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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园区更加“智慧”，已经成为产

业园区转型的一种趋势。

2017 年伊始，各地打造智慧园区

的风潮就已掀起。天津滨海互联网产

业园在新年第二天正式揭牌，泉州丰

泽智慧物流园区近期已开始运营，而

广东东莞廉商·智造产业园表示将于

2017年8月份投入运营使用。

呈现集群化分布
“目前各地都在推智慧园区，园区类

型也比较多。一般当地已经形成一定规

模的园区会在原有基础上提升园区智能

化；如果没有基础比较好的产业园，当地

就会打造出新的智慧产业园。”南通经济

技术开发区投促局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随着各地智慧园区建设风生水

起，中国智慧园区建设已经在地域分

布以及建设模式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特

色。

在地域分布上，中国智慧园区建

设已经初步呈现出集群化分布，且有

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拓展的特

征。有报告分析，从国家级高新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慧园区建设情

况来看，已经形成“东部沿海集聚、中

部沿江联动、西部特色发展”的空间格

局。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

其雄厚的工业园区作为基础，成为全

国智慧园区建设的三大聚集区；中部

沿江地区借助沿江城市群的联动发展

势头，大力开展智慧园区建设；广大西

部地区依据各自园区建设特色，也正

加紧智慧园区建设。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中西部地区智慧园区建设或将迎

来全新的建设浪潮。

上述工作人员也表示，从目前情

况来看，各地打造的智慧园区水平参

差不齐，有好有坏。总体来说，一般东

部发达地区的智慧园区相对来说会更

加成熟一些。但目前中西部智慧园区

打造势头也十分强劲。

作为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苏州

工业园区以“智融服务、慧聚创新”为主

线，早在 2014 年就已经构建成了包括

电子政务私有云、数据中心等软硬件平

台架构，具备了提供云服务的条件。

2015年基本实现电子政务、社会资源、

公众服务、企业应用的“共享、整合、服

务、创新”，成为全国领先的信息化高科

技园区和国际一流的智慧型城区。“十

三五”期间，园区以“高效信息感知和智

慧应用体系建设”为战略重点，在智慧

城市的建设上，率先实行全系统智慧城

市模式，建立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智慧

城市发展体系。

智慧园区是国内各类园区转型升

级的典范。从全国范围来看，智慧园

区投资建设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由园区管委会推动的“智慧园区”建

设、由运营商推动的“智慧园区”建设、

由各种厂商推动的“智慧园区”的建

设、在园区管委会支持下组建专业第

三方公司推动的“智慧园区”建设。据

了解，最后一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

具有自主权，受到制约的因素较少，投

资建设都较灵活，所以，这种全新模式

也是目前最受推崇的模式。

尚属初级阶段
随着产业园区逐渐专业化和精细

化，不少垂直于某一领域的智慧园区

也相继落地。而这种智慧园区主要是

由巨型厂商在推动。有业内人士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

于产业链的聚集需要，未来这种模式

的智慧园区将会成为一种趋势。国外

的 IBM 等巨头已经打造了多家产业

园，在国内，这种由巨头打造的园区目

前还不是很常见，昆明和天津两地这

种类型的园区会相对明显些。

智慧园区快速的发展，让园区经济

找到了新动力。但在发展过程中，不免

也暴露出问题，例如智慧化元素少、两

化融合水平低、整体服务能力较低等。

在上述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国内

智慧园区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园

区基础设施和园区管理服务还处于分

散状态，并未形成集约效应，这些园区

其实只是打了个“智慧园区”的名头，

实质上和传统产业园区没有什么不

同，到最后还是成为一座“空城”。

同时，该业内人士还说：“智慧园区

的建设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作，

涉及硬件、软件和服务多方面。硬件上

现在很多园区已经在投入，重点是如何

提升软件方面的能力。什么时候园区

能够切实解决入驻园区客户最迫切的

本质性诉求，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智慧

园区的功能也就显现了。”

