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2018年，作为我国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行军和“领头
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
高新区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高新故事。中国园区，
已成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
动能的重要策源地，成为转方式、
调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

改革，是这一年中国园区转型
力量的底色，它塑造了园区辉煌的
过去，也吹响着再出发的号角。

晋级“国家队”
保持前进，是对历史最好的

致敬方式。
2018年 2月 28日，国务院新

批复12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
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使
得国家级高新区阵营扩大到168
家。伴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
入人心，包括河南、湖南、广东下
辖的多个三四线城市纷纷加入争
创“国家级”高新区的行列，在进
取心之外，他们为何对“国家队”
趋之若鹜？

2018年7月9日，科技部火炬
中心在北京召开部分国家高新区
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座谈交流
会，会议透露的数据给出了部分
答案：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是上
半年国家高新区经济的整体特

征，相应的数据支撑是：2018 年
1—5月，156个(不包括新晋者)国
家高新区共实现营业收入12.35
万亿元，同比增长8.13%；新动能
不断成长，推动国家高新区走向
高质、高效。比如，2018 年 1—5
月，中关村六大高新技术领域实
现总收入15630.4亿元，同比增长
17.3%，占园区总收入的比重达
81.6%；济南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到86%。此外，放管服改革
释放了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的活
力，2018年1—5月，扩容前的156
个国家高新区新注册企业13.6万
家，同比增长25.3%。

一句话，国家级高新区已经
成为我国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载
体和重要引擎。

改革生动力
创新创业生态，很大程度上

左右着国家高新区的走势。
2018年6月，南京市公布《国

家级开发区全链审批赋权清单》
和《赋予高新园区全链审批权限
指导目录》，分别将220项、165项
审批权限赋予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和15个高新园区。今后，这些园
区将以扁平、标准、便利的全链审
批，实现开发区“园内事园内办”。

曾经，济南高新区做什么事
情都要到市属部门“绕圈”。为打

破桎梏，济南高新区把区内的所
有部门压缩到17个部门，实行大
部制。比如所有与二产相关的部
门职能整合，组成“科技经济运行
局”；所有与三产相关的职能整
合，组成“服务业促进局”……大
部制的整合，解决了“九龙治水”
难题，更使得项目从拿地到开工
的时间，从300天缩减到10天。

国家级高新区，作为我国改
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理应
站在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潮头。人
们还记得，30年前，中国第一个科
技企业孵化器在东湖高新区诞
生；如今，最新发布的《中国光谷
2035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纲
要》又成为全国高新区、自主创新
示范区首个发布的面向2035的创
新驱动发展纲要。

是改革激发的内生动力，让
光谷实现了“从概念到现实，从白
纸到画卷，最终因光纤光缆产量
世界第一而闻名全球”的跨越，成
就了一个传奇。

回顾30年国家高新区发展史，
历数其先行先试的一次次创举，可
以看到，正是以改革精神破解时代
命题的魄力和智慧，才得以在挑战
中积蓄拥抱未来的崭新力量。

三十年聚变
1988年6月，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正式成立。十几个人，两台车，

就这么干起来了；1993年，李光耀
来到苏州考察，决定在苏州城东
打造另一个“新加坡城”。

依靠42所高等院校，50多个
国家、省部级科研院所，东湖高新
区演绎着“科技变现”的神奇：脱
胎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的烽火
科技集团，成了“会赚钱的实验
室”；长飞光纤在武汉邮科院的支
持下改变世界光纤光缆格局……
30年间，上世纪80年代末的“电子
一条街”也渐渐演变成了一座意
欲媲美硅谷的科技新城。

经过30年发展，国家高新区
总数已达168个。这些国家高新
区集聚全国近40%的高新技术企
业，全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中96家
诞生于国家高新区，形成了以中
关村、深圳、杭州等为代表的全球
创新高地，诞生了一批如小米、华
为、阿里巴巴等有世界影响力的
高新技术大公司。

