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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围绕现代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背景，针对广州的具体实践，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经济发

展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广州国际现代化大都市经济建设的几个关键要素：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工业园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汽车等装备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金融业

的发展等进行了综合的对比、分析、论述和探讨，对广州现代化大都市的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对国内外

相关城市的经济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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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诞生于五千多年前，是人类文明

的标志。自１８世纪后半叶西欧开始工业化进程后，城市化进程也随之提速。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内展开。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世界城市文化率由

２８４％提高到５０％，是人类历史上城市化进程最为迅速的时期。进入２１世纪，世

界上还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可以预见，２１世纪将是城市的世纪。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城市发展迅速，城市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空间地域范围

不断扩张，与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大都市区这种新的城市

空间形态。大都市区的出现不仅使城市地域空间形态与规模发生重组和变化，而

且使资本、产业、劳动力等要素形成新的流动和布局。

受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大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处在沿海地区的广州就是典型实例。广州是一座有２２００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

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后，广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

前在全国十大城市中综合实力位列第三。

由于历史沿革和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广州已经奠定了在华南地区的中心地

位。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广州，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展示着独特的魅力。“坚

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

展”的科学发展观为广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泛珠江三角区域经济合

作的展开、ＣＥＰＡ协议的签署、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年）

的编制、广州行政区划的调整等区域发展大动作进一步明确了广州的定位，广州

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政治、文化、商务、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等城市功能，坚持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巩固、提高广州作

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一的地位和作用，使广州

在２１世纪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一个高效的城市、一个舒适的城市、一个最

适宜创业发展又最适宜居住生活的国际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广州的发展吸引了很多的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书

作者隆少秋同志便是其中之一，他自１９９４年中山大学攻读我的硕士研究生开始，

就与广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参加了广州市土地利用规划、广州市小城镇发

展研究、广州市乡镇经济发展研究、广州市区域城市总体规划、广州市城市概念

规划、广州市交通发展规划、广州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等课题研究；加上他在广州

市县级市近十年的工作，使他对广州有了一个较全面、系统的了解。本书围绕现

化代、区域化、国际化的发展背景，针对广州的具体实践，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现

代化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内外现代化经济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

发展的几个关键启示。

本书的出版对于从事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管理及研究的政府机关、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也希望广大城市建设工作者继续

努力，不断创新，促进我国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湖北省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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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大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对广州产业发展的启示



第一章 城市产业及产业结构

一、城市产业分类

（一）按经济功能划分

按经济功能和市场的不同，把城市产业部门分成两大类：主要满足城市外部市场需要的产业为输出

产业 （或基础产业）；主要满足城市内部市场需要的产业为地方产业 （或非基础产业）。对于城市的经济

发展来说，输出产业是起主导作用的动因，处于支配地位，因为它是城市从其外部获取资源的主要手

段；地方产业则是支撑前者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处于从属地位。

每个城市发展什么样的输出产业，取决于许多条件和因素，最重要的是该产业是否具备了比较优

势，即和其他地区相比、和其他产业相比，该产业是否在资源、技术、地理、市场等相关方面拥有竞争

力。各个城市扬长避短，确定自己的主要输出产业，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专业化分工。这对于国家和地

区的生产力合理布局、对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于经济效益的综合提高，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同

样，地方产业一方面为输出产业提供产品和劳务；另一方面为当地市民提供衣食住行等诸种便利，在城

市经济发展中绝非无足轻重，而是必不可少的支持系统。

（二）按生产要素划分

根据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中密集的程度和不同的比例，把城市产业部门分成三大类：劳动密

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凡单位劳动力占用资金较少、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装备

水平较低、需要投入劳动力较多、单位成本中活劳动消耗所占比重较大的产业，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服装、皮革、饮食业等；凡投资比较集中、资本有机构成高而所需劳动力较少的产业，称为资金密集

型产业，如石油、化工、钢铁、机械制造业等；凡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和技术层级较高且对知

识人才素质要求较严的产业，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或知识密集型产业），如电子、航天、生物工程等

行业。在实际构成中，有的行业不一定是单纯某一种要素密集度高，而有可能是两种都高。

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产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转化。考察一下各国经济发展

的进程，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呈现如下演变规律：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为以资金密集型产业

为主，再发展到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规律的基础是不同社会资源累积的顺序与速度、规模的差

异，以及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有序替代。

（三）按三次产业划分

三次产业这一概念的首创者，当推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希尔教授 （ＡＧＢＦｉｓｈｅｒ）。他在１９３５年出版

的 《进步与安全的冲突》 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可划分成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主要以农业和畜

牧业为主；第二阶段，以工业大规模迅速发展作为标志；第三阶段，大约从２０世纪初开始，出现了大

量的服务性行业并逐渐占据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同生产活动的这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他认为可以将

产业结构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其后，１９４０年英国经济统计学家克拉克 （ＣｏｌｉｎＧｒａｎｔＣｌａｒｋ） 在 《经济发展的条件》 中，进一步阐

述了三次产业的内容及其结构变动趋势。他提出，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是制造业；其他的经

济活动则统统归入第三产业。由于各次产业间存在着收入差异，促使劳动力依次序从低级向高级产业转

移，从而形成了经济发展中的三个台阶———这一发现完善了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著名论断，因而

被称为 “配第 克拉定理”。

从此，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并逐渐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而成为国际上广泛

流行的划分方式。

联合 国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根 据 这 一 理 论，于１９７１年 颁 布 《全 部 经 济 活 动 的 国 际 标 准 分 类 索 引》

（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简称 “标准产业分

类”（ＳＩＣ），它把全部经济活动分成如下１０个大类：①农业、狩猎业、林业和渔业；②矿业和采石业；



③制造业；④电力、煤气和供水业；⑤建筑业；⑥批发与零售业、餐馆与旅店业；⑦运输业、仓储业和

邮电业；⑧金融业、不动产业、保险业及商业性服务业；⑨社会团体、社会及个人的服务；⑩不能分类

的其他活动。

以上１０类中，１～２类属于第一产业，３～５类属于第二产业，６～１０类属于第三产业。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１９８５年对三次产业的划分做了专门的规定，即：

（１） 第一产业为农业 （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

（２） 第二产业为工业 （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业） 和建筑业；

（３） 第三产业为除上述各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它又包括４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第二层次为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

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

第三层次为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

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第四层次为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部

门等。

二、城市产业结构

（一）城市产业结构特征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判定

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

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总体状况；反过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可以为经

济的发展注入活力，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需要建立在科学的产业

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首先需要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准确地判明城市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及主次序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发达

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及相关的研究理论表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产业和人口经济联系

方式，可以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序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人口就业比重的变化反映出来。最初，以

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

不断下降；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至首位，其就业比重也在迅速提

高；当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以服务部门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就业中的比重趋于提高，在国民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上升并稳定在一定水平上。

依据产业结构的特征判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对于正确拟订城市经济的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的调

整战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ＳＫｕｚｎｅｔｓ）、钱纳里 （ＨＣｈｅｎｅｒｙ） 等为代

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例序位关系，结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

低，将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农业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三大时期，其中工业化时期又具体分

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如图１ １所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以工业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

重为指标，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农业经济阶段、工业初兴阶段和工业加速阶段 （见表１ １）。世界部

分城市三次产业产值及就业结构见表１ ２。

表１ １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工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工业经济发展阶段
阶段特征值Ｒ

（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农业经济阶段 Ｒ＜２０％

工业初兴阶段 ２０％Ｒ＜４０％

工业加速阶段 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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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 经济发展理论对经济成长阶段的划分

表１ ２ 世界部分城市三次产业产值及就业结构

城 市
ＧＮＰ构成 （％） 就业构成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统计时间 （年）

北京 ６９０ ４６１１ ４６９９ ５６０ ４６８２ ４７５８ １９９５

上海 ２４６ ５７９８ ３９５６ １４０ ５８１２ ４０４８ １９９５

香港 ０３０ ２６５０ ７３２０ ０１０ ３６６０ ６３３０ １９９０

东京 ０２０ ２７３０ ７２５０ ０６０ ２９４０ ７０００ １９８８

汉城 ０４０ ３０７０ ６８９０ ０４０ ３６４０ ６３２０ １９８９

纽约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０ １３３０ ８６７０ １９８９

巴黎 ０３０ ２７００ ７２７０ ００１ ２２０９ ７７９０ １９８８

罗马 ４００ ２３００ ７３００ ０１０ １９００ ８０９０ １９８１

根据图１ １、表１ １和表１ ２所显示的指标，结合我国的情况，不难判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从整

体上讲尚处于工业化前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之中，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虽然高居首位，第三产业

的产值比重也已超过第一产业，但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却仍体现出工业化前期的特征。就城市地区的整

体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多数城市，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市的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加速阶段，即工业

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过渡阶段，但一些后进地区的城市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而与发达国家城市第一

产业比重不足５％、第三产业比重达７０％左右的城市产业结构相比，我国仅少数综合性的特大城市进入

了工业化的成熟期。

（二）城市产业结构分析与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与确定

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确定，是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重点。选择和确定城市主导产业，主要有两

个侧重角度，其一是产业的经济带动作用，其二是产业的区位比较优势。这两个角度常常是相互关联、

互为转化的。

１从产业的带动作用确定城市的主导产业

现代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一种投入产出联系。由于这种产业联系的存在，在一些部门的

个别投资会通过这种联系传导到其他部门，诱发其他部门的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产

业的带动作用。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 （Ａ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在其著作 《经济发展的战略》 中，将产业间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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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称作 “连锁效应”（ＬｉｎｋａｇｅＥｆｆｅｃｔ），并把连锁效应具体划分为前向连锁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 和后向连

锁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ｇｅ）。前向连锁是指一个部门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 （如种植业部门对食

品工业部门具有前向连锁效应）；后向连锁则是指一个部门与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 （如日用

化工部门对基本化工、炼油、原油开采等具有一系列的后向连锁效应）。根据产业的连锁效应特征，全

部产业可分为四类 （见表１ ３）。

表１ ３ 不同产业部门的连锁效应特征

产业部门 连锁效应特征

第一类 中间投入型初级产品 前向连锁效应大，后向连锁效应小

第二类 中间投入型制造业产品 前向连锁效应大，后向连锁效应大

第三类 最终需求型制造业产品 前向连锁效应大，后向连锁效应大

第四类 最终需求型初级产品 前向连锁效应小，后向连锁效应小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而言，从产业的带动作用确定城市的主导产业结构，就是要选择能发生最大

连锁效应的产业部门 带头部门，把有限的投资优先集中于带头部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连锁效

应，推动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后向连锁一般比前向连锁更重要，带动作用更强。所以，城市主导产业

的选择，应主要从后向连锁效应大的部门考虑。许多学者对产业的连锁效应进行过具体的定量测算。表

１ ４列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的不同产业部门的连锁效应值。这些计算方

法和结论为进行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确定提供了具体的定量参考标准。广州选择电子、石化、钢铁、汽

车作为其主导产业就是考虑这些产业的连锁效应大，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大。

表１ ４ 产业部门连锁效应的定量计算 （以小时为单位）

制

造

业

最终需求 中间投入

Ⅲ最终需求型制造业产品 Ⅱ中间投入型制造业产品

前向 后向 前向 后向

服装和日用品 ０１２ ０６９ 钢铁 ０７８ ０６６
造船 ０１４ ０５８ 纸及纸制造品 ０７８ ０５７

皮革及皮革制品 ０３７ ０６６ 石油产业 ０６８ ０６５
食品加工 ０１５ ０６１ 有色金属冶炼 ０８１ ０６１
粮食加工 ０４２ ０８９ 化学工业 ０６９ ０６０
运输设备 ０２０ ０６０ 煤炭加工 ０６７ ０６３

机械 ０２８ ０５１ 橡胶制品 ０４８ ０５１
药材及药材制品 ０３８ ０６１ 纺织 ０５７ ０６９
非金属矿物制品 ０３０ ０４７ 印刷及出版 ０４６ ０４９

其他制造业 ０２０ ０４３

基

础

产

业

Ⅳ最终需求型初级产品 Ⅰ中间投入型初级产品

农业、林业、渔业 ０７２ ０３１

Ａ物品 ０３６ ０２４ 煤炭采掘 ０８２ ０２３

金属采矿 ０９３ ０２１

Ｂ劳务

运输

商业

服务业

０２６ ０３１ 石油及天然气 ０９７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６ 非金属采矿 ０５２ ０１７

０３４ ０１９ 电力 ０５９ ０２７

２从产业的比较区位优势确定城市的主导产业

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心，每个城市在国家或区域的经济活动中均承担着一定的专业

化职能，体现为城市 （镇） 体系的职能结构。城市的专业化职能，从根本上讲，是由其在区域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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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区位优势最强的某一项或某几项产业所支撑的；从产业的比较区位优势确定城市的主导产业，就是

具体分析城市的每个产业部门在整个区域的同类经济部门中所处的地位和相对重要程度，从中选择出比

较区位优势最强，或发展潜力最大的产业部门，强化和扩大这一优势，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集中系

数和区位熵是用来定量计算和衡量产业的比较区位优势的两个主要指标。

三、产业结构的功能

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要发展，总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比如拥有一定

数量的资源 （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市场规模足以支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技术把资源转换成

产品，等等。这些条件主要由国内解决。但在当今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国际交换

来补充国内的不足。在上述各种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产业结构的

功能是指它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产业结构是经济长期动态发展的结果，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整个经济发展动态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的变化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比如，第一产业的发展要受到土地资源条件、矿藏数量及质量条

件、气候条件、水利条件等的制约；还要受到市场容量即消费需求结构及需求量的制约。第二产业的发

展则受制于以下因素：①资源供给条件，包括原材料的品种、数量和价格；②人力资源供给以及人员的

素质；③技术供给能力；④市场容量潜力，等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要以其他部门的发展以及对

第三产业的需求为基础，另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所能提供服务的技术手段与效用以及自身的扩大能力。

当然，总体上说，三次产业的发展要取决于当时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及其发展潜力。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化还会受到对外经济关系规模和结构的极大影响，如国外

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及其变化对国内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这种影响还会越来

越大。众所周知，西欧国家纺织业、钢铁业、普通机械行业等产业的衰落就是国外廉价供给替代的结

果，而这种衰落则导致了西欧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动。

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的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政府政

策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利的货币政策为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倾斜式的

信贷政策影响尤甚。财政政策中，政府的开支和税收格局不仅直接影响投资结构，也直接影响消费结

构，从而对产业结构及其发展产生影响。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政策当属产业政策。它一般包括产业发

展战略、产业发展选择 （比如主导产业的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等）。政府通过投资、优惠及非优

惠政策以及其他方式的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来扶植或抑制特定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和制约产业的发

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日本、韩国、西欧各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几十年普遍制订产业政策来指

导本国的产业发展方向，并且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广州近几年扶持汽车、钢铁、石化产业发展，重走重

石化工业发展之路也取得了十分大的成就。

产业结构绝不是被动地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政策，它本身对经济发展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会

引起经济发展质的变化。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产物，同时它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

前提。

２产业结构是一地区资源禀赋与现实经济实力之间的联结机制和转换器

产业结构是在经济发展的长期动态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当人们去了解一个国家时，首先感知到的肯

定是人口、国土面积、自然条件与资源、商品的丰裕程度、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产业结构却不是一

眼就能看穿的，需要经过研究分析才能知道。产业结构一经形成，那么，除非发生意外情况，否则它不

会在一两年内就发生大的变化；而且，它对往后的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可称作资源与现

实经济实力之间的联结机制和转换器。已经存在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通过产业

结构内部机制的磨合和协调，被分配在不同的产业中并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多少资源用来生产食品、

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以及投入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产业中，取决于当时的产业结构。如果产业结构合理和先

进，则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协调，总供给与总需求比较容

易取得均衡，即使出现局部不均衡，也比较容易得到纠正或者补救。因此，合理和先进的产业结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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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反之，则可能会加剧这种约束。换句话说，合理的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效

率和较强的应变能力。

日本是最早的几个制订明确的产业政策来指导产业结构发展的国家之一。它在战后恢复时期就实行

了 “倾斜生产方式”，重点扶持和恢复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煤炭和钢铁部门；而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又

制订了 “产业合理化” 政策；６０年代提出 “产业高度化”，使日本经济实现了重化工业化；７０年代又不

失时机地把产业政策的重点放在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方面。事实已经证明，日本是战后西方阵营中

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也是产业结构变化最显著的国家。

从表１ ５和表１ ６列出的日本、美国及西欧几个国家的ＮＤＰ和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可看出

各国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

表１ ５ 从国内生产净值 （ＮＤＰ）看产业结构的变化 （％）

时期

部门 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 服务业部门

期初 期末 变化 期初 期末 变化 期初 期末 变化

日本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１３１ １１３ －１８ ３７２ ３５８ －１４ ４９７ ５３０ ３３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１１１ ７８ －３３ ３５９ ３８７ ２８ ５３１ ５６６ ３５
１９７１—１９７４ ６６ ６６ — ３７９ ３７２ －０７ ５５５ ５６２ ０７

美国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４１ ３６ －０５ ３６１ ３６８ ０７ ５９８ ５９６ －０２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３５ ３１ －０４ ３７０ ３３４ －３６ ５９４ ６３６ ４２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３０ ３７ ０７ ３２６ ３０９ －１７ ６４４ ６４６ ０２

英国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３７ ４３ －０１ ４４６ ４４１ －０５ ５１７ ５２５ ０８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３０ ３１ －０３ ４３４ ４２１ －１４ ５３６ ５５３ １７
１９７１—１９７４ ２６ ２７ ０１ ４０１ ３８８ －１３ ５７２ ５８５ １３

原西德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４９ ４３ －０６ ５４４ ５４１ －０３ ４０７ ４１６ ０９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４２ ３１ －１１ ５３３ ５４６ １３ ４２５ ４３３ ０８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２９ ２７ －０２ ５３５ ４７８ －５７ ４４６ ５０１ ５５

法国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８９ ７３ －１６ ４３７ ４３１ －０６ ４７４ ５０５ ３１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７１ ６２ －０９ ４５４ ４３９ －１５ ４２５ ４９９ ２３
１９７１—１９７４ ５８ ５１ －０７ ４３８ ４３３ －０５ ５０４ ５１７ １３

意大利

１９６２—１９６５ １５３ １３３ －２０ ３６１ ３４９ －１２ ４８６ ５１７ ３１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１２７ ８８ －３９ ３５０ ４２２ ７２ ５２３ ４８９ －３４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８４ ８５ ０１ ４１３ ４１０ －０３ ５０３ ５０５ ０２

资料来源：引自中本博皓 《现代产业经济论的发展》。

表１ ６ 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的变化 （％）

国家 年份 第一次产业 第二次产业 第三次产业

日本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

３２５
１０３

２７８
３４８

３９７
５４９

美国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９

８０６
３６

３０６
３０２

６０８
６６２

原西德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

１３８
５８

４７７
４５０

３８５
４９２

英国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

２６
１６

４５８
３７４

５１６
６１０

法国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９

２０６
８８

３７７
３５４

４１７
５５８

资料来源：引自马克卢普 《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１９６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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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产业结构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和整治达到了比较合理和先进的程度，产业和技术的应变能力大

大加强。因此，１９７３年的石油危机虽然给日本的经济带来冲击，但是日本不仅比较安稳地渡过危机，

而且还以此为契机使产业结构高级化，进一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质量服务业转变。由此可见，产业

结构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自身的转变来实现资源和能源的有效配置，以期从有限的资源和能源中获

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拉丁美洲和东亚 （尤其是 “亚洲四小龙”） 在社会经济发展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第三世界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或地区，而且它们都进入了中上等收

入国家或地区的行列。１９９４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ＧＮＰ都超过了２万美元，中国台湾超过１万

美元，韩国达到８２６０美元。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分别为４１８０美元、２９７０美元和８１１０美元。但两

者相比较，拉美国家要逊色得多。而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除了日本以

外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东亚当时是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其发展水平只相当于拉美中下等经济水平的国

家。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东亚则普遍超过拉美国家，拉美陷入了 “失去的１０年”，而东亚却在快速发

展，被世界银行誉为 “东亚奇迹”。

制造业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所以世界银行每年一度的发展报告中在工业项下单独列出制造业

的份额，理由是 “制造业通常是工业部门中最活跃的部分”。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东亚的韩

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拥有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但是，由于拉美和东亚实行了不同的发展

战略，制造业的份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拉美呈现萎缩状态，东亚则呈继续上升的势头。以１９８０年和

１９９４年为例，巴西制造业占ＧＮＰ的比重由３３％降为２５％，墨西哥由２２％降为２０％，阿根廷由２９％降

至２０％。与此相反，东亚除了中国香港由于重点放在发展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而使制造业比重有所

下降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都保持原有比例，而且制造业内部的结构也有所改善，技术密集型和

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拉美和东亚实行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东亚抓住了当时世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引进外国资

金和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方面促进了本身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产品的出口，改善

国际收支状态，从而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壮大本身的经济实力。而拉美各国却固守进口替代战略，本

国的产品由于缺少竞争力而出口受阻，产业技术不能提高，进一步依赖进口技术和设备，使外债负担有

增无减，同时导致制造业萎缩。这是拉美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沉痛教训。

四、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一般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是

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产业政策确实在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起过和正在起着很大的

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曾经在其经济起飞阶段实行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更多

的发展中国家借鉴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制订本国的产业政策，以便有目的地推进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升级。有关产业政策的两种不同观点为：

（１） 产业政策 “特定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二战后只有日本制订和执行了产业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也不需要任

何有意识的产业政策。

（２） 产业政策 “普遍适用论”

这个观点认为产业政策是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政策变量，是各国政府的一项基本经济政

策。但由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传统、政府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产业政

策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差别。

产业政策应该而且越来越具有 “普遍适用” 的性质：第一，产业政策作为政府的宏观调节手段越来

越普遍地被各国政府所接受；第二，各国在信息革命时代都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国家干预，通过促进高

科技的发展来调整产业结构，以推动经济增长，美国也不例外。美国历来不承认自己有产业政策，它也

确实没有过全国性的产业发展规划或政策。它强调依靠市场力量使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合理化，政

府尽可能少直接介入各产业的具体运作之中。但如果从广义的促进产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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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有关促进或抑制工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称为 “产业政策”，即使没有正式的统一名称，而且具有

不同于其他国家产业政策 （如日本的产业政策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政策） 的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后

发性，即美国政府扶持产业发展是被动式的事后补救，对市场力量力所不能及的产业或部门进行补救。

第二个特点是这类政策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资源分配，而主要体现为产业组织政策，即着重于造就有利

于某种产业尤其是主导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保障和基础设施。比如著名的反托拉斯法通过限

制垄断来保障公平竞争。近百年来美国几次修改该法案，以适应竞争的形势。实际上，反托拉斯法就是

对产业组织的约束。再比如，美国政府对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大量投入也是为了促进新产业的成长。更为

重要的是，白宫行政管理部门还经常发表专题报告以阐明技术发展方向，指导产业和经济发展以增强美

国的竞争力。１９９３年２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刚刚一个月就和副总统戈尔联合发表总统报告，题为 《促

进美国经济增长的技术 增强经济实力的新方向》。该报告阐明了技术对于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

繁荣以及改善人民福利的重要性，提出克林顿政府的技术战略和政策，强调促进技术的利用和商业化，

以此来加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克林顿主张运用经济、贸易、金融和外交等诸方面的政策法规来支持

美国的技术发展和应用；要求联邦与技术相关的机构都面向工业界，直接为工业发展服务；要求各联邦

机构、国家实验室、学术界都同工业界结成密切的伙伴关系，共同推进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他把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 “信息高速公路” 放在突出地位，成立专门工作组并发表了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

动议程》，投入４０００亿美元的巨资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实际上就是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

（一）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

从历史的角度看，欧美发达国家同日本以及其他后起国家相比，产业政策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

同。欧美发达国家大多信奉自由经济政策。尽管完全自由竞争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公正地说，这些国家

一直坚持自由竞争政策，产业结构的演变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作用长期积累的结果。除非涉及国家安全，

一般情况下政府不直接干预产业的发展，也不搞什么主导产业的选择，因为政府担心如果由政府作出产

业选择的决策，则该决策可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或其他集团的政治利益的左右。所以，在欧美国家的

产业发展中，政府更像是一个裁判，通过制订各种比赛规则来保证竞技场上的公平竞争；至于竞赛结果

则大体上听任各竞赛者优胜劣汰。这一点同日本政府既当裁判又兼教练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欧美各

国的产业政策无论就其对产业发展进行干预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就产业政策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而言，都远不如日本。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国际竞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

代初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东西方之间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剧烈程度下降，竞争的主战场已经转

移到经济竞争，特别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方面。过去西方国家联合对付前苏联的局面转化为它们之间的经

济战争，欧美各国在这种背景下才逐步改变了以往那种对产业发展不干预的政策，积极制订新的战略，

支持高科技的发展，积极扶持产业技术的成长，以便在国际竞争中抢占有利位置。为了促进产业技术的

发展，它们对产业政策也作了大幅度调整。比如，欧共体制订了 《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和开发战略计划》、

《欧洲先进通信技术研究和开发计划》 以及 《尤里卡计划》 等，并采取政府直接投资的资助方式来保障

计划的顺利实施，其目的就是支持以电子工业为重点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欧共体还发表了 《关于第四个

研究与发展总体规划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 要点》，大幅度增加用于信息和电信技术、工业技术、环境科

学、生命科学和能源等产业的资金。与此同时，它们还对传统工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包括运用

行政手段强制削减某些产业的生产能力和产量，以高技术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以及进行旨在提高生产

专业化程度和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产业改组等。尤其重要的是，西欧各国近几年纷纷投入巨资建设信息

高速公路，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产业政策在跨世纪的经济发展中将日益被各国政府所接

受，并作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手段，以便迅速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二）日本的产业政策

日本实现工业化的国内外环境同欧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处于赶超欧

美的态势下，既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市场；又不像美国那样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国内

市场，并以坚实的科技力量迅速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挤进以英法为主导的世界市场

并取而代之，把二十世纪变成美国世纪，实现了百年经济大国梦。日本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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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划和指导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二次大战失败后，日本必须奋力走出战败的低谷而重新崛起，产业政

策就成为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查默斯·约翰逊教授把 “日本奇迹” 归

功于产业政策。

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区域分布政策、产业技术政策、能源政

策、流通政策、中小企业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等诸多方面。

在日本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以下三点是颇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这就是，决策主体明确而且

具有权威性；立法完善而且可操作性强；官、产、学充分协商，利益冲突得到协调。

日本产业政策的决策主体是通产省。由通产省牵头，其他有关的官厅配合来制订产业政策。事实证

明，通产省适合也胜任这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工作。其一是因为通产省统管了产业和进出口贸易的

大部分领域。有关具体产业的政策都由通产省内有关主管局如重工业局、化学工业局、煤炭矿业局、纤

维杂货局、公益事业局等先行研究制订。其二，日本政府各部门之间分工比较明确，相互交流频繁。其

三，通产省内凡是大的政策出台之前都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组成的产业结构审议会进行调查

审议。这样，各部门之间就比较容易取得协调。

日本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的另一个特点是法律严明，可操作性强。产业政策的立法按轻重缓急等重要

性标准分成三个层次，即 “法令”、“政令” 和 “省令”。由议会通过批准的法令是国家法律，对一些重

要产业发展的长期规划以法律的形式作出原则性规定。比如 《企业合理化促进法》、《８０年代通商产业

政策构想》、《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面向２１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等等。第二个和第三

个层次便是在必要时由内阁发布 “政令” 和由各省如通产省、大藏省等发布 “省令” 来确定法令的实施

范围、具体做法和规则等，如 《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或 《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等个别产业

立法。这种以法令、政令和省令来指导产业发展的管理办法从实际效果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由于不直

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以既不损害企业本身的主体性，又能使政府的部分管理活动合法化。

日本的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得到比较好的贯彻，还得益于许多企业集团、民间经济团体的理解与支

持。这是日本产业政策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在产业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官、产、学三界就已经在其参加

的审议会上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在审议会之外，一些大的企业集团、民间经济团体、大大小小的行业组

织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系列化承包制度也能在产业政策的形成与实施中发挥影响。尤其是在某些投

资风险较大的新兴产业或新的生产领域，单个企业很难独自完成投资目标。为了实现预期目的，政府除

了给予金融、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之外，有时还要同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商议，以动员集团内的企业共同投

资。同时，由于存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系列化承包关系，大企业对中小承包企业起着支配作用，

因而大企业已经认同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易于得到贯彻。政府不需要对此进行具体干预，企业靠

市场去自主完成，逐步接近政府产业政策所设定的目标。

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办法，在企业界用合作代替竞争，同时又不致造成企业效率的严

重下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产业政策也因此而发生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５０年间，日本的产

业政策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大致每１０年变化一次。

第一阶段包括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这一阶段产业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为 “产业

合理化”。日本在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实行 “倾斜生产方式政策”，主要通过原材料分配、复兴金融公库贷款、

价格控制、价格补助金和进口物资的分配等手段，向煤炭、钢铁和电力等产业倾斜。５０年代初开始，

日本对各重点产业分别制订了合理化计划，比如，１９５０年８月制订并通过了 《钢铁业煤炭矿业合理化

施策要纲》；１９５２年制订了 《电力长期计划》；１９５５年８月制订了 《煤炭矿业设备临时措施法》；５０年

代后半期，政府又用产业立法的形式制订了 《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等。为扶持重点产业的发展，政府当局运用广泛的政策手段，既有政府直接投资一类的直接干预，也包

括贷款和税收优惠在内的间接干预手段，甚至通过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

良好的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积极鼓励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并努力引导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

这些产业大量转移。

第二阶段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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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发展重化工业。通产省发表了 《６０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这时期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①建立产业新秩序。②调整设备投资政策。③扶持个别产业的政策。

第三阶段是日本经济经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大调整时期，由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向发展知识和技术密

集型产业过渡。日本经济在经过前一个１０年的高速增长后，在国内遇到了公害严重，环境遭到破坏，

引起公众不满，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下降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市场上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

上涨，一些消耗原料和燃料较多的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尤其是１９７３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对日本

的冲击很大。面对这种国内、国际环境，通产省产业结构审议会先后于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５年和１９８０年发

表了 《对今后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长期构想》，指出在新形势下产业发展的方向，主要有三点：第一，

产业结构的重点由过去 “增长追求型” 转为 “增长活用型”；第二，政府要逐渐减少对企业活动的过多

干预，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三，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为主转为以知识密集型、加工装

配型产业为中心，主导产业由过去的钢铁和化工产业逐渐转为汽车和信息产业 （计算机、电视机、收录

机等），特别是要促进尖端产业的发展。这个时期对日本的汽车工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不但产量迅速增

加，而且出口剧增。１９７０年日本汽车出口量为１０９万辆，１９８０年达到５９７万辆。日本汽车占美国市场

的份额，１９７１年为５％，１９８２年达２３％；占欧共体市场的比重１９７１年为１％，１９８２年为８％。

在扶持新兴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同时，日本的产业政策也对衰退产业进行调整。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

７０年代，日本政府已经对纺织、服装行业进行了三次调整。一方面缩小生产规模，但不是一般地淘汰；

另一方面加大生产的技术含量，提高质量，主要由政府提供贷款补助。

第四阶段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发展新技术。通产省发表了 《通商产业政策构

想》，提出了 “技术立国” 的口号，一改过去 “贸易立国” 的老路。过去贸易立国之时，日本的贸易顺

差持续增加，有时竟高达１３００多亿美元以上，引起了贸易伙伴国的强烈不满，贸易摩擦不断。所以，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日本发表 “前川报告”，强调增加内需，开发新技术。

１９８５年５月，日本发表 《面向２１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代表日本产业政策第五阶段的开始，

其主要目标是建立国际协调型的日本产业社会：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增加经济网

络化比重，使日本经济进一步向服务化、网络化发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的能源、原材料和劳动

力以及市场，推进产业国际化，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利用其资金与技术优势，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占据主

导地位。

表１ ７充分说明了日本产业政策的功效。由于日本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结

构的变化，从而带动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日本经济是高度外向性的经济，故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大体

上反映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

表１ ７ 日本出口额居前五位的商品位次的变化

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５０
棉织物

２４９
钢铁

８７
人造纤维织物

６０
生丝

４７
水产品

３６

１９５５
纤维及制品

３７３
钢铁

１２９
船舶

３９
水产品

３８
玩具

２１

１９６０
纤维及制品

３０２
钢铁

９６
船舶

７１
水产品

４３
收音机

３６

１９６５
纤维及制品

１８７
钢铁

１５３
船舶

８４
汽车

２８
水产品

２７

１９７０
钢铁

１４７
纤维及制品

１２５
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

７９
船舶

７３
汽车

６９

１９７５
钢铁

１８３
汽车

１１１
船舶

１０８
纤维及制品

６７
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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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１９８０
汽车

１７９
钢铁

１１９
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

６２
纤维及制品

４８
船舶

３６

１９８５
汽车

１９６
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

７８
钢铁

７７
办公机械

４４
光学仪器

３９

注：①表中数字表示该商品占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 （％）。

②从１９５５年开始，棉织物和服装等归并为纤维及制品。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长期预测中间报告 《日本的技术创新》，１９８６年８月。转引自夏大慰、史东辉的 《产业政策

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９页。

（三）发展中后起国家的产业政策

（１） 重点发展某些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以此来带动经济的全面起飞。比如韩国，它根据非均衡增

长的理论，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发展国民经济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产业，重点扶持某些关键性产业的

发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７０年代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电子、汽车

等产业；８０年代后期，韩国提出 “技术立国” 的口号，力争到２０世纪末成为世界前１０位的经济大国

和科技强国，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现已成为半导体芯片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其电子产品享誉世界。实

现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整个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变，既是 “科技立国” 这一国策的主要内容，又是

韩国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

再如新加坡，从１９６５年独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产业政策的重点是改变单一的为转口贸易服务

的加工型工业结构，建立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结构，效果相当显著。从独立初期仅拥有橡胶、木材等加工

制造业，发展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拥有包括纺织、服装、塑料、食品、皮革、金属等在内的较完整的劳

动密集型工业结构。１９７８年６月，新加坡政府又明确提出进行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其产业结构实现

了又一次大转换。“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重点是发展电脑软件、飞机零件、光学仪器、通信技术、医疗

设备等１１项高技术产业及银行保险等第三产业，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这说明新加坡的制造业结

构已经从低增值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结构转向高增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结构。现在新加坡正在

快马加鞭地发展信息产业，把自己变成 “智能岛”。另外，新加坡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以快速高效的服务著称于世。

（２） 在产业组织政策上一般注重规模效益，组织大型的企业集团。在发展中的后起国家中，最重视

规模经济的当数韩国。三星财团、乐喜金星、现代财团等１０家韩国最大财团的营业额占韩国ＧＮＰ的

２／３左右。这些大财团已经跻身于世界５００家大企业的行列。韩国几乎所有的主要工业部门都为垄断资

本所控制。如轿车产业由现代、起亚和大宇集团垄断；造船业由现代、国际商事等集团控制；石化产业

由鲜京、韩国火药、乐喜金星、三星、大宇和双龙集团垄断；家电产业由金星社、三星电子、大宇电

子、现代电子等企业垄断；电子计算机行业则由三星、乐喜金星等企业集团垄断。

（３） 在产业技术政策上，主张以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来促进整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凡是

战后崛起的 “经济明星” 无不极端重视产业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工作，政府在外汇紧缺、处在实行

外汇管制之时仍然向需要引进技术的产业倾斜。另外还制订了减免税收政策，如减免关税以及对在消化

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经过创新和改良的技术实行税收减免。此外，对那些需要引进技术的产业实行贷

款优惠政策，等等。

（４） 在产业布局政策上让一部分地区先开发，先富裕，然后发挥它们的辐射和扩散作用。如建立工

业园区、出口加工区，或者先开发某个地区，等等。

（５） 政府在制订和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的干预作用由强变弱。发展中后起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

由于需要加速资源动员和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市场发育不健全，因此普遍

采用了大量的政府直接干预手段。拿韩国来说，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经济起飞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２０
年时间里，政府充分发挥了调节经济的作用。所以，韩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被称为 “政策主导型的市场经

济”。１９６１年，韩国成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作为引导国民追求持续经济发展的官方组织。２０世纪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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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期先是建立了全国税务总局，以后又建立了种类繁多的公共金融机构，以促进资金集中向急需发

展的经济部门流动。概要地说，韩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主要表现在：①制订

长期经济发展战略；②根据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制订经济发展计划，这些计划实质上是韩国政府根据国

内经济发展需要与发展水平提出的中短期产业结构调整方案；③政府利用经济政策、经济立法、行政指

导和控制经济参数等手段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力争使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建立在产业结构动态变化

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平均用２４年时间才能使ＧＮＰ翻一番，韩国只用了９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实现了翻番

任务，这同政府强有力的干预是分不开的。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韩国也开始了经济体制的大调

整，从 “政府主导型” 向 “民间主导型” 转变，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强调企业的自主性，并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韩国还逐渐扩大对海外的

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五、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

说明产业结构的演变一般采用两个指标，即劳动力在各次产业中的就业比例和国内生产总值在各次

产业中的分布情况。

对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作出杰出理论贡献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美国经济学家西蒙·

库兹涅茨。克拉克不仅进一步利用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希尔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法，而且总结了产业结构

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规律。他搜集和整理了若干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按照年代序列分析了劳动力

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的规律，并由此得出结论：随着经济发展，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

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由此就

造成了劳动力在各次产业间的分布形成如下状况，即第一产业减少，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逐渐增加。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各次产业间出现了收入 （附加值） 的相对差异，由于存在这种差异，才促使劳

动力由较低收入的产业向较高收入的产业流动。

表１ ８的数字提供了一幅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１００年间有关国家劳动力在三次

产业中转移的情况。

表１ ８ 有关国家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转移状况 （％）

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

８０
年代

９０
年代

２０世纪

初期

１０
年代

２０
年代

３０
年代

４０
年代

５０
年代

６０
年代

７０
年代

年份 １８７２ １８８２ １８９７ １９１２ １９２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３６ １９５８ １９６３ １９７１

日

本

第一次产业 ８５ ８２３ ７２ ６２ ５５ ５２ ４５ ３７ ２９ １６

第二次产业 ５ ５５ １３ １８ ２２ １９ ２４ ２６ ３１ ３５

第三次产业 １０ １２１ １５ ２０ ２３ ２９ ３１ ３７ ４０ ４９

年份 １８７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９０ １９００ １９１０ １９２０ １９３０ １９４０ 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１

美

国

第一次产业 ５０ ５０ ４２ ８７ ３１ ２７ ２２ １７ １２ ７ ４

第二次产业 ２５ ２５ ２８ ３０ ３１ ３４ ３１ ３１ ３５ ３４ ３１

第三次产业 ２５ ２５ ３０ ３３ ３８ ３９ ４７ ５２ ５３ ５９ ６５

年份 １８８１ １８９１ １９０１ １９１１ １９２１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８ １９５１ １９６６ １９７１

英

国

第一次产业 １３ １１ ９ ８ ７ ６ ６ ５ ３ ２

第二次产业 ５０ ４９ ４７ ４７ ５０ ４７ ４６ ４７ ４５ ４０

第三次产业 ３７ ４０ ４４ ４５ ４３ ４７ ４８ ４８ ５２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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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

８０
年代

９０
年代

２０世纪

初期

１０
年代

２０
年代

３０
年代

４０
年代

５０
年代

６０
年代

７０
年代

年份 １８８２ １８９５ １９０７ １９２５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９ １９５０ １９６３ １９７１

德

国

第一次产业 ４２ ３６ ３４ ３０ ２９ ２７ ２３ １２ ８

第二次产业 ３６ ３９ ４０ ４２ ４１ ４１ ４４ ４８ ４８

第三次产业 ２２ ２５ ２６ ２８ ３０ ３２ ３３ ４０ ４４

年份 １８６６ １９０１ １９２１ １９３１ １９４６ １９６２ １９７１

法

国

第一次产业 ４３ ３３ ２９ ２４ ２１ ２０ １３

第二次产业 ３８ ４２ ３６ ４１ ３５ ３７ ３９

第三次产业 １９ ２５ ３５ ３５ ４４ ４３ ４８

克拉克的上述结论不仅能被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数据所证实，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

水平的国家在同一时间横断面的比较数字得到证实。库兹涅茨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比克拉克大为

前进。第一，国家多，时间跨度大。他在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和整理了２０多个国家

的庞大数据，同时把时间推移到１９世纪初。对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状况，他使用了按人均ＧＮＰ
分成８个组共５９个国家的数据。第二，对产业结构的演变不仅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移动状况来说

明，而且从国民收入 （或国民生产总值） 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即各次产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关

系来说明，见表１ ９。

表１ ９ 按人均ＧＮＰ分组的５９个国家１９５８年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状况

８组国家 （依据１９５８年人均ＧＮＰ递增次序排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国家数 （个） ５ ６ ６ １８ ６ ６ ６ ６

２人均ＧＮＰ（美元） ７２３ １０７ １４７ ２１８ ３８２ ５８８ ８９９ １５０１

３主要部门的劳动份额 （％）

①Ａ（第一次产业） ７９７ ６３９ ６６２ ５９６ ３７８ ２１８ １８９ １１６

②Ⅰ（第二次产业） ９９ １５２ １６０ ２０１ ３０２ ４０９ ４７２ ４８１

③Ｓ（第三次产业） １０４ ２０９ １７８ ２０３ ３２０ ３７３ ３３９ ４０３

资料来源：西蒙·库兹涅茨 《各国经济增长》。

从表１－９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相对比重越大，而第二、第

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相对比重越小；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相对比重越

小，而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相对比重就越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

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而且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更快。因而三次产业间劳动

力的分布结构可以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一

般都超过一半以上。表１ １０说明１９８０～１９９４年间几个发达国家各产业间劳动力相对比重的变化情况。

表１ １０ 各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的变化 （％）

国家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日本
１９８０ １１ ３５ ５４

１９９４ ７ ３４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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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美国
１９８０ ３ ３１ ６６

１９９４ ３ ２８ ６９

英国
１９８０ ３ ３８ ５９

１９９４ ２ ２９ ６９

法国
１９８０ ８ ３５ ５７

１９９４ ５ ２９ ６６

意大利
１９８０ １３ ３８ ４９

１９９４ ９ ３１ ６０

资料来源：转引世界银行 《１９９６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２１３页。

表１ １１说明各类国家，无论收入是高是低，其劳动力在各次产业中所占的相对比重都表现出大体

相同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都无例外地下降，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则上升，收入越高的国

家上升得越快。所不同的是，高收入国家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稳中有降。

表１ １１ 按收入分类的国家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状况 （％）

国家类别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低收入国家

（人均８０～７６９美元）

１９８０ ７３ １３ １４

１９９４ ６９ １５ １６

中等收入国家

（人均７７０～８２６０美元）

１９８０ ３８ ２７ ３５

１９９４ ３１ ２７ ４２

高收入国家

（人均９３２０美元以上）

１９８０ ７ ３５ ５８

１９９４ ５ ３１ ６４

资料来源：转引世界银行 《１９９６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２１３页。

引用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制成的表１ １２很有参考价值，它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而

且涵盖了１００多年的时间跨度，使人能看清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

表１ １２ 按时间序列考察各国ＧＤＰ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变化

国别 时间
按不变价计算的ＧＤＰ份额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法国
１８９３
１９６３

２５０
８４

４６２
５１０

２８８
４０６

比利时

１９１０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８９
８１
６２

４５９
５００
４９８

４５２
４１９
４４０

瑞典

１８６９～１８７０
１９５１～１９５５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３４６
６８
５６

２１６
６０２
５４６

４３８
３３０
３９８

意大利

１８６１～１８７０
１８９１～１９００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４６１
４１７
２２４
２０２
１３７

１９６
２３４
４３６
３６０
４７９

３４３
３４９
３４０
４３８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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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时间
按不变价计算的ＧＤＰ份额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美国

１８３９
１８８９

１８８９～１８９９
１９１９～１９２９
１９５３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４４６
１７０
２５８
１１２
５９
３３

２４２
５２６
３７７
４１３
４８４
４４３

３１２
３０４
３６５
４７７
４５７
５２４

加拿大
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１９５１～１９５５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２０８
１１５
６６

４２４
４９６
４７８

３６８
３８９
４５６

阿根廷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
１９３５～１９３９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３３３
２４３
１９９
１６９

２４８
３６０
４３５
４８４

４１９
３９７
３６６
３４７

洪都拉斯 １９２５～１９２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

６３４
４３０

１２５
２４７

２４１
３２３

菲律宾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１

６０４
３３６

１９６
３６１

２０２
３０３

资料来源：转引毛林振 《产业经济学》。

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４年期间，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很少的比例，第

二产业的产值比例也趋于下降，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却呈上升趋势 （见表１－１３）。

表１ １３ 发达国家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重的变化 （％）

国家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日本
１９８０ １１ ３５ ５４

１９９４ ７ ３４ ５９

美国
１９８０ ３ ３１ ６６

１９９４ ３ ２８ ６９

英国
１９８０ ３ ３８ ５９

１９９４ ２ ２９ ６９

法国
１９８０ ８ ３５ ５７

１９９４ ５ ２９ ６６

意大利
１９８０ １３ ３８ ４９

１９９４ ９ ３１ ６０

资料来源：转引世界银行１９９６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

同期，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人均收入８０～７６９美元） 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表现出与发

达国家相同的趋势，即前者下降，后者上升。第一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４％降至

１９９４年的２８％，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则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２％升到１９９４年的３６％。所不同的是，第二产

业的产值比例还在上升，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２％上升到３４％。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还处在工业化阶段。

关于产业结构的演变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产业结构包括劳动力结构和产值结构转变的根本原因

首先，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大大提高，在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农产品以后还有剩余，才能

创造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现在发达国家３％的农业人口养活９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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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人口，而且比２０世纪７０％的农业人口养活３０％的非农业人口还要富足得多。我国以世界上

２２％的人口，却只生产了不到世界总量２％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１／１０，甚至只有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经济对中国人来说是头等大事。

２第二产业处于三次产业的关键位置，是三次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

第一、第三产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除了本身实现科技进步之外，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提供先进的技

术设备和高质量的产品。比如，离开了先进的机械制造业，想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就是一句空

话。所以，第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制造业的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全社会实现产

业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低消耗、高效益的保证。这就说明为什么发展中国

家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要竭尽全力去实现工业化。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为国民经济提供先

进的技术装备，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广州重走重化工业之路也是为了强化工业的主导地位。

３第三产业的发达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４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产业升级的根本驱动力

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使第一产业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使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可

能，而且使第二产业本身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高技术的发展还会对第二产业产生两个方面的重要影

响：第一，在那些高技术发源地的国家中，由于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就使一部分产业尤其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二，在这些发展新技术产业的国家内部，用高技术来改造和重新装备

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产业，使其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使已经衰落的传

统产业发生 “回归” 的逆向趋势。例如，高技术使钢铁、纺织等老产业得到新生，微电子工业的发展使

得有可能用数控机床来代替传统机床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在未来的发展中很可能成为主

导趋势。广州布局纺织、钢铁、石化时就应该发展技术进步的优势。

５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产业结构重组

第一，是指三次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从现在的情况看，主要是指第二产业的转移。但是服务

业如金融、保险业的转移今后也会越来越多。第二，是指国际分工的变化，如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变

化、区域分工的变化和产业内分工的变化，等等。可以肯定，随着世界经济集团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

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将会频繁发生，从而引起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

各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各国的生产成本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际贸易的推动下，一个国

家的高成本产品便会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低成本的国家便会出现竞争优势，对其他国家产生吸

引力。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便会从高成本的国家流向低成本的国家，由此推动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

转移。

广州应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加速产业的转移和升级，加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中，世界产业结构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重组和调整。第一次是在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原西德等国转移，在国内则率先集中力量发展半

导体、通信和电子计算机等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次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日本、原

西德等国的产业结构转向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耗能低、耗材少、附加值

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如 “亚洲四

小龙” 等），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机会一方面实现工业化，一方面把这些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世界产业结构又进入了新一轮重组。这次产业调整的特点是受新技术

革命的影响更为突出。劳动密集型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从 “亚洲四小龙” 转移到中国和东盟国家，

“亚洲四小龙” 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则发展知识

密集型产业。以微电子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为中心的新技术迅速产业化，建立起知识密集型产业。同

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将对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重组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世界

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的蓬勃发展。欧盟和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的巩固

与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运作，都将大大推动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从

而使新一轮的世界产业结构重组获得新的动力。所有这些都将会对各国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水平、整个国

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８１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二章 城市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规律

一、产业经济全球化

产业经济全球化是我国产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新形势。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

的新阶段和必然趋势。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各国经济发展，都有国内外两种资源和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选

择空间，市场已成为全球的市场，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实力做出选

择。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将使各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国

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如果发生重大变动，都有可能波及他国，扩及全球。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产业经济的发展既是一场严峻挑战，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好机遇。发达国家凭借他

们的技术和经济实力，利用其国际贸易、国际生产和投资以及在高新技术上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已经建立了支撑新经济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建立起有利于他们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经济全球化

的最大受益者；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起步晚、水平低，整体国际竞争力比较弱，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也有受益，但其受益程度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可以有选择地更多地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科技和经营管理经验，培养优秀的科

技和管理人才，逐步提高我国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通过理念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管理制度创

新，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产业组织优化升级，提高效率

和降低成本，切实有效地提高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从而进一步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

二、产业经济现代化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同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第一步到１９９０年使国民生产

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人民生活实现温饱；第二步到２０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人民

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８００美元；从２１世纪初到中叶为第三步，到那时人民生活

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还指出：“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大

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

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广州产业发展将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围绕率先实现现代化而进行调整、升级。

三、产业经济 “入世” 化

中国 “入世” 后产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变化，举其要者有下列４个变化。

１市场环境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表现：一是国内市场国际化步伐加快，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二是市场竞争主体多样化，对手更强更多；三是市场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２人才环境变化。“入世” 后人才争夺战会不断升级。不仅外国与我们争夺人才，在国内的外资企

业与我们争夺人才，而且我国企业间的人才争夺战也会升级。基本趋向是人才流向收入高和工作生活条

件好的地方，因而人才外流会更加严重。当然，中国 “入世” 后，随着我国的体制、技术、市场环境的

改善，也会吸引大批海外留学人才和其他科技管理人才。

３融资环境变化。“入世” 后，一是产业融资渠道会增多，外资流入量也会加大；二是海外融资将

越来越普遍；三是风险投资会被引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金短缺的状况会得到极大改善。

４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变化。中国 “入世” 后，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加快、科技革命迅速发

展和跨国公司越来越活跃的世界经济新动向，为了在这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我国产业

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步伐必然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已势在必行，



企业并购、集团化、跨国经营和产业专业化及联合化的趋势也必然进一步加强。

四、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并存

为了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发达国家，正在大力调整其国内

的产业结构。发达国家把其大量投资开始转向高新技术产业，而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

步转向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且生产增长也

在减缓，有的产业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钢铁、造船、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除其生产增长减缓

外，其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消耗都很大，而且污染严重。所以，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就把自己不愿

办的和不愿多办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自己却把大量投资转向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新材料

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

五、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分工的基本形式是垂直分工，即发达

国家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农产品及矿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科技的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交通运输和通信业的巨大进步，世界贸易迅速扩大，世界经济日益国际

化。在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生产和出口方面，都有在原材料、

初级品和制成品之间的水平分工。

六、轻重工业并存

从全世界范围看，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７６年间，在整个制造业中，轻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轻工业由

４１２％下降到３２３％，重工业由５８８％上升到６７７％。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轻工业由６７３％下降到

４８９％，重工业由３２７％上升到５１１％。重工业所占比重的上升都是以轻工业所占比重的下降为代价

的。早在１９５５年，发达经济国家的重工业几乎占制造业产值的２／３，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重工业只占制

造业产值的１／２；到１９７６年，发展中国家的重工业产值略微超过了制造业产值的１／２。这种趋势在拉丁

美洲最为显著，其中工业在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从１９６０年的４３％增长到１９７６年的５８％。总之，重

工业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增长部门。

无论从制造业的轻重工业结构趋势上看，还是从整个工业中的轻重工业结构趋势上看，都呈现出以

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主的转变趋势，大体上由 “七三开” 格局转变为 “三七开” 格局。但从总体上

看，是轻重工业并存局面。到２００１年，我国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值比重为３９４∶６０６； “十五” 为

３９４３∶６０５７。２１世纪之初广州意识到２０世纪产业过于轻型化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在２１世纪加快了重

型化的步伐。２００１年广州轻重工业比为５６８５∶４３１５，２００５年为４１５６∶５８４４，２００４年２月重工业首

次超过轻工业。

七、劳动、资源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并存

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初期，各国多

从发展资源、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开始，农业和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要地位；在工业化和现代

化中期，多以发展资金或资本密集型的煤炭、钢铁、电力、化工和机械等基础工业部门为重点，这些部

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期，多以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这类产

业上升为主导地位。

八、国内外合作与不平等和不平衡并存

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加强，不仅有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北北合作，还有大量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经济合作是产业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种合作是完全符合合作双方全体人民最高

利益的。虽然得益有大有小，但总是双方都得利。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平等和不平衡。

０２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多是生产传统的原材料和初级品，生产制成品的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尚不发

达，而发达国家却主要发展生产制成品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把生产原材料和初级品的资源和资本

密集型产业转到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发展中国家以低附加值产业的产品与发达国家高附

加值产业的产品进行交换，吃亏的只能是发展中国家，而获利者只能是发达国家。上述两类不同附加值

的产品相交换，是表面上的等价交换，实际上的不等价交换。因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运用它们所控制

的各种手段，尽量压低原料和初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却尽力提高他们所经营的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业

的产品价格。采取了许多新殖民主义手段，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着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也正是因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多种剥削和掠夺，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

学技术水平和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存在的差距，所以才最终导致这两类国家之间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上的巨大差距，以及这种差距的扩大。据统计，这种差距已由１９５０年的２２倍，扩大到１９８０年的３９
倍。更有甚者，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率，１８２０年是３∶１，１９１３年是１１∶１，１９５０年

是３５∶１，１９７３年是４４∶１，１９９２年是７２∶１。占世界人口总数２０％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财富的８０％～
９０％，而占世界人口总数８０％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财富的１０％～２０％。

九、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并存

纵观世界各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技术革命浪潮在全世界的推进，高新技术产业

与传统产业并存，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呈现出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势。但是在我国，传统产业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仍将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１高新技术产业比重逐步上升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１９８５年６月对工业生产指数计算方法修改后 （基期从１９６７年改为１９７７
年） 的数字，美国包括办公室用具和计算机、电子通信、电子部件、医疗器材、复印机及有关设备在内

的高新技术产业，１９７７～１９８４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４％，比１９５０～１９７４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高１倍，更

大大高于１９７７～１９８４年美国整个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 （２９％）。高新技术工业在美国工业生产中

所占的比重，也由１９７７年的６１％上升到１９８４年的１２９％。

据美国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统计，尖端技术的投资在美国工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的１８３％提高到７０年代的３４５％，提高了８８５％；而传统产业的投资所占比重在同期则下降了

１２４％。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把微电子工业、计算机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列为领航工业，并由政

府出面筹集资金，组织协调投资、科研和生产活动。１９７３～１９８２年，西方经济处在衰退萧条的过程之

中，美国每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零的上下浮动，而高新技术产业每年都以１６％～１７％的速度上

升。据美国、日本和西欧的统计，１９８０年电子工业产值已经超过钢铁、纺织工业的产值，比造船工业

高４倍，仅次于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在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的２０年间，美国电子工业翻了三番，日本、法

国大约翻了四番半，前西德翻了三番半。不仅增长率高，而且效益也大大高于传统产业。从劳动生产率

来看，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的１０年间，美国电子工业人均年产值增长１７倍，日本同期增长２６倍，都远远

高于传统工业。

日本的高新技术产业也不亚于美国。据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所确定的 《７０年代的通产政策》 统计，

