对外
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等机构共同举办“制造业
外企在华投资的前景国际论坛”，
为国际社会客观看待外商在华投资
的发展趋势，以及更好应对中国利
用外资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交流平台。

世界能源变局与中德合作
新前景国际论坛

我院与德国经济研究所、德
国哈雷经济研究院、德国伍珀塔
尔研究所、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
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联合举办中德国际论坛，研
讨在国际能源市场波动背景下，
中德应对能源危机的策略，以及
双方如何在推进能源转型与绿色
发展方面开展合作。

世界华人
数字经济峰会

由马来西亚智库皇岦策略研究
院、太平洋盆地理事会、我院、亚洲
领袖圆桌论坛等机构联合举办的世
界数字经济峰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
开。本届峰会以“新技术的突破：实
现共享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
来自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美国、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
政府官员、智库学者以及企业界代表
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参与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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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全球金融中心
国际会议

我院与英国 Z/Yen 集团共同
举办“全球金融中心国际会议”。
来自伦敦、法兰克福、卢森堡、
东京、釜山、伊斯坦布尔、古吉
拉特、胡志明市、中国香港、广州、
成都、深圳等全球金融中心的代
表，围绕可持续的未来进行交流，
旨在推动全球各大金融中心凝聚
共识，促进经济实现绿色增长。

展望 COP27—应对气候变
化国际论坛

我院举办“展望 COP27—应对
气候变化”国际论坛。来自哈佛大
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彼得森国
际经济研究所、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法国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英国海外
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
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中美欧在应对气
候变化的领导作用、面临的挑战及
策略展开务实研讨。

APEC
国际发展论坛

我院举办 APEC 国际发展论坛。
来自联合国亚太可持续商业联盟、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研究所、韩
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泰
国盘谷银行、印尼中华总商会、马
来西亚金斯利战略研究院、新加坡
亚太期货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银行
香港金融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等机构的代表围绕国际形
势变化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以
及如何更好发挥亚洲力量推动亚太
经济复苏等议题开展交流。

G20
国际发展论坛

我院举办 G20 国际发展论坛。
来自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印度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
莫斯科国立大学、土耳其经济政策
研究基金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机
构的专家围绕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前
景、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政策举
措，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路径
等议题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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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与应对研讨会

我院与来自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
研究所、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日本一桥大学
经济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社会学系、盘古智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养
老与保障研究室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推动两
国政府和民间开展交流、如何共同提升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能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等问题进行研讨。

第二期湾区智荟沙龙

由马洪基金会、深港产学研基地、博时
教育和兴链数科共同发起，资本市场学院作为
支持单位的“湾区智荟”第二期沙龙在资本市
场学院顺利举办。沙龙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来自政、产、学、研、资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
企业家围绕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长期发展的重
大需求和多样性特点，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新视野深港融合发展圆桌会

由我院与马洪基金会、香港新视野智库
共同发起的新视野深港融合发展圆桌会在深圳
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了第一期会议。
来自深圳、香港、北京、广州等地的多位资深
专家学者，围绕深港融合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

问势 2022 理事报告会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中兴
新通讯有限公司的支持下，马洪基金会举办
“问势 2022”理事报告会。院长樊纲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教授和中兴
新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韦在胜等围绕“统一
大市场”这一主题开展研讨。

中美智库对话 : 面向未来之重塑中美经贸关系

我院与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布鲁金斯
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美国国际战略研究
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联合举办
中美智库对话，探讨如何重塑双边贸易与投
资关系，为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风险等问
题提供参考建议。

第十八届沪津深三城论坛

我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滨海
综合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第十八届沪
津深三城论坛”。三地与会专家分享其
对于沪津深应如何应对区域经济复苏的
建议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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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耿欣女士一
行来访问，郭万达常务副院长向来宾介
绍了我院的基本情况、研究咨询业务和
重点关注领域。同时，双方就深圳综合
试点改革及前海深港合作区发展现状、
疫情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数字人民币发
展前景，以及未来中美合作与交流等议
题展开交流讨论。

