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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新规划指引城市圈升级大变局
证券时报记者

颜金成 建 业

●

厦深铁路广东段总投资
296.95

亿
� � � �厦深铁路位于闽粤两省的东南

滨海地区， 线路东起厦门西站， 西

至新深圳站， 全线长

502

公里， 途

经福建省厦门、 漳州和广东省潮州、

汕头、 揭阳、 汕尾、 惠州、 深圳等

8

市。

其中， 福建省境内

144

公里，广

东省境内

357

公里。

� � � �编者按

：

8

月上旬广东省政府出台的珠三角
“

五个一体化
”

规
划不仅为该区域产业升级增添了马力

，

而且还将促使该区域城市
圈出现升级大变局

。

这个局具体将如何变
？

且看证券时报记者发自
一线的报道

。

� � � � “这个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

9

月初的一天， 当记者带着从广东省政

府网站上打印的一纸文件来到老李办

公室时， 身为一家工程类公司副总经

理的老李对该文件表现出了浓厚兴

趣， 他一边招呼记者就坐喝水， 一边

不停地翻动着文件打印稿。

不久前， 广东省政府出台了珠三

角五个一体化规划， 记者给老李看

的， 实际上就是该规划中涉及的 《珠

三角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重大项目

表》。 这些总投资额达

19767

亿元的

项目， 牵动着老李的神经。

城市圈整体升级

看着 《珠三角基础设施建设一体

化重大项目表》， 老李想起了他前段

时间去长沙的事。

长沙、 株洲、 湘潭也在建设类似

于珠三角的城市圈， 老李说， 感觉到

现在全国包括长株潭在内的一些城市

圈都在学珠三角。 实际上， 除了珠三

角和长株潭外， 武汉城市圈、 环渤海

地区城市圈和长三角地区城市圈的建

设均有声有色。

老李认为， 这五个一体化， 也是

在推动珠三角城市圈升级。 最主要的

一块就是在以往由高速公路连接城市

的基础上， 完善高速网络； 另外， 再

建设城市、 城际轨道； 同时， 以信息

化、 公共设施等一体化来加强城市之

间的联系。

在五个一体化规划中， 相关的高

速公路及轨道交通都有详细的规划。

一体化中要求： 加快完善高速

公路网。 加快广佛、 佛开、 广三、

广清、 梅观、 水官等高速公路的扩

建工程， 扩大主要通道的通行能力；

轨道交通方面 ， 重点加快建设广

州

-

东莞

-

深圳、 广州

-

珠海、 广州

-

佛山、 佛山

-

肇庆、 佛山

-

东莞、 东

莞

-

惠州等城际轨道及广州、 深圳、

东莞 、 佛山等城市轨道交通 。 到

2012

年， 力争珠三角九市基本建成

城际轨道交通； 到

2020

年， 基本形

成 “三环八射” 的城际轨道交通网

络架构。

“实际上， 五个一体化里面涉及

的项目很多都是之前已经公布过的

项目的延续。” 对于五个一体化中言

及的上万亿的投资， 老李所在的企

业早有感知。 “目前， 行业景气度高

企， 我们选择优质的工程进行操作；

行业低迷时， 我们则到处找工程， 只

要是工程都做， 这就是公司的生产策

略。” 据了解， 在享受建筑工程行业

充裕订单的同时， 老李所在的公司

还投资了一家从事市政、 公路绿化

等业务的企业。

“珠三角推出的大规模交通项目

建设， 当然为从事公路绿化等业务的

公司提供了发展机会。” 北京一家创

业投资公司的刘总分析称， 四万亿投

资推出后的两三年左右， 工程建设类

公司将面临景气度的高点， 但是， 从

事公路绿化等业务的公司面临的景气

周期可能会延后。 公路绿化主要是公

路两旁的草坡及苗木， 一般而言， 要

等到公路建好后再进行绿化。 除了行

业景气度本身的延后外， 他还认为，

在类似于珠三角这样的有新增投资、

经济又较发达的区域， 公路绿化行业

则面临更为明显的发展机遇。 为此，

他所在的公司近期也投资了一家从事

绿化的企业。

从公开资料可以看到， 深圳铁汉

生态环境公司这家从事城市绿化等业

务的企业， 就吸引了无锡力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

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木胜投资有限公司等风投机构

的投资。

交通建设呼吁整体协作

在五个一体化中， 大部分投资都

被应用于交通工程类项目。

规划显示， 重大工程项目是规划

实施的支撑和载体， 规划建设交通、

能源、 水利、 信息化四类重大工程共

150

个项目， 总投资

19767

亿元， 其

中，

2009

至

2012

年计划投资

9387

亿元。 包括轨道交通、 高速公路、 港

口航道、 机场和综合枢纽等工程， 共

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80

