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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央政府将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与广东省的城市群深度融合，形成了“粤

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然而，从概念定位上看，涵盖马来西亚柔佛

州多个地方政府的柔新经济特区若与“大湾区”类比，更能体现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跨

境、跨关税区协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圈特征，而不仅仅是对标“深圳经济特区”。 

从地理范围与规模来看，柔新经济特区与大湾区差距较大，规模大小可能是以深圳来

对标柔新经济特区的考量之一。前者的总面积约 3505 平方公里，大致与深圳和香港的

总面积之和相当；而大湾区的面积更为辽阔，约为 5.6 万平方公里，规模相差约 16

倍。 

但两者相似的地方是 ：二者都涵盖了多个地方政府或行政主体。当前，柔新经济特区

由柔佛州的 6 个县组成的 9 个旗舰区构成；大湾区则包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以及广东省的 11 座城市。 

在产业重点与协同方面 ，两个经济圈的发展类别颇为类似。柔新经济特区聚焦制造

业、物流、能源、数字中心、绿色经济、金融与商业服务，以及教育、医疗保健等领

域。大湾区同样强调先进制造业、生物科技、绿色能源和金融服务等，整体产业结构

呈现出相似的多元化发展特征。 

与此同时 ，两者都强调区域内的开放程度与便利化水平，致力为企业提供更优良的政

策环境。柔新经济特区与新加坡也积极推动特别税收安排、保税仓库以及简化通关流

程等措施，强化两地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与大湾区内部推动人才、货物、资

金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理念如出一辙。 

将“新加坡与香港”以及“柔佛与广东”相提并论实际上更为恰当。过去，中国大陆

借助香港这一金融中心的特殊地位，将香港“后方”的深圳发展为经济特区，形成一

种“前店后厂”的互补模式，关系更趋近于依赖。深圳不仅依赖香港的资金、技术和

管理经验，还承接了香港制造业的转移，并通过香港连接国际市场，吸引外资进入中

国大陆。 



 

 

而目前，柔新经济特区的整体定位与发展，已超越了传统的“新山─新加坡”二元关

系，而是柔佛南部多个县市与新加坡协同的区域经济整合，突破了过去仅依托单一城

市为核心打造经济特区的思路。 

同时，其发展并非完全依赖新加坡作为招商引资和产品销售的“中介”，外商的进入

目的也不是要借助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更像是利用柔佛的土地、能源和人力成本等

优势，让外商在投资东南亚时，考虑在“新加坡+1”的模式中“+”上马来西亚。即

吸引企业选择在新加坡设立注册和运营总部，并在柔新经济特区建设生产基地、办公

室或研发中心，从而优化成本。马来西亚从中可以与新加坡实现互利共赢。 

这种模式不像早期的深圳只局限于制造业发展，而更趋向于各地区之间平等互补，形

成要素自由流动与协同发展的新型对等合作模式，类似于中国当前推动的“大湾区”

概念。 

展望未来，若柔新经济特区能够进一步吸收“新柔廖成长三角区”等构想，在更完善

的区域合作框架中与新加坡深度对接，升级成为东南亚版的“大湾区”，将更能彰显

跨境区域经济整合的可能性，为东南亚的跨境合作提供新的启示与借鉴。 

然而，目前柔新经济特区仍处于起步阶段，能否成功落实还取决于马来西亚政府的行

政效率、执行力与政策的连贯性。早前森林城市项目的停滞与隆新高铁计划的不确定

性，正是值得警惕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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