2. 阿登纳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傅
佑晗一行访问我院，双方就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中国与欧洲贸易投资
合作，特别是中德之间的合作进行
交流，并探讨未来加强双方在研究、
会议和互访等方面的合作。

3. 河南省洛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市委党校校长杨骁一行来我院
调研。曲建副院长与洛阳代表团就
如何助力洛阳市迈向高质量发展进
行了交流。

3

2

1

1

6. 曲建副院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
育创新中心授课，以变化的视角剖析大
湾区产业动态，围绕全球经贸形势变化、
产业发展趋势、创新发展特点进行深入
浅出的讲解。

7. 福建省漳州、厦门驻深招商联络处负责
人一行来访。双方围绕厦漳泉大都市区
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合作的重点领域展
开讨论，一致认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
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4. 时任国家自然资源部执法局执法一
处处长孙超一行来访，双方就排放
权交易、乡村振兴以及“十四五”
时期赣深合作等课题，特别围绕赣
州CCER实施可行性开展交流探讨。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调研团一
行来访，双方就国家级开发区规划
建设发展、智慧园区数字化管理与
运营以及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进行
交流，探讨双方长期战略合作的重
点领域。

6

7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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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1

6

5

7

8

1. 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深圳科技局
原副局长张克科一行莅临我院调研。
围绕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深港科创
合作，以及实现科技创新要素跨境融
通进行交流。

2. 曲建副院长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
库尔干县官员授课，详细介绍了沿边
地区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
新路径和新模式，探讨在塔什库尔干
县产业发展规划等领域的合作。

7. 深商总会林慧会长一行来访，双方就产
业规划研究、智慧产业平台、产业资源
对接、企业增值服务、共同研究和发布
深商企业白皮书等合作进行交流。

8. 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参加深圳媒体高
质量发展调研行。他们表示，建设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
新时期国家赋予深圳的重大战略使命，
也是深圳推进“双区”建设、“双改试点”
的重要抓手。

5.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玲来
我 院调 研， 听取 有 关工 作 情况 汇
报，以及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基
地工作情况。召开“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座谈会并讲话，对下
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6. 公共经济研究所参加深圳媒体高质
量发展调研行，他们认为调研所
展现的生动故事是深圳科技创新
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缩影，
活动为其他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
有益借鉴。

3. 我院与巴基斯坦“一带一路”新城
项目方举行交流会，围绕新城建设
方向、规划设计、招商引资、基础
建设等展开研讨，与会嘉宾来自巴
基斯坦阿芬集团、OBOR 公司、中
水北方和中国电建。

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
师徐同彪一行来访。双方围绕粤港
澳大湾区碳达峰碳中和、氢能产业
发展、深圳能源业务布局等展开讨
论，同时双方就合作模式和长期合
作机制等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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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AR

大事记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

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面对复杂

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任务，

综研院基于自身的研究特色与方向，并结合

国家与地方的发展需求，将开展公共政策研

究与开拓国内外咨询业务紧密结合，稳步推

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致力于提升专业化能

力和传播影响力。在全院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各项工作取得良好进展。展望未来，将继续

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探索智库建设与发展的

路上永不停步。

110 111



01  
1 月 12 日，我院运营的政务平台“综合开

发研究院”第三年获得澎湃政务号“2020 最佳

政务传播 -大学和智库奖”。

1 月 17 日，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

活会。

1 月 24 日，我院运营的政务平台“综合开

发研究院”连续第四年获得澎湃新闻政务指数榜

“最佳政务传播奖”。

1月，在深圳市政协七届五次常委会会议上，

市政协授予政协常委、副院长武良成 2021 年度

“优秀履职标兵”荣誉称号。

02
2 月 22 日，深圳市政协党组成员、深圳经

济特区研究会副会长陈林一行来我院调研。

2 月 23 日，我院与新西兰 - 中国关系促进

委员会联合举办“中国 - 新西兰建交 50 周年：

绿色未来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03   
3 月 24 日，我院与英国智库 Z/Yen 集团联

合发布第 31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3 月 28 日，我院与斯里兰卡工业服务局、

