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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涵

贡献 GDP1/8，开发区探路经济改革

9 月 4 日，在商务部、国土部、住

建部共同召开的全国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工作会议电视电话会议上，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强调，开发区的未

来方向是，加速转型升级，实现创新

发展。 他还提出，要完善开发区考核

体系，重点考核创新能力、投资环境、

品牌建设、 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引

导开发区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

“下一步开发区发展的方向及相

应的责任义务，汪洋同志在这个工作

会议上讲得很清楚了。 ”中国开发区

协会秘书长关嵘告诉记者，这让他非

常振奋。

1984 年到 2014 年， 中国首批的

14 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迎来了而立之

年， 在从事开发区工作 22 年的关嵘

看来， 这是一个感慨万千的历史节

点。

打破“笼子”经济

“开发区的整个发展， 每一步都

是在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指导下一步

步走到现在，并最终成为我们国家的

经济顶梁柱和聚宝盆。 ”关嵘说道。

198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除进一

步开放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外， 有条

件的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

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

区”。

“当时国务院要求， 引进外资同

时也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管

理理念， 所以名称叫经济技术开发

区。 ”关嵘表示，这意味着国家对于开

发区有着多重的战略定位。

尽管如此， 在关嵘的记忆里，初

建的开发区大都是在“一片荒滩上、

盐碱地上”，条件相当艰苦。“当时国

家的情况也很困难，没有资金更没有

外汇”。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州开发区

初期只给了一万元的开办费。“后来

他们又找了当时的主管领导，才追加

至两万元”。

开发区创业起步时期，中国的经

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国家实行的还

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这被称之

为“笼子”经济。 如果建设资金、物资、

规模等需要国家解决， 列在计划内，

就是在“笼子”内，如果自己从市场上

解决，就是“笼子”外。

而 1984 年开发区刚起步时，国

家开始实行宏观调控、压缩基本建设

规模———这导致大多数开发区的起

步资金需要自筹，只能“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白手起家一点也不过分。 ”

关嵘说道。

“以地生财”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如上海、天津等开发区在全国率先实

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制度的改

革，大连、青岛、烟台等开发区则尝试

进行外商成片土地开发， 吸引外资。

这也显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事实上

是冲破旧体制的排头兵和探路者，有

着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性质。

从 14 家到 215 家，30 年的时间

里， 众多产业园区在引导产业集聚、

配置土地资源、调整经济布局、改善

投资环境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截

至 2013年，中国 210个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吸引外资占全国的 1/5，贡

献的 GDP占全国的 1/8。

“30 年来， 中国开发区走过了不

平凡的历程，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

头’和对外开放的‘顶梁柱’，创造了

世界工业化、 城镇化发展史上的奇

迹。 ”汪洋表示。

变与不变

据关嵘介绍，中国开发区的历史

上有四次重要会议，分别是 1984 年、

1994 年、2004 年以及今年 9 月 4 日

的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

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开发区工

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的四天后，

又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

谈会上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将推动开

发区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由

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同质竞

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变、由硬环境见长

向软环境取胜转变，使开发区成为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路者”和

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的“排头兵”。

“转变”二字，是汪洋讲话中最核

心的一点，而关嵘对此也体会颇深。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部沿海开

发区的产业转移。“我们鼓励园区之

间的合作。 沿海地方开发区的土地、

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产业结构也有

一定的变化，所以原有的一批企业要

转移出去。 ”关嵘说道，“向什么地方

转移呢？ 就是中西部地区。 ”

同时，关嵘强调这种转移并非是

将落后、环境压力较大的产业搬到中

西部地区，而是一种升级的形式。“我

搞过一些调查，转移过去的企业绝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搬家，而是在转移过

程中得到了升级，尤其是装备、技术、

人才等也在搬迁过程中实现更新和

提升。 ”关嵘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老

百姓搬家也要刷刷房子、 见见新，何

况是企业呢！

在这个过程中，新型城镇化与新

型工业化的互动也尤为重要———在

考察某园区内的一家台湾代工厂的

时候，关嵘的感触尤其深。“这个厂子

里面有 6000 多个工人， 本身园区所

在的地区是个人力资源大省，但依然

存在招工难的问题。 ”关嵘表示。

工厂老板告诉关嵘， 为了招工，

企业要给员工盖房子、解决孩子上学

等一系列问题。“这样人家才安心在

这里为企业服务。 ”关嵘说道，“所以

我认为，首先要转变观念，要创新服

务模式，观念不转变，不是与时俱进，

还停留在原有的模式上，就不能适应

现代国际化的大环境提出的要求。 ”

