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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发展，昭示影响未来的力量

《2015 中国最具影响力园区百强榜》，从

一个全新的角度，印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

功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对全人类充满的希望

和诱惑。

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切换到目前中高速发

展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正处在换发动机的过程

中。经过 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

球贸易总量第一、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体。 在

这个过程中， 主要拼的是廉价的资源和环境。

而在未来 30 年， 中国发展的动力必然会是人

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 从这个角度讲，产业

园区是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试验田，也是中

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更是承载着中国和平崛

起的希望。

本次发布的《2015 中国最具影响力园区

百强榜》， 和以往的任何榜单都有着本质的不

同：从这份榜单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产

业园区建设的成就，更是会发现那些将影响世

界、影响未来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评价园区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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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更注重科技创造、

模式创新、品牌建设，基因设计等非物质性的

文化软实力。 成就永远是过去时，而未来才充

满着无限的希望和诱惑。

首先， 规模依然是园区影响力的基本形

式。规模意味着能量，能量越大，其影响力则越

大。 在榜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像中关村科技园、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种 GDP 超过 2000 亿元

的巨无霸型产业园区。这些园区以其巨大的经

济能量带动周边，辐射全国，影响世界。

其次，对于核心资源、稀缺资源的聚集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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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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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影响力必然是可持续的。 昙花一现

的只是新奇，而不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实质性

的长远影响力。 榜单中的园区，不仅保持着远

超出全国 GDP 增速的发展速度，而且都表现出

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

景，是园区影响力不断放大的基础。

第四，引领趋势是影响力的本质力量。 现

在有一个时髦的词叫风口，风口就是已经显性

化的趋势。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等技术都对世

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是其最初在体量上

并不占有优势，而是通过迅速的裂变、扩张，改

变了人类社会的形态。 比如，中关村科技园技

术交易额达到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 80%

以上输出到北京以外地区。也还有一些产业园

区，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却已经在特定领域

进行前沿性的战略布局，发现并且在引领新的

趋势。

第五， 品牌是最成熟的影响力表现形式。

品牌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影响，体现着一个园

区的价值和责任感。加强品牌建设已经成为众

多园区的共识，从上榜园区中明显可以发现这

一特征。 比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一直被国

际同行称为“中国的药谷与硅谷”而享誉世界。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连续 14 年在全国 54

个国家级开发区、工业园区投资环境评价中位

居第一。

影响中国、影响世界、影响未来，这是中国

产业园区的使命和责任。未来国家之间的经济

前景的比较， 实质上是生产力先进性的对决。

先进生产力将对产业革命、经济形态、发展方

式乃至人类文明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产业

园区中所孕育、孵化、诞生的不仅仅是一项项

的新技术、新产品，更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从技术角度看，对于园区影响力评价还有

诸多值得探讨和改进的地方，比如关键评价指

标的设定和细化，比如评价项目的量化，比如

如何形成常态化的评价机制等。这些都将决定

着这份榜单的权威性、公正性，也决定着这份

榜单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我们进行全产业招商，西青区的电子、汽车等

多个产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有很强的聚集

效应。 ”在近日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园区建设国际

合作峰会期间， 天津市西青区驻京招商部门负责人

以及有关园区人员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介

绍了西青区投资环境情况。

新兴产业成园区发展新引擎

西青区位于天津市西南部，总面积 570.8 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 135 万人，下辖两街七镇和西青经济技

术开发区。

西青区是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一杨柳青年画的

原产地，霍元甲的故乡。 西青区利用其区位优势，经

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在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生物医

药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效应。

西青区是中国九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之一，产

业产值占全市 60%，这里集聚了电子元器件、集成电

路、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四大产业集群，形成了完

备的手机产业链。“这里有一部手机所需的所有零部

件，不出西青区就可以组装出一部新手机。 ”西青区

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西青区还是天津的汽车城和汽车配套生产基

地，整车厂就有 4 家，同时是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基

地之一。“用西青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同样可以组装出

一部新汽车”。

在传统的生物医药产业方面， 这里聚集有医药

企业 34 家，是化学药品原药制造和中成药制剂制造

基地，年工业总产值达 29.4 亿元。

西青区的太阳能光伏、 风力发电等新兴能源等新

兴产业成为了西青区发展的新引擎，同时，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航空航天产业、电子商务产业正蓬勃发展。

赛达产业聚集效应明显

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又称赛达）主要经济指标

每年以 30%以上的速度增长， 成为国内最具活力的

经济发展区域之一。 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电子

信息、汽车配套、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

除了赛达产业聚集效应明显， 在西青区下辖的两

街七镇中的市级和区级工业园区同样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产业发展格局。如中北镇，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型桥车

