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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湾区融合，交通先行。继港珠澳大桥之后，长达24公里的深中通道，将又一次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这个连通深

圳、中山、珠海三地的“超级工程”，使得顺德到深圳的时长从2小时缩短至最快40分钟，更让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间
“1小时生活圈”得到优化。

碧波之上，长桥如链。如今，顺德正积极主动挖掘深中通道开通红利。目前，交通路网等物理对接项目建设正酣，往
后，顺深两地必定在产业、科技、人才、文旅等方面跑出融合“加速度”，一幅极具活力与机遇的发展蓝图正徐徐展开
……顺德融媒将走近深中通道，及时推出热辣滚烫的现场报道，“沉浸式”体验深中通道为顺德市民带来的便利。

珠江口，伶仃洋，一桥飞架、穿
云破海。

历经7年的等待，深中通道踏浪而
来。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史诗级的会
师，湾区“小”了，机遇近了。从顺
德南部的容桂街道出发，最快40分钟
可以通达深圳宝安机场。

横跨珠江口，顺德与深圳两地产
业协同、城市力量聚合的热潮由来已
久。深圳向西拓展，国际创新之都的
能量场辐射进入顺德广阔的市场；顺
德向东延伸，承接深圳的科技创新和
智能制造等资源，双城的合作蔚然成
势。

如今，珠江口“天堑”变通途，
东西两岸加速竞合。顺德如何抢抓

“大桥经济”“黄金内湾”历史机遇，
加速融入“大湾区1小时经济圈”？

城更近了，“双城记”唱响新旋律

从高空俯瞰，广州、深圳、佛
山、珠海、中山等大湾区城市围绕珠
江口形成A字形布局。黄埔大桥、南
沙大桥、虎门大桥和港珠澳大桥等一
座座跨海大桥，在伶仃洋里“画”上
了一道道“横”，连接起大湾区城市
群。

随着深中通道正式通车，粤港澳
大湾区有了新的“交通脊梁”，在“黄
金内湾”“A”字形交通网络骨架

“画”上了关键的一“横”。这座跨海
工程的到来，使得珠江东西两岸首次
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直接连通。

在顺德容桂，对接深中通道的重
要门户工程——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公
路二期工程正紧锣密鼓施工中，将与
其前后对接的高速公路一起，构成了
联系“广佛肇”“珠中江”“深莞惠”
三大经济圈及港澳地区的重要纽带，
成为顺德乃至佛山连通珠江东岸最为
便捷的战略性通道。

未来，在顺德上高速即可直通深
中通道，最快40分钟可到达深圳宝安
机场，加速融入大湾区“1小时经济
圈”。届时，容桂将成为佛山对接深圳
的“桥头堡”，以及深圳创新资源外溢
到佛山的“第一站”。

廖卓文是深圳半导体科技企业广
东高普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长，也是土生土长的顺德人。20年
前，廖卓文到深圳创业，随着近年来
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他一直都有回
家乡发展的想法。4年前，高普达集团
瞄准深中通道建设机遇，投资10亿元
在容桂建设顺芯城。

目前，顺芯城已正式投产，廖卓
文也开始了他的双城生活。深中通道
开通后，从公司深圳龙华总部来到顺
芯城，车程将从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
1.5小时。

在广东高普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高劲（广东）芯片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罗国海看来，顺深的产业合作，
交通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深
中通道无疑是最好的助力，通车之后
企业的物流成本至少能降低30%。

在顺德，像廖卓文这样每周在顺
深两地通勤的人并不少。北滘镇海创
大族机器人智造城内，深圳市大族机
器人有限公司发挥“链主”企业效
应，已汇聚了 150 多家企业签约进
驻，其中有不少来自珠江东岸的深
圳、东莞。

由于总部与研发中心设在深圳宝
安，全球智造总部基地设在顺德，大
族机器人几乎每天都有工程师、研发
人员和设计师在两座城市之间往返。
为此，他们还自发组建了一个100多
人的微信群，专门发布两地顺风车行
程。

“以前，我们主要走虎门大桥，但
由于车流量大，经常出现拥堵。深中
通道开通后，今后通勤多了一个新的
选择。”深圳市大族机器人有限公司销
售经理洪祥伟说，公司经常需要接待
来自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客户，海外
客户今后抵达深圳宝安机场之后，无
论是去深圳总部还是来到顺德基地，
都更加方便了。