国际贸易中心联合举办“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

特区和可持续工业园区的理论和实践”研讨会。

副院长曲建围绕中国和亚非国家建立经济特区的

案例，介绍经济特区的规划体系和发展经验。

3 月，我院研究编写的《边境经济合作区、

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报告（2020）》获商务部“商

务发展研究成果奖”。

3 月，我院《“十四五”时期广东省人才发

展目标路径研究——以珠海为例》课题成果荣获

2021 年度全省组织工作重点课题调研成果二等

奖。

04   
4 月 14 日，我院与盘古智库联合举办“中

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人口老龄化影响与应对”

论坛。

4 月 19 日，我院召开第一次团员大会暨团

支部委员会选举大会。

4 月 29 日，我院举办综研读书会青年读书

活动。

4 月，我院连续第三年获得深圳市 2021 年

度“党政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4 月，我院参与完成的《龙岗区产业空间

布局规划（2020-2025）》《基于产业结构调整

下的龙岗区工业用地配比研究》项目分别荣获

2021 年度深圳市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设计三等

奖、设计表扬奖。

05   
5 月 12 日，我院举办“应对全球经济风险

的金砖力量”国际论坛。

5 月 24 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耿欣一行来

访我院，就深圳综合试点改革及前海深港合作区

发展现状、疫情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数字人民币

发展前景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5 月 26 日，我院举办“制造业外企在华投

资前景与发展”国际论坛。

5 月 30 日，芜湖市湾沚区委副书记、区长

李国柱，区委常委、组织部长赵彗星一行访问我

院并进行座谈交流。

06   
6 月 16 日，我院举办全球经济形势展望对

话会。

6 月 18 日，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

副会长郭万达出席 2022 凤凰网财经（夏季）云

峰会并作主题演讲。

6 月 22 日，我院研究编制的《现代海洋城

市研究报告（2021）》在青岛发布。

6 月 23 日，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

所长胡振宇受邀参加在青岛举办的“蓝色国际合

作企业家暨青年科学家论坛”并作主题演讲。

6 月 25 日，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与

国信证券深圳互联网分公司召开CDI“读股论经”

私享会。

6 月 28 日，我院举办《大湾区建设与深港

合作四十年》新书发布会暨深港合作研讨会。

6月 29 日，我院前海分院正式创立。

6 月 29 日，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受邀参加世

界数字经济及科技峰会，并介绍了我国在推进智

慧城市建设和智慧产业发展方面的现状及经验。

6 月 30 日，院党委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

的三部历史决议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专题学习

活动，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刘国宏主持。

07   
7 月 8 日，我院与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联

合举办“深港智库焦点对话研讨会”，学习习近

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7 月 9 日，院长樊纲出席第五届世界金融论

坛暨金砖国家与全球治理论坛并致开幕辞。

7 月 12 日，我院举办“世界能源变局与中

德合作新动力”国际研讨会。

7 月 17 日，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陆晓丽

受邀参加“区块链产业通证经济发展论坛暨甲骨

文明世界数字文化之旅”并作专题报告。

7 月 18 日，院长樊纲出席广州白云新城创

新高质量发展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7 月 18 日，副院长曲建应邀出席在乌鲁木

齐举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振兴

创新发展”院士论坛并发表演讲。

7 月 19 日， 我 院 发 布《 数“ 链” 大 湾

区——区块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报告

（2022）》。

7 月 19 日，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大湾

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深圳市发改委主任、市委

大湾区办（市政府港澳办）主任郭子平一行来访

我院调研交流。

7 月 20 日，我院举办新形势下中资企业高

质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研讨会。

7 月 28 日，我院联合英国智库 Z/Yen 集团

举办“2022全球金融中心未来发展”国际论坛。

7 月 29 日，我院召开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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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8 月 3 日，在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上，副院长曲建受聘为深圳市城市

规划委员会非公务委员，海洋所所长胡振宇受聘

为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发展策略

委员会）非公务委员。

8 月 9 日，院长樊纲出席 2022 年博鳌房地

产论坛并作《宏观经济大盘与房地产大周期》主

题演讲。

8 月 10 日，马洪基金会“问势 2022”理事

报告会在我院举行。

8 月 19 日，院长樊纲参加“亚洲金融危机

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并发表演讲。

8 月 26 日，我院与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联合举办“2022 深港合作论坛”。