生产基地和汽车零部件加工基地。 丰田汽车、 一汽集

团、宝钢集团、三井物产等世界 500强和国内 500强企

业在此落户。工业园区制造业占全镇经济总量的 60%。

而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和产业升

级的需要，西青区发挥其自身优势，在吸纳世界各地企

业家的同时，大力推行政策改革，更好地为企业和市场

服务，不断优化投资环境，更着力于打造样本名片。

在西青区，对投资项目实行“一站式”审批，“一

条龙”服务。 不仅取消部分审批事项，对保留的审批

事项也提高了效率。

借助“京津冀一体化”，吸纳北京的优质资源，实

现转型升级。 在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

移方面，西青区也下了很大功夫。

据介绍， 根据京津冀三地新近签署的商务行动

方案， 西青区将作为北京批发功能外迁的重要承接

地。 西青区在交通、环境、地理等多方面优势已经成

为吸纳优质企业选择落户西青区的重要考量。 西青

区还制定了十大发展招商方向， 也就是未来产业定

位。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电商物流、总

部经济、金融等将成为西青区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本报记者 刘凌林

案例

天津西青区：

全产业链招商显集群效应

根据科技部火炬中心近日公布的全国 115 个国

家级高新区（含苏州工业园）最新评价结果，合肥高

新区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 8 位， 进入全国高新区第

一方阵。 在此次排名的四个一级指标中，合肥高新区

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能力列第五名， 知识创造和技

术创新能力、 国际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能力均列第七

名，可持续发展能力列第十三名。 在时隔不到 10 天

的 7 月 12 日，合肥高新区再次被中国—阿拉伯国家

博览会秘书处、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委会、《中国企

业报》集团评为“2015中国最具影响力园区”。

合肥高新区能够取得如此成绩， 主要得益于致

力建设“平台、服务、政策、改革、环境”五位一体的创

新生态体系。

服务做“乘法”，创新产业链

平台方面，建设中科大先研院、合工大智能制造

研究院、 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等协同创新平

台，发挥产业技术研究院集群研发、转化、人才培养

“动力引擎” 作用， 中科大先研院自 2012 年成立以

来，已与英特尔、微软、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共建 34

个联合研发中心和实验室，孵化校友企业 100 余家，

累计招录工程硕士 1000 余名； 加快孵化器建设，提

高孵化服务水平。 全区建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16 家，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的创

新创业孵化体系， 充分满足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

需要。

服务方面， 合肥高新区依托合芜蚌科技创新公

共服务中心，建设技术交易市场、公共技术平台、投

融资服务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引进各类科技服

务机构 300 多家， 涵盖研究开发及其服务、 技术转

移、 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等

多个科技服务领域，实现资源开放共享，支撑企业自

主创新。 2015年 4 月，经科技部批准，高新区成为全

国首批 25家科技服务业试点区域之一。

政策方面，合肥高新区出台支持产业发展“2+2”

政策体系， 财政每年投入 5 亿元着重支持园区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层次人才引

进培养、科技金融融合。 开展“江淮硅谷”创新创业团

队建设，推动“团队式”引进培养模式，发挥政策对高

技术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激发人才

活力。 承接合芜蚌试验区先行先试“6+4”政策，推进

股权与分红激励试点。

权力做“减法”，营造创业文化

改革方面，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构建以政府投

入为引导,银行、担保、风险投资、小额贷款、上市融

资、 知识产权等多层次科技融资体系和创业辅导体

系。 省内率先开展天使基金、科技保险、创新贷、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 互联网股权众筹等科技金融新业态

服务。 全区集聚各类创投基金 20 余家，基金总额超

100 亿元； 管委会参股 6 只创投基金， 投资企业 38

家， 投资额 8.8 亿元；“安徽省青年创业引导资金”、

“创新贷”、“助保贷” 等科技金融产品发展迅速；“新

三板”挂牌企业达 18 家。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

简化审批手续，放宽政策、降低门槛，权力做“减法”；

推出首办负责制、上门服务制、绿色通道制等 5 项制

度，服务做“乘法”。

环境方面，建设国际化科创社区，引进中加国际

学校等配套，着力解决外籍人员子女教育等问题；组

建了“国际研发服务外包创新平台”和海外归国人员

联谊会，为高新区和海外人才、产业和技术的交流搭

建了对接平台。 营造创新创业文化，启动“创业高新”

行动计划，持续开展创新创业大赛、创业培训、资本

技术对接等活动，宽容失败、鼓励个性的创业文化在

高新区蔚然成风。

合肥高新区一位负责人表示， 此次合肥高新区

综合排名的提升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我

们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建设长三角区域

创新中心的鞭策。 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将按照科技部

要求， 以全面推进创新型园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

合试验区核心区建设为主线， 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以创新创业为核心，整合国际国内高端和新

兴创业资源，加大对新兴孵化机构、众创空间的培育

和扶持力度，培育园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本报记者 张晓梅 /�杨萃 张骅

合肥高新区：

大战略创新园区生态体系

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条龙”服务企业

代表世界先进技术的先研院核心产品

合肥高新区综合排名明显上升， 在企

业技术交易和技术服务出口、 高新技术企

业发展、创新成果产出、企业上市融资、国

际性人才引进和培育等方面表现出色；已

形成了智能家电产业、装备制造产业、新能

源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等产业集群； 已初

步建设了“平台、服务、政策、改革、环境”五

位一体的创新生态体系。

2015 年中国产业园区影响力百强

作为天津市南部成熟的招商载体区，西

青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其日臻完善的投资环

境、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丰厚的投资回报

率，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投资合作。 截至

2014年 12月，开发区已有 31个国家和地区

的 1688家企业入驻， 西青开发区正在迅速

崛起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

2015 年中国产业园区影响力百强

案例

第十届国家工商联副主席、北大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理事长沈建国点评“2015年中国产业园区影响力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