得益于海外市场的稳步增长，大
族机器人近年来订单呈现出倍增式增
长的良好态势，海创大族机器人智造
城内两栋共22层的厂房已经满产，预
计今年产值可达4亿元，当前正谋划进
一步扩大产能，抢抓大湾区同城化、
一体化带来的新机遇。

深中通道使得大湾区逐渐变成
“一座城”。位于容桂的同德智造城，
园区一期招商已经“满员”，二期已有
部分厂房竣工交付，目前正瞄准深中
通道机遇火热招商中，吸引了来自广
州、深圳、中山等地的企业进驻，也
有不少顺德本地企业看中园区环境，
选择入驻。

同德智造城定位为现代化智能专
业产业园区，以智能家电、科技孵
化、互联网服务等为主导产业方向，
预计全部达产后年产值超10亿元，实
现税收超5000万元。佛山市顺德区同
德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耀江认为，
深中通道通车后，既提高了出行效
率，园区将抓住这一机遇，吸引更多
的深圳企业、人才来到顺德。

顺深产业协同就像找邻居“串门”

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被冠以
“超级工程”“世纪工程”的名号。

斥巨资、战天堑，对于粤港澳大
湾区而言，不仅是缩短城市群之间的
时空距离，更是区域经济格局的重
塑，对于珠江东西两岸的产业格局将
产生巨大影响。

顺德与深圳，一个是珠江西岸的
中国制造业高地，一个是珠江东岸的
国际创新之都，两地有着相同的改革
基因、相似的营商环境。深中通道连
接起珠江东西两岸，让顺深的产业互
动，越来越像在家门口找邻居“串
门”。

深圳市沃德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研发、设计家用电器控制板、电
机芯片等业务为主的企业。公司创业
初期把生产线设在珠海，就近开拓中
山、佛山市场。这种“深圳研发+湾区
制造”的模式，让沃德芯科技从初创
企业快速成长起来。

眼下，深中通道正式开通，沃德
芯科技的选择不再局限于珠江东岸城
市。公司董事长吴佳蔓坐不住了，一
天之内走访珠江西岸多个城市找客
户、谈合作。在吴佳蔓看来，顺德作
为中国家电之都，拥有年产值超3000
亿元的家电产业集群，为公司的产品
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

在顺德勒流广东凯恒电机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双方均达成了强烈的合
作意向。凯恒电机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公司核心产品中，含有“深圳元
素”的大概有30%，珠江东西两岸的
快捷通达，不仅让沃德芯科技收获更
多大市场，也让凯恒电机找到更多优
质的供应商与合作伙伴。

深圳作为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城
市之一，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和人才
优势突出，同时也面临着要素成本上
升、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深中通道
通车，成为加快产业协同、要素融通
的重要战略支点。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是最先感
知市场机遇的群体。去年，苏州正北
连接技术有限公司已提前布局，把位
于深圳的工厂整体搬迁至容桂，在同
德智造城设立顺德总部，还把关联企
业深圳市高戈奇科技有限公司引入园
区，共同打造流体连接产品及微波通
信产品生产基地。

在苏耀江看来，深圳拥有丰富的
创新资源，顺德拥有完善的制造业基
础。两地之间产业的交流、融合，能
够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同德智造城希
望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吸引深
圳更多优质企业进驻，从而带动整个
产业链条在顺德扎根发展。

投资10亿元奥比中光3D视觉感
知产业智能制造基地在选址布局之
初，也充分考虑到了深中通道开通后
便捷通勤优势，最终落地容桂战略性
新兴产业开发区。

目前，奥比中光自建研发办公大
楼“奥比科技大厦”已在深圳南山落
成，顺德项目一期则预计9月实现投
产，“深圳研发+顺德制造”的模式，
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奥比中光3D视觉传
感器、激光雷达等产品的生产能力。

高普达集团也已有了明确的计

划，待顺芯城全面建成后，公司总部
将迁到容桂，在深圳仅保留研发中心
和设计中心，通过“深圳研发+顺德智
造”的双擎驱动，谋求更大的发展。

“我们将把顺芯城打造成顺深合作
的特色园区，引入上下游产业链企
业。”罗国海介绍，目前已有深圳的供
应商来到顺德设厂，顺芯城已在顺德
和深圳分别设立展示中心，希望吸引
更多深圳创新企业向顺德集聚。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大族机
器人发挥“链主”作用，吸引了五金
加工、塑胶厂、集成服务商等上下游
企业进驻顺德园区，上下楼就是上下
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的生态圈加速
成型。