8 月 30 日，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向瑞士南方

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青年学者授课，并进行交流

研讨。

8 月 30 日，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参与调

研研究的《香港青年大湾区发展指数 2021-2022

就业篇》报告发布。

09   
9月2日，我院与意大利智库欧洲咨询联盟-

安博思联合举办“中国经济与中欧合作新未来”

国际论坛。

9 月 16 日，我院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新

机遇大未来——专业人才流动助力深港融合发

展》报告。

9 月 20 日，我院举办“迈向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十年”中美欧应对气候变化高端对话。

9 月 21 日，我院与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联合举办“湾区时代下的深港合作新机遇”深圳

学术沙龙。

9 月 22 日，我院与英国智库 Z/Yen 集团联

合发布第 32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9 月 22 日，在 2022 粤港澳大湾区新实业峰

会上，我院获颁“湾区实体经济赋能力贡献奖”。

9 月 28 日，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

王国文应商务部邀请，为各省市商务主管部门授

课，并做《全球供应链新挑战与国际物流韧性能

力建设》主题讲座。

9月28日，我院举办专题会议，深入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9月，由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参与完成的《东

莞松山湖统筹发展实施规划》课题，获得东莞市

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一等奖（2021 年度）、广

东省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二等奖。

10   
10 月 13 日，院理事、“一带一路”创新发

展研究首席专家胡政应邀参加“2022 年白俄罗

斯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以及白俄罗斯与中国关

系”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10 月 14 日，我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天津

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第十八届沪津深

三城论坛”。

10 月 21 日，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阮萌出席

首届大湾区女科技工作者峰会“生物医药与健康”

圆桌论坛，并做专题发言。

10 月 24 日，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谢来风应邀向江门银湖湾滨海新区管委会各科室

授课。

10 月 28 日，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李恩汉

受邀参加首期“深文荟”研讨沙龙，并以《深圳

何以“元宇宙”：“热”概念背后的“冷”思考》

为题做主题分享。

10 月，我院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批准成为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研究基地”。

10月，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参与编制的《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统筹规划实施方

案》获得 2021 年度广东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项

目二等奖、深圳市第 19 届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一

等奖。

11   
11 月 1 日，我院举办“新兴经济体对全球

经济复苏的作用”G20 国际研讨会。

11 月 3 日，我院与中国银行香港金融研究

院联合举办“凝聚亚洲力量·推动亚太经济复

苏”APEC 国际论坛。

11 月 5 日，我院代表参加第十四届“社科

知识大闯关”知识竞赛并成功晋级半决赛。

11 月 15 日，创新与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郑

鑫应邀出席 2022 智能制造与数字技术融合创新

发展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11 月 18 日至 20 日，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

所副所长谢来风受邀为中联办深圳联络部与深圳

市青年联合会授课。

11 月 22 日，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编

制的“2022·中国‘双创’金融指数”在成都发

布，并由副院长刘国宏做解读。

11 月 25 日，院团支部召开“学习党的二十

大精神，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

团课。

11 月 28 日，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

玲一行到我院调研，并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座谈会。

12   
12 月 1 日，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

玉阁出席首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

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12 月 8 日，我院与腾讯、南方日报在东莞

联合举办 2022 湾区科创峰会“共享创新助力粤

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高端对话。

12 月 15 日，我院举办中美智库高端对话，

双方代表围绕如何重塑中美经贸关系，以及面临

的问题与挑战展开讨论。

12 月 27 日，我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

所召开“2022 中国地方金融发展论坛”，并发

布了第 14 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和《深圳上市公

司发展报告（2022）》。

Calendar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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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 Policies
Research on Establishing a Blue Partnership and Engaging In-
depth in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Study on "North-South Divid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in China

Study on Top-level Planning of New Land-sea Passage in 
Northeast China

Study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onthly Economic Research Report on China’s Metropolises

Regional Economy a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y on Major Issues of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the Nine Mainland Cities in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ase Studies on the Cooperation Mode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Governance and 
the Alignment of Rul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y on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Scheme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Joint Shipping Exchange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alent Demand of Nine 
Mainland Citie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Major Achievements and Primary Experien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 Economy

