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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影响力、创新力、成长力”

标签被分别标注在了 300 家产业

园区上， 并以滚动字幕方式出现

在“一带一路”园区建设国际合作

峰会现场时，这意味着“2015 中国

产业园区影响力百强、 创新力百

强和成长力百强榜单”新鲜出炉，

正式对外进行发布。

在榜单发布现场， 北京中关

村科技园、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等国家级、 省级园区 300 家榜上

有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

示， 之所以这些园区能够进入榜

单， 一方面是园区在转型升级中

不断提高竞争力， 另一方面是园

区内的所有企业在创新方面走在

了同行前列。

李佐军认为， 园区转型升级

的方向，就是实现园区特色化，也

就是说我们这些园区一定是发挥

了自己的特色优势， 形成了特色

竞争力， 或者说发展了特色优势

产业。此外，园区要逐步实现集成

化、品牌化、低碳化、国际化、信息

化、城区化、市场化及人本化，方

能最终形成园区的影响力、 创新

力和成长力。

而针对园区转型升级内涵，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系主任、 经济

与新兴产业研究所所长冯华分析

认为， 就是要在创新服务体系上

精准发力， 就是要培育创新创业

的生产系统。 一方面是面向创新

产业化，激活创新资源，把创新资

源变成创业活动，变成产品，培育

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则是面向产业创新化，

以园区已有的产业大规模导入新

的模式，实现既有产业的升级。

“不过，园区转型升级一定要

遵循三大规律， 一大规律是新一

轮全球创新的规律； 另一规律是

产业变革和技术转移的规律，新

的产业通过创业带动技术转移；

作为园区平台创新化时期出现了

专业化的技术整合公司， 一些专

业化的公司把多个专利整合起来

打包， 是科技服务业或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的规律， 即为第三大规

律。 ”冯华认为。

就评价园区影响力而言，北

大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理事长沈

建国表示， 我们没有把眼光局限

在对于园区规模、 营收等硬指标

上，相反，我们更注重科技创新、

商业模式、 品牌建设等非物质性

的软实力，以及对于核心资源、稀

缺资源等聚集能力的注重， 这是

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比如，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已聚集了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4800 多家企业，其中包括 77

家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的 108 个

项目， 并基于这些重点项目形成

了若干产业集群。 南京高新区初

步形成了软件及电子信息、 北斗

卫星导航应用、 生物医药特色产

业集群。 昆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内的阳澄湖科技园， 聚集

了小核酸、机器人、传感器等一批

产业基地。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集聚了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 824

家外商投资企业， 跨国公司集聚

效应显现。聚集优质要素、核心要

素、 关键性要素等方面的突出能

力， 几乎是榜单中所有园区的共

性表现。

中国产业园区 300 强发力全球化

本报记者 王少杰

央地对接服务：企业优势联合培育新兴园区

中国石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邵辉：

央企在后方 民企在海外会如鱼得水

中国石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家族企业，是在香港回归前，应大

陆央企的请求，在邵逸夫老先生倡议之下，在香港注册的一个窗口公司。

香港回归以后，中石油参股进来，中国石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便成为中石

油对外的窗口公司。 我们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可以说是与央企直接对接比

较早的民企。

在海外，民企和央企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 比如说石油行业，由于石

油是战略资源，因此石油企业在海外，在世界各国的的发展都会受到比较

大的阻力。 但是由于民企的国家背景比较弱，所以在海外能够发挥的空间

会比较大，这时候，如果再有央企在后方做支持，这样央企和民企配合起

来，中国企业就可以在海外如鱼得水了。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处长王巍：

企业优势联合培育战略新兴产业

新兴际华集团是 2000 年后军需保障企业打包成立的一个集团，经过

发展形成了四个板块：冶金铸造、上市公司际华集团、特种装备和特种车

辆、物业经营。 集团在落实国家战略方面，规划了两条发展路径：

一条是基于现在已有的产业基础，通过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把原有

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搭边的领域做大做强。

另一条是尝试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中央企业深化改革结合起

来，转型到资本投资公司层面运营。 我们的思路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

价值链，或者其关键环节上，和一些公司在产权和股权层面上展开合作，

以参股、控股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发挥双方优势。 我们集团有人才、管

理、资金方面的优势，要求合作企业有技术，或者是产业中其他方面的优

势。 中小企业、产业园区，还有集团公司三者聚力成立战略新兴产业，将会

迎来对各方都更有利更快速的发展机遇。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公司规划发展部部长祝琳海：

