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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收紧、财政投资压
缩、融资平台严控，“三大制约”
成为地方产业园区发展的投资
瓶颈；“政府划拨土地、政府投资
建设、政府管理运营”的僵化单
一模式，也给园区经济发展带来
了重大挑战。

北京新发展产业创新战略
研究院院长、北京东亚汇智经济
咨询中心主任李继凯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
当前经济结构大调整、产业大变
革、内外部环境大改变的常态
下，无论是新兴园区还是原有产
业园区的开发建设，都应探索建
立市场化的开发、管理、运营机
制，并利用大量的社会资本撬动
园区投资短板。

应引导、支持
社会资本投资园区
李继凯表示，政府主导的派

出管委会管理模式在园区经济发
展初期具有很大优势与合理性。

“园区经济最大的优势就是政策
优势，而这只有依靠政府机构与
人员才能掌握与把控；初期园区
经济从开发建设到园区运营都没
有成熟经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政府管委会模式亦有着先行先
试、试错即纠的必要。”

而在当下，政府土地与政策
资源越来越有限、产业布局越来
越完善、市场要素配置越来越完
备、园区开发运营经验越来越成
熟的背景下，管委会模式不仅不
符合市场化发展要求，也不利于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成为园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
受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等因

素影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出现
负债严重的困境。巨大的债务
风险，对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
产业园区的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与政府无资可投困局相对
应的是，我国的产业资本经过三
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大量
的资本积累，也形成了雄厚的社
会投资能力。”李继凯分析认为，
就当前产业发展形势，我国目前
众多产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
问题，新兴产业或新经济投资又
存在着巨大风险，也就是说社会
资本仅从产业投资角度看，难以
找到更好方向。

李继凯表示，在一些行业面
临转型升级并也需要寻求新的
投资突破口的现状下，引导、支
持资本投资产业园区不失为一

举多得。
通过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产业

园区领域，不仅可以破解当前产
业园区政府投资不足的难题，还
可以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提升产
业服务基础、促进产业升级发展。

“通过引导成立产业基金、
社会资本与政府投资结合等形
式，实现原有产业园区升级、新
建产业园区加快建设的目的，从
而加快我国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带动整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李继凯说。

招商引资、产业运营
交还给市场
据了解，很多地方产业园区

不是按照“产业集群集合要素、
产业集聚融合资源、产业市场吸
引供应”的“市场化机制”。相

反，产业园区仅仅是一个行政管
理区、产业资源分散的聚集区，
而不是依靠市场要素融合、粘连
的产业园区。

李继凯表示，政府应该彻底
扭转“机构跑市场、领导干部谈
引资、机关人员话招商”的产业
发展“怪现象”，而应该把招商引
资、产业运营交还给市场或具有
专业背景的社会机构运营。

李继凯表示，从当前产业园
区发展现状看，必须要建立以市
场化为主体的产业园区招商、引
资、开发、管理和运营机制，由市
场主体去配置资源，根据市场需
求决定生产要素；其次，产业园区
的建设与管理，必须要按照产业
发展的规律实施。首先是园区内
的产业培育与发展要按照产业发
展规律。再者，产业园区本身也
应该遵照产业发展基本规律。

中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
数的99%，经济总量占了60%以
上，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国家技术
创新的生力军。但因为市场、资
金、人才等各方面存在瓶颈，即使
产品已经遍布全球，中国中小企
业本身“走出去”的占比却很低。
而跨境产业园的建设充分发挥已
经走出去企业的经验优势和资源
优势，将相关的资源加以整合，正
在成为抱团出海、海外互助的生
动实践。

中小企业
需要抱团出海
国内很多企业的产品已经实

现出口到澳大利亚，但是要开拓澳
洲业务，摆在面前的就是建立服务
门店的问题。建立海外门店，涉及
的注册、法律、税务、人员等一系列

问题成为困扰企业的痛点。
反观澳洲本地企业，不少只

有三五人、七八人的手工作坊式
企业，就能把产品直接卖到欧洲、
南美、美国、中国等。两者对比，
原因在于澳洲这些手工作坊式的
企业虽小，但其国际对接度非常
高，尤其是个人（经营者）对接国
际市场的能力较中国的中小型企
业经营者要强得多。

