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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 GUO YUAN QU 中国园区中国园区

这一年这一年，，园区吹响改革再出发号角园区吹响改革再出发号角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回顾即将过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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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前进，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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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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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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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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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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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级“国家队”

创新创业生态，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家高新区的

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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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生动力

“21 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走访各地园区，不少

人都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在苏州高新区的中科苏州地理科学与技术研究

院里，中科院院士周成虎领衔的“遥感大数据协同计

算与产业化应用”课题团队正忙着进行数据分析处

理。有了地理信息大数据，就如同给人们装上了“火

眼金睛”。

在烟台园区，荣昌制药公司董事长王威东亮出了

自 己 的“ 招 数 ”—— 变“ 招 人 才 ”为“ 找 伙 伴 ”“ 聘

CEO”，即高端人才只要带着技术过来，不需任何出

资便可持股，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海归博士的加

盟，也让迈百瑞抗体药物外包技术取得了国内居首、

ADC药物大规模产能亚洲第一的辉煌战绩。

有高大上的硬件，更需要以人才为核心的软实力

去驾驭。大院大所的人才带给园区的财富，不能以单

纯的经济效益来评估，更多的是集聚和裂变效应形成

的创新“涡轮增压”，让地方创新驱动势头越来越强

劲。如今，这句话已成为中国园区的共识，各级园区

正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打造人才高地”的潮流中。

年初，成都高新区推出以“金熊猫”为名的重磅

人才计划，立志通过新政的力量打造“人才跨区域

流动的节点枢纽”，乃至未来全面融入全球人才资

源网络；作为国内县级市中首家国家级大学科技

园，常熟国家大学科技园通过与省内外 20 多所重点

院校建立专业合作联盟机制，有效探索了高校科技

优势与地方产业需求高效对接，基层科技资源加速

集聚的创新模式……

以人才为核心，强化创新创业生态，中国园区里

的科技型企业正循着“创意—创业—瞪羚”的成长路

线走下去。

比拼软实力

一排蓝色的机械手一出手，四方形的铝合金板和

其他零部件就牢牢焊接了起来，完成了可升降电脑桌

的安装。接着，它们“手”一挥，产品又排着队送往智

能视觉系统检测，准备打包出货运往海外……在“用

工荒”频现、人力成本高企的当下，以办公家具研制

为主业的佛山迪赛纳公司已尝到了智能制造带来

的甜头。

传统企业迪赛纳的“机器人替代”行动，正是中国

园区寻找“新引擎”计划的一部分。通过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有效提升园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园区

正谋求新的腾飞。

除了传统的产业平台，广东清远高新区也不乏当

下时髦的新型研发机构。比如广东聚航新材料研究

院。这是一家以研发为项目产业化服务，同时以项目

产业化收益反哺研发的运营思路实行双轨项目制运

营的孵化器。两年前，在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

东赛区总决赛中，该院的红外热成像传输材料团队荣

获新材料行业一等奖，以 91.67分的成绩居首位，成为

清远高新区打造“新引擎”的载体。

把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产业结构作为主攻方

向，这是中国园区长久以来的坚守。方向正确，自然

事半功倍，如今国内园区智能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

济等新的经济形态不断涌现，已成为我国发展新经

济、培育新动能的重要策源地。人工智能、量子通信、

新材料等新经济形态正在国家高新区蓬勃发展，一批

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正在加快形成。

如果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盘点中国园区中那

些实力雄厚、名声在外的“名片”，无论是被称为“中

国光电信息摇篮”的武汉光谷，“中国大数据计算中

心”的贵阳数谷，还是“中国量子通信技术高地”的

济南量子谷，他们的成长壮大，无一不是心无旁骛，

深耕主战场的结果。

装上新引擎

“180 天之内拒绝 400 亿的投资”，听上去有些疯

狂，但聊城高新区却有自己的逻辑。

在坐拥近千亩的湿地“九洲洼”的聊城高新区，科技

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

备受青睐，节能环保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及新能

源产业、高端制造业、生物科技产业等由此被纳入“棋局”，

而在此之外的投资，则全被拒绝。这是聪明的选择。

门口的人工湖底是地源热泵，楼顶铺满了光伏电

板，还有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让人吃惊的是，苏

州协鑫工业研究院 8 万多平方米的建筑体内超过

50%的电能可以自给自足。而它所在的苏州工业园

区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 75%以上，成为国内清洁能源

利用比例最大的国家级开发区。

污染物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在兴发集团宜昌

精细化工园，一箱箱有机硅新材料正等待装车，谁能

想到，生产有机硅的原材料多来自化工产品的污染

物、副产品。高科技的介入，让企业内能实现小循环，

区域产业链也实现了大循环。

舍弃 400 多亿元的投资，又争取到 400 多亿元的

新项目落户，表面上看，聊城高新区得失相抵，但丢掉

的是落后产能的“黑芝麻”，招来的却是新兴产业的

“绿西瓜”，这种做法被当地人称为“绿西瓜”逻辑。这

种逻辑，已经成为国内园区的共识和坚守，成为“环境

变现”的生动演绎。

“绿西瓜”逻辑

作为工业大区，如何破解低效用地、低端产能、低

效企业，盘活闲置土地和厂房，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是摆在国内不少园区面前的问题。合肥经开区

的破解之道是出台促进工业企业增效升级、工业企业

绩效综合评价、低效闲置用地清理处置、闲置厂房管理

等四个方案，细化“创新转型升级”的制度设计，在安徽

省率先建立以“亩均效益”为核心的企业绩效综合评价

制度，力图打造“亩均效益第一区”。

“瘦身”，显然是瞄准了积弊。长期以来，中国园区

要从粗放型走集约型，土地利用率不高，投资强度不

够，产业集聚度不高，产业配套服务环境不优等问题必

须解决。

“坚持‘一县一区’原则，每县（市、区）只保留 1 个

省级开发区；允许市（地）直接管理的开发区‘一区多

园’，但每个区不能超过三个园，且每个‘区中园’应各

具主导产业。”黑龙江发布《关于促进黑龙江省开发区

优化整合的实施意见》，拉开了园区“减肥”的帷幕。

效果很明显，看得见的“美丽”使黑龙江省“老”字

号生产经营企业有 50%落户开发区，“原”字号深加工

企业有 40%在开发区投资建厂，“新”字号已经引进了

哈飞空客复合材料、中航科工钛产业、奥瑞德蓝宝石、

机器人智能装备、汉能太阳能薄膜电池等大项目。

瘦是为了壮。这些大型产业项目的引入，无疑促

进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层次提升。

“减肥”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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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任何可借鉴、可参考的先例下，苏州工业园

区在产业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治理等领

域，先后编制实施了近 100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在

全国首创了充分授权的一站式服务中心，首创空陆联

程通关模式，设立了全国首个综合保税区……

如今，既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又是国家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苏州工业园区，已成为一座发展现代

化的产业新城，吸引着全球的高端人才、创新资源在这

里碰撞、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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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聚变

东湖高新区东湖高新区““光谷量子号光谷量子号””有轨电车有轨电车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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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道出了世界一流高科

技园区的群体特征。比如今年的

新晋者合肥高新区已形成了涵

盖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备等

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集聚各

类集成电路企业 129家，其中

设计企业约占全国的1/6。

2017 年，合肥高新区集

成电路产业完成营收 235.6

亿元，复合增长率位居全国

前列。同时，“中国声谷”是

全国唯一的人工智能领域

国家级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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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瞄准“世界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