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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产业园区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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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建设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

5月

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

验区暂行条例》，位于中关村的第一个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

发试验区由此诞生。

8月

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

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 创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被明确列

为重要内容。

3月

《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正式发布，批准

经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审定的 26 个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9月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在市市长

座谈会在武汉召开， 提出了以提升自主创新

能力为核心的“二次创业”构想。

10月

科技部出台《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行动方案》，确定 6个试点园区。

4月

科技部印发《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国家高新

区建设成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核心基地、

区域和城市科技创新的辐射中心、 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示范区。

3月

湘潭高新区、 泰州医药高新区先后升级

为国家高新区。

3月和 12月

国务院先后批复建设北京中关村、 武汉

东湖为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

9月和 11月

国务院先后两批批复 27 家省级高新区

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国家高新区总数达到 83

家。

3月

上海张江获批为第三个自主创新示范

区。

6月 18日

四川自贡高新区、上海紫竹园区、江苏江

阴高新区、湖南益阳高新区、山东省临沂高新

区升级成为国家高新区。

8月

徐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长春净

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温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莆田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升级为国家高新

区。

5月 5日

科技部发布《关于开展 2014 年度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提出推

动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国际化。

8月 2日

国家高新区总数已达 114 家，2013 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 20.3万亿元， 其中 55 家成

为“千亿俱乐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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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发展与国防的建设密切相

关， 军民融合应该是相互促进的主要方

式，“一带一路” 的发展也必然促进这项

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人大会议上

强调要把军民融合作为国家战略， 主要

有五条。

第一，国家的高新技术一出现，首先

用于军事。 最好的材料、发明、工艺应用

于飞机、大炮、舰船、核弹、氢弹、信息网

络、激光、卫星、航天器等，都是在军事领

域上。

第二，军事技术必然要返回到民用，

促进民用技术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的

发展。 比如由核武器发展到核电站，由战

斗机发展到民用飞机，包括卫星定位、激

光、信息服务等，都是军事技术转化而来

的。

第三，军民融合技术。 军用的飞机、

火炮、军舰、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定

位、 电子对抗等科技的发明主要依赖科

研机构，特别是企业。 没有企业的参与，

国防建设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四， 军民融合是促进国防和技术

建设的稳定器。 过去军队、企业、科研机

构都在研制技术装备，而且相互保密。 但

开展军民融合联合后， 军用的科技转为

民用，民用的科技转为军用，力量对等，

成本减少，事半功倍，省了大量的经费。

第五，扎扎实实搞好落实。 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后， 军民

融合工作发展得很快。 中央、国家、军队

都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 建立了许多

相应的机构组织。 发改委与国防部就联

合成立了军民融合委员会， 通过沟通各

方面需求来抓好落实。 各级领导对这项

工作都非常重视， 要求一定要做好三方

面的工作：

广泛收集地方科研单位企业的发明

和新技术，构成信息平台，把好的技术装

备引入军队建设和军队装备； 国防技术

专利进行保密认证以后可以转化为民

用；搞好试点，扎扎实实推进。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黎：

军民融合与“一带一路”战略相通相促进

企业的发展与国

防的建设密切相关，

军民融合应该是相互

促进的主要方式，“一

带一路” 的发展也必

然促进这项工作。

“

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下唯有

适者生存。 什么是适者生存？ 适字上边一

个舌头，底下一个走字，说明要有思维、有

行动才能够生存发展。现在的产业园区已

经不是圈块地、弄个牌子、宣传各种优势

就能吸引企业。

与“一带一路”、转型升级、创新等国

家发展战略步调一致才能取得发展，不一

致只能被淘汰，只能被边缘，只能越来越

困难。

过去的那一套即使曾经取得过成效，

现在必须转变思路。在“一带一路”这个问

题上，尽管只是一个小园区、小企业、小招

商局， 但怎么能够和自身的发展相结合，

首先需要去找问题。

第一，讲概念说空话，只讲好处不讲

问题是行不通的，有问题就要发现、提出、

思考、研究、回应、解决，找不到问题，仍旧

无法往前走。

第二，跟风跑已经行不通了，并非圈

块地贴个标签就能成功、 就能有效益了，

尤其是二三线城市以及县级地区。 要真正

以当地区域的实际情况为工作导向，才能

接地气，才能办成实事。

第三，不能光搞形式主义，就是包装

的太多、形式大于内容，还是得以内容为

王，而且要把好的内容更美的呈现出来。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书记翟惠生：

经济新常态下“适者生存”