中国有不少民营企业已经走
出来，有些取得了很好的业绩，但
还有上千万数量级的中小企业仍
停留在国内，上亿品种的产品还
在国内转，国际市场的认知度相
当低，其信息、技术、规则、法律思
维没有和国际市场对接，以至于
当企业有机会走出去的时候总有

“缺胳膊少腿”的感觉。
中澳商业产业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局主席韩凯然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中
小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太需要

海外的推动力了。企业不要单独
出海，单独出海太危险了，太乏力
了，太孤独了。企业需要“抱团出
海”。

当然，企业走出去也是一个
多方合力的过程，中澳商业产业
园区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丁强
表示：“希望政府帮助我们一块儿
对接中国的中小企业，媒体在宣
传方面助力，多方合力共同打造
跨境商业产业园。”

虚拟园区+
实体园区双驱动
中澳商业产业园坐落于澳大

利亚的文化与工业中心墨尔本，
占地超过26万平方米，是斥资近
十亿澳币打造的跨境服务平台。

在韩凯然看来，互联网+为跨
境园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化，
实现便利性，实现了开放性，实现
了非局限性，这就是互联网+的概

念，这是实体+互联网。
新的形势下，跨境园区运营

更需要创新。韩凯然表示，要想
运营好跨境园区，就要实现实体
园区与虚拟园区的有效结合，还
要实现园区的硬件设施与软件设
施的双驱动。

“中澳商业产业园区在境外，
最需要的是境外硬件环境让企业
有落户的概念，软环境就是行业
联盟，行业服务联盟是保证中小
企业走出去的联盟，软实力保障
了，技术问题都可以解决，成为中
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重大保障。”
韩凯然进一步解释。

丁强表示，中澳商业产业园
区这个平台是双向平台，最终不
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把一
些国外的企业带过来。

韩凯然透露，下一步还准备
在中国打造海外中小企业跨境园
区，海外的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实
现双向联动。

跨境园区虚实结合 助力中小企业“走出去”
本报记者 崔敏

园区创新遭遇瓶颈
期待“引资”破僵局

本报记者 石岩

在沧州渤海新区中捷产业
园区投资68亿元的北京午易
家居物流港项目，在行政审批
局办理企业相关手续时，得益
于工作人员精准指导，各项审
批事项快速推进。项目负责人
孟先生由衷感叹园区“办事快，
话语暖！”

“今年，中捷产业园区坚持
优化营商环境，坚持‘区园同创’
释放发展活力。”中捷产业园区
管委会主任熊俊杰表示，园区
同创工作的有力开展，目前已
经吸引了来自北京、天津的物
流、石材、机械制造、高端装备
等120多家企业入驻，有力促进
了园区产业形成集群优势。

发挥“同创”优势

“区园同创”激活发展活
力，这在中捷高新区和中欧产
业园显得非常明显。

比如，他们通过深化农垦
体制改革，将包括农场土地在
内的农垦资源，确权至中捷友
谊农场集团，这一做法，在资本
运营领域唱响了“中捷”品牌；
同时，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模
式，用一流的服务环境，打造出
招商引资洼地。

在高新区建设上，园区运
营者充分利用“省级高新区”这
一金字招牌，加快创新驱动，继
续引进高等院校，在全力确保
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开工建
设的基础上，力争再引进一所
高校，确保区内企业发展，有足
够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通过对人、财、土地等资
源的优化整合，来确保优势产
业更优，传统产业更强。”熊俊
杰介绍，中捷产业园以打造国
家级现代农业园为目标，在现
代农业领域，率先获得了协同
发展的优势。比如，在发展订
单农业和设施观光农业上，实
施“桑林花海”战略，总投资10
亿元，打造占地5万亩的桑葚
产业基地；同时，以金太阳农
庄、荷兰华荷花卉、玫瑰园、北
林中试基地为龙头发展观光采
摘、精油提取等附加产业。

以现代农业为依托，他们
还加大培育文化旅游产业，将
布拉格广场、世博欢乐园、中捷
博物馆、尼特拉酒庄等，打造成
一条旅游精品路线。

承接京津“外溢”项目

在对接京津中，中捷产业
园区一方面借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契机，另一方面，以沧州为
核心，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桥
头堡作用。

园区注重发挥渤海新区大
学科技园、高教园区、万国石材
城、京津企业转移园、京津企业
科创园等平台优势，精准发力，
在科技、教育、产业等领域有效
承接京津外溢优质产业。

（下转第十一版）

“区园同创”
释放产业集群优势

本报记者 汪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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