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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出海”加速：国际合作仍存隐忧
本报记者 朱虹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将把

中国与亚欧大陆上的各个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

动相互之间经贸、投资、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而这

一战略的实施，将促进跨国产业链合作，推动境外经贸合作

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的建设。

对此，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随着“一带

一路”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

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的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但是，大都属

于企业自建自用和企业自建他用这两种园区类型，与国外

合建的园区极少；在开发规模管理方式和运营效益等方面

也还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自建自用的园区，例如海尔在国

外建立了40多个园区，这些园区是海尔自己建设，承接海

尔相关的业务板块的工厂，这种类型的“走出去”占了中国

现在的绝大部分。其次是企业自建他用的园区。这种类

型的园区规模较小，类似于中国的园中园，即在国外的园

区中，占据较小的一个范围来开发打造的。再次是有政府

参与的综合性产业园区。这种园区到目前为止，真正开始

规划建设的是在马中关丹产业园区。该园区由中国与马

来西亚政府合作兴办，叫做“两国双园”：由地处马来西亚

关丹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和中国广西钦州的中马钦州产

业园区组成。这个综合性园区的规模比较大，两个项目均

以中方为主导。不同类型的园区，有不同的建设历程和经

验，都值得业内借鉴。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2013年2月5日，马中关丹

产业园区在马来西亚关丹隆重开园，双方签约项目总投资

额约105亿马币（约合33.6亿美元）。

上述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国内园区“走

出去”可借鉴国外成熟园区经验，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荷兰埃因霍温高新技术园区，世界专利统计数据库

（EPO）研究称，全荷兰40%的专利都来自于埃因霍温高新

技术园区，其每百万居民所产生的专利数为854项，位列全

欧洲第二。此外，如切梅洛特化工园区、莱顿生物科学园、

马斯特里赫特生命科学产业园等园区都是构成荷兰产业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荷兰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词是创新，在中荷产业园合作

中，加强技术合作十分关键，但能否更好地学习借鉴荷兰的

创新模式，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内生动力也十分重

要。在荷兰的创新体系中，精品企业唱主角，市场主体发挥

着关键作用，更多依靠商业性的力量来完成创新，而政府更

多的是提供融资支持、鼓励产学研交流合作等。这方面是

中荷产业园合作中比较欠缺的部分。”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

家杨建国表示。

业内人士指出，园区“走出去”是以中国优秀企业、优秀

产业园区为重要主体，在政府推动、协会协调的发展机制

下，通过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多种合作模式，建立以园

区为载体的国际化合作平台，推动园区形成产业生态、社会

生态、自然生态的持续发展模式。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对中国海外园区建设带来较大

的机遇。杨建国进一步指出，例如中荷产业园合作的最大

手笔，就是2014年国家领导人访荷期间，中荷双方达成协

议，将在“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京津冀一体化框架下的14个

城市建立中荷农业合作国家级示范基地、中荷产业合作园

区等。目前上述一系列计划正在稳步实施中。

上述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专家表示，相比于单个企业，

园区走出去，有利于在基础设施、品牌扩张等方面形成投入

少、效应强的经济性规模；有利于集中展现并传播我国与东

道国和平发展软硬实力的政治性主张；也有利于我国企业

在国外社会不稳定条件下增强威慑和防卫的安全性保障，

能为在国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不过，中国园区“走出去”也存在诸多问题，业内人士指

出，目前园区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园区包括企业“走出去”的能力普遍较弱，产业园管

理水平不高、积累不够，不少园区管委会、运营公司和骨干

企业缺少国际化战略、人才和市场，忽视了国际市场；对当

地文化、制度等缺少必要了解，对当地发展需求研究不多；

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低端产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无法代表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先水平；在园区国际化过程中，中国

高新园区经过多年发展，却依旧离不开政府优势的推动，大

量的园区都依靠着管委会管理，依靠政府的工作人员；很多

建设和国际合作，还停留在签协议或者简单的人员往来，并

没有实际项目的支撑，存在“虎头蛇尾”的隐忧。

此外，有环保部门人士提出，中国海外园区建设发展

也存在环保问题，例如某些企业为了追求高经济效益，不惜

牺牲环境资源。国家环境保护部督查室副主任刘斌指出，

环境风险现已成为继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后最大的园区

“走出去”的风险。

对此，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专家表示，园区建设过程中

要解决环保问题，首先应该在开始规划时就提高环境保护

意识；其次应加强对园区的监管，超标的企业通过监管进行

限制和淘汰，最近这两年在这方面的执法力度在提高，但如

何保持持续的监管力度方面还需加强。

凯迪斯集团客户服务总监于晓怡表示，“走出去”的

企业面临着各种挑战，我们接触到很多企业，有亏损问

题、政策风险问题等。因此，产业园区在某种意义上要服

务先行。从横向协作机制方面，要建立共享、共创的协作

机制。建议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建立单个企业的协

作机制，还要建立专业领域的联盟研究院。同时，我们还

尝试和中国企业、政府合作做产业园，产业园或者区域经

贸合作平台，不完全是取得土地建设项目，更多是服务平

台，这个平台可能包括贸易、制造、研发、保护服务、政策

和标准，这样的平台通过一个点的建设然后辐射到一个

国家的一定区域，到横向联作，大后方是各国政府。因

此，后方协作给予企业政策上的支持，可通过前方点状的

产业园、服务平台来实现，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中国企业

“走出去”。

对此，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高朴表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是由中马

两国政府共同开创的“两国双园”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

成为中国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探索和积极实

践。近年来园区在服务方面尤其加大了建设力度，包括

加快建立金融服务、大数据和云计算服务、国土测绘地理

信息、科技孵化器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吸引更多的企业

进驻形成商圈，引领园区经济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底，

已入园和即将入园项目 42 个，总投资可达 226 亿元，年产

值达951亿元。

另据记者了解，我国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数据显

示，近年来，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成为对

外投资的一大亮点。目前，中国企业正在推进建设的境

外经贸合作区已达 75 个，分布在 34 个国家，共带动投资

近 180 亿美元，吸引入区企业 1141 家(其中中资控股企业

711家)。

业内人士指出，产业园区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经验，伴随着我国“走出去”步伐

加快，国内工业园区经验开始向全球复制。目前，我国建

设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已达 16 个，遍布亚非拉欧 13

个国家。实践证明，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我国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的大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契合所在国发展

诉求，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

承接平台，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创造空间，有力地推动了

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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