当前，在产业园区的智慧化转型及智能化探索上主
要面临四个方面的动力。一是政府的倡导与政策方面的
支持，包括在政府投资中，明显看到对智慧城市、智慧园
区的投资不断加大；二是智能化已经被社会各个层面所
认同，社会资源也呈现出向产业园区智慧化转移的趋势；
三是新材料、新技术的层出不穷为产业园区智慧化转型
提供了技术动力；四是产业园区自身升级的需求，智慧化
迎合了时代发展的脚步。

以往，我们的电子信息产业园是单个电子信息企业
的入驻，发展到现在，智慧产业是一个包括电子信息、自
动化、精密制造等诸多产业的融合体。在产业园区智慧
化转型过程中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产业园区要
打破以往单一定位，要向综合性智慧产业倾斜；二是要注
意电子信息产业与自动化、控制系统、精密制造等产业的
融合，打破传统产业的壁垒；三是要处理好专业园区在向
智慧园区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包容性是转型的重要原则。

最后还希望提醒所有产业园区的是，产业园区自身
的智能化升级，不要搞成产业园的入驻企业都是智慧化
企业，而园区还是传统老样子，这样入驻的高科技智慧企
业就留不住。要吸引相关行业涉及智慧技术的企业入
驻，继而形成某一产业领域智慧化的系列配套，这样才能
把每个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调动起来。

201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17〕7号），明确提出：要提升开发区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实施“互联网+”行动，建

设智慧、智能园区。

“十三五”规划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

架构，加快智慧园区建设，促进经济发展。

天津市公布的《天津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行动计划（2015—2017年）》中提出，要将面向

城市居民服务的智慧应用体系基本建成，形成一批示范效应明显的智慧社区、智慧园区、智

慧城区。

2016年8月，武汉市发布《武汉市智慧园区建设工作方案》，提出用2—3年时间，在全市

建设一批通信网络高速泛在、精细管理高效惠企、功能应用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集聚的

示范性智慧园区，形成多元协作、广泛参与的园区发展综合推进体系，制定一批智慧园区技

术标准和评估标准。2016年，在全市试点建设3个具备示范效应的智慧园区（1个工业倍增

示范园区、1个都市工业园、1个农业产业化园区）。2017年，全面启动智慧园区建设，逐步实

现全市产业园区智慧化全覆盖。

智慧园区潮起垂直趋势初显
本报记者 王星平

专家点穴

北京奥维云网大数据公司助理总裁张彦斌：

园区智慧化转型
有四大动力

当前整个园区智慧化建设呈现一轮发展的新浪潮，
信息技术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创新期。当前全国各地电
子信息产业园越来越多。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两个突破
点：一是传统产业园区的转型，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园
区的管理和服务能力，真正形成系统转型，而不仅是设备
升级，要实现软硬环境的协同；二是电子信息专业园区的
发展前景广阔，但迫切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从产业
到生态系统布局，解决过去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形成在
未来10年甚至20年持续发展和投资的带动效应。

在各个产业园区的智慧化升级和智能化探索过程
中，一是坚决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过去几年很多地
方大量上马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最终的结果就是昨
天买了一大批服务器直到今天也没有投入使用。只注
重基础的硬件设备采购，却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设
备服务园区的发展、服务企业的转型，缺乏一个中长期
的发展规划。

二是真正形成电子信息产业的整体规划、高端定位
和引领带动。要打破各个地方园区的信息孤岛，实现区
域园区发展的信息联动效应；然后借助智慧城市的系统
建设，提出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带动智慧园区的
整体升级。不能搞一窝蜂各地
争相上马的低水平建
设，要围绕前期发展过
程中的问题进行主动创
新。充分把握信息技术
创新的活跃期特点，推
动园区的信息化水平和
能力。

电子信息行业专家孙新果：

要坚决避免
低水平重复建设

中国将新推出百余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而且更加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引入和发展，受此影

响，智慧产业园建设快速升温。

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