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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配套支撑体系不健

全，在片面追求 GDP 的影响下，部

分工业园区在建设中不计资源环

境成本，追求短期利益，以致引发

环境污染备受诟病。

中华环保联合会 2010 年对

18 家工业园区进行的一份调查显

示，包括国家级园区 2 家，省级 7

家，县市级 9 家，18 家工业园区均

存在污染问题，其中水污染 100%；

大气污染 14 家，占 78%；固体废弃

物污染 3家，占 17%。

长期重经济轻环保的做法，早

已使工业园遍体鳞伤。要解决园区

污染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支招，须

正视目前存在的问题，园区污染治

理和环保管理，两手都要抓。

合理选择工艺首当其冲。针对

工业园区产业结构复杂、废水排放

量大、污染物种类多、污染负荷排

放强度高、水质水量变化幅度大等

特点综合考虑处理工艺的选择，避

免出现处理量不足、处理效果不佳

的情况 。

而针对园区环境治理特殊性，

也有专家强调，应加强商业伦理的

建立，力争实现政府与企业双赢的

局面。

而对于环保问题的重视，在汉

中经济开发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据

了解，由于汉中是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的重要水源地，这就要求了对环

境保护的异常重视，在招商引资的

过程中，对于产业环保属性的要求

就会格外严格。

对于这一独特的区位特点，汉

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人士也

表示，虽然从短时间来看，对环保

的异常重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经济开发区对于一些产业的招商，

但是保持好这一方青山绿水，从长

远来看，正是汉中未来经济发展的

重要优势之一。

“我们未来的经济开发区规划

也会在保证汉中环境免于被破坏

的前提下开展。 ”该人士表示。

记者调查还发现，目前诸多工

业园区存在“招工难”的问题。随着

落户企业的增多，伴随而来的用工

量也显著增加，企业“用工难”问题

日益凸现。

“用工难” 问题已影响了产业

园区企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地方政

府招商引资的步伐。湖北省天门市

工会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由于招工难，达不到用工

要求， 导致部分企业不愿进驻园

区。

另据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

区）提供的资料显示，工业区一直

以大项目、好项目支撑发展，招商

引资是开发区的优势所在，也将长

期处于主导地位。 但是，工业区科

技创新和创业氛围不够浓厚和活

跃，人才、智力、技术等区域经济发

展的内在动力却存在不足，特别是

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有待

加强。

以人才不足为例，“十一五”期

间， 南港工业区经济发展迅速，产

业化规模不断扩大，但城市化与工

业化良性互动不够，港城矛盾比较

突出，工业区交通、通勤压力很大。

虽然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但

劳动力供应仍会偏紧。

“我家住在（天津市）南开区南

站附近， 虽然公司提供了班车服

务，但是每天用于上下班的时间仍

然会很久， 我只能住在公司的宿

舍。 ”在南港工业区工作的陈峰接

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随后，记者在百度地图上查询

了一下交通路线，发现从南开区南

站乘坐公交车抵达陈峰所说的公

司，全程共 85.8 公里，需要换 3 次

公交车、历时 5个多小时。

一些在开发区建设热潮中诞

生的开发区，实际上并未将产业发

展作为首要任务， 而是大肆圈地，

兴建各种各样的开发区，再以政府

财政为担保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

设，招揽能快速看到效果的房地产

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等。 结果

是， 开发区内越来越多的楼房、工

厂拔地而起，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

的空城诞生， 更有大量土地荒废，

最后地方债务高筑。

粤东某县级市或许就是一个

“范例”。 据媒体报道，近几年，这座

经济并不发达的城市， 正力图将位

于原县城南面的东海经济开发区建

设成为当地新城区， 而引入房地产

开发商， 则被视为拉动新城建设的

重要手段。然而，有媒体记者在这个

县级市走访时看到， 新区里已经建

成的高层商品房楼盘大多是夜晚灯

火阑珊、白天车马稀少的“空置楼”，

以距离该县政府办公楼仅五分钟车

程的“某某凤凰城”项目为例，虽然

2012年就开始销售， 但直到如今，

该楼盘的 5幢高楼晚间亮灯的房间

也寥若晨星。

在河南省商水县产业集聚区，

一位张女士告诉记者， 园区内也有

不少地方长期闲置， 甚至长满了荒