在日本的产业结构中，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已由１９６０年的１０３％上升到１９７０年的１８３％；尖端技

术部门的比重由１９５８年的９５％上升到１９６９年的１４６％。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又有很大提高。１９９２年，

美国为２６６％，日本为３０９％，英国为２０２％，德国为１８６％。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

总额的比重，１９９２年美国为４８６％，日本为５４９％，英国为３９８％，德国为２６４％。

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趋势，还表现在世界各国在短短两三年相继制定科技进步规划和加

大对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比重方面。１９８３年１月，印度公布 “新技术政策声明”；１９８３年３
月，美国宣布 “星球大战计划”；１９８３年１０月，中国研究 “新技术革命对策”；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日本制

定 “振兴科技的基本政策”；１９８５年１月，韩国提出 “国家长远发展构想”；１９８５年７月，欧洲共同体

确立 “尤里卡计划”；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经互会 （ＣＭＥＡ） 签署 “科技进步综合纲要”，等等。

１２第一篇 大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对广州产业发展的启示



各国对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大量投资。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设备投资由１９６０年的１５６％猛

增到１９８３年的４８％。日本由１９６５年的９３％上升到１９８３年的２３４％；前西德的增长幅度较小，由

１９７０年的８６％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９４％。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在大力扶植高新技术产业。２００４年我国研究开发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例约为１２３％，而发达国家为３％～５％。在我国的研究开发费用中，能用于开发及产业化的费用是

微乎其微的。国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经验证明：在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中，开发比研究费用高５
～１０倍，产业化投入又比开发费用高５～１０倍。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日本等最发达国家的经济主体和主要支柱，仍然是传统产业，这一点是

确定无疑的。对于广州来说，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但要高度重视扶持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２传统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住房、汽车、家电、旅游、城市化、高速公路等所谓的传统产业经过几十年上

百年的发展之后，人们对这些物品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需求开始减少，经济增长相

对停止下来，若没有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市场需求，经济就不可能再次快速增长。而信息、

网络等产业之所以被称作支撑新经济的新兴产业，是因为它们的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

些发达国家，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其影响首先还不在于提高工作效率，主要在于创造出了一大块新的

“购买对象”，即新的市场需求。电脑、软件、多媒体、网络、移动通讯等这些人们物质、精神生活中的

“新玩意儿”，形成了新的市场板块，带动了新的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我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的传统产业，

如汽车、住房、旅游等产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要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扎扎实实地为新经济打下基础。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出现，的确创造了一块新的市场需

求，但这种新的需求在我国远不如为了其他物质生活水平所能创造的需求大。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在

的确是新兴产业在带动经济的增长。比如美国，新兴产业带动其经济每年增长近三个百分点，其科技进

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８０％～９０％。而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新兴产业也发展很快，在

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５０％；

但就全国而言，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只有３０％左右。由于技术相对落后，体制上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每年仅能够带动经济增长一两个百分点。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满足于２％～３％的增长速度，而是

要增长得更快，比如说每年要增长７％～８％，那么，剩下的那６个百分点的增长显然还得靠传统产业。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传统产业的更快增长，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十、“三、二、一” 取代 “一、二、三”

纵观世界各国产业发展历史，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和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

下，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仍以农业为主，所以三次产业结构必然呈现出 “一、

二、三” 的总体格局。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二产业上升

到了主导产业，取代了第一产业的主导地位，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转向 “二、一、三” 或 “二、三、

一” 的格局，随之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地位，又取代了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所以到了工业化后期，必

然呈现出 “三、二、一” 的格局。

十一、新中心取代老中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国际分工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

下，世界经济有一个中心转移的趋势。这种转移趋势主要是，世界产业活动从老的产业中心向新兴的发

达国家和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欧洲移向亚洲、从大西洋移向太平

洋。这种中心转移的趋势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根本依据和首要趋势。

１产业中心的转移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工业中心的转移并不是简单地把工厂或生产设施从发达国家

引向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生产模式的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工业增长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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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国相互依存的趋势，是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这种转移是由国民经济增长的内部演变模式和技术

进步两种主要因素所决定的。在发达国家里，国民经济增长的内部演变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第三产业发

展特别迅速，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国内市场扩大相对缓慢，熟练劳动力特别是白领工人增长很快，以及

许多部门的生产专业化协作水平很高。在发展中国家里，国民经济增长的内部演变的主要特征是：投资

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大，许多耐用消费品和固定资产的需求急剧扩大；城市劳动力数量急剧增长，农

村的劳动力仍不断地向城市转移。技术进步首先集中于发达国家，集中于部分产业部门，在发达国家

里，当前主要是集中于化工和机器制造方面，包括电机工程、航空与航天和汽车工业等。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法国、前西德、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工业用的研究与发展资金的７６％～９２％都用

于化工和机械制造方面。

２从欧洲向亚洲转移，中国是亚洲地区的领先经济力量

近２０年来，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外一些专家认为，亚洲已成为包括欧

洲、北美等经济地区在内的世界四大经济区之一，亚太地区在２０世纪末和整个２１世纪，将是经济增长

最快的地区，世界的经济中心正从欧洲移向亚洲，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未来的时代，将是 “太平洋时

代”。

３转移的根源与对策

产业中心和整个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和客观的，有政治的和经济的，有

国内的和国际的，有历史的和现实的，等等。单就亚太地区经济之所以能够出现崛起的主观原因来讲，

主要是亚太地区各国和地区能够根据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自身的实

际出发，有一个能够反映产业发展规律性要求的产业政策以及以产业政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日

本为例，日本的经济起飞是举世公认的，起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能够正确地确定自己在国际分工

体系中的地位，有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开和弥补自己的劣势，变劣势为优势，以产业政策

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两

个市场，学会两套本领，再制定出一整套反映产业发展规律要求和正确体现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

的产业政策与整个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就能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拥有１３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

国在国际上应尽的神圣义务和光荣职责，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十二、绿色生产力取代灰色生产力

这是第十二届世界生产力大会所揭示和论证的一个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规律。这是两条根本不同的经

济发展道路和路线的选择问题。那种片面追求高速度，但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严重

的灰色生产力发展道路必然被在保持生态平衡、避免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实现经济适应增长的绿色生产

力发展道路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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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次产业的发展演化趋势与城市主导产业的培植

一、三次产业演化及原因

随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

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

将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

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在同一时间点上的横截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

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第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

比重相对来说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大；而第

二、第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次序必然会由 “一、二、三” 向

“三、二、一” 转换 （见表１ １４）。

表１ １４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的三次产业劳动力结构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８０年

低收入国家或地区

中下等收入国家或地区

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

中上等收入国家或地区

发达国家或地区

７７
７１
６２
４９
１８

７２
５５
４３
２９
７

９
１１
１５
２０
３８

１３
１６
２３
３１
３５

１４
１８
２３
３１
４４

１５
２９
２４
４０
５８

资源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载：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７。

一般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

较大份额，而以食品、纺织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饮食、商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

份额较小，因而，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呈现出 “一、二、三” 的格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

额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变化为 “二、一、三” 或 “二、三、一” 的格局。进入工

业化后期，以金融、保险、医疗、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软化，国内生产总值

三次产业比重随之演化为 “三、二、一” 的格局 （见表１ １５）。

表１ １５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结构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年）（％）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国家或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低收入国家或地区

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

发达国家或地区

４８
２４
６

３３
１３
３

３１
１２
—

２５
３０
４０

３５
３７
３６

３６
３７
—

２７
４６
５４

３２
５０
６１

３３
５１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载：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２。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单就技术经济因素来说，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开始于第一产业，在第一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第二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同

样，也只有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有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第二、第三产业发展

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以第一产业的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和界限，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发

展状况为出发点和界限。所以，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加强农业也就是支持工业和第三

产业；为农业做贡献，也就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贡献。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主要表



现为为全社会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原材料。工业的主导地位作用主要表现为

第一、第三产业提供现代化的劳动手段。总之，产业间的关联性是双向的，但双向的关联性质又是不同

的。这种差异具体地表现在三个产业的科技进步、社会需求、分工发展和市场规模的差异上。

科技进步对三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但对各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有差别的。由于第一产业

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环境限制较大，其科技进步比第二、第三产业要困难得多，所以必须多方增加农

业的投入，发挥科技兴农的作用；科技进步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步减少，而第二产业生产规模的

扩大又会不断从第一产业中吸收劳动力，这种减少和吸收相抵就导致了第二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趋于稳

定，这也是形成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和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总数小的比重长期处于第一产

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要原因。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三个产业的发展有制约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其自身的劳动力相对比重降低和绝对量减少，这就为第二、第三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即劳动力必然要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三个产业的劳动生

产率相比较，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第一产业，这也是加速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

三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

人民收入水平越高，对第一产业的产品需求比重越会相对下降，面对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品需求则

会相对上升。因为第一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主要是解决吃饱和穿暖的问题，这属于较

低层次的基本生活需求，其弹性不大，而且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求在整个消费需求总量

中会趋于下降。但是，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对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品提出更高和更大的

需求，这就必须在大力加强第一产业的同时调整工业结构。当前，应继续加强基础工业，振兴支柱产

业，提高其素质和水平。此外应逐步提高广州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范管理，应重点发

展为社会生产和广大群众生活服务的行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从而使产业结

构逐步由 “一、二、三” 向 “三、二、一” 的方向转变。

二、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培植

１城市主导产业及其地位

城市的主导产业又可称优势产业或重点产业，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带动整

个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主导产业一般是由几个产业部门组成的主导产业群，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

导产业部门是不同的；随着经济成长阶段的更迭，主导产业也呈现序列的变化，经济发展不断向前推

进。主导产业部门可以包括某些基础产业部门，也可以包括某些非基础产业；主导产业可以包括某些高

新技术产业，也可以包括某些 “适度技术” 产业。一般来说，主导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不同层次的优势产业是不同的。只有那些运到消费市场其完全换算费用 （包括产品的生产费用、流通费

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资金占用量的利息额之和）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城市的产品，并在质量上、

数量上、价格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才可作为城市的优势产品，其产业才是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作为一个城市国民经济的核心，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带动作用。在经济运行和产业建设

中，主导产业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和自身固有的特点，使它在一个城市中往往率先进入技术创新和制

度创新，比其他产业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主导产业由于其处于生产联系链条中的关键

环节，在一个城市的产业建设中，对其他产业部门具有很强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技术联系，其发展往往

能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主导产业的这种作用可以称之为产业的连锁效应。这一效应通常分为

三种类型：一种是向前连锁效应，指某一产业的发展诱导出新产业的崛起；一种是向后连锁效应，它表

明一个产业的发展对为其自身投入生产资料的各部门的影响；再一种是横向连锁效应，指一个产业的发

展对其所在的地区经济结构和发展的影响。

一个城市的主导产业也是确立该城市的产业结构依据之一。一个城市选准了主导产业并估算出其发

展的规模和速度，就可以相应地确定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为主导

产业提供产量服务的产业；第二层面是对主导产业的产品或者是利用其制造出来的废水、废渣、废气进

行初加工、再加工、深度加工及其他由主导产业而衍生出来的诸产业；第三层面是为当地居民提供一般

５２第一篇 大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对广州产业发展的启示



日常消费品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优势产品、主导产业并不一定只有一个，很可能是两个或两

个以上，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产业进行排序，确立一个先后顺序，这样有利于实现整个城市产业结构的

优化。

透过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数个

主导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带动起来的。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从国际范围内来看，有代表性的主要是

芬兰、日本、韩国等。它们都是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在一定时期内重点树立和发展主导产业，

从而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

二战后，日本运用适当的城市产业政策和积极的协调措施，以电力工业、石油加工工业、石化工

业、钢铁工业、造船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业、高技术产业等为主导产业群，在不同的时期采用不同

的主导产业，并使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从日本走过的工业化道路看，遵循了城市

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走过的是一条 “轻工业化 重工业化 高加工度化 高附加值化” 的产业结构不

断演化的过程。日本城市主导产业的发展替换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演进。日本为促进城市经

济的恢复发展，确立了以钢铁工业、造船业、电力工业、石油工业为主导产业，而到经济有了一定发展

基础后，又以汽车工业、家用电器业、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实现了主导产业的替代，为日本城市经

济实力的增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国内市场形势的

变化，日本的城市主导产业部门经历了近三四十年的发展，开始进入衰退期。为此日本提出了调整城市

产业结构的设想：减少资源能源高消耗型工业，集中发展耗能少、知识密集的产业。在此基础上，确立

了以微电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机械电子装置产业等节能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２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

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与确立和各个城市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产业政策及资源条件有

关。同时，在确定支柱产业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本国国情，从城市的实际出发，根据其自身经济特点和

产业发展的一般趋势，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和分析。既要充分估价城市在短期或中期内所具备

的相对优势，又要正视在全球市场中具有竞争力所需的条件；既要以城市的优势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

又要以资源、区位、人才等各种因素为条件，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正确选择，同时还要参考一些选择

基准，如要求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基准、关联度基准、过密环境基准和劳动内容基准，以及短替代

弹性基准、增长后劲基准和瓶颈效应基准等。因此，对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应遵循下列原则：

第一，从市场需求前景的角度来判定，城市的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市场扩张能力和较高的需求弹

性，其发展速度快于其他产业。通常人们用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来反映某一产业产品的市场前景。所谓需

求收入弹性系数是指人们对某一产业产品的需求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相关关系。按此角度，需

要选择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大于１的产业，把主要大类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最高或较高的产业

作为城市主导产业，才能使其具有较强的市场扩张能力，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趋

于合理，使经济增长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二，城市主导产业要有利于扩大就业，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进行，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源源不断的新一代的劳动力大军需要安置，另一方面仍然有大量下

岗人员的存在。这些已成为我们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应考虑这个因素，

使主导产业具有较强的就业容量或能带动其他产业解决和缓解就业矛盾。

第三，城市主导产业应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和较好的长期预期效果。产业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产业

之间的带动作用反映在产业的前后向联系上，是以产业关联度来表示其大小的。所谓产业关联度，是指

不同产业之间技术结构和产品的需求结构的扩散程度和相互依存、相互推动的程度。在经济发展中，一

个产业部门的前后向联系效应越大，其引致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的能力就越强，其发展的机遇就越多，条

件就越充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就可以取得较好的长期预期效果。

第四，从区域比较优势角度看，城市主导产业要有较强的 “动态比较综合优势”。由于不同城市的

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城市在一定技术管理条件下的比较优势产业也各不相

同。根据李斯特的 “动态生产费用说” 及 “幼小产业保护说” 理论，按照地区优势产业导向理论，动态

比较综合优势可作为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所谓 “动态比较综合优势基准” 就是要从现实的地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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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优势产业出发，按照全国产业地区专业化分工的基本格局，结合本地区产业技术的进步程度及其相关

的产业潜在能力，来综合选出符合社会需求导向原则，能取得相对比较利益的地区主导产业。动态比较

综合优势基准是产业比较利益优势、产业比较生产规模优势和产业比较生产率优势的有机结合，既能保

证地区优势产业的充分发挥，又能保证各地区互相依赖，共同促进全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创新是其主导产业发展的动力，

是支柱产业具有活力的来源，它能够促进资源在主导产业部门有效积累，促进这些部门的高速发展。但

有时比例失衡的高速增长，又会导致 “结构瓶颈” 的需求效应。因此，应通过产业间内生的关联扩散效

应以逐步宽化，来带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主导产业的

选择首先是 “市场选择”。它有两个基本作用：一是市场竞争的作用。市场竞争使某一产品最终成为主

导产品，使生产该产品的企业成了主导企业，使产业形成了主导部门，实现优胜劣汰。二是市场规则的

作用。市场经济下形成一整套共同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行为契约化、最大化、产权独立、自由转

让等原则。公平竞争使资源实现了有效配置，在企业间自由流动。

选择合适的城市主导产业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较高，完全换算费用低

于全国平均产品和产业的很多，但在本城市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比如交通、水、电、能源、基础设

施、土地资源等，这些产业不可能同时发展，这时就应该根据 “两利取其大” 的类比原则，优中取优，

选择那些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城市水平相差幅度较大的优势产品、优势产业，作为本市主导产业；另

一种情况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城市，可能有许多产品和产业的经济效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则应根据

“两害取其小” 的类比原理，劣中择优，选择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城市水平相对差幅较小的产业作为

优势产业。

３城市主导产业的培植

城市主导产业在产业发展中处于技术领先的地位，代表着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或趋势，我们选择好

了主导产业，就要想方设法培植它，因此，政府在一定时期对主导产业应采取必要的倾斜政策。当然，

政府无需以过强的倾斜政策来扶持和培植主导产业，而且过度的保护反而会导致城市主导产业的低效运

行，缺乏国际竞争力。国家对城市主导产业的培植，主要应当体现在改善主导产业部门和企业的外部环

境上，同时辅之以适度的财政支持政策，概言之，政府对城市主导产业的培植政策应考虑如下方面：

第一，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对主导产业进行必要的财政支持；依据财税体制改革的总方向，适时制定

有利于主导产业发展和促进规模经济形成的税收政策；在开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根据实际需要，将

主导产业的部分产品作为幼稚工业品，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第二，制定各项法律、法规，鼓励适度竞争，防止和反对过度垄断，促进有利于城市主导产业发展

的竞争秩序的形成，包括：支持城市主导产业的大型化，形成有效的经济规模；支持企业尽快形成技术

开发能力、市场开拓能力。

第三，为加快城市主导产业的成长和更好地发挥其扩散效应，其资金筹资的各种形式和手段，都可

以在政策上给予优先考虑。其政策要点可以有：少数骨干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在条件具备时，经批准可

以建立财务公司；经过国家计划部门和证券管理部门的批准，可以发行有价证券，国家在年度股票和债

券发行额上可予以优先考虑。

第四，制定有利于城市主导产业技术升级换代的进口管理政策。一方面引进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技

术改造、消化吸收，逐步提高城市基础工艺、基础材料的技术水平，最终促进主导产业的开发、创新和

带动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根据城市主导产业的某些薄弱环节和未来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外

的先进技术，高起点地发展主导产业。

三、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

（一）产业结构概况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产业结构的优劣在城市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城市经济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所谓产业

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的产业组成和各个产业的比重、地位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业结构包括三个方面的

含义：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量化的比例关系；产业的素质 （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产业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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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区域） 分布。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产业结构也是动态变化的。体现一个城市的性质、反映该

城市主要职能的是这个城市的基础产业。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产业以后，就要有与之配套的工业、服务性

工业等围绕城市基础产业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这就是城市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学领域中，关于经济

增长的方式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新古典的传统观点；另一种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即经济增长除了劳

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要素的影响之外，产业结构的转变是一个重要方面。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着密切联系：一方面，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的状况不同；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

转变，特别是在非均衡的条件下，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

１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经验

战后西方各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显著特征是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和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都

有下降的趋势，第三产业的产值与劳动力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三产业的高度繁荣是城市产业结构的鲜明

特点 （见表１ １６）。

表１ １６ 世界主要城市劳动力构成 （％）

产 业
纽 约 伦 敦 东 京 柏 林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６１年 １９７１年 １９８１年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３年

第一产业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２ ０２ ２１ ０６ ０５ ０３ ０６ ０５

第二产业 ３９５ ２９ ２１８ ３８９ ３３１ ２２４ ４８１ ３１８ ２８９ ４３４ ３７９ ３５８

第三产业 ６０３ ７０９ ７８ ６０８ ６６７ ７５４ ５４８ ６７６ ７０６ ５６３ ６１５ ６３７

资料来源：张耀光大连市建设国际性城市问题探讨。

一般国际性大城市的第三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要占到７０％左右。以亚洲为例，第三产业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香港为７１％，新加坡为７４％，东京为７０％。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和国民生产总值所

占的比重甚至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不仅一、二、三产业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各个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也有一

定的规律性。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变化：①以一般日常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

发展阶段；②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③以新兴技术为主的信息化工业阶段。可以看

出，工业朝着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方向发展。高加工化意味着工业加工深度不断变化，意味着

加工组装工业大大快于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高附加值则意味着高加工化带来的工业增加值的提高；而高

技术化则是指建立在现代高新技术基础上的产业的迅速发展，主要是指在城市工业中，新兴工业和高技

术工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基础工业比重逐年下降，在第三产业内部，分别为以商业、交通、仓储部门

为主的阶段和以金融、旅游为主的阶段。

从城市经济学角度来看，城市产业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移出产业，以城市外部需求为对

象。它们所从事的生产在城市空间进行，而其商品和服务是在城市以外的国内或国际市场出售，所以能

给城市带来可观的收入。另一种是本地产业，就是适应城市内部需求而进行生产的产业，交换仅在城市

内部进行。这两者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比例。从城市发展机制来看，移出产业是保证城市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本地产业则是根据移出产业或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派生出来的。

城市产业的服务化和高级化是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的两种趋势，把握这种趋势，制定适当的产业政

策，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对于城市综合改造和城市现代化有十分重要意义，否则城市就会衰落。

在过去的２０年中，美国由于计算机产业的兴起，加州硅谷从传统经济中心吸收了大量的人口，形成了

包括洛杉矶、凤凰城、拉达斯、福特伍什、亚特兰大和迈阿密等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阳光带城市

（ＳｕｎｂｅｌｔＣｉｔｉｅｓ），替代了以波士顿、纽约、芝加哥、费城等以制造业为传统的霜冻带城市 （Ｆｒｏｓｔｂｅｌｔ
Ｃｉｔｉｅｓ） 的中心地位。如何处理好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在空间秩序的关系，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学习

的过程，从发达国家及条件相近的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汲取经验与教训，然后再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

定出切实可行的城市产业发展方针。

法国洛林地区过去是以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当面对传统产业衰退的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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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制定了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内容的高起点转型目标。历经３０年的时间，洛林从一个以煤炭、钢铁

等传统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复合技术产业为主，环境优美的新兴工业区。他

们的主要做法是：①发展新产业。目前洛林地区的计算机、激光、电子、生物制药、核电等新技术产业

已成为当地新兴主导产业；汽车工业已成为支柱产业，主要为欧洲和北美的汽车公司提供配件。②应用

高新技术改革传统产业。主要是对钢铁、机械、化工、电厂等进行技术改造，使其生产过程实现自动

化，产品向高附加值发展。如钢铁公司主要是发展市场短缺的汽车板材、镀锌板等，使钢铁工业的附加

值提高一倍以上；电厂采用了脱硫装置，既可以利用洗煤剩下的煤泥发电，又不产生污染，属世界先进

水平。③坚决放弃那些成本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如煤炭虽是资源，但因井深开采吨

煤成本高于世界市场煤炭价格３４５法郎，因此采取了逐步放弃的政策，煤炭产量从转型前的１４７０万吨

减少到４７６万吨，从业人员也从２４万人减少到９７４３人，规划到２００５年煤矿将全部关闭。尽管铁矿

资源丰富，但钢铁工业由于成本高，吨钢销价比进口高４５７法郎，采矿、炼铁、炼钢企业已全部关闭。

美国休斯敦也是成功优化产业结构的城市之一。休斯敦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是一个以石油开采业

为主的城市，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整个石油开采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休斯敦的政府对此采取的对策

不是放弃石油开采业，而是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了该产业链，加速了石油科研的开发，从而也带动了与之

联系的机械、水泥、电力、钢铁、造纸、粮食、交通运输等多种产业的发展。另外，随着休斯敦成为国

家的宇航中心，带动了１３００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使休斯敦成为当时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城市的

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城市产业结构的改善主要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技术要素在总资源中所占比重

越高，其结构效应就越高，经济效益就越显著。经济增长方式从低效益的粗放型向高效益的集约型转

变，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结构效应的发挥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２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调整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是我国许多城市加快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

缚，一些城市政府和领导忽视了调整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陷入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之中，以至于一些城市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产业结构未能实现优化，总体效益并不高。在我国城市

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问题日益突出。

（１） 各城市产业严重雷同，重复建设盛行，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区域城市之间恶性竞争，城市建设

千城一面。各城市不论南北，也不论各自的优劣如何，行业的构成普遍都有电子通讯、设备制造、化学

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等行业。不少城市之间可以说只有经济规模的差别，在产业结构上却极其相似 （见表

１ １７）。有的城市间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达到０８～０９。城市产业结构之间的巨大相似性制约了城市

间的经济联系，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另外，大企业分工不合理，集中度低；小企业分散，重复生产，

能力过剩。我国机械工业前１０位企业集中度为４８％，而美国、日本则为５０％～６０％；汽车工业，中

国前三位企业的集中度为３３６％，美国为９０％。

表１ １７ 全国十大城市工业支柱产业情况表

城市 第二产业支柱产业

深圳 计算机及软件、通信、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机电一体化、视听、轻工、能源

哈尔滨 机械 （含汽车）、电子、仪器、医药、化工

大连 机械、电子、石化、医药、汽车及零部件、冶金、建材

杭州 大型设备及成套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家电、电子通信设备、精细化工和医药、化纤

广州 大型设备及成套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家电、电子通信设备

天津 机械 （汽车、机械装备）、电子 （通信设备计算机）、化工 （石化、海洋化工、精细化工）、冶金

北京 汽车、电子、机械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冶金、轻工、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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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第二产业支柱产业

上海
汽车、通信设备制造业、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制造业、家电、石化及精细化工、钢铁、集成电

路与计算机、现代生物技术及新医药、新材料

南京 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家电、汽车摩托车、石化及精细化工、建筑建材

西安 汽车、电子、轻工、电力机械制造业、制冷设备制造业

（２） 城市设施不足且差距过大 （见表１ １８）。

表１ １８ 基础设施竞争力情况表

排名 城市
基础设施

竞争力

城市对外

设施指数

城市对内基本

设施指数

城市技术性

设施指数

城市文化

设施指数

城市卫生

设施指数

１ 深圳 １２７
深圳

１３４
东莞

１４６
上海

２１５
北京

３５７
北京

１８０

２ 上海 １２６
广州

１０７
珠海

０８４
广州

１３１
上海

１２３
上海

１６４

３ 北京 ０８９
上海

１０３
苏州

０４３
北京

０８７
广州

０４９
杭州

１６１

４ 广州 ０８３
重庆

０７２
上海

０４２
天津

０６８
武汉

０１５
哈尔滨

１０８

５ 东莞 ０３８
东莞

０４３
广州

０４０
南京

０４９
南昌

－００６
天津

０８７

６ 南京 ０２９
成都

０３７
宁波

０３８
青岛

０３７
南京

－００９
西安

０６１

７ 天津 ００４
大连

０３５
杭州

０２７
深圳

０３３
重庆

－０１９
重庆

０５６

８ 宁波 ００３
南京

０３１
厦门

０２５
大连

０２８
天津

－０１２
武汉

０２６

９ 珠海 ０００
武汉

００２
南京

０２５
重庆

００５
杭州

－０１２
广州

００９

１０ 大连 ０００
青岛

００１
北京

０１９
武汉

００３
哈尔滨

－０１８
成都

－００２

１１ 重庆 －００２
宁波

００１
深圳

０１３
西安

－００５
石家庄

－０２１
南京

－００６

１２ 杭州 －００２
天津

－０１１
天津

００７
厦门

－００９
成都

－０２４
大连

－０１６

１３ 厦门 －０２０
无锡

－０２３
大连

００６
成都

－０１１
深圳

－０２７
南昌

－０３６

１４ 无锡 －０２１
西安

－０２４
温州

００３
宁波

－０１７
东莞

－０２７
青岛

－０４９

１５ 武汉 －０２３
珠海

－０２８
青岛

－０１４
无锡

－０３８
西安

－０２７
福州

－０５２

１６ 青岛 －０２６
苏州

－０２８
福州

－０２０
石家庄

－０３８
大连

－０３０
石家庄

－０５９

１７ 福州 －０２７
北京

－０４３
无锡

－０３３
福州

－０４５
厦门

－０３３
深圳

－０６４

１８ 温州 －０３９
福州

－０４５
武汉

－０４７
哈尔滨

－０４５
福州

－０３４
宁波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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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城市
基础设施

竞争力

城市对外

设施指数

城市对内基本

设施指数

城市技术性

设施指数

城市文化

设施指数

城市卫生

设施指数

１９ 成都 －０４０
温州

－０４７
石家庄

－０４９
苏州

－０５０
无锡

－０３７
温州

－０７５

２０ 苏州 －０４３
杭州

－０５０
南昌

－０４９
南昌

－０６０
青岛

－０４０
无锡

－０７８

２１ 哈尔滨 －０５８
厦门

－０５３
成都

－０５４
温州

－０７６
宁波

－０４０
东莞

－０８１

２２ 南昌 －０６６
哈尔滨

－０５３
哈尔滨

－０７７
杭州

－０７８
苏州

－０４２
苏州

－０８３

２３ 西安 －０６６
石家庄

－０８１
重庆

－０８３
珠海

－０７９
温州

－０４６
厦门

－０８４

２４ 石家庄 －０６８
南昌

－０８１
西安

－０９１
东莞

－１０５
珠海

－０４９
珠海

－０９８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的 《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３） 以投资和引进设备为主，热衷于外延型增长。投资中硬件比例过高，厂房、设备、人员成本过

高，而技术开发或新产品的资金却没有；技术未被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企业的创建，从而失去了

获得先进技术的机会，失去了获取高附加值的机会；结构重型化、高级化、设备先进化趋向明显，导致

投资规模过大，往往会造成浪费。

（４） 主导产业优势发挥不明显。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向工业化过渡初期，都采

用了 “主导产业部门”（ＬｅａｄｉｎｇＳｅｃｔｏｒｓ） 战略，大多取得了成功，比如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城市主导

产业效果不明显。

（５）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性矛盾突出。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仅相当

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和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本已严

峻的就业形势。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更应体现在质的提高上。多数发达的沿海城市

的第三产业仍以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餐饮、仓储为主。不要说以信息产业为主，就是以金

融业和服务业为主要部门的城市都极少。第三产业只能依赖于当地经济，处于自我服务的层次上。

３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

鉴于以上城市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必须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实现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加速工业化进程，以信息产业为主导，跨越重化工业阶段，向高加工化和高附加值化迈进，从而保持城

市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１） 结合地区特点，发挥地区优势，选择不同产业发展战略，避免产业雷同现象，实现资源配置的

最优化，形成合理的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和优势互补的大、中、小城镇规模体

系，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并把优先发展大城市的高科技产业放在城市工作的中心，从而促进整个

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城市质量的提高。

（２） 城市产业关联度的提升。城市产业与产业间要形成产业链，相关程度要高，不应是互相孤立没

有联系的。城市产业的联系越紧密就越有效率。提高城市产业关联度一般要研究城市的性质和功能，要

准确确定城市的主导产业，由主导产业再派生其他的产业、相关的产业。有这样一个顺序说法：主导产

业 支柱产业 配套产业 服务产业。也有这样的提法：基础产业 非基础产业。基础产业和为基础产

业服务的非基础产业是相辅相成的，关联度越高，效益越好。如果产业之间不相干，产业不是和本市的

产业而是和很远的其他城市的产业相关，那么运输成本就大大增加，管理也不便。

（３） 增强城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研究产业结构调整时，一定要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即城市的

发展与城市资源一定要适应。

（４） 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吸收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用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改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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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产业，从而赋予传统产业新的活力。

（５） 协同整合地区规划，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各城市间要加强合作与分工，都要发展自己具有相对

优势的产业，调整各自产业结构，逐步形成各自产业优势，加强城市间的 “横向” 的经济联系，从宏观

上根除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部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

额。压缩低档品的生产，重点扶持技术含量高的优势品牌产品，树立自己的名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立足国际市场。集中有限资源，着重发展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具有先导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电子信

息、生物工程等产业的协调发展，发挥后发优势，建立与世界水平接近的高新技术产业化体系。

（６） 协同整合产业优势，培养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要在规范市场体系和促进竞争的基础

上，建立资源配置效率高、市场反应灵敏的企业组织，从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

（７） 强化城市连绵带的驱动效应，促进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

以上海、苏州、昆山等地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连绵带，已成为中国的计算

机及设备最大的生产基地。沿沪杭高速公路，ＩＢＭ、明基等跨国公司和众多的配套商组成了一个非常完

整的计算机产业链条，产业聚集和城市优势互补作用非常显著。体现在金融和工业中心、研发和制造中

心、产地和市场，以及产品上、下游之间的互补，使毗邻的城市在更大区域内组成一个产业联动整体，

产生了１＋１＞２的合力效应，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的经济发展，很值得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借鉴、学习。

城市之间的合作发展优势互补，可以扬长避短，把各自的城市定位在其比较优势上体现出来。城市

连绵带不仅促进了连绵带城市纵深的发展，也辐射到了整个区域乃至全国产业体系，不断推出新产品、

新技术、新工艺、新体制，在不断创造新的市场、新的组织观念、新的管理体制等方面做出新贡献。

（二）产业组织的合理化

１优化产业组织的理论认识

所谓产业组织是指资源在产业内的配置构成及其关联性，旨在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产业组织理

论由三个基本范畴构成，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作用的，构成

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框架。

产业组织学指出了优化产业组织的基本点：一是在产业内形成有效的竞争环境，用竞争的压力提高

企业的效益，从而提高产业的整体效益；二是充分利用 “规模经济”，建立社会化的大批量生产体系，

从而提高产业的整体效益。产业组织合理化是指产业内形成有效的竞争环境，在保持市场机制下的竞争

活力的同时，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建立社会化的大批量生产体系，从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产业

组织合理化的核心是要防止垄断，保持市场机制下的竞争活力，达到竞争效益与规模效益的协调。

规模经济是指生产要素在一定的经济实体上量的聚集程度所导致的运行效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规模

上能使单位成本最低、收益最好。

规模经济遵循的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即企业的规模与企业利润率间存在着非常确定的正相关关

系。但是规模过大也容易导致垄断，垄断会阻碍要素随市场供求变化而合理移动，垄断利益也会削弱企

业竞争的动力和压力，缺乏创新和效率，阻碍技术进步，侵害消费者利益。垄断过高，削弱竞争力，导

致垄断与竞争相矛盾，这就是著名的 “马歇尔冲突”。政府直接经营的煤气、电气、自来水、公交、通

讯、教育、卫生等都存在着 “马歇尔冲突”。这就要求在经营过程中注重有效竞争。而规模的缩小虽然

可以提高竞争的活力，但也随之减少了规模经济性，所以要在规模效益与有效竞争之间找一个两全其美

的平衡点。

有的学者认为产业组织是否合理，可由以下几个指标来衡量：①企业规模是否经济。即产业内各企

业的生产规模是否达到了最有效利用规模经济的程度。②企业规模结构是否合理。企业规模是指不同规

模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合理的产业组织要求各种不同规模企业之间保持密切的生产联

系和合理的比例关系。③资源的流动是否顺畅。市场需求和技术的变化以及不同企业竞争力强弱的差

别，决定了资源在产业间即产业内部企业间不断流动和重组。④产业市场竞争秩序是否有效。盲目的无

序和过度竞争会损害社会生产的整体经济效益。⑤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和程度。

２我国城市产业组织存在的问题

（１） 市场集中度过低，企业规模偏小。市场集中度是指某一特定市场中少数几个最大厂商 （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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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４位、前５位或前８位） 所占有的市场份额。

由表１ １９可以看出，我国企业最大４家市场集中度超过５０％的产业数明显偏小，只有１１个，按

比重计，只相当于日本的４２６％和美国的４６６％。从具体的例子看，如轴承产业的ＣＲ６指标，我国为

３４％，而美国为５０％；再如汽车行业，我国ＣＲ７指标为３５６９６，而美国则高达９４６％。同国外比较，

我国主要城市产业企业市场集中度都偏低 （见表１ ２０）。

表１ １９ 中日美产业集中度比较

集中度 （％）

日 本 美 国 中 国

１９６３：４级分类 １９６３：４级分类 １９８５：４级分类

前四家集中度产业数 （比

重％）

前四家集中度产业数 （比

重％）

前四家集中度产业数 （比

重％）

８０～１００ ４６（９０） ２７（６５） ３（３５７）

９０～７９ ２１（４１） １８（４３） １（１１９）

６０～６９ ２９（５７） ２９（７０） ２（２３８）

５０～５９ ６１（１１９） ４３（１０３） ５（５９５）

４０～４９ ５６（１０９） ４９（１１７） ４（４７６）

３０～３９ ６３（１２３） ８０（１９２） ６（７２４）

２０～２９ ７９（１５４） ８１（１９４） １７（２０２４）

０～１９ １５７（３０３） ９０（２１６） ４６（５４７６）

合 计 ５１２（１００） ４１７（１００） ８４（１００）

表１ ２０ 我国部分产业企业１９９６年市场集中度 （％）（按消费额）

产 业 ＣＲ１ ＣＲ２ ＣＲ３ ＣＲ４ ＣＲ５

煤 炭 ２９４ ５７３ ８４７ １０８９ １１２２

原 油 ３６２８ ５５４５ ６６１５ ７１２０ ７６２５

钢 铁 ６６２ １２５２ １８２０ ２２３２ ２４５９

电 力 １３３７ ２４２８ ３４５４ ４４６８ ５０１７

石油加工 １０５１ １８８５ ２６５９ ３３７８ ４０３６

化 工 ４３５ ７５６ ９９２ １１６７ １３２１

纺 织 ０２０ ０４１ ０５９ ０７７ ０９４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同类产品重复厂点多。如汽车生产，从国外经验看，汽车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

要达到年产量３０万辆以上，才能取得规模效益，而我国年产量大于１０万辆的只有两家。再如电冰箱生

产，按要求合理经济批量应为２０万台，我国现有的２００家生产企业中，真正达到经济规模的只有４家。

目前，我国６５％以上的企业没有达到规模生产的要求，企业生产设备通用化、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

生产效率长期低下，一直处于高成本、低收益的状态，造成能源、原材料等的严重浪费，极大地阻碍了

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城市竞争力的增强。

一般而言，企业在市场经营实践中主要应考虑如下因素来决定其规模：①大量采购形成的采购费用

及采购成本的降低。②产品生产线的 “经济性”，即把需要连续加工的生产过程统一在一个企业内，就

可获得这个生产过程所带来的节约。③各种产品和服务对销售渠道的 “共享”，能够带来销售费用的节

约。④管理等间接费用的节约。⑤技术进步的速度与研究工作的效率。⑥国际国内市场的容量等。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形成一定生产规模，企业的劳动力、生产资料达到一定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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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单位投资才能获得最佳的产出率，单位成本费用也才能够降到最低水平，即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国外企业在市场机制中，由于追求超额利润的动力和在竞争中求生存、发展的压力下，自动地追求企业

规模。而我国许多城市里的企业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竞争压力小，兼并、破产的危险也少，根本不去

考虑生产规模、经济效益问题。这就使众多中小企业在地区壁垒、行政保护下，追求自身的短期、局部

利益，在低水平下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很难形成合理分散度下的有效规模经济，严重浪费了资源和生

产能力，经济效率低下，生产率水平不高，对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不是起推动作用而是起阻碍作用。

（２） 竞争过度与竞争不足并存，缺乏有效竞争。所谓有效竞争，是指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又不因具

有过大的盲目性而造成社会资源的过度浪费。在我国各个城市电视机、洗衣机、ＶＣＤ、汽车等行业都

有，产品过剩，经济效益低。

（３） 行政垄断倾向突出，导致城市产业市场竞争秩序混乱。行政垄断较之市场垄断而言，对市场经

济发展的威胁更为严重。各级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通过人为设置多种市场进入壁垒和资源输出壁垒等途

径，阻碍资源的合理流动，使资源的自由流动被限定在有限的空间内，从而以牺牲总体效率来获取自身

效益。

（４） 在市场绩效方面，产业利润低，利润率在产业之间不均衡，利润分配不合理，经济效益低。许

多城市在地方利益的驱使下，只顾盲目上项目，不进行可行性分析，不讲求经济效益，很多企业匆匆上

马，又很快停产，经济损失大。由于企业留利不足，无力安排新产品开发与技术改造投资经费，产业技

术进步的动力不足；资产存量难以调整，企业组织调整缺乏外部市场环境条件，重组困难。

３实现我国城市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措施

（１） 按市场规律和经济实体的内在要求，组建与壮大企业集团。企业集团是以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为

核心，以产权为纽带把众多的相关企业联结在一起的多层次的经济联合体。它在提高规模效益和专业化

协作水平、改善企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加快新技术和新

产品的开发、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２） 促进企业兼并、转产和破产，实现有效竞争。企业兼并是企业扩张、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优化

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美国自上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起，至今已出现了五次企业兼

并的浪潮。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美国企业兼并的情况如表１ ２１所示。

表１ ２１ 美国资产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采掘和加工工业大公司兼并情况

兼并类型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８

公司数 资产 （百万美元） 公司数 资产 （百万美元） 公司数 资产 （百万美元）

横向兼并 １３ ３７７ １３ ３２５ １４ ５２２

纵向兼并 １６ ６２２ １３ ３９９ １７ ９１１

混合兼并 ６２ １７９９ ７５ ３３７６ １６ｌ １１１８３

合计 ９１ ２７９８ １０１ ４１００ １９２ １２６１６

由表１ ２１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兼并的规模越来越大。通过兼并，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力，实现规模

经济，增强了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在战后高速增长期，也出现了大规模企业兼并，通过兼并，资本集中

到实力雄厚的大公司，钢铁、汽车、电子等行业一批支柱产业崛起，极大地增强了日本城市的产业竞争

力。

对规模不经济、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的小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转

让等办法，由优势企业对其进行改组，以优化资产存量结构。对 “全能型” 的小企业，通过产品结构调

整，使其成为小而精、小而专、小而特的小企业，使其能跟本城市的一些大企业协作配套，与大企业建

立稳定的经济联系。对于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可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以优质产品作为龙头，组成企

业集团。对产品没有销路、严重污染、资不抵债的小企业，要坚决依法破产。

（３） 建立大中小企业间稳定有序的协同与竞争关系。产业组织政策在促进企业规模扩张的同时，还

应促进大中小企业之间在合理分工基础上的相互协作，实现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零部件或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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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下包制，即在大企业周围聚集一批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将大中小企业间直接面对面的恶性竞

争，变为企业间比较稳定有序的协同与竞争关系。在实行规模经济的同时，通过企业间专业化协作的改

组，妥善处理好城市产业的合理布局问题，则以重复建设为特征的过度竞争现象必然大大减少，有利于

企业间有效竞争的实现。

（４）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合理规范的竞争秩序，是产业组织合理化的表现，也是提高产业素质，促

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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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

一、科技进步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

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化，受着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社会最终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

能源及其开发利用的状况以及国际交换的发展，等等。其中科技进步和社会需求则是两个最关键的因

素。科技进步是生产发展的巨大杠杆，也是促成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因素。

（一）技术关联是产业关联的核心因素

在国民经济的大体系中，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以它们的产品供给社会，满足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需

要。本部门在生产产品时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则靠其他部门供应。但依靠哪些部门供给

哪些生产资料，供给何种质量、数量和性能的生产资料，则是由它所应用的生产技术体系来决定的。比

如，当铁路运输部门采用蒸汽机车技术体系时，它就需要煤炭部门供应煤炭；而当技术进步使铁路运输

部门使用内燃机车时，它就需要石油来启动火车头了。这样，铁路运输部门是同煤炭部门还是同石油部

门发生联系完全是由铁路运输部门的技术体系决定的。所以，“使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发生联系的内在因

素是技术。换句话说，不同产业部门的内在关联要因是它们之间的技术联系”。（李京文：《科技富国

论》）

上述技术关联又可表现为前向关联或前向波及和后向关联或后向波及。

如果生产部门Ａ所应用的技术体系是靠生产部门Ｂ提供原材料的，当生产部门Ｂ的技术体系发生

变化，如由于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使其所提供的原材料的性能、种类等发生了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

下，就会使生产部门Ａ，即接受原材料部门的生产技术体系进行相应的改变。由于接受了性能更好、价

格更低的原材料，生产部门Ａ就可能用更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供应社会，并使其在整个

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提高。这就是前向关联或前向波及。

如晶体管的出现使电子工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有的专家已经预言，纳米技术的开发将在１０年内

造就世界第二大制造业，仅次于计算机芯片制造业。石油精炼技术的发展所提供的大量的廉价优质液体

燃料，大大促进了汽车、航空等以液体燃料提供内燃机动力的运输机械产业的发展。高分子化学合成技

术的发展则使纺织工业的原料由天然纤维转向化学合成纤维，从而使纺织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大大下

降。化工原料也从煤化工转向石油化工。石油化工技术的前向波及，几乎使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后向关联或后向波及是指某一产业部门的生产技术体系由于科技进步而发生变化后，反过来要求向

其供应原材料的产业部门也发生相应的生产技术体系的变化，以使所供应的原材料的性能、品种适应它

的要求。比如，航空技术的发展要求原材料生产部门提供高强度、耐高温、耐腐蚀、质量轻的结构材

料，因此，为适应这种需要，钢铁工业就必须创造新技术或新工艺以冶炼高强度、耐高温、耐腐蚀、质

量轻的合金钢，并从工艺上要求钢的内在质量提高，减少夹杂物等。与此同时，许多新型的复合材料、

高强塑料、有色金属材料等作为钢铁的替代材料应运而生。

（二）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对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一批新的产业群，大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

率，使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科技进步促使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形成

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一方面原有产业和产业部门分解，某些产品或原有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随着

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社会需求的扩大而分离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又促进

新的生产部门的形成。这是因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发明和利用，扩大了社会

分工的范围，创造了生产活动的新领域，形成了原来没有的新的生产门类和生产部门。在第一次产业革

命时期，由于发明了纺纱机和蒸汽机，不仅使纺织工业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而且由此带动了冶金、采



掘、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一大批新的产业部门建立起来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由工

场手工业时代向机器大工业时代转变。以能源革命为首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照明、动力等工业产生了

突破性飞跃，引发了电机电器产业、通信产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的诞生，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变。石油

化学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石油作为能源得以普遍应用，从而使汽车产业、飞机产业、精细化工产业等一

系列新兴产业得以诞生，产业结构再次发生巨变。而以微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光学技术、新材料技

术等高技术为基础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又导致了电子计算机工业、核能及核工业、电视工业、航天工业

等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兴起，传播媒介也随之发生了巨变。电子革命使许多生产部门的生产控制技术、信

息处理技术等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科学技术革命使得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改造日益加速。科技进步促使科学 技术 生产的周期日益缩

短，新产品和新部门不断涌现，产品更新速度加快，因而使得产业结构处于不断改革和迅速变动之中。

据计算，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的时间越来越短，在１８世纪为１００年，１９世纪

为５０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７年，近些年来在微型计算机等领域仅隔６个月就有新一代产品问世。

由于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缩短，新产业创立和形成的过程加速，使原有产业的改组和改造也加

快了。

科技进步在加速产业结构改造的同时也促进了劳动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

动者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机械化初期阶段，两者之比为９∶１；在半机械化半自动化阶段两者之比

为６∶４；在自动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１∶９。

２科学技术进步使原有产业和产业部门得到改造，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大变革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便有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来改造原有产业，提高其技术水平，

改变其生产面貌，促进原有生产部门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并提高产品质量，甚至创造出全新的产品。科学

技术进步使整个产业结构建立在新的技术基础之上，并且具有了新的内容。以农业为例，应用遗传工程

技术，通过切割和重组植物遗传密码，可以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植物品种，提高作物固氮能力和

光合效率，这对解决能源危机、降低农业成本、缩短农作物生长周期、提高产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

３科技进步刺激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科技进步对需求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和最基本的，

因为没有社会需求的产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但是，需求结构却受到科学技术进步的制约。即使有科学

合理的需求，只要技术上还不可能制造出产品以满足这种需求，新的产业就不可能出现。然而技术上一

旦有了重大突破，就会极大地刺激新的需求，推动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例如，石油精炼技术和高分子

化学合成技术的发明，使得能源工业和化学工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石油需求量大增，几乎改变

了整个世界的需求结构，进而使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因此，在需求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前，必须

先有某些技术突破或革命。没有技术进步做先导，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将是缓慢的渐变。因此，

需求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１） 技术进步使产品成本下降，市场扩大，需求随之发生变化。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１９４５
年诞生的，是一台重２８吨，体积为８５立方米，占地１７０平方米，由１８０００个真空管组成，耗电１５０千

瓦的庞然大物，运算速度只有５０００次／秒。由于成本高、操作复杂、性能差，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仍仅限于特殊领域，需求量很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材料技术

的突破使得电子计算机的成本急速下降，以平均每５～７年运算速度提高１０倍，体积减少１０倍，价格

下降１０倍的步伐向前发展，性价比迅速提高。电子计算机产业获得飞速发展，不仅其本身作为一个新

兴产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定比例，而且带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使许多传统产业技术获得改造和

提高。这种情况称为技术进步的波及效应，即一个部门技术进步的结果成为其他部门技术进步的起点。

（２） 技术进步使资源消耗强度下降，可替代资源增加，改变了需求结构，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

化。

（３） 技术进步使消费品升级换代，改变需求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变化。消费品是最终产品，如果它

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必将对产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家庭最典型的耐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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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是所谓 “老三件”，即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收入的增加和技术的引进，

家庭耐用消费品升级到 “新三件”，即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目前，录像机、电脑和摄像机将逐渐

进入家庭。这样就使家用电器产业获得极大的发展。

４科技进步使劳动在产业结构中的分配发生变化

科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发生转移，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越

快，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就越快。

５科技进步使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发展

所谓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即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

越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高级化或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①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应当是农业所占比重最小，工业比重较高，服务业比重最高，且其中信息业

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②基础结构极为发达，通讯业的发展更快。③产业部门的自动化程度高。④在

国际贸易中，技术贸易所占的比重显著增长。⑤在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越来越大。

６科技进步改变国际竞争格局，促进产业结构变化

在当今技术发达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再也不能靠资源优势来维持了，必须更多地依靠科

技进步来增强竞争力。科技进步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特别是对外贸易占国民生

产总值比重较大的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和美国在汽车和半导体工业上竞争力消长的历程。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工业已经极为发达，代表着世界汽车工业的最高水平。但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以后，日本先是在钢铁工业上加大投入，革新技术，使钢铁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使汽车工

业的成本随之大大下降，再加上节能技术的应用，使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为增强。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取代了美国 “汽车王国” 的地位，１９９０年日本汽车产量达到１３４９万辆的高峰。

汽车工业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并且日本汽车像潮水般涌入美国和欧洲市场。后来由于美国加大了科研

投入，情况又发生了逆转，美国重新夺回了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的竞争优势。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

速度超过了日本，因此导致整体竞争力上升。

二、高技术产业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要使产业结构正常发挥转换器的功能，它就应能够迅速接纳新技术的诞生并形成新的产业，使得在

产业结构中新兴产业的比例迅速上升，从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

就是现在要讨论的关于高技术产业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

１科学技术的神力

《中共中央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写下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产生技术，技术推动科学，科学

技术进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大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把资源转换成现实的经济

实力。

根据统计和测算，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初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５％～
２０％；２０世纪中叶上升到５０％左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升到６０％～８０％。技术进步的贡献已明显超过

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据经济学家约翰·肯德罗克在１９８０年 “美国竞争力大会” 上所作的数量分析，在

１９２９～１９７８年的５０年中，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有４０％是由于技术创新获得的，有１２％是由于劳动力素

质的提高获得的，即共有５２％是由于技术进步获得的。这些数字明确地说明，科技进步在人类的经济

发展中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科学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类。基础研究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物质结构、

各种基本的运动形态和运动规律为己任的，它不着眼于当前的应用。但是，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常常带

来生产的革命性变化。例如，１８９４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在实验室里发现了放射性现象，１９０５年美国

的爱因斯坦又发现了质量与能量的转换关系，正因为有了这些基础研究的重大发现，才导致了１９４５年

的原子弹爆炸和其后的原子能发电及原子能产业。又如１８９６年汤姆逊发现了电子，１９００年普朗克又提

出了量子学说，这样才导致了１９４８年晶体管的发明和今天的集成电路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整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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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产业的发展。所以，基础研究是科学的前沿，其作用不可估量。

应用研究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某一门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拓宽应用的领域

和利用基础科学的新发现来创造新的生产力，合理使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等等。

应用研究也要由基本规律出发，只有认识了规律才能更好地应用它来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技术开发

是从事生产的技术改造、工艺革新、产品更新，等等，是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应用研究和技

术开发的成果不断地推动生产的进步，使生产过程更合理、效率更高、产品更新、成本更低。应用研究

和技术开发受到社会需求的强烈推动。

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表现为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人类对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将在深度和广度上有革命性的增强，从而将满足世界范围内大量后起现代国家日

益增长的对资源的迫切需要。科技革命则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条件。落后国家 （地区） 通过

采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实行最新的生产方式，将可能在短时期内赶超先进国家。“科学技术是人类普遍

适用的，是无国界的。因而科技革命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一次新的科技革命必定导致全球范围内大量

新兴现代国家的出现。” 上述关系可用表１ ２２来表示。

表１ ２２ 全球化发展史与科技革命发展史呈同步性关系

全球化发展史 科技革命发展史

分期 １４９２年至１８世纪７０年代，全球化第一阶段，

全球化体系处于萌芽状态
１４９２～１７６５年商业革命和手工工场时代，科技

革命酝酿时期

标志 １５１５年至１５１７年荷兰革命 １４９２年地理大发现

进展

葡萄牙、西班牙首次建立全球性世界帝国；荷

兰、英国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现代国家处于

形成之中

西欧手工工场殖民商业贸易大发展，进行工业



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分期 １８世纪７０年代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全球化第二

阶段，全球化体系逐步发展 １７６５～１８７０年，第一次工业革命

标志 １７７５年的美国独立战争；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 １７６４年珍妮纺机发明；１７６５年瓦特蒸汽机发明

进展

英法两国成为现代国家；亚洲及非洲最后被卷

入全球化体系；英国主导推进世界帝国形式的全

球化

能源上由煤炭代替植物燃料；动力上由蒸汽机

代替了人畜力；以火车、汽船代替马车、帆船进

行运输；


使用机械体系进行生产和控制

分期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球化第三

阶段，全球化体系初步形成 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第二次工业革命

标志 １８６１年俄国农奴制改革，１８６６年意大利统一，

１８７１年日本明治维新 １８７０年内燃机发明

进展

全球化的动力基础扩大至整个西欧及北美、日

本；前苏联及美国为首的西方继续推进世界帝国

式的全球化；西欧、北美内部显示出世界联合式

全球化和趋向

能源上由石油代替了煤炭；动力由内燃机代替

蒸汽机；在通讯和运输上出现电报、电话、汽车、

飞机等；



电力技术及电子技术兴起

分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全球化进入第四阶段，预

计将在２２世纪上叶最终完成 １９７１年以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发展

标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亚洲 “四小龙” 崛起；１９７８年

中国改革；１９８９年东欧剧变；１９９１年前苏联解体 １９７１年霍夫发明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单芯片微机

进展

（预测）

全球化动力基础将扩至整个欧洲及整个北美，

以及 整 个 东 亚 地 区；俄 国、东 欧、中 国、东 盟、

墨西哥成为新起现代国家；欧洲、北美、东亚内

部实现一体化；以东亚为主导的世界联合式全球

化开始，２２世纪上叶全球化将最终完成

海洋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将代替石油；

出现新型动力；大规模使用光纤通讯、卫星传输

等新型传输方式；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控制和生

产；农业产实现在物化、工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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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高技术层出不穷

基于科学的发现创造而产生的技术，叫高技术。“高技术不是一个单项技术，高技术是科学、技术、

工程最前沿的新技术群。在这个技术群里，各种技术相互有影响、相互有促进，相互有补充。”

高技术的 “高” 体现在六个方面。即：“高效益、高智力、高投入、高竞争、高风险、高势能。” 高

风险是因为 “高技术企业不可能建一个成功一个，在国外，高技术企业的经营中一般有１／３是成功的，

１／３会失败，另外１／３可能运转一段后被人吞并”；高势能是指总体上来说，高科技对国家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和整个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有着很高的态势和潜在的

