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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传统房地产行业的“老人”的

锋创科技园董事长张寒燕，如今的身

份却是互联网行业的“新人”，张寒燕

的讲话方式也越来越“互联网化”了

——回答问题时喜欢讲故事，时不时

蹦出“痛点”等专属互联网的词。

张寒燕所提到的“痛点”在几年前

还被称为产业园发展中产生的核心问

题：“主要是我们的产业链之间彼此上

下的连接不够，有机化程度不够，信息

对称达标度比较低。另外，由于我们

的园区大部分不是建在商务中心区，

对于园区内进行创业、工作、研发和生

产的企业组织来说，他们都缺乏良好

丰富的生活服务。”而对于这些“痛

点”，张寒燕找到了她自己的解决方法

——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锋创科

技园和京东合作，研发产业园O2O服

务系统。

“锋创云”应运而生

对锋创科技园来说，与其说这是

和京东的一次合作，不如说是锋创科

技园的一场自我蜕变。

锋创的这场自我蜕变不可避免地

涉及上述所提到的产业园的“痛点”。

目前，锋创科技园的入驻企业已近

350家，其中近80家为京东上下游生

态服务公司，其余进驻各家企业大都

是依托CED的环境向电子商务、“互

联网+”转型的企业。并且由 SOHO

提供宿舍、银行、超市、快餐厅、咖啡

厅、健身房等生活配套，但是，锋创原

先的配置并不能完全满足进驻企业的

工作和生活服务需求，这几乎是大部

分产业园的通病。

“京东云不只是云计算，对于锋创

我们也专门提出了‘锋创云’。”京东电

商云事业部总经理任成元所提出的

“锋创云”在互联网行业并不新鲜，但

产业园的“云化”尚属于小部分。任成

元解释道，“比如说云法务，现在有关

于法务APP，主要给这些创新企业、中

小微企业提供专职的按需的法务咨询

服务和各种云的服务，按照小时付费，

此类型的只是计算资源的云化。我们

京东云和锋创都可以开辟很多的云的

服务，比如说锋创可以提供云的法务、

云的财务、云的保洁，对于锋创科技园

可以从园区服务角度提供更多传统的

能力，不断云化、标准化，按需提供给

园区的企业。”

更加具象的解释是，滴滴打车和

Uber实现了交通资源云化，到家美食

汇和饿了么实现了美食资源的云化。

一次双赢的合作

“通过很多服务性的在线化，甚至

包括支付的在线化，这样的效率的提

高，能对我们的园区商务服务、商品服

务以及创业者的金融和政策服务起到

帮助，有一个巨大的飞跃。这种服务

是革命性的，我们是做园区建设和运

营的，也是工业地产的一种，我们一直

都在寻找和呼唤这样的东西出现。”按

照张寒燕的思路，可以预想得到的是，

未来在锋创科技园的所有资源和功能

都将被云化，这包括了进驻企业的公

司服务和生活服务。

这意味着，在锋创科技园的企业

需要外聘法务或者只是一份工作餐，

在“锋创云”上可以有多种选择，并且，

这些服务相较其他企业性价比更加的

高，而这些服务目前大部分来自于京

东云。

据任成元介绍，“京东目前其实加

上京东自营和京东开放平台，可能有

几十万的商家资源，再加上目前京东

云已有的，围绕京东生态的几千家服

务商，这些资源都可以开放给我们线

下产业园。”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京

东的商家或者服务商中，从10人的团

队，到200人的团队，他们需要办公场

地，而距离京东最近的园区锋创科技

园似乎成了最佳选择，任成元把这种

资源的撮合总结为生态发挥价值的一

种体现，“未来在这样的生态里面催

化，这种价值效应或会更加明显。”

此外，京东将定期地在锋创科技

园举办电子商务相关的会议，甚至包

括服务商大会。锋创科技园将称为京

东互联网+创新实践基地。但这一切

的合作，无意中给锋创科技园转型做

线上线下结合的园区服务更大的压

力，或者说途径。

蜕变才刚刚开始

张寒燕有她自己的目标，“产业园

经过 30 年发展，最重要的是开放，由

于过去思路保守、陈旧，我们在做企业

服务过程中，做得很累而且企业不满

意，这说明，一个人做不了大家的事

情，只有形成团队力量才可做好大家

的事情，我们有上千家企业、近万人需

要服务，不依靠京东这样的云资源，真

的满足不了太多的服务，我们做一个

先行者，即便里面有很多的坎坷，我们

也相信会有一些成功的地方。”但是张

寒燕也很清楚，“只有京东是不够的，

没有京东是不行的，我们还有自己的

东西，实际上商务在O2O上。”