草，“可能是还没有招商， 也可能是

根据统计，1996 年，全国有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保税区、旅

游度假区近百余个，省级开发区四

百多个，其他乡镇级开发区则有近

万个之多。 因此，开发区的资金大

循环模式不断在各地复制上演，财

政压力陡增， 相关的征地拆迁、房

地产开发问题也一一突显。 2003

年，中央政府对这股热潮进行了整

顿清理。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

全球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迁移的浪

潮逐渐退去之后，招商引资遂成无

源之水。

与外资产业向中国迁移放缓

相对照的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

的越南、缅甸、孟加拉等要素成本

更低的地区迁移。

以产业迁移的风向标轻型消

费品制造业为例： 越南在 2011 年

取代中国成为耐克的最大生产基

地， 阿迪达斯 2012 年宣布关闭在

中国的唯一工厂。

电子制造业巨头三星， 也在

2014 年春天开始在越南建设其最

大的手机生产工厂， 预计 2015 年

三星一半的手机将出自“越南制

造”。

在此背景之下，开发区招商引

资的模式显然难以为继。而误判形

势、未能预估到产业迁移浪潮退潮

的一些开发区，则陷入沉重债务泥

潭中难以自拔———唐山曹妃甸即

是其中的典型。

前 瞻 产 业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14—2018年中国工业园区建设

与运营市场前瞻及转型升级分析

报告》显示，我国工业园建设存在

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发展战略不清晰，规划不

合理。国内部分工业园区产业结构

趋同、同质化竞争激烈，造成社会

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

工业园区发展评价指标片面重视

招商引资数量、产值、出口额等数

量指标，轻视内在竞争力、发展可

持续性、 创新能力等质量指标，助

长了工业园区粗放型发展。

二是工业园区整体竞争力较

弱。园区企业之间分工与协作不多

不深，产业链分工很少，企业处于

独立运行的状态，或者只是在低层

面、低水平上进行，园区无法获取

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规模效应。

2014 年 9 月 21 日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

称“43 号文”）中明确指出，第一，

地方债务要锁定存量， 只减不增；

第二， 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并

进行财务公开；第三，拟定偿债顺

序，相当于为地方政府资金建立财

务制度。

业内人士解读， 该文件的出

台，是为地方负债开发土地的模式

带上紧箍咒。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

认为，市、县基础设施建设收归中

央政府，以及市跟县级不准直接借

钱，只有省、直辖市、自治区可适度

发债，是两大重要政策。

对于开发区来说，其原有的开

发模式是以政府为担保， 负债经

营、滚动开发，而 43 号文的出台，

相当于切断了这一模式的资金循

环链。

上世纪 80年代是开发区的黄

金时代，每平方公里给 1亿元优惠

贷款。 而以广州开发区为例，光吹

沙填土这一项基础开发，就在 9 个

月内花了 9000万元。 在无法依靠

中央政府支援的情况下，开发区想

出了对策，先是管委会（政府）同意

出让土地， 引入外商投资企业，等

到税收上缴后，再由政府财政支持

回流，承担债务。 这就让企业与政

府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大的资金循

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 对外开

放和招商引资迎来新一轮高潮，全

国也掀起了一阵开发区热。

本报记者 陈青松 江丞华

宋笛 郭奎涛

中国产业园区观察：

从高歌猛进到困惑重重

2014 年， 是中国首批开发

区成立 30周年，谁都无法忽略开

发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成就：

仅以 215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而言，截止到 2013年，其生

产总值近 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12%； 财政收入 1.3万亿

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9.8%；进出

口总额近 8000 亿美元， 占全国

进出口总额的 18.7%。

然而，我们也无法忽视开发

区当下面临的严峻形势。

脱胎于传统政府，又始终以

贯彻地方政府意志为方向的开

发区模式，符合刚刚过去的那个

速度至上、 效益优先的时代，也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期最大限度

地积累了原始资本。

但是，一切俱往矣。 受益于