Study on the Condi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for 
Building Hong Ko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orthern Metropolitan 
Area of Hong Kong and Supporting Hong Kong's Integr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Coordinating with the Northern 
Metropolitan Area of Hong Kong

Key Research Report on Further Deepening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and Promoting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Flow of Shenzhen-Hong Kong Market Resources

Study on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Study on Zhongshan's Construction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Experimental Zone for Integrated and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Banks of Pearl River Estuary in 
Guangdong

Alignment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in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Referenc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Stud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Policy of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Improvement of Measures to Support Hong Kong and Macao 
Residents in Shenzhen

Study on the Strategy to Build a Major Strategic Platform in the 
Bay Area to Better Coordinate with Hong Kong and Macao with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for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Study on Integr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tween Dongguan 
Marina Bay New Area and Shenzhen

Action Plan for Striving to Build Erlianhot, Inner Mongolia into 
A Pioneer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Opening Up Northern 
Chin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of Key 
Development Open Test Area in Erlianhot Inner Mongolia 

Study on Guangdong Province's Strategy of Constructing A New 
System for Higher-Level Open Economy

Study on the Strategy to Ens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Shenzhen Benchmarking Agains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to Create a Pioneering Demonstration Zone for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Innovation Policy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Roadmap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Qionghai Hain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of Hangj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Inner Mongolia (2022-2035)

Study on Upgrading and Transforming Industries in Jinhua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Zhejiang

Study on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Enhancing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ianfu New District 
Sichuan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Jiangnan New 
District in Quanzhou Fuj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Zhaoan Industrial Park in 
Fujian

Study on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of 
Shanpo Subdistrict in Jiangxia District Wuhan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Dongguan Marina 
Bay New Area and Qianhai Shenzhen

Strategies for Zhuhai's Construction of "Golden Inner Bay"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Study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Huizhou Port and Hong 
Kong Port Under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 Prospective Study on Connecting Shenzhen's "Greater Port 
Economic Belt" with the Northern Metropolitan Area of Hong 
Kong

Study on Qianhai Sci-tech Innovation Group'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Shenzhe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Hong Kong)

Study on the Strategy and Path of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Shenzhen’s Baoan District and Hong 
Kong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Shenzhen's Longhua District and Hong Kong

Open Economy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and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2022)

Master Pla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Sihanoukville 
Province Cambodia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Horgos Area in China 
(Xinjiang) Pilot Free Trade Zone

Comprehensive Consulting Service for Adopting an Open 
Approach to Running the Ganquanbao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Xinjiang

Implementation Plan of Group-base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Mode of Bole 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in Xinjiang

Project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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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City Parlor in Lixian 
County Baoding Hebei Province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Huangpu District Guangzhou

Study on Key Industrial Policy in Zengcheng District 
Guangzhou

Study on Key Tasks and Measures of Implementing "Industry 
First" and Constructing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Zhuhai

Strategies, Goals and Meas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Foshan 
Airport Economic Zone in Guangdong

Study on the Strategi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ed 
City-industry Spatial Layout of Xintang Foshan

Development Plan of Industrial Platform (RMB 100 Billion-
level) in Xinxu Town of Huiyang District Huizhou

Comprehensive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High-level Strategic 
Positioning, High-level Planning and High-standard 
Construction in Cuiheng New District of Zhongshan Guangdong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Industrial Planning of Core Area of 
Yinhu Bay Binhai New Area Jiangmen

Study on Industrial Planning for Comprehensive Urban Design 
in Tangheng Area of Daya Bay in Huizhou Guangdong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An Off-site 
Industrial Park Between Shenzhen's Nanshan District and 
Guangxi's Guilin City

Stud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Key Service Industries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Industrial Planning of High-quality Industrial Space 
Pilot Project for Baolong Subdistrict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Logistics Industry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Yantian 
Port Group

Study on Industrial Planning of Yuanzhaofeng Factory in 
Fucheng Sub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China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Financial 
Index (2022)

The 14th China Financial Center Index Report (CFCI 14) 
Featuring Chongqing

White Pap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inancial Center 
(Chengdu) (2022)

