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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因测序、自动驾驶、影像
筛查、3D打印、锂离子电池、高端
芯片等前沿科技为“压轴戏”的第
二届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
赛暨前沿大赛优质项目，日前在
中关村展示中心公之于众。本次
大赛不仅开通了海外赛道，还与
分园建立起合作机制，比赛从七
大领域扩展为九大领域，以便更
好地做项目落地服务。

大赛组委会结合分园城市科
技、农业科技、医疗健康、体育科
技等特色化发展的定位要求，进
一步加强与海淀、通州、平谷、昌
平、延庆等分园区的合作。列入
比赛的9个分领域，分别由中关村
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中关村硅谷
创新中心、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
园、埃米空间新材料孵化器、深圳
证券信息公司、牡丹集团等13个
特色园区或孵化空间承办。截至
目前，接到海淀、通州、平谷、延庆
等中关村分园的 100 多项落地需
求，收到来自中关村银行、北京银
行、华夏银行等500多家金融机构
的投融资对接需求，仅北京银行
就累计为46户前沿企业，提供8.3
亿元融资授信。

中关村创新大赛
推动分园特色发展

海外园区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平台，近年来，中企在境外
创建的园区超过200个，其中在俄
罗斯就有40多个，俄罗斯成为中
国境外园区数量最多的国家。这
些园区包括农业种植园区、牧业
园区、木材加工园区、轻工业品制
造业园区和商贸园区等，其中农
业种植园区和木材加工园区数量
特别多。

俄罗斯地广人稀，耕地很多
但劳动力不足，当地的气候等条
件也很适合农业生产。而靠近俄
罗斯的黑龙江等省是农业大省，
种植经验丰富、拥有技术优势，同
时又有大量劳动力，这和俄罗斯
农业正好形成了互补关系。于是
中企尤其是东北企业愿意在俄罗
斯创建农牧业园区。

此外，俄罗斯森林资源丰富，
一批中企在俄罗斯创建了很多以
木材加工为主的园区，如著名的
中俄托木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木材加工园
区、俄罗斯耐力木材园区、俄罗斯
格城新北方木材加工园区、俄罗
斯巴什科沃木材加工园区等。

同时，中企在俄园区中名为
高科技园区、石化园区和商贸物
流园区的相对较少，目前只有中
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区俄方
园区、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石
化工业园和中俄尼古拉商贸物流
保税园区等。可见，虽然俄罗斯
石油资源丰富，但中企并没有像
木材园区那样创建较多的石化园
区。

（来源：《中国贸易报》）

园区 2019年01月15日星期二编辑：范捷校对：许舒扬美编：王祯磊

06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产业
园区的发展既有成绩，也不乏挑
战。从工业化角度，要淘汰落后
和过剩产能，标本兼治推动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从城镇化角度，
土地供应正逐步收紧，城市边界
也日渐清晰。

从摸索成立
到逐渐成熟
1979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

地区开展加工贸易，同年，蛇口
工业区建立，我国的产业园区建
设拉开序幕。

当时我国工业园区的产业
起点低，多以“三来一补”(来料
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
偿贸易)的形式承接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外来
加工业务，由外商提供设备(包
括由外商投资建厂房)、原材
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
销。

1984年后，随着大连经济技
术开发区挂牌成立，中国的产业
园区进入了开发区与高新区模
式的初创探索期及经验推广
期。1988年8月，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
开始实施，建设和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是计划中的重要内
容。中关村正是在这一时期成
立的。

在此期间，国家开始在扩大
外贸、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等方
面下大力气。研究产业园区发
展历史的行业专家总结认为，这
些发展初期的园区，也即第一代

园区的重要特征是以政策为主
导，国家投入为主，依托国家产
业的划拨带动整体发展。园区
各管理主体在行使权力方面具
有一定经验，但还不明显，权力
运用的酝酿特征明显。

而在“南方谈话”之后，我国
掀起了产业园区对外开放和招
商引资新一轮高潮。以张江高
科、江苏工业园区为代表的第二
代园区逐步建立，园区的一些管
理职能开始下放给管理机构，实
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
制，园区人员精简、办事高效的
特征凸显。

这类二代园区的主导产业
为低端制造业，由于低端制造业
的产业特征是以人口为驱动，因
此此类园区呈现向一二线城市
市郊集中的趋势。这一时期，园
区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不断加大
的对外开放速度，二代园区纷纷
依靠低端制造业起家，我国“世
界工厂”的雏形出现。

但随着园区数量的暴涨，
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和
企业的随意迁移：为了引资，地
方政府一再降低土地价格、水
电等资源费用和其他税收标
准，造成了土地开发效率低下
和资源浪费。同时，一些企业
为追寻最优惠政策而在相邻园
区间迁移，导致财政税收的极
大损失。

此后，园区开始进入市场化
转型与升级创新阶段，民营资本
在产业园区领域大展拳脚，国有
运营商则对自身进行整合、升
级、创新。

从追求增量
到盘活存量
在经过快速发展后，城市发

展的目光已从加快城市发展、拉
大城市格局的增量型发展过渡
到追求如何能提高城市空间资
源的利用率，如何引入更适宜的
城市功能和激发城市活力，如何
平衡利益主体及如何实施规划
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而工业
园区作为城市中较为特殊的功
能片区，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突
出。