反观初期的 14 个开发区， 如今

已是荒滩变新城，而中西部承接产业

转移的开发区还处于新型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初级阶段。 关嵘认为这实际

上体现了一个过程：产业聚集带来了

产城融合，而中西部的城镇化进程也

必将受到开发区建设的深远影响。

而这也涉及开发区一个不变的

主题： 招商引资。“不管是到什么时

候，从初级到现在，企业都是我们服

务的上帝，如果没有企业进入到开发

区，那么开发区也就不存在了。 ”关嵘

说道，所以产城融合是强化软环境的

一种方式。 但更重要的，还是开发区

整体的服务职能。

关嵘表示， 开发区建区伊始就营

造仿真的国际环境，“小政府大社会”、

“一条龙”、“一站式” 服务得到各界充

分肯定，这是开发区的活力之源。

“这是一种精简高效的模式，一

个部门同时对接政府若干个部门，就

比原有拥堵的那种管理系统要有效

率。 ”关嵘说道，“一个窗口，一条龙，

在一个部门把事情全办了。 这种充满

活力的机制，一定不能变。 ”

中国开发区协会秘书长关嵘谈四次重要会议背后的开发区变革历程

草根创业的时代到来了。 9月 10

日， 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夏季达沃斯

论坛的开幕式上表示，“借改革创新

的东风，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

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

新浪潮。 ”

根据国家规划，到 2015 年，我国

各类孵化器数量将达 1500 家， 孵化

场地达 5000 万平方米以上， 孵化资

金总额 50 亿元以上，在孵企业 10 万

家以上， 其中国家级孵化器达到 500

家。 截至 2010 年底,中国企业孵化器

894家，2013年，国家科技部审核通过

了 212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

单。 市场还有接近一半的空间，孵化

器的生存模式有哪些，孵化器创业者

又是怎么挣钱的？ 近日，《中国企业

报》 记者采访了多家孵化器创始人，

解读孵化器背后的盈利模式。

咖啡馆模式： 除了卖咖

啡，还搞活动和投资

清控科创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Binggo 咖啡创始人秦君做传统孵化

器已经有 15 个年头。

“传统孵化器要先有房子， 然后

找资源， 最后再把所有的服务管起

来。 ”秦君在搜狐产业新区新型孵化

器沙龙上表示，现在有了更便捷的方

式。 他说，这要从中关村西区业态调

整说起，当时先拿鼎好大楼作为一种

新模式的探索。 如何去让创业者以既

方便又便宜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资源，

使他们的创业更加简单、 成本更低，

这就是创建新型孵化器的初衷。

在这个过程当中， 秦君发现，老

卖场的调整确实给一部分创业者提

供了非常多的便利。 比如说一张桌子

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创业者可以拎

包入住，三五个人可以在短期内快速

流转，完成项目早期的孵化。

“作为咖啡馆首先业态就是卖咖

啡， 咖啡是一个基本收入的窗口，第

二就是工位费，关键则在于第三种收

入。 ”秦君介绍，在这方面，各种孵化

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亚洁商会是

公益组织， 创业家牛文文卖课程，3W

咖啡变成互联网业态。 Binggo 属于投

资型国际孵化器，除了提供活动场地

和工位以外，主要靠投资挣钱。 所以

关键是一定要找到跟别人不一样的

挣钱方式。

“天天都有活动， 每天都排得满

满的，靠组织很多的活动，也是一种

生存的方法。 ”秦君认为，光靠搞活

动，这种生存方式太低级。 从持续和

健康的角度看，这样做企业将面临很

大的风险。 但是做投资，还要考验资

金实力，同时，周期回报太长。 所以，

怎样平衡好做活动和投资的关系，才

是最重要的。

北京启迪创业孵化器董事长张

金生认同挣钱靠投资收益，他说，“我

们天天跟企业打交道， 一定靠长线，

靠投资。 ” （下转第二十版）

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到处可见紧张忙碌的人们。但是往

里走，却悠闲地坐落着七家咖啡馆。

3W 咖啡创始人许单单说：“走着走着， 它就变成了孵化

器。 ”

