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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马钦州产业园正在下一盘很大

的棋。作为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共建

园区，中马钦州产业园承担了一定的

国家责任。但比较而言，中马钦州产

业园所处的广西钦州的产业基础条件

有限，为了最终建成中马示范园区，实

现“两国双园”，中马钦州产业园试图

走出一条园区共建的新路子。

中马钦州产业园是继中新苏州工

业园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之后，中外两

国政府合作建设的第三个园区，中马

两国总理在2011年4月达成共识，时

任总理温家宝指示：广西钦州中马产

业园区是双方在中国西部地区合作的

第一个工业园，具有示范意义。由此

可见，中马钦州产业园的国家责任，不

仅要建成中马合作的旗舰项目、示范

园区，还要建成东盟甚至国际上的示

范项目。而这对于在广西起步的中马

钦州产业园无疑是个挑战。

双园应势而生

中马两国的联系一向紧密。

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7年成

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马来

西亚目前最大的进口来源地。2014年

9月，钦州港又与关丹港缔结国际姐妹

港关系。2012年，在中马两国总理的

共同推动下，由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建

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在关丹开园。

“中马在钦州的合作园区——中

马钦州产业园是在2013年2月开园。

中马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合

作。”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广西钦州市委常

委高朴介绍，中马双边贸易额连续多

年超过1000亿美元，预计两年之后超

过1600亿美元，五年之内超过2000亿

美元，相较而言，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额

仅仅在800—1000亿美元。

高朴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东

盟各国之间经贸合作，正从黄金十年

进入钻石十年，特别是‘一带一路’提

出后，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如何进行

产能合作，是摆在中国和东盟国家领

导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曾表示：在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

的筹建过程中，东盟均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

马来西亚在东盟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中马之间持续紧密的合作，也一定

程度上带动了东盟的合作发展。而在

高朴看来，中马钦州产业园的发展也

是如此。“目前我们的定位是建设中马

合作旗舰项目和示范区，构建两国双

园合作架构，真正实现产能对接。同

时我们也是走入东盟的跳板和桥头

堡。”高朴介绍，国务院办公厅此前专

门为中马钦州产业园作出了一些政策

规范，总体思想是投资便利化、贸易自

由化、经营国际化、管理法制化。

“我们正在按照国际园区的要求

和自贸区的要求，做进一步的管理和

实践。”高朴强调，国内外园区的开发，

也从单一的引进外资模式，走向了更

加国际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模

式。中国各地的产业构建不完全相

同，但都是基于互利合作、产能合作、

资源整合为特征的发展，这是对中国

发展新趋势的适应，也是对发展外向

经济、对东盟发展，尤其是对“一带一

路”新格局的适应。

荒山野岭三年变成园区

目前，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

园区是一个集工业、商业、居住三位一

体的产业新城。总体规划面积 55 平

方公里，园区的产业定位以装备制造

业、电子信息业、新能源及新材料、农

副产品深加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起步初期以贸易物流和进出口加工制

造为主导。园区按照“政府搭台、园区

支撑、企业运作、项目带动、利益共享”