��现在的产业园区已

经不是圈块地、弄个牌子、

宣传各种优势就能吸引企

业。与“一带一路”、转型升

级、 创新等国家发展战略

步调一致才能取得发展，

不一致只能被淘汰。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范恒山：

八个方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地

“一带一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战略,它涵

盖了从东亚经济圈到欧洲经济圈的战略，

涉及 6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口，全球大约

五分之一的 GDP总量，影响广泛。

通过“一带一路”，中国能够更有效地

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在国际合作中

进一步实现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目的。所

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涉

及的政治博弈、经济风险、安全隐患等是

超乎想象的。我认为需要推进八个方面的

工作：

第一，实现利益捆绑。在推进“一带一

路”的战略实施过程中间，最重要的是打

造利益共同体。各国在核心利益上都不会

让步，我们要抓住这一关键点，实现利益

捆绑。把“一带一路”的战略同沿线国家所

提出的重要战略有机结合起来， 实行对

接，只要提出的战略不是有意遏制“一带

一路”发展的，都积极融合。

第二，用好现有的轨道。“一带一路”

战略不是对原来开放合作所形成的成熟

轨道的否定，恰恰是对其的充分利用。 按

照新的要求，加以提升，促进积聚，不断完

善，实施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开放

领域不断扩展， 开放的手段不断娴熟，开

放的方式不断科学，这都是形成的行之有

效的好经验，要在“一带一路”之中借鉴。

第三，打造有效的平台。“一带一路”

战略靠什么来实施？ 平台、窗口、支点。 打

造新的支点，构筑新的平台，包括形成促

进“一带一路”发展的产业园区、试验基

地，都非常重要。 今后在“一带一路”的建

设中， 园区的建设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平

台。

第四，实施项目落地。 无论是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园区的发展，还是国际产能

合作和装备制造业的走出去，都要落在项

目上，所以要把项目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支撑，把项目的落地作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基本抓手。

第五，坚持循序渐进。“一带一路”的

建设任务重、风险难控，所以要抓住有利

时机，各个击破，以点带面。率先建设一些

有条件有基础的走廊和通道，包括孟中印

缅的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 通过这些廊

道的建设，打通关键领域，形成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中的示范项目，形成示范效应。

第六，创新体制机制。 每个国家的法

律程度、发展程度、制度设计状况、管理水

平不同，如何让所有国家都按照“一带一

路”的要求，按照实际的规则来进行运作

管理，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推动沿线国家

投资便利化，是很重要的工作。 只有按照

国际通行的有效的规则来运作，才能使很

多重要的项目落地。

第七，强化政策倾斜。 除了服从一般

的贸易发展、走出去的需要以外，怎么跟

大战略衔接起来非常重要。中国积极推出

的亚洲投资银行的目的是构建一个平台，

为亚洲、为“一带一路”、为全世界的基础

设施建设服务。 以后的财政政策，包括税

收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都

要围绕“一带一路”来改善提升强化。

最后，做好时宜结合，作为中国提出

的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关系，在国际上有重

要影响的战略， 必须得到各个方面的认

同，特别是一些重要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和

参与。 在这个过程中间，时宜结合非常重

要， 让大家感觉到这个战略是基于全世

界、真正为全世界服务的战略。 要精准尝

试，以理服人，比如，利益捆绑绝不能变成

利益争夺。

“一带一路”战略境界很高，目标很

大，任务很重，措施一定要落到实处。 “一

带一路”的建设中，产业园区面临着千载

难逢的机会， 应充分发挥园区试验示范、

创新拓展的作用。

通过“一带一

路”，中国能够更有效

地利用国际资源、国

际市场， 在国际合作

中进一步实现中国融

入全球经济的目的。

“

张黎、翟惠生、范恒山解读发展新常态下的方向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