从卖咖啡到搞活动， 再到做网站和孵化器，3W 的生态链

逐渐浮出了水面，它也从一家小咖啡馆变身为涵盖创业孵化、

天使投资、 猎头、 公关服务和在线招聘于一体的创业服务平

台。

咖啡馆濒临倒闭

3W 咖啡位于中关村海淀图书城南侧，毗邻微软、腾讯、

新浪、创新工场和优酷网。

几年前，3W 咖啡还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咖啡馆。

“刚开始就是开个咖啡馆做着玩而已。”许单单说，水被断

了、电也掐了，“那个过程是特别痛苦的，的确亏损挺严重的，

前前后后亏了上千万元了。 ”

开咖啡馆并不像许单单开始想得那么容易。 他尽可能地

服务好顾客， 但是有时一位顾客点一杯咖啡要坐一上午，看

来，单靠咖啡馆本身盈利很难。

“做咖啡馆，要一点点品尝咖啡的味道，还要把咖啡的味

道调到大家喜欢的状态，要注意每一个杯子，每一个小角落。

还有，要每天细细地抠成本，这与互联网的思路非常不一样。”

如何挖掘咖啡馆背后的潜能？许单单一直在寻找。穷则思

变，他决定把咖啡馆当成一个生意来做，思维的转变是一切的

开始。

变身 3W平台

总结了失败的原因， 有着互联网和金融双重行业经验的

许单单开始迅速转舵，全身心投入到 3W 的建设中。

“首先要成为一家赚钱的企业，有了钱就能够招聘到更多

的牛人，从这些牛人中再分出一部分去做创业孵化。努力的目

标就是再做一家赚钱的公司，赚了钱以后再招人，招来人再服

务这些创业者。 ”许单单的目标很清晰，他先找专业的人来经

营咖啡馆,把自己从咖啡馆的日常管理工作中解脱出来，然后

把目光投到互联网领域。

和其他欲开拓更多盈利项目来拯救奄奄一息的咖啡馆的

老板一样，许单单的团队成立了传媒公司，来独立承接各种互

联网活动。在为三星、腾讯等 IT 巨头公司服务的同时，也积累

了各种创业者、开发者的资源。 随之，3W 旗下的互联网圈子

垂直招聘网站———拉勾招聘网应运而生。

“上线后真的有人在上面找到了工作， 数据涨得还挺快，

我们开始感觉貌似有点做对了。 ”许单单说，这和之前做的职

场社交网是截然不同的感觉———那个拼命推数据也不涨，这

个不用怎么推，哗哗哗哗地涨。

很快， 拉勾网迎来了两轮融资。 目前拉勾网估值已达到

1.5 亿美元。总结 3W 成功的基因，许单单说，“最重要的是，拉

勾网是我们在 3W 咖啡店的基础上做起来的。看上去，我们做

了几年的 3W 咖啡好像没有多大的收获，但实际上，在做拉勾

网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补回来了。 三年的时间，我觉得互联网

行业至少有二三百万人知道 3W 咖啡， 我们做拉勾网时自然

把 3W 咖啡能用的资源和积累的客户吸收进来。 总之我们通

过各种方式，借助 3W 的平台做用户。 ”

中国特色的众筹模式

“创业者来了，投资人就来了。 ”许单单发现，来 3W 喝咖

啡的顾客，超过一半变成了创业者。随着创业者的集聚吸引来

了更多的投资人，于是，钱也自然而然地跟着进来了，这就是

创业咖啡馆的雏形。

在打造创新传媒和拉勾招聘的同时， 许单单还在进行新

的尝试———做互联网创业团队的孵化器项目———NextBig，为

创业团队提供创业空间和一系列解决方案， 让符合条件的创

业团队随时“拎包入住”。

“就这样，3W 一口气变成了 5 家公司。 ”许单单说，这几

年，一直在不停地尝试，不停地调整方向，不知不觉有了咖啡、

传媒、拉勾、猎头、孵化器和创业基金，还被政府认证为创新型

孵化器。

目前，3W 有 100 多个股东， 还有一个豪华的投资人阵

容，包括乐蜂网创始人、知名主持人李静，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

人徐小平，德讯投资创始人、腾讯创始人之一曾李青，高德软

件副总裁郄建军……而 3W 咖啡也被福布斯中文网喻为有中

国特色的众筹创业模式的案例之一。

“赚钱不可耻，不赚钱太可耻，有了这个心态之后才有了

今天的结果。 ”许单单笑着介绍。

揭秘孵化器盈利模式：关键靠第三种收入

本报记者 王瑞梅

案例

3W咖啡变形记

本报记者 王瑞梅

关嵘表示，开发

区的整个发展，

每一步都是在国务

院、 有关部委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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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的经济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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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营造仿真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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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的活力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