能量。目前公认的高技术领域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或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

术、信息技术等。

生物技术被认为是２１世纪技术的核心。它的标志技术有两项：一项是基因工程，另一项是蛋白质

工程。生物技术不仅对农业，对医药，而且对环境保护和能源等方面都有很大意义。

新材料技术是高技术的基础，其标志技术也有两项。一项是材料设计或分子设计，现在可以根据需

要来设计新材料，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根据材料设计产品；另一项标志技术是超导材料技术。当前材料科

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有智能材料、仿生和生物功能材料、表面涂层材料、高强轻质复合材料和纳米材料等

等。这些材料将来都会有广泛的应用。另外很多学者在研究室温超导材料，一旦有所突破，将会对电

力、交通、传感、电脑等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新能源技术是高技术的支柱，它的两项标志技术是核聚变和太阳能。人们希望到２１世纪中叶，聚

变能和太阳能可以成为人类的主要能源。

航天或空间技术的两项标志技术是航天飞机和永久太空站。

海洋工程技术的标志技术是深海挖掘和海水淡化。海洋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７０％，是个远未充

分开发的宝库。我国海洋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１／２，即约４８０万平方公里，７０多亿亩。深入研究海洋

生物、海洋地质、海洋温度和流速、海洋的形成和消失、海洋与大气的相互作用、海水侵蚀、海水潮汐

等，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信息技术被认为是高技术的先导。智能计算机、智能机器人是其标志技术。运用信息技术能实现工

业自动化、金融自动化、办公自动化、服务自动化，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观念和行

为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但能提高社会运行的速度和效益，同时也能改变人们的时空观念。信息技

术还将进一步发展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移动化、个性化。

３高技术迅速产业化，产业结构升级

一方面是高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则是高技术迅速形成产业。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得以快速

增长，而传统产业则趋向相对萎缩。

人类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以及蓬勃兴起的高新技术，最终都应该转化成商品，以满足

社会成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种转化就是高技术的产业化。

为了促进高技术的产业化，世界上普遍采用建立科技中心的办法。这些科技中心的功能和形式不尽

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科技成果的迅速产业化。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四种科技中心：①工业区，是许

多规模不大的研究和生产机构进行共同开发和生产的地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典范是美国的硅谷。美

国的许多高技术产品皆发端于此。②科学城，是围绕着新建或新迁移的研究中心建造的有条不紊的社

区。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不过，比筑波科学城更成功的当属日本近年来建造的关西科学城。位于东京

和大阪之间高度都市化地区的该科学城由政府研究所、商业厂家以及大专院校组成，这些机构在许多相

关和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领域中非常活跃。③技术园区，区内实行各种鼓励措施，如减税、低地租以及利

用公共资金建立基础设施等，从而吸引着著名的大公司以及有发展前途的较小公司云集于此。这些技术

园区通过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以及连带推动当地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④日本

的科学中心计划，是日本通产省于１９６２年首次提出来的，是迄今为止抱负最大和最罕见的科技中心计

划。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新型生产中心系统，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新竞争力差的落后

工业设备，进而迎接２１世纪新市场的到来。

发达国家建立的科技中心是自立型的，因为它们自己拥有雄厚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中国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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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上述条件，往往主要采取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办法进行研究与开发，所以它们大多建立引

进型的科技中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以及出于自身产业结

构调整与升级的需要，加速兴建科学工业园区。如中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韩国的大德科学城，

新加坡的肯特岗科技公园，印度的班加罗尔科学城，等等。这些科技园区成了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产业的

先驱地带，对加快这些国家传统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起了先导与催化的作用。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科学城在带动广州科技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科技中心一般都采取以下措施：①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吸引科技人才，科技中心的地址都要设在

科技、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邻近或处于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密集之地。这样便可以以高科技为依托，

以研究机构为后盾，实现教育、科研与生产三结合。同时还要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环境。

②多渠道筹集研究与开发资金，一般由政府投资与风险资本两部分组成。③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群，为使

科技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窗口，需要对欲进入中心的企业进行严格筛选。进入中心

的企业必须具有设计技术密集产品的能力，拥有最新开发成果或竞争力强的技术密集产品，拥有现代实

验仪器设备，以便进行技术研究与开发。这些拥有高技术产品的企业同在一个科技中心，优势互补，组

成一个高技术企业群。④制订奖励研究与开发的优惠政策，设立科技中心的当地政府除需设立专门的管

理机构和提供资金外，还需制订有关条例，以便在企业注册、税收政策、土地使用、能源供应、贷款发

放、产品销售、许可证制度、人员流动以及原材料、零部件、设备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等方面，给予进

入中心的企业以种种优惠。⑤提供便捷的交通与良好的信息网络系统，以保障进入中心的企业能够及时

传递资料、数据和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高技术必须形成产业，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般形成有九大产业：①生物工程产

业：包括微生物、酶、细胞和基因四大工程，转基因动植物，药物疫苗，生物芯片，生物计算机等产

业。②生物医药产业：包括与新材料相结合，有效替换和重建的各种人工脏器以及各种诊断仪器等。③
光电子信息产业：通过光纤、铜柱电缆、卫星组成的网络电脑，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加以互联，

交互进行数据、语言、图像的传输，对各种工作进行实时调控，还可以进行商谈、讨论、贸易、点播节

目、远距离对弈，等等。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和微软公司准备建造空中高速公路。摩托罗拉公司准备发射

６６颗近地卫星来传输覆盖全球的移动电话网，而微软公司则打算用８４０颗卫星来覆盖地球，形成一个

宽带的网，也就是空中的信息高速公路。④智能机械产业：它是传统的替代人类体力劳动的各种机械工

具与微电子、光电子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产业。⑤软件产业：包括数据库、信息库的建

立，系统软件、智能软件、各类专家系统的开发等。⑥超导体产业：超导电机、超导输电、超导输能、

超导磁悬浮列车、超导计算机、超导电子器件的研制，将改变现有的强电、弱电、微电、光电等整个技

术格局。⑦太阳能产业：研制生产各种太阳能跟踪、捕获、转换、传输和存贮装置。⑧空间产业：提供

卫星发射、载荷搭载、太空旅行及空间商业服务，及利用微重力、超净等太空特殊环境，进行科学试验

和高精尖产品的生产，或在地球外开拓新疆域，在外星球采掘新资源。⑨海洋产业。

高技术的运用使得第二产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所占份额上升，并

使第二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转化，最后走向知识技术密集型。１９９４年世界制造业中，

电工机械产品、运输设备、非电力机械等３个主要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

３１％。１９９４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２０％以上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原西德和英国。

１９９３年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产品３０％以上的国家有美国、日本、英国和爱尔兰，占２０％的国家

有美国、日本、英国、爱尔兰、法国、原西德、荷兰和瑞典，详见表１ ２３。

表１ ２３ １９７０年、１９９４年高技术产业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份额 （％）

出口 增加值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４

北美

加拿大 ９０ １３４ １０２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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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出口 增加值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０ １９９４

美国 ２５９ ３７３ １８２ ２４２

太平洋地区

澳大利亚 ２８ １０３ ８９ １２６

日本 ２０２ ３６７ １６４ ２２２

新西兰 ０７ ４６ — ５４

欧洲

奥地利 １１４ １８４ — —

比利时 ７２ １０９ — —

丹麦 １１９ １８１ ９３ １３４

芬兰 ３２ １６４ ５９ １４３

法国 １４０ ２４２ １２８ １８７

原西德 １５８ ２１４ １５３ ２０１

希腊 ２４ ５６ — —

爱尔兰 １１７ ４３６ — —

意大利 １２７ １５３ １３３ １２９

荷兰 １６０ ２２９ １５１ １６８

挪威 ４７ １１０７ ６６ ９４

西班牙 ６１ １４３ — １３７

瑞典 １２０ ２１９ １２８ １７７

英国 １７１ ３２６ １６４ ２２２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观察家》。

随着高技术产业逐步壮大，未来劳动生产率将会更快地提高。表１ ２４是下世纪可能得到应用的高

技术领域。

表１ ２４ 未来科技展望

领 域 目前开发水平 （以实用化为１００） 实用化年份

新材料

精细陶瓷

高温超导线材

陶瓷气体透平发动机

新型玻璃

３０
４０
１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半导体
光集成电路

光导体超栅极元件
１０
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金属材料

吸氢合金

非晶质合金

磁性材料

１０
６０
６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有机材料

有机光线型电子元件

光化学空穴燃料存储器

分子器件

热可塑分子离合体

２０
３０
１０
３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４０
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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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域 目前开发水平 （以实用化为１００） 实用化年份

复合材料

高性能碳纤维增强塑料

高性能金属系列复合材料

高性能陶瓷复合材料

高性能碳复合材料

５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０
２０５０
２０１０

信息电子

微电子

超级存储器

超导元件

超级智能芯片

自增殖芯片

５
１０
５
５

２０３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５０

光电子

太位光元件

太位光通信元件

光计算机元件

１０
１０
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生物电子
生物传感器

生物计算机
５０～６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信息设备
超并行计算机

神经计算机
２０
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３０

软件

自动翻译系统

人工仿真系统

自增值数据系统

１５
２０
１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能 源

能源供应

太阳能发电

小型安全轻小反应堆

燃料电池

高速增殖反应堆

核聚变反应堆

６０
１０
５０
６０
２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５

２１世纪下半叶

能源效应
高效热泵

超导电子储存设施
８５
３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２０

资料来源：余亮 《全球化的发展与科技革命》。

三、高技术产业决定国家和地区的未来命运

冷战结束以后，综合国力的较量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主要方面。在综合国力中，经济、科技和教育

又是三项主要指标。

世界各国都把科技发展列入国家战略。虽然在目标、优先顺序的考虑上各有特点，但有几点则是共

同的。第一，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不仅国家拨出巨款，而且鼓励企业投入巨资。第二，加强科技的宏

观管理。成立以总统或其他政要为首的专门机构，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科技发展。美国一向以 “自由

企业制度” 自傲，却也一改不干预政策的作用，积极介入高科技发展计划。第三，加强人才的培养。

四、主要国家的科技开发政策和重要举措

（一）美国

１主要文件

反映美国科技政策的主要文件有：①《促进美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技 术—增 强 经 济 实 力 的 新 方 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ｅｗ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Ｂｕｉ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这是克林顿

上台后于１９９２年２月提交的报告。②《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３年１１月。③《保证美国强盛的技术政策》（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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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ｍｅｒｉｃａ），美国竞争力政策委员会关键技术分委员会对美国应实行的国家技术战略提出了系

统的建议。④《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５日由美

国国家科技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说明技术在美国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美国面临的挑战和技术政策的

目标。

２美国科技政策的目标：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在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１９９３年２月的报告中提出了对国家技术政策的构想。技术政策是美国

政府长期经济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克林顿在报告中概述了保证美国下一个世纪仍保持全球技术领先地

位的措施。

３利用科学技术优势改善美国的竞争地位

美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取得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计算机、电视、电话、网络等技术的融合，

以及通信技术的 “数字革命” 和 “无线革命”，正在美国掀起利用信息技术的新浪潮。美国可望在信息

和通信领域抢先创建新的支柱产业，从而在这个领域遥遥领先。美国之所以能在１９９４年以后重新夺回

曾被日本占据的世界竞争力排行第一的桂冠，应归功于技术政策的有效执行。

４把建设 “信息高速公路” 作为技术发展的重点

克林顿的两个总统报告和国家科技委员会的报告都强调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要求国家实验

室和其 他 技 术 设 施 要 为 工 业 服 务。其 中 又 特 别 重 视 国 家 信 息 基 础 设 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ＩＩ） 的发展。

５重视关键技术的选择

关键技术是根据一定的目标和选择标准优选出来的。美国的关键技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联邦政

府的国家关键技术，由白宫科技办公室筛选决定；另一部分是政府部门的关键技术，如商务部和国防部

的关键技术。这些关键技术都是对美国国家经济和 （或） 国防安全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 （见表１ ２５）。

表１－２５ 美国各种关键技术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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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美国科技政策近年来发生的转变

①从军需主导向民用主导转变；②从强调企业自由竞争向政府干预转变；③从注重基础研究向加强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转变。

国家科学基金会 （ＮＳＦ） 和国家卫生研究所 （ＮＩＨ） 是美国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一改过去对纯基础研究提供资助而不考虑其商业化前景的做法，在１９９２年９月成立了基金

评审委员会，以 “扩充基金会的业务范围，加强对产业界和政府其他机构的联系”。制订了有利于满足

工业界需要的新计划，尤其是加强对工业研究与技术的资助。在评价基金资助标准时必须考虑是否与美

国正在丧失竞争优势的那些技术领域的关键性技术有关以及是否与美国的工业竞争力有关。

（二）日本

日本不仅有明确的产业政策，而且制订了详尽的科技政策，是世界上走 “技术兴国” 道路最成功的

典型。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明治维新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日本用了７０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从战败国跃居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只用了４０年的时间。日本又在 “技术立国” 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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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 的口号。技术进步已经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现在又要靠技术优势，使日本

成为科技大国、生活大国，还要成为政治大国。

１在日本的经济奇迹中，科技进步的作用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国外大量引进技术，并在消化、吸收和改造之后应用于产业。例如，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日本从欧洲引进氧气顶吹炼钢技术，并加以改造、发展，使日本到６０年代就成为钢铁生产

技术的先进国，钢的年产量曾达１亿吨。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造船、汽车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日本

引进美国的半导体技术，使得自己在电子工业和先进半导体工业方面成了美国最大的挑战者，而且许多

技术的水平还超过了美国。具体说来，科技发展对日本经济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贡献：①科技发展支持了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的迅速产业化使日本经济增长率在西方大国中稳坐头把交

椅，直到９０年代初，“泡沫经济” 破灭，情况才有所改变。从战后到１９７３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高

达９８％，比美、英、原西德和法国分别高５９、６１、３４和４３个百分点；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８６年，西

方经济陷入滞胀，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虽也有所下降，但仍高达３８％，比美、英、原西德和法国分别

高出１３、１４、１２、１８个百分点。同时，据ＯＥＣＤ分析，１９６０～１９８６年期间，日本的技术进步对经

济的贡献明显高于其他西方国家。②日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居西方国家之首，由此大大提高了日本的产

业竞争力，例如，１９５０～１９８１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１４倍，英国为１７倍，日本

则提高了近２０倍。③日本的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最高，在１９６５年时，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制成品出口中

所占的比重仅为８１％，远低于同期美国１８％和原西德１９２％的水平。但到了１９８１年，日本所占比重

就跃居首位，为１５４％，美国和原西德则分别降到１３４％和１３９％。日本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惊人增长

无疑得益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④日本工业生产每

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最低，以能源为例，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发表的数据表明，日本每百万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换算成石油为１５８吨，英国为４５２吨，法国为２０６吨，原西德为２７０吨，美

国为３８１吨，韩国为４８６吨，印度为７２２吨，中国为１９１３吨。日本单位产值能耗仅为中国的１／１２，大

大低于美欧各国。⑤科技发展对推动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曾是公害严重的国家，但７０年代

以后，日本大力发展环保技术与节能技术，有效地抑制了公害和环境污染。日本开发的排烟脱硫、排烟

脱硝技术装置以及减少汽车排气的技术装置都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现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

的新产业 环保产业。主要产品有：有利于减轻环境负担的装置，如废热发电等节能装置、以天然气

作燃料的低公害车等；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的材料或燃料，如代替氟里昂的材料、生物分解性塑料等；

有助于环境保护的装置，如废物处理回收装置、环境监测装置等。

２形势变化，赶超战略的缺陷显露

赶超战略虽然省钱高效，但对于培养和形成具有跨学科研究能力的攻克科技难关的科技队伍却是不

利的。纵然日本在电子和新材料方面的某些技术已经领先于美国，但原技术并非已出，所以近年来领先

优势又被美国重新夺了回去。二是长期以来日本在技术发展上偏重于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研究。据日本

官方机构分析，日本的研究开发长期偏重于产业技术与应用，其基础科学和基础技术储备只相当于美国

的１?５，综合技术实力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３从 “技术立国” 到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

为了适应形势变化，为了未来的科技发展，日本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的 “技术立国” 口号改为

“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增加了 “科学” 和 “创造” 的内容。更重视基础研究，更重视独立创造精神。

科技会议是首相科技咨询机构，由首相亲任主席，极具权威性，它定期公布科技政策大纲。科技会

议于１９９２年４月提出新的 “科技政策大纲”，新大纲确定了今后日本的科技发展总体战略，将对２１世

纪日本科技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从新大纲可以看出，日本的科技战略将会作一些调整：

（１） 强调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在能源和环保技术领域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日本的能源、环保技

术本来就居世界领先地位，希望依靠原有的技术优势加上雄厚的资金，使环保与能源技术在２１世纪成

为出口导向型的关键技术产业。加强基础研究，扩大知识储备；使政府科研投资占ＧＮＰ的１％，与其

他发达国家持平；振兴地方科技，新大纲对地区科技振兴工作极为重视，以图培育一个能够自行发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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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面对世界竞争的强大的地区科技；从中小企业中寻找技术种子使其形成新产业。“东北智力王国

构想” 是由日本东北地区７个县联合倡导的东北地区开发战略构想，目标是使整个东北地区到２１世纪

成为日本智力 （研究开发） 和产业开发的国际据点。在这里，将形成未来型产业社会，由此创造一个人

类与自然、产业与生活、文化与理想协调发展的地区社会。

（２） 发展那些能创造安定而富足的社会生活的科学技术。日本政府决意不仅要当 “经济大国”、“科

技大国”，而且还要成为国民综合生活水平赶上欧美的 “生活大国”。到２０２０年为止，在日本最重要的

１２项尖端技术当中，有关环境、医疗保障等社会领域的项目就占了一半。

（３） 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首先是在环境能源技术开发等具有优势的领域开展合作。其次是在高

新技术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４选出２１世纪关键技术及竞争优势领域

为了有选择地开发新技术，制订日本面向２１世纪的关键技术发展战略，确定竞争优势领域，日本

经济企划厅专门设立２０１０年技术预测会，选择了９大类共１００项将对２１世纪日本产业和经济产生较大

影响的关键技术进行了预测，同时分析这些技术达到实用化的时间，见表１ ２６。

表１ ２６ 日本的重大技术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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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９大类技术中，以信息技术和电子技术支撑的信息产业在２０００年时发展成为巨型产业，产值可

达１４０万亿日元，占日本ＧＮＰ的２０７％。日本在微电子、光电子、生物电子、信息处理系统和软件方

面，有１４项关键技术陆续实现产业化，此外，在新材料、生命科学、能源技术、通信技术、自动化技

术、环境技术、交通运输技术方面都选择了关键技术。

（三）欧洲联盟

欧洲各国早就认识到统一是振兴欧洲的战略目标所在，科技是振兴欧洲的重要手段。德国前外长根

舍说：“欧洲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其研究开发和工业能力才能在新技术领域与美日相抗衡，也只有作为

一个整体才能为这些新技术创造一个规模足够大的、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内部市场。” 欧洲的科技合

作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欧洲原子能联营，后来有钢铁、航空航天等技术领域的合作。“空中客车”

飞机和阿丽亚娜火箭就是合作研究开发的结晶，这两种 “产品” 可以同美国的波音飞机和商用火箭竞

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欧洲同美国的技术差距扩大以及日本咄咄逼人的挑战使得欧洲科技合作的迫

切性进一步增强，因而在欧共体 （现在的欧盟） 内实施了一系列研究开发专项计划，如先进信息技术研

究战略计划、先进通信技术研究计划等，及一项综合性 “框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计划等。还有前法国总

统密特朗于１９８５年首倡的尤里卡计划 （超出欧共体成员国范围），其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欧洲工业竞争

力，其执行效果颇受好评。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的五年内，在尤里卡计划名下的技术研究开发项目有数百个，

经费共７６亿欧洲货币单位，分属医学与生物技术、通信与信息技术、能源和环境技术、新材料、激光

技术、机器人与自动化、交通运输等领域。

为迎接美国和日本高科技迅速发展带来的挑战，欧盟国家近年来积极采取措施发展高科技，以保持

其在某些领域的优势，适应新的全球科技产业化的浪潮。具体特点是：

（１） 实施第四个框架计划，加速科技产业化。框架计划是西欧建立科技联盟后实施的最重要的综合

计划，并为西欧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该经费总额为１３１亿欧元，占欧盟成员国研究开

发经费总额的４％。该计划要实现三大总体目标：第一，加强欧洲工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战略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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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高技术领域的技术基础。第二，为增强欧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力促进应用基础技术的发展。通

过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和大学的合作，使欧洲整体能力足以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抗衡。第三，为加强欧盟

科技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作出必要的贡献，各项成果要直接为未来欧洲的一体化服务。

表１ ２７为欧洲共同体的重点技术项目。此外还有运输政策研究；社会经济研究项目，如社会一体

化问题、教育与培训问题、科学和技术政策选择评估、国际合作、技术转移以及研究合作与培训，等

等。

表１－２７ 欧共体的重点技术项目

（２） 批准德洛尔白皮书，强调依靠研究与技术开发来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在欧共

体的最高级会议上，１２个成员国的首脑批准了由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起草的白皮书，题为 《增长、

竞争力和就业：２１世纪的挑战和前进之路》，通称德洛尔白皮书。白皮书强调 “研究与技术开发”

（ＲＴＤ） 对振兴西欧经济的重要性，它为欧共体重新加速经济增长、加强竞争力和增加就业机会做出了

贡献。

白皮书指出了欧洲在研究和工业基础方面存在许多弱点：

一是研究与开发经费少于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例如，欧共体１９９１年的研究与技术发展投资总共

约为１０４０亿欧元，而美国为１２４０亿欧元，日本为７７０亿欧元。这些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

例，欧共体为２％，美国为２８％，日本为３％。同时，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和他

们占劳动人口的比例，欧洲也比美国日本少得多。欧、美、日分别为６３万、９５万和４５万人，在每千

名劳动人口中各有４人、８人和９人，欧洲显然居劣势。各国研究与开发经费的情况如表１ ２８、表１
２９、表１ ３０所示。

表１ ２８ 西方七国研究与开发 （Ｒ＆Ｄ）经费

国家 年份 Ｒ＆Ｄ经费

总额 （美元）
Ｒ＆Ｄ经费

年增长率 （％）
Ｒ＆Ｄ经费占国民

生产总值 （ＧＮＰ）的比例 （％）
Ｒ＆Ｄ经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比例 （％）

加拿大 １９９１ ９７１４ １４３

美国 １９９１ １５０８００ ３０ ２８２

德国 １９９０ ７０４５５ ５５ ２９０ ２９３

法国 １９９１ １６２６００ ５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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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年份 Ｒ＆Ｄ经费

总额 （美元）
Ｒ＆Ｄ经费

年增长率 （％）
Ｒ＆Ｄ经费占国民

生产总值 （ＧＮＰ）的比例 （％）
Ｒ＆Ｄ经费占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比例 （％）

意大利 １９９１ １７２００８９００ １６４ １０２ １２１

英国 １９９０ １２１３６５１ ５４ ２２１

日本 １９９０ １３０７８３００ １０７ ２９９ ３０７

表１ ２９ 西方七国与开发经费按来源分类 （％）

国家 年份 政府 工业界 国外资助 其他

加拿大 １９９１ ４４６ ４１７ ９４ ４３

美国 １９９１ ４３２ ５１９ ４９

德国 １９９０ ３４２ ６３８ １４ ０６

法国 １９９１ ４９３ ６７

意大利 １９９１ ５０ ４６ ４

英国 １９９０ ３５８ ４９４ １１５ ３３

日本 １９９０ １４７ ８２０ ０１ ３２

表１ ３０ １９９２年世界各地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国内总开支、国内生产总值

以及用于研究与开发的国内总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国家或地区名称
用于研究与开发的

国内总开支 （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 （美元）

用于研究与开发和总开支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

欧洲联盟 １１７６７ ６０７９０ １９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５４７ ２３３０ ２３

中区和东区国家 ２８９ １８８０ １５

以色列 １２４ ６４０ １９

独联体国家 ４１３ ４９６０ ０９

美国 １６７０１ ５９５３０ ２８

加拿大 ８１３ ５３７０ １５

拉丁美洲 ３９３ １０６３０ ０４

北非 ７２ １６００ ０４

中东和近东 ３１１ ５９８０ ０５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１０９ ２４５０ ０４

日本 ６８３１ ２４３７０ ２８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１０７３ ８２４０ １３

中国 ２２２４ ３１５５０ ０７

印度 ７１０ ９４００ ０８

远东其他国家 ６９ ９８２０ ０１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４１２ ３４１０ １２

世界总计 ４２８５８ ２４２９５０ １８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６年世界科学报告

二是缺乏协调。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和商业利益的能力低于美日。

白皮书认为，下一个世纪全世界的最大需求是能源、环境保护和食品。因此，能对恢复增长做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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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贡献的新需求，在环境技术、卫生保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方面表现最为明显。

（３） 发布欧盟工业竞争力政策文件，靠新技术进入新时代。１９９４年６月欧盟发表了一份题为 《欧

盟的一项工业竞争力政策》 的综合性文件，肯定了德洛尔白皮书的主要思路。文件提出了一项依靠可持

续发展及生物技术、环境技术、先进能源和运输系统、信息和通信技术使欧盟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计划。

这些技术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该政策文件认为，如要使欧盟在高技术工业方面变得有竞争

力，就必须优先采取以下四项措施：对研究、劳动力培训和环境质量进行 “无形投资”；发展新的工业

合作模式；促进在欧盟内部和在国际上进行公平竞争；使公共部门现代化。

（４） 欧洲大国各显神通。欧盟成员国除了实施共同的科技政策外，各国还根据各自的国情和优势，

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

１德国

德国是一个长期重视科技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的国家。

１９９３年，研究技术部公布了德国研究技术政策大纲。该文件指出，要维持德国的科技地位，提高

技术竞争力，必须创造有助于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基础环境；加速研究成果向市场产品的转化；大力支持

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并提供技术帮助；加强科技界、工业界和政府的联系，等等。

德国的科技政策中有两点颇有特色。第一，加强高技术开发，更新传统产业。德国政府把８０％的

工业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化学、钢铁、建筑与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精密机械和光学仪器等领域，也特

别重视传统产业的改造，用高技术改造和更新传统产业。第二，开发 “２１世纪的技术”。

２英国

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曾经是 “世界工厂”，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强国称雄世界几百年，近代逐

渐衰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撒切尔夫人当政之时就已经认识到，落后的原因在于，注重了科学研究，忽

视了工程技术研究，尤其是没有解决好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问题。英国素有 “科学家的摇篮” 之称，小

小英伦岛在科学发明上却是人才辈出，但在应用研究和制造技术上不仅远逊于美国，也落后于日本和德

国。

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６日，前科学大臣沃尔德格雷夫主持发表了题为 《运用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

术战略》 的白皮书，阐明科技发展新战略：继续保持和发展英国杰出的科学技术能力；在科学、工程和

工业界之间建立更良好的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掘英国的科技潜力，为英国经济服务，为国家创造财

富，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做出贡献。其中有两点很突出：一是政府在做科技经费预算时，“要在科学家

受好奇心驱使的研究和国家引导的研究之间进行平衡”；二是调整研究生培养制度，只有少数硕士学位

获得者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要注重博士生的职业技能训练，使他们毕业后可顺利进入工业界供职，对

将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博士生要精心培养。

（四）发展中国家 以韩国为例

韩国是由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相当发达的国家的代表，从１９６０年人均８０美元发展到１９９６年超过

人均一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的成员。韩国是依靠科技进步

来达到经济高度发达的典型，在亚洲是日本之外的另一个 “科技立国” 的成功例子。如今韩国的半导体

芯片技术仅次于美、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在计算机、汽车、通信、材料、电子等高技术领域也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产品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到美、日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韩国在以科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制订远景规划等方面可以说是始终如一，

坚持不懈，不管政权如何更迭，初衷不改，几十年如一日。

１尊重科学，上下一致

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被写进宪法。韩国还成立了直属总统的最高审议机构 技术振兴扩

大会议。该会议由总统直接主持，参加者包括各政党、立法部门、产业界、科技界、金融界、舆论界的

主要负责人。会议不仅要规定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要落实有关科技事业的租税、资金、人员、科

研方面的支援和优惠措施，解决科技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韩国也非常重视科普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技人才和崇尚科技知识的风气。韩国政府规定４月

和４月２１日为韩国的 “科学月” 和 “科学日”，每年都在这期间举办科技知识竞赛、科技展览、专题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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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会等科普教育活动，表彰奖励在科技上和运用科技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这每年一度的活动对强

化全民的科技意识，鼓励全民参与和献身科技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２不惜重金，投资科技

韩国的科技投资逐年大幅度增长。１９６３～１９８７年，韩国的科技投资从９５０万美元增至２３５亿美

元，增加了２４０多倍。科技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１９６３年０２４％增长到１９８７年的１％左右。

３高级先进国家计划 （Ｇ ７计划）

Ｇ ７计划实际上是韩国的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计划，包括１４个重大方面，上百个重大项目，９００多

项课题。Ｇ ７计划的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先进产品技术的开发，另一部分是应用基础技术的

开发。Ｇ ７计划的目标是，依靠这些领域的研究开发成果武装现有工业，发展新的工业，推出具有竞

争力的新产品。

４韩国科技发展长期规划

１９９４年初，韩国科技部组织由科技部科技发展长期计划制订委员会和２００多位产业界、大学、研

究机构的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人士参加的会议，分为１２个领域由专门编写班子着手制订了这个面向

２０１０年的长期规划。它规定了规划期内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科技投资以及具体领域的任务。

为了保证经济能够健康、持续和高速增长，无论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把

未来的希望寄托科学技术上面，它们各自都制订了面向本国 （地区） 经济发展的科技政策，推动产业结

构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发展经济这个优先目标实现得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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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产业结构的国际化与当代产业政策转型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显著加快，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各国产业发展

的环境。当代产业结构的国际化首先表现在产业结构的演化和升级是在国与国之间相互影响、互为依存

中进行的。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各产业结构体间互动的条件下，一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将对其他

尤其是同区域周边国家的结构演化带来一定影响，反之，他国的政策出台和实施也会对本国的结构调整

和升级带来波及性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当代产业结构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对当代产业政策产

生了重大影响，促使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逐渐转型，由原

来以一国范围为对象的传统产业政策，转型为从全球视角出发的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传统产业政策

小宫隆太郎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

而采取的政策。伊藤元重等人则认为，产业政策是由于竞争性市场存在的缺陷 （即市场的失败），当自

由竞争导致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问题时，为提高本国经济福利水平而实施的政策。一般是以一国产

业为对象，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对全国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配置，

并使资源配置方向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其一般功能是弥补 “市场失灵” 或 “市场缺陷”。

有定位于对市场机制缺陷的后发性间接干预的欧美型产业政策，也有侧重于保护和扶持本国产业发展，

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实现结构的赶超为主要政策目标的日本型产业政策等。但传统产业政策或产业政策

因素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共同特征：

第一，以一国范围的产业为对象，弥补本国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或缺陷。

第二，一国国际经济政策中包含的产业政策因素。当代产业的国际化与过去就存在的产业国际化倾

向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前者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国际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后

者则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即产业国际化倾向早已在此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前就存在。对这

一事实在政策上的反映是在一国以往的国际经济政策中包含着产业政策因素，即一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中

对本国产业成长和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政策措施。例如，对存在马歇尔外部性的幼稚产业实行的直接补贴

措施以降低该产业的平均成本，并成为对外经济政策加以利用时，就成为一国国际经济政策中的产业政

策因素。

二、立足全球视角的新产业政策 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日趋活跃，使整个世界

经济的竞争格局和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赢得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获取最大的国家战略

利益，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立足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产业政策目标和政策体系等，力求从全球范围

内来解决资源在部门间和部门内配置的效率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当代产业政策出现

转型，由以往的传统产业政策转型为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

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

与以往传统产业政策比较，这种新的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至少有三个显著的特征：①政策制定和实

施的主体出现二元化，或是仍由一国独立制定，并以一国产业为主要对象；或是由国际区域内若干国家

经过协调共同制定，以域内各国产业为共同对象 （如欧盟产业政策）。但无论哪一种情况，其政策制定

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

际区域或周边国家。②产业政策的目标是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通过培育产业和企业的世

界级竞争力，在国际化中推进产业和企业的规模化，使本国产业和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占

领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有利位置和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成为全球竞争中的一流经济强国，谋求最大的国



家战略利益。③在政策手段和政策工具的选择上，由于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因而除了财

政、金融手段外，一般还采用法律性手段、诱导性手段等，从横向上为各类企业和产业创造一种公平竞

争的政策环境，从而成为一种 “竞争型” 产业政策，改变了过去传统产业政策通常从纵向上采用行政性

或其他手段，由单一的产业扶持为主的 “倾斜型产业政策” 状况。

１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

第一，国家战略性产业技术政策在新产业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经济竞

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主体，而经济竞争的基础是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为了使本国产业和企业具有

持续的国际竞争力，战略性产业技术政策已被置于新产业政策中最重要的核心地位。例如，美国虽是一

个崇尚所谓自由竞争的国家，而实际上推行了卓有成效的隐蔽的产业政策，其中战略性产业技术政策始

终是其产业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产业技术政策主要围绕掌握核心技术为轴心而展开，作为政府

产业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通常采用一定的政策措施，在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加强在人力资本

投资方面的措施，包括制定吸引全球人才和有效使用各种科技人才的政策；二是政府采用产业发展基金

或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形式及相关政策措施，大幅度提高对前沿性、战略性、原创性尖端技术领域的研

究和开发投资，即对物质资本的投资重心已向高技术领域及产业倾斜；三是政府在促进本国与世界各国

科技人员合作，科研机构及设备、资料等基础设施的流动与信息共享中提供政策支持与协调，以促进研

发活动的国际化和鼓励在本国设立国际性研发机构。

第二，产业技术标准竞争及其国际协调。产业技术标准是产业全球化竞争中的游戏规则之一。在全

球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某国企业或企业群体在控制了某产业的技术标准后，就能在很大程度

上掌握该产业的节奏和发展方向，从而使竞争对手处于动态的劣势之中。从国家战略利益角度来看，产

业标准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因此，产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与协调已成为发达市场经济

国家新产业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发达国家除了通过政策引导、扶持相关产业及同一产业内领

先企业间制定技术标准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首先促其成为国家标准外，又通过与外国政府、企业协

调，采用 “研究开发合作体” 或 “战略联盟” 等方式，促其成为产业国际技术标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则在产业技术引进过程中，由政府采取各种干预手段，使技术引进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并符合国际

技术标准演进的方向。

第三，产业环境标准制定及其国际协调。当今产业发展中的环境因素已成为影响全球和各国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对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和污染者付费原则 （ＰＰＰ） 被广泛认可，已将环境成本

内部化在产品价格之中，而环境标准是影响环境成本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环境标准会影响一国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因此，很多国家已将产业环境标准制定纳入产业政策体系之中，成为 “生态型产业政策”，

环境政策也有越来越服务于产业政策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通过建立产品生产的环境管理体

系等，以及用多种政策工具促使产业按 “绿色化” 要求进行改造。如日本等国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

规，加大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干预力度，以求建立 “循环型经济”；另一方面，政府支持环境标准化制定

和竞争，通过加强与有关国家的环保合作与协调，竭力使本国环境管理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作为典型实

例，英国政府成功地使本国的环境管理标准成为全球标准，即ＩＳ０１４０００标准系列。

第四，产业预警机制与产业安全保护的前置化。在传统产业政策体系中包含着保护性产业政策内

容，通常采用贸易、财税、金融等各种政策工具，保护本国弱势产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 ＷＴＯ
基本规则的要求，不仅这些政策工具和措施随当代产业政策转型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出现了新的内

容。这表现在当今很多国家通过建立产业预警机制和将产业安全保护工作前置化，来夺得在全球竞争中

的先机。①在国内建立进出口商品市场预警机制，监测国内外市场的销售、价格、数量等信息，运用技

术壁垒、绿色壁垒等工具，建立不违反ＷＴＯ规则的保护措施；②利用本国的驻外机构和跨国公司在国

外建立政策预警机制，即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延伸到追踪外国的经贸政策，第一时间把握有关国家和地

区的政策变动，以便迅速进行协调和制定相应对策，使产业安全保护措施前置化。

第五，放松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法的国际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和 ＷＴＯ的产生改变了国际经

济规则的基本格局，使国际经济竞争的重心正在从国家层次转向企业层次，如何扩大本国企业在全球的

市场力量已成为各国政府提高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在当代产业政策的转型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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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部分，即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与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出现了各国政府不断放松反垄断法限

制的趋势和反垄断法的国际合作。前者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动推动企业购并，使全球范围内企业购并和各

种形式的 “市场合作” 方兴未艾；后者则表现在国际范围内存在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竞争政策或反垄断

法，即在某些国际区域一体化组织内或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统一的反垄断法或反垄断法的国际合

作。例如，欧盟的反垄断法、美国与加拿大在１９９５年签署反垄断法合作协议等。作为产业组织政策重

要内容的反垄断法方面的新变化，并不意味着已不再需要和停止反垄断法，而是表明经济全球化使企业

竞争舞台向全球市场转移，反垄断法要完成调整当代国际竞争关系的任务，就必须随着竞争形态的变化

而变化。

此外，新的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还涉及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保证能源安全的国际战略合作方面的政

策协调等。

当今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主出现的产业政策转型，一方面是传统产业政策的延伸，其核心功能仍

然是弥补 “市场缺陷”，所不同的是超越国界，从全球范围来审视和弥补 “市场缺陷”；另一方面也是适

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其传统产业政策进行调整的产物，实质上是在实施面向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产

业政策。

２作为政策的作用对象，当代产业发展出现了新趋向

（１） 产业运行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形成了全

球产业网和国际产业链。并呈现各种表现形态，例如，作为产业经济的两个层面，首先，产业结构在全

球和国际区域范围内演变、调整和升级。越来越多国家的产业结构运行呈二元化、跨国界变动，既有国

内部分，又有延伸到国外的部分。一国的产业结构体系已不纯粹是民族产业，因为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及

产业转移就意味着这部分将构成本国产业结构体系的一个新生部分，从而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格局。其次，产业组织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扩张和活动。例如，伴随当代市场竞

争格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某一产业部门的市场结构和主要厂商间的市场竞争格局不再以一国或一个地

区为限而早已跨越国界，某行业的生产体系被越来越多的国外厂商所突破。因此，衡量全球化条件下某

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时，来自不同国家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格局才是有实际经济意义的。

与全球化浪潮并行不悖的区域化浪潮也在同步发展，使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已呈现出 “板块状” 格

局，在局部区域已形成国际区域经济体和民族国家经济体并存的二元结构。因而在产业运行上，虽然一

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产业结构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

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但作为结构关联机制的国际投资与贸易等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往往使

处在同一国际区域内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连接的关系。因此，产业运行

的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而且在现实中更为直接地体现在国际区域层面上。

产业运行全球化的种种表现形态，引致当代产业政策在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效果波及范围上突破国

界面向全球后，往往首先立足于本区域。例如，欧盟产业政策实践就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现实。

（２） 产业发展的融合化。与此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相联系和作为其物质技术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的新技术革命，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由于高新技术的渗透融

合，促使产业间的延伸融合和产业内部的重组融合，因而出现了产业发展融合化的新趋势。这种产业融

合发展直接促进了产业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产业、新产品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它不仅加

快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而且也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新商机和市场。

面对通过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高竞争力，适应市场新需求这一现实，在当代产业政策转型上也反映

出来。即多数国家已不像以往那样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将政策的着力点仅仅放在扶植、保护某一产业上，

而是重视推动或塑造 “改变影响竞争力的条件” 之类的外部环境上，以适应当代产业的高度分化和高度

整合并存的趋向。

（３） 产业演进的生态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实施，产

业的生态化发展在发达国家中渐成潮流。这一发展趋势不仅使三次产业向绿色化目标演进，而且与环境

保护有机结合。而环境保护是超越国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就能完全实现的。

因此，除了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生态化演进的实现机制外，在转型后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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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增加了这方面的重要内容，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引导绿色需求和绿色消费，以及相关的国际协调

等来加大干预力度，推进产业生态化的步伐。

３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政府的宏观调控理念出现了新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赢得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宏观调控理念，尤其是在制定

产业政策时视野不能仅仅限于本国的市场范围。因为产业运行的全球化和当代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等客观

趋势，使各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其实施结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

应。否则，其政策就有可能因缺乏国际协调而失去效果。之所以要进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基于政策溢

出效应的普遍性而展开的。政策溢出效应是政策外部性的表现，只有通过协调来消除或部分消除政策外

部性给各国产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才能实现互利和获得预期政策效果。因此，从广义上而言，产业

政策的国际性协调是指 “各国充分考虑产业活动的国际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产业政策的过

程”。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既可以在全球层面，也可以在国际区域层面，既可以

是少数国家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监督，也可以是在众多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协调。总之，只有在协调中才能

取得预期政策效果。为此，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理念发生了变化，已从全球视角出发，由过去

主要弥补国内市场经济的局限性转而面向全球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干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合

理配置，在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中展示本国产业的优势和竞争力，以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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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要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一、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可以分为六个 “经济成长阶段”：①传统社会；②为 “起

飞” 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 阶段；④成熟阶段；⑤高额群众消费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这

六个阶段中，最关键的是 “起飞” 和 “追求生活质量” 两个阶段。如何在落后国家的传统社会经济里，

为 “起飞” 准备条件并尽早实现经济 “起飞”，是罗斯托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罗斯托的理论也被

称之为 “起飞” 理论。

一个国家的经济 “起飞” 必须具备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一是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要使生产性投

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１０％以上；二是要 “有一种或多种实质性的制造业部门” 作为 “起飞” 的

主导部门 “发展起来，增长率很高”；三是要建立起一种能保证 “起飞” 的制度，即必须有一种政治、

社会和制度的结构的存在或迅速出现。罗斯托推定了若干国家实现经济 “起飞” 的大致时期：

英国：１７８３～１８０２年 德国：１８５０～１８７３年 法国：１８３０～１８６０年

瑞典：１８６８～１８９０年 比利时：１８３３～１８６０年 日本：１８７８～１９００年

美国：１８４３～１８６０年 俄国：１８９０～１９１４年 加拿大：１８９６～１９１４年；

印度：１９５２～ 阿根廷：１９３５～ 中国：１９５２～
罗斯托认为，“起飞” 的决定性因素是在一个发生扩散效果的环境中引进新的技术，而新的技术又

总被吸收在特定的工业部门。这些特定部门由于采用新技术，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利润和

积累，扩大了对其他部门的产品需求及其所在地区经济的影响，从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主导

部门的作用是通过三个方面的影响来实现的。第一，回顾影响，即主导部门对那些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

部门的影响；第二，旁侧影响，即主导部门对所在地区经济的影响；第三，前瞻影响，即主导部门对新

工业、新技术、新原料、新能源的诱导作用。

罗斯托曾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５种 “主导部门综合体系”：①“起飞” 准备阶段的综合体

系，主要是饮食、烟草、水泥、砖瓦等工业部门；②替代进口商品的消费品制造业综合体系，主要有非

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如纺织工业、轻工业等，这是 “起飞” 阶段的古典式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③重型

工业和制造业综合体系，如钢铁、煤炭、电力、通用机械等工业部门；④汽车工业综合体系；⑤生活质

量部门综合体系，主要指服务业、建筑业。罗斯托认为这５种综合体系基本上反映了 “成长阶段” 由低

级到高级的主导部门变换的系列。

罗斯托认为，尽管由于各国的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状况不同，国民经济发展仍然能反映技术发展

和应用的过程：技术进步在特定工业部门的应用，形成主导部门，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成长。主导部

门不断交替，产业结构随之不断调整和优化，各成长阶段相应地依次递进，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

一条基本线索。由此可见，罗斯托虽然也强调资本积累和社会制度因素等对 “起飞”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

作用，但他认为经济 “起飞” 和成长阶段递进的决定性因素乃是技术进步。

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１９５４年发表的 《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论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

模式。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的弱小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农业

部门为代表的强大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二元经济。基于这一特点，发展中国家应

通过扩张工业部门来吸收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从而促进工业的增长与发展，以便消除工农之间以及工

农业内部的各种结构失衡。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实际上就是两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发展模式。

刘易斯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由于工业资本不多，无力吸收全部剩余劳动

力，因此无论对劳动力的需求如何扩大，总能在不变的低工资水平上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力供给。这

样，工业总产值中利润部分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工资部分增长的速度，于是出现一个资本加速积累和



迅速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长时期，直至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此后，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在

第二阶段，由于劳动力也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是稀缺的，而不再是无限供给的，因此工资水平也不再是

固定不变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利益开始在两个部门之间以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刘易斯认为，当

前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第一阶段。

三、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理论

（一）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形成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其核心是主张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应在各个工业部门

或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投资，使各部门按同一比率或不同比率全面增长，以此来实现工业

化，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该理论有三种形式。

１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

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森斯坦·罗丹。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工业落后，

基础设施不全，劳动生产率低，资本形成不足，加上资本供给、储蓄和市场需求的 “不可分性”，小规

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无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必须采取 “大推进” 战略，在各工业部门同时并

按同一投资率进行大量投资。由于供给会创造需求，各个部门就能产生相互依赖的市场，从而导致整个

工业部门的全面增长。否则，就会出现有些工业部门发展过快、产品过剩、销路不畅；而有些部门可能

发展过慢，出现产品短缺。

２“温和的” 平衡增长理论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纳克斯，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穷，收入低，导致储蓄少，需求小，投资不

足，又导致生产率低，收入低⋯⋯如此反复，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只有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投资，使

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扩大和全面增长，才能摆脱这一困境，但因各部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

大小不同所产生的各部门的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差异，各部门的投资比率应有所不同。弹性大的部门，表

明发展不足，有潜力，应多投资；弹性小的部门，表明发展已相当快，应少投资。

３完善的平衡增长理论

这是一种综合了前两种理论特点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斯特里顿。该理论在强调扩大投资和国民经

济各部门全面增长的同时，也主张依据各产业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来确定不同的投资率和增长比例，以

个别部门的优先增长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梗阻问题，最终达到各部门的平衡增长。这种理论是把不平衡

增长作为手段，把平衡增长作为目标的一种动态平衡增长理论。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平衡增长理论是赫尔希曼在１９５８年 《经济发展战略》 中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

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本与资源，重点发展一部分产业，并以此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

的发展。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三大部分，即 “引致投资最大化” 原理、“联系效应” 理论和

优先发展 “进口替代工业”。

１“引致投资最大化” 原理

赫尔希曼将投资分为 “社会分摊资本” 和 “直接生产性活动” 两大类。前者是指用于诸如交通、通

讯、能源、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其特点是 “不可分性” 和高资本 产量比率，即所需的投资

大，建设周期长，收效慢，效率低但受益面广；后者是指直接投资到工业、农业等产业部门，能直接增

加产出和收益的投资行为。其特点是投资集中，建设周期短，投资收效快而且收益好。赫尔希曼认为，

虽然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两种投资均必不可少，但因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不允许二者平衡发展，应

对其发展的先后作出抉择。由于 “直接的生产性活动” 能刺激进一步投资，产生最有效的投资效益，即

能使 “引致投资” 最大化，因而应集中投资于直接生产性部门，待这些部门发展且收入增加后，再利用

其中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基础设施部门，以带动其增长。

２“联系效应” 理论

联系效应可用产业的需求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来测量。某产业产品的价格与收入弹性大，表明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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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系效应大；反之则小。他还认为，凡存在联系效应的产业，无论属哪种效应，均可通过该产业的扩

张所产生的引诱投资来促进前向、后向联系产业的发展，其他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

扩张，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所以，在选择优先投资项目时，应选有联系效应的产业，进而选联系

效应大的产业。

３优先发展 “进口替代工业”

据赫尔希曼的观察与研究，发展中国家产业之间的联系效应一般都很弱，只有制造业，尤其是加工

工业相对说来有较大联系效应。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投资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加工工业，而进口

替代又是其中发展的重点，因为进口替代工业具有较强的前、后向联系效应。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投入

稀缺，资本不足，通过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步由生产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向生产资

本品为主，进而完全取代工业投入的进口，建立起民族工业体系，最终实现工业化。

平衡增长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但同时也都有片面性。两种理论适用于不同

的环境与不同的时期。一般说来，在资源稀缺和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平衡增长理论更符合发展中国

家的实际情况。在这一时期，先用不平衡增长理论作指导，取得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初步成果，积累资

本，开拓市场。待到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时，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农业和工业等矛盾就会加剧，甚

至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这时就要用平衡增长理论作指导，调整投资战略，完善经济结构，

协调经济矛盾，使国民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协调地增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四、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

（１） 发展主义。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比什 （Ｒ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提出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日

益不利的 “普雷比什命题”。他的 “外围 中心” 说揭露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一切服从 “中心”（发

达国家） 的利益而牺牲 “外围”（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为特点的。主张以工业化为中心，目标是国民经

济的高速增长，以国家计划与必要的行政干预为手段，在争取国际经济环境改善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发

展。

（２） 依附论。依附论主张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应该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脱钩”，而

不是 “结合” 到这个体系中去 “争取改善” 自己的国际地位。

（３） 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在西方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思想冲击下产生的一个学派，主张减少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自行发挥调节作用。

（４） 体制变革论。发展主义创始人普雷比什在来自 “依附论” 和 “新经济自由主义” 左右两方面的

挑战面前，提出 “体制变革论”：确信拉美的严重弊端在现行体制内部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变革这个体

制。

（５） 重新定向论。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展中国家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普遍进行经济调整，学

术界也开始反思，对过去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和批评，力图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具

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８６年４月普雷比什在墨西哥城召开的拉美经济委员会２１次会议上发出的 “需要更新的

经济思想” 的呼吁。许多学者在其他场合也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应 “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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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产业发展战略及评价

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内容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１） 实现经济长期均衡增长方面的战略研究：主要是对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长期的动态平衡分

析。增长理论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在正常情况下的长期产业发展速度选择；二是在一定速度下劳

动力及其他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三是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条件下对消费增长的控制和对需求的满

足。对速度、比例、效益关系的研究，对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研究基本属于这方面。

（２） 实现产业转折方面的战略研究：即结构转换方面的理论。其中，主要涉及在生产力发生质的飞

跃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需求结构的预测；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的选择等。“重工业优先发展” 和

“农、轻、重为序” 的不同战略和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研究等。

（３） 实现经济 “赶超” 方面的战略研究：即 “跨跃” 理论。实现经济 “赶超” 方面的战略，实际上

是加速产业发展的量变过程，尽快实现质的飞跃的战略。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生产力方面说，

中心就是研究 “赶超” 战略。

（４） 实现各方面经济关系长期协调均衡的战略研究：即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方面的理论。这其

中涉及人口、就业、生产关系方面的财富分配、上层建筑方面的道德与法、自然与历史人文之间的协

调。

二、影响产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因素

１产业发展战略目标

（１） 地位目标。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同世界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居于一定的地位，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

人们也往往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水平，来确定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

（２） 功能目标。一个国家的经济，根据其本身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需

要、拥有的自然和技术资源，以及在世界经济发展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可以建设成为不同功能的经

济。例如，有的可以主要是农业经济，有的主要是工业经济，有的主要是金融经济或旅游经济，有的甚

至是某一矿产资源或原料经济 （如石油经济），有的则必须是包含农业、工业、金融等在内的、较为全

面的、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功能目标确定失误，不仅使国家具有的资源条件得不到充

分利用，使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且会使投入的生产要素形成浪费，不能形成真正的经济增

长和经济效益，甚至会造成资源和生态的破坏。

（３） 增长目标经济。增长应达到的水平不能只限于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它应当包含

劳动者消费水平和经济效益水平。

２产业结构

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以后，如何使这个目标得到实现，怎样把需要、速度、效益三者有机地结合

起来，当然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前提是使社会生产具有合理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

（或地区） 必须从自己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和要求出发，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认真研究和建立合理

的产业结构，确定不同阶段的战略重点，并根据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对产业结构做必要的调整。

３生产力地区布局

如果说产业结构所要说明和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诸要素在各行业之间的结合问题，那么，生产力的地

区布局所要说明和解决的问题则是生产诸要素在各个地区之间的结合问题。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瞻

前顾后，分清步骤，突出重点，合理安排生产力在各地区之间的布局，既取得最佳的近期经济的增长和

效益，又使经济具有强劲的后劲，能保证经济持续地、稳定地增长，就成为研究和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

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４经济体制

在已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更要着力去研究如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

５对外贸易

在研究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贸易战

略。

６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

三、主要产业发展战略评价

１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战略

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是一种以农矿产品出口为主体的外向型产业化战略。它的特点是利用本国丰富的

自然资源，发展农矿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推动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其经济严重依赖于

国际市场，深受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造成严重的不稳定性。

２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

进口替代是一种内向型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的实质，是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满足国内需

求，取代进口货，并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来逐步实现工业化。

发展中国家只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减少

原料产品的出口，并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提高工业品的自给能力，逐步实现工

业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如巴西、我国台湾） 先后都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

一般来说，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或地区第一步是发展普通消费品工业，即非耐用消费品工业。

一定时期以后，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普通消费品工业替代逐渐结束。有些国家或地区就开始逐步扩展

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即转为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也有的国家或地区转向出

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一般幅员较大、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转入第二阶段进口替代战略的可能性较大。如

果是自然资源贫乏、劳动力丰富、基础设施较完备的小国，则转为出口替代战略较为合适。

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并建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

培养了一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扩大就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增加了国民收入，经济自

给能力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该战略需要实行保护政策，缺少竞争，因而不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生产成本的

降低，不利于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３出口替代发展战略

出口替代是典型的外向工业化战略，也有人称为出口导向型战略。它的特点是发展面向出口的工

业，并将其产品投入国际市场，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代替农矿初级产品的出口，以推动工业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战略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最初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进口替代战略的缺陷

日益暴露，进口替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使国内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各项基础设施，有了一批技术熟

练的工人、管理人员，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的 “黄金时代”，国际贸易

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利

用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积极发展以出口为目标的纺织、成衣、鞋袜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战略转移，由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转为出口替代发展战略。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 “滞胀” 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工业制成品

的进口限制越来越严格。同时，又有一批劳动力价格更为便宜的新的出口加工国出现，成为那些早期实

行出口替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的竞争对手。在这种双重压力下，一些工业技术基础较好的实行

出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提出搞 “产业升级”，进行 “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电子、仪器仪

表、机械、钢铁、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过渡，向更高级的出口加工工业转化。

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相比，出口替代战略所制订的政策较为切合实际，鼓励出口，实行低关税政

策，因而实施这种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市场不足所造成的困难，增加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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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外汇收入，扩大了就业，提高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水平。因此，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较快，效率

较高，工业进程较为迅速。但是，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对制成品的吸收能力，经济容

易遭受冲击。其次，有些国家由于大量引进外资，不仅使本国创造的巨额财富以利润或利息的形式被掠

走，而且给国家造成沉重的外汇压力。

４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有些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强调自力更生和立足于国内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进口替代发展战略

的实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收外国资本和引进先进技

术，在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和发展内需工业的同时，积极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实施进口替代与出口

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这种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虽然克服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替代战略给经济发展

造成的某些障碍，但它也没有摆脱传统发展战略共有的一些弊病，如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此外，有的

国家由于过多地吸收了外国资本，债务负担日益沉重。

５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是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和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中

起主导作用。因而，发展重工业，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巩

固国防和发展科学研究事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从长期看，就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技术进步条件下

实现扩大再生产，并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独立自主地发展国民经济，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使生产资料生

产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资料。所以，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

略，如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有些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国家，由于没有相应地安排其他部门的发展，忽视农业和轻工业，

因而严重地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另外，由于发展重工业一般占用的资金多，建设周期长，发挥效

益慢，从而难以迅速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６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战略