Stud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engdu's Financial 
Industry in 2022

White Paper on Supervision of Loc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n 
Shenzhen (2018-2021)

Report on Blockchain Empower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evelopment Report on Shenzhen's Listed Companies 2021

Study on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Experimental Zone for 
Technology & Finance Innovation in Shenzhen

Study on Shenzhen's Qianhai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Offshore Financial Market in Conjunction with Hong Kong

Study on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Financial Policies to Support 
Old Residential Quarters in Shenzhen

Study on Customer Service Quality Evaluation of Bank of China 
(Shenzhen Branch)

Construction Scheme of Modern Marine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Marine Industry in 
2022

Planning on Coopera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Domestic 
Characteristic Marine Cities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 Marine Industrial Park 
and the 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Strategy of Marine Finance

Highlighting Marine Characteristics and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to Build an Eastern Ecological Health & Fitness 
Circle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Wuhu, Anhui Province to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Distribution Base of "China-ASEAN" 
Cross-border Railwa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Study on Cross-border Customs Clearance Polic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Logistics Park

Study on Regional Supply Chain for China Merchants Port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Study on Industrial Function and Orientation of Foshan (Nanhai) 
Integrated Logistics Port Proje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Study on Investment-bank Approach to Attracting Investment in 
Jinan Shandong

Study on Structural Upgrading Plan of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Mode of Shenzhen Port

Study on Building Shenzhen into an International Renowned 
Sports City

Long-term Strategic Consultation for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in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Mid-term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Fashion Industry 
in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Cross-border Consumption Index Report for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Policy Demand of Luohu Pilot Zone in Shenzhen-
Hong Kong Port Economic Belt

Study on Port-Industry-C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Yantian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Scheme of Bridge 
and Tunnel Connecting the Middle and East Operation Areas of 
Yantian Port Shenzhen

Feasibility Study on Pinghunan Integrated Logistics Hub Project 
in Shenzhen

Study on Pre-planning of TO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Yanzihu Rail Hub in Shenzhen

Study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in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Study on Shared Innovation Index

Thoughts, Goals and Measures of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op-level Innovation Platform in Suzhou

Study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in JDHQ2 and Tian'an 
Shenchuang Valley

Study on Improving Dongguan's Computational and Algorithm 
Capacity and Empowering Hardware with Software

Study on Statistical Monitoring System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Dongguan (GDP>RMB 1 trillion, 
Population>10 million)

Study on Policies of Thre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al 
Cluste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reau of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Intelligent Terminal Industry Planning for Pingshan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the Overall Design of Guangdong's Domestic Trade,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tudy on the Path of Business Work Serving Common 
Prosperity Strategy

Study on Long-term Strategy of Modern Fashion Industry 
Cluster

Feasibility Study on Intelligent Logistics Channel Project of 
Highway Port in Erlianhot Inner Mongoli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entralized Supervision 
Buffer Zone for Imported Cold Chain Food in Liaoning Province

Study on Aviation Logistics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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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Tax-free Shopping Policy for 
Chung Ying Street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of Optics Industry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Evaluation Study on Fashion Creative Enterprises Settling in 
Minzhi Stock Commercial Center in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in 2022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y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Dual Carbon Goal

Blue Book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Qinling 
Mountains (2021)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in Chaozhou 
Guangdong

Feasibility Study on Modernization Path of Shenzhen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System

Analysis Report on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Sector in 
Shenzhen

Preliminary Study on Circular Economy and Energy Saving in 
Shenzhe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Study on the Revision of Regulations on Promoting Circular 
Economy in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or Dapu County Meizhou

The 14th Five-Year Plan of Energy Development for Dapu 
County Meizhou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ow-carbon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Suggestions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ter Governance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Consultation Service for Comprehensive Planning of Colombo 
Port in Sri Lanka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ning for Jinjiang Fujian

Master Plan of Land and Space in Hangj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Inner Mongolia (2021-2035)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ndustrial Planning of Yibin District 
Luoyang Henan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Wisdom Island of Yibin District 
Luoyang Hen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cheme for Zhanjiang City to Build 
A Main Platform for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Strategic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Secondar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Land in Xiaoshan District Hangzhou