优势互补实现央地紧密合作

“一带一路” 国家大战略下企业走出去， 央企与地方对接的几种形

式：

一是走出去。 我们同中小企业、 地方企业合作的空间非常广阔。 在

“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中，民企有很多的机会和优势，需要我们各取所

长，把五根手指收成拳，这样出击会更有力量。

二是央地合作。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铁路在物流基地和经营网点的规

模上有很大优势，公司能够跟地方合作形成网状物流，也可以在城市轨道

的建设等方面发挥各自企业的优势进行合作。

三是央地对接。 首先善于把国家的战略与国际其他国家的战略结合

在一起，在国内要将区域的战略同国家战略结合到一起。 每家企业有各自

的优势、长处和战略，要将这些同所在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的战略结合到

一起，有助于发挥优势寻找机会。 第二，企业走出去、央地合作要差异化发

展。 要找到优势，结合几个方面的战略和优势找到可以在差别化方面赢得

别人的地方。 第三，企业运营项目最终要看效益。 有效益的项目才是对企

业、政府、合作伙伴负责任的。 做项目还应该看重信用，经营好的信用度，

项目才能做得更加长远。

大唐西市集团执行总裁、大唐西市文化产业园管委会主任李中航：

央地合作打造强大文化园区

隋唐时期的长安城里设了两个市场：东市靠近大明宫，周边聚集的都

是达官贵人，因此成为国内的精品市场；西域的客人在西市经商，西市便

成了国际化的市场。 陕西西安是故丝绸之路的起点，大唐西市园区就是在

隋唐西市的遗址上再建的。

大唐西市拥有中国唯一的民营二级博物馆———大唐博物馆， 以及目

前全国最大的国际古玩城、丝绸之路风情街，还有西北最大的购物城。 作

为央地结合的产业园区，我们侧重和中国国际商会的对接。 2014 年，我们

签署了共建“五四工程”的战略合作协议，“五四工程”得到了社会的大力

呼吁。 大唐西市在与央企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了强强联合， 本着以传承历

史，续写历史为己任，继续打造今日的经典，形成未来的遗产。

宿州市招商引资局局长姚爱洋：

传统和高端产业园并立拉动地方建设

宿州地处隋唐大运河和京沪铁路的交叉点，在京津冀经济圈、环渤海

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内，处于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的重要位置。

近几年为了适应国家大的发展战略， 宿州在建设上按照两个方向同

步前进：首先立足于本市的区位、资源、交通和劳动力优势，规划建成几个

专业园区，计划通过专业、精准的实力集合产业链，打造一个有地位、有能

力、有未来发展空间的产业集群。 同时还设立了中国服装产业城、宿州家

具产业城，针对农产品设立了农副产品食品加工产业，计划通过专业开发

园区形成独特的招商品牌。

与此同时，为了改变传统地区，走一条突破传统路径的发展道路，宿

州设立了一个以云计算为主的高新技术园区， 吸引到众多知名的云计算

产业落户。 最终将形成传统产业园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产业园区

并存的局面。

山东临沂商城（群）管委会书记王东：

综合利用政策优势规划区域发展

临沂地处山东和苏北交界，有两大城市名片：一是革命老区的沂蒙精

神；二是物流之都。 临沂商城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现在发展到拥有 128

个批发市场、覆盖 25 大类生活商品。

临沂商城发展国际贸易具备便利的条件和国家特殊政策优势：2012

年中央给予了一系列扶植政策，尤其是旅游购物打破了一般贸易性质中一

个集装箱只能装一个产品的限制，也突破了单一产品的限制。其次，商城与

国际对接，在匈牙利设立了第一个国家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并设立展示区。

为了与央企搞好对接， 中国企业贸促会有关专家将临沂作为国家

走出去对外承包企业的物资采购基地， 成立跨国采购中心的公共服务

平台为央企提供综合服务，所需一切设备由临沂提供，为合作央企提供

便利。 现在山东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单位申请上升到国家级。 此外，为

了发展物流，临沂专门建设了铁路物流园区，国家口岸办也初步同意，批

准临沂港作为一个国际内陆港。 临沂拥有这些便利条件，还有在建的国际

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希望能吸引央企落户临沂。

(上述论点摘编自“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暨首届‘一带一路’园区

建设国际合作峰会”主题论坛，标题为编者所加，主持人袁立发言见 T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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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上海张江高科等上榜影响力、创新力、成长力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