一般说来，发展生产人民群众生活消费品的轻工业，需要的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利

润大，而且多属劳动密集型工业，因而有利于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另

外，生产普通消费品的轻工业所需机器设备和工艺技术较为简单，而且原料大多来自农业，所以，许多

发展中国家 （地区） 实施了这一战略，如新加坡、韩国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施优先发展轻工业战略虽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长期实行这种战略难

于摆脱对外依赖性，不利于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

７平衡发展战略

平衡发展战略，是指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全面发展来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战

略。平衡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应大规模进行；另一个是各部门均衡发展。从供给平衡的

角度看，通过全面投资使各部门相互提供投入，避免了供给 “瓶颈” 以及辅助生产要素缺乏所引起的资

本浪费；从需求平衡角度讲，各部门的均衡发展使所创造的收入刚好吸收各部门的产品。通过平衡发展

的战略克服了发展中的各种供求阻碍，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保证经济中各部门的获利，推动经济

迅速发展。

平衡发展需要各部门齐头并进，同时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在资金短缺、外汇稀缺、

人才不足的条件下，分散出击只会一事无成。此外，平衡发展战略对国家的管理水平、统计资料的丰富

和翔实都提出一系列的很高的要求，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的。

平衡发展理论后来受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批驳。他们指出，平衡发展战略所需要的资源正是发展

中国家所缺乏的，否则它们就不被称为发展中国家了。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因此，在传统的落后

的经济上面强加一个现代化部门那是不恰当和不现实的。

８不平衡发展战略

不平衡发展战略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将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集中配置在某些产业部门和地区，首先

使这些部门和地区得到发展，然后通过投资的诱导机制和产业间、地区间的联系效应与驱动效应，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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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业部门和地区发展，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究竟应采取平衡发展，还是不平衡发展的战略？从行政管理角度讲，不平衡发展的要求低于

平衡发展。但政府为做出有利的决策，必须收集大量数据，必须选择一些部门和领域，比较它们的相对

利益，决定适当的制度以刺激投资，等等。因而这个任务也不是十分简单的。究竟是资源决定经济增

长，还是人为决策上的不当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究竟是资源的短缺，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

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对现有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导致了经济的落后和停滞？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

题。

一般来说，在一个贸易收入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中，执行不平衡发展战略较为合适。而在一般情况

下，经济则需要平衡协调发展。从长期看，平衡发展应当是一个目标，而不平衡发展可以作为实现平衡

发展这一长期目标的手段。

四、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１产业发展战略体系

产业发展战略体系包括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环境分析、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对

策。任何战略都离不开这６个要素。战略思想是灵魂，战略环境是基础，战略目标是目的，战略重点、

战略阶段、战略对策是措施。

（１） 战略思想是指导战略制订与实施的基本思路与观念。除重视产业发展的速度，应把满足人民基

本生活需要、提高生活质量作为战略目标，可以用就业率、识字度、平均期望寿命、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６个指标来衡量其发展状况。

（２） 对战略环境或制定战略时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是制定战略的基础或前提。

（３） 战略目标是在分析产业发展内外环境基础上，根据战略思想做出的较长时期经济活动的预期结

果。主要有：①增长速度，包括产值、产品产量的增长倍数；②结构变化，确定重点部门及其增长速

度；③技术进步；④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包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降低成本

等；⑤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

（４） 战略重点是指那些事关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而又薄弱的项目和部门。

（５） 战略具有长期的相对稳定性，一般在二三十年，最少也得１０年左右。通常可分为这样３个阶

段：①准备阶段；②发展阶段；③完善阶段。

（６） 战略对策是保证战略目标实现的一套重要方针、措施的总称。

２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

制定发展目标是产业发展战略的中心环节，是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产业发展目标选择的

正确与否，决定战略的成功与否。确定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必须遵循必要的原则：①产业发展目标的确定

必须以现实的产业基础为依据；②产业发展目标必须与其他部门的发展相一致；③产业发展目标的确定

必须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出发；④产业发展目标的选择必须适应国力要求。

３产业发展战略对策与实施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各部门、各环节是平衡发展，还是区分重点与非重点，首先保证重点项目和

环节；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进行，循序渐进。此外，还有何重要措施，都是需要考虑的。

（１） 战略重点。战略重点是指为了达到一定时期内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必须抓住的中心环节。在

选择产业发展战略重点时，首先应考虑产业发展中内部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环节，同时还必须考虑国民经

济其他部门的薄弱环节，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解决，都会阻碍产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选择的产业发展战略重点主要是：①关键部门，这是指其他部门的发展都必须依赖的部门。如原材

料工业生产水平提高，不仅使其他工业发展速度加快，而且使其他工业基础提高。②薄弱环节。这样的

环节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对其他部门的基础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它影响其他部门的发展速度

乃至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它的短缺使其他部门的生产能力无法发挥出来。例如，在工业基础一定、生

产能力一定的情况下，生产的状况就取决于能源供应的多少。能源相对充足，生产能力就能获得最大发

挥；能源短缺则生产能力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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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战略步骤。产业发展战略的实现过程显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产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里，都有

不同的发展重点、不同的发展速度和比例。产业发展战略就是依产业发展战略步骤而一步一步地得到实

现。

（３） 战略措施。战略措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保证，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按照战略指导思想制定的

各项重大政策，诸如技术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各项法规和条例等，是指为了实现战略目标

而必须提供的基本条件。

（４） 战略的实施。战略一经确定，就要付诸实施。战略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控制过程，战略的

控制就是从监测具体的先期行动入手，随时了解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根据信息的反馈，判断能否达

到预期的效果，能否保证目标的实现，如果能达到预期效果，则继续按预期的方案执行；如果不能达到

预期效果，出现了偏差，应及时根据先期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修正和补充方案，以免以后再出现类

似问题而脱离目标；如果发现原有的战略是不可行的，目标根本不可能达到，应做出停止执行的决策，

并对整个战略进行调整或重新部署，实现战略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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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对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战略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知识经济时代迎面而来、当代产业结构的国际化趋势和中国已加入 ＷＴＯ
这一大背景下，必须把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国际化趋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尤其是越出国界在

全球地域空间上实现结构调整的问题纳入战略性调整的视野。

就战略性调整的时间 （动态超前） 含义而言，具体包括主动性、多维性、升级性和规则性调整等广

泛的涵义或新特点。①主动性。这里既包含有超前思维的含义，又包含有积极主动的含义。一般而言，

结构调整既可以在经济总量发生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出现失调或 “瓶颈” 制约突出时进行，也可以在发

生失衡和 “瓶颈” 制约之前进行。中国当前所要进行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不是在经济总量和结构严重失

衡之后，而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各种商品比较丰富的条件下，并在新技术革命的

带动下，面对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大趋势而进行的主动、积极的调整，因而带有预谋和预防性质。调

整是为了进一步主动适应进入新时期后经济增长和不断变动的产业结构关系，因此不是以往那种静态滞

后性的调整。②多维性。产业调整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局部调整，而是既包括产业结构整体，又

涉及各地区、城乡及所有制结构的全面、多维性的调整。③升级性。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

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基本消除，产业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劳动密集型和附加价值低的产业比

重高，技术、资金密集型和附加价值低的产业比重低，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差，缺乏国际竞争力。特别是

进入２１世纪和加入ＷＴＯ后，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更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重大问题。因此，结构调整任

务是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把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调整起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这种 “升级性” 调整不仅不能再盲目进行重复建设，而且还需淘汰落后

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升级的方向上还需要有动态超前的战略眼光，要以世界产业结构变动的主流趋向为

参照，或与其相吻合，从而在调整方式上要求由以往增量为主转向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并重。④规则

性。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中的很多问题，决不单纯是一个生产问题和技术问题，而更主要的是

一个制度和政策问题。过去的结构调整是在计划经济占主导的条件下进行的，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和政府

行为进行调整；现在的调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使结构调整主要

运用市场机制，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就需要对规则进行调整，这种规则调整既涉及政府行为规则的调

整，也涉及市场规则的调整，二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

从战略性调整所包含的空间 （全球地域空间） 含义来看，具体指结构调整的开放性、外向化和国际

化特点。中国过去的几次产业结构调整，往往从 “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这一思维定势出发，进行封闭

型的结构自我调整，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还能奏效和维持。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特别是进入９０年

代中期以后，经过多年的发展，由产业升级、技术扩散 （也包括外资的进入） 引致中国的工业品水平与

其他工业国逐步接近，替代性增强，差异性缩小，造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向国际水准靠拢，市场空间不断扩大；另外，国外大企业纷纷投资中

国，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国内市场逐步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中国成功加入 ＷＴＯ
后，国际市场的国内化和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发展相互交织、加速融合，中国将进一步全方位融入世界经

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既要面对来自发达国家提高国际水平分工程度的挑战，又要面对一些新兴

工业化国家提升传统制造业水平对中国形成的在国际垂直分工格局中加大竞争程度的压力。中国企业也

将在国内外与各国企业展开全方位的竞争与合作。这样，中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即

从主要争取产品出口，更多地进入国外市场，发展到必须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同时作战，因而不仅加快

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必然，而且也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进入了企业全面参与市场竞争，在参与国际分工

和国际竞争中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这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求越出国界，在全球地域空间上来实

现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要求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在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中、与世

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协调和共同发展中来实现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一、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方向

进入２１世纪，从一方面看，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中国经济的规模已颇为庞大，同时从



国家经济安全等考虑，中国应有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产业结构体系，其产业发展的资源供给和市场空

间都会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国。显然，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应和扩大内需联系起来，尤其是要有利于

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经济发展已到了必须十分关

注其发展空间的新阶段。短缺经济的结束和传统产业普遍出现结构性过剩，尤其是中国人口持续增长的

趋势将延续到２ｌ世纪３０年代以后，由此形成的对就业、资源保障以及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客观上要

求未来的产业发展突破国界的局限，把视野和目标由国内扩展到全球，建立一个在全球化环境中具有强

大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特别是中国已加入ＷＴＯ，必然要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和方式参与国际分

工和国际竞争，全方位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意味着不仅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将与世界市

场经济及其运行规则全面接轨，而且中国产业发展也将以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为基点，成为全球国际分

工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将在国内外与各国企业展开全方位的竞争与合作。

因此，２１世纪中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战略方向应围绕 “产业结构升级 强化国际竞争力 一流经

济强国”这一战略目标，当然需分阶段向纵深推进，但这一长远战略目标必须紧紧把握住。一方面，要求

紧跟当代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通过具有超前意识的动态性调整促使结构加快升级，使中国产业发展水平

及其整体的国际竞争力逐步走到世界的前列，为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确立坚实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

顺应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外向化、国际化的客观趋势，要求以全球资源 （物质资源、先

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为基点，以世界市场 （在国内外两个市场衔接中力争进入世界主流市场）

为导向，把越出国界在全球地域空间上实现其调整和升级纳入战略性调整的视野。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虽然开放型的结构战略性调整必然要受到国际比较优势条件

的强烈影响和要素禀赋的制约。在现代经济、科技一体化的高速发展条件下，不仅一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可

以改变 （如人工合成材料的大量研制），而且比较优势也是可以创造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长远的战略眼

光，紧紧围绕 “结构升级、超越”去创造比较优势，追求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国际经验已表明，某些后起

国并没有拘泥于要素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的束缚，而是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紧紧围绕 “结构升级”去创

造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些国家的经验同时也说明，产业的发展并不总是被动地受国际比较优势条件的

制约，因为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可选择性。如果战略和调整思路得当有力，将会对产业的国际竞

争优势条件产生积极的影响，由此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特别是为了应对参与全球化和加入

ＷＴＯ后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产业的发展不能完全拘泥于眼前的要素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的束缚，必须

通过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开拓更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围

绕 “产业结构升级 强化国际竞争力 一流经济强国”这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由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安排

逐步力争在主动参与中不断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争取最有利的角色定位。

二、参与国际分工中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战略思路

（一）立足东亚、面向全球，大力拓展多元产业发展空间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化是一个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同样值得关注的客观大趋势。目前，世

界经济结构在全球化浪潮下早已呈现 “板块状” 格局，不仅发展中国家而且发达国家都在竞相拓展周边

国家 （地区） 市场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通过将本区域内的经济资源和市场空间集中使用，来进一步加

强与周边同区域国家 （地区） 的经济一体化，因而贸易和投资已出现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域内国

（区） 与国 （区） 间产业结构互动演进，呈现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演进趋势。一国产业结构的演

进和升级只有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以实现，与一定的地缘经济战略有效地结合起来，方能使参与国际分

工和提升产业结构有一定稳定的地域空间。

（１） 立足东亚。从中国步入经济全球化的空间态势来看，中国同世界上的有关经济体相互联系最紧

密的基础地带，仍然是东亚。因此，首先应积极推进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理的国际分工，加强

经济技术合作关系，逐步推进和形成紧密型的东亚区域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网络。从经济区域化来看，

目前东亚区域合作虽处于松散状态，但其合作形式不拘一格，市场需求多样化，长远发展潜力仍然很

大，多层次 “经济圈” 式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关系已经为中国与东亚各国 （地区） 合作形成了地缘经济

上浓厚的现实融合度。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次区域的合作，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以及大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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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经济区以及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最终促进东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

（２） 面向全球。重点是指北美和西欧，这两大区域基本上集中了当今世界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中国

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努力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除了自主技术创新以外，需加强与这些发达国家的

经济技术关系，除了继续吸收外部资金外，尤其要从发达国家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专门人

才，因此必须重点在这两大区域拓展。在这种拓展中要注意合理确立国际经济要素 “空间流” 的有利指

向与源地，以逐步扩大同两大国际区域中发达国家之间的更深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例如，美国、欧盟

和日本均为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对象，但美国、日本在对中国技术合作上态度一贯较冷淡，而欧盟相比

则不同，中国可因势利导，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同欧盟的技术合作，面对美、日则可采用巩固与改善商

品进出口结构等多种途径，扩大合作领域。此外，也需在全球其他区域拓展，如独联体、中东、拉美和

非洲等，不仅要开拓新市场，而且要积极利用外部各种资源，通过－定的资源置换，促进中国产业结构

的战略性调整。

（３） 大力拓展多元产业发展空间。这是指在立足东亚、面向全球中除了积极开拓出口市场和努力实

现进口来源多元化以外，还必须与全球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因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把产品市场

和要素市场由过去在一国内配置变为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优化配置，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将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国际技术资源、国际资本资源以及国际自然资源相结合，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国际人

力资源，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大力拓展多元产业发展空间中才能实现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

鉴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既要面对来自发达国家提高国际水平分工程度的挑战，又要面对一些

新兴发展中国家提升传统制造业水平对中国形成的在国际垂直分工格局中加大竞争程度的压力。目前，

应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为主，力争加入到与各区域发达国家分工关系中去，并通过不断提高劳

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差别化策略等向上发展，逐步由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或智能劳动密

集发展。同时，以一部分高技术产品与这些国家的产品形成水平型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寻找真正在高技

术领域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从而达到由单方依赖形成相互依赖、由总体垂直向水平分工方向推进，形

成稳定的横向分工关系；面对发展中国家则以已初具规模的一部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

建立纵向分工关系，逐步由水平分工向垂直分工发展，避免在国际市场上恶性竞争。通过发展多层次、

多方向的国际分工关系，使中国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各区域若干层次上展开，围绕结构升级灵活动态地

运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不仅使生产要素禀赋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而且在积极创造比较

优势中使要素禀赋质量得到升级。特别是要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内分工之间，参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

和不同方向的国际分工之间形成一个良性互动机制，使国际分工利益得失在全球不同国际区域分工子体

系中相互补偿和力争总体利益最大化，使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

（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化民族产业整体竞争力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世界已步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成为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国际竞争新的制高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要

同时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既不能违背传统工业化的一般规律逾越工业化发展阶段，又要跟

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就必须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尽管中国还没完成工业化，传统产

业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要紧跟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甚至在一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必须走新

型工业化道路。在继续推进工业化过程中，要以信息技术提高工业化的水准；在推进信息化进程中，要

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以信息化渗透到现今三次产业中，使中国的工业化成为信息化水准上的工

业化。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只有超前发展未来国际需求增长最快、技术进步率最高的部门，才能在国际

分工中占据有利于本国长期发展的位置。其关键是需要确定现代产业发展序列，因为产业发展序列既代

表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也表明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遵照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原则，把中国在

２１世纪的产业发展序列进一步具体确定为：战略性基础设施产业 （主要指信息基础设施和部分经过选

择的工业化时代的基础设施）；先导性高新技术战略产业 （主要指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产业等）；现今主

导或支柱产业；有比较优势和一定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战略性基础设施产业可以为产业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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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有产业成长和升级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先导性高新技术战略产业既可以成为未来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的本国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又可为现今支柱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融入新的技术和装备，通过

信息化改造，促使其向更高形态转换和技术集约型方向发展。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着力点，除了要用

超前的战略眼光在有限目标、突出重点中发展未来主导产业外，还要促进上述产业序列中内部的良性循

环。

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发展序列后，要真正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强化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

力，推进产业结构加快升级，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个问题。

１信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性和关联性

信息产业包括信息设备制造业、软件业、信息内容加工与服务业等几大类。实践已表明，信息产业

对其他产业具有覆盖面广、深度产业关联性、广泛渗透性、影响大且具有高强度创新性、作用大、具有

高度效率倍增性等独特的优势。因此，信息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种互动关系，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

的改造，是因为传统产业包括第一、二、三次产业对信息有消费需求 （生产性信息消费需求）。

产业发展与三次产业结构升级需要信息及有关处理信息的工具与设备，而适用的信息及信息设备的

有效运用，有助于其生产效率与管理科学化水平的提高，这又会进一步激化和调动三大产业部门对信息

的需求，增强对信息产业发展的需求推动力，形成一种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最终达到 “信息产业化”

和 “产业信息化”。

在２１世纪要加速信息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把握其发展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既要大力推进信息核心

技术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信息核心技术体系。同时又要有计划地引导更多的信息技术渗入对传统产

业的技术更新改造，提高其内在的信息技术含量，保证它的加速发展与产业结构整体的优化升级方向的

统一性和协调性，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序列中内部的良性循环。

２信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促进的实现机制与途径

（１） 强化信息经济意识，形成利益驱动的相互融合共识。信息产业作为向市场供给各种信息产品的

部门，其发展的信息需求为外部推动力 （也有产业内贸易的内在推动），包括生产性信息需求与生活性

信息需求，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传统产业具备这一需求的最大空间，只有渗透到传统产业中

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传统产业只有导入现代网络技术，通过借网转型，实现传统产业信息化，才能

真正实现管理科学化 （包括管理法制化、决策理性化、业务流程化），提高效率、节省费用、开辟业务、

扩大市场，迎接全球经济竞争的挑战。

（２） 处理协调好信息产业创新与信息核心技术产业化的关系。创新是信息技术产业化的活的 “灵

魂”，也是信息技术进步不竭的动力源泉。创新既有信息技术创新，也有信息管理体制创新。技术创新

生成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会极大地触发传统产业的技术创

新，而基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也更切合中国产业实际，有利于产业的信息化改组与改造。同时，必须

要关注核心信息技术，这是当今世界抢占信息产业领域制高点的 “王牌”。中国信息产业国际化发展的

一个 “最高门槛” 是核心信息技术不足，在加入ＷＴＯ的条件下，加速信息产业发展必须从战略上增强

研究与开发核心信息技术的力度，同时也要尽可能促进对我国现已掌握的核心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如超

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讯系统装备和数字电

视系统等核心信息技术的产业化。

（３） 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强化民族产业整体竞争力。实现信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

升级的互动都必须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才能加快步伐，实现后发优势。要将引进技术

的吸收创新和紧跟世界产业技术发展的主流结合起来，部分领域要力争实现核心技术超越，以便主动改

善国际分工地位，形成产业的新优势，不断增强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

（三）参与国际分工，加强国内地区间的合作，积极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２１世纪将是知识经济时代，新知识、新科技会大量涌现，这将大大加快产业转型的步伐。同时，经济

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使产业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快。东亚区域的一体化和产业重组整合

也在加速进行，迫使各国 （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和优势加入到这一进程中，逐渐成为了一个具有内在分工

体系的国际区域产业发展整体。在这个区域中，基本上形成了日本、亚洲 “四小龙”、东盟中较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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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到中国内地的产业转移链条。对此，顺应这种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大趋势，首先要突破仅从国

内范围来研究该问题的狭隘视角，如过去曾出现的 “梯度发展论”和 “反梯度发展论”之争，应从全球产

业大调整、技术跨国转移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缩小国内地区间差距和解决地区结构不合

理的方式；需要借助外力，面向东亚和世界，将参与国际分工和带动各地区的发展与结构调整联系起来，

加强国内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实现产业由东向西形成联动式的演进和升级，突出各地区产业发展的特色和

比较优势，促使产业在空间上达到合理布局。尽管中国东、中、西部的资源和经济技术环境存在着很大的

差别，但由于过去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等诸多原因，形成地区产业结构间相似程度很高，这也是中国

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突出表现。据有关部门测算，东部与中部地区结构的相似率为９３５％，中部与

西部的相似率更高达９７９％。趋同化涉及的产业和产品众多，从初级产品到以家电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再

到支柱产业，目前仍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同时这种趋同问题在同一地区内部 （各省、市）也普遍存在。产

业结构趋同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突出问题，不仅降低了生产效率，造成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资源浪

费和生态环境恶化，而且也使各地区失去了发展地区优势产业，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机会。地区产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

要达到中国产业由东向西形成联动式的演进和升级，促使产业在空间上达到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各

地特色产业的优势，最终实现各地区均衡发展、结构合理的战略目标，必须首先要形成能发挥国内规模

经济效益的和分工效益的 “全国化” 环境。为此要彻底打破地区间经济封锁和由于行政分割造成资产重

组、企业并购、资源优化配置的巨大障碍。通过制度创新和法制管理 （如制定区际商贸法） 等，着力推

进区际经贸，促使全国统一市场真正全面形成，以形成有序的对外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秩序，从

全球化带来新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出发，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综合实力以及特色产业出发，

分工占领某一生产环节，然后通过互相联系，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的一部分，既保证较高

的经济效益和稳定的出口市场，又促使中国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和结构升级。其次，面对经济全球化

加快推进和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的新形势，加强地区间合作和交流，促进共同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

义。如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内部的联动发展，不仅可以为实施分区域基

本实现现代化战略打造 “试验田”，而且可以为应对全球化挑战，构筑中国经济腾飞所需的世界级大都

市带，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 “重量级选手”，这不仅对大区域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而且对中国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种合作可以从共同构建区域大

交通、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区域旅游客运网络，特别是区域产业领域合作与交流，

形成一体化合理的区域内产业分工等方面作为重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市场主导、

政府推动下，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统筹规划、有序推进。

（四）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为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创建新平台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产业结构的时序 （历史进程） 调整或纵向调整。城市化

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或横向

调整。

长期以来，在 “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 的城市化指导方针

下，中国城市化率只有３６％左右，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国家４２％～５４％的城市化率。同时，城市规

模也明显偏小，在全部３６亿城镇人口中，有１５亿居住在平均规模仅为８０００人的镇，ｌ亿人住在平

均规模为１８万人的中等城市，５０～１００万人的城市和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仅分别容纳全国人口的

２５％和６％，显著低于工业化水平。国际经验表明，城市 （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 会产生明显的集

聚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而且明显比小城镇节

约土地资源。因为，城市化带来的需求结构的巨大变化，将彻底打破许多商品和服务低水平的供求均

衡，城市化引发的所有生产要素 （包括劳动、土地） 的重新配置，都将向合理、集约化的方向进行。近

年中国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增速减缓，主要是由于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减缓。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

减缓的直接原因是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则是因为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遇到困难、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以及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退出障碍等。因此，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将构成新一轮中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９６第一篇 大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对广州产业发展的启示



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在新时期、新阶段，城市化对结构调整的战略作用主要体现在：①城市化为提升工业化构筑了新载

体。工业化是一个产业在要素集聚中不断扩张提升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产业结构在良性互动中不断优

化和升级的过程。如中国各地区 （尤其沿海地区） 各类工业园区的建设有效整合了 “低、弱、散” 的工

业格局，提高了产业簇群 （这里指各地由于产业的地理集中形成的各类产业区） 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

作水平，提高了制造业的规模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有些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也开始从 “农村工业化＋
专业市场＋小城镇” 的模式，向 “特色工业园区＋现代商贸物流＋城市化” 转变。②城市化为加快信息

化提供了新契机。高度离散的农村工业，既无法使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成为一种低成本、可接受

的供给，也无法制造出维持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足够巨大的市场需求；城市是资源、人才、技术管理的最

佳结合点，也是各类信息资源的最大生成地、信息供求的最密集交换区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主战场。

城市化的推进，可以有力地促进在全球化浪潮中当代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研究院所、企业、社区和家庭的

上网，加快了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并扩大了信息化工程的应用，减少信息化的重复建设。③城市化为提

升国际竞争力创建了新平台。城市是国际经济网络的节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已成为国际竞争

的基本实体。提高国际竞争力首先要提高城市竞争力，而城市竞争力提高与城市产业竞争力密切相关，

通过产业重组和组织再造，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信息网络和交通主干线的高水平连接，城市的集聚、

辐射、人居服务和创新功能全面增强。因此，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作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是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窗口和竞争中取胜的制高点和平台。

通过城市化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①大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增强集聚功能。

②以工业集聚、三产扩张、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提升工业化。通过整合提升各类工业、科技园区，以

园拓业、以业兴城，不断提高园区的经济密度和产业水平，带动地区特色经济和产业群的发展壮大，形

成若干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结合土地整理、标准化农田建设和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扩

大农田适度规模的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竞争力。提升传统服务业，拓展新兴服务业，强化服务业对

第一、第二产业的渗透和带动功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加速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③
以建设数字城市和网络应用为平台，加快信息化步伐。要跟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因势利

导其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结构的影响。要加快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网合一”，加强信息资源的

开发利用，增强城市作为信息枢纽的综合服务功能。应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

水平。在通过城市信息化建设来促进产业和企业的信息化，达到互动的同时，还要以城市为中心加快建

立区域创新平台，并要大力发展教育以适应地区产业发展和创新的要求。④以增强城市功能、提高人的

素质为重点，迈向国际化。提高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产业是基础，科技是关键，文化是灵魂，环境是根

本。要通过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开发科技资源，提升文化品位，打造软硬环境，全面强化城市的功

能。牢固树立 “以人为本” 的观念，走出一条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一个和国际接轨

的现代管理体制。

（五）围绕结构升级与外贸、外资及多种形式的产业合作相结合

围绕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进行战略性调整，不能不强化外贸、外资和多种形式的产业合作对产业

结构转换、升级的促进作用。

首先，要从全球化视野出发，在全面参与国际贸易和拓展外贸市场多元化中，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

品结构。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和销售，早

已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分工模式。一国出于效率、成本尤其是结构升级的考虑，已不像过去那样去追求

完整地占领一个产业，而是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综合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抢占某一产业链的高技术和

高附加价值生产环节，而把劳动密集和低附加价值的生产环节留给他国，由此形成新的国际贸易分工体

系。在这种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需要从全新视野来看待出口商品结构的 “优化”，改变以出口什么产

品来决定出口结构优劣的传统观念。不能片面认为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比率高了，一次产品或农副

产品比率下降，出口结构就已达到 “优化”。事实上，有些发达国家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已从反面证

明了这一点。当前，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例已相当高，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并不高，关键在于

要走制成品 “精品化” 之路，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在质量上由 “国际标准”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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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标准” 和 “竞争质量标准” 推进，即在世界同类产品中具有竞争优势，力争在世界主流市场上牢

固地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围绕 “结构升级” 进一步优化进口结构，以提高外贸带来的结构效益和提升国

际竞争力。

其次，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从中国国情出发，使利用外资切实为中

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升级服务。必须破除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定是技术落后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就无法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的传统观念，正视发达国家正在运用高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即

使在资本、技术密集包括高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这一事实。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通过全

球化进程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的劳

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在国内努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中

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通过与国外大跨国公司搞战略合作和吸引其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把国外成熟

的高技术吸收过来，结合自主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使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跟上全球技术更新发展的潮

流，不断保持技术的先进性。根据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通过与外资企业暂时合资的

形式，积极地引进、学习吸收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把引进技术吸引外资作为一种提高当地企业

竞争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同时要保护当地企业的成长，扶持它们，但不中断与外国公司的合作

和交流，最终使本国企业竞争力增强，逐渐成为整个产业自主开发研究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 “引进

来” 的同时加快实施 “走出去” 的战略，积极推动和不断扩大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搞跨国经营，充分利

用这一参与国际分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为国家中长期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提供技术和产业上的准

备，并源源不断地把国外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

再次，除了外贸、外资以外，要大力拓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领域由外贸、外资向更宽泛的多种方式的

产业合作发展，包括通过各种新形式的产业技术方面的交流，把较为先进的技术引进国内。另外，要加

大利用国外资源，到境外搞合作开发，更多地利用国外的能矿资源，保障中国能矿资源的稳定需求。

（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加快改善市场竞争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加入ＷＴＯ后，能否使中国民族产业在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实现可

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决定产业竞争力强弱的归根到底是一个产业组织问题。

因为只有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使企业竞争力得到强化，才能最终实现民族产业整

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推进结构升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要以市场调整为

主，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两条基本途径来实现。盘活现有存量资本，就是要以产权市场化改革为突

破口，通过企业改革、改组、兼并、破产等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量调整的重点，是要把有限

的资金投入到基础产业、重点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无论是增

量调整还是存量调整，都要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除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企业为结构调整主体以外，还必须加快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

提高国内市场效率。要逐步削弱直至取消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行政干预，打破阻碍产业健康发展

的 “条块分割” 和部门垄断，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必须真正消除市场封锁，

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规则，促进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资本、技术、信息、商品在国内市

场内更便捷地流动。必须切实加快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效率，以适应加入 ＷＴＯ后参

与国际竞争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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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经济全球化与新城市经济现象

在工业化社会，世界经济由贸易组成，港口、种植园、工厂和矿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城市只是充

当工厂寄驻和商业贸易的服务中心。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缓慢下降，激烈的国际竞争和

持续的工资增长的压力，使经济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认识到经济发展应该与国际条件相一致，而不是

与国家的条件相一致。同时由于快速的反工业化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倾向，成熟型公司开始扩散标准

化的产品到发达国家内其他不发达地区，最后发展到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分厂并扩展市场。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出现的弹性要素 （通讯、计算机、自动化等） 成为信息经济形成的基本条件，弹性生产使中心与端点

间按等级体系的空间形式重新组织集聚与扩散格局，原有的 “核心 边缘” 结构已经消失于一个不平衡

的发达区域、城市和地方的全球网络之中，表现为 “全球 地方” 垂直联系形式。这样，经济全球化开

始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晚期，西方社会开始重建。概括起来，具有３个特征。

（１） 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作用被强化。主要手段为：①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②降低工资增长

率，减少社会福利和工作条件保护；③生产向低工资的地区和国家分散，商务活动更具弹性；④信息经

济系统地从核心向边缘迅速扩展；⑤劳动力市场向妇女、少数民族和移民开放；⑥削弱贸易联合体的作

用。

（２） 国家干预的形式从政治合法化和社会再分配向政治控制和资本积累转变。主要措施包括：①在

工作过程中社会和环境控制等活动的非规则化，如美国的环境贸易、环保外交等；②公共部门的收缩，

生产活动的私有化；③税制改革倒退，高收入阶层增加；④国家对高技术研究与开发和主导工业部门的

支持；⑤国防及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业与高技术的结合；⑥福利制度的收缩；⑦财政紧缩政策。

（３） 经济全球化，加快扩展和开放市场。主要包括：①允许资本在世界范围流动，尤其在生产最优

惠的地方投资；②增加资本的回报率；③开放和开拓新市场适应全球化进程。

今天，尽管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但与国际金融流相比其价值和能量已相形见

绌。金融和专门化服务已经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些国际交易的关键地点，金融市场、高

级服务公司、银行和跨国公司总部云集。由于国际金融流的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交易的复杂程度，这种

新环境势必需要一个非常高级的专门服务设施和高层次的电讯设施提供服务，城市也就成为这两者的中

心区位。

这样，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金融业和专门服务业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时，特大城市的作

用被进一步加强了。与此同时，这些产业的迅速集聚也就意味着仅仅只有有限的城市能够发挥其战略作

用。

１新型国际交易特征

新型国际交易特征是通过投资者在国外建立新的独资和合资公司这种外国直接投资形式反映出来

的。最近２０年，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已经将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牢牢地交织在一起。外国直接投

资促进制造业生产的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主要体现在拉丁美洲、加勒比、东亚、南亚和东南

亚的一些国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出现了一个全球经济的极点：北美、西欧和东亚。

２全球经济系统构架

世界经济将技术、资本、生产和市场连接成一个系统，跨国公司、金融网络和贸易集团发挥着重要

作用，已成为全球经济系统构架的核心。首先，跨国公司成为向发展中国家扩展金融流的源头，直接的

或间接的外国投资又进一步刺激了金融流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代替了银行的作用，已经

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种战略组织者。其次，全球金融网络也已成为另一种主要的世界经济机构组织，为组

织巨大的金融流提供了一种机构框架。第三，跨国贸易集团进一步促进了新世界经济机构框架的形成。

据统计，全世界目前共有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区域经济集团２４个，参加的国家达１４０多个，其中以北美



自由贸易区 （ＮＡＦＴＡ） 和欧盟 （ＥＵ） 最为突出。在跨国贸易集团内部，都将资本流向边缘地区，促进

金融服务的自由贸易的意义已显得不特别重要。上述诸多变化导致原先的主要经济部门 （制造业） 发生

贬值，一些新的世界经济战略地点也应运而生。

３新战略地点

概括起来，三种类型的战略地点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即出口加工区、全球城市和离岸银行中

心。当然，也还有许多其他区位仍为国际贸易的要地，如国际贸易港口和主要制造业出口生产专门化基

地等，没有这些区位，就很难想像今天的全球经济。

（１） 出口加工区。大多数出口加工区都位于低工资国家，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在此建立分厂或装

配线，然后再将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并乘机占领第三世界市场。建立出口加工区的主要动机是在公司生

产过程的劳动力密集阶段获取廉价劳动力，并不过分考虑金融和服务业的影响。这些出口加工区建设成

为生产国际化的关键地点。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广泛的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贸易

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发展。

（２） 全球城市。全球城市是为全球经济运行和管理服务的发达服务业和电讯设施集中的地方，同时

也是公司总部尤其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国际投资和贸易的增长，金融和服务的需求都促进了全球

城市这些功能的形成。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政府的作用已经被一些专门的服务公司、全球服务网络和金

融市场所取代。由于信息产业的发展，城市的集聚功能进一步加强。经济的全球化，既使城市成为金融

和专门服务等后工业城市主导产业的生产地，又使公司和政府能够进入金融机构和专门服务的跨国市

场。经济全球化也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新的集聚 扩散形式。多种地域扩散和拥有权的集聚导致

了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在全球城市的进一步集聚和增长。就金融业而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在联

合起来并向最高层城市迁移，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区位也趋向强烈的集聚。

（３） 离岸银行中心。离岸银行中心是世界金融流中另一种重要的空间节点。２０世纪日益增长的经

济全球化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海外银行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这些离岸银行中心位于世

界许多地方，实质上承担着避税所的功能，它们代表了一种非常规国际金融交易服务的专门区位。与主

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离岸银行中心提供更多的弹性服务，如保密、对 “热钱”（ＨｏｔＭｏｎｅｙ） 开放

和低税率等。亚洲的离岸银行中心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香港、马尼拉和台北等地。

二、新城市经济现象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管理、金融和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使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的区域或全球节点。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一些城市的迅速发展与两个主要全球化过程相关，首先是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迅速增

长，其次是所有产业组织中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城市作为主要的国际商务中心，表明一

种新城市经济现象正在形成。

１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最近，大量的地理和区域科学文献都表明，服务业在大都市区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ＮｏｙｅｌｌｅａｎｄＳｔａｎｂａｃｋ，１９８４；Ｇｏｅ，１９９０；Ｈｕａｌｌａｃｈａｉｎ，１９９０；Ｒｅｉｄ，１９９１）。服务业已经成为许多大都

市巩固新工业空间综合体以及带动收入和总就业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其中生产服务业的扩展成为发达

国家城市近期增长的主要特征。生产服务业包括金融、法律、管理、创新、开发、设计、行政、个人服

务、生产技术、保存、交通、通讯、批发、广告、情报服务、保密和储藏等方面，中心内容是商务活动

和消费市场的结合，主要由保险、银行、金融服务、房地产、法律服务、会计和专业协会组成。目前生

产服务业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最动态的、增长最快的部门。

伴随生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商务和金融服务的专门化程度迅速提高，如纽约９０％以

上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公司和８５％的商务服务业务量都集中在曼哈顿地区。最近，全世界的主要城

市都出现了金融和某些生产性服务业向闹市区高度集中的趋势，原有的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 正在演化成

为国际交易中心 （ＩＴＣ）。从多伦多、悉尼到法兰克福、苏黎世都可以看到专门金融区的增长，即使在

美国这样的多极城市体系中，纽约也表现了金融和商务服务的集中趋势。

３７第一篇 大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对广州产业发展的启示



２跨国公司的发展

生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也进一步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因为拥有许多工厂、办公楼和服务业的公

司最需要协调计划，协调相互间的行政组织和分布、协调市场和其他中心的活动。这样，跨国公司就成

为经济活动空间扩散、专门服务日益增长需求的主要形式。同时，由于大公司正在向最终消费者 （包括

生产和销售） 方面迁移，又使得非常广泛的活动转向新的公司总部。总的来看，现代公司的发展和对世

界市场的广泛参与使得规划、公司间行政组织、产品开发与研究变得更加重要和复杂；生产的多样化，

经济活动的跨国化都需要非常专门的技术。另一方面，多城市分布的跨国公司不仅促进了新型产品的开

发和产品市场的控制，而且多地点制造业、服务业和银行的发展也为组织和控制全球的工厂网络、服务

业和分支办公机构的专门服务活动产生出更多的需求。这些都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孕育和发展。

３国际金融和商务中心的形成

近１０年来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空间都显示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金融活动与生产服务业在一些中

心城市迅速集聚，促进了国际金融和商务中心的形成。首先，金融活动的高度集聚，使在城市等级体系

的顶层城市中，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成为各部

门的决策 中 心 （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３），并 成 为 日 益 增 长 的 全 球 经 济 一 体 化 系 统 的 节 点 （Ｍｉｔｅｈｅｌｓｏｎａｎｄ
Ｗｈｅｅｌｅｒ，１９９４）。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米兰、瑞士的苏黎世、德国的法兰克福、加拿大的多伦多、日

本的东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都呈现出这类现象，而一些原有的重要金融中心如瑞

士的巴塞尔、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日本的名古屋则由于苏黎世、多伦多和东京的发展而衰落。

其次，跨国公司总部也依附国际金融中心呈现集聚趋势。在最近的１０～１５年间，生产服务综合体

和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呈现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经济组织中服务密度日益增长，二是国际金融中心向

大城市迁移。其原因有如下４个方面：①目前世界上的大型跨国公司仍然是制造业公司，它们的总部大

多数仍然分布在主要的工业综合体。由于许多制造业公司开始转向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有些公司

将总部的一部分迁到国外主要城市的国际金融商务中心。②原有的国家城市体系格局决定了公司总部的

地理分布，然而，经济全球化导致迅速的城市首位度化，迫使公司总部的不平衡集聚。③不同的经济发

展和国际商务贸易历史可能与生产网络相结合，形成不同的空间集聚结果。④跨国公司总部集聚也可能

与专门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例如，最近纽约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５００家公司的一些总部，而东京则

得到了这些总部。再如大阪和名古屋是日本的两个主要经济中心，但最近许多公司总部则迁往名古屋，

这种变化似乎与日本经济的全球化、东京国际金融商务中心形成和名古屋生产服务综合体功能的提升相

关。

４７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十章 经济全球化和 ＷＴＯ对于中国产业发展的深刻影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不断走向融合，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特征和趋势。

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贸易、金融、生产、投资、政策协调等方面超越国界和地区界限，商品和各种生产

要素流动更加自由和充分，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融合，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

机整体。其主要表现有如下３方面：

（１） 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化生产、投资体系已经形成，跨国公司力量不断壮大。目前，全球已

有５３万家跨国公司，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达到４５万家，跨国公司通过其子公司已将触角渗透和延伸

到世界各地和各个领域。就其实力而言，世界ＧＤＰ的ｌ／５，国际贸易的１／３，国际投资的２／３，国际技

术贸易的９０％以上，都为跨国公司所掌握。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作为其活动范围，实行全球化的战略

目标和战略部署，在全世界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成本最低和利润最大化。跨国公

司组织全球生产的最主要方式是直接投资，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形成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结合。目前，以

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海外直接投资每年已达到约３５００亿美元，积存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已在２４０００亿美

元以上，而战后初期这一数字仅为５００亿美元。

（２） 国际贸易迅猛增长。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贸易规模进一步扩

大，世界货物贸易从１９９０年的３４３８０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９６年的５１５１０亿美元，１９９８年进一步扩大到

５２２５０亿美元，服务贸易额达到１２９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５年中国进出口贸易１４２２１２亿美元，其中出口

７６２０亿美元，进口６６０１２亿美元，居世界第３位。

（３） 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明显加快，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金融资本已脱离生产和贸易而成

为一种独立的运动形式，跨国金融交易量急剧增加，辐射全球的大规模的金融机构不断增多，各地区金

融中心和金融市场已逐渐形成了有机的整体。１９９７年底，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就开放全球金融市场

达成协议，约７０个国家保证使其银行、保险和证券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根据这一协议，国际游资可

以自由进入或撤离各国金融市场。各国金融市场连成一片，２４小时全球交易，使大量资金可以迅速在

世界各地之间转移。金融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资金的流动，据ＩＭＦ估计，每天的外汇交易额为

２００００亿美元，流动资金相当于全球每年经济总产值的２０％。

ＩＭＦ、ＷＴＯ等国际经济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作用日益突出，在它们主持下签订的全球化协议发

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影响

全球化的经济被许多人认为是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３年以来，世

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来到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众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必

然对中国经济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对于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联合进行的研究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可口可乐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

响：它在中国支持了４１４万个就业机会；每年使中央和地方税收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利税１６亿元人

民币；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３００亿元人民币的产值。另外，可口可乐在中国营造了一个庞

大的独立供应商和销售商网络，并且通过全新的全球营销和管理策略以及最新的生产技术来支持与其合

作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因而可口可乐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

众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必然导致激烈的竞争。事实上，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展开了一

场名副其实的国际竞争，从而有力地推动了 “国际竞争国内化” 和 “国内竞争国际化”，即推动中国经

济进入全球化进程。这样一种现象必然会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外资进入所产生的现实的竞争压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仅在一般的意义上从

总体上影响着中国的市场集中度、市场进入壁垒、市场规模经济和市场垂直一体化程度，而且在现实的



意义上对国内企业的市场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１外资对合资企业的控股

近年来，外资特别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与中方合资的过程中纷纷提出控股要求，因而在中外合资

企业中，外资 （跨国公司） 控股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相当多行业，如轻工业的化妆

品、洗涤用品、饮料、自行车、照明、啤酒，化学工业中的轮胎、合成材料，电子工业中的程控交换

机、移动电话、大规模集成电路、家用电器，机械工业中的液压挖掘机、叉车、变压器，以及医疗等行

业中的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股。第二，中国某些大型企业被外资控股。如中国最大轴承厂 哈尔滨

轴承厂被外资控股５１％；中国最大印刷机械厂 上海人民机械厂被外资控股６０％。化工行业共有５９
家最大的定点厂，其中有１０家外资控股已超过５０％。第三，外资控股项目的比例呈不断增长之势。

２外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扩大

随着外资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外资企业的产品或品

牌不断地占领中国国内市场，在有些行业中外资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已相当高，出现了外资、外企唱

主角的局面。如轿车占６８％，电梯占７０％，彩色显像管占６５％，程控交换机占９０％，摄录一体机占

９９％，传真机占９８％，移动电话占８０％，计算机占７５％，机床占６３％，化妆品占７５％。

３国内品牌的大量消失

外资企业凭借雄厚的实力、良好的经营及其产品的完美包装和较高质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面

积地垄断和主导了中国国内市场，不仅使许多国内企业为生存而纷纷与外国大企业合资，或被兼并、控

股，甚至有的被迫倒闭，而且使得许多国内企业苦苦创出的品牌 （甚至一些老品牌或名牌） 纷纷落马，

销声匿迹，代之以国外品牌。例如，中国原有８家年产８万吨的洗涤品生产厂家的品牌，如广州的 “菊

花”，北京的 “熊猫”，四川的 “双猫” 等名牌，因与宝洁公司、利华公司、汉高公司、花王公司等外国

企业合资或被兼并、控股，原有品牌从此消失，代之以 “海飞丝”、“飘柔” 等外国名牌。又如中国的饮

料市场，仅余广东健力宝一大国内名牌，其余名牌皆被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取代。

４消费者 “崇洋媚外” 观念的固化

在对外开放中，三资企业的产品，凭借其强大的广告攻势及较高的质量档次，在国内消费者头脑中形

成了固定的观念，赢得了许多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与此相反，中国大多数企业长期以来很少注意广告宣

传和形象宣传 （尽管近年来有所改变），加之产品质量和档次较低，使原有市场在竞争中大面积流失。

三、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流失和转移

市场经济本质上不仅在于产品的自由流动，更在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然而，在市场经济下，生

产要素流动的基本特点就是 “趋利性”，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非常短缺的关键性生产要素受局部经济利益

的驱动而向发达国家或外资企业流动或转移。例如，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经常可以看到在土地使用权转

让、资金融通、人员交流，甚至政策导向等众多关键性生产要素上向外国资本倾斜的现象。因此，在对

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眼花缭乱的发展机遇，还有非常残酷的市场竞争；如

果说市场、品牌、控股权、消费吸引力等的流失还只是一种表层现象，那么，某些关键性生产要素在一

定程度上的流失则是经济全球化在目前带给我们的深层次影响。

在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力量，而科技力量的

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如果说前几个世纪国际经济竞争中争夺的对象主要是资源和市场，那么，

新世纪里主要争夺的对象将是人才。据统计，世界上现有的６００万软件技术人员中，２００万在美国，

１００万在日本，两个国家占了半壁天下；据称，美国将有一百多万个新岗位需要软件技能，而最近五年

中每年至少需要近十万名电脑专家。日本有关机构也发出人才告急警报，说是在最近１０年中，日本缺

少的各类科技人才有数百万之巨，其中最为急需的是信息技术人才。

据美国科学家测算，１９００～１９７５年，物质资本投资增加４５倍，利润增加３５５倍；人力资本增加

３５倍，利润却增加了１７５５倍。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世界６４％的财富依赖于人力资本。美国的

一项研究表明，２０００年，美国８０％的工作岗位本质上是脑力劳动。但在美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以来，随着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工程技术人才仍然不足，尤其是在计算机、微电

６７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子学和工程领域。１９９７年底，美国高科技人员短缺３４万人。有关部门预测，到２００６年，美国需要增

加科学家和工程师６７５万人，到２０１０年需要增加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１５５万名。专门从事信息技术

市场研究的国际数据公司在欧洲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指出，到２００２年之前，欧洲对网络人才的需求以

年均２６％的速度增加，而同期进入劳动市场的网络人才年均只增加１６％；到２０２０年，欧洲网络人才缺

口达６０万人。国际数据公司的调查报告指出，缺乏掌握熟练技能的网络人才，不仅会使欧洲在信息技

术因应用方面落后于北美和亚洲，阻碍通讯、因特网和电子商务在欧洲的普及，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欧洲

的经济增长。

目前，跨国公司的人才竞争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人才的本土化。过去，跨国公司习惯从总部

派出管理人员，现在他们发现本地人才能够更接近客户，贴近市场。二是对本地的人才进行国际化的评

估和培训，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把全球最新的经营理念引入本地，使本地人才具有在国际市场

上竞争的素质。三是人才在一个公司的服务期限大大缩短。

中国既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移民政策的调整来引进国外的人才，或者依靠雄厚的财力来争取国外的

人才；也没有在可能的限度内集聚必要的财力去培养自己的人才，以及在中国工业范围内用好现有的人

才，这导致中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从企业的高级经理、工程师、会计师到营

销人员，从大学教授到信息技术专家，都非常短缺；受到良好教育、素质较高的人才的外流情况又极为

严重。据 《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报道，美国移民规划局１９９９年签发的Ｈ ＩＢ签证达到１１５
万人，其中中国内地人员占１０％，居第二位。另据某些方面估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毕业生，１／３
出国，１?３在三资企业。

四、政府管理能力的深层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面临自身技术落后和实力较弱的竞争劣势，更

严重的是，在体制、观念、政府管理能力上存在的差距，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妨碍着中

国更有效地利用经济全球化内在的游戏规则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防止过度的不利冲击。可以说，政府管

理能力的不适应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特殊方面。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受到的最大体制性冲击可能是人才体制的冲击。中国的企业、研究单位

以及政府部门都将发现，人才竞争上的劣势是中国最大的隐患。国家将大量经费投入少数 “重点” 高等

院校，其实际后果可能只是将更多的优秀学生输送给外国和外资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可能成为外资企

业的 “人才培训部”，即没有经验的学生在国有企业中培养成有经验的人才后流向外资企业。政府部门

中最有业务能力的官员，可能受聘于外国公司，成为帮助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和在中国扩大市场的高级人

才。

７７第一篇 大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对广州产业发展的启示



第十一章 产业结构的国际化与当代国际分工

一、结构演进的国际化与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总特征

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发展的同时，各国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变动，从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也

会发生变化。例如，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往往是把它们相对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或生产环节通

过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利用自身的一些优势和发达国家的资本

和技术，来实现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有些原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各种内外条件，抓住发达国家结构调

整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及时进行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了原先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成为新兴

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在当代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大系统中，不仅在特定区域各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相互依存形成整体性演

进，而且各区域产业结构体系间也在相互关联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演化模式。现实中的

国际分工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多边、交叉叠加的立体结构。这里的所谓多层次，是指

不仅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并存着各类国际区域分工子体系，而且在各区域内存在的各国产业结构体也以不

同类型的分工关系连接在一起；所谓多边，是指当代国际分工在多国经济体之间展开；所谓交叉叠加，

则指一国不仅与同区域国家，也同区域外国家发生分工关系，即各国间交叉叠加地发生分工关系。因

此，总体上从全球视野来看的当代国际分工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结构。

二、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浪潮下当代国际分工的新格局

考察当代国际分工的发展，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一是从全球层面，或称之为宏观角度；二是从

国际区域层面，或称为中观角度；三是从跨国公司层面，或称之为微观角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经济发达的工业国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则主要生

产和出口农矿产品，形成了工业制成品生产与初级产品生产的分工格局。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以及在

整个７０年代，出现了发达国家主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工

业制成品的新格局。据联合国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统计，１９７０～１９８１年，韩国、新加坡、巴西等１９个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额增长了９５倍，其中，韩国增长了近３０倍，新加坡增长了２４倍，巴西增长

了２５倍。结果，韩国、新加坡、巴西等国制造业出口额占本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达９０５％、４９７％
和３９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国际分工格局：发达国家主要生产高技术产品、中高档

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某些档次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除了继续发展一些资本密

集型产业外也逐步生产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某些资本

密集型产品以及初级产品，大体上形成了 “三重结构” 的基本分工格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和知识经济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国际分工格局又在发生

新的变化：①从全球视角来看，原来分布在三大典型国际区域或 “三大板块” 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

日、西欧的英、德、法等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相互间在产业领域中是一种水平分工，基本呈现一种扁

平状态，处在当今世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顶层。但是，自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西欧

一些发达国家拉开了一定距离和出现阶梯。例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是代表当今世界经济

主流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在全力以赴地抢占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一些制高点，各国高

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情况往往反映一国科技竞争地位和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从技术贸易方面

来看，美国１９９８年的出口额就达到３６２亿美元，成为最大的出口国；处于第二位的英国只有１６１亿美

元，不到美国的１／２；另一技术强国德国也只有１３３亿美元，高于日本的７０亿美元和法国的２６亿美

元。相反，从技术进口额来看，德国则居第一 （１５７亿美元），远高于美国的１１７亿美元，法国的技术

进口额为３１亿美元，同期英国和日本分别为８９亿美元和３３亿美元。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分工状态来

看，美国站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发挥其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中的创新

优势，主要从事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开发和



善于吸收最新技术的转换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这样，使整个国际分工出现 “多重

结构” 的格局。由于经济的信息化是世界各国的发展方向，在信息产业中的领先地位决定了美国在当前

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仍将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顶端，占据最有利的国际分工位置，处于优势主导地

位。②从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来看，差距在继续

拉大，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三、当代国际分工新格局形成原因的分析

第一，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并且，知识经济迅

速崛起，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发展，使产业内分工代替产业间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

式。在新的分工形式主导下，特定行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占据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获得价值链上

最多的价值增加量；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国家占据不完全竞争环节，提供一定的价值量；而在价值链中不

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只能占据价值链中完全竞争环节，在价值链生产上获得很少的价值增加量。因

此，国际产业分工的内部化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于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

国在全球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美国等一些主要发达国家顺应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配

置资源，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占领高科技制高点，抢占具有垄断地位的战略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

主要进行产品的标准化生产，靠适度规模的生产和不断渐进性创新才能得到微薄的收益。例如，从制造

业产业链条来看，在研究与开发 核心部件制造 零部件制造 组装 销售五个阶段中，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转移的多为获利最少的第四和第三阶段，即组装和零部件制造阶段。因此，从总体上看，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距离在拉大，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第二，知识经济正在崛起，而知识经济是有别于工业经济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因而决

定一国在当代国际分工中地位的高低，已不是工业化时代的要素结构 （如一般劳动力、生产型货币资

本、土地与自然资源、生产性管理要素），而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结构的拥有状况 （如知识型劳动力、

知识、信息、金融、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制度等要素）。虽然，由于经济发展的成就，不少发展中国

家已经形成了现代制造业并有了较强的出口能力，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提升的结果是现代服务业在国际

分工中强势地位的形成，研究开发成为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作为知识经济主导性要素的

金融要素与信息要素基本上只掌握在最发达国家的手中。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不利地

位，表面上是由它们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产业结构水平、竞争力等，实际上是由它们的要素禀赋地位，即

要素禀赋结构的弱势地位所决定，因而使国际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三，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要素拥有状况对一国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美

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就是建立在知识经济要素丰裕基础之上的，在拥有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如信

息要素和金融要素方面，美国走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前列。虽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度美国和日、欧发

达国家距离拉近，但经过８０年代后期开始调整结构，９０年代持续经济高增长，在发展知识经济方面取

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及其信息化革命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信息产业发展领先于其他

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巨大发展使美国的金融力量居于世界统治地位。因此，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中，美

国和日本、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又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四、区域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和协议型国际分工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在与此同步发展的区域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今世界经济已形成 “板块

结构”。目前已形成或条件基本具备的 “板块” 有 “西欧板块”、“北美板块” 和 “东亚板块” 等，未来

还有可能形成 “拉美板块”、“西亚北非板块”、“大洋洲板块” 和 “东欧板块”，等等。

“板块结构” 的出现是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所取得的一种高级形态和现实的表现，它将一个个国家

的 “点” 连接成板块的 “面”，形成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群体。这种 “板块结构” 的出现必将赋予国

际分工以新的发展形式。一方面，在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各区域国际分工子体系的特色或特征不仅十

分明显而且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另一方面，在特定国际区域分工体系中协议型国际分工形式有可能

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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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区域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

像 “西欧板块”、“北美板块”、“东亚板块” 这些典型区域产业结构演化模式的不同特征，实际上反

映了存在于三大区域的国际分工体系具有不同特色。在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推动和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性

演进过程中，特色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

以广州所处的东亚区域板块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区域基本上

是单一的垂直型国际分工格局，即主要由日本生产工业制成品，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上述分工体系开始发生变化。亚洲 “四小龙” 的崛起，逐步实现了消