Study on the Strategic Path for Huadu District to Build a New 
Growth Pole in Guangzhou

Overall Implementation Plan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hun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Hebei Province

Mid-term Evalua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2035 
Long-term Goal Outline of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Shangtang Urban Renewal 
Project in Minzhi Subdistrict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Benefit Coordination Project of Community Land Preparation 
in Nanling Village Nanwan Subdistrict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Industrial Study on Urban Renewal Project of Jinzi Health 

Park Industrial Zone, Xinhu Subdistrict Guangming District 
Shenzhen

Studie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rogressive Cities to Shenzhen

Report on the Legislation of Regulations on Promoting Talent 
Development in Zhuhai Special Economic Zone (Amended)

Study on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Regular and Long-term 
Mechanism of Training and Selecting Excellent Young Cadr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udy on "Special Action of Strengthening Urba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Study on Improving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bility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Study on Shenzhen's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Systematic Analysis of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llec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ractical Experiences

Study on Developing A System of Leading Indicators to Predict 
Economic Trends

Study on the Path of Building World-class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Strategic Development Plan of Shenzhen Finance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Study on Tax-related Reform Initiative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novation Pilot Project

Study 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Shenzhen 2022

Study on Basic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and Standard of 
Housing Security of Shenzhen

Study on Talent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Shenzhen

Study on Policies for Emergency Response Industry

Study on Financial Subsidy Mechanism of Domestic Waste 
Disposal

Study on the Implementation Scheme of Follow-up Management 
of High-altitude Ecological Relocation in Shuanghu County 
Naqu Xizang

Comparative Study on Post-Ecological Relocation Management 
Modes

Study on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Hangj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Inner Mongolia

Study on Promoting Modernized and Internationalize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novation for Guangzhou Development District

Economic Operation Analysis and Policy Consultation of 
Guangdong-Macao In-depth Cooperation Zone in Hengqin

Research and Compi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ex of Shenzhen Park in Hetao Shenzhen-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Zone

Study on the Supporting System for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Accounting Firms in Shenzhen

Budget Consultation on Cost Review of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Research Projects 2023

Study on Further Deepening the Current Industrial Fund Support 
Policy System of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Building a Pioneer Demonstration Zon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Study on Optimiz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Longhua District Government in Shenzhen

Study on the Policy System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Housing in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Third-part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s Qianhai & Shekou Free Trade Zon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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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ilot Reform of Innovating Key Area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vestment Decision-
making 
Study on Sany Renewable Energy Empowering Xinjiang 
to Implement Dual Carbon Goal and Buil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Feasibility Stud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novation Park Project 
of Wuhu Anhui

Strategic Planning of Urban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Feasibility Study on Reconstruction Project of Guangzhou 
Restaurant Group Co., Ltd.

Strategic Consultation for Chibi Qing Zhuan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Pre-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System & Mechanism and 
Investment of Baoding International Medical Base in Hebei 
Province

Study on Economic Oper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Preparation of the "14 th Five-Year Plan" Strategic Plan of 
Shenzhen Boyu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redit Fund Co., Ltd.

Study on Reforming the Management Mode of Shenzhen 
Power Supply Bureau for Better Integration into and Service 
for Qianhai Shenzhen-Hong Kong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operation Zone

Feasibility Study on IPO Project of Shenzhen Dazu Fengge 
Technology Co., Ltd.

Feasibility Study on Project Investment of Shenzhen High 
Speed New Energy Holding Co., Ltd.

Study on Development Model of Energy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enzhen Energy Group

Due Diligence and Feasibility Study for Shenzhen International 
Equity Acquisition Project

Research & Technical Services for Shenzhen Storage Holdings 
Co., Ltd.

Strategic Consulting Service of Shenzhen Grandland Group Co., 
Ltd.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henzhen Phoenix Joint 
Stock Cooperative Co., Ltd.

Study on the Plan to Establish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Coal (Shenzhen)

Design of Salary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Scheme of 
Longgang Investment Holding Group Co., Ltd. in Shenzhen

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Project Application Repor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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