锋创科技园和京东都在下一盘大

棋，任成元透露，“我们希望在这里提供

一个基础的平台，很多事情真正是由园

区做的，比如说构建围绕锋创或者针对

大兴的，锋创会带头，其他园区也会加

入，一旦做成之后，我们对锋创做的虚

拟的园区，无形中范围将扩展到整个大

兴，或者说整个北京，这是自然而然的

事情。”这还将涉及园区轻资产化等众

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京东快速布局

“虚拟软件园”的过程中，锋创科技园和

京东的合作也将更加紧密。

在园区建设遍地开花的今天，如何招商，同时如何留

住已进驻企业是每个园区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招商难也

是摆在众多园区特别是近期上马，缺乏自身特点园区面

前的同质化问题。

那么，如何使园区建设拥有特色，园区能通过哪些渠

道使招商顺利进行，园区在招商中如何做到形式与内容

并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

家杨建国。

《中国企业报》：如何引导园区建设有自身特色避免

同质化？一个园区究竟适合哪些产业，由哪些元素决定？

杨建国：产业园区发展这么多年，专业化、市场化和

集聚化程度不断提高，从野蛮招商过渡到精准招商阶段，

点、线、面的立体产业生态愈加清晰。培育产业集群，首

先要因地制宜、科学地确定主导产业，这和地方的区位优

势、产业基础、资源条件、市场空间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

系。在产业园区的前期规划、定位和运营上，都充分考验

着园区管理者的智慧，一个有生机、有活力的产业集群，

必须具有一个专业化、精细化、协作力强的产业链。重视

园区产业规划和定位非常重要，利用产业园区的优势条

件吸引关键性企业落户园区，逐步培育与发展产业集群。

我个人认为，可以把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与产业园区

招商引资结合起来，按照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有选择地

吸引关键性企业在园区落户，建立筛选机制，在园区内建

立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实现产业链的横向配套和纵向

延伸。政府在园区发展过程中，切忌盲目攀比，应在企业

融资、创新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推进制度创新和体制创

新，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建立现

代产业体系。

《中国企业报》：在“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政

策红利刺激下，地方园区发展迅猛，但部分园区遇到了一

定程度的招商难问题。那么，这些园区能通过哪些渠道

使招商顺利进行？

杨建国：招商引资难，难于上青天，这不是个别园区

的困境。招商引资难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内忧外困。外

困，全国一盘棋，都在围绕招商引资团团转，“狼多肉少”

的现实导致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内忧，直接指向于地

方的投资环境，招商引资思路落后，招商引资服务跟不

上。

招商引资是个技术活，涉及决策机制、产业发展趋

势、服务举措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良性作用

才能起到理想的引资效果，否则任何一方面兼顾不到，都

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招商引资功亏一篑。地方政府

在今后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必须提高针对性，加强招商引

资中介结构、行业协会、商会展开合作，利用他们的渠道、

平台、资源优势来提高招商引资的成效。

地方政府同时还应建立招商引资追溯机制，明责到

人，这样既能提高招商引资服务质量又能加强预防。除

了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市场空间这些硬性要素之外，投

资者愈加重视一个地方的服务质量。

《中国企业报》：很多园区引入了“互联网+”概念，如

何做才能让其不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园区在招商中如

何做到形式、渠道与内容并进？

杨建国：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招商引资要接地气，

也得借助新媒体来武装，很多地方政府其实一早就看出

了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进行招商引资的便捷和高效，但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更多止于表象，没有真正活学活

用，结果把“互联网+”弄成了“+互联网”，以为只要把东

西发布到网上就行了，接下来的维护、运营、跟进不管不

顾，招商引资的形式无非是论坛招商、节庆招商等。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招商形式还是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招商，招商的形式在发生改变，其本质却并没有太大的

不同，招商引资的前提是，必须切实搞清楚自身有什么、

相对比较优势是什么、最想要什么，搞清楚国家产业政策

鼓励的是什么、招商地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招商对象的战

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是什么，进而从中发现双方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的契合点，找对招商引资的方向路径，提高成功

率和实效性。

本报记者 郝帅

杨建国：
“招商难”倒逼园区升级

““互联网互联网++””助推传统园区蜕变助推传统园区蜕变
本报记者 李霂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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