费品的进口替代并推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导向战略；东亚其他各国也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除继续扩大

初级产品的出口外，也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并进而转为出口导向，使东亚区域内首次出现了工业部门之

间的国际分工。到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东亚区域基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形成了不同工业

部门之间的国际分工体系。即日本主要从事高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亚洲

“四小龙” 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东盟四国则主要从事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

品的生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国际分工又出现了新飞跃，由于１９８５年９月日元升值，

加速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随着亚洲 “四小龙” 通货不断升值，劳

动力成本急剧提高，迫使 “四小龙” 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在东亚区域掀起大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浪潮，

引起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连锁型变化、交替上升，使东亚的区域国际分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产业间 （工业部门间） 分工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出现了产业内 （工业部门内部） 分工和企业

内分工这种新的形式。由此，使东亚区域带有某些垂直分工特征的新型水平分工因素进一步朝多样化的

方向发展，形成了东亚区域内相互依存的新型国际分工网络体系。即形成具有多边、互补、垂直分工与

水平分工交织并存、复杂网络型的国际区域分工体系。

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就是由各具特色的一个个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所构成的。

２协议型国际分工的形成及其特点

由于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和 “板块结构” 的形成，因而也将赋予区域国际分工以新的发

展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协议型国际分工。所谓协议型国际分工是指在两国间不存在比较生产费用差异的

情况下，通过某种协议，两国对不同商品或零部件实行专业化生产，这种分工一般以实行自由贸易为前

提，通过分工使双方都能获得规模经济利益。

从生产形态来看，协议型国际分工也是一种产品差别化分工，与水平型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基本相

同。但是，在具体形式和目的、效果上存在很大差别：①协议型国际分工大都采取非股权安排的国际合

作方式，属于企业间国际分工，而企业内水平分工通常是实行股权控制；②协议型国际分工的目的是追

求动态规模经济利益，而企业内水平国际分工的目的是追求 “技术垄断效果”；③协议型国际分工的结

果扩大了两国间以及与第三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而企业内水平国际分工具有出口替代的性质。

由于 “板块” 的形成，同区域特别是已建立组织、制度框架的一体化国际区域，统一协调机构会按

协议对 “板块” 内经济资源加以协商、统一配置，即对区域内的经济活动，都将经过事先的协议、计划

和安排，并在实施过程中得到监督和管理，事后会按协议检查和核算。这样，就会改变传统国际分工通

过一个个独立国家分散进行，彼此难以协调，完全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状况，因而将赋予国际分工以新的

发展形式，变成一定程度上有 “管理” 的区域国际分工新形式。

事实上，这种协议型国际分工形式已在各个国际区域出现。例如，最早始于１９６５年签订的 《美加

汽车协议》，欧盟内部各国企业间的分工，日本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各种委托加工等，都属于协议

型国际分工。

五、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的新特点和对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影响

在国际分工新格局和区域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以及协议型国际分工中，跨国公司在其中都充当了主

角，也是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的必然结果。例如，美国是当今世界拥有大型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美

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大力发展信息技术，成功地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由此位于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顶

端，而这实际上是通过其跨国公司的作用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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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的发展来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之前一般采取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

这两种基本形式，以及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结合。前者一般也称为差别化分工，后者称为工序间分

工。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和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内部

国际分工出现了网络型国际分工这种新形式。所谓网络型国际分工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通过互联网，将

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生产和销售子公司连接起来，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

平等、松散的集团公司，在公司集团内部实行国际分工，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对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以及

资本、技术等经营资源的流向进行更有效的动态合理安排，实现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最佳区位配置。现

代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型国际分工的主要特点是：①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其各子公司间以信息、互联网为纽

带实行横向结合。改变了以往跨国公司中母公司依靠其决策权力、组织制度、命令指挥等达到控制其子

公司的纵向组织机构。在这种网络型分工中，一般给予子公司较大的自主权，使其更适应所在国的经营

状况，子公司的决策是在与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通过互联网进行广泛交流信息的基础上自主决定的，由

此充分发挥了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②形成具有更大灵活性的 “伸缩型分工”。在跨

国公司内部的网络型国际分工中，内部各子公司从事的生产经营内容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处在经常性动

态调整中。即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子公司随时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交流，根据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当地消

费者消费倾向的最新变化，不断对原来的企业内分工结构进行调整，通过各子公司之间的自主协作，不

断地、自发地形成新的分工结构。因此，这种分工显然比一般的水平和垂直型分工或两者的结合具有更

大的弹性。③进一步强化了公司的创新机能。在跨国公司内部的网络型国际分工体系中，由于母公司与

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通过互联网每日就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行业、市场、产品和研究开发等方面的

信息进行广泛交流，各种信息的相互融合，由此产生新的知识和信息，从而促进跨国公司所属各公司、

企业不断开辟经营活动的新领域和开发新产品。显然，使公司的创新机能进一步得到强化。

作为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主体，跨国公司对全球分工体系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现代意义上的国际

分工不再是浅层次的产业间国际分工，而是产业内、企业内的分工占据主导，还包括大量深层次上的产

品分工，即由跨国公司推动形成产业活动的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发达国家通过其跨国公司通常控制着

具有核心技术意义的主要零部件环节的生产制造，而发展中国家即使形成了最终产品的生产线与生产能

力，有最终产品较高的本地化水平，也仍然拥有不了对产品的主导地位。因为，跨国公司为应对日益激

烈的产业内部竞争，已由原来面向东道国市场的简单一体化战略向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建立生产体系的

复合一体化战略转变。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按照竞争优势分置于产业价值链的不

同位置上，形成相互间的垂直或水平及网络分工，它们共同形成一个以价值增值链为纽带的国际一体化

生产。在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中，各国生产能力均被纳入其中，即各国的国家特殊优势

转化为企业内的特殊优势，根据它们的产业竞争优势位居全球化产品价值链的一个或数个环节。往往具

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集中发展各产业中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则集中发展各产

业中技术密集生产环节，它们相互分工合作，共同组成产品国际生产的全部。正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当代

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决定性的重要地位，因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跨国

公司的全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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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大城市产业升级换代与职能定位

一、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与大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一）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与大城市产业结构演变

城市产业结构，是决定城市经济功能和城市性质的内在因素。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曾将城市发展划

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不同的产业结构特征相对应，从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发达国家经历了第一产业主导经济、第二产业主导经济、第三产业主导经济的产业结构演变。城市经济

的发展过程是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历史高度融合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由此引起的人口由农业类型向工业

及后工业类型转化，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也是城市物质形态演变的主要原因和促进城市发展的真

正动力。

１产业更新周期与大城市产业结构变化

以卡斯特尔斯 （１９８９年） 为代表的持技术决定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技术变化首先影响并决定了经

济发展，经济发展影响并决定了城市发展。人类社会技术、经济、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技术变化决定

了经济发展的 “长波”（指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长约５０年的周期性波动），进而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阶段，

相应地城市产业结构走向高度化。

第四次产业变革 （１９４８年至今） 以电子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导致经济增长的第四次长波，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城市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一般认为，当今第四次产业革

命的深化正使世界经济处于第四次长波的下降期与第五次长波上升期的交替阶段，信息化是城市发展的

一大特征。甚至有学者认为，第五次长波已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开始。与该次经济波动相对

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主要表现为 “再城市化” 现象。

自１８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四次产业变革，导致城市经济发展经历了工业发展

方式向服务发展方式甚至信息发展方式的转换，城市空间发展相应经历了城市化 郊区化 逆城市化

再城市化四个阶段。每一次技术更新导致的产业变革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并产生一批新产业，形成新的

城市产业结构与空间特征 （表１ ３１）。

表１ ３１ 产业变革的阶段及其主要特征

第一次产业变革 第二次产业变革 第三次产业变革 第四次产业变革

年份 １７８７～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１８９５ １８９６～１９４７ １９４８至今

主要更新项目
机 械 织 布、炼 铁 技

术
炼钢技术、蒸汽船 电灯、汽车 晶体管、计算机

主导产业类型 轻工业 （布匹、铁）
重 工 业 （钢、机 械

工具、轮船）

重 化 工 业，高 加 工

度工 业 （汽 车、电 子

机械、化学）

商 务 办 公，高 科 技

工业 （电子、计算机、

化学）

产业特征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资本密集、技术密集 知识密集、技术密集

空间特征 城市化 城市化 郊区化
郊 区 化、 逆 城 市 化、

新工业开发区

资料来源：ＪＲＳｈｏｒｔ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ｏｒｄｅｒ。

２现代大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空间布局的基本特征

（１） 制造业在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开始下降、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发达国家大

城市主导产业，是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大城市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在工业化时期，城市发

展的基础是地方制造业的优势，制造业向中心城市集中在于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等所提供的方便。但二

战后高新技术及交通通讯设施等综合力量的发展，使中心城市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丧失，城市制造也



逐渐向郊区次中心和小城镇分散，城市核心地区出现了 “产业空洞化” 现象。城市当局不得不进行城市

产业转换与升级，使之获得新的生机。为了适应新的变化，保持城市的竞争力，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

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城市进行了产业调整，逐渐从制造业中心转变成智力中心，全面发展以知识为基础

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造成大城市制造业衰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产成本理论认为，随着大城市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生

产技术的标准化和竞争条件的公平化，大城市制造业有着比非大城市更高的操作成本，这必将迫使制造

业中的传统产业和公司转移到低工资的小城市及乡村地区。强制布局理论认为，大城市工厂活动空间紧

张，无法像在小城镇或乡村地区那样根据技术所需的容纳空间进行扩展，限制了现代技术和资本的输

入。其结果即使产量仍能维持，就业机会也会相对减少，这类制造业如需发展就只得迁出城外。资本重

组理论认为，大城市中制造业衰弱是厂商为获得高额利润而把资本在空间上重新分配的必然结果。多厂

公司 （一个公司在不同地区设分厂） 的增长和生产单位的功能特殊化，在大城市中心和郊区创造了一种

“劳动空间的分散”（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市中心由于信息丰富，联系集中，与财政金融、商业、

服务活动交往密切，容易成为各公司总部所在，而郊区也就被劳动密集型的装配式厂家所占据。大城市

郊区化和大都市区的形成正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迁而发展的。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西方国家大城市中普遍出现的郊区化、逆城市化，以及区域城镇群体的形成，对

城市功能结构的改变和大都市带的成熟完善起了重要作用，它并不仅仅是过度密集带来的城市环境问题

使然，同时也反映了技术进步引起的城市产业转移对区位和劳动力要素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城市由

集聚到扩散，大都市带的形成不仅仅是人类居住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布

局形式。

（２） 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近些年来，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

新材料、新能源、光导纤维、海洋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技术迅猛发展，在这场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

冲击下，在一些发达国家中，钢铁、橡胶、造船等一系列传统重工业衰退，而一些知识、技术密集型的

产业如电子、激光、光导纤维、生物工程、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则蓬勃兴起。以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兴

产业取代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而占主导地位已成为发达国家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

积极发展城市高新技术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建立高新技术园区；其二是通过市场

实现知识和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当前世界上已有高新技术园区８００多个，其中发达国家占

８０％以上，如美国有３５８个，欧盟有２２９个。这些领导世界高新技术潮流的科技园区主要都设在大城市

周边地区，如东京 筑波、南巴黎、伦敦Ｍ４走廊等。美国的几大著名的高科技园区尽管处在新兴的工

业化地区，但也与大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硅谷靠近旧金山，南加州科技城在洛杉矶周边。总的来

看，依托较易获得技术支持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集聚地建立创新与孵化器型高新技术园区，利用原

来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以实现传统产业转型与升级为目的创办研究与开发型高新技术园区，或以组合

科技产品为主、以出口加工为导向建立出口加工型高技术园区，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地区）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形式。

另外，利用大城市地区信息流通中心的优势建立科技市场，为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交易提供必要的

场所也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科技市场的建立可以大大缩短研究成果转换成商品

或服务的时间，并且使有市场需求的成果充分体现其市场价值，从而激励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和促使

他们为城市社会贡献更多的知识与财富。科技市场的主要功能包括：高新技术成果的展示功能；知识产

权和科研成果的交易功能；技术咨询、资金融通的服务功能；规范市场运作的管理功能。

（３） 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上升。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第

三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商业和交通、通信业领先发展。第二阶段，金融、保险业和

商务服务业增强第三产业的服务作用。第三阶段发生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金融保险、商务服

务业和科学教育等适应信息密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处于第三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中能源、物资和金融资本作为主

要的战略性资源不同。后工业社会时期，知识、技术与信息资源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资源。各类企

业、机构更大地依赖技术、信息的投入来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力和实现战略性的规划与决策，生产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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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必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社会各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

也促进了生产性服务在服务手段与方式上更加现代化。在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超出了服务业

的平均增长水平，发展速度引人注目。由金融保险、不动产和商务服务业构成的生产性服务业保持着持

续上升的趋势，而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通信、仓储业的比重则相对下降。如美国１９７０～１９８６
年，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分别增长了１７３３％和２００％，远远高出同期服务业９１０％和８５３％的

增长速度。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而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西方大都市工业大规模郊区化；７０年代，高技术产业在大都市兴起；８０年代以来，电信技术

的蓬勃发展促使城市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进一步扩散。其结果是，城市作为工业和生产中心的地位日益

削弱。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发展的实质影响不是导致城市经济萧条和财政危机，而是导致城市职能

的转换和城市经济核心内容的改变：城市并非削弱经济基础，而是在转换其经济基础；城市的生产职能

逐渐弱化，而商业、流通、决策、管理、服务、科研和信息处理等职能日益增强，即由过去的生产中心

朝着流通和管理协调中心转化。

（二）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

１创新是城市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创新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在技术创新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分工的专业化程度会越来

越高。这不仅会促进城市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使一个城市取代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并发挥更独

特的作用。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以后，如果一个城市固守传统的主要经济功能，不因势利导地顺应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要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附着其上的功能，城市的发展就会失去优势和

竞争力。例如２０世纪后半叶，美国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使过去传统的、较为单一的生产中心城市在美

国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其中底特律、巴尔的摩等城市的经济都出现了萧条现象。而一些以高科技产

业为主导、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却显示出勃勃生机和较强劲的竞争力，如飞机制造中心西雅图、宇航工

业中心洛杉矶和休斯敦、高科技研发中心硅谷的圣何塞等。

创新之所以能主导未来城市经济功能的走向，是因为它可以推进城市功能的优化和能量级别的提

升。当一个城市的某一功能能够更加细化，这种功能也就更为复杂，同时层次也更高，能量也更大。发

达国家的新兴科技中心城市，大都是在创新活动的催化下其功能进一步细化加上专业化而形成的。美国

的硅谷，其功能已细化到了微电子、计算机和网络产业这样的层次，但其能级很高，几乎左右全世界的

微电子、计算机和网络市场。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城市创新功能的地位日益显现，这就是城市利用其

观念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优势，以信息的形式将先进的经济理念、生产技术、经济管理方式和

生活方式渗透和辐射到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各个领域，继续发挥着中心功能的作用。因此，可以这样说，

谁拥有强有力的创新能量，谁就能主导经济发展，谁就是中心。

２创新环境的营造与技术驱动机制的建立

创新环境，又称创新网络，是发展高技术产业所必需的社会文化环境，它是地方行为主体 （大学、

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 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

相对稳定的系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教授ＭａｎｕｅｌＣａｓｔｅｌｌｓ和伦敦大学研究院

规划学教授ＰｅｔｅｒＨａｌｌ在其合著的 《世界高技术园区》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 里指出，智力密集、风险资本、基础设施、信息服务等因素固然是创新过

程发生的重要基础，而尤为需要认识创新是很多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协同作用而创造 （生产） 技术的过

程，因此要高度重视创新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建构，营造这样的创新环境已经成了经济发展和经济成

功的关键问题。只有存在创新环境的地方，才能达到知识的创新和扩散；只有当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相

关产业进行融合、相关的科教机构进行合作，以及产 供 销相关企业发挥协同效应时，才能发展知识

经济，发展真正的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将成为城市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见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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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加拿大地区发展的技术驱动机制

资 料 来 源：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ａ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１９９０）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Ｇｌｏｂａ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１９８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二、大城市经济发展与职能的转变

（一）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与职能转变的实践

２１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变革和希望的时代，社会和经济发展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经济

增长将从资本、劳动力投入第一转为以技术投入为主体，经济发展从经济增长第一转为以人的素质提

高、潜能发挥及依靠创造性人才为首要条件，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息化使得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向高度

化发展，综合质量不断升级，经济社会发展走向与资源、环境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以上诸多变化

要求城市从根本上适应时代特征的演化，从以工业制造为主导变为融技术开发、信息加工、人才培养、

文化创新等多种新型功能为一体。世纪之交的大城市能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能否在

激烈的竞争中抓住机遇不断地创造，关键在于培育、扶植适应２１世纪需求的城市功能。在此，分别选

择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代表 伦敦和新加坡，探讨它们在新

的全球经济和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如何保持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培育新的城市主导产业与功能的经验。

１伦敦的发展

伦敦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建城历史。从１８世纪后半叶起，在英国工业革命及英国在全球的殖民扩

张推动下，伦敦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进入２０世纪后，英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又先后有纽约、东京等国际城市的崛起。但伦敦依靠不断创新仍能维持全球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当代众多的国际中心城市中，只有伦敦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四次长波。在不同时期，

伦敦的发展和功能具有不同的特点，伦敦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国际中心城市崛起和发展的缩影。

在前工业化时期，伦敦就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港口条件成为国家的政治与商业中心。在伦敦商

业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中，创新曾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为日后快速成为国际中心城市奠定了必要基础，

例如１６世纪伦敦成立了一批特许贸易公司，一般认为它们是现代公司制度最早的起源。１７７３年伦敦皇

家股票交易所成立，标志着伦敦成为证券交易中心。１８世纪末，英国以蒸汽机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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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第一次经济发展长波，形成了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一批工业城市，

而伦敦凭借其商业中心的传统和铁路运输方式的采用带来的城市发展新动力，得以继续发挥国际金融中

心的作用，城市交通网络的现代化也促使了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进入２０世纪后，英国的地位下降，

但伦敦仍然与纽约并列为世界两大经济中心城市，这是由于英国新兴工业虽发展不如美国和德国，但在

世界上仍是第三大工业国，而电力的应用有利于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伦敦作为一个城市来说走在了其

他城市前面。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伦敦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如电气、机械、汽车、飞机工业等，

从而大大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其工业发展是以技术密集型和为城市市场服务型的部门为特色；与此

同时，伦敦传统的商业之都的地位和英镑区的存在维持了伦敦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

二战后，大英殖民帝国土崩瓦解，再加上英国工业老化等原因，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英国的经济

总量逐渐落后。国力的下降对伦敦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在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８８年间

减少了１００万人，使伦敦产生了较高的失业率。但伦敦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金融保险、专业

服务业能够抓住机遇，不断推陈出新，使伦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在当前激烈的竞争中，和

纽约、东京一起并列为三个全球性经济中心城市。当代伦敦的经济有以下５个特征：①后工业化社会特

征明显，服务业成为主导经济部门。长期以来，服务业都是伦敦最大的就业部门，其就业人数约占总就

业人数的５０％～６０％，制造业人数比重约占１／３。从６０年代开始，伦敦制造业就业人数逐年下降，但

服务业就业人数却稳中有升，到８０年代末占总就业人数的８２％，居绝对优势地位，这使伦敦的经济结

构呈典型的后工业化社会特点。②金融保险业发展迅速，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

伦敦的金融保险业虽已居国际中心的地位，但在整个城市经济中的地位还比较低。６０年代，伦敦欧洲

美元市场开辟，７０年代后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发展迅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使伦敦的金融业有了惊

人的发展。伦敦是欧洲美元的诞生地，并由此发展为包括欧洲马克、欧洲日元、欧洲货币单位在内的欧

洲货币市场，使其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最大经营者。７０年代末，英国成为最早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

取消全部外汇管制，进一步促进了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８０年代出现的债券证券化和新的金融工具

（如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等），使伦敦金融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上述变革不但使金融保险业成为伦敦最大

的就业部门 （就业人数近９０万，远超过纽约、东京的三四十万就业人数的规模）、最大的经济部门 （占

伦敦ＧＤＰ的１／３），而且使伦敦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 （其外汇日交易量相当于纽约和东京外汇

交易量之和）。③专业服务业一枝独秀，成为新兴支柱产业。专业服务业 （法律、会计、咨询、广告、

设计、高等教育、卫生等） 是伦敦又一个发展十分迅速的行业，它的兴起与信息社会的到来有密切的联

系，有些行业的发展又受金融业联动效应的影响。④制造业地位日益下降，但仍是世界重要的生产基

地。伦敦制造业萎缩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传统工业受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ＮＩＥｓ） 和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

的冲击，电机、汽车工业则受日本、德国产品出口的冲击，故而双双失去活力。目前伦敦的主要工业部

门有：与信息社会有关的造纸和印刷工业，以及电器电子、交通设备、医药、食品等。但伦敦制造业的

产出在世界上仍有一定地位，如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６年间，伦敦制造业就业人数从８３６万人下降到５６３万

人，但制造业总产出从８８亿美元增加到１０８亿美元，多于香港和新加坡，并仍保持着生产指挥与控制

中心的功能。⑤文化娱乐也异军突起，伦敦成为国际文化中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伦敦服务业

中，文化娱乐也异军突起，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进入９０年代，伦敦文化娱乐团体有１１７００
个，就业人口超过２０万人，年收入达７５亿英镑，占伦敦国内生产总值的近６％。

在英国制造业日益萎缩，有形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通过服务业出口，即无形贸易就成为平

衡英国国际收支的主要手段。在后工业化时代的伦敦，不仅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居绝对优势的地位，而

且出口也转向了以无形贸易为主。这体现了全球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即从工业化时代的有形产

品生产中心转向后工业化时代的无形产品生产中心。

２新加坡的发展

新加坡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重要通道马六甲海峡东口，地理位置十分优越。１９５９年独

立之前，新加坡的经济是相当落后的，经济活动以转口贸易为主，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１９６５年新加

坡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邻国发展直接贸易，使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受到很大影响。因此，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初新加坡政府面临十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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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新加坡决定推行工业化发展战略。根据当时新加坡的特点，政府采取了进口替代的

工业发展方针，着重发展纺织、食品、木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新加坡政府转

而采取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并开始致力于发展亚洲金融中心。７０年代末，新加坡成为新兴工业

化地区。９０年代初，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金融和商业服务业继续迅

速发展，港口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二位，成为赤道线上的花园城市。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

三个明显特点：①政府实施 “积极、直接干预” 的政策。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新加坡对社会经济的干预

是比较强烈的。在６０年代的经济发展中，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第一，政府通过工业化所

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计划，如海港、工业区、通讯网等；第二，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创造良好的投资环

境，以吸引外国投资者；第三，通过教育制度改革，积极培养所需的各种人才；第四，政府积极参与制

造业及其他有关行业的直接投资和联合投资；第五，成立经济发展局，代表政府推行工业化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局先后辟建３０多个工业区，尤以裕廊工业区最为著名。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国

外资本。新加坡地狭人多，自然资源贫乏，因此新加坡领导人十分重视吸引外国资本以推动新加坡经济

发展。为此，新加坡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法令，尤其是１９６７年经济扩展法令是新加坡最

重要的吸引外资的法令。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统计，其制造业７５％以上的投资来自国外的私人投资。

在金融业的发展方面，新加坡同样采取了积极吸引外资的政策。１９６８年新加坡率先开辟了亚洲美

元市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面对香港、东京离岸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的竞争，新加坡又制定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以保持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如１９６９年取消对非居民利息所得４０％的预扣税，１９７７年规

定经营亚元的机构从海外利润中付出的股息只需纳税１０％而非４０％，１９８９年为鼓励亚洲亚元交易又宣

布豁免投资于亚洲债券的利息税，１９９０年宣布对以新加坡为金融及财务中心的跨国公司给予制度优惠

等，以此将新加坡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③适时调整产业结构。新加坡推行工业化战略之初，以发展进

口替代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１９６５年的独立使得国内市场狭小的新加坡转而采取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

导向型战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加坡实施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

从数量型的 “输出立国” 转向质量型的 “技术立国”，重点发展电子等高科技工业及金融、商业服务等

高层次第三产业。８０年代初，新加坡实施了大幅度提高工资的政策，以迫使企业主动淘汰廉价劳动力，

实行机械化、自动化生产。虽然在此期间经济起伏波动较大，但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后

（控制工资增长、减轻企业主负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开拓海外市场等），使经济再次步入稳定增长

期。近年来，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新加坡又提出了建设 “数码港” 的发展计划，可以预见，信息产业

的发展必将成为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在短短的３０多年中，新加坡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成为亚洲的 “瑞士”，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着四

大功能：第一，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是随着亚洲美元市场的创办而形成的，由于离岸金

融市场的带动，使金融业逐步成为新加坡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经济部门，增长速度则居第一位；第

二，国际航运中心。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新加坡积极发展海运和港口业务，历来是东南亚

地区的航运中心。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加坡进一步向国际航运中心的方向发展，其港口吞吐量超过

２亿吨，是仅次于鹿特丹的世界第二大港。同时，新加坡也是亚洲地区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第三，国

际制造业中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新加坡经济结构趋于多元化，但制造业始终是最大的经济部门，并

扮演着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作用。目前，新加坡制造业的内部结构已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转向资本、

技术、知识密集型部门，电子、石油加工、机械制造为三大主导产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新加坡的

制造业加强了对海外的投资，如新加坡政府提出并推动的在马来西亚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巴丹岛建立

“成长三角洲”，并在我国苏州等地开辟了新加坡工业园。这表明在经历了３０年的工业化进程后，新加

坡已成为亚洲的一个投资中心，具备了对外扩散的能力。

（二）现代城市的基本职能

国际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发展融入国际发展体系，并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其表现是

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集中地等。鉴于一个城市在世界或在一个区域和国家城市体系中的地

位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的不同，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必然有很大差异，如有全球性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区

域性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全国性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等，而城市的现代化则是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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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的一个共同特色且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现实目标。

２０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在电力技术革命和以电子工业以及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

革命的推动下，整个世界进入了以现代城市为取向的历史阶段。所谓现代城市，就是具有较强的经济中

心功能、良好的基础设施、合理的服务体系、有效的创新机制、现代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管理制

度与手段的城市。现代城市具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现代城市除外延发展外更多的是内涵发展。进入

现代城市发展阶段后，城市经济已逐步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发展，城市建设也在开发新区的同时更重视

旧区的改造和更新；其二，各类市场体系相继在城市聚集，成为物流、人流、能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

经济载体，进而促使现代城市成为发达市场体系的有力依托；其三，现代城市的内部空间组合层次分

明，空间利用效率较高，城市景观形象更为壮观；其四，大城市的国际化趋势带有普遍性。

城市现代化是综合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目标，它涉及到城市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包括政治、经

济、社会、生态环境和人的现代化，而重点应是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人与环境的现代化。

首先，经济现代化。经济是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城市一切活动的根本。因此，经济现代化

是城市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主体部分。其内容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实现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加强传统产业

的改造，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使其现代化。

其次，社会现代化。就是指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社会结构、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经济

现代化不能离开社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经济增长仅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替代社

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何况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孤立地实现。社会现代化是高层次、综合性的，目的是要满

足社会日益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以及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和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需要。如果一

个城市经济发展了、工业化信息化实现了，但如果社会不公平加剧、社会道德沦丧、优秀的民族文化价

值、文化传统受到破坏，那就会形成 “有增长无发展” 的局面，这种现代化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现代化

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而且应是体制、制度、管理与观念的全面现代化。它是一场深刻

的社会变革、是内容丰富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

第三，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基石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现代化是其他现代化的前

提，同时又是其他现代化的归宿，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要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树立现代化的开

放意识，走向开放的大市场、大社会。没有人的现代化，现代社会、现代制度是不可能很好运行的。传

统的发展观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现代的发展观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现代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

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的素质的竞争。没有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就不可能提高城市竞争

力，就不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主动。

第四，环境现代化。环境是由众多的因素组成的，其中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条

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居民生存需求和追求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现代城市要着力进行城市环境

综合治理，改善城市大气、水环境，扩大绿地；改善和美化人居环境，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坚持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保护森林、保护水资源、节约土地、节约用水，加强对城市污水和垃圾的

无害化处理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１现代城市在全球、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１） 现代城市是经济系统中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枢纽。经济系统的运动需要有载

体，而现代城市作为载体的物质形态为经济系统的运动提供了最理想的条件。人口的流动需要城市为其

提供必要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物质的运输需要借助必要的交通工具和相对的城市设施；能源的流动

和集中使用必须依靠城市管线网络和各种先进的设备；信息的传递离不开设在城市的接收、传输、交

换、处理设备和各种网站设施；资金的流动必须通过集中在城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操作。正因如

此，人口、物质、能量、信息、资金在城市中高度集聚并通过市场进行有效配置，然后向城市以外的地

区扩散。以城市为枢纽的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就是在这一聚集 扩散过程中完成的。

（２） 现代城市是一个充满商机的大市场。首先，城市是各种要素集聚的场所，又是新要素扩散的源

头。在集聚 扩散运动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这是市场存在的根本因素。其

次，城市为市场的存在和运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包括硬件和软件。因此，无论是国际金融市场还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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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市场，一般都集中在现代城市中，市场的存在本身就创造了众多的投资机会。因此，只要城市这个充

满商机的大市场搞活了，不论其地域大小，这一带的经济必然会蓬勃发展。

（３） 现代城市是知识经济的策源地和创新基地。从知识经济的几大特征看，它是完全依托于现代城

市发展起来的经济。知识经济的第一大特征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

而现代城市，尤其是科学城 （如硅谷等） 和中心城市，集中着大量的科学技术研究单位和机构，创造出

众多的科研成果，并通过城市这个 “大工厂” 转化为产品或商品，形成新的财富。知识经济的第二大特

征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现代城市是信息中心，具备先进的信息通

讯技术和设施，因此，信息通讯的新技术革命离不开现代城市，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现代城市为载

体。知识经济的第三大特征是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

工的细化和深化，消费结构的变化促进了服务经济的兴起，服务经济同知识经济关系密切，一方面，服

务经济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中知识含量较高的产业部

门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集中和服务业发达的地域就是现代城市，准确地说，现

代城市的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４） 现代城市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和传播源。随着现代城市

产业从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的不断升级，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

出现了柔性生产方式、无纸化交易、网络化管理等。与此同时，无论是人际交往方式、休闲娱乐方式还是

居住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革，如出现了网上交流、网上购物等生活方式。这些变革不仅在现代城市中诞

生，并从现代城市中传播出去，带动周围地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２现代城市基本职能的塑造

（１） 抓住机遇，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西方大城市中制造业的衰弱和第三产业的兴起，说明了尽管大

城市作为社会财富生产基地的基本作用并没有改变，但其生产对象已从有形产品变为无形产品，即从生

产分配工业产品转变为生产分配知识、技术和人才。因此，未来大城市是技术创造中心，它的功能是决

策管理和经营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组织，例如医疗中心、大学、研究中心、信息咨询、国际经济服

务的根据地。

（２） 认识第二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在确定大城市功能转变的目标时，要客观清醒地认识第二

产业在大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大城市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和增长速度较高，但由于经济实力

弱，其绝对量远远小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如纽约市人均工业生产值是上海市的４３倍，伦敦市人均工业

生产值是上海市的４９倍。我国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应有所侧重，但我

们在强调发展第三产业时，一定不要忽视第二产业的基础作用及其薄弱的现实。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的

发展经验也证明了第二产业在大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香港来说，制造业产品一直是最大的外汇收

入来源，如果没有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兴起，香港只能是一个转口港，对外贸易和经济繁荣就不会有今天

的水平。新加坡政府认为过分依赖转口会产生危险性，只有工业化才是新兴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东南

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泡沫经济和产业结构不当的严重危害性。

（３） 城市职能转变的目标：重塑组织管理、技术创造和居住生活中心。大城市生产对象从有形产品

变为无形产品，使其又回归到与工业革命前相似的功能：组织管理中心、广义的文化中心以及高水平服

务和城市幽雅环境的提供者。管理是城市的基本职能。随着劳动分工国际化、国际贸易全球化、世界经

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城市的管理功能将显得更加重要。大城市的管理将从直接的刚性的行政管理为主

导步入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大城市生产对象的改变，导致了大城市由制造中心变为技术

创造中心和居住生活中心。大城市如不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就必须拥有雄厚的智力基础，发展成为技

术创造中心。城市发展的动力在于技术和科学知识，城市竞争的焦点在于人才。要想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城市必须具备优美的自然环境、发达的商业服务网络、便捷的交通通讯设施、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

和奋发向上的城市文化，形成舒适的人居环境。因此，大城市功能转换的目标就是重塑组织管理职能、

技术创造中心和居住生活中心。其中，技术创造是大城市持续发展的新动力，舒适的人居环境是充分发

挥动力的保障，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城市功能转换不是简单的产业结构调整，而是真正意义上形

成这三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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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４大世界城市在空间、就业和人口分布结构上的比较

根据所获得的有限数据，可对世界４大城市伦敦、纽约、巴黎、东京进行空间、就业和人口分布结

构上的比较。

表１ ３２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的空间布局

项目 ＣＢＤ 内城区 外城区 郊区 周边地区

伦敦

（１９９１年）

伦 敦 城 中 心

（中心统计区）：

西 区 和 伦 敦 金

融城

伦 敦 城 内

其他１４个区

大 伦 敦 的 剩

余１９个外围区

大都市圈外围 （Ｏｕｔｅｒ
ＭｅｔｒｏＡｒｅａ） 包 括１１个

郡的全部 或 与 之 相 邻 部

分

英 格 兰 东 南 部：大 都

市圈外围的１１个郡的剩

余部分

纽约

（１９９４年）

曼哈顿５９街

以下地区

曼 哈 顿 上

城和布郎区

布 鲁 克 林、

皇 后 区、Ｓｔａｔｅｎ
岛 （纽约城域）

大纽约都市圈 （ＣＭＳＡ）

的内圈，包括同纽约市相

邻的纽约州的４个县，新

泽西州的８个县

大纽约都市圈 （ＣＭＳＡ）

的外圈，包括纽约州的３
个县，康州的２个整县和

２个县的一部分，宾州的

１个县

巴黎

（１９９２年）

巴黎市中心１
到１０区

巴 黎 市 域

（法 国 第 ７５
行 政 区） 的

其他部分

大巴黎小环，

包 括 相 邻 市 区

的 ９２，９３，９４
三个省

大 巴 黎 铁 矿 石 环，包

括外围的７，７８，９１，９５
四个省

法兰西岛的其余地区

东京

（１９９０年）

东 京 都３个

商业中心区

（Ｃｈｉｙａｄｏ，Ｃｈｕｏ，

Ｍｉｎａｔｏ）

东 京 都 ３
个 商 业 区 外

的２０个区

东 京 都 多 摩

地区
首都圈内圈４个县 首都圈外圈４个县

１布局结构比较

从表１ ３２可以看出，４个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具体界定都已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只是在城市功

能上与其他功能区域紧密相连。

表１ ３３清楚地反映，４个主要世界城市都有广阔的周边腹地，最小的也有近１万６千平方公里，

而巴黎更有１４万５千平方公里之巨。广阔的腹地对于世界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城市功能级别

提升的地缘基础。

表１ ３３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４个主要世界城市的基本数据 （１９９２年）

面积：平方公里

城市 ＣＢＤ 内城区 外城区 郊区 周边地区 总面积

伦敦 ２７ ２９４ １２５７ ９６５１ １５９９６ ２７２２５

巴黎 ２３ ８２ ６５０ １１２５７ １４５６４５ １５７６５７

纽约 ２２ １６０ ６１８ ９２８５ １８６２７ ２８７１２

东京 ４２ ５３９ １５６４ ９１６０ ２３３２３ ３４６２８

居住人口分布：千人

城市 ＣＢＤ 内城区 外城区 郊区 周边地区 总面积

伦敦 １７０ ２１７３ ４０５０ ５５１１ ４８８９ １６７９３

巴黎 ２４６ ２１５２ ３９８９ ４５２０ １０６６１ ２１５６８

纽约 ５４２ ２６９１ ４６３１ ８１８０ ４０２３ ２００６７

东京 ３０４ ７８６３ ３６９２ ８０８２ ７５９９ ２７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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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口分布：千人

城市 ＣＢＤ 内城区 外城区 郊区 周边地区 总面积

伦敦 １０２０ ８０５ １４３０ ２２３５ １７２６ ７２１６

巴黎 ７６３ １６６４ １７２６ １５８５ ４９６７ １０７０５

纽约 １７７２ ２０３４ ９２１ ８２５０ ３１８５ １６１６２

东京 ２５５０ ４８４３ １３８２ ７７６７ ３５５２ ２００９４

居住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口数

城市 ＣＢＤ 内城区 外城区 郊区 周边地区 总面积

伦敦 ６２９６ ７３９１ ３２２２ ５７１ ３０６ ６１７

巴黎 １０６９６ ２６２４４ ６１３７ ４０２ ７３ １３７

纽约 ２４６３６ １６８１９ ７４９４ ８８１ ２１６ ６９９

东京 ７２３８ １４５８８ ２３６１ ８８２ ３２６ ７９５

就业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口数

城市 ＣＢＤ 内城区 外城区 郊区 周边地区 总面积

伦敦 ３７７７８ ２７３８ １１３８ ２３２ １０８ ２６５

巴黎 ３３１７４ ２０２９３ ２６５５ １４１ ３４ ６８

纽约 ８０５４５ １２７１３ １４９０ ８８９ １７１ ５６３

东京 ６０７１４ ８９８５ ８８４ ８４８ １５２ ５８０

２ＣＢＤ规模比较

鉴于四个主要世界城市的周边地区面积有巨大差别，以下的比较分析只考虑前面４个功能区域，即

ＣＢＤ、内城区、外城区和郊区，将这４个区域总称为城市的主体区域。表１ ３４是４个城市ＣＢＤ的有关

数据。

表１ ３４ ４个主要世界城市ＣＢＤ比较 （１９９２年）

伦敦 巴黎 纽约 东京

面积

（ｋｍ２）

ＣＢＤ（ｋｍ２） ２７ ２３ ２２ ４２

城市主体区域 １１２２９ １２０１２ １００８５ １１３０５

ＣＢＤ所占百分数 （％）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３７

居住人口 （千人）

ＣＢＤ １７０ ２４６ ５４２ ３０４

城市主体区域 １１９０４ １０９０７ １６０４４ １９９４１

ＣＢＤ所占百分数 （％） １４３ ２２６ ３３８ １５２

就业人口 （千人）

ＣＢＤ（ｋｍ２） １０２０ ７６３ １７７２ ２５５０

城市主体区域 ５４９０ ５７３８ １２９７７ １６５４２

ＣＢＤ所占百分数 （％） １８５８ １３３０ １３６５ １５４２

居住人口密度

（人?ｋｍ２）

ＣＢＤ（ｋｍ２） ６２９６ １０６９６ ２４６３６ ７２３８

城市主体区域 １０６０ ９０８ １５９１ １７６４

就业人口密度

（人?ｋｍ２）

ＣＢＤ（ｋｍ２） ３７７７８ ３３１８４ ８０５４５ ６０７１４

城市主体区域 ４８９ ４７８ １２８７ １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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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４反映了一些共同特点：①ＣＢＤ空间规模相当。４个城市ＣＢＤ面积在２２～４２平方公里之

间，占城市主体区域总面积的比重在０１９％～０３７％之间，除东京外的其他３个主要世界城市的规模

相当接近。②ＣＢＤ就业人口规模接近。４个主要世界城市ＣＢＤ就业人口占城市主体区域总人口的比例

很接近，区间为１３３０％，ＣＢＤ就业人口规模显著高于居住人口规模，居住人口与就业人口绝对数量的

比在３～８倍不等，而相对比差距则更大，在６～１３倍之间。这符合中央商务区的功能需要，即以商务

为中心，而非以居住群为主。具体比例见表１ ３５。

表１ ３５ 伦敦、巴黎、纽约、东京４城市ＣＢＤ居住人口与就业人口对比 （１９９２年）

绝对比 （ＣＢＤ居住人口∶ＣＢＤ就业人口） 相对比 （ＣＢＤ居住人口所占百分数∶ＣＢＤ就业人口所占百分数）

伦敦 １∶６ １∶１３

巴黎 １∶３ １∶６

纽约 １∶３ １∶４

东京 １∶８ １∶１０

另外，ＣＢＤ人口密度差别反映了各城市的特色。４个主要世界城市ＣＢＤ居住人口密度和就业人口

密度有一定差别，纽约、巴黎居住人口较密集，而纽约、东京就业人口极度密集。不过，总体上，就业

人口密度都相当高，每平方公里３万多到８万多之间不等。我们将ＣＢＤ居住人口密度、就业人口密度

与城市主体区域进行对比，如表１ ３６所示。很明显，这４个城市ＣＢＤ的就业密集程度相对于城市总

体水平而言是异常显著的。

表１ ３６ ４城市ＣＢＤ居住人口密度、就业人口密度与城市主体区域对比 （１９９２年）

居住人口密度 （ＣＢＤ∶城市主体区域） 就业人口密度 （ＣＢＤ∶城市主体区域）

伦敦 ６∶１ ７７∶１

巴黎 １２∶１ ６９∶１

纽约 １５∶１ ６３∶１

东京 ４∶１ ４１∶１

３４个主要世界城市城区与郊区的相关比较

我们将ＣＢＤ、内城区、外城区合称为城区，表１ ３７是对４个市的城区和郊区有关数据进行对比。

表１ ３７ ４城市城郊对比 （１９９２年）

伦敦 巴黎 纽约 东京

面积 （ｋｍ２）

城区 １５７８ ７５５ ８００ ２１４５

郊区 ９６５１ １１２５７ ９２８５ ９１６０

对比 １∶６ １∶１５ １∶１２ １∶４

居住人口

总数 １１９０４ １０９０７ １６０４４ １９９４１

城区 ５３７０％ ５８５６％ ４９０２％ ５９４７％

郊区 ４６３０％ ４１４４％ ５０９８％ ４０５３％

就业人口

总数 ５４９０ ５７３８ １２９７７ １６５４２

城区 ５９２９％ ７２３８％ ３６４３％ ５３０５％

郊区 ４０７１％ ２７６２％ ６３５７％ ４６９５％

居住人口密度

城区 ４０５１ ８４６０ ９８３０ ５５２９

郊区 ５７１ ４０２ ８８１ ８８２

对比 ７∶１ ２１∶１ １１∶１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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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伦敦 巴黎 纽约 东京

就业人口密度

城区 ２０６３ ５５０１ ５９０９ ４０９１

郊区 ２３２ １４１ ８８９ ８４８

对比 ９∶１ ３９∶１ ７∶１ ５∶１

从表１ ３７中可以得出：①４个城市城、郊空间结构有较大差别。巴黎城区面积较小，而郊区面积

相当广阔，城、郊面积之比达１∶１５。而东京城区面积较大，城郊面积之比仅为１∶４。②居住人口城、郊

之比相当。４个主要世界城市郊区居住人口占城市主体区域总居住人口的比例基本在４０％～５０％之间，

平均水平为４４８１％。③就业人口城、郊之比有多种表现。伦敦、东京就业人口结构与居住人口结构相

似，基本为５５∶４５的结构，而巴黎的就业人均水平则与居住人口城、郊结构类似，郊区就业人口占城

市主体区域就业人口比例平均为４４７２％。④城、郊人口密度之比显著。４个城市的居住人口密度和就

业人口密度的城、郊之比总体上都比较显著。其中，居住人口密度的城、郊之比和表１ ３６中的ＣＢＤ
与城市主体区域的比值差不多，而就业人口密度的城、郊之比却没有ＣＢＤ与城市主体区域之比那么显

著。由此可见，ＣＢＤ的特征值更多地体现在就业密集度上。

四、世界城市伦敦的土地使用结构概览

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转型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城市对土地使用的需求呈不断上升之势，成长中的世

界城市更是如此，有一些世界城市，通过科学决策，对土地使用进行合理规划，使土地紧张状况有所缓

解。它们的行为，为发展中的城市合理利用自身资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世界城市伦敦的经验有其独特

的一面。应当说，伦敦对土地的利用不仅在种类上，而且在需求重点上都与其他城市不尽相同，其不同

类别的土地使用情况如下：①近２０年的经济发展，导致伦敦中心商务区的商业、金融、生产服务业的

扩张；②也导致中心商务区以北、以西和以南部分地区制造业的下降，这些地区逐渐陷入了萧条与衰退

之中；③环绕伦敦中心区出现的经济社会萧条沿泰晤士河延伸，朝阳产业迅速从中心商务区向以北、以

西和以南周边地区扩展。

这些变化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伦敦变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城市，由许多分隔开来的旅行工作区

（ＴＴＷＡＳ） 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汉斯诺和科洛雷，伦敦的两大机场 汉斯诺机场和盖特维克机

场，也位于这两个地区。该地区的中心是中心伦敦区，主要由威斯敏斯特镇和伦敦城组成，绝大多数使

伦敦成为世界都市的活动都在此进行。集约经济为决策精英们提供了面对面会谈的机会，供应、分包、

媒介服务和生产构成了一张密切的联系网，加上适当的办公地点、海纳百川的人才库、全球化的联络方

式，共同奠定了集约经济的基础。办公楼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而办公楼的兴建与维修正是伦

敦土地规划着重考虑的一个项目，伦敦为此辟出了大量的土地空间。较之伦敦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巴

黎和法兰克福，伦敦的生活支出、个税支出、一般性的办公支出等都比较低，伦敦不失为一个较为廉价

的办公地。

尽管伦敦在办公费用上有一定的竞争力，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由于其他原因，如感到中心区过

分拥挤，或者环保开支较高，把总部迁出了中心伦敦区。有关专家预测，高科技特别是通信技术的发展

还会加快迁出中心区的进程。在中心区发展的同时，其以北、以东、以南地区却陷入了经济萧条和社会

衰败之中。二者反差如此之大，以致某些评论家将这种差别比作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差别。在伦

敦，高收入技术性岗位与低收入技术性岗位之间的两极分化，通过居住区的划分反映出来，居住区是根

据职业、肤色、种族和收入等因素来划分的，目前，这种趋势可谓愈演愈烈。中心商务区周围发生的经

济社会萧条沿着泰晤士河延伸出去。在这些地方，工业一蹶不振，失业率在一些地区甚至高达９％～
１２％。

与这些萧条地区相辉映，高新技术产业正以博克塞尔和赫特弗德塞尔为中心大规模聚集起来，形成

了研究发展机构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密切结合。这在伦敦周围形成了被称为西方的 “新月形地区” 的朝阳

产业区。这些地区的存在，为都市外围区的就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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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整个伦敦市区而言，上述土地使用状况在空间上是互相分隔的。各个区域通过将中央商务

区和周边地区连接起来的交通网而联系在一起。对于能够承担得起交通费的人来说，这个交通网正好使

伦敦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他们向往的就业市场。对于其他人而言，这种分隔状态则有效阻止了甲区的人到

乙区或丙区去和当地人抢饭碗，这对于那些急需解决就业问题的贫困居民来说自然是福音，因为它将伦

敦分割成了几个当地人的就业市场。然而，分隔状态对那些生活在就业机会少、失业率高的中心区以东

交通辐射区的居民来说却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也会把他们隔离在机遇的大门外。专家寄希望

于通过建环城铁路来改善这种状况，因为巴黎在这方面就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五、广州城市的定位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１城市定位

广州的职能定位为组织管理中心、文化中心、技术创造中心和居住生活中心，区域定位为华南地区

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现代化中心城市。

首先继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道路交通为重点，要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适应市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需要。广州的新白云国际机场是国内最好的飞机场。黄埔港现在是国内第一大港，吞吐量达到一

亿两千吨，但和现在广州的发展还是不相适应，广州还要建现代化的新港口。努力把广州发展成为一个

国际化的区域信息中心，按照国际化区域信息中心城市的模式来建设广州的经济和社会系统，主要是宽

带高速的主干网，今后包括治安、医保等都要通过这个系统进行高效覆盖，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广州目

前的有线技术和无线技术两个系统都在搞，广州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在国内是领先的，目前国内三大电

信进出口，即互联网三大进出口是北京、上海、广州。广州有现状，也有潜力成为国际化区域信息中

心。

其次，调整产业结构。让传统产业、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三者协调发展，构建一个具有这三方面

协调发展的生产力布局。广州是一个老工业城市，２００１年的工业产值是３４００个亿，居上海之后，２０００
年后，扶持了汽车、钢铁、石化工业，２００５年工业总产值６７７０亿。传统工业不管是重工业也好、轻工

业也好，在华南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都有很好的优势。所以在高速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同时还兼顾传

统工业的发展；此外，加入ＷＴＯ后，广州在服务业发展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在生产力布局时应考虑这

三者的协调发展。

２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根据世界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判断产业发展水平，通常可用表１ ３８所示的指标来衡量。

表１ ３８ 判断产业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

大类指标 主要分类指标

结构水平 三次产业结构 （包括产值和劳动力比例结构）、工业和第三产业内部行业结构

工业水平 重化工程度、高加工度程度、科技化程度

行业竞争力 集聚规模、投入产出率、行业平均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税率）

企业创新能力 研究开发费总比重、新产品值率

对于广州产业来说，要判断它何时可以完成由工业化前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化，并开始向后工业化

阶段演进的过程，可运用产业结构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两个大类指标中的若干主要指标。一般可选用产业

高度化指标 （即三次产业的比例）、产业成熟度指标，即产业偏离度，其公式如下：

偏离度 （Ｅ）＝∑
ｎ

ｉ
Ｘｉ－Ｙｉ ， ｎ＝１，２，３

式中：Ｘｉ 各产业产值份额，Ｙｉ 各产业就业份额。

广州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了区域零售批发商业中心的位置，这是广州领导区域经济的王牌，未来可

以建立更完善的商业服务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广州应该全力发展面向区域乃至国际的高等级服务业，

包括面向国内国际的商务中心、行政管理中心、一流的文化设施、国际会议中心、区域的休闲游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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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区域超级市场等。其他的产业机会还包括教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住宅产业等。未来广州的经济

不能建立在单一产业之上，总体上仍然应当构造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的同时，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也是主要的方向。

２００５年广州三次产业的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７９∶４０９８∶５５２３调整为２４６∶４０６８∶５６８６。第一、第

二产业的比重分别下降１３个百分点和０３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回升１６个百分点。一、二、三

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０８４％、４６５７％和５２５９％。从三次产业增长速度看，“十五” 时期

全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速率分别为４６％、１５２％和１３４％，工业生产保持快速

增长。一是总量增长速度快。２００５年全市工业新增产值再次突破１０００亿元，达１００３３３亿元。全市

实现工业总产值６７７００２亿元，增长１５４％，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１８６７５３亿元，增长１４８％，工业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４４３７％。二是重工业发展快。轻、重工业总产值分别为２８１３８６亿元和

３９５６１６亿元，分别增长１００％和１８８％，重工业增速快于轻工业８８个百分点。２０００年我市轻重工

业产值的比例为５６８５∶４３１５，２００４年２月重工业产值首次超过轻工业，至２００５年末轻重工业比例发

展为４１５６∶５８４４。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２００５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１７１０４４亿元，

增长１７４％，快于全市工业水平２个百分点；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２５３％。四是民营工业发展

创佳绩。２００５年全市民营工业完成产值１４５８１１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２１５％，拉动全市

工业增长３７个百分点。五是汽车制造业带动效应显著。２００５年，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完成产值

８４９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４２％，比全市工业增幅高１８７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达２５４％，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３９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保持较快发展。一是消费品市场活跃。

２００５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１８９８７４亿元，增长１３２％，为１９９８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其中

贸易业零售额１５９１８８亿元，增长１３５％；餐饮业零售额３０１７３亿元，增长１４４％。全市高品销售

总额 为７３６８９５亿 元，增 长１４９％。二 是 交 通 运 输 业 保 持 较 快 增 长。２００５年，全 市 完 成 货 运 量

３７８５７６８万吨，增长６０％；客运量４０５４０９０万人次，增长９７％；旅客周转量９７３３２亿人千米，增

长１３７％。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２６６０４９４万吨，增长１１４％。集装箱吞吐量５０７７７万标箱，增长

３３１％。其中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提前半个月完成１００万标箱的生产任务，仅用一年的时间就

达到了同类港口４～５年才能达到的生产水平，实现了投产第一年就形成规模的经营目标。三是旅游业

快速增长。２００５年，全市旅游业实现总收入６２４６８亿元，增长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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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国际产业发展成功实例

一、结构转换和区域开发 澳大利亚的经验

澳大利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平坦的大陆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岛，是一个大陆岛国。目

前澳大利亚约有２０００万人口，国土面积７７０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六大国。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为发达的经济部门。目前澳大利

亚的国民生产总值有４０００余亿美元，排名约在世界第１５位，其人均ＧＤＰ超过２万美元。

自１９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人一直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澳大利亚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包括教育、

培训、卫生和交通等投入的资金相对比较多。在国际贸易方面，物质商品的价值同先进的制造业和知识

产权的价值相比，有下降的趋势。澳大利亚的经济正顺应这种趋势进行调整，它现在越来越侧重于向具

有高价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方向发展。劳动力的结构表现为以强大的服务业为代表的先进的、都市化经

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发展速度较快，这有助于平衡因不断对新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大规模投资

造成的部分国际收支逆差。

在联邦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的支持下，澳大利亚长期的经济发展潜力良好。这些措施包括为就业

和培训提供经费，设法提高澳大利亚产业的竞争能力、技术出口的潜力，以及协助地区发展等。

（一）以知识经济推动的结构转换

在过去十余年中，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新经济部门发展迅速，特别是信息技

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动力。同时，为了更快更好地扩大新经济成分，提高国

家创新能力，政府还积极采取措施来建设良好的创新环境。

新经济的特点主要是：日益增长的跨国界的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快的技术和社会变革步伐，通过创

新实现更高的经济生产率；日益加快的信息和知识流动与转化步伐。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和

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近来的研究表明，在目前的环境下，国家要使其经济发展和贸易竞争力达到最

高的可持续性，必须强调创新体系、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建设、商业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而澳大利亚

在这些方面都具备优势。新经济是由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来驱动的，澳大利亚正在获得并利

用技术和生产力的新发展。在过去十年中，澳大利亚已经摆脱了资源型经济的特点，转向知识型经济。

这一转型可以从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ＩＴ技术的提高等方面证实。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经济第四强，其经济日益依赖于服务行业。据官方提供的数字，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服务业占７０％，制造业占１３３％，而矿业和农业分别仅占４６％和３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澳

大利亚经济尽管曾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仍连续十年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稳定增长，年均增长

率在４％以上。究其原因，一个关键因素是信息技术产业的突飞猛进并由此带动了其他传统产业的改造

和发展。目前，以 “知识为基础” 的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高达４８％，仅次于加拿大的５１％。

用澳大利亚外贸部长马克·维尔的话来说：澳大利亚已不再是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 的老经济，而是正

在转向 “以知识为基础” 的新经济。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 “信息革命” 取得长足发展，并在某些方面名列世界前茅。５６％的家庭拥有电

脑，成人上网率在５０％以上，而青少年的上网率则高达８２％，仅次于美国；世界用于矿物开采的软件

中，６０％是由澳大利亚公司研究开发出来的；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１７５％；２０００年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５０亿美元；信息技术、通信硬件出口以及相关服务的年出口额大约４５亿美元。还值

得一提的是，“教育出口”（接收外国留学生收入）２００１年高达３３亿美元，超过了羊毛这个传统的拳头

出口产品。

１澳大利亚的信息经济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 市场之一。１９９９年，澳大利亚在ＩＣＴ产品和

服务上的花费共约３６０亿美元。这一市场发展基本保持年均８５％的增长速度。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上最