项， 总投资约

12191

亿元， 其中，

2009

至

2012

年

投资

6365

亿元。

在五个一体化规划出台的前后，

正是白云机场经营上的重要时期———

亚运前夕。 在白云机场旁边的一栋不

起眼的办公楼里， 白云机场董秘徐光

玉谈到对一体化规划的看法时， 更多

的是期待。

实际上， 白云机场在珠三角一直

被定义为交通枢纽。 五个一体化规划

中也谈到， 重点加快铁路、 广州白云

机场等综合枢纽的建设步伐。

不过， 在白云机场董秘徐光玉

看来， 作为承担亚运重任的企业，

白云机场应该得到政策上的更多支

持， 通过地面立体交通网的构建和

地方政府的扶持， 使得货源更加集

中于白云机场。

此外， 有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五

个一体化中明确提到了白云机场的枢

纽地位， 但是对白云机场的地位并未

突出处理。 规划中的表述为， 重点加

快铁路广州南站、 广州北站、 广州流

花站、 佛山西站、 深圳北站， 广州白

云机场、 深圳机场、 珠海机场， 广州

港、 深圳港、 珠海港等综合枢纽的建

设步伐， 进一步增强交通枢纽的运营

能力和换乘功能。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

机场。

实际上， 在珠三角， 大型的机场

就有深圳机场、 珠海机场、 白云机场

三个， 这三大机场在客户资源方面，

仍然面临一定的竞争。 在白云机场门

口， 就能够看到通往深圳、 江门、 佛

山等地的大巴。

“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相信

西部的客流会有一定分流。 但是这个

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徐光玉对

公司未来的发展仍然很有信心， 他同

时呼吁， 在规划时应该站在更高的位

置考虑问题， 统一协作。

城市的升级 企业的变局

在五个一体化大量投资的背后，

工程建设等受益企业面临着发展的机

遇， 而对机场、 公路、 铁路的运营者

而言， 则是一个不小的变局， 能否在

变局中把握机会， 对他们尤为重要。

2009

年， 武广高铁开通时， 有

不少投资者担忧广深铁路会受到分流

影响。 但在

2010

年上半年， 广深铁

路却交出了一份靓丽的半年报，

1-6

月份， 广深铁路实现营业收入

63.10

亿元， 同比增长

7.71%

；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92

亿元， 同

比增长

16.97%

。

“现在五个一体化规划里又有很

多公路和城际轨道要建设， 这和武广

高铁是比较类似的。” 广深铁路董秘

郭向东说， 实际上武广高铁开通后，

在分流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需求。 虽

然短期来看被分流， 但交通便利后，

人们的出行意愿也增长了。 郭介绍

说： “广深铁路刚刚开通时， 日均客

流仅

3

万人次， 但是随着珠三角交通

网络的便捷及经济的发展， 日均客流

达到了

10

万人次， 最高的时候一度

达到

18

万人次。”

另外， 武广高铁开通后， 一些

老的线路停运， 使得广深铁路可以

开通新的货运线路， 促进货运业务

的发展。 半年报显示，

2010

年上半

年， 公司的货运业务就大幅增长。

货运方面 ，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6.15

亿元， 同比增长

21.35%

， 其中

货运发送收入增长明显， 同比增幅

达

73.79%

。

与广深铁路类似， 运营深圳诸多

高速线路的深高速也要面对珠三角一

体化带来的改变。

“五个一体化对路网整体的促

进， 会提升大家出行的愿望， 车流

量大了， 总体是有利于发展的。” 深

高速证券部负责人的观点和广深铁

路郭向东极为相似， 并分析称， 就

各个线路是否会有所分流来看， 要

待相应的线路修好后结合当地的具

体情况来分析。 一个车流量很大的

地区， 即使分流， 可能影响也不大，

而反之亦然。

东莞
：

世界工厂的上市难题
� � � �

东莞科创研究院院长林江在推动
当地企业上市方面的工作并不顺利

。

2007

年初
，

东莞市科创投资研究
院正式成立

。

这个由
10

多家企业共
同设立的非盈利机构

，

旨在推动东莞
市科技企业的创业融资

、

科技成果产
业转化以及民营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
场

。

然而
，

时隔三年多
，

林江在谈及
东莞企业上市的成果时仍然不满意

。

“

东莞上市公司少
，

现在东莞类似的
推动创投发展

、

企业上市的机构更
少

。

这很不利于东莞企业的发展
，

你
看

LED

、

锂电池等新兴产业的大基
地

，

都没有东莞的份儿
。”