同时，国家高新区的聚集与
辐射效应彰显。截至2017年，国
家高新区集聚研究院所 2900 多
家、各类大学800多所、企业技术
中心11000多家。与此同时，156
个国家高新区中，高新区GDP占
所在城市比重超过20%的44个，
超30%的20个，超50%的8个。

瞄准“世界一流”
30年来，高新区在中国各地

百花齐放，涌现了一批如中关村、
上海张江、杭州滨江等高水准的
国家级高新区。这批高新区也成
为了冲击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
中坚力量。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旨在
打造代表国家科技发展最高水
平，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的先锋
园。

2006年，确定北京中关村、上
海张江、深圳、西安、武汉东湖和
成都等6个国家高新区作为建设

“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试点园
区；2015年，杭州、苏州工业园纳
入建设体系，建设体系扩大至“6+
2”。2018年，合肥高新区和广州
高新区双双入选。至此，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的试点和示范单位
扩大到10家。

中国要培育世界一流的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一流的高技术产
业，必须要建设一流的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国家科技部火炬中
心主任张志宏说，国家高新区特
别是先进的高新区，要围绕一个
主攻方向和特色产业，通过有效
组织方式，把国家重大专项，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平台组织起
来。

在新的时代，摆在中国园区
面前的使命是主动对接国家战
略，发展培育新兴产业，当好排头
兵。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来源：《科技日报》）

【高新区30年】

中国园区改革再出发

近日，商务部完成了2018年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
水平考核评价工作，对全部 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2017年在产业基
础、科技创新、区域带动、生态环
保、行政效能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进行了全面“体检”和量化评价。

从2016年国家级经开区考核
评价开始，商务部将原来的八大
类80多项指标调整为五大类53
项指标。以往的考核标准整体更
偏重经济总量、生产要素等“量”
的考察，而现在的新标准中科技
创新所占比重最大，对“质”的要
求更高，因此园区的优势也随之
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次考评披露了综合排名前
30名、产业基础前10名、科技创新
前10名、利用外资前10名和对外
贸易前10名五大排名：

在综合排名中，与2017年一
致，苏州工业园仍高居榜首。广
州经开区和天津经开区则对调位
置，分列二三；北京经开区排名未
变，仍列第四位。2017年上榜前
30名的西青经开区、绵阳经开区、
常熟经开区、徐州经开区、大连经
开区未能继续霸榜；而镇江经开

区、武清经开区、秦皇岛经开区、
淮安经开区、上海金桥经开区则
顺利上位。

从分项结果看，苏州工业园
列产业基础、对外贸易第一名；广
州经开区列科技创新第一名，天
津经开区则列利用外资第一名。

根据考核评价结果显示，国
家级经开区发展态势良好，主要

指标稳中有进，对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主要表现在：

第一，质量效益优化提升。
2017年，219家国家级经开区的地
区生产总值8.9万亿元，同比增长
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进出
口总额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0.1%。
第二，科技创新能力增强。

截至2017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拥
有1.8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国
的13.8%;拥有国家级孵化器和众
创空间超过400家;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为57件。

第三，区域发展务实推进。
2017年，国家级经开区实际使用

外资占所在设区市比重为15.6%，
比上年提升1.6个百分点。截至
2017年末，国家级经开区按照市
场化原则参与共建园区88个，对
口援疆、援藏、援助边境经济合作
区74个。

第四，绿色发展水平领先。
国家级经开区一直坚持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2017年，国家级经
开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耗、水耗和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同比均明显下降，显著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 2017 年
末，219 家国家级经开区有超过
1.4万家企业通过 ISO14000环境
管理体系标准认证。

第五，行政效能逐步提高。
截至2017年末，219家国家级经开
区中，179家建立了一站式政务服
务大厅在线审批平台，183家通过
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占
全部国家级经开区的比重均超过
80%。

国家级经开区将根据要求继
续推动创新提升，按照产城融合、
二三并举、创业创新、招商引智、
体制优化、精简高效的发展方向，
做实做优做强实体经济，激发对
外经济活力，加快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国家级经开区2018年“国考”成绩单出炉
范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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