被看好、成本最具竞争力的ＩＣＴ从业大军之一，而且也是世界上ＩＴ技能供应最充足的地区之一。２０００



年世界竞争力年鉴的一项调查指出，澳大利亚在４７个国家 （地区） 中，ＩＴ技能的供应排名第７，领先

于美国 （第８）、中国台湾 （第１１），更大大领先于韩国 （第２３） 和日本 （第３４）。

２澳大利亚的知识贸易

澳大利亚服务业出口额在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度达２８３亿澳元，占到出口总额的近１／４。澳大利亚的

国际贸易竞争力日益建构在服务出口之上，包括技术、知识、创新和企业及国内国际信息网络等出口。

服务业出口额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９％，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农业 （６％） 和矿业 （５％）。

３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出口部门

教育服务业目前是澳大利亚的第八大出口赢利部门，２０００年创造了３４亿澳元的出口额，至２００４
年增至７５亿美元，教育出口额超过了羊毛出口额。澳大利亚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享誉全球，每年

有超过１８万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澳大利亚的重点大学、职业学校、培训学院、商学院和英语学校参

加学习。１９９９年在职业教育学校有超过６０％的留学生修习商务、管理或ＩＴ课程。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人

数在英语国家中占到第三位，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后，８０％的留学生来自亚洲。

近年来，技术进步推动着澳大利亚整个经济的发展。一个真正的知识型经济应涵盖知识在整个经济

体系中的应用，而不只是面向那些被归类为 “高科技” 或 “知识密集型” 的部门。高盛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Ｓａｃｈｓ） 投资公司认为，所谓的 “新” 经济的主要得益者常常是 “旧” 经济下的公司。这是澳大利亚的

经验之谈。因特网和电子商务引起了生产率增长的新浪潮，澳大利亚的产业正在寻求由此所带来的机

遇。

（二）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

２００１年是澳大利亚建国１００周年。为了打造新经济，霍华德总理该年初提出了全国 “创新行动计

划”。其要点包括：加大政府的科研拨款，为企业科研投入减税，在高等院校增加科技专业学位，扩大

信息技术人才的移民指标，聘任世界级科研人员，等等。为实施这项创新战略，联邦政府计划在５年内

拨专款２９亿澳元，并通过其他经济手段来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和私人企业之间积极合作，从而使创新

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还值得一提的是，联邦政府专设了 “全国信息经济办公室”。其首席执行官约

翰·里默对记者说，全国信息经济办公室这个新设机构的职能就是协调私人企业与政府以及政府各有关

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加速打造新经济。

澳大利亚在创新环境方面的优势是：以投资占ＧＤＰ的比率计，澳大利亚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

的投资居ＯＥＣＤ国家第三位；在采矿、金融、媒体和智能运输系统方面的应用，电子化澳大利亚 （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和因特网；创新体系、研究机构、研发成本在国际上都具有竞争力；富有创新的产品和服

务；飞速攀升的生产率；商业环境，低通货膨胀率，在吸收投资和建议方面的开放性；法律框架、先进

的市场等。

（三）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的开发

澳大利亚建国时间较短，而且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比较统一的区域开发规划。不过，目前

澳大利亚也在着手进行西部的开发。提供了在相对偏远和落后地区的开发过程中，如何建设区域创新环

境才更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创新和产业的发展经验。

西澳州位于远离中心地区的澳洲西部，面向亚洲和印度洋，海岸线长１２００公里。西澳地广人稀，

面积２５０万平方公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州，占全国面积的１／３，人口仅有１８０万，７３％的人口居住在

首府珀斯。１９９９年３月，“地区开发协会” 提出了 《西澳地区开发政策》（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澳洲西

部开发的序幕已经拉开。

１开发西澳的动因

澳大利亚的东西部差距不像中国这样大，而且西澳的经济在澳大利亚各州中的表现尚好，西澳人口

仅占全国人口的１０％，但其出口却占全国出口总额的２５％，并吸收了全国２０％的私人资本。那么西澳

开发的动因何在？

一是调整结构。西澳经济虽然不像中国西部经济那样相对落后，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传统的采矿

业和农业，主体上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在信息经济高度发达的澳大利亚，这种过分依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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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初级产业的传统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西澳整体经济急需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矿业和

农业加工业外，创造工业和商业的机会对提高就业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是引进技术。西澳相当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位置，远离经济发达地区且交通不便，传统的生产

要素流动成本较高，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通过开发一方面可以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竞争

力；另一方面可以建立新兴高新产业，保护环境，改善交通运输、通讯条件。

三是建立开放门户。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一直是澳大利亚的经济中心，然而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

和亚太各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澳大利亚以东部为主的政治、经济和地理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与

亚太地区的交流。１９９０年以来，澳大利亚越来越重视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迫切需要一个更便利的通

向亚洲的门户，而西澳首府珀斯是西部最理想的选择。

２西澳开发的战略目标及途径

（１） 西澳开发的三个战略目标

目标之一：繁荣经济。对经济周期的变化要迅速作出反应，使结构多样化以便吸引投资，把握创造

财富的机会使个人受益是该地区发展的关键。

目标之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管理体系。现有的环境管理和保护是该地区人们最关心的。适度

开发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遗产，是该地区保持人们生活品质的基础。

目标之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

（２） 西澳开发的基本途径

第一，保持现有企业的繁荣和发展项目。这对维护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稳定和就业至关重

要。因此，政府的任务是帮助企业解决现有问题，提高其竞争力，以实现长远的战略发展，促使社会具

有持续增长的能力。该项目主要是找出影响企业繁荣和发展的因素，协力加以解决，增强地区的经济。

第二，找出该地区工业的比较优势，并给予市场定位。“地区发展委员会” 主要负责研究和促进地

区竞争优势，可以是资源和区位的配置，也可以是投入与产出的优化。

第三，建立经济发展的地区支持体系。对该地区的组织来说，给予地区经济有力的支持责无旁贷，

所以鼓励地区组织进一步支持矿业勘探、矿产开发与加工、农牧业和制造业。

３西澳开发的实质

与我国西部开发不同的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直接介入西澳开发，也不对西部地区提供财政支

持，更不对某一企业和地区提供具体帮助，而是在工业政策上提供税收等优惠，对参与开发的企业进行

扶植，联邦和地方政府还可以进行政策协调。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政策支持由过去的保护、发展转为鼓

励，通过科研和培训来增强对外竞争力。西澳的开发主要由西澳州政府具体规划和执行。鼓励政策包

括：设立 “资本建立基金”，提供无息贷款、提供基础设施、减免税收等。开发计划不具有法律的强制

力，而是依靠有关各方的合作与协调。总之，澳大利亚的西部开发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引导下，以地方

政府为主导的市场行为。

（三）澳大利亚经济开发和产业发展的经验

１对农业种植业给予大力支持

首先，澳大利亚种植业有良好的社会化服务。现代农业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农业产前部门，

指为农业生产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包括提供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饲料以及其他农业

生产资料等；农业生产中部门，包括农作物种植、家畜和家禽的饲养及水产养殖等；农业产后部门，指

农产品的收购、加工、贮藏、运输和销售等。澳大利亚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如有专

门的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公司、种子公司和育种厂，有专门的喷洒农药、化肥的公司，有庞大的农机维修

服务中心以及提供市场信息的部门等。这种全方位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使家庭经营和社会化大生产结

合起来，保证了规模经营，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其次，澳大利亚政府对种植业给予多种补贴和保护。为了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澳大

利亚政府为农产品，如烟草、糖、棉花、小麦等，提供了多种补贴和保护。

第三，通过建立完善的中介组织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服务。这些组织的服务主要集中于为农民提供各

种生产经营技术，帮助农民进行会计核算，了解农产品产销市场行情，与农民签订购销合同等方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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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大利亚农民联合协会 （ＮＦＦ） 是该国最大的农民组织，几乎涉及到农林牧渔各个产业，其宗旨就是

代表、保护和提高其成员的利益。

第四，适时转变和调整农业管理体制。澳大利亚改革和调整农业管理体制的着眼点是彻底的市场

化。面向全球市场，既要减少政府对农民的干预，又要保护本国农业，服务于农民，努力保持农业，特

别是畜牧业的生产和出口优势，争取扩大在全球市场份额中的比重。

第五，政府为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早期共建成了４６８０公

里的封闭路面和１６００公里的砾石路面公路，通达澳大利亚最边远地区，为北部肉牛业的发展创造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

第六，加强对草场的科学管理。澳大利亚畜牧业的发展经历了靠天养牧、利用天然草场的粗放经

营，向合理利用天然草场，大力改造天然草场，并积极发展人工草场、推广牧草及饲料作物的栽培，逐

步朝集约经营方向发展的过程。因此，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天然草场的合理利用和补播改良、播种草场的

建立和使用，以及草场灌溉、施肥和草场轮作。

第七，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加附加值。

２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合理利用水资源。澳大利亚大部分内陆地区年降水量和径流量很少，而且很不均衡。为了保证

农作物与牧草的生长，必须修建灌溉设施甚至跨流域调水工程。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调水工程是斯诺威山区

的东水西调工程。斯诺威山区位于澳大利亚东部山地的东南端，是澳大利亚降水量最多的山区之一。

为了合理利用水资源，１９９５年澳大利亚政府对水资源的使用和管理实行了全面的改革。一是明确

水权等级。根据澳大利亚 《水权法》 的规定，州政府是水的所有者。在州政府的授权下，水资源管理局

是水配额的管理者，负责城市和农村水资源的管理；农村水资源管理局负责农业灌溉用水的分配和保

护。二是对农业用水实行许可证制度。农民只有申请到用水许可证，才能 “量水种地”。从１９９０年开

始，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招标的方式竞卖水权。三是水权交易。

其次，对矿产资源进行有效开发。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随着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澳大利亚也

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为此，澳大利亚积极引进外资。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外资投向矿业的比重为３０６％
（而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期间仅为９２％），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期间进一步增加到４０７％，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大规模开

发煤炭时外资投向矿业的比重仍高达３０％。外资的流入不仅有效解决了矿产资源开发中资金不足的问

题，而且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外国公司在某些特殊地区发展采掘工业时，需要把它经营的矿区

铁路与政府的铁路线进行连接，还需要修建公路、码头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消费需求，同时采矿业还带动了一大批小城镇的建立。这既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对国家经济的持

续增长有利。

最后，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生物种类繁多，其中桉树、苏铁

裸子植物、大型 “南极” 蕨和有袋动物等均为世界所独有，有着极高的环境、科研和文化价值。在过去

的２００多年里，由于农业的发展对一些生物栖息地造成的损害，以及引进外来物种对本地物种的影响等

因素，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了很大威胁。为此，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了科研和法律机构来处理这些

问题。澳大利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１９７４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颁布了环境保

护法案；１９８３年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资源保护国家战略；１９９０年制定了澳大利亚 《生态可持续发展国

家战略》，该战略是指导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主导战略，现已成为各级政府和部

门制定相关政策和进行决策时的主要依据。

由于澳大利亚是个联邦制国家，因此建立一种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协调合作的机制是实施 《生

态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 的关键。为此，澳大利亚政府主要靠两种途径来实现这种机制：一种途径是依

靠１９９２年５月联邦、州、地方政府一致通过的 《政府间环境协议》；另一个途径是依靠澳大利亚政府委

员会和部长级委员会。此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采纳了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机制。澳大利亚可持

续发展的具体行动有：

①制定一系列配套战略、政策和计划。主要的战略有：《减缓温室效应国家战略》、《生物多样性保

护国家战略草案》、《臭氧层保护战略》、《减少和回收利用废弃物国家战略》 和 《水资源管理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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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要的国家政策和计划包括国家森林政策、国家抗旱政策、联邦重点项目扶持计划、国家土地保护

计划；国家环境工业数据库、国家污染物目录和国家温室气体目录等。为监督 《生态可持续发展国家战

略》 的实施效果，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１９９５年起定期发布 《澳大利亚环境状况报告》。该报告的宗旨是

向澳大利亚各级工商部门、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及时、准确的澳大利亚环境状况、趋势、问题和前景的信

息，用以提高决策质量，减少失误，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

②实施缓解温室效应的国家战略。该战略以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基本目标。１９９５年３月，澳大

利亚政府要求工业界每年减少１５００万吨温室气体的排放，使澳大利亚到２０００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接近

１９９０年的水平，并通过一项６３００万澳元的计划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③保护生物多样性。１９９３年６月，澳大利亚签订了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并制定了自己的 《生

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其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目前，澳大利亚共有４１７８
个陆地保护区和３０６个海洋保护区，澳大利亚的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从１９９２年６４％上升到

９０年代后期的７８％。

④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战略。１９９４年澳大利亚通过了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对水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

条款，通过改变供水管理，确保国家水资源更有效地可持续利用。澳大利亚还制定了 《国家清洁生产战

略》，以帮助企业了解实行清洁生产，确保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决策在正常的商业决策中具有优先性。此

外，澳大利亚政府也认识到森林的环境重要性和科学价值，通过了 《国家森林政策》，其关键目标是发

展具有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木材产品工业，发展、完善有代表性的森林保护系统。

⑤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澳大利亚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初始成员之一，对联合国发布的 《２１
世纪议程》 高度重视，澳大利亚还加入了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多个国际组织。此外，由于地理环

境的相关性和政治经济的密切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联合成立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为各级政府交流信息、经验，更好地制定国内和国家间环境和资源保护政策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和

条件。

３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首先，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住的主要是土著居民，土著居民有着自己独特的

文化和传统，加上土著居住区的独特地理环境，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为了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

距，澳大利亚政府选择以旅游业作为突破口。其主要做法有：在规划上给予土著地区大力支持，要求各

地方政府在制定当地旅游发展规划时，必须统一考虑土著人旅游发展规划，把土著人旅游列入当地、州

和全国旅游计划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也根据不同情况给予补助，联邦银行还提供优惠政

策，向土著居民发放低息和无息贷款。另外，澳大利亚政府还投入巨资改善土著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

对某些项目进行深度开发。

其次，注重把旅游开发与保护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拨出了大量的资金，用于

修缮和保护土著人的居住地和文化遗产，同时强调文化旅游必须与自然生态旅游同步进行，而且澳大利

亚政府率先制定了生态旅游业的国家鉴定标准。专门在国外市场花巨资进行大力宣传，把澳大利亚最具

特色的旅游资源推介到国际市场，以吸引国外游客。在多样化的宣传中，澳大利亚政府把土著地区的宣

传重点放在了独特沙漠风光和当地土著文化方面。经过数年的努力，“土著人旅游发展战略” 取得了极

大成功。１９９９年全澳大利亚游客中的７％到土著地区旅游，总收入近１０亿澳元，远远高于土著人从事

林业、渔业的收入。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交通、服务、餐饮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土著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显著提高。

此外，澳大利亚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全力打造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以信息技术产业

为主导，实现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带动经济结构转换。目前，澳大利亚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知识型的经

济体。

二、产业发展的环境依托 英国科学园的经验

科学园也被称为孵化器或创业者中心，它是为创业者减轻早期投资风险、培育能经受激烈的高科技

竞争的成熟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一般由厂房、办公室等建筑和通信等设施，以及一些行政管理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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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行家和秘书人员构成，其主要功能是为进入孵化器的新建企业提供设施服务，疏通融资渠道，培养企

业家，扶植有市场竞争力、能形成规模经济、具有发展前景的高技术成果或产品，为创业者开办企业提

供方便 （唐更华等，２００２）。

为实现科学园对全国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加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鼓励创造财富和赢得

商业利润、促进就业等，一些政府鼓励建立以提供财产设施为基础的科学园，力图通过提供财产设施提

高科学园的吸引力。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８９） 认为，科学园有可能是以后几十年内增长最显著的部门。

１９９８年，Ｗｅｓｔｈｅａｄ、Ｐａｕｌ、Ｂａｔｓｔｏｎｅ、Ｓｔｅｐｈｅｎ以英国科学园为例，描述了科学园运动的发展演变，

对布局于科学园内外的技术型企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分析比较，并进一步从需求方的角度，揭示了作

为区域创新依托的科学园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一）英国科学园运动的发展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周围技术型公司的增加，为英国科学园的发展提供了启发和模板。

为发展技术型公司，英国政府鼓励建设以提供财产设施为基础的科学园，并通过建立科学园来推动整个

区域经济的发展。

１英国科学园运动的成长

英国最早的两个科学园剑桥和赫洛特 瓦特 （Ｈｅｒｌｏｔ Ｗａｔｔ） 建于１９７２年，第三个科学园建于

１９８２年。自１９８３年起，英国科学园的数量迅速增长，到１９８９年已由７个增加到３８个。据英国科学园

协会 （ＵＫ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ｒ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 ＵＫＳＰＡ，１９９６） 提供的 数 据，１９９２年，由 高 等 教 育 机 构

（Ｈｉ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简称ＨＥｌ） 协同公共机构和私人部门参与开发的科学园达４２个。这些科学园

分布在英国北部和西部经济萧条和条件不利的地区，以及英格兰南部一些经济繁荣的地区，科学园既建

于农村，也建于城市，其中北部地区的科学园数量更多，甚至超过了其产业重建的需要，而南部地区的

科学园则更发达一些。

科学园的建设获得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共同投资。ＤａｖｉｄＫｅｅｂｌｅ、ＣｌｉｖｅＬａｗｓｏｎ、ＢａｒｒｙＭｏｏｒｅ、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和Ｆｒａｎｋ１９９９年引述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Ｌｏｎｇｈｉ的观点认为，法国政府直接资助了其南部的科学园

Ｓｏｐｈｉａ－Ａｎｔｉｐｏｌｉｓ，大型国际公司和研究机构在科学园创设分支机构，形成了一种集体学习的环境，促

进了大型公司高技术能力的内生化增长，而英国则是通过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共同投资，到１９９２年

科学园投资达５４３亿英镑，形成了几乎５０万平方米的财产设施 （ＵＫＳＰＡ，１９９６）。科学园直接就业人

数也由１９８５年的３８００人增加到１９９２年的１６５８７人。科学园的绝大多数公司是小公司，在过去１０年

中，园区８０％以上的公司雇员不足１５人。园区公司从事大量技术活动，特别是工业技术、计算机／通

信、生物技术、商务服务、技术咨询、环境、能源和材料技术等 （ＵＫＳＰＡ，１９９６）。

据最新的研究，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英国科学园区已发展到５３个，科学园区内共有大约１５００个

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通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开发研究，其中，３６％的公司从事计算机、通讯产

业，１５％的公司为生物技术产业。园区内公司的规模普遍较小，平均每个公司不足２０人，大约５０％的

公司员工不足５人，５０人以上的公司只占７％。直接从业人数大约３万人，绝大部分是科技人员。４０％
以上的人员直接从事开发研究和新产品设计，只有１０％的人从事产品生产和安装，从事销售、咨询、

培训和服务等其他职业的人员约占一半。在科学园建设总投资额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公共资源，其中欧

盟各项发展计划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有３０％由外部开发投资资源投入，１１％来源于各园区所在

的大学，１１％来源于地方政府。

２科学园的定义

运作上同大学或其他更高级教育机构或研究中心有正式的联系；能鼓励知识型商业和其他常驻组织

的形成和成长；有积极从事将技术和商业技巧传递给当地组织的管理机构。

３设立科学园的目的

Ｍａｓｓｅｙ等 （１９９２） 概括了规划和建设科学园的２５个不同目的，如，促进ＨＥＩ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及

ＨＥＩ的技术向科学园转移；促进新的技术型公司的形成；促进学术性机构发起建立公司；促进现存技术

型公司的成长；吸引位于技术前沿的公司进入；创造公司间的协作；提高区域经济绩效；改善区域特别

是工业衰退地区的形象；直接和间接创造新的就业；增强区域内新公司以及老公司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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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ｔｅｒ（１９８９） 概括了英国鼓励科学园发展的三类管理战略。第一类是大学领导和投资战略，由大

学或ＨＥＩ建立自己的科学园并负责其开发和 （或） 管理，例如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ｅｒｌｏｔＷａｌｌｔ和Ｓｕｒｒｅｙ科学

园。第二类是合资公司战略，科学园由单个合法实体经营，合资公司提供控制、管理以及未来的开发等

方面的必要手段。这一机制确保了ＨＥＩ和合资公司的其他投资都能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第三类是合作

投资战略，这是最普遍的战略，参与者在灵活和非正式的框架内进行合作，地方政府或开发机构通常根

据主要资金投入方的要求引导开发。

４对科学园园区的管理

各科学园的管理一般都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进行自主经营。科学园除了向园区内公

司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培训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提供全面的业务咨询，内容包括各发展阶段的资

金获取、市场调查、知识产权、信息交流和对外宣传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往往是科技人员不熟悉或没

有精力涉及的领域，但又是公司从创办到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业务咨询正是科学园区的魅力所在，

它一般由科学园区聘请咨询顾问或有经验的园区管理者来完成。

（二）英国科学园的发展经验

英国科学园的发展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科学

园区，实施区域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１依托智力密集优势，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英国科学园大都建在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附近，大学智力资源密集的特点为科学园的成长和发展提

供了必要的条件。由于很多科学园和创业中心本身就是大学投资或部分投资建立的，所以大学与科学园

区有密切的联系。科学园区不仅能充分利用大学的信息资源、图书资料和先进的实验室等条件，而且还

能得到具有开发潜力的最新科研成果和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大学为鼓励教师和研究人员在科学园创办

自己的公司，一般都制定了宽松、灵活的政策和条件。如提供一定启动资金、保护个人的知识产权、校

内职务和工作都不受影响等，使得有开发研究成果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愿意到科学园区去创办自己的公

司。有的大学还要求部分专业的学生必须在科学园内有一段时间的实习，去亲身感受科学园区的创业精

神和企业文化，培养对知识转化为产品的兴趣，同时为将来自己创办公司积累经验。另一方面，科学园

区根据公司的发展动向，也不断向大学反馈人才需求信息，使大学及时调整有关专业方向，培养市场急

需人才。科学园有了源源不断具有开发前景的科研成果和不断补充的人力资源，就保证了科学园充满生

机的源头。

为充分利用大学的优良条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学与企业结合的计划，有利于科学园区公司

的发展，如联系计划、院校公司计划、大学挑战基金和小企业研究与技术奖励计划等多种计划。１９９８
年政府还特别帮助成立了英国企业孵化机构，专门负责促进高新技术小公司的孵化。

２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努力增加金融支持

在英国科学园的创立阶段和科学园区公司的各发展阶段，有多种资金筹集渠道。近几年来，融资渠

道仍在不断拓宽。如在欧盟就有１９９６年开始的欧洲投资基金、１９９７年开始的欧洲投资银行的欧洲技术

促进基金 （ＥＴＦ） 和１９９８年开始的欧盟资助的技术促进基金启动资金等好几种早期种子基金可申请。

英国政府则有一系列的计划、项目和基金可供科学园申请与利用，同时各地方政府、大学和各科学园区

内也有部分启动资金可供小公司利用。尽管如此，技术型小公司有时仍面临获取资金的困难，所以商业

银行也都在为科技型小公司拓宽新的渠道，许多商业银行设有专门为小公司提供资金服务的窗口。而科

学园管理部门则行使了经纪人的职能，尽力沟通资金供求双方的联系渠道。

如美国硅谷一样，风险投资公司在科学园活动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９９９年投入到高技术公司的

风险资金超过１０亿英镑，在高技术公司早期发展阶段，其风险投资金额从１９９５年的８５００万英镑增加

到１９９９年的３５亿英镑。为了填补风险投资公司和个人资金间的空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英国自

发形成了一个被称为 “企业天使” 的非正规的风险投资群体，往往以股份形式专门投资科技型小公司的

创业与发展。所谓企业天使就是指个体投资者，投资额从几万英镑到几十万英镑，甚至上百万英镑。股

票市场为需要大量资金、具有良好业绩和发展前景的公司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筹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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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优化园区发展环境

第一，不断推出成果转化计划。为了促进大学、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向企业和科学园区内的公司转

化，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计划，提供基金支持。如预测计划、大学挑战竞争计划、法拉第伙伴、

教学公司计划、科学企业挑战、高教援助企业等计划及大学挑战基金、高教援助基金和风险技术大学伙

伴基金等。

第二，制定并实施多项优惠政策措施。英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多项投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措

施，对科学园中的公司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推动。这些政策措施包括降低小企业的法人税、鼓

励研究与开发的投资、鼓励对雇员的激励及提高法定审计的起点等。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开发与管理，鼓励研究人员积极参加知识转移工作。为了鼓励研究人员从事知

识产权开发与知识转移工作，一般采取如下几种激励方法：一是对知识产权开发达到不同的阶段给予固

定的奖金奖励，如专利申请、专利批准等；二是对知识产权与开发带来的收益，有关人员与研究机构一

起按比例共享，收益越大，个人所分享的比例就越小；三是对开发知识产权或开发工作取得好成绩的有

关人员给予带薪假期奖励，对小组或部门给予增加研究经费或提高实验设备奖励；四是允许职员在工作

期间对外进行有偿咨询活动，但规定一个最大时间限制，例如，每星期半天或一天，并且要保证所在机

构的知识产权不受影响；五是允许职员在衍生公司里拥有股份。

４多样化模式发展，网络化信息管理，国际化方向提升

从建园的模式 （政府、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个人等） 到管理结构以及各园区的发展目标、

方向、重点等都各有其特点。各科学园主要是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来发展自己，没有一个固定

的模式可遵循。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网络化信息管理是英国科学园的另一个特点。每个科学园以及与科学

园有关的机构都有自己的网页。最新动态、发展趋势、经验交流、管理探讨等信息交流非常方便、快

捷，甚至园区内的总经理招聘也经常是面向全国在网上进行。整个英国科学园成了一个融合的体系，网

络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英国科学园运动的发展。

英国科学园的建立一般都是以振兴地方经济为目标，但园区内的公司并不限于本地区。创业者不论

来自英国哪个地区，都可在园区落户，对外来户也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科学园区优美的环境以及全

方位的服务，吸引了不少从欧洲大陆、美国等其他国家来科学园区投资发展的科技公司。这些外来的公

司数量已超过园区公司总数的１０％，并有不断扩大之势，使得园区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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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

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内涵

简单地说，产业国际竞争力可以直观地定义为一国产业及其各个产业领域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竞争

能力。它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不同国家在同一个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所表现出的竞争能力。

第一，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种多环节的综合竞争力。它是产品进出口、劳务输出输入、技术引进和

转让、资本输出和输入等多个环节现实竞争力的综合。

第二，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种出口导向的双向竞争力。一国某个产业能够出口商品、输出劳务、转

让技术、境外投资，当然是有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但是，一国某个产业能够通过进口物资、输入劳

务、引进技术、引进外资并加以有效利用和吸收，进而提高本国该产业的水平，也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一

种间接表现。

第三，产业国际竞争力是该产业范围内各个企业的合成竞争力。产业之间的国际竞争实际上是产业

范围内各个企业共同参与国际竞争的总体效果。

第四，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种选择性竞争力。一国在一个产业范围内不可能也不必要使所有商品、

劳务、技术都是竞争力最强的，而是选择直接发挥本国固有优势，并尽量在发展前景最优的方面来提高

竞争力。

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从一般意义上讲，一国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既与该产业范围内各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关，又在一

定程度上建立在该国综合国力和总体竞争力的基础上。通常可以借用评价一国总体国际竞争力的那些主

要指标，如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指标体系所包括的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金融体

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与技术、国民素质等指标，或者世界经济论坛 （ＷＥＦ） 指标体系所包

括的经济对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开放程度、政府预算和规章制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基础设施质量、科

技管理、企业管理、劳动市场的灵活程度、司法和政治制度 （或体制） 等指标，还可以参考市场占有率

和贸易竞争指数等指标进行判断。

贸易竞争指数，是通过对一国某类产品进出口额的计算，表明这个国家的某类产品是净出口国，还

是净进口国，以及净出口或净进口的相对规模。如果贸易竞争指数为正，表示该国这类产品的生产效率

高于国际水平，对于世界市场来说，该国是这类产品的净供应国，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如果贸易竞

争指数为负，则表明该国这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能力较弱；如果贸易竞争指数为

零，则说明该国这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其进出口纯属与国际间进行品种交换。所以，贸

易竞争指数又称为 “水平分工指标”，表明各类产品的国际分工状况。

三、中国产业 （以工业为代表） 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水平

１中国工业的发展与现状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很大进展。到２０世纪末，中国现代工业基本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和从小到大的转变，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发展也从快速的数量扩张逐

步向提高素质方向转变。

（１） 快速的工业增长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２０００年，中国ＧＤＰ总量已经超过１万亿美元，

跃居世界第６位。２００５年我国ＧＤＰ１８２３２１亿元，按平均汇率折合２２２５７亿美元，排第５位，人均

ＧＤＰ１７００美元，排第１００位，美国、日本、卢森堡人均ＧＤＰ分别为３７６１０美元、３４５１０美元和

４３９４０美元。

（２） 中国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生产大国。１９９９年，煤炭、钢铁、水泥、玻璃、各种家

用电器、纺织品等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１位，发电量、化学纤维，棉布等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２位



（见表１ ３９）。

表１ ３９ 中国工业品产量居世界位次

产品名称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９９年

钢 ２６ ５ １

煤 ９ ３ １

原油 ２７ ８ ５

发电量 ２５ ７ ２

水泥 ４ １

化肥 ３ １

化学纤维 ７ ２

棉布 １ ２

糖 ８ ３

电视机 ８ １

（３） 中国已经从封闭经济转变为世界上工业产品的贸易大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工业的

快速增长与外贸体制改革，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

第一，进出口贸易持续强劲增长。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１９７９～２０００年，中国进出口贸易

总额由２０６４亿美元增长到４７４３１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５％，高于１９８１～１９９６年世界出口贸易平均增长速

度 （６３％）近１０个百分点。２００５年进出口１４２２１２亿美元，相当于２００１年的２８倍。外贸出口增速与

同期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基本持平，说明这一时期快速的工业增长是促进外贸出口的主要力量。

第二，出口依存度不断提高。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出口依存度不断提高 （见表１
４０），表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强，也说明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１９７９～
１９９７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为１４４％，其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接近２０％。

第三，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有关资料，１９７８年，

中国出口额位居世界第３２位。１９９９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上升到３５％，在世界出口贸

易中的位次上升到第８位。

表１ ４０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出口依存度的变化

年份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出口

（亿美元）

出口

依存度 （％）

进口

（亿美元）

进口

依存度 （％）

中国出口占世界

出口比重 （％）

中国出口在世界

出口额中的位置

１９８０ ３１８４ １８１２ ６ ２００２ ６６ ０９１ ２６

１９８５ ６９６ ２７３５ ９ ４２２５ １４ １４２ １７

１９９０ １１５４４ ６２０９ １６１ ５３３３ １３９ １８４ １５

１９９５ ２８０８６ １４８７８ ２１３ １３２０８ １８９ ３２８ １１

１９９９ ３６０６３ １９４９３ １９７ １６５７ １６７ ３５１ １８

２０００ ４７４３１ ２４９２１ ２３１ ２２５１ ２０８ ３９８ ７

２００５ １４２２１２ ７６２０ ２８１ ６６０１２ １７６ ６３ ３

第四，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中国纺织、煤炭、建材、有色金属等

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纺织品、服装、一般机电产品、

鞋类、旅行用品及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等７类产品，１９９９年出口额达到１４１２亿元，占中国出口总额

的７２４％；中国纺织品服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１３％，连续５年居世界首位；自行车出口量约占世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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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的６３％，丝绸产品占７５％，钨、锑、稀土金属的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６０％～８０％。

２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演变与提高

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两个方面。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工业

品进出口 （尤其是净出口） 数量的增多，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及经济效益的提高，属于国际竞争力的

规模扩张。从发展趋势看，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工业品产品档次的提高、竞争能力的增强与长期的发展

潜力，属于国际竞争力的质量提高。

（１） 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规模扩张。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并不断提高

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有关资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中国对外贸易

的规模很小，而且以初级产品为主。１９８０年，初级产品出口仍占我国出口总额的５０３％，工业制成品

出口仅为９０亿美元。从１９８１年起，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开始超过初级产品，并直线上升，２０００年达

到２２３７５亿美元，年均增长１７４％，超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速。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对外出口的比重

不断上升，２０００年已经接近９０％。中国对外出口的扩张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扩张。

（２） 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质量提高。中国工业品出口额的增长，同时，也是产品质量与档次不断提

高的过程。从总体上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工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工业

制成品出口额中增加了一些资金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其中以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最为突出。根据 《中国

统计年鉴》有关资料，１９８０年，中国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额仅为８４３亿美元，１９９２年达到１３２亿美元，

１９９８年超过了５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０年达到８２６亿美元，２００５年达４２６７５亿美元，年均增长２０％。技术与资

金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也由１９９０年的２０％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２％，提高了一倍

多。２００５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２１８２５亿美元，增长３１８％，比总体出口增速３４个百分点。

３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

（１） 总体判断。迄今为止，中国贸易竞争指数大于零的产品，即出口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主要还

是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而附加值比较高的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还比较

弱。

（２） 基本格局。第一，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例如，纺织业，仍然会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能够保持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是，中国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成本 价格优势正在减弱，经济

效益下降。因此，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以

适应新的国际竞争形势。

第二，技术含量不够高，比较优势因素不强的产业。例如，饮料工业，正在受到外国品牌产品 （包

括进口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 的强大攻击和围困，不仅难以大规模进入国外市场，而且，如何稳固

国内市场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第三，技术成熟，已成形大规模市场能力的产业。例如，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空调器等，目

前正面临新的国际竞争的挑战，外国资本有夺回中国市场的明显战略意图。这类产业将在国内和国外的

两个市场上同竞争对手进行更大规模的争夺市场的竞争。由于经过多年的国内市场竞争，中国工业已经

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所以，这类产业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四，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例如，彩色电视机产业，正面临着更大

的国际竞争压力。中国基础元器件工业薄弱，核心技术仍被控制在外国公司手中以及企业研究开发实力

不强等深层次的弱点正在显现出来。要克服这些弱点，使中国工业保持和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必须付出比过去更大的努力，经历更激烈的国内、国外市场竞争的恶战。

第五，技术含量较高，具有一定的要素比较优势的产业。例如，造船业，技术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

烈，而且，技术竞争在产业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竞争中争得更有利的地位，

就会使大量的附加值流向国外，中国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逐渐减少。如果能够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前

提下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这类产业仍有可能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第六，技术含量高，尚未形成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例如，汽车产业，以及电子计算机工业，要形成

我们自己的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还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类产业必须

在不长的过渡期内，利用有限的保护政策，尽快培育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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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行业有别。中国的纺织服装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资源禀赋观点看具有优势，是当前主要

的出口产业。但是，这种优势在大量发展中国家都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有供过于求的趋势。该产业

的产品既与其他发展中的出口国形成激烈竞争，又与发达国家维持 “夕阳产业” 的意图严重冲突，因而

出口摩擦日增。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调整发展方向，采取 “软硬兼施” 的措施，“软” 是力争形成名

牌，拥有无形资产，“硬” 是提高技术含量，包括款式设计、面料开发。但这两方面的努力在中国的纺

织产业中都做得很不够，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能力太大，当前，企业能做的仅仅是一种争夺客户的本能

反应：降价竞销。而越是降价竞销，就越是缺乏 “软硬兼施” 的经济实力，长久以往，该产业的竞争力

只能深受其害。由此我们得知，这类产业的竞争力主要是力争名牌与技术开发能力。

中国的钢铁产业基础雄厚，增长率快，实力增强，国内钢材市场即将与世界钢材市场全面接轨。但

钢铁产业中许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全行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冗员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生

产管理水平低。产业内部各环节很不配套，从矿石到钢材，未形成完整的一体化生产，在钢铁产品上耗

费的能源量很大，能源生产率低下，结构不合理问题突出，高附加值品种发展进度慢，长线品种生产能

力过剩，产品雷同，短线进口多。

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虽已提高到现在的３２％左右 （１９９５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２９４８％，

首次超过纺织品成为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结构上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品出口比重低。大中型企业二千多种主导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为１０５年，是美国一些机械工业企业产

品生命周期的３５倍，说明中国机械工业产品更新换代缓慢。突出问题是生产集中度低、分散和低水平

重复严重，基础零部件性能落后，质量不稳定，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大中型骨干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费

用占销售额的比重只有１５％，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额５％的水平。

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中国虽出现了联想、四通、长虹、康佳等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但总体

上该产业的规模化整体水平较低，具有国际竞争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企业集团较少，跨国经营的大集团不

多，中小企业的力量不强，关键性电子产品生产技术和产品开发落后。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要从核

心技术、配套技术、关键零部件以及承载技术的组织几个重要方面来看。

中国石化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在于：美国４０００万吨级以上炼油厂有２３个 （１９９５年），

而中国全国仅非地方小企业炼油厂就有６８个，平均规模只有年产３１０万吨 （１９９６年），世界炼油厂平

均规模都有５２０万吨，高于中国的规模水平。本身的技术档次、技术装备以及能够具备高技术条件的企

业规模是提高石化工业竞争力的主要方面。

４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结构性不对称

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受总体国际竞争力水平的

限制，与国际一般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较

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很不平衡。就是说，从结构方面分析，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存在着明显的

不对称。这虽然是一种很正常的经济现象，但是，在我们具体分析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据此调整

经济发展战略的时候，这种工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对称性就会产生现实的影响。

（１） 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业具有不同的国际竞争力。从总体上讲，到目前为止，中国传统的以轻工业

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工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以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代表的具有一定附加值和中等

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制造工业相对竞争力不高，而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高新技术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更

差。

中国高技术含量及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国际竞争力的差距

尤为明显。以１９９０年为例，中国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与机械、运输设备等中等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占总

出口的比重分别为９９８％和１１８％，美国为３０５８％和４３％，日本为３５２８％和６５％，德国为１７９％
和４９％，法 国 为１７５３％和３５％，意 大 利 为１３４８％和３７％，英 国 为２２１７％和４０％，加 拿 大 为

９２９％和３９％。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表明，１９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工

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年平均为６８％，占总出口的比重平均为５８％。至２００５年，高技术产品出口上升

到１４３％。从中外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货物出口金额及其在全部货物出口中的比重的同类比较中

（见表１ ４１），也不难看出，中国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金额偏小，比重太低，表明中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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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２） 不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差异较大。从总体上看，在中国工业中，轻纺工业和杂项制品工业具有

一定的竞争优势，机械、化工及仪器仪表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一般，机械电子及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能

力较弱。

表１ ４１ １９９６年一些国家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货物贸易出口情况 （亿美元，％）

国别 中国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新加坡 韩国 印尼 印度
马来

西亚

金额

（亿美元）
２６９３８ １９８０ ８５０３５ １５１０ １１００ ６８６５５ ３０７１５ ７３７０１ ４４４３３ ４６７６ ２３５０ ３９４４８

占出口

比重（％）
２１０ ４４０ ４００ ３９０ ２５０ ３１０ ２４０ ７１０ ３９０ １８０ １８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在中国工业品出口贸易中，轻工产品的出口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几乎主要依靠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点的轻工业产品，其

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趋近２０％。中国工业中食品、饮料、烟草、皮革及制品、木及木制品等

几类产品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相对而言，中国机械、化工、仪器仪表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则表现一般。统计资料表明，１９８０～１９９８
年间，中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年平均为１４８％，即不足１／６，而其进口

所占比重却达到年平均４１％；化工及有关制品的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年平均为８％，而其进

口所占比重却达到年平均１７％。

在中国工业中，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产品主要有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纸及纸制品、机械电

子产品、车辆及零件。特别是最能代表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机械电子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很低，表明中国

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结构的优化程度并不高。

（３） 不同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趋势不同。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起，中国初级产品的贸易竞争指

数开始持续下降，至１９９５年已经成为负数，表明中国初级产品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至今已基本不具

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机械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在总体上呈增长状态。１９８６年以后，中国机械

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进入持续增长的阶段，显示了中国机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发生持续性的改善。

（４） 不同类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有别。在中国各类企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相对较

高。尽管国有企业超常负重，困难重重，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在各类企业中，大中型国有企业仍然

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几乎一年一次的技术检查和市场调查都表明，国有企业

的产品的平均质量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其次，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信誉度较高，目前，中国大多

数的名牌仍然由国有企业所创造和拥有。再次，中国大多数产业中，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仍然是国有

企业。

在各类企业中，长期实行行政性垄断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最差。导致我国大中型国有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技术落后或规模不大，而是长期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目

前，中国竞争力最差的产业大都是长期处于行政性垄断地位的产业，例如，电信、航空、金融等。这些

行业中的国有企业长期处于行政性保护之下，至今仍然享有各种特权，严重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尽管同

国内其他产业相比，这些产业在国家支持 （包括大量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扶持） 下，其设备的技术水平

可能相对较高，企业规模也相对较大，但同国外同类企业相比，这类产业中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差距是最

大的。

进入世界大公司行列的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跨国公司仍有明显的差距：效率不高，盈利性低。

《财富》１９９９年全球５００家大企业排名，中国共有１１家企业入选，其中香港、台湾各１家，内地９家，

比１９９８年增加了４家。这９家企业平均税后利润仅３７亿美元，而全球５００家大企业平均税后利润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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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中国这９家企业平均雇佣人数近５０万人，是全球５００家大企业平均水平的近６倍。由于雇员

多，中国这９家企业人均营业收入和利润仅有４２万美元和７４０美元，仅为全球５００家大企业的１／７和

１／１７。全球５００家大企业平均营业收入收益率为４３６％，而中国这９家企业仅为１７６％。

（５） 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规模不匹配。从经济规模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世界排名居前，１９９８
年，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 公布的１９９７年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中，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ＧＮＰ） 居第

７位。同时，中国工业品中的钢铁、煤炭、水泥、化肥、化纤、电力、棉布、原油、电视机、糖等产量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居世界前５名的位次。但至今，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中国的工业企业与世界工

业５００强仍然无缘。

四、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差距和不足

１产业集中度较低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自动化，大多数行业企业的规模不断扩

大，相应地提高了大型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并形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这种结构

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一般说来，成熟

经济中前１０位企业的市场集中化指数一般应在４０％以上。根据我国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计算，在

３７个工业行业中，８家最大企业１９９５年的集中度超过４０％的行业只有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加工及

冶炼业；集中度在３０％～４０％之间的行业有烟草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工业、电力蒸气热水生产供应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等６个行业；２０％～３０％之间的为煤炭采

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等５个行

业；这个水平远远低于美国１９８４年前４位企业３１％～９７％的集中度指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

凯伍斯的研究，前１０位的企业在行业或产品中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其市场集中化指数一般应在４０％
以上。

如果在一个行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未能达到起始规模和合理的经济规模，则这个行业肯定不存在有

效的产业组织规模。中国在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汽车、机械、石化、钢铁等许多产业中普遍存在着企业

规模过小、生产分散的问题。以汽车产业为例，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有关资料，１９９９年全行业产量

为１６３万辆，其中９０％以上都是由１３家骨干企业生产，最大的上海大众、一汽、东风三大企业集团每

家生产约２０万辆，与通用汽车公司等大型跨国公司每年生产上千万辆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汽车产业属于规模经济递增明显的产业，过小的生产规模抬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样档次的汽

车，国内价格比国外价格高出许多。这种状况说明，中国在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汽车、机械、石化、钢

铁等许多产业中普遍存在着企业规模过小，生产过度分散的问题，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大而全”、“小而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往

往自成体系，大中小企业之间难以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无法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利益。

２生产能力在低水平层次上过度扩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赶超型发展战略，使工业实现了

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主要是靠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增长带来的，而且，主

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尖产品比较少。

受长期的粗放经营增长方式的影响，中国的一些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生产能

力过剩，而另一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的生产能力却严重不足。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１９９５
年汽车生产设备利用率在５０％左右；生产能力利用率在６０％以下的有半数产品。

３产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低下

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而科技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科研与开发的投入。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机电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大了科技投入的力度。中

国工业的技术开发投入低、创新动力不足，制约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中国工业的设备更新比

较缓慢，某些行业甚至出现下降趋势。我国大多数工业企业的设计与生产方法落后，自主开发能力差，

产品开发周期长，更新慢，新产品产值率低，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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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为３２％，比先进水平低十多个百分点。１９９８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３６０４美

元／人年，只相当于美国 （１９９５年） 的３７％，日本 （１９９４年） 的３５％，德国 （１９９４年） 的４２％，

韩国 （１９９４年） 的６２％，马来西亚 （１９９５年） 的１１％，印尼 （１９９６年） 的３８６％。１９９９年，中国

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只有２１６６％，分别低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的１８０４、

１１１４、１６６４、１３６４个百分点，比印尼也低８２１个百分点，仅比马来西亚高出５５１个百分点。低下

的劳动生产率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较低的制造业增加值反映出中国大部分工业

行业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低。

４工业能力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相脱节

中国工业的生产能力优势反映了特定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可以用增加值、就业人员、总

资产占用的分布比例加以衡量，１９９９年，中国工业的能力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１０个行业：电力蒸气热

水生产供应业 （９４９％）、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６３１％）、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５９２％）、化学原

料及制品制造业 （５３４％）、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５２４％）、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７４％）、

非金属 矿 物 制 品 业 （４４１％）、电 气 机 械 及 器 材 制 造 业 （４４０％）、服 装 及 其 他 纤 维 制 品 制 造 业

（３３９％） 和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３３９％）。这１０个行业集中了中国工业增加值的５２５９％，除

代表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外，其他生产优势行业仍然维持了１９９５年以来的中间

产品阶段。

５企业机制不合理、管理水平低下

企业改革与管理技术特别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适合市场竞争的企业机制，特别是有效的企业

治理结构，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国有企业量大面广、分布不合理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企业竞争能力和

脱困的状况还没有真正得到改变。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也普遍存在家族化、多元化、随意

化的问题，企业竞争力薄弱，加入ＷＴＯ对它们的冲击很大。

除了体制上的弊病，中国大部分企业普遍忽视市场定位和细分，营销能力严重滞后于制造水平。一

些企业经营人员甚至对营销观念、建立顾客数据库、营销战略规划和计划、细分市场、核心业务控制等

基本营销问题一无所知。由于中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不足，外资加入在提高我国工业水平的同时，也挤占

了国内市场。这似乎是 “悖论” 的问题，一般来说，外资进入某国的一个市场，除了考虑一定的政治因

素外，更主要依赖于对该市场的市场容量、产业规模以及在位企业的竞争力的判断。国内企业的竞争弱

势以及过度竞争下的长期消耗战，为外资以独资或合资形式的产业进入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依据。而国内

企业苦于产业过度竞争无法出头，为了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也乐于与外商合资，甚至不惜让渡大量的股

权。在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存在缺陷以及地方政府过于本位化的考虑的情况下，合资不仅导致了一些国有

资产向外资的流失，还使一些战略产业的主导权控制在外商手中。

６产业经济效益低下

由于长期以来工业投资决策机制不完善，工业投资中的重复建设严重，造成大部分行业中企业的过

度进入。加之缺乏多余生产能力的退出机制，过剩的设备和厂房虽然处于闲置状态，但仍然需要占用资

金，这必然造成那些以大规模投资为起点的产业和企业过高的固定成本。试图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市

场上争夺或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必然引起大部分行业的盈利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大面积或数额巨大的

亏损。另外，中国绝大多数工业行业在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领域难以与国外大企业抗衡，只能在劳动密

集型和材料密集型领域 “过度竞争”，这也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一些行业如食品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等，由于过

度竞争，出现了超过３０％的亏损面或巨大的亏损额。

以中国大型机械企业为例，其劳动生产率仅为国外企业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并不富裕的资金

使用效率也很低，流动资金使用效率和固定资产使用效率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其结果拉大了中国机械

工业与国外大企业之间的效益差距。１９９６年，中国机械工业的销售利润率均在３％以内，发达国家平均

为１３％～２０％。中国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一般低于１０％，国外同类企业一般在１４％以上 （见表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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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２ 中外机械工业投入结构与效益状况的差距

类 别 中国企业 国外企业 中国?国外 备 注

装备水平 ５９２７％（更新） ５～７年 （役龄） 国外更新更快

研发投入 １％～１５％ ４％～１０％ ＜１?３ 占销售额比重

科技人员比重 １％ ５％～１０％ １?５～１?１０ 占职工人数比重

人均研发投入 ＜５０００元人民币 １０万美元左右 几十分之一 若干企业对比

人均劳动生产率 ２万元人民币 （１９９６年） ４万～１０万美元 几十分之一 国外指美、日、德、法、英等

销售利润率 ３％ １３％～２０％ １?４～１?７

总资产回报率 ＜１０％ １４～２５％ １?２～１?５ 若干企业对比

资金利润率 ２％～４％ ８％～１０％ ＜１?４ 与发达国家对比

７中国还只是工业生产大国而不是工业强国

目前，中国是工业大国和对外贸易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和外贸出口强国 （见表１ ４３）。经济

总量大而不强，工业增长迅速但国际竞争力仍处于较低水平，是中国工业发展现实情况的真实反映。

表１ ４３ 工业、外贸大国与工业、外贸强国的区别

工业、外贸大国 工业、外贸强国

人均状况 经济总量庞大，人均数较低 经济总量庞大，人均数较高

企业状况 企业小而弱，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企业大而强

产业结构 初级产业为主，技术水平低 产业层次与技术水平高

增长方式 增长速度快，主要是粗放发展 集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出口商品结构 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 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为主

科技教育状况 科研投入小，教育基础薄弱 科研开发投入大，教育发达

作为ＷＴＯ的成员国，如何立足资源禀赋条件，更好地发挥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加快企

业的成长和培育竞争能力，不断创造和增强中国工业的竞争优势，成为中国工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五、制约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一）体制性障碍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在国家层次、产业层次还是企业层次，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还存在

一定的距离。说到底，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整体概念，因而制约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涉及各个

方面、各个层次，既有表象与深层次之分，又有相对客观与人为主观之别。但是，总可以遵循着一定的

思路，把那些主要因素归结为体制性障碍、实力的差距、管理的落伍、核心竞争力的不足等方面。

从深层次上讲，制约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表现为体制性障碍，包括过于普遍化的国有

企业制度、尚不规范的产权制度、不适当的行政性介入、程序繁杂的企业融资等。

１国有企业制度

由于国有企业战线太长，摊子过大，国家投资力不从心，普遍出现负债率高、资本金不足、企业缺

乏长期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比例低等问题。在条块分割的投资体制下，各地区都希望国家投资各种项

目，国有企业不存在正常的退出机制，加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没有形

成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导致国有企业效益低下，市场竞争力日益弱化。

由于国有企业制度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有限适应性，加之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经营机制上的弊端和缺

陷，以及经营管理上的薄弱和漏洞，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经营亏损的现象比较严重，而且，至今没

能有效缓解和根除。

中国许多国有企业不仅在经营中缺乏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较长期的洗礼，因而在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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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结构、经营观念、管理水平、领导者素质等方面也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大企业的要求存在着程度

不同的差距。

２尚不规范的产权制度

产权是经济主体活动的基础。目前，中国的产权改革尚没有完成，还没有形成稳定、明晰和高效的

产权机制，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尽管中国近年来在国有企业中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仍然存

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企业冗员太多，社会包袱沉重；资金严重短缺，债务负担沉重；投资主体多元

化尚未形成，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运行徒有其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所有者并未真正到位；国家股权流

通困难；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企业经营者的产生、激励和约束很不规范。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现代

企业制度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其国际竞争力。

３不适当的行政性介入

到目前为止，围绕中国国有企业所形成的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问题，仍然没有

得到较好的解决，政资分开、资企分开、政企分开还不规范，而且，缺乏制度上的保障，政、资、企关

系远未理顺。

（１） 中国的国有企业有的属地方政府，有的属中央政府。企业的所得税按不同隶属关系分别上缴中

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这就使得不同级次财政所属企业的合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利益调整。

（２） 部门和地区性的行政分割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横向流动和在中国统一市场上的优化配置，影

响企业重组存量资产，优化结构的功能也大大削弱。

（３） 除投融资的行政性审批、条块的行政性分割外，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干预还突出表现在

政府部门对企业组建和发展的行政性介入。

（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政企分家、放权让利、归并管理部门、组建股份公司、改变工业

管理部门职能、企业层层下放等对旧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减少了旧体制的一些弊病，但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如一方面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多层管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又出现无头管理，或者

是有利时有头管理、多头管理，无利时则无头管理。一方面放权让利，但按市场经济要求的独立自主、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的权利又不够；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权益和利益无约束，即放任自流、利益流

失。一方面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往往干预企业；另一方面企业的许多问题地方政府又无

力解决，且形成了地方和企业利益保护主义。

（５） 在中国，不仅存在地方政府在国内市场上受局部利益驱动而实施地方经济保护政策，而且，存

在着中央政府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贸易保护并没有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反

而妨碍了包括工业５００强在内的国内企业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３个方面：

一是贸易保护政策扭曲了国内成本和价格，导致非正常的高额利润，于是，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

不同地区和部门竞相进行重复建设，并采取地方、部门保护的办法排斥其他地区和部门企业的产品。这

种对国内资源和市场的分割，导致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失灵，无法产生具有较大规模竞争力的、足以与

国外竞争对手相抗衡的巨型企业。

二是贸易保护政策使国内企业产生惰性，缺乏同世界级大企业进行竞争的动力。在政府的保护伞

下，企业无国外竞争之虞，不可能着眼于培养国际竞争力，而是把目光仅仅盯在国内市场、甚至地方市

场。长期下去，国内企业仍然无法同世界级企业相抗衡。

三是贸易保护政策存在严重的转嫁效应，损害了中国优势部门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贸易保护政策往

往通过增加进口成本、对他国的贸易报复等途径将保护的成本转嫁到出口部门，而出口部门是中国较有

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部门。贸易保护政策严重损害了这些部门的企业，其中包括大企业的发展。

贸易保护政策损害中国企业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汽车产业，贸易保护政策导致了汽车产品的高额利

润，诱使全国各地纷纷上汽车项目。由于资源的限制，各地的汽车生产厂规模普遍偏小，成本居高不

下。但是，在各地的保护下，这些企业根本无淘汰和破产之忧，甚至还会产生高额利润。各地对市场和

资源的分割导致国内汽车厂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来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国际竞争力的培养。可以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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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贸易保护政策继续下去，国内汽车产业就很难实现优胜劣汰，也就无法产生世界级的汽车公司。

４程序繁杂的企业融资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投融资活动。从改革的方向上看，要求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和融资主体；从企业的

建设上看，要求集团的核心企业具有投资中心和融资中心的功能。但是，现行投融资管理体制与企业的

投融资要求摩擦甚大。时下企业负债太大、自有资金很少，投资项目一般都是资金密集的大型项目，需

要大量使用银行贷款，这就必须通过投资和信贷方面的一系列审批程序。而企业对现行投资体制的反映

是关卡多、程序复杂、耗时长、不配套。

（二）实力的差距

中国产业与国际产业的差距在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

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尽管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竞争力，因而一国产业在国际

竞争中的实力往往表现为所拥有的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但是，一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

构成了该国所拥有的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和质量的现实基础。反过来讲，一国所拥有的世界级大企业的

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拥有世界５００强的绝大多数，其中，美国和日本两国就拥有世界５００强的４０％左右。

根据 《中国与西方七国综合国力最新比较》 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与西方七国相比，目前，中国综合

国力低于美、德、日、法，高于英、加、意，居八国综合国力排行榜第五位。如果我们舍弃比较指标体

系中的 “外交力” 和 “军事力” 两大类，而将其余的 “资源力”、“经济活动力”、“科技教育力”、“财政

控制力”、“对外经济影响力”、“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力” 等六类指标看作是比较各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主

要指标，则中国居于八国整体经济实力排行榜的第８位 （参见表１ ４４）。从相关因素的比较分析来看，

影响中国综合国力和整体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教育科技投入少、财政调控能力弱、人民生

活水平低、对外经济影响力小等方面。特别是教育科技投入少，占ＧＤＰ的比重低，将在今后一段时间

内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影响中国综合国力的壮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