在五个一体化规划中
，

东莞的定
位可谓重量级

。

根据五个一体化规
划

，

东莞位于东岸知识密集型产业
带

：

广州东部和中部
-

东莞
-

深圳等东
岸地区重点布局发展金融

、

物流
、

会
展

、

信息服务
、

专业服务
、

文化创意
等现代服务业

。

东莞依托制造业发展
优势

，

着力打造国际产业制造中心
，

建设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

加快银
行

、

证券
、

保险等金融机构聚集发
展

，

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

建设全

省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先行区
。

然而
，

东莞这个世界工厂当前却
面临着尴尬的局面

：

身为珠三角经济
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

，

东莞的上市公
司数量在该区域内却是倒数

。

目前
，

仅有粤宏远
A

、

生益科技
、

众生药
业

、

东莞控股
、

锦龙股份等寥寥数家
上市公司

。

林江说
，

东莞企业上市少的问
题

，

其实反映了东莞的产业困局
。

就
传统产业而言

，

房地产行业现在明显
受了限制

，

即使是东莞规模较大的地
产公司粤宏远

Ａ

，

发展得也一般
；

而
酒店业虽然是东莞的强势产业

，

但是
东莞的酒店不是连锁输出管理的模
式

，

难以复制和做大
，

要上市也很
难

；

除了酒店和房地产
，

传统产业里
加工制造业现在上市又非常困难

。

具体来看
，

登陆中小板要求具备
一定规模

。 “

东莞的企业
，

利润能上
5000

万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

林江
感叹道

，

创业板方面
，

东莞企业的整
体成长性比较弱

，

很多企业的上市积
极性不高

，

有的企业能做到
1000

万
的利润

，

老板就觉得很满意了
。

其实
，

前些年
，

东莞市成立了首
家本土专业风险投资机构

———

东莞市
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不过记者多
番表示希望对其采访后仍被婉拒

。

林
江说

，

创投机构缺失和银行支持力度
较弱也影响了东莞企业的上市

。 “

有
些企业积极寻求上市

，

可银行不给融
资

。

而风险投资这一块
，

也非常薄
弱

，

有些深圳的创投也曾来东莞
，

不
过都没什么成果

。”

东莞一家房地产公司高管则对记
者表示

，

东莞企业上市的较少
，

有
部分原因是东莞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
业

，

意识跟不上
，

同时也跟政府宣传
力度不够也有一定关系

。

“

东莞的整个产业需要动一次大
手术

。 ”

林江认为
，

如果东莞企业通过
上市走出了一条路

，

对于整个广东省
制造业的发展都是有示范意义的

。

近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主任隆武华也在公开场合表示

：“

东
莞未来

10

年打造
30

家上市公司只是
个规划

，

但如果真的只有
30

家
，

我认
为东莞并没有重大的突破

，

东莞在转
型升级中要打造自己的上市品牌

。 ”

“五个一体化”所涉大项目一览

●

港珠澳大桥总投资
729.4

亿
� � �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连接香港、珠

海和澳门的巨大桥梁。 港珠澳大桥在

促进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西岸地

区经济上的进一步发展具重要的策

略意义。 港珠澳大桥主体建造工程于

2009

年

12

月

15

日开工建设，以期于

2015

至

2016

年完成， 大桥投资超

700

亿元，约需

6

年建成。

●

广东西部沿海铁路总投资
420

亿
� � � �广东西部沿海高速铁路又称粤

西沿海高速铁路，是国家规划东北经

沿海城市至海南三亚纵向沿海高速

铁路的一部分。 线路起于深圳市北

站，途经广州南沙、中山、江门、阳江，

终于茂名市（南站）塘口站。 广东西

部沿海高速铁路建成后，从深圳到茂

名将由现在的

6-9

小时减少至不到

3

小时，广州到茂名的时间将由现在的

5-8

小时减少至不到

2

个小时。

●

广佛环线
（

除佛山西站至长隆段外
）

总投资
413

亿
� � � �广佛环线全称珠三角城际轨道

交通广佛环线。首通段（佛山西站

-

广

州长隆）， 远期将延伸至广州新白云

国际机场。 其中，

2009-2012

年计划

投资

80

亿，

2010-2020

总计完成投资

413

亿。

佛山西站至长隆站段预估算总

额为

112.29

亿元。

●

深圳至中山过江通道
(

含南沙港连接线
)

总投资
300

亿
� � � �深中跨江通道 （简称深中通道）

的特点是前期工作非常复杂，一是要

穿越繁忙的航道，二是沿线工业布局

和港口非常密集，三是要考虑到铁路

是否一起跨江，从复杂性和工程规模

来看，深中通道不亚于目前正在动工

的港珠澳大桥。

据报道，

2009

年

4

月已完成了路

线方案的研究报告，总共做了

5

个方

案， 经过专家评审保留了

3

个方案

（通道路线方案），以进行下一步深度

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