的合作模式，建成高科技、低碳型、国

际化的工业园区。

“我们完全是从零起步，三年前这

里还是荒山野岭，园区去年年底完成

启动区的基础建设，三年投资了30多

个亿发展起来。”高朴介绍道，2016年

开始，他们就从打基础转向引项目，目

前大概布局了超过 55 个项目。而中

马钦州产业园的总体规划主要分三期

进行，第一期的规划是7.87平方公里，

这也是中马钦州产业园的启动区。

三年时间，从荒山野岭到超过55

个项目的布局，并且集中了大量的高

科技项目。同样是中外合作园区的苏

州工业园区用了六年的时间打基础，

不得不说，中马钦州产业园的发展速

度很是惊人，这和东盟、“一带一路”等

利好的促进不无关系。

“我们在发展模式上做了一些创

新，除了早期的粮油项目是比较基础的

以外，现在的项目清一色的是高科技技

术产业，投资超过了400亿元，产业布

局已经完成。”高朴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介绍，截至2015年底，已入园和即将

入园项目共42个，总投资达226亿元，

将带来年产值达951亿元，税收43亿

元。其中，总投资6.5亿元的港青油脂

项目已于去年4月份建成投产，年产值

可达60亿元；慧宝源生物制药项目（一

期）、加工贸易园（一期）将于近期竣工

投产；维龙高压输变电设备生产基地

（总投资40亿元，一期15亿元）、弘信创

业工场（总投资约5亿元）、保利协鑫分

布式能源（总投资约9亿元）、毛燕进口

加工基地等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跳”出广西园区可复制

随着各类项目不断进来，中马钦

州产业园将加速征迁扩园，预计2020

年将15平方公里项目开发完毕，高朴

透露，目前他们并不缺项目，随着全面

开发不断推进各项利好的持续刺激，

这一开发目标极有可能提前完成。

而此前，高朴还在担心广西的资

源、技术并没有达到国际甚至一线城

市的发展水平，而技术、环境、人才等

因素将直接影响到产业园的发展。如

今看，中马钦州产业园发展模式的创

新，让他信心倍增。

“我们从产业发展的形态进行创

新，引进一批平台，我们称之为科技经

营产业发展平台，要把技术和经营性

整合，一个平台有一个龙头，一只基

金，一个服务基地，再加上一个加速基

地，让一批企业入驻。”据高朴的介绍，

中马钦州产业园打造的是一个全方位

的产业社区，在这个社区里，进驻企业

免三年租金，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享

有直投基金、股权基金，同类型的企业

共享一个平台，而入驻中马钦州产业

园的企业大多是“轻资产”为主的高新

技术企业，并不需要太多的土地。

在人才方面，高朴表示：资金、项

目都可以引进来，但在人才方面，只能

找一流的合作伙伴，比如说他们的医

药产业，是和北大合作。而在基金管

理方面，他们和中国最大的并购基金

东方汇富合作，对方把产业并购到广

西来。这是一个互赢的过程。在对外

宣传方面，他们和新华社等进行宣传、

产业合作，这让他们跳出广西，找到更

好的发展方式。

一个值得倡导的发展方向是——

中马钦州产业园的项目和企业在愈加

成熟后将走向东盟和国际。据介绍，

草药研究中方更先进，但是马来西亚

的草药资源更丰富，双方便可以在这

方面进行合作，还有我们比马来西亚

更先进的电子商务、钢材制造等都可

以走出去。另外，中国可以把马来西

亚的棕榈油、燕窝产业等引进来，因为

跟马来西亚仅有 3000 万人的市场相

比，中国的发展空间要大得很多。

高朴同时透露：在未来，中马钦州

产业园或成为法定机构，具有一定的

管理权限。而这将为中马钦州产业园

带来新的发展。

近两年，产业园区迅猛发展，产业

园区一度被视为金矿，但在新常态经

济时代，GDP似乎告别了高位发展后，

囿于发展周期长、入驻企业不足、运营

难以实现等因素，众多产业园区的“掘

金者”落荒而逃，业内不乏产业园区、

众创空间难以为继的声音。但好的产

业园区，其发展路径绝不是一哄而上

又一哄而下的“鸟兽散”过程，我们更

愿意把现阶段解读为产业园区深度调

整阶段。

就拿中马钦州产业园来说，他们

正在做“未来园区”，在目前的阶段，更

直白的说法是4.0园区。以中国马来

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广西钦州市委常委高朴的话说：

1.0园区大多是工业集中区，2.0园区

以产业新城为主要代表，3.0以科教园

区为主要发展方向，4.0园区则是按照

国际规则建设的自贸区版的园区。

当然，从1.0到4.0是个递进的过

程，但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的关系，而

是传承关系。中马钦州产业园背负着

“中马示范园区”的国家责任，但园区

所处的广西当地，并不具备独好特有

的产业基础条件，但是，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园区的发展业已出现了更多的

可能性。

对于中马钦州产业园来说，4.0园

区的发展足以使得园区在广西完成一

个完美的跳跃，而建设园区通达世界

的“罗马大道”，便是借助互联网的发

展模式。

目前，我国的产业园区一般是地

方政府为主导，权力比较集中，通过引

进项目、全面招商等发展，部分园区直

接靠土地经营，将土地卖掉，资金再用

来建基础设施。

在众多发展特点中，产业园区对

入驻企业的优惠是极其普遍的重要特

点，优惠力度足具吸引力，因为这的确

是促进产业园区、产业经济快速发展

的有效手段。但是，在众多的业内人

士来看，园区的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

上是一种不规范的行为。一个有意思

的现象是，在泰国等国家，产业园区对

企业也实行优惠政策，而在西班牙、法

国等发达国家，其园区发展的优惠政

策极少，换句话说，只有欠发达地区的

园区才有一定的政策优惠。

在众多的国外园区发展中，中法

园区的相似点较多。中法园区的发展

都是以国家为主导，属于自上而下的

发展，在法国，产业集群的模型是由国

家设定的，优秀的集群通常具备三个

组成部分：企业、研究所、高校。在我

国，这三部分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园区