高。

表１ ４４ 中国与西方综合国力及整体经济实力排位

指标 中国 美国 德国 日本 法国 英国 加拿大 意大利

资源力 ３ １ ４ ５ ７ ６ ２ ８

经济活动力 ３ １ ４ ２ ６ ８ ５ ７

科技教育力 ８ １ ５ ２ ３ ６ ４ ７

财政控制力 ８ ６ ４ ７ １ ２ ５ ３

对外经济影响力 ８ １ ２ ３ ５ ４ ６ ７

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力 ８ １ ３ ４ ２ ７ ６ ５

外交力 ５ １ ４ ６ ３ ２ ８ ７

军事力 ２ １ ５ ８ ４ ３ ７ ６

综合国力 ５ １ ２ ３ ４ ６ ７ ８

调整后的整体经济实力 ８ １ ２ ３ ４ ６ ５ ６

资料来源：中国与西方七国综合国力最新比较，统计研究２０００（５）

２产业演变阶段的限制

众所周知，一国产业演变所处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产业发展的水平，因此，产业演变阶段

也就成为制约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讲，中国迄今为止的产业演变有４个基本特点。

（１） 中国经济在总体上已经跨越了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尽管与成熟的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

会尚有一定的距离，但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主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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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产业 （特别是工业） 发展正在由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资本密集型为主，但由于科技水平的

相对落后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产业发展还没有进一步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因而产业发展主要

表现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基础上的粗放式扩张，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基础上的集约式

增长，中国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和效率水平还比较低。

（３） 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表现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协调。从产值结构看，以工业为主体的第

二产业的发展明显超过了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和以生产、生活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但从就业

结构看，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所占用的劳动力大大超过了第二、第三产业所占用劳动力的总和。

（４） 中国产业发展伴随着工农、城乡不对称的复杂二元结构。一方面中国产业发展表现为相对发达

的城市、工业与极不发达的农村、农业之间的城乡对峙和产业对峙；另一方面，中国产业发展又表现为

相对较高的工业化水平 （至少从产值结构看） 与相对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现代化内部对抗，从而形

成了多方面且不对称的二元结构。因此，中国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还比较低，质量和效益还比较差，而

且，内部结构还不协调，这既反映出中国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也制约着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

３企业发展现状的限制

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最终要通过其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直接表现出来。中国企业的发展还存在

着许多的困难和障碍，包括经济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社会压力大、经营效益差等方面，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力基础。

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的规模过小。在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

公布的主要社会、经济指标中，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化肥、化纤、电力、棉布、原油、电视机、

糖等工业产品产量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居世界前５名，可是企业规模在世界上却排不上号。１９９９年，

进入世界１００强的企业，中国仅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一家，而且只排在７０多位，与１００强中的同行相比，

无论是资本规模、市场规模，还是销售额、销售利润，差距都相当大。

就拿钢铁而言，１９９３年中国钢材总产量８８００万吨，居世界第７位，但年产达到８００万吨规模的企

业仅２家。现在中国年钢铁产量已超过亿吨，但是，这些钢铁却由１７００家钢铁厂生产，其中６０％以上

的钢铁厂年产量在２０万吨以下。而美国早在１９７６年，４大钢铁公司 （美国钢铁、伯利恒、国民与共

和） 的年产量就达到了６１３０万吨，占美国钢铁产量的５２８％，其中，美国钢铁公司年产２５７０万吨，

占全国钢铁产量的２２２％。

再以汽车产业为例，１９９５年，中国汽车总产量达到１５０万辆，但这个产量还不及发达国家一家大

汽车公司年产量的１／３。可是，这个产量却由我国１６３家汽车厂生产，其中，许多厂的年产量在１０００
辆以下，年产量超过１０万辆的厂家只有 “一汽” 和 “二汽” 两家。而美国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３
大汽车公司在７０年代中期占到了美国小汽车生产的９０％以上，其中，通用年产小汽车４００万辆。由此

可见，中国企业规模小已严重影响着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低，科技成果向企业的生产领域转化水平则更低，科技进步对企业发展的

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只是一般水平。科学技术进步缓慢在工业企业的生产领域

表现得尤为显著。中国的许多企业设备老化，工艺落后，产品品种单一，更新速度慢，技术含量少，附

加值低，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社会的科研水平不高，许多科研计划的攻关研究

深度又不够，同时，工程化的研究，即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也没有相应跟上，即便有一些好的科研成

果，又缺乏向企业生产领域转化的机制；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匮乏，不用说中小企

业，就是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没有自己的科研机构来进行知识和科学技术创新。

（三）管理的落伍

如果说，中国产业在构成企业经营基本要素的人力、资本、技术等方面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发达国家

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在推动这些要素发挥较高效率的管理水平方面，差距就更大了。可以说，管理

上的落伍，也是制约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的深层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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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管理比较随意

许多中国企业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也没有一套规范系统的管理制度，大多数企业是被动反应型的，

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由经营者制定新的措施却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者随着其他企业新管理制度的采

用而加以仿效，却很少顾及新制度是否适应本企业的实际情况，等等。

２缺乏长远的战略目标

许多中国企业忽略了企业永续经营的最终目标，一味追求短期效益或者仅仅是利润的最大化、规模

的增长。

３企业导向而不是顾客导向

按照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观点，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创造顾客。那些不断跟踪顾客需求变化的

企业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尝到甜头，畅销的产品不仅为企业直接创造了价值，还建立了最宝贵的顾客的品

牌忠诚度。

４重人治而轻法治

中国大多数企业经营者，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营者本人

的领导权威影响极大，在一些企业中甚至到了对其决策无人置疑的程度，而这从某种程度上加大了企业

经营的风险，因为没有人可以永远正确。虽然在目前的环境条件下，这种集权和独裁在许多时候是有效

的，但面对未来多变复杂的环境，人治将很难保证企业的顺利发展和在竞争中获胜。

５用人而不注意培养人

比较中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员工的培训投入上。外资企业的培训完善而

系统，并且与企业文化、企业发展的实际密切相关。由于将员工视做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外资企业的培

训投入也产生了极高的收益。

６企业文化建设有待深入

中国许多优秀企业非常关注企业文化的建设，也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策划企业文

化。但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却存在着一些误区，例如，重视企业文化的物质层建设，而忽略企业核心

价值观的作用；重视策划人员的创意，忽视企业的实际情况，无法获得员工的认同；企业文化千篇一

律，缺乏个性等。

（四）核心竞争力的不足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教授曾提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 “树型” 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核心竞争力与多元化

经营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多元化企业就像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分枝是业务单元，树

叶、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养分、维系生命的树根是核心竞争力。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可以把核心竞

争力对多元化经营的基础作用概括如下：

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储备状况决定企业的经营范围，尤其决定了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广度和深度

核心竞争力对多元化经营的决定作用，主要是通过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力和弹性来决定的：核心竞争

力的生产力，主要是指企业能够有效处理多少同一性质的行为活动的能力，以及如果需求增加，企业可

以增加处理类似活动数量的能力，即多元化发展的广度；而核心竞争力的弹性，是指企业能够有效处理

多少不同性质的活动的能力，即多元化发展的深度。

２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的多元化经营是有效分散风险、获得范围经济的前提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多元化经营能够分散风险和获得范围经济效益，但是它是有前提的。只有以核心竞

争力为基础的多元化经营，才能有效地发挥核心竞争力的溢出效应，获得分散风险和范围经济的好处。

当多元化经营与核心竞争力无关时，多元化经营则是企业经营战略的陷阱。常见弊症经济是：过早地实

施多元化经营；过快地实施多元化经营。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的 “树型” 理论揭示：多元化经营的速度必

须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储备的速度相协调。过快的多元化必然导致资源分散、管理粗放，丧失核心竞

争力，从而使多元化得不到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支撑，最后葬送多元化。

中国企业必须实现经营理念的转变：

（１） 实现从发现机会为主向培养和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主的转变

改革开放的前２０年里，中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在这个机会很多而竞争相对不激烈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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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只要发现机会并及时地抓住机会，往往很容易获得成功。而在步入２１世纪的今天，人们会发现，

机会越来越少，而围绕新机会展开的竞争却越来越激烈。这时，把握机会固然重要，而是否具有把握机

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更为重要。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力、核心竞争力，机会就可能变为陷阱。

因此，中国民营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应从发现机会为主转向培养和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主。

（２） 实现从分析外部环境为主向分析企业内部条件为主的转变

波特理论认为，企业之间利润的差异与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结构有关。因此，这时的企业战略分析

的重点自然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分析，它包括产业的特征分析，产业的发展趋势分析，产业内外相关企业

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分析等。但是，现代研究越来越发现：为什么同处一个行业，有的企业盈利，有

的企业亏损；有的企业欣欣向荣，有的企业却举步维艰。这很难从产业的结构特征来简单地解释这个问

题。核心竞争力理论对此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利润差异的不是企业以外的行业结

构，而是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和获得

超额收益的源泉。因此，与分析企业外部环境相比，分析企业的内部条件 （资源、能力、核心竞争力）

更具有战略意义。

（３） 实现从追求单一的职能战略为主向追求核心竞争力为主的转变

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超出了具体产品和服务的竞争，直接升华为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对

抗。在信息日渐爆炸的今天，任何企业单是依靠一项或几项外在与显性化的职能战略，最多只能获得暂

时的优势，唯有追求核心竞争力才是企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战略。因此，具有活的动态性质的核

心竞争力是企业追求的长期战略目标。

六、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思路

从国家竞争力层次上要继续保持政府管理、持续高增长、低劳动成本、人口、就业方面的优势，并

扩大优势范围，带动整体提高。

（一）产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１根据产业特性来选择相应的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

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是一个复杂而又需要系统分析的问题，不同产业有不同的评价指标。尽管我们

在实践中可以考察一些比较共同的指标，如产业总规模以及本行业中主体企业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各类企业的生产规模是否合理，以及产业内的关联效应，但是，不同的产业确实具有不同的特点，即使

是对于某些共同的评价指标也有不同的 “偏好” 和适用性。

２适当区分不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同水平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分析，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

使生产和产品结构适应市场结构及其变化，从而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业，必须进行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竞争形势。那些技术含量高、尚未形成国际竞争

力的产业，例如，汽车产业、信息产业就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力争在不长的过渡期

内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迎接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

３合理实施差别性产业政策

实施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培育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对此需要进一步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体现本国

的产业政策，通过差别性产业政策的实施，优化产业内的资源配置。一是针对产品进行品种调整，努力

优化产品组合，扩大有前景的部分产品的生产，削减不具备必要的全球竞争力、不能达到利润增长的产

品的生产。二是对企业进行分类管理。

４努力提高装备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大型装备是有大容量技术的生产资料，是技术贸易与商品贸易的结合，这类生产的竞争力关系到许

多行业的竞争力。

５积极推进跨国经营

当前，发达国家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不仅以此来重组一般的经济资源，如劳动力、机器设备、土

地、原料，以便开拓更多的市场、更高程度地增值资本，而且以此来培育核心资源，扩大自己对科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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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掌握。它们运用跨国经营来实现技术创新，不是光靠国内公司自己加强研究开发，还开展国际性

的研究开发活动，或与国外一流的高技术企业建立竞争与合作关系，创办海外科技创新机构，与国内外

其他高科技企业组成研究与开发联盟，等等。有资料表明，目前各国引进外资与海外投资的比例大体上

为１∶１７，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为１∶１４，发展中国家为１∶０１３，中国仅为１∶００５。

不通过跨国经营来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将严重制约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二）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１自觉融入国际竞争体系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国际上成功的跨国公司总是由小变大，在其规模扩张过程中总要思考参与国际

竞争的战略。对中国的企业而言，尽管处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初级阶段，但这种全球战略思考并不是可有

可无的，因为这是企业发展的目标，是企业上下凝聚力之所在，是企业创新的原动力。

２规范现代企业制度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拥有法人资本所有权，企业法人资本出资者多元化和分散化，打破了资源

部门配置或地区配置的界限，清除了地区保护、条块分割的口实，有利于中央政府宏观产业政策的顺利

实施。另一方面，实现了企业的法人资本所有权，意味着该资本与出资者其他资本的分离，对于作为出

资者的国家而言，避免了国家对国有资本所承担的无限责任。同时，企业法人资本的独立性，决定了它

在经营上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与责任，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打消了政府想给企业自

主权而又不敢给的后顾之忧，企业也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有竞争压力与竞争动力。

３实施错位竞争

中国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可供选择的错位竞争策略主要有：

（１） 产品差异化策略。当一个市场中的主导者强大到难以发起正面攻击时，以产品的差异化来找到

自己企业的发展空间不失为一个低成本的方法。这种差异的机会在一个产业的发展中比比皆是：价格的

差异、性能的差异、渠道的差异、品牌的差异，等等。寻求产品差异，实质上就是为自己创造市场，而

不是等待市场机会的出现。

（２）“小市场、大巨人” 策略。企业放弃全行业的全面出击，而选择某一顾客群、某产品系列的一

个细分市场或某一地区市场作为主攻方向，或在产品价值链中的某一环节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环节

中的重要一环，搭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便车，进入国内市场竞争，乃至跨国经营的快速道。

（３） 市场置换策略。在外资企业大举进入国内市场，而民族企业实力有限，不足以全面抗衡的情况

下，可以考虑有选择的适度放弃一部分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市场，转而经营和占领广阔的内地市场和

农村市场，以此作为培育和增强竞争力并在时机适当时候反击外资企业的基础和依托。

４促进企业组织创新、组建大型企业集团

鉴于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市场占有率，所以无论从世界经济全球化，还是从国内经济国际化

角度看，政府都应推动、鼓励企业横向兼并与收购，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行业集中

度，解决中国企业布局散、规模小，企业有品牌、有效益、无规模的问题，克服行业生产能力扩张迅速

与市场扩大缓慢的矛盾，从而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能代表行业发展水平与方向的企业，增强竞争力。

５强化核心竞争力，走出多元化经营误区

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以及国际竞争的压力，要求中国的企业在联合、并购的基础上组建大型企业

集团，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企业间的联合或并购，既可以是单纯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占有

率的横向并购，也可以是一体化和多元化战略导向的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从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发，组

建大型企业集团应主要采取横向并购的方式，以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６增加研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

技术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制高点，研究和开发又是技术创新的源头，而要进行研发，又必须有一定

的投入。因此，应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加快企业技术进步。这可以说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中

国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基础。

由于研发投入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可以考虑广泛吸收社会资金设立从事风险投资的产业投资

基金。人们在探讨硅谷成功的秘诀时，认为风险投资公司至关重要，美国６００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大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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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在硅谷。据统计，在过去４年中，风险资本家把大约５５亿美元投入硅谷技术开发，占美国全部信息

技术投资的３７％。在中国发展风险投资，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可以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以保证

风险资金的筹集和投放；可以提供良好的法律保证，使风险投资在具体操作时有章可循，减少盲目性，

增强可信度与安全感；可以对研发投入中的高技术经济风险予以保险，建立风险投资与风险贷款的保障

组织和金融机制。

在增加研发投入、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应当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注重在整体上提高产

品和服务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

７培育适应国际竞争的企业家群体

企业家，特别是能够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企业家的短缺，是制约中国民族企业

发展壮大的 “瓶颈”。许多方面的资料都显示，中国企业家的国际评价比较低，这说明在中国培育企业

家的任务还相当重。因此，我们应当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新形势的需要，在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规范和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思路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切断政府官员与国有企业经

营者之间的 “直通车”，建立企业家市场，在市场竞争中选聘企业家，并依靠合理的制度来激励和约束

企业家的行为，发挥其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可以说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中国民族企业国

际竞争力的动力基础。

（三）合理取舍

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比较落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产

业都应当围绕比较优势，在各方面进行合理取舍，以凝聚相对有限的资源形成合力，提高效率，促进中

国产业及其国际竞争力的稳定发展。

１完整体系还是比较优势

（１） 重视比较优势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水平还比较落后，科技开发能力、技术装备水平、教育与基础科学研究

能力比较低，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熟练工人比较少，资本相对短缺，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法制结构、

企业制度、资本市场、政府规章政策等还缺乏效率。这就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整体上的竞争优

势。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国家、产业、企业三个层次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促进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整

体提高；另一方面，要寻求和建立比较优势，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形成相对较高的竞争力。

以下几种特有的 “相对优势” 应充分利用：

①资源的比较优势。落后国家的其他东西都稀缺 （因而利用起来成本较高），至少还有一种东西成

本较低，即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在生产某些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时候，成本较

低，竞争力较高。这种优势其实可以称为 “穷的优势”。

②“落后的优势”（“后发优势”）。因为落后，从而可以学习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术、管理

与市场经验等，可以少走弯路，走捷径以缩短差距，用不着处处、事事自己花代价发明创造、从头 “试

错”。同时，因为落后，就有追赶的动机。

③“本土市场优势”。这可以说也是任何落后国家总会具有的一种 （初始） 资源优势。它指的是对

地方市场上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人际关系以及本国目前特殊的体制的更多的理解，对经济发展的

特殊阶段的特殊知识，是落后国家的企业所能够利用的一种竞争力优势。当我们把本国市场也视为国际

市场一部分的时候，这是本国企业可能拥有的一个重要的优势因素。

（２） 扬长避短，循序渐进

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为了加速发展，为了更多地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在各方面条件不具备的条件

下，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 （以印尼、泰国为典型），大多数大企业不能赚钱，靠借债维持，结果当年名

义上增长速度很快，金融危机一来，“财富缩水”，统算下来增长率要打很大的折扣。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 “二元特征”，大部分地区和企业还较落后，但也有一些企业具备

了一些科研能力，具备了向较高经济发展阶段过渡的实力，具备了搞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因此，

中国很可能在较广的产业分布上取得发展，有条件 “两条腿走路”，实行多层次的发展。但要注意不能

脱离自己现实的竞争力源泉，不能搞 “一窝蜂”、“大干快上”，盲目地追求我们不具备优势的 “高新科

８１１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技”，把大量的政府资源和企业资源都引导到一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竞争力、不能赢利的项目上去。我

们应该发扬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特殊智慧 扬长避短，循序渐进。

（３） 从实际出发

尽管我们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在资本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强国，成为高新科技的领先者，但我们现在却

还必须依靠我们的资源比较优势 （以及其他一些相对优势），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还得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进行竞争。事实上，现在我们能在国

际市场上卖得出去 （同时能赢利） 的东西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或者是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生

产过程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上的产品 （组装、来料加工，等等）。就大部分地区、产业和企

业来说，我们还必须从现实出发。

２自我意识还是民族利益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国内市场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应当少一份自我意识，多一些

团队精神以增强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适应当前国际竞争的新特点，中国企业应当走出生产过程竞争的误区，重视经营发展全过程的整体

竞争，特别是要重视服务竞争。要走出狭隘的民族品牌的误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源的跨国界配

置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打破了企业存在的空间界域，也使一国企业的 “民族性” 变得模糊起来。

跨国公司涌入中国并大量利用中国丰厚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时，他们并没有考虑这些生产要素的

国别界域，甚至在新一轮国际企业并购浪潮中，美孚与埃克森的合并、奔驰与克莱斯勒的携手等，类似

的商界巨子也并没有被民族情结所缠绕。以 “股权换资本”、以 “市场换技术” 充分展示了经济全球化

时代国内不少民族企业的超前眼光。中国一汽吸收和消化了德国大众的整车技术和美国克莱斯勒的发动

机技术，自主匹配了红旗小轿车，目前国产化率达８７５％。“红旗” 成为中国目前唯一拥有全部知识产

权的国产品牌车，成为发展中国产业的表率。

３眼前机会还是长远理性

中国企业曾以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决胜市场，也曾依靠价格优势战败对手，以致不少民族企

业至今仍在频繁地使用 “降价” 这一法宝。当代国际竞争已经不再是建立在资源优势基础上的价格竞

争，而是基于资本优势之上的技术竞争。中国企业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自主开发能

力，必要时可放大 “市场换技术” 的力度。从战略角度考虑，企业应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４５００强还是竞争实力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企业规模效益较差、产业集中度较低，特别是与全球

５００强的差距较大。因此，许多方面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进入全球５００强上，似乎进入了５００强，中国产

业就有了傲视群雄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与全球５００强相比，在这方面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规模效益

上，而不是表现在规模的形式上。只要我们的企业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甚至只要达到了国际最优

规模效益，即使没有进入全球５００强，也仍然可以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系统创新

从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逻辑结构看，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企业体制、素质、能力、资源的动态整合

反映。竞争力不但要反映企业的综合实力，更要反映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差异化的核心能力和比较优势；

同时，要从发展角度去规划现时的竞争力与潜在的竞争力，不仅要考虑其基础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其

成长性。因此，培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１构建国际竞争力基础

（１） 组织文化与观念的创新。文化与观念也是一种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与观念是企业国际竞争力启

动的活性因素，对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要在继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吸取国外先进文化与观念的精华，使我们的企业能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进入国际竞争的

主战场。

（２） 在产权清晰前提下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求产权清晰，在此基础

上，要建立资本经营的委托代理关系，按公司法的规范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确定经理层。

企业必须研究管理层的科学设置与监控的方法及人员的激励问题，并真正实现责权利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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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管理体制与组织结构的变革。在决定企业发展战略实施的要素的麦金西７Ｓ模型中，首先提到

的是体制与结构，现代企业制度的落实及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要通过它们的运作来实现。根据权变理

论的观点，管理组织是环境的函数，中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组织机构的创新势在必行。

２培育企业国际化经营与管理能力

（１） 企业国际化战略管理能力。实行战略管理就是通过对未来国际市场和环境的把握，明确企业发

展目标与方向，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利用及对企业发展过程进行规划和控制。提高企业战略管理能力

是培育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点，这需要企业的高层和战略研究人员潜心研究国际战略环境和战略资源，

在国际市场上，从国际系统集成商的价值链的延伸环节到整个价值链的系统集成，做出战略部署。

（２） 国际化品牌与形象策划能力。现代市场竞争的焦点就是以品牌为核心的企业形象的竞争。企业

应在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和真正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消费需求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思路的基础

上，面向国际市场，对品牌与企业形象进行正确的定位与全面系统的策划，在形象设计上必须与国际接

轨，并在国际化过程中对品牌进行管理。

（３） 国际市场营销体系竞争力。市场营销体系竞争力反映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能力，是实现产

品销售的保障，国际市场营销体系的建立应与国内外市场的特点和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相匹配。其竞争

力具体反映在：差异化国际市场策略的策划、国际市场的布局与开拓、国际营销渠道的建设、技术与销

售服务体系的设立等。中国企业应摒弃传统的出口与销售方式及手段，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的营销方式

和运用科学的营销手段，提高自己的国际市场营销管理水平与操作能力。

（４） 国际资本经营能力。跨国资本经营的投资领域涉及到实业投资、金融投资、产权投资等。应鼓

励有条件的国内公司进行跨国并购、国际战略联盟、海外投资。

３培养内在素质，积累与形成竞争资源

对企业来说，能拿出与竞争对手在国际市场上直接交锋的竞争资源包括：品牌、产品的质量与价

格、产品的品种与功能、资金与规模、营销水平与广告投入等，这些都是外显竞争力，它仅仅是内在竞

争力的外在表现，而内在竞争力则是企业竞争的实力和潜力的综合，具体体现在企业的素质、资源配

置、企业各方面的能力。

（１） 培养和引进国际型的人才。企业不但要提高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源整体素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企

业家人才、管理人才、科技人才的素质。针对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国际化人才匮乏、跨国公司对人才

的争夺，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与引进国际化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应建立科学先进的激励机制，

通过期权、股权等办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２）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ＩＭＤ与 ＷＥＦ都把企业管理水平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测定指标，

已充分说明企业管理水平与企业运行效率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应大力引进先进

的管理理念、方法与手段，克服经验管理、“人治” 管理，建立科学管理体系，创新管理方式，按国际

惯例管理企业，加强成本管理、质量管理及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

（３） 增强研究开发 （Ｒ＆Ｄ） 能力。企业Ｒ＆Ｄ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和取得长期竞争优势的基本保证。

企业的研发能力主要包括：Ｒ＆Ｄ资源获取与利用能力、开发能力、Ｒ＆Ｄ的成果转换能力等。要使企

业真正成为Ｒ＆Ｄ投资的主体，应制定Ｒ＆Ｄ国际化战略，如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思路，在

发达国家设立研究机构，跟踪世界科技的前沿，并加大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内涵上培育企业的

国际竞争力。

（４） 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新经济时代，信息化水平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跨国公司的信

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人员在企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信息化与企业发展的关联度已在实践中被验证。

（五）培育核心竞争力

对于走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的培育除了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企

业创新机制，提高组织学习、整合能力，形成独占的、不易被模仿的信息、知识与能力。

１从争夺最终产品市场占有率转向争夺核心性中间产品市场份额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虽然直观表现为企业最终产品之间的竞争，但从深层次分

析，却是企业素质间的竞争。帕汉拉德和哈默在 《竞争大未来》 一书中指出，企业间的竞争表现在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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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上，并构成一个竞争层级。一是开发构成核心竞争力要素的竞争；二是对这些战略要素整合的竞

争；三是核心性中间产品的竞争；四是核心性最终产品的竞争。这里的核心性产品就是指企业所拥有

的，以产品形式出现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性中间产品的竞争是企业竞争层级中最关键的竞争环节，把握

了核心性中间产品的竞争主动权，就把握了整个市场的主动权，并将实现最终产品的竞争主动权。

２从重视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转向强化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

传统管理观念强调企业战略对环境的适应性，如战略管理第一阶段安索夫的ＥＳＯ，环境 战略 组

织相适应模型，第二阶段波特的五种竞争力量 （同业者、替代业者、潜在业者、供应者和购买者） 行业

模型等，都侧重从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切入，将竞争分析的注意力重点放在企业的外部环境上，认为行

业性质是企业盈利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即市场结构是决定行业内部和行业间的绩效差异的主导力量。因

此，市场结构分析成为企业制定竞争战略的主要依据。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迁，行业内长期利润率的差异程度比行业间的利润率差异程度要大３～５倍，这

与传统管理观念的市场结构解决论假设是相悖的。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决定企业长胜不衰的根本性要素是企业自身的素质。企业内部条件比其所面

对的外部条件更具决定性影响，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和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就在于企业能力、资源和

知识的积累。

３从注重做好全面管理转向注重集中做好关键环节的管理

传统的企业管理注重管理的全面性，要求企业做好经营管理方方面面的工作，诸如全面质量管理、

全面营销管理、全面顾客满意管理等。

企业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研究如何优化配置稀缺战略资源，争取有限的投入得到最大产出。核心竞争

力理论提倡集中的原则，它强调企业要把自己的物力、人力、财力投向企业的经营管理关键环节上去，

而对非关键的环节仅要求达到正常运转状态即可。只要关键环节得到强化，就能带动其他环节的提升。

４从垂直多元化发展转向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把握

垂直多元化又称为垂直一体化，它可分为三种类型：企业向上游延伸的后向一体化，向下游延伸的

前向一体化，以及同时向上下游延伸的双向一体化。传统管理理论提倡垂直多元化发展战略，其主要动

机是：①控制的需要。企业为了加强对所需原材料、零部件的控制而向上游发展，为了加强对其产品分

销渠道的控制而向下游发展。②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思路是节约交易成本。把企业原先通过

市场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转化为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活动，以期实现对交易成本的节约。③增加规模。

不但生产现有产品，还生产上游或下游产品，以达到扩大企业规模的目的。④争取范围经济效益。

Ｍ·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是增加值的创造者，而增加值的创造是由一系列环节完成的，许

多企业沿着从最初的原料生产开始，经由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到产品流通经营的全过程，构

成了一条产业价值链。企业垂直多元化决策就是力求在产业链上有更长的伸展。

核心竞争力理论与传统管理理论强调的全方位控制产业价值链不同，它突出强调的是：企业必须成

为产业价值链某一环节上，尤其是关键环节上最优秀的生产厂家，这样，企业就能把握竞争的主动权，

确保自己在行业中的强者地位。

５从横向多元化扩张转向业务归核化发展

横向多元化与上下游一体化发展不同，它是向其他非相关的事业域延伸的另一种发展战略。许多研

究与现实证明，企业横向多元化经营战略是风险性最大的一种发展战略。当企业迈进一个自己不熟悉的

事业领域时，尤其是新事业域要求企业所应具备的关键性能力与企业现有能力不相吻合时，企业就会失

去自身优势，变得十分被动，难免遭致失败。

核心竞争力观念提倡企业经营业务归核化，它有两层涵义：一是回归主业，二是回归以核心竞争力

为 “轴心” 的同心多元化。回归主业者认为，强大的主业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强调要集中精力将主业做

好、做强。同心多元化比无关多元化成功率高，这一点早成为人们的共识。企业成为同心多元化的 “圆

心” 就是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凡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势能得到较好发挥的事业域，就是企业多元

化战略有把握成功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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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从争取分散企业风险转向努力增强企业实力

分散风险是企业横向多元化经营的重要理由与动机。这种以保守方式被动应对风险的经营思想，是

一种消极的经营理念，很难使企业有所作为，充其量只能得到平庸的业绩。

核心竞争力理论强调应对风险要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只有强化企业自身的素质，才能增强抵

抗风险的能力。企业要努力把核心业务做大、做强，通过集中对核心业务领域内资源与能力的整合与升

华，加快对核心产品、核心技术和核心能力的培育，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不变应对万变，才是应

对风险的根本性对策。

７从产品组合管理转向技术组合管理

传统战略管理十分注重产品组合管理，然而产品组合分析遗漏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忽视了支持这

些产品组合后面的企业技术组合状况。企业间的产品竞争从深层次上可以归结为企业间的技术竞争，不

断创新的技术组合将给企业的产品组合赋予持续性的活力。

由于产品寿命周期的有限性带来了产品组合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产品组合限制了企业发展的

视野，企业的发展空间往往局限在现有的事业域上。而技术组合管理能给企业更多的发展商机，而且，

这些商机往往是更隐蔽的，用传统产品组合管理的眼光不易发现。

技术组合管理指的是，对实现企业产品组合生产的技术进行分解归类，确定企业技术组合的构成，

进而从这些技术中确定出哪些是关键性的，同时又是企业拥有相对优势的技术；哪些虽是相对薄弱，但

在企业现有产品组合中又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哪些虽然对现有的产品组合优势不太重要，但对即将出现

或未来要出现的商机却是至关重要的技术；哪些是经过重新整合和补充，能够使企业迈进一个崭新的有

发展潜力的领域中去的技术，等等。在这一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企业就能制定出它的技术组合发展战

略，确定出哪些是要集中强化的技术，哪些是需要开发的技术，哪些是需要储备的技术，哪些是需要追

踪的技术，哪些是作为一般安排，甚至要放弃的技术，等等。通过这些技术的整合、充实、完善和创

新，培育出自己的核心技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８从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转向培育持续性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首先要 “做强”，而不应该是 “做大”。企业只有做强了，才有条件做

大。受条件限制，无力做大，中小企业仍然可以通过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取得独特的竞争优势，保

持长期性的竞争主动权，获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回报。这是一种 “核心竞争力经济效益”。

上述核心竞争力观念对当代企业经营管理观念主要方面的影响如表１ ４５所示。

表１ ４５ 核心竞争力观念对当代企业管理观念的影响

比较内容 传统竞争力竞争观念 核心竞争力竞争观念

１企业竞争焦点 争夺最终产品市场占有率 争夺核心中间产品份额

２企业与环境的关系 提高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 强化对自身素质的培育

３企业管理范围重点 做好企业全面管理 集中做好关键环节的管理

４企业价值链管理 垂直多元化发展 价值关键环节的把握

５多元化与专业化 横向多元化扩张 归核化

６实力与风险的关系 争取分散风险 努力增强企业实力

７企业管理工作重点 产品组合管理 技术组合管理

８最终竞争优势 追求规模经济效益 培育持续性竞争优势

（六）增强企业内在素质

１在结构调整中提高企业整体素质

我们要立足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加快产业的设备更新与技术进步，尽快提高劳动密集

型产品的质量与档次，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品自身的升级，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强

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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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如纺织、轻工、食品、化工等行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

距，已主要不是表现在生产能力大小和产品产量的多少上，而是在生产技术水平、产品品种和结构、单

位产品物质消耗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要缩小这种差距，就得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推进

技术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做大做强纺织、服装、机械、石化等具有一定规模和优势的产业，做专、

做精医药、造纸、食品、皮革、金属和塑料制品等具有一定特色和发展潜力的产业，调整提高建材、冶

金等基础产业，并实现以高新技术集成与产业融合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发展。

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当前工业结构

调整的一大战略举措。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加快国民经

济信息化的进程。２１世纪，特别是 “十一五” 期间，按照 “适当集中、形成规模、体现特色” 的要求，

创建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培育和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

制，加强孵化器和研发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产业特色，实现跨越式发展。

２在合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较多的国家，仅２００２年，先后就有轴承、眼镜、打火机、

蜂蜜等数十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要认真研究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抓紧建立产业安全

保障体系，启动补贴和反补贴预警机制，建立贸易争端的监控预警机制，完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

施，加强反倾销应诉和起诉工作，合理保护中国产业和市场。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市场供求和价格走势的

变化，努力做好对经济运行的监测、预测与分析工作，提高宏观前瞻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３通过资源配置和要素重组加快产业集聚和规模经营

中国企业组织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应以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为中心，打破部门、地区分割，改变政

府的行政垄断与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向大企业之间、中小企业之间分层次竞争方向转变；建立专业化

分工协作体系，从 “大而全”、“小而全” 的分散化生产方式向以大型企业、企业集团为中心开展专业化

分工协作，大中小企业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转变；加快组建与发展上规模的企业集

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建立起大批量生产体

制，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同时，加大产业内部企业重组的力度，促进产业集聚，

企业集群，有重点、有步骤建立以大企业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企业组织结构，逐步建立产业内部适度集

中、专业化分工协作配套、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高效率的企业组织结构。

４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企业质的飞跃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

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１） 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加强大中型企业技术中心的建设，提高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重点地建立面向区域特色经济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及创业服务中心，建立以大型

科技企业为依托的行业科技开发基地；引导企业走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路子，形成稳定有效的技术支

持；充分发挥多种经济的活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大企业把研究开发中心办到技术前沿的国家

中去，直接获取最新科技成果。从体制创新入手，充分挖掘知识和人力资源的潜能，把集聚创新人才取

得创新和获得实效作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２） 要把技术开发、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推进技术创新。着重开发、应用具有产业

化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能突破产业技术瓶颈、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崛起的共性技术、关键技

术及配套技术，运用领域广泛和潜力大的先进适用技术。大力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实现系统集成和综合创新。围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改善效益、防治

污染和扩大出口，加大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形成持久创新的支撑力。此

外，还要注意加强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及推广应用。

（３） 要大力推动企业信息化。

（４） 要开辟多种渠道，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力度，政府Ｒ＆Ｄ占ＧＤＰ比重、大

中企业Ｒ＆Ｄ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应逐年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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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强化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创新

（七）营造适宜的市场环境

１规范产业组织

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一个产业组织问题，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是培育和增强

产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和决定性条件。中国产业组织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首先是

要鼓励国内企业间的竞争，然后开放市场，进行国际竞争，这是增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根本方向。应实

行鼓励大、中、小型企业共同发展的产业组织政策，形成大、中、小型企业互补互利的企业规模结构，

从 “实力” 和 “活力” 两方面增进中国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水平。

２理性对外开放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国家安全、幼稚产业的生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现状等现实条

件，为了保护幼稚产业生存和维护国家安全，中国仍然有必要实行一定的产业保护政策。特别需要关注

的产业主要包括：国防工业及与国防工业直接相关的产业；与人民最基本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波及效果大、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对环境和生态有较大影响的产业等。对某些产业实行

保护政策时应注意到：第一，保护必须有限度；第二，在实行保护政策以避免国际竞争冲击的同时，应

尽可能增强这些产业的国内竞争，避免垄断和封闭导致产业竞争力的减弱。

３改善融资环境

我国融资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筹资渠道狭窄、融资效率低下；资金配置和利用效率不高；一些

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虽然对缓解基础设施的供应 “瓶颈”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定价过高 （电信收

费、公路收费、电费等），增加了产业成本。融资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债权、债务人之间的信用关

系非常不正常；欠账、赖账现象普遍，且难以追讨；司法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严重妨碍了商务纠

纷的公正处理。

一方面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使工业企业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资金供应；研究解决

基础设施投融资及收费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使基础设施收费价格更为合理，改善工业企业的经营环境。

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变融资环境恶化的趋势，重建诚信的商务信用基础，对于破坏信用

关系的行为必须进行严厉惩治。

４鼓励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所以，技术创新政策的核心是激励和保护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政府要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服务，保证技术创新企业及技术发明者能够从技术创新成果中获得切实的利益。

５完善市场秩序

一是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继续清理、修订、废止与ＷＴＯ规则不适应的法规、规章和政

策，尽快建立与ＷＴＯ规则相适应的市场监督机制。要通过完善管理法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来创造内

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二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扼制 “审批经济” 发展，切实减少行政审批

事项和工作环节，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加快 “电子政府” 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政府服

务的效率和品质。三是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各地建立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担

保机构，并加强监管。四是加强对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中介组织 “入世” 后的作用。

重视培育发展各类中介机构，为企业熟悉 ＷＴ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做好服务。五是建设规范市场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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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提升广州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各产业发展水平也逐步提高，但由于国际竞争及区域竞

争加剧，广州产业发展正面临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为进一步落实

科学发展观，广州应客观评价产业竞争力水平，抓住关键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构建广州现代产业

体系，提升广州产业竞争力，推动广州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广州区域产业竞争力评价

（一）广州区域产业竞争力总体评价

１理论背景

在参考、借鉴、分析了多种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后，选择以可持续竞争力为核心的区域产业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 （以下简称ＳＳＣ） 来评价广州产业竞争力。ＳＳＣ认为，区域产业竞争力是指区域内的各个产

业或某个行业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市场竞争中展现出来的持续获取市场目标的能力。ＳＳＣ将区域产

业竞争能力划分为三个层次 （见表１－４６）：表层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①、可持续竞争力②。

表层竞争力包括４个指标：国内市场占有率、产品国际化程度、能源利用率、资源利用率。它反映

产业的市场状态。可持续竞争力①：区域的一般市场环境指标，包括软环境 （６个指标） 和硬环境 （６
个指标）；可持续竞争力②：包括４个指标，它反映区域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

表１ ４６ 可持续竞争力的３个层次及指标体系

指标 权数 备注

表层竞争力

国内市场占有率 ０１
产品国际化程度 ０１

能源利用率 ００５
资源利用率 ００５

汇总 ０３

可持续竞争力①

硬环境水平

公路 ００２
铁路 ００２
港口 ００２
空港 ００２

城市形象 ００２
区位 ００５

软环境水平

市场发育 ００２
法制环境 ００２
人文环境 ００２
政府效率 ００２
政策水平 ００２
劳动态度 ００５

汇总 ０３

可持续竞争力②

熟练工人培训 ００５

高等教育规模 ０１

高等教育 ０１

技术开发能力 ０１５

汇总 ０４

综合评分 １



２计算结果

表１－４７列出广州等７大城市竞争力得分及构成。

表１ ４７ 广州等７大城市竞争力得分及构成

综合总分 表层竞争力
可持续

竞争力①

可持续

竞争力②
ＤＩＳ（％） ＤＩＳ①（％） ＤＩＳ②（％）

广州 ６１３７ １４１１ １８９２ ２８３３ ２９８７ ４９８２ ７４５８

上海 ８４８４ ２０９２ ３３９２ ３０００ ３２７４ ６９７５ ６１６９

北京 ７３９５ １３９２ ３４３７ ２５６６ ２３１８ ５４２３ ４０４８

深圳 ５５６３ ２４１７ ２８４ ２８６１ ７６８５ ８４４８ ８５６４

天津 ５３８１ ９９７ １７７５ ２６０９ ２２７５ ３８２２ ５６１９

重庆 ４５６８ ６９４ １４６２ ２４１２ １７９３ ２８８０ ４７５０

武汉 ５０２７ ７６０ １７１８ ２４８８ １７８１ ３０５４ ４２７４

（１） 综合竞争力。２００２年广州三个层次的综合竞争力得分列第３位 （６１３７分），明显低于上海

（８４８４） 和北京 （７３９５），但高于其他城市，与深圳 （５５６３）、天津 （５３８１） 的差距并不大。这说明

依照该体系，广州的综合竞争力的确还没有到达与上海、北京看齐的水平，尽管北京的表层竞争力低于

广州。

（２） 表层竞争力。广州的表层竞争力处于第３位，高于北京，但低于上海和深圳。广州产业的

ＧＤＰ规模明显小于上海，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与深圳比较具有明显的粗放特征。另外，由出口反映

的国际竞争力也明显低于上海和深圳。

（３） 由软环境和硬环境反映的总体可持续竞争力①，广州仅次于上海、深圳，列第３位。这首先得

益于改革开放，广州在市场发育、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等领域都比较成熟、有序，平均交易成本比较

小。因此，广州的商业氛围、竞争秩序都明显比较规范。但与上海、深圳比较，首先在要素市场，特别

是金融市场上与上海、深圳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当然这有国家政策的因素。另外，上海在政府工作效

率、科学决策 （ＷＥＦ定义的宏观经济管理、公共机构质量） 等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这是广州有差距

的地方。在人民的勤劳程度上，广州略占优势。广州的硬环境建设仅次于上海，北京由于缺乏河港和海

港而影响了硬环境的水平，但广州的城市形象失分较多。

（４） 教育、培训与科技开发构成了最深层的区域可持续竞争力②，是政府提高广州竞争力的最重要

的 “竞技项目”。广州的该项指标位列第３，但与北京、上海相比差距较大。广州改革开放的２０多年

间，未能充分利用其在经济上的成就缩小与北京、上海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同时职业教育也未能予以

足够的重视。

（５） 竞争力结构分析。根据ＳＳＣ理论，合理的区域产业竞争力应该是在科教、环境与表层指标之

间存在４０／３０／３０的推力结构。计算结果表明：广州的竞争力构成总体比较合理，但是，可持续竞争力

构成存在一定的扭曲。合理的结构应该为４∶３，但广州的结构为３２∶４４。说明广州的硬环境、软环境

建设对区域竞争力的构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科教相对落后，成为瓶颈，推力不够。

上海的竞争力梯形结构表明上海的潜力仍然较大。北京的梯形竞争力结构则反映出其在教育和科技

上的优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深圳的表层竞争力基本来自其独特的市场环境，其可持续竞争力的

倒三角构成扭曲非常大，这将导致深圳的发展缺乏持续性。

３主要结论

（１） 广州产业竞争力列第３位，明显低于上海和北京，与深圳、天津差距不大；表层竞争力高于北

京，但低于上海和深圳；由软硬环境反映的总体可持续竞争力仅次于上海、深圳，广州有一定优势，但

城市形象注重不够；由教育、培训与科技开发构成的最深层的区域可持续竞争力②，广州与北京、上海

差距较大。

（２） 形势判断。上海、北京在高等教育、技术创新和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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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相对落后的天津、武汉、重庆、深圳等大城市发展势头迅猛，将在人才、招商、劳动密集型行业

等领域 “进攻” 广州目前的产业阵地。因此，广州在未来１０年的形势不容乐观。

（３） 人才与技术的引进。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与其他城市比较，广州在技术与人才的引进方面没有

明显的优势。这使得一些重要的产业部门的发展受到限制，竞争力不强。

（４） 高等教育与可持续竞争力。广州的高等教育水平决定未来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应重新审视。广

州的高等教育必须向国际水平看齐，特别是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各个大学的相关院系，应以国际标准

来衡量。没有一流的高等教育，就没有一流的可持续竞争力；没有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就没有国际水平

的产业竞争力。同时要特别重视职业技术培训。

（５） 城市形象。城市形象也是重要的竞争力。因此，广州的各种重要建筑，特别是重要地段的桥

梁、建筑必须慎之又慎，最好是建立由市民、历史学家、艺术家、建筑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的城市形象

审定制度。

（二）广州各行业竞争力评价

行业竞争力评价的理论是依照可持续竞争力评价体系ＳＳＣ，即行业竞争力也分为三个层次：表层竞

争力、可持续竞争力①（环境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②（教育、科技、培训竞争力）。行业竞争力是建

立在可持续竞争力的基础之上的，由市场机制产生的在该行业的竞争力，它表现为该行业内部的企业的

发展程度和集聚程度。在行业竞争力评价中，环境竞争力具有很大的共性，当然也不排除政府可以用特

殊的行业政策来控制该行业的发展。可持续竞争力②在行业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也具有很大的共性，

但它还要特别强调专业教育、培训与技术研发的作用。可持续竞争力的本土化非常重要，是产业长期稳

固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专业人才的产生、培训与核心技术都依赖于引进的方式，那么行业竞争力的可

持续性就非常脆弱。

１制造业

（１） 汽车产业。广州汽车产业通过与日本的本田、丰田、日产三大汽车厂商合作，取得了较快的发

展，预计在２０１０年广州汽车产量将达到１３０万辆。但产量并不是竞争力的唯一标志。在这种合作过程

中，广州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知名品牌，没有独立的研发力量，无法参与整车的开发。因此，广州汽车

产业的可持续性仍然不稳定。

（２） 电子信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是区域产业竞争的必争之地，因此，广州必须在这一领域有所作

为。但与深圳、上海比，还有很大差距。２００２年广州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只有３０４亿元，而深圳达到

了２０９６亿元，上海达到１１５３亿元。因此，该行业的可持续性不容乐观。

（３） 石油化工。石油化工 （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化纤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 在广州

具有一定的优势，２００２年工业总产值接近５００亿元，在７大城市中次于上海。因此，石化产业在广州

有一定的前景，但是面临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

（４） 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对提高广州工业竞争力非常重要，应当成为广

州产业的主力军。广州机械制造业２００２年创造产值３３４亿元，次于上海 （１２５５亿元）、深圳 （４０９亿元）。

这表明，广州与国内先进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因此，可持续竞争力较弱，难以参与国际竞争。

（５） 制药。制药在广州具有传统的优势。广州２００２年制药行业的总产值只有５９亿元，远落后于上

海，与北京、武汉、深圳等城市处于二流水平。制药是广州作为华南中心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形成的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由于其技术含量高、市场广阔，因此，广州必须予以非常的重视，争取将制药业做成广

州的产业名牌。但是，广州目前的技术和人才，难以开拓高、精端市场和国际市场。

（６） 造船。造船应该是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广州广船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文冲船厂有限责任

公司、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都具有很强的造船、研发实力。但是，广州没有形成明显的专业

造船优势，与大连、上海的差距较大。

（７） 轻纺。轻纺，包括纺织业、服装、皮革，是广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优势产业。２００２年，

轻纺总产值达到３７９亿元，仅次于上海。困境在于缺乏国际品牌、急功近利现象较严重。

制造业竞争力评价小结：广州制造业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了－定的竞争力能力。但是，综合的可持续

性竞争力较差。其原因就是各个行业都缺乏高等教育力量的支持，犹如无源之水。同时，技术、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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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力度、引进质量又很不够。

２服务业

（１） 物流 （或交通运输、仓储）。广州具有发展物流业的优势，应当也有条件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

的物流城市。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广州物流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华南地区的物流优势，已经成为一

个重要的区域物流中心。但是，要将这种 “中心” 优势扩散到整个泛珠三角，广州还需要在网络、技

术、人才、管理等领域取得更大的进步。

（２） 金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是新兴产业的孵化器和发动机。但是，广州的金融业的发展与

其他行业比较，却明显较落后。２００２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为１７３亿元，远远低于上海 （５８４亿元）、北

京 （４６９亿元） 和深圳 （２３６亿元）。广州金融显然处于一种被动服务的地位。广州必须在金融领域果断

地参与和应对来自其他城市的竞争，必须有所作为。否则，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将被取代。

（３） 高等教育与科研。广州高等教育是区域技术人才和技术的主要源泉，是可持续性竞争力的体

现。但是，国家教育部最新公布的８１个重点学科的竞争力排名表明，广州的高等教育水平，与国内其

他城市比较，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有的学科甚至出现下降。这是因为，广州在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

中，没有一流地提升高等教育的相对水平。

（４） 会展业。广州发展会展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传统。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北京、上海、

广州 “三分天下”的会展业格局。但是，广州的专业人才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高级外语 （包括英、法、

西班牙、葡萄牙、俄、阿拉伯等语种）人才、贸易人才非常欠缺，与北京、上海相比，差距明显。

（５） 传媒业。传媒业可能对ＧＤＰ的直接贡献并不大，但对广州的形象却有非常大的影响，是外界

了解广州的重要窗口。目前，以广州报业集团为首的广州传媒业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２００２年广州的报纸发行量仅次于北京，但是，在传媒业的其他领域，如电影、电视、音

乐等，远远落后于北京，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６） 旅游。广州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商业中心和省会城市。同时广州是公认的全国第三大城市，

有著名的岭南文化和 “云山珠水”。因此，旅游业非常重要。但是广州目前取得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

原因是，广州重要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规划、宣传、开发和重视，商业味太

浓，眼光短浅。

（７） 商业。批发零售业方面，广州位于珠三角制造业腹地，交通便利，自然就形成了商业中心。但

是，与香港、北京、深圳等比较，广州的商业优势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规划、管理不够，各商业

街、区重叠，缺乏服务创新，特色优势没有体现出来。

服务业竞争力小结：服务业在广州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规模看，服务业的增加值规模已经超过

制造业，成为广州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但是，广州的服务业与北京、上海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其根本

原因就是广州的服务业构成中，低端的交通运输通讯、批发零售餐饮等普通行业仍然占据了半壁江山，

比重高达４６２％（上海为３４９％，北京为２４６％）。而科教文卫体等高端服务行业的比重还不到１０％。

作为现代经济重要指针的金融业，广州的比重只有１０％ （上海为２１２％，北京为２３５％，深圳为

２３６％）。因此，广州服务业的发展仍然处于比较粗放的水平，竞争力不容乐观。

３农业

农业在广州的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到５％，对广州竞争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因此，农业的式微

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农业与广州人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并且在未来也可能因为生物技术的突破而获

得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不能小视。

广州必须从农业的 “多功能性”（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出发来重新审视农业在广州的地位。在激烈的城

市竞争中，广州如果能够在农业的 “多功能” 建设领域取得突破，那么，将为广州的人才引进、旅游业

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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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广州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产业发展指导思想及原则

１产业发展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人为本，以形成强大的有持续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为依托，全面建立起广州的现代产业体系，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广州产业竞争力，使广州成为区域性国

际经济控制和决策中心，区域性中心城市，基本达到工业化成熟阶段 （高加工度化阶段），基本实现工

业化。

２原则

（１） 坚持推进可持续发展原则，实现产业发展与土地、生态、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发展循

环经济，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２） 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 原则，抓重点产业和重点环节，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３） 在坚持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前提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着力发

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４） 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并重的原则。

（５） 优化布局，发挥集聚效应原则。

（二）提升广州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发展的战略总思路

紧紧把握国际产业转移机遇，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将广州建设和发展为

中国南部现代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全面实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战略，以制造业带

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发展，建立和形成广州综合型中心城市的产业功能。

实现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建立起以重化工业为重点，以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研发制造

业体系，实现工业重型化的转型，成为中国名牌汽车制造中心、华南地区石油化工业上游产业供应中心

与石油化工生产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制造中心。同时全面构建现代服务体系，发展高端型 （知识型） 现

代服务业，建成中国南方科技和研究创新中心、中国南方文化和体育中心；实现农业向都市型农业的转

变，大力发展都市生态农业，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结构调整，全面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具体思路是：加快产业竞争力强、有优势、市场前景好、

基础好的汽车、石化、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发展，作为重点支柱产业，并重点向这类行业的装备业发

展，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后劲；积极培育生物医药、机械装备、现代物流业等有一定优势

且对产业发展影响大、市场前景好的潜力产业发展，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培植市场前景好、产业发展环

境好、对完善产业体系起重要作用的金融业、会展业、中介咨询服务业、文化体育产业、环保产业为潜

力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做大做强广州具有优势的、竞争力强的轻纺、钢铁、商贸旅游与酒店餐饮

业、现代都市型农业等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一批对广州建设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现代化

大都市起重要影响作用的战略型产业，如机械装备工业、生物医药、现代物流、金融产业等。

优化产业布局，形成城市中心都市型工业圈和三个工业卫星城。城市中心都市圈发展都市型工业和

现代服务业，东部建立起以开发区为核心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石化、汽车、钢铁为重点的工业卫星

城；南部建立起以南沙开发区为核心的石化、钢铁、造船、重型机械装备、港口物流和高新技术为主导

的工业卫星城；北部建立起以花都为核心的物流、汽车和与空港联系紧密的外向型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

的工业卫星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由此建立起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机械装

备制造业、生物医药等支柱产业基地，提升产业竞争力。

以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运用为核心，以体制改革和基础设施构建为支撑，以外向带动和内源经济协

调发展为动力，实现产业布局优化、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

（三）广州市产业发展战略构想

根据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结合支柱产业选择标准，由上述产业发展思路，具体确立广州的重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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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产业、未来支柱产业、潜力产业、优势产业的具体发展目标，形成多层次分类发展战略。依据标准

是：产业竞争力状况；产业目前基础及地位；产业市场前景及影响程度；发展条件等。

１继续推动重点支柱产业的发展

该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其他产业带动作用强，产业发展的市场前景广阔；广州

在该产业发展上已具有相当的基础，有优势，且产业竞争力高。这类产业应作为重点支柱产业来发展，

包括汽车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化及化学原料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

２有优势的潜力产业，大力培育为新兴支柱产业

该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对其他产业带动作用强，产业发展的市场前景广阔；广州

在该产业发展上有优势，产业竞争力高，但该产业目前产值规模不大，产业基础差。这类应作为有优势

的潜力产业来发展，可培育为新兴支柱产业，包括生物医药产业、机械装备产业和现代物流产业。

３培植潜力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该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尤其是对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起着关键作

用，产业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产业发展环境好，但由于该产业是新兴产业，产值不大。这类产业是潜力

产业，应培植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金融业、咨询与中介服务业、会展业、文化体育产业。

４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该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产业市场发展前景广阔，主要是一些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

产业，广州在这类产业发展上具备优势和较好基础，产业竞争力高。这类产业应做大做强，提升竞争

力，包括轻纺产业、钢铁产业、商贸流通业、现代都市型农业等。

５削减弱势产业

适度控制 （或逐步退出） 无比较优势、带动力弱或不可持续发展且容易形成泡沫经济的产业。这类

产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造纸

业、房地产业等。

（四）加强规划力度，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广州市产业发展空间结构调整为：一个圈层，四个发展轴，三个卫星城。一个圈层：即城市中心建

成区，为都市型工业圈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四个重点发展轴：东进轴、南拓轴、西联轴和北优轴。广州

空间发展战略中 “东进” 的方向：以广州２１世纪中央商务区的建设拉动城市发展重心向东拓展，将旧

城区的传统产业向黄埔 新塘一线集中迁移，重整东翼产业组团，利用港口条件，在东翼大组团形成密

集的产业发展带；将开发区、黄埔区和增城新塘一带作为广州东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未来形成广州

东部卫星城。番禺区是广州市２ｌ世纪的重点发展地区，南沙地区将建设成为以石化、冶金、港口物流

和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广州南部地区的卫星城。西部利用与佛山相连的区位及原有商贸基础，重点发展商

贸物流业。北部以白云区、花都、从化组团，利用新机场的空港条件，发展航空物流产业、汽车产业和

生态产业，形成北部卫星城。同时要将工业集聚地与中心镇的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对土地的集约利用。