横跨珠江口，凤也已追鹏而至。
例如，昇辉控股有限公司等企业在深
圳设立研发中心；小熊电器等在深圳
设立跨境电商部门……

实际上，顺德早在2017年就在深
圳设立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平台
——顺创产业加速器，开创了跨区域
产业协作和科技招商的新模式。截至
今年4月，该加速器已成功培育企业近
60家，为23只基金提供项目对接服
务，并以租金换股权形式投资了多个
入驻项目。

不难看出，顺德与深圳在频频互
动中，已然找到了“双向奔赴”的结
合点——顺德企业到深圳去，设立研
发中心、开展产业并购，推动企业二
次腾飞；深圳企业到顺德来，以“总
部+基地”“研发+制造”的方式，产业
链上下游联动寻找创新溢出的下一站。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深中通道通
车，顺深两地的产业互动将更趋频
密，发挥各自的资源禀赋，携手讲好
湾区故事。

湾区加速竞合，顺德准备好了

深中通道连接广州、深圳、珠西
三大都市圈，拉近了顺德与前海、南
沙和横琴三大自贸区的时空距离。

深圳活力迸发，每分钟能诞生1.1
家企业，尤其是前海已形成金融业、
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和专
业服务业四大主导产业，构建起“金
融+科技+实体经济”的高端现代服务
业体系。

对于把制造业作为“根”和“魂”的
顺德而言，借助深中通道开通的东风，
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还
能更好对接深圳、香港市场。

不过，深中通道带来产业“超级
流量”的同时，也有人提出担忧：珠
江西岸的城市不得不面临周边以及对
岸城市的虹吸效应。

对此，不少企业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资源要素是双向流动的，交通并
非唯一的考虑要素，产业基础、营商

环境等综合要素是他们选择扎根顺德
的重要原因。

十几年前，佛山市亿莱达电气有
限公司总经理邹德将厂房从江浙一带
搬到了顺德。“在这里，我们能够快速
找到上下游配套企业，出了公司门口
就能买到想要的原材料配件。”邹德
说，公司客户来自深圳、北京等地，
深中通道通车后，不仅能够缩短通行
时间，也能带来更多的资源，面对区
域竞合，顺德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

可以预见的是，深中通道踏浪而
来，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积极融入
大湾区产业分工，将逐渐形成功能突
出和特色明显的产业链跨区域分布的
新格局。对于顺德而言，更为关键是
转变思维，主动谋划布局，在珠江东
西两岸的互联互通中，接住这一波

“泼天富贵”。
顺德已然行动起来，均安镇抢抓

深中通道机遇，积极招引科技型创新
型初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杏坛镇
更是提出了“全镇上下要抢抓重大发
展机遇”；容桂谋划交通的外联内通，
疏通交通堵点，与深中通道的对接将
更加顺畅……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副主任袁易明认为，顺德与深圳的产
业合作，要内化成为企业内部、政府
部门之间的常态，无论是体制机制，
还是要素流动、营商环境，都要实现
一体化，这也是真正实现双城产业融
合最行之有效的捷径。

容桂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发区已引
入奥比中光、紫创光顺、顺芯城、川
崎总部等15个重点项目，其中属于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项目有13个，占总引
入项目的87%，以高端装备、新一代
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配套、新材料
等战新产业为主。

目前，容桂街道正积极对接多家
国内顶级规划设计单位，对标国内一
流的产业园区，重点规划建设战略性
新兴产业开发区，希望将其打造成为
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示范片区。另
一方面则是同步加快片区基础设施建
设及土地整理，利用好片区超过2000
亩的产业用地规模，“筑巢引凤”承接
深圳优秀资源。

“我们花了不少精力和成本在顺芯
城的外观设计上，让它更加时尚前
卫，因为我们招引的深圳企业对于办
公场所形象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罗国
海表示，为了更好吸引深圳企业和人
才入驻，公司下足功夫完善园区配
套，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提供与深
圳现代化产业园区一样的工作和生活
体验。

大潮起珠江，弄潮正当时。期待
顺德与大湾区城市协同创新的故事，
续写出更多精彩的新篇章。

历经7年的等待，深中通道踏浪而来

顺德如何接住大湾区“超级流量”？

策划、统筹/顺德融媒记者骆苏艳 黄澄献 文/顺德融媒记者黄澄献 叶芝婷 赖珊桦 图/顺德融媒记者林安迪 周焯杰 何冠洪

海创大族机器人智造城已汇聚了150多家企业签约进驻，几乎每天都有工作人员在顺深
两城之间往返，深中通道开通让他们今后通勤多了一个新选择。

6月30日，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试运营。从容桂出发，最快40分钟可通达深圳宝安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