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6年年0707月月050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编辑编辑：：康源康源 E-mailE-mail：：qiyebaoxinwenbu@qiyebaoxinwenbu@163163.com.com 校对校对：：王培娟王培娟美美编编：：王祯磊王祯磊 1111““园园””梦新征程梦新征程··深度深度

产城融合探路：宜居宜业模式初显
本报记者 钟文

我国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20世

纪9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建

立不同级别的开发区、高新区或者产业园区，我国城市空间

通过建立新区的方式迅速扩张。不过，在城市空间快速扩

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的无序扩

张，效率低下。与此同时，城市建设在低水平徘徊，功能单

一，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反而各

自为政、单向发展，造成产业和城市脱节，不少园区甚至陷

入了“空城”和“鬼城”的危机。

“开发区早期的功能主要是招商引资，以发展工业经

济为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研究

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一般都是先建立工业园区，获

得集聚经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的比较优势，发

展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徐剑锋说，那

个时候，各地都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民营企业的投

资。当时主要以招商开发为目的，集中精力发展产业经

济，在非产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及城市功能建设的完

善上不够重视。

“连小卖部都没有。”浙江浦江经济开发区原副主任黄

重枝告诉记者，当时开发区主要是发展工业经济，是不允许

住人的，就担心出现“三合一”工厂，休闲的娱乐设施等项目

都没有，企业接待人都得跑到城里，很不方便，所以很多企

业都有自己的餐厅，实际上就是一个“白天热火朝天，晚上

没人”的工业区。

到21世纪初期，开发区的建设一度出现失控状态，全国

各地各种省级、市级、县级乃至各乡镇的园区遍地开花。有

的地方大量侵占耕地乃至基本农田盲目上马开发区。由于

一哄而上，大量的开发区引发招商竞争激烈，甚至出现了零

地价招商。开发区占地面积大，但由于总体处于低水平开

发状态，开发区撂荒现象也随处可见。数据显示，1991—

2000年十年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年均增加超过150万亩，

2001年增加300万亩，2002年增加500万亩。其中，城市建

设用地扩张主要表现为开发区的建设。

中部某省开发区协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2000年

到2010年之间，开发区建设如火如荼，简直是一场开发区的

“大跃进”。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从最初的三通一平

到后来的七通一平。他说，当时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就得

三五万元，加上基础设施建设，一亩地就得七八万元的成

本，而为了招商引资，各地都不惜亏本甚至零地价招商。但

事实上，即便是零地价，招商也不容易，造成成片成片的土

地撂荒，农民对此颇有异议，上访的事情也时有发生。2012

年，国家出台了专门的政策，清理整顿开发区。

另一方面，在开发区推进的过程中，各地的城镇化也开

始发力。在很多城市的开发区，一些新城开始迅速崛起。

一些地方领导高度重视房地产的发展，但忽视了其他产业

以及城市的配套，靠“高大上”的房地产崛起的城市，其结果

也是“空心化”。

在一些地方，新城建设得很漂亮，高楼林立，街道整齐，

广场宽阔，很现代，也很洋气，各种国外名称的楼盘四处可

见，但是却因人气不足，沦为一座座“空城”，甚至是“死

城”。有的因为远离城中心，但因价格便宜，有的人买了房，

白天回城区上班，晚上回新城睡觉，沦为一座“睡城”；有的

新城建设得很漂亮，美轮美奂，很摩登、很现代，却因其房价

高昂，又没有其他产业支撑，沦为既不宜居也不宜业的“鬼

城”。

京津新城、鄂尔多斯新城康巴、安徽农贸城等都先后被

媒体报道为“鬼城”。

“中国经济放缓迫使开发区必须加快转型。”著名经济

学家宋清辉告诉记者，2008年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至今还

没有走出低谷，受此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不可逆转，

支撑两位数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外需疲软、投资

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急需通过社会建设来发挥内需对经济

的拉动作用。宋清辉说，开发区作为外向型经济的产业空

间载体和投资驱动下的城市空间扩张载体，其可持续发展

面临严峻挑战，在新形势下加快转型成为唯一途径。以此，

才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增长新的一极。

加快推动开发区转型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首要

工作。

产城融合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温州市人大副

主任、瓯海区委书记厉秀珍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作为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温州历来重视民营经济的