上世纪 80—90 年代的全球大规

模产业转移浪潮的开发区，随着

转移浪潮的逐渐消退，原有的单

纯引入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

业方式已不再适用。 更糟糕的

是，经济发展也开始转向创新驱

动，而开发区的产业链条更多地

还是处于中低端。

在发展方式上，以土地开发

为支撑的开发区在土地日益紧

张， 国家严控用地指标的背景

下，发展空间逐渐受限。

此外， 为解决地方债的 43

号文件的出台也让开发区既有

的、以政府担保负债经营滚动开

发的模式难以为继。

而政企不分的管委会运作

模式一方面为腐败问题埋下隐

忧，让开发区从“发展高地”变为

“腐败洼地”； 一方面也让开发区

在这个市场经济日渐发达的新

常态形势下显得格格不入。

旧有模式已步入黄昏，改革

转型蓄势待发。

对于发展了三十年的开发

区来说，惯性巨大，即便做出改

变， 也注定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在确实能适应新的形势和

任务前，开发区都将面对更多的

质疑、竞争与博弈。

然而，这是唯一的道路。 在

这个转折的关键期，不顺势推动

转型改革，便只能与过去的时代

一起埋葬。

同时，开发区又面临着自贸

区、新区新城等新开放时代的新

事物的挤压。 我们不希望看到开

发区就这样在默默无闻中被人

遗忘；我们期待开发区在前 30年

成功的基础上再创造新的辉煌。

顺势而动OR荣光中沉沦？

李晓芳

无论在火车站、高速公路出口，

还是在城区主要路段， 电子显示屏

或巨幅广告牌上，都打出了“××工业

园欢迎各地企业投资建厂”、“××工

业园隆重招商”等大型广告。 这是近

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湖北、湖南、

河南等地实地采访时见到的场景。

以 1984 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挂牌建园为标志，中国工业园区

建立迄今已 30 年。 30 年之后，开

发区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困惑 2：外企迁华退潮，考验内生发展

能力

困惑 1：地方债收紧，上游被卡住脖子

困惑 4：“招工难”“用工难” 人才不足

成普遍问题

招商了还没有开工”。 而蹊跷的是，

新建的综合服务楼大门紧闭， 似乎

很长时间没有开门营业了。

时值春节假期，记者暂时无法

就这些情况与相关部门沟通。

而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却出现

了另外的问题，土地问题成为了制

约南港工业区发展的瓶颈因素。目

前， 该工业区东区项目用地告罄，

西区也已基本摆满项目，除重化项

目外，其他主导产业项目用地非常

紧张。

浙江台州的信质电机曾经的遭

遇也折射出了开发区用地的尴尬。

据媒体报道，2012年 6月， 信质电

机发布公告称， 公司已与博世（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

双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拟在湖南

浏阳制造产业基地筹建新的生产基

地。 根据信质电机与浏阳制造产业

基地管委会签订的合同约定， 后者

应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前交地，项

目亦计划于 2014年投产。 然而，在

2年多时间里， 却因土地问题屡次

被“放鸽子”。 无奈被迫出走浏阳转

投长沙县，但最终被浏阳挽回。

业内人士指出，造成开发区土

地利用出现问题的原因包括规划

布局不尽合理、工业用地节约集约

利用水平低以及工业投资项目质

量不高等。

在此背景下，园区的转型升级

开始被高度聚焦。

中国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在当前土地和

人力成本齐上升的背景下，低成本

发展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这一背

景下，需要通过选择产业、释放农

村集体土地、园区民营化、扶持中

小企业、园区国家化、智慧化等方

面进行转型和升级。

有业内人士表示， 自 2002 年

国土资源部清理整顿工业园区以

来， 全国 8000 多家园区被砍掉

6000 家， 使得大量的资本和人力

资源向中等及以上城市聚集，传统

的低成本、落后产业园区开始向高

新科技和国家化道路转型。

困惑 3：一方面空城现象日益显现，一

方面土地制约发展

声音

困惑 5： 园区在建设中不计资源环境

成本，造成环境污染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

拥有 482 家国家级工业园

区，其中高新区 114 家、经

开区 215 家、 出口加工区

63家、边境经济合作区 16家。 国家经开区和高新区的

GDP合计 13 万亿元，占全国 GDP�近 1/4；合计工业总

产值 35万亿元，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1/3；合计上缴

税收为 2万亿元，占全国上缴税收的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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