这与产业园区发展早期较
为粗放的形式有关。初步阶段，
为了加快园区建设，在产业招商
时放低企业进入门槛，对产业选
择目的性较弱，造成园区产业类
型混杂，产业集聚效应不够明
显，难以形成核心产业，园区定
位不明朗，后续招商产业进入恶
性循环，发展受阻。

而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园区
为加快吸引企业入驻，一般以低
廉的土地成本作为招商筹码，往
往形成粗放的土地利用开发模
式。而且也由于园区管理机制
及经验的不足，对企业土地需求
监管不严格，造成出让土地规模
远超出实际企业需要，企业对用
地开发利用极低，形成大量闲置
土地，降低了园区综合效益。

此外，此前的工业园区选址
一般位于城市边缘地带，不便借
助城市现有服务功能设施，而且
园区建设更重视工业产业的生
产需求，忽视对生活需求，通常
只能靠企业内部自行解决，从而
形成服务设施规模较小、档次较
低、设施重复建设的现象。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2013
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
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
化道路”，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产业和
城镇融合发展”。2015年，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产
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
通知》为我国产业园区的产城融
合发展提供了指导性方针。

一家产业园区的管理人士
表示，“随着演化和发展，传统园
区所承载的功能日益多元。大
量城市要素和生产活动在区域
内并存聚集，园区经济与城区经
济逐渐走向融合。”

在经历近40年的快速发展
后，产业园区正迎来新的十字路
口。产业园区正在不断探索“下
半场”破局之道：从过去功能结
构单一、产业结构单一、与区域
发展脱节、就业人群与消费结构
不相匹配的“孤岛经济”转向集
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新型城市
功能区。 (来源：中国经营网）

从“引资”到“选资”
树特色，园区要聚合综合竞

争优势

“创建文化产业园区，首先
要思考你的园区特色是什么，竞
争优势又是什么。”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贾旭东认为，文化产
业园区作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
与发展的载体，其形成、发展和
演化不仅是社会经济形态与城
市空间结构变迁的直接体现，也
是城市空间形象与功能重塑的
重要动力来源，文化产业园区必
须要树立起自己的特色和竞争
优势。

文化产业园区，就是文化企
业向一个空间集聚。其实，这不
仅仅是在物理空间上的集聚，更
应该是向产业链的集聚。贾旭
东认为，文化产业园区竞争优势
可从三个来源去寻求。一个是
价值链集聚，二是围绕着价值链

构建园区的创新链，三是园区服
务的体系化。当前最紧要的就
是园区建设要从企业的集聚转
向价值链的集聚，“我们不是招
商引资，是招商选资，我们选择
哪些企业入驻，哪些不能入驻，
这对于以后竞争优势的形成极
为重要。”

从“跟风”到“融创”
铸品牌，依托地方资源推动

文旅融合

目前，文化产业步入发展的
快车道，各地文化产业园区跟风
建设的现象比较突出，不仅文化
产业园、时尚产业园、影视产业
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旅
游和文化相关的园区也层出不
穷，其中不少园区功能雷同、定
位相似，在招商、建设、服务等领
域陷入同质化竞争。一些专家
明确指出，“可借鉴而不可照搬
照抄，因为情况不一样，环境不
一样，现有资源的配置以及管理

水平也都不一样。”
文化有文化的传统产业和

新业态，旅游有旅游的传统产业
和新业态，文旅融合之后应当怎
样建设一批文旅特色园区？“比
如，可以谋划文旅融合发展特色
园区，把文旅组织架构与园区建
设融为一体，形成一批地方特色
乡村旅游项目。依托地方资源
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文旅品牌项
目。”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
理学院院长范周建议，“文化产
业园区一定要具有观赏价值，也
即旅游价值，这是以后建立园区
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从“单打”到“共赢”
抓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前

景广阔

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深
厚的历史、文化、地缘、人缘基
础，区域内文化资源丰富多样、
各具特色，为三地文化产业园
区优势互补、共赢发展提供了

得天独厚的基础和广阔协作的
前景。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
密切三地文化产业园区交流合
作，推动文化产业园区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
院长、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主任杜浩认为，京津冀三地要
增强抱团意识，促进区域联
动。京津冀都市群的崛起以
及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长
城、大运河、燕山—太行山三
大文化产业带等使京津冀文
化产业形成文脉相通、文化资
源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

一个充满希望的园区，必
然是生机勃勃的园区，是把各
种因素都充分调动的沃土。上
海德必集团党委书记苏荣指
出，除了要加强产业跨界融合
外，建议京津冀三地的文化企
业在工业、体育、科技、农业、服
务、健康、教育等多领域尝试跨
界融合，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
强大合力。（来源：河北新闻网）

产业园区下半场
企业寻突围之道

文化产业园区：打好特色“组合拳”

俄罗斯成为中企境外
园区数量最多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