发展。但是从家庭工业经济到园区工业经济过程中，温州

对园区经济重视不够。从今天来看，与杭州、宁波等发达城

市相比较，温州吃亏就吃亏在园区经济。在新一轮的经济

发展过程中，如果还是走原来依赖的路径，温州是没办法和

别的地方竞争的。厉秀珍说，杭州的兴起，更让他们意识

到，建设产城融合宜居城市的必要性。宜居城市不仅是气

候、空气质量、交通、美化、卫生等各方面有着较大的比较优

势，还在教育、政府服务、养老等方面优于其他地区。

2011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城市化国

际峰会上，湖南的长沙县荣获2011年中国城市化产城融合

典范案例称号。

早在2008年，长沙县作出了实施星沙新城产城融合、推

进园区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战略抉择，确立了“三湘门户

之城、山水宜居之城、活力创新之城、善待乡村之城”的目标

定位，并从以产兴城、以城育产、社会建设三个方面入手，明

确了产城融合的推进方向。通过启动总投资40亿元的松雅

湖建设，打造现代高端服务业的核心聚集区。通过实施产

城融合，促进了城市、产业、市民三大要素的高效互动，使星

沙新城走上了一条通往理想城市的转型之路。

而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核心区，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从

“以产兴城”转向“产转城升与产城共荣”的新的发展阶段。

产城融合互动是贯穿园区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园区经

验”的重要内涵。苏州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发

展初期，园区通过工业化快速发展带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进而通过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提升，来支撑高端要素的集

聚和产业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与城市的良性互动、共生共

融。他说，近年来，园区围绕建设国际化、现代化、园林化、

信息化城市这一目标，在城市和产业的协调联动、融合发展

中形成“双提升、一体化”的互动并进格局，走出了一条新型

工业化与城市现代化有机结合的新路。

展开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图，可以清晰地看到，278平

方公里土地已被优化为金融商贸区、国际商务区、科教创新

区、阳澄湖半岛旅游度假区等功能板块，实现了生产与生活

的合理布局。逐步形成了以中心城市CBD、综合保税区、阳

澄湖半岛等为主阵地，金融、文化、外包、商贸、物流、会展、

旅游等齐头并进的现代服务业聚集区。

事实上，产城融合的模式得以不断创新，内涵不断丰

富。

去年，浙江省提出计划三年打造100个集产业、文化、旅

游、社区功能于一体的区域小镇发展规划，探索特色小镇与

产业园区一举两得的开发模式。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省特色小镇建设联席会常务副主任翁建荣告诉记

者，主要围绕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

制造等七大万亿产业以及茶叶、丝绸、黄酒等历史经典产

业，最终形成有产业高端要素的聚集，良好的生态空间环

境，旅游功能的山水，现代服务和管理的社区等四个特点的

发展平台。

据悉，浙江省自去年6月1日公布首批37个创建名单之

后，今年又公布了第二批42个创建名单。

温州瓯海区争得了两个省级特色小镇的创建名单。厉

秀珍告诉记者，他们还规划了多个市级特色小镇，未来每个

小镇将集聚3—5万人，形成相对独立的“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融合的自我生存体系，并通过大交通，把这些小镇串联

起来，成为环绕在瓯海城市中心的一颗颗珍珠，可以极大地

解决城市发展中的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的城市病。

产城融合是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徐剑锋对记

者表示，下一步，开发区必须坚持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

从粗放性向集约性改变，制造业与服务业相结合的新的发

展模式；必须彻底摈弃过去摊大饼、圈地型的发展思路，始

终坚持创新机制，更加注重软环境的建设，打造宜业宜居宜

游、生产生活生态相融的开发区发展模式。

宜业不宜居

产业空心化

产城共荣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

升级和全球经济一体

化，原来单一发展工业产业

的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发展

的需要，加快转型已经刻不

容缓。

产城融合是发展的载

体，也是改革的载体。相关

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新

常态下，园区实行产城融合

是重要的方向之一，要致力

于打造特色园区，推进产城

融合，实现宜居宜业宜游的

新型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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