构成要素。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法国

企业在中国选择园区入驻的重要衡量

标准之一，便是周边是否存在可进行

实验研究的配套。

据悉，法国各个领域的集群约有

70个，每个园区都实现了专业化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中马钦州产业园

将打造的是产业社区，每一个产业都

存在产业链式。一个平台有一个龙

头，一只基金，一个服务基地，再加上

一个加速基地，让一批企业入驻，而众

多的平台便形成了产业社区，这或许

成为产业园区的发展方向之一。

今年上半年公布的“十三五”规划

有不少涉及产业园的发展之路，比如：

未来五年，政府对“双创”持续发力；推

进众创空间等孵化新模式成长；重点

打造多个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

区域创新中心以及自贸区；除了京津

冀之外规划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成为

产业聚集重点区域，重点拓展智能制

造等多项新兴产业发展……

从“十三五”规划的文字中我们能

清晰地看到，园区发展政策利好不断，

产业经济的结构调整愈显迫切，产业

园区尤其是中外合作园区的责任重

大。关于园区 4.0 我们有太多的设

想，但“未来园区”可能更需要中马钦

州产业园等为我们提供解读范本。

李霂轶

“未来园区”为园区新模式提供想象空间

东盟合作进入“钻石十年”
中马园区快速落地

本报记者 李霂轶

记者手记

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浙江创建合作园模式

● 中外共建合作产业园

中外合作产业园区是指以特定国家为产业合作目

标，根据该国产业转移趋势和投资意向偏好，进行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和生活配套，并通过两国政府、园区、企业三

层次的合作,实现两国产业链分工合作和高端项目集

聚。近年来，浙江中外合作园快速发展，其背景是因为契

合了宏观、中观、微观的多层次需求。

①在全面深化开放的背景下，中外合作产业园是浙

江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有益尝试。

②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下，中外合作产业园建设

是浙江实现国际产能对接的有效途径。

TPP、TTIP将更新国际合作游戏规则，一批以成本为

竞争力的产业将加速转移，尽快建设有针对性的平台、精

准的吸纳和集聚特定行业，是在为国际价值链分工、产业

分工中谋得更有利的地位打下基础。

③在国际合作和开发区发展新常态中，中外合作产

业园建设能契合多方共同的需求。

● 合作园建设借力发展

该省自启动“浙江中外合作产业园创建工作”以来，

他们从“五个一”入手，推动合作园建设。

▲推动一批合作

从去年以来，全省各地创建中外合作产业园的积极

性很高。萧山、嘉兴、金华、舟山、杭州湾上虞等开发区，

都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启动了“中外合作产业园”的创

建工作。

▲认定一批园区

在调研的基础上，该省先后认定了10家省级“国际产

业合作园”。这10家省级“国际产业合作园”，和现有的国

家级中意（宁波）生态园一起，构成了浙江开发区“1+10”

的中外合作产业园格局。

▲启动一轮推介

浙江省先后联合举办了“2015中韩产业合作（温州）

峰会”、温州在上海的推介等；在浙洽会上对一批园区进

行集中展示、在上海进行集体路演；带领嘉兴、舟山、平湖

等赴目标国别进行对接等。

▲打通一条渠道

即为创建国家级国际生态园打好基础，争取打通“省

级”到“国家级”的渠道。

▲出台一个意见

在江苏、山东两省考察和调研的基础上，该省出台

《国际合作园产业园指导意见》，总结全国开发区、全省开

发区在中外合作产业园建设上的工作经验，并为下一步

有效开展工作明确方向。

●建成22家产业园

从目前情况看，浙江省共有22家开发区开展了中外

合作产业园创建工作。这22家园区有三个典型特点：

一是国家分布偏向欧美。22家开发区中，5家合作伙

伴为亚洲国家、4家为美国，其余13家为欧洲。其中，欧

洲又以德国为重点，有3家开发区开展了与德国的合作。

二是园区大多在近年启动。22家开发区中，除杭州

的新加坡科技园、镇海的北欧工业园、平湖的日本产业园

外，其余19家均为2014年左右启动的园区。其中，萧山、

慈溪滨海、嘉兴、嘉善、金义、衢州、舟山7家为2014年全

省开发区会议后，启动创建工作的园区。

三是地区分布和外资分布基本一致。杭、甬、嘉三个

地区的园区占了12家，其中嘉兴地区为5家。但是地区

的不均衡并不代表质量的不均衡，从申报材料看，温州、

衢州的中韩产业园，不论在引进项目质量，还是合作深度

上，都有很好的表现。

● 园区建设显著提升

从22家中外合作产业园的发展和建设现状来看，浙

江省的中外合作产业园与之前打造的“外商投资新兴产

业示范基地”相比，园区建设和项目质量都有了显著提

升，具体表现在：

▲合作目标立体化

摒弃原有的广撒网的合作方式，将中外合作产业园

的合作目标定位为通过政府、商会、协会、机构、中介建立

立体化合作网络。

▲园区品牌高端化

通过合作网络的提升，“中外合作产业园”的品牌也

在不断高端化。

▲合作业态多样化

“中外合作产业园”的业态从单纯的二产，向二三产

联动发展。

▲项目合作深度化

中外合作产业园的合作，已经从企业的“引进来”，深

化到企业、产业、行业的“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从

单纯的资本流动，深化到技术、人才、资本双向流动相结

合，并形成了多种新型的战略合作关系。

（本报记者综合整理）

近年来，浙江省全面启动了中外合作产业园创

建的有关工作，以平湖日本产业园、镇海北欧工业

园、余姚中意宁波生态园为代表的省内园区，已为

浙江全省中外合作产业园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马中关丹产业园区未来发展可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