每个中心镇都要有工业集聚地，形成产业集群，以制造业吸纳农村人口，通过制造业的辐射，影响和带

动推进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提高广州的城市化水平。

三、对提升产业竞争力影响重大的关键产业的发展构想

１汽车产业

把握世界汽车产业联合重组的机遇以及汽车工业技术发展新趋势，充分发挥汽车产业集群的优势和效

应，以日产、本田、丰田三大汽车整车生产为龙头，大力发展零部件配套产业，优化和延伸汽车产业价值

链，建立发动机 整车 零部件一体化制造基地；加快扶持轿车工业企业做强做大，推动客车、货车、专

用车和摩托车企业整合做强，形成以轿车产品为拳头，客车、货车、专用车、摩托车以及汽车零部件全面

发展的新格局。积极发展汽车销售、维修、租赁、物流、会展、金融、保险等服务产业，营造良好的汽车

消费和汽车文化环境。加快引进技术的模仿、消化、吸收，加强汽车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努力提高汽车

工业的技术水平，积极推动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制。力争到２０１０年，把广州发展成为全国最大

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及亚太地区主要的汽车制造基地和汽车商务文化中心之一。

０３１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２石化产业

实施以炼油、乙烯为龙头，炼油化工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紧紧抓住世界重化工业大转移的战略性机

遇，依托现有炼油、乙烯的基础，进一步扩大规模，调整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和地

方企业的优势，重点建设广州石化以炼油、乙烯为龙头的上下一体化的石化基地，抓紧建设南小虎岛等

特色石化工业园区，引导企业向化工园区聚集；充分利用炼油、乙烯下游产品进行深加工，努力壮大合

成材料、精细化工等下游产业，加快发展汽车和电子、化学品、涂料及其他有原料和市场优势的精细化

工产业和产品，积极发展新材料、节能低污等高新技术产品，形成较为完善的石化产品产业链。积极采

用现代环保技术，将发展重化工业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降低到最小限度。注重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专有技术，提升行业整体竞争能力。

３电子信息产业

以软件产业 （包括数字内容产业） 和集成电路产业为突破口主动承接国际ＩＴ产业转移，积极吸纳

高端信息设备和关键元器件的生产，创造条件促进跨国公司研发本地化，努力推进大企业集团战略，构

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息产业集群，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建立健全区域持续创新体系，形成根植

性强的信息产业地方化生产体系和能力。促进 “大珠三角” 信息产业融合，建成区域性国际信息技术产

品研发中心、软件产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的重要基地，逐步建成辐射 “泛珠三角” 的国际化区域性信息

内容服务中心。力争实现从依靠国内资源的内向型产业向国际化产业的转变，实现从单纯发展产业向发

展产业综合服务体系的转变，实现从电子信息产业加工制造基地向电子信息产业研发生产基地的转变，

使信息产业的基础性、支柱性、战略性产业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４机械装备产业

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大调整和国内对装备制造产品需求强劲的良好机遇，加大装备工业的战略性调整

与结构重组力度。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整合内外资源，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和名牌战

略，做大做强机械装备制造业。以信息化和高技术化为主要发展方向，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

新并举，提高核心制造水平和产品技术含量。重点发展船舶制造、楼宇成套装备、输变电装备、重型机

械装备、数控机械装备、包装机械装备等关联度高、带动力强、附加值高的行业门类，积极拓宽和延伸

围绕机械装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价值链。加快培养和引进装备工业发展急需的高级人才，增强产业

可持续竞争力，力争使机械装备工业加速实现从低加工到高加工、从加工装配基地到制造服务基地的转

变。

５生物医药产业

以医药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承接跨国医药产业转移，以生物技术制药和中药

现代化为切入点，重点建设科学城和官洲国际生物岛两大生物医药基地，抓紧推进以广药集团为龙头的

中药现代化，加快开发生产以生物工程、基因工程、海洋生物药物为重点的生物制药技术和产品，发展

优势化学原料药及新型制剂，扶持高新技术医疗保健器械产业。加快以现代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医药产

业，完善研发网络、项目转化、孵化网络和生物医药服务网络，继续通过投入一批产业化项目，扶持一

批企业，培育一批中试和储备项目，引进一批跨国制药公司和科研机构等，整体增强广州生物医药的科

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使广州成为华南地区具备国际水平的重要的生物医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基

地。

６商贸流通业

充分发挥广州 “千年商都” 的传统优势，立足对接和辐射 “泛珠三角” 经济圈，大力发展现代化、

多功能、多层次、多样化的商贸流通业。积极推进流通方式改革，重点发展商业新型业态；利用现代科

技促进传统商贸企业的改造，推行多种形式、多种服务平台的电子商务，拓宽商贸领域；构建层次分

明、分布合理的商业网点体系，培育和发展大型商业企业。努力打造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

的中国南方商贸中心。

７物流产业

充分发挥广州的商贸传统优势、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进一步以信息化带动广州现代物流的建

设，优先完善和提高现代物流信息业，以信息化促进物流运输平台和物流配送中心体系的建设，加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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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际物流园区和五大区域物流园区的建设，重点发展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物流及制造业供应链，密

切与港澳及跨国物流企业的合资合作，大力发展国际物流。做大做强第三方物流，大力培育和发展以第

三方物流企业为主体的国有控股、民营、外资多元并存的现代物流企业体系。力争初步形成服务华南、

辐射泛珠三角、整合南方物流和国际物流的中国南方国际物流中心。

８咨询与中介服务业

以深化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规划引导、健全法规、加

强监管、规范自律，初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结构合理、开放协作、竞争有序、运营高效

的咨询与中介服务市场体系。创新行业协会运作机制并强化协会职能，重点发展知识密集、智力密集的

高端咨询服务业，积极扶持为产业升级和区域创新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培育一批服务能力强、与

国际接轨、运作规范的现代咨询骨干机构，促进广州市咨询与中介服务业向着管理法制化、运作市场

化、服务优质化、技术现代化、市场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９文化体育产业

充分发挥广州文化 （岭南文化） 的特色和底蕴，整合广州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并积极吸纳国内外文

化资本，优先发展新闻与媒体服务业、出版发行业、影视音像业、休闲娱乐业、文艺演出业、文化旅游

业、文化会展业等骨干行业，加快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广告业、核心版权业等新兴知识型行业，培育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遵循文化自身发展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文化产

业体制改革，拓展文化市场体系，建设门类齐全、规模庞大、基础设施和文化软件先进、能够辐射国内

外文化市场的文化产业基地。充分利用广州承办亚运会的有利契机，以体育竞赛表演业为龙头，带动体

育媒介业、健身娱乐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体育基础设施，加强同世界级体育产业公司

的联系和合作，培育大众化、国际化的体育市场。

四、提升广州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投资创业发展环境，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１建设城市形象

广州应当将各种市政建设的项目，如桥梁、道路、港口等都作为艺术品来设计和建造，努力利用广

州 “云山珠水” 的自然优势和各种历史资源优势，将广州建设成为 “山水城市” 和具有较高品位的艺术

城市、历史文化城市。

２采取各种调控方式，控制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对水、电等对工业生产影响较大的产品价格，要结合水、电等公用企业的改革，积极打破垄断，引

入市场竞争机制，并通过竞争降低生产成本，以达到降低价格的目的。

３消除由于体制上的障碍而形成的服务业发展局限

政府要合理划分服务业的竞争性和公益性行业，营造适合各类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

竞争环境。

４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

（１） 建立广州市投资创业发展服务中心 （可加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牌子），作为代表广州市政府

对全市各部门涉及投资创业和企业发展的市级行政许可事务进行统一集中管理、协调、服务和监督的办

事机构。

（２） 争取中央的支持，落实广州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保证广州市对产业结构调整等重大

经济发展规划决策的权限，增强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３） 建立 “广州产业发展基金”。

（４） 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创造一个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

５创新招商引资策略，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

在引资策略方面要改变传统的比较单一的做法，在招商引资对象上，要内外并重，不仅要面向国外

引入国际资源，还要面向国内重视利用国内资源；在引进外部资源上，不仅要注重引进跨国公司的生产

制造基地，还要注重引导其在广州投资设立培训基地、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通过创新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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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充分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促进广州产业的培育和升级。

６改革投融资体制，促进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

凡是国家没有明确限制的竞争性行业，广州应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目前仍由国有企业控制的传统垄

断性行业，也要积极改革创新，不断引入竞争机制，采取适当的方法逐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凡是已经

和将要对外资开放的行业，应当同样对民营企业开放。

（二）构建广州区域创新体系，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１建立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机制

由政府引导组建行业性或地区性研发机构，重视制造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建立有效引进国内外适用

高新技术机制。

２构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支撑体系

（１） 多层次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网络体系。

（２） 进一步完善高新技术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覆盖全市的高科技信息网络系统，大力开发本地信息

资源，促进广州与国内外的科技信息交流。加快发展科技中介和咨询业。

（３） 加快建立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体系。

３营造良好的高新技术产业支持环境

改革现行的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体制，明确定位，合理分工，培育市场支持环境，建立相关的优惠政

策。

（三）创新园区建设机制，提高园区服务功能

１坚持高起点、前瞻性规划，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对产业园区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面的科学规划，制订合理的空间布局和明确的定位，以便引导

各类投资的流向；将促进产业集群建立和发展作为产业园区的目标，综合利用各类要素，实现产业园区

由 “比较优势型” 向 “竞争优势型” 转变；变单一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为 “产学研” 的合作机制，完善产

业园区的功能；坚持集约化发展，提高土地利用率；完善园区服务体系，优化投资环境。

２完善政绩考核机制，保证园区建设质量

可考虑以综合考评体系完善现有相对单一的考核机制。即在原有偏重引资数量基础上，强调引入产

业 （企业） 与本地产业的关联性、地均效益、产业类型的技术含量等因素，增加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

产业集群培育相关的考评指标。

（四）加快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

参照中央和省的改革方案，以资产管理为纽带，创新管理模式，健全监督机制，搭建广州国有资产

管理的新架构。

（五）以人为本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多管齐下集聚人力资源

要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重点将广州未来的产业竞争力与区域内的高校发展结合起来思考，特别是

要推动区域内重点产业、支柱产业的发展与广州高校学科建设的互动、联动，逐步将广州的高校建设成

为广州产业技术创新的充沛的源泉，同时要迅速扩大技工教育。应 “多管齐下”，努力建设一支由一批

一流的企业家和大量优秀的经营管理人员、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人员、技术工人和专业营销人员共同组成

的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的 “广州产业大军”，为广州实施 “新型工业化” 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通过凸现广州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广州产业竞争力。

（六）充分利用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

加大穗港产业合作的力度，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以支柱产业的产业链延伸来强化广州与周边地区

关系，建立 “泛珠三角经济区” 区域协调机制，协调各城市经济发展定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环境规划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以巩固广州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市场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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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科学技术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一、科学技术发展历程

从１８世纪７０年代到１９世纪中叶，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在英国发生了以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的

第一次技术革命，又称 “蒸汽革命”。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为基础在德国、美国兴起

了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又称 “电力革命”。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以

物理学革命为先导，掀起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均有很大突破，产生了诸如

量子力学、相对论、分子生物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一系列新兴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在现代科学革命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技术革命 （或称第三次技术革命）。现

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

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表２ １）

表２ １ 全球化发展史与科技革命发展史呈同步性关系

全球化发展史 科技革命发展史

分期 １４９２～１８世纪７０年代，全球化第一阶段，全球

化体系处于萌芽状态
１４９２～１９６５年商业革命和手工工场时代，科技

革命酝酿时期

标志 １５１７年荷兰革命 １４９２年地理大发现

进展
葡萄牙、西班牙首次建立世界帝国。荷兰、英国

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现代国家处于形成之中

西欧手工工场及殖民商业贸易大发展，进行工


业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分期 １８世纪７０年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全球化第二阶

段，全球化体系逐步发展 １９６５～１８７０年，第一次工业革命

标志 １７７５年美国独立战争，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 １７６４年珍妮纺织机发明，１７６５年瓦特蒸汽机发

明

进展

英、法两国成为现代国家。亚洲及非洲最后被

推入全球体系。英国主导推进世界帝国形式的全

球化

能源上由煤炭代替植物燃料；动力上由蒸汽机

代替了人畜力；以火车、汽船代替马车、帆船进

行运输；


使用机械体系进行生产和控制

分期 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球化第三

阶段，全球化体系初步形成 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第二次工业革命

标志
１８６１年 俄 国 农 奴 制 改 革，１８６１年 美 国 内 战，

１８６６年意大利统一，１８７０年法国统一，１８７０年日

本明治维新
１８７０年内燃机发明

进展

全球化的动力基础扩大至整个西欧及北美、日

本。前苏联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继续推进世界帝

国式的全球化。西欧、北美内部显示出世界联合

式全球化的趋向

能源上由石油代替了煤炭，动力由内燃机代替

蒸汽机；在通讯和运输上出现电报、电话、汽车、

飞机等；



电力技术及电子技术兴起

分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全球化进入第四阶段，预

计将在２２世纪上叶最终完成 １９７１年以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发展

标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亚洲 “四小龙” 崛起，１９７８年

中国改革，１９８９年东欧剧变，１９９１年前苏联解体 １９７１年霍夫发明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单芯片微机

进展

（预测）

全球化动力基础将扩至整个欧洲及整个北美，

以及 整 个 东 亚 地 区。俄 国、东 欧、中 国、东 盟、

墨西哥成为新起现代国家。欧洲、北美、东亚内

部实现一体化。以东亚为主导的世界联合式全球

化开始，２２世纪上叶全球化将最终完成

海洋能、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将代替石油；出

现新型动力；大规模使用光电通讯、卫星传输等

其他新型传输方式；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控制和

生产；农业生产实现生物化、工厂化

资料来源：余亮 《全球化的发展与科技革命》，《科技导报》，１９９４（３）。



１９世纪末接踵而来的物理学的三大发现 （Ｘ射线、放射性、电子），以及两个新的实验事实 （以太

漂移实验、黑体辐射实验），与经典物理学的发展发生了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相对论和量

子力学应运而生。这些新理论不仅能够解释实验事实，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现代科技革命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使生物学成为继物理学之后，自然科学领域取

得重大突破的又一个学科。１９５３年美国生物学家沃森提出了ＤＮＡ的双螺旋结构，从分子水平上揭开了

遗传物质的结构及遗传性状复制之谜。１９６７年遗传密码的破译，解决了长期困惑人类的 “遗传之谜”。

系统科学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三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不同。这些学科并不是研究某一类具

体的物质对象，而是从不同侧面揭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规律，处理各种系统中的信息问题。系

统科学的发展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各个领域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来，由于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现代

技术革命。１９４２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１９４５年原子弹试验成功，这些技术成就战后用于

发电等领域。１９５２年氢弹实验成功，利用重氢聚变发电是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领域。计算机自１９４５年

诞生以来，由于具有计算精度高，运算速度快等优点，已经应用到科研、生产、管理及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自１９５７年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来，空间技术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１９６９年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航天飞机、空间站相继研制成功，使人类的认知领域进

一步扩大，在通讯、气象预测、资源考察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于信息技

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技术革命已进入全面发

展的新阶段。

信息技术是现代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它包括信息的传递加工和处理等一系列技术，包括电子技

术、计算机技术和光纤通讯技术等。在信息技术中，计算机技术是核心，电子技术是基础。由于信息技

术的普及，将使整个社会信息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现代技术革命称为 “信息革命”。信息、材料

和能源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也是现代生产的三大要素。许多新技术的发展直接取决于新材料技术的

发展，例如半导体材料的发展是电子技术及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前提。现在人类对能源的需求每１０年左

右翻一番，而常规能源如煤、石油等是有限的，因此原子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成为人

类面临的新课题。

生物技术也是现代技术革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粮食、能源、癌症、污染等问题的解决中将做出

重大贡献。海洋开发技术是指利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海洋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而形成的综合性技术，

将解决目前人类对食物、能源、矿产等的需求与日俱增和陆地资源日趋枯竭的矛盾。

回顾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历程，并与前两次科技革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４个特点：①科学技术已

成为一个多层次、综合的整体；②科学与技术之间、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③由

单一学科的发展变为学科群的发展，科技革命的代表学科发生了变化；④前两次科技革命在增进人类对

自然了解的同时主要解放了人类的体力，现代科技革命主要解放人类的智力。

当今世界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实力的竞争又集中

于科学技术的竞争。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不可避免，一个国家科技物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将科技教育作为保持经济增长和促进未来经济

繁荣的关键因素；日本政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提出了 “科技利国” 的口号，并不断加强政策指导；韩

国战后几十年一直坚持 “科技兴国” 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

二、科技进步及其作用

现代科技革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使发展的模式有了深刻的变化。未来的经济发

展不能再以环境污染、资源无节制开发为代价，而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１９９６年，作为中国世纪

之交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纳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 计划和

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与科教兴国战略一起被确定为中国走向２１世纪的两大国家战略。

（一）科技进步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

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力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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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都会引发生产力的飞跃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

首先，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最终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经济带来明显的量的增加，

现代社会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例如，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通过实施 “阿波罗登月计划”，集中加速

发展了以空间技术为主体的一系列高精尖技术，这些技术群体为美国带来了长达１０年之久的经济繁荣。

目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远远超过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

主导因素。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计算，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如美国１９２９～１９４１年为

３３８％，１９４１～１９４８年为５０８％，１９５３～１９６４年为４４６％，１９６４～１９６９年为７１９％。世界各主要资

本主义国家进入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都已超过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

入的总和。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上升到６０～８０％。科技发展对经济发展

作用的加大，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科技含量的明显增加，同时又将

引发社会产品数量的剧增，导致整个经济规模更上一个新档次。

其次，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量的增长的同时，使经济在质的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生产力和生产

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革。企业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及资金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

化；原材料由低功能、低性能的天然材料向高功能、高性能、复合型、智能型的新型材料转化；机器设

备由低效率、高能耗、高污染、笨重费料型向高效率、低能耗、无污染、省料型高精密方向转化；材料

加工由初级高耗型向多层次综合利用率高的低耗型转化；产品由重、厚、长、大、单功能、高成本、长

周期向轻、薄、短、小、多功能、低成本、短周期转化；工人由简单体力型向复杂技术型转化；经济管

理由低效经验型向高效科学型转化，等等。

再次，科学技术的进步还使经济发展的领域得以拓展。进入２０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空间技术、

生物工程技术、海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纷纷问世，相互融合，使人类的经济活

动空间空前地扩大。科学技术革命势必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革命导

致的产业革命，都伴随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新产业的兴盛，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形成高新

技术产业群，逐步取代传统产业部门，使一批老产业衰落，由此引起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其结果必然

是使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转化为直接生产力，高、新技术巩固了工农业

生产的技术基础，在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同样数量和质量的产品，甚至开发出崭新

的产品，也就是可以通过减少要素投入增加产出的方式，使生产资料得到有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得到节

约，市场得到扩大，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这样，在第一、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减少而产值增加的情况

下，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金和劳动力。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的

水平提高了，各经济部门的联系和协作更加密切了，各种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

来越重要，这就促进了各种信息生产与服务部门的大发展。另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在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推动了知识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新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不断投入还必

然带来就业结构、流通结构、服务结构乃至三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大变革，使经济在结构更为优化的

层次上进一步发展。

（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分析

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劳动的投入、资金的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可以以某种形式的生产函数

为工具，设法从产出率中消除劳动力增长和资金增长所做的贡献，余额中就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对产出增

长所起的作用。所谓生产函数，就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反映生产要素投入量的组合与实际产出量之间

的依存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

其数学表达式为：

Ｙ＝ＡｔＫａＬβ

式中：Ｙ代表产出；Ａｔ代表技术水平随时间ｔ而变化的量；Ｋ代表资金投入；Ｌ代表劳动投入；ａ
是资金的产出弹性；β是劳动的产出弹性。公式表明，产出的增长是由生产要素 资金和劳动投入量

的增加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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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技术进步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只占

１０％左右。从５０年代以后，这一贡献值则上升到了５０％～７０％（见表２ ２）。

表２ ２ 发达国家各种因素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

国家 （年份）
国民收入

增长速度

总要素投入增长速度

（总要素投入的贡献）

劳动增长速度

（劳动的贡献）

资本增长速度

（资本的贡献）

技术进步速度

（技术进步的贡献）

日本

（１９５３～１９７１）
８８１ ３９５

（４４８４）
１８５

（２１００）
２１０

（２３８４）
４８６

（５５１６）

美国

（１９４８～１９６９）
４００ ２０９

（５２２５）
１３０

（３２５０）
０７９

（１９７５）
１９１

（４７７５）

法国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４７０ １２４

（２６３８）
０４５

（９５７）
０７９

（１６８１）
３４６

（７３６２）

联邦德国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６２７ ２７８

（４４３４）
１３７

（２１８５）
１４１

（２２４９）
３９４

（５５６６）

意大利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５６０ １６６

（２９６４）
０９６

（１７１４）
０７０

（１２５０）
３９４

（７０３６）

英国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２３８ １１１

（４６６４）
０６０

（２５２１）
０５１

（２１４３）
１２７

（５３３６）

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只靠增加劳动和资金投入是不行的，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这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政

策和措施，如搞好经济、科技体制改革，搞活企业和研究机构，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技

术改造，提高企业素质，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节，真正依靠科学技术和科学管

理，实现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从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和资源节约型转变。

（三）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两种模式

关于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各个国家由于采取的方式和步骤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模

式。其中有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长线模式和短线模式两种类型。

长线模式是以市场牵引为主，从基础研究抓起，通过企业的实验室为接口，实现技术向现实的直接生

产力的转化，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长线模式主要以美国为代表，亦称美国模式。它的主要特点在于：①
全方位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在力量组成上，其全方位性主要表现在：它由联邦政府下属的科研机构、私

人企业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以及私人基金会等非盈利研究机构，分别或交叉地承担着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课题。在经费分配上，美国在研究与开发方面也是全

方位开展的，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工作经费的比例大约是１∶１７∶４９。②重视基础研究。美国从

二战开始后，创建了许多大型实验室，引入了一流的科学家，装备了一流的仪器设备。１９５０年，美国成立

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主要用来支撑基础研究。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美国的基础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③大力支持应用与开发活动。美国政府用巨额经费，资助私人企业从事应用研究与开发工作。以

１９８０年为例，美国政府共提供２９３２０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其中１３２７５亿美元资助私人企业研究机构。由

于对应用开发的重视，美国在技术发明上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统计，１９５３～１９８３年世界共有重大

技术发明５００项，其中美国就占总数的６３％。④充分发挥企业工业实验室的特殊作用。美国各企业都设有

不同类型的工业实验室，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有巨大的优势，它们在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⑤从基础研究抓起，一直到开发应用。

短线模式是采取一条 “捷径”，即越过科学研究这一环节，从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入手，结合自

主开发，快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该模式以日本为代表，亦称日本

模式。它的主要特点在于：①以引进生产技术为主，注意消化吸收。日本引进技术不是盲目的，而是有

目的、有计划地进行。从战后初期到７０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引进的绝大多数生产技术都是已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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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把日本的科技政策称为 “产业技术政策”。战后，日本政府制定和推行了９个经济发展计划。

这些计划对企业的技术引进起了推动作用。如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的２５年间，日本引进技术２５７０００项，花

了５７３亿美元。如果这些技术由日本人自己开发，所需费用将高达１８００～２０００亿美元，而且还要搭

上难以确定的时间。技术引进为日本工业奠定了技术基础，把经济推向了高速增长的道路。１９５０年日

本政府颁布了外资法，并成立了外资审议会，优先批准技术水平高、生产条件好的企业引进技术，并且

要求引进技术后，在５年内达到９０％的国产化程度。这些努力又促进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开

发。②从技术引进逐渐向技术自立过渡。日本技术引进经历了４个时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引进为主；

６０年代引进与改进相结合；７０年代向自主开发过渡；８０年代走向技术自立时代。进入８０年代，日本

提出了 “技术立国” 的口号，大幅度增加科研投资，并且设立科研机构。

（四）科技进步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

１技术进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

支柱。今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日益依存于科技进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

人口、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得到逐步解决。只有依靠科技进

步，人类才能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即实现可持续发

展。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振兴科技是经济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

（１） 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科技进步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２０世纪初期，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仅占１０％左

右；二战以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到２０世纪中期则上升到４０％左右；７０年代以后

又上升到６０％以上，８０年代上升到６０％～８０％；现在，在有些高技术产业中已达１００％。这说明，技

术进步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已成为持续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决定力量。

（２）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对提高资源利用率，寻找新的资源开发途径，

促进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等各个领域减少资源消耗，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通往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上，科学技术对节约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开发新资源是必不可缺的。

（３） 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样需要科学技术进步。人类追求经济增长

的目标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但是过度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全球性的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只有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人类才能解决人口激增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

盾，才能协调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４） 科技进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是由于科技进步的力量，才使人类社会在人口增

长速度越来越快、人口规模越来越大的今天，能够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维持社会稳定、持续的发展。一

场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竞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通过日益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改善着发展的

质量。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控制人口、消除贫困、开发可持续利用的能

源、保护生态和环境都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个国家或民族必须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有强大的

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人类所面临的人

口膨胀、粮食短缺、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问题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解决。只有在科学技术的

支持下，人类最终才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科学技术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是指能够为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产与生活需要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的科技

发展模式。包括３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协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为最高准则，不断解决人类发展与

自然界之间的各种矛盾，即科学技术发展既不能带来新的生态环境破坏，又要为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统一关系排忧解难；二是建立自身有效的科技进步机制，包括科技投入机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科

技创新机制、科技宏观管理机制及科技内部合理结构确定等方面，其目的是实现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

展；三是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衔接，实现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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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技进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同时经济发展又是科技进步的强大后盾。

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应具备下列条件：第一，生态效益评价。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可以

带来环境污染的显著下降。那些对降低较严重环境污染可以做出直接重要贡献的技术都是排序靠前的技

术；第二，经济效益评价。这些科技成果在保护环境的情况下能节能降耗，推动清洁生产，达到费用的

降低和效果的优化；第三，技术效益评价。技术效果越高，说明科学技术本身是进步的、发展的。就是

比现在普遍得到应用但仍不尽理想的技术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经济的应用前景，或是填补某项科技成果

在生产和应用上的空白；第四，社会效果评价。即评价科学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包

括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类文化卫生条件的改善等方面。

四、中国在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挑战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科技领域还存在许多问题，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１科技整体水平低下，管理水平落后

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和一些尖端技术领域上并不落后，有些单项技术甚至具备世界领先水平。但从

整体技术水平看，中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２０～３０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低，传统产业在经济中占

绝对统治地位，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普遍低下。在以现代化管理水平为代表的相关领域，至少落后于发

达国家３０年以上。

２社会发展相关产业技术水平比较落后

依靠科技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环境污染控制、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技术还不能有效地保护环

境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主要表现为：环保、医药和住宅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与国民

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称，需要在大力发展有关科学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推动这些产业的规模发展。

３科研经费的投入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缓慢

“九五” 中国科技投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０５％，２００５年占到ＧＤＰ１２３％仍低于发达国家、新兴

工业国家２％～３％的水平。企业对科研和开发的投入仅占销售额的１１％。而发达国家是５％～１０％或

者更高。由于开发实验资金不足，中国的大量优秀科研成果长期不能产业化，相反却用大量外汇重复引

进国外技术。科技投入少使得成果转化资金匮乏；技术市场发育不完善，技术交易和技术市场管理不够

规范，科研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渠道不畅。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科技没能起到第一生产

力的作用，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３０％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４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与国内研究和开发的关系没有理顺

中国一直以大量重复引进生产能力为主，对引进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创新的投入一直很低。日本和韩

国用于技术引进与国内消化吸收的投入资金比例大约为１∶３，而中国却是６∶１，不仅浪费了大量资金，

而且抑制了国内的相关技术研究与开发，使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一直处于跟从国外而无法超越的状态

之中。

当前推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需要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 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的理论。传统的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创新活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忽视，是造成当今诸多环境及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从而对资源、环境、生态等产生负面的影响。因

此，从对传统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创新活动的反思入手，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对传统技术创新活

动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价，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选择方法，从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技

术创新的理论。

（２） 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加快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步伐，两者相互配合，构筑科技经济结合、

适于市场经济的新的创新体系，系统地推进技术创新。要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

的市场格局，逐步使市场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外在压力。政府对技术

创新实行一揽子优惠政策。

（３） 建立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要大力培养擅长创新经营的企业家、现代企

业科技人才，使之能开发出适应市场需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积极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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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氛围。在有条件的企业内部建立技术中心，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将强化企业常规经营管理与

活跃技术创新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鼓励企业与外界合作创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加大企业的技术创

新投入，建立多渠道资金投入体系。

五、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使人口死亡率降低的同时使人口猛增，出现了人口膨胀；工业革命创

造了人类进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时也刺激了人类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加剧了人们对有限资源的争

夺，有毒废气、废渣、废水的弥漫导致生态圈的全面恶化；化肥、农药、薄膜的使用，使农产品产量提

高，同时降低了产品质量，污染了土壤、天空。因而，科技进步必须贯彻 “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从而

真正造福于人类，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１科技发展战略要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科技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促进科技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总体方针和政策。它一般由

总体战略 （及相应保障措施） 和总体规划 （及相应保障措施） 两大部分组成。它的主要内容是确定优先

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和部门，并根据这种优先顺序确定政府向各领域和部门投入的人、财、物力，同时

也提出适当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措施引导非政府控制的科学技术机构按政府确定的优先顺序开展科研。

科技发展战略的目标是通过科学技术的优化发展来推动经济、社会的总体的优化发展。在当代科技

革命蓬勃开展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受其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和

速度的制约。因此，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相应的科技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总体战略协调一致。

斯大林担任领导时期的前苏联，在二战前以提高国力与其军事实力作为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指导原

则，相应地提出了以发展与重化工业 （钢铁、机械、化工、舰船、航空等工业） 有关的科学技术为重点

的科技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是起积极作用的。然而在战后国际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

前苏联依旧奉行旧的发展战略，没有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指导原则，其结果是建立

了强大得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但消费品生产和社会服务业却长期落后，人民未从国力增长中得

到多少实惠，大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种战略也违背了现代产业体系和技术体系综合化、整体化

的趋势，落后的民用工业技术拖了军工技术发展的后腿，使其科技的总体水平与西方国家先进水平的差

距大大缩小后又反过来不断增大。前苏联科技发展战略成败的经验教训是发人深省的。

日本是通过比较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推动本国科学技术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比较成功的实

例。在二战后的３０年中，日本采取了暂缓发展基础研究的策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技成果，把力量集

中于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上，重视科技成果向经济效益的转化，使日本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实现了高速发

展。日本的年经济增长率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超过１０％。到６０年代末，日本的经济实力已超过英、法和

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１９７３年的石油危机曾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日本的重化工业几乎完

全依赖廉价的进口石油，所以受冲击最大。日本迅速调整了科技发展战略，一方面大力发展节能技术以

改造传统产业、改良传统产品，另一方面把发展重点转向新的微电子技术和信息产业，从而使日本从石

油危机造成的经济停滞中迅速恢复，并建立起可与美国匹敌的微电子工业 （主要是集成电路和计算机）。

由于日本的微电子技术已迅速接近或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不能采用引进技术加改良的旧发展模式了，

所以日本开始自行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通过４年的努力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超过了美国，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美国的半导体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当时世界

市场的６０％和美国国内市场的９５％被美国产品占领，而１９８５年以来，日本企业利用半导体产品处于产

品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这一机会，注重生产技术的创新，同时日本在大量需要半导体器件的家电领域占

有优势，日本在世界半导体市场所占的份额超过了５０％。此时，有人预言，美国将像大英帝国一样失

去世界霸主地位。然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由于产业政策得力，美国企业改变了技术管理模式，

依靠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借助技术升级换代的机会，使包括半导体领域在内的几个关键产业领域又

超过了日本。计算机芯片几乎被美国的英特尔和摩托罗拉两家公司所垄断，使长期处于计算机萧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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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立即恢复了生机。１９９３年美国在半导体市场上重新压倒了日本。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是发生

上述逆转的主要原因，这个例子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技术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间密切的关系。

２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

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科技事业发展的状况，在考虑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

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性研究是科技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

要增加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加大对科研基础设施更新和建设的投资，为基础性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发挥技术引进的作用。随着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角，也成为越

来越多先进技术的持有者，加上技术开发成本持续上升，技术开发速度不断加快，使那些试图建立完全

当地化的技术基础的国家 （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 意识到技术引进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条

简捷而有效的途径。技术引进的作用是：①节约了大量的研制费用和建设时间。舍弃或超越了投资高、

费时长、见效晚、风险大的科学研究过程。②多数引进项目，高效、可靠，水平一步到位，缩短了与国

际水平的差距。③引进技术的同时，还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④
引进项目竞争力强，一部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出口创汇中起着主导作用。

中国由于技术引进战略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造成不少失误和浪费，主要表现为盲目重复引进、无计

划或突破计划、行业管理薄弱、重引进而轻消化等等，与日本人成功的经验相比，差距很大。主要问题：

一是技术引进的重点不是关键技术的引进，而是设备的引进；二是技术引进在资金分配上，９０％的资金都

放在引进阶段，真正用在消化吸收上只占１０％，是一种只重视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的粗放式引进方式。

中国的技术引进政策应当进行优化和调整，既要有利于当前的经济起飞，又要服从于最终形成中国

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目标。要对引进技术进行仿制、消化、扩散和二次开发，使引进技术 “国产

化”，并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并且要发展带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技术，开发适合中国国情和不同地区经

济发展的适用性技术，真正发挥技术引进的作用。

第三，重视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发展科学技术

的实践意义，也是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质内容。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森伯格指出：“某一国家获

得诺贝尔医学奖科学家的多少，同本国的卫生、健康、平均寿命等没有任何联系，而那些物理学、化学

诺贝尔奖获得较多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反而比较低。” 英国获奖人数远远超过日本，但是，二次大战后

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英国，关键是日本对科学成果吸收和转化工作做得好。日本是全球科

技成果最大的买主，占４０个发达国家技术交易总额的２０％。因此有 “英国的科研、日本的商品、美国

的市场” 之说。

以国内为例，北京是全国科技研究的中心，它在科技、信息、教育、金融，以及政治、经济、权利方

面的集成程度是世界罕见的。但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北京市的科技成果多数被外省市买走，本地传统工业

吸纳利用并不算好。北京的食品、纺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冰箱、洗衣机产业相继倒闭或萎缩，

巨大的市场让给了外省市的厂家；汽车、空调器、电视工业靠外国技术和部件支撑。北京市的乡镇企业的

规模和水平，比起南方和沿海省份，也有相当的差距，当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大批转化为企业家的时候，

北京郊区的农民则大都缺少创办实业的勇气，纷纷向小商小贩和小土地出租者演化。有人形容北京的企业

家为 “坐商”，即固守本地市场或者坐在家里等人上门，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的力度不够。

广东省的科技实力位于北京、上海、天津之后，也不比四川、辽宁、山东强多少。但是新技术的引

进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相当活跃。自１９９５年起，广东省申请的专利数量跃居全国第一位。高科技产品

年出口额达到３５亿美元，占全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６０％。２００３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中专利产品

１７０４个，专利产品产值３８３２３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持续位居全国第一，出口４８１７４亿美元。

１９９６年底，著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在国内６大城市调查了７３５位消费者，征询了他们对国内市场１４类主

要消费品的评价。调查表明，在所有１４类产品中，广货的总平均市场占有率与总平均预期购买率均处

在第一位。高科技产品和主要消费品份额的迅速增长，说明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和新产品开发工作结出

了丰硕的经济之果。

影响科技成果转化有４个重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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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体制上的问题。在经济发达国家，应用技术研究主要由企业支持，它的企业是科技经济一体化

的。大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强，资金和人才雄厚，又占据着商品市场，其技术发明、研究开发和产品上

市，环环相扣，衔接紧密，新技术的转移和推广就相当顺利。中国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开发创新的主体，

目前中国企业Ｒ＆Ｄ投入的比重为３０％，远低于发达国家６０％左右的水平，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

源和资金的投入。大量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独立于企业之外，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由于体制的限

制，对于生产和市场的信息掌握不及时，对于企业的情况和需求不甚了解，研究开发的针对性较差。加

上成果宣传推广不力、配套技术和资金支持不力等原因，影响了实际应用。体制问题造成了研究与应用

上的供需脱节。

（２） 技术成果不成熟。高新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不应该只有一个可行性，而需兼备三个可行性

科学上的可行性；工艺、装备、技术和研究开发的可行性；经济效益的可行性。产品的性能价格比

不能忽视，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优势，就没有竞争力，要转化也是很难的。当前技术市场上的所谓 “技术

成果”，成品太少，半成品太多，当然难以推广。

（３） 资金不配套。要想让技术成果成熟起来，需要大量的资金。国外的统计表明，一项基础科研取

得成果的投资如果为１，那么这项成果进行技术开发，投资要扩大１０倍；而技术开发成功后，要转化

为社会生产力，还要再扩大１０倍投资，即由基础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 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其研究投

资比值为１∶１０∶１００。以著名的美国惠普公司为例，１９９６年它用于实验研究的费用为２３９亿美元，而用

于新产品开发研究的费用为２５亿美元。二者比例为１∶１０５。当前中国在技术开发上的投资远远达不到

１∶１０，而往往是１∶０３～０５，这样，很多技术成果只能是半成品了。

（４） 推广不利。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国家主持的各种计划，

受到官僚主义、部门割据的困扰，也存在着效能低下和腐败现象。技术市场发育不够健全，技术贸易总

体上处于集市贸易的状况和水平。从推广的力度、水平和效果上，远远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知识经济中的高新技术，国际上一般认为大致包括信息科学技术、

新材料科学技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

术 （含生物工程等）、空间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管理科学技术等。高新技术有如下特征：①高度的创新性；

②高度的增值性；③高度的津透性；④高度的风险性；⑤高度的竞争性；⑥高度的时效性；⑦高度的战

略性。高新技术的特征决定了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就形成了把高新技术运用到经济

实践中的高新技术产业。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对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组织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的必要性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具体部署。发达国家为了争夺在世界经济上、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几

乎无一例外地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作为基本国策，把高新技术Ｒ＆Ｄ部门作为优先发展的部门和领

域。并在及时推出国家级高新技术发展规划和中长期计划的同时，还相继建立了各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或高科技园区。美国在１９９３年先后发表了 《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 增强经济实力的方向》 和 《促

进经济增长的技术 总境的发展报告》 等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导向的政策性文件，１９５１年，美国最

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高科技园区 加利福尼亚科技工业园区，即后来名噪全球的 “硅谷”，被誉为

“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目前世界上各种类型的高新技术园区已超

过１０００多个，它们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挥的主要功能有：①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基地；②向传统产业扩散高

技术的辐射源；③对外开放的窗口；④深化改革的试验区；⑤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示范区；⑥造就科技企

业家的学校；⑦建设现代文明的新城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例如，科技工业园区只重

数量不重质量，分工不明确，出现园区机构趋同、重复建设严重的问题；许多园区没有知识靠山，没有

技术创新中心，基本上没有风险投资，缺少形成科技工业园区的基本条件；许多人把科技园区错误地理

解为不受市场竞争冲击的 “保护区”，不重视知识创新，不提高产品质量，竞争意识淡薄等。这些问题

的存在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１９９６年中国国家级科技工业园的技工贸总

收入为２３００亿人民币，而美国仅旧金山附近的硅谷一地的ＧＤＰ就超过了２０００亿美元 （约合１６６００
亿人民币），是中国全部国家级科技工业园区ＧＤＰ的１０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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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创新与国际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技术创新的概念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赋予技术创新以不同的内涵。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认为，当一项发明被首次

应用时，就可以称之为技术创新。英国科技政策研究专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的经济顾问

克里斯托夫·费里曼教授认为，技术创新是指在第一次引进某项新的产品、工艺的过程中所包含的技术、

设计、生产、财政、管理和市场等诸多环节的活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在其１９１２年出版的 《经济发展理论》 中也提出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

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５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生产出

新质量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拓新的商品市场；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实行新的

企业组织形成。

我国学者傅家骥认为：“简单地讲，技术创新就是技术变为商品并在市场上销售得以实现其价值，

从而获得效益的过程和行为。” 我国学者贾蔚文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

经过研究、开发、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 狭义的技术创

新概念是指学习、引进、开发和应用新技术并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

从上述概念中可以发现：①技术创新不同于创新。技术创新主要指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和工

艺的明显技术改变；而创新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可以涉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市场创

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思想和观念创新等。②技术创新不同于技术发明。技术创新一般

是指一项专利的首次商业应用，是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行为，技术创新的结果往往是获取经济利益；而技

术发明则是指创造一种新技术的过程，它既可以是一种经济行为，也可以是一种非商业目的的个人爱

好，技术发明的结果可以由发明人申请并获得专利。③技术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是

一个广泛的概念，涉及技术创新活动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及技术创新的源泉和扩散。当从技术创新系

统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创新时，可以涉及从新设想的提出，到研究开发、试制、商品化、产业化直至销售

的全过程。④技术创新包含有研究与发明活动。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如果所需的技术改进涉及研究与开

发活动，那么，这种研究与开发活动则是以商业应用为目的，以某个或某类产品或工艺的引进、改进和

生产为导向的，因此，它们也可称之为技术创新。包括相关研发活动在内的技术创新就是广义的技术创

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学者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分类。他们认为，技术创新包括四种

类型：一是渐进式创新，这是一种渐进的、持续进行的改进，即小的创新；二是根本性创新，它属于突

破性的创新；三是技术系统的变革；四是技术 经济范式的改变。

二、技术创新的意义

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 在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 《国富论》，１７７６） 中将经济

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熊彼特则将影响经济发展

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

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唯一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内在因素。

技术创新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对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将新的发明和创造应用于生产领

域，使新产品、新工艺、新装备不断涌现，导致资源节约、成本降低、效率提高，企业利润大幅上升。

②对于区域或国家而言，无论是自主型技术创新还是引进型技术创新，都会导致新产业的诞生和发展，

引起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致使经济规模扩

大，收入水平提高，人均社会福利状况得到改善。③对于全球而言，技术创新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劳动

地域分工中的优势增强，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全球经济增长重心转移的周期缩短，从而改变了世

界政治经济分布格局，使世界经济由单中心向多极化演进。④对于城市而言，技术创新是城市增长与发



展的动力源泉，是城市增强其吸引力和辐射力、强化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国际城市形成的内在推动

力量。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量。１８世纪的工业革命，标志着科技发展对经济发

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越

来越大，并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特别是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高科技创新

及其广泛应用，使世界经济呈现出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物价下降的共同趋势，特别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新

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特点，克服了传统经济长期以来难以治愈的滞胀病。

例如，１９９１年以来，美国依靠高新技术，经济发展出现了 “三高三低” 的良性循环。“三高” 为：

一是经济增长率高，１９９７年以来经济增长率都维持在４％以上的高速度；二是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目

前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已提高到４％以上；三是企业经济效益高，连续５年国际竞争力位居榜首。

“三低” 为：一是失业率低，１９９９年失业率降至约４％；二是通胀率低，１９９９年消费品通胀率只有

１９％，为３４年来最低；三是财政赤字低，不仅巨额赤字已消化完毕，而且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实现财政盈

余６９２亿美元，１９９９年更增至１２２７亿美元。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奇迹再次验证了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的一般性规律。技术创新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促进了社会进步，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和世界城

市等级体系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新的国际城市。

三、技术创新与经济长波

世界经济并不是以某一恒定的速度增长和发展的，而是在某一阶段发展速度可能快些，而在另一阶

段发展速度可能会慢些，甚至出现徘徊、停滞或负增长。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的一个长期趋

势，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增长的波峰或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波谷交替出现，形成所谓的经济增长波动

现象，即经济周期。世界经济增长波动周期分为短波周期、中波周期和长波周期三种，又以经济长波周

期与重大技术创新关系最为密切，二者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首次提出长波理论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

德拉季耶夫。他于１９２５年发表了 《经济生活中的长波》 一文，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１８世纪末

至２０世纪初这１００年间的批发价格、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３６个统计指标进行研究，认为资本主义

的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存在３个长波，每个长波又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长波历时为５０～６０年。熊彼特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探讨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现象。他认为，一种技术创新会通过扩散来刺激大规模的投

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技术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

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而且，不同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

一样。据此，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波、中波和短波三种周期。长波周期也称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历时５０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９～１０年，又称 “尤格拉周期”；短波为４０个月 （近３年半），又称 “基

钦周期”。３个基钦周期构成一个尤格拉周期，６个尤格拉周期构成１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他认为，经

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波周期的变动，与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经济的发

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应用以及生

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原

因。

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波周期具有以下特点：①长波不局限于某一、两个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

增长波动现象，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规律，所有与世界经济体系联系密切、参与国际劳动地

域分工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增长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经济长波的影响。②长波是综合性指标特别是生

产性指标反映出来的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涉及全球范围内的各个产业部门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

增长和发展，因此，不同地区的所有产业部门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经济长波的影响。③长波是一种经济

周期，反映的是周而复始的经济运动规律。每个长波的长度大约是５０年，包含了繁荣、衰退、萧条、

复苏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构成康氏周期中的上升期，后两个阶段构成下降期。虽然每个长波都有

上升期和下降期，但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是螺旋式上升的，后一个周期不是前一个周期的简单重复，而

是在更高水平上的演进，世界经济由此不断向前发展。④经济长波的推动力量源于重大的技术创新，特

别是技术创新集群，它们共同构成一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从而导致全球性新兴主导产业的诞生，引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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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经济增长长波的上升期，世界经济在原有基础上处于全面的繁荣上升之中。重大技术创新、新兴

主导产业与经济长波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见表２ ３）。

表２ ３ 重大技术创新、新兴主导产业与长波的对应关系

长波
第一次长波

（１７８２～１８４５）

第二次长波

（１８４５～１８９２）

第三次长波

（１８９２～１９４８）

第四次长波

（１９４８～至今）

重大技术创新
蒸 汽 机 的 发 明 和 应

用

铁 路 运 输 技 术 与 炼

钢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电 工、化 工 技 术 和

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

以 电 子 技 术 为 代 表

的技术革命

新兴主导产业 纺织、采煤、炼铁
钢 铁、 机 器 制 造、

造船

电 力 及 电 气 机 械、

化工、汽车、石油
电子、宇航

技术创新引发经济长波，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假设世界经济由重心区和外围区两部分组

成，在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同时存在着两种方向相反的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空间运动，一种是由外围

区向重心区的集中运动，称之为极化效应；另一种是由重心区向外围区的扩散运动，称之为扩散效应。

在长波的上升期，技术创新集群的出现，导致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投资和就业大幅度增加，经济高速

增长。此时，重心区的极化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及各种经济活动纷

纷向重心区集中、集聚，通过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进一步加大经济收益，提高增长速度。在长波的下

降期，原有重心区经济出现衰退，生产过剩危机出现，上升期出现的新技术渐趋成熟，对经济增长的拉

动作用减弱，市场竞争加剧，劳动力成本增加，投资利润下降。此时，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和各种经济活动便纷纷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于是，重心区的扩散效应大于极化效应，加剧了原有重

心区的经济衰退。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重心区的产业和资本向外寻找发展机遇，向潜在市场容量

大、比较优势突出的地区转移。接受资本和产业转移的地区或国家，虽然处在世界经济增长长波的下降

期，但由于有大规模的产业和资本流入，经济呈现高速增长，实力不断得到增强，于是便成长为新的世

界经济增长重心区域，完成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的使命。在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２００多年中，世

界经济经历了四次长波 （见表２ ４）。

表２ ４ 世界经济长波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之对应关系

长波 Ⅰ Ⅱ Ⅲ Ⅳ

时间 １７８２～１８４５ １８４５～１８９２ １８９２～１９４８ １９４８～１９９８

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区 英国 英国，下降期向德国、美国转移 美国、德国 （１９１３年以前） 美国、日本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四次长波的下降期和第五次长波的上升期的交替阶段。预计在第五次长波

中，亚太地区将崛起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区，广州处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区，可以充分利用技

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升所在国际城市中的等级。

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是通过一系列转移活动来完成的。它首先表现为产业转移，然后表现为贸易

转移，最后表现为综合经济实力的转移。产业转移是以资金和技术转移为载体的，产业附着在资金和技

术之上，才能完成国际间的转移。而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这一系列空间位移活动中，技术转移才是

关键的一个环节，技术转移有两层含义：一是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引进、吸收既有科技成果，推

动本国经济发展；二是在掌握引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以增强本国经济实力，促进本国成长

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积极引进、吸收世界上既有的先进技术，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最佳

选择。例如，法国、德国、美国等都是通过引进英国当时的先进技术和机器，揭开了本国工业化和现代

化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得益于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大规模引进。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日本从美

国、西欧等几十个国家引进了２５０００多项先进技术和设备。再如，亚洲 “四小龙” 也是通过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实现经济腾飞的。美国用于技术引进的资金规模巨大，１９５６年为２３００万美元，１９７０年增

加到１１４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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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进、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广泛开展技术创新，是实现本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例

如，１９世纪中叶，德国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虽然起步比英国晚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德国在引进

英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高效率的技术创新活动，利用煤化学的科学研究成果，迅速发展

起一个新兴主导产业 合成化学工业，使其在１８９０年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见表２ ５）。在技术创新

的拉动下，德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超过英国，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区。

表２ ５ 科技发展周期与世界科技中心的对应关系

科技周期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高峰年份 １５８０ １６６０ １７４０ １８２０ １８９０ １９７０

世界科技中心 意大利 英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科技中心是指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集中、成果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

成果数占世界科技成果总量的２５％，那么，我们就称其为世界科技中心。技术创新活动不仅具有周期

性，世界科技中心还会发生空间转移。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科学繁荣、技术创新的高峰时期，其科技

研发活动投入大、成果多、增长迅速，从而引发经济高速发展。当高峰期过后，既有的先进技术趋于成

熟，由于技术垄断和技术老化，技术创新生长的外部环境弱化，技术创新速度放慢，技术成果减少，既

有技术会向其他国家转移。其结果便是旧的科技中心衰退，新的科技中心诞生，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

移一样，世界科技中心也完成了它的国际转移。拥有新兴科技中心的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成果多，在

生产中的应用快，科技推动新的主导产业部门兴起，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

的上升期，该国家或地区也因此而成为本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中心。伴随着生产的高速发展，贸易规模迅

速扩大，金融中心在此形成，于是，一个或数个国际城市在这个新的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区诞生。只有拥

有科技中心，才能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只有在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区，才能培育出一流的国际城

市。因此，科技中心是国际城市形成的前提条件。

四、技术创新的要素与分类

技术创新的要素主要有如下４个：创新者、机会、环境和资源。创新者一般是指企业家。有时，创

新者除了企业家外，还可以是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负责人或政府计划管理人员等。这些创新者根据市

场需求信息与技术进步信息，捕捉创新机会，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在合适的经营环境与创新政策的

鼓励下，利用可得到的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技术资源），通过组织管理 （研究开发、试生

产、设计和生产、营销），从而形成技术创新。这４个要素是技术创新活动得以开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其中创新者是最主要的。但只有敢于冒风险，把新发明引入经济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技术创新可以按照不同的目的进行不同的分类：①按技术应用的对象分，可分成产品创新、工艺创

新和管理创新；②按创新的程度，可分为全新型技术创新和改进型技术创新；③按节约资源的种类分，

可分成节约劳动的技术创新、节约资本的技术创新和中性的技术创新；④按照ＳＰＲＵ分类法，技术创

新可分为渐进的创新、根本性的创新、技术系统的变革和技术 经济范式的变更。ＳＰＲＵ是英国苏塞克

斯 （Ｓｕｓｓｅｘ） 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所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ｔ） 的简称，这种分类法是该研究所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渐进的创新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是指渐进的、连续的小创新。根本性的

创新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是指在观念上有根本突破的创新，它一般是研究开发部门精心研究的结果，

常伴有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创新的连锁反应，可在一段时间内引致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系统的

变革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是指会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影响经济的几个部门，伴随新兴产业

出现的创新。这时，不但有根本性的、渐进的创新，还会有技术上有关联的创新群的出现。技术 经济

范式的变更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是指既伴随着许多根本性的创新群、又包含有许多

技术系统变更的创新；⑤按照技术创新的组织方式，可分为独立创新、联合创新和引进创新。

五、技术创新的模式与能力

对于技术创新模式的划分，多年来一直按诱导技术创新活动的诱因将其分为技术推动模式和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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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拉动模式。８０年代之后，又出现一种折中观点，即所谓双重作用模式。

技术创新的技术推动模式，是指由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产生技术创新。技术推力表现为科学和技

术的重大突破，使科学技术明显地走在生产的前面，从而创造全新的市场需求，或是激发市场的潜在需

求。技术创新理论的奠基者熊彼特是这种模式的倡导者，他认为，技术，不管它是在经济系统以外还是

在一个垄断竞争者的大型研究和发展实验室中产生的，都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对于技术

创新的需求，并不是由市场产生的，而是由拥有技术专利的创新主体按技术的功能适用性进行创新，从

而间接地满足市场上存在的某种需求或在市场上创造新需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的技术创新

成果，如尼龙、人造纤维、核电站、半导体等都属于这一模式 （图２ １）。

图２ １ 技术推动模式的创新过程

市场需求拉动模式，是指技术创新始于市场需求，具体表现为由于市场的需求，对产品和技术提出

了明确的需求，从而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制造出适销的产品，最终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一模式最

早是由施穆克勒 （ＪＳｃｈｍｏｏｋｌｅｒ） 提出的。他通过研究１９世纪上半叶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铁路、炼

油、农业和造纸工业等的投资、存量、就业和发明活动，发现投资和专利的时间序列表现出高度的同步

特性，投资序列往往趋向领先于专利序列，相反的可能性则较少。据此，施穆克勒认为通过外部事件、

外部需求来解释技术创新比启用发明本身更好。这种技术创新模式起始于市场需求，通过创新过程又复

归市场来满足需求。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和进一步融合，近代的众多技术创新都属这种模式。

如通讯产业、化工产业、汽车产业、工业用仪表、测试仪器以及大多数改进产品的许多创新都属于这类

创新。美国学者厄特巴克 （Ｕｔｔｅｒｂａｃｋ） 在１９７４年的一项工作的结论是：６０％～８０％的重要创新是需求

拉动的 （图２ ２）。

图２ ２ 市场需求拉动模式的创新过程

双重作用模式强调把技术与需求综合考虑，认为技术创新是在科学技术研究可能得到的成果和市场

对此需求平衡的基础上产生的，即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合成的结果，导致了技术创新的开展。

技术创新能力，是指企业依靠新技术推动企业的发展能力。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取决于

以下几个因素：①资源投入能力。技术创新资源投入能力是指企业投入创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一般

地，企业投入创新资源分为研究开发投入和非研究开发投入。研究开发投入能力集中体现在经费、人员

和设备上。可用研究开发经费和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这两种指标来衡量经费的投入能力；用

研究开发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包括学历、职称、成果水平等） 以及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总人员的比重等

指标来衡量人员投入能力。在自主创新的情况下，非研究开发投入指技术创新活动中除研究开发经费之

外的其他部分，包括市场研究、设计、工艺和材料准备、广告活动等经费；通过购买技术实现技术创新

时，非研究开发投入是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的投资。②研究开发能力。研究开发能力是指企业能否在

掌握现有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把握市场需求，找到问题，确定选题，并组织人力、物力，去解决问

题的能力。③创新管理能力。创新管理能力是指企业发现、评价创新机会、组织技术创新活动的能力。

④创新倾向。创新倾向是指企业家具有的创新主动性和前瞻性。创新倾向强表现为创新事多、创新视野

开阔、创新规划长远和具有强烈的创新愿望。⑤制造能力。制造能力是指将研究开发成果转化为批量产

品的能力。一般地，企业的制造能力取决于企业的固定资产、企业设备的技术装备水平、先进制造技术

的采用率、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质量等。⑥营销能力。营销能力包括产品开发出来后所具有的推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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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研究市场、使消费者接受新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新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扩大市场范围的能力。

六、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

中国企业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技术创新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一直比较低下，原因主要是：

１科学技术与生产严重脱节

科学技术只有与生产相结合，才能把科学技术的无形价值通过生产转移到产品中去。科研成果的提

供者 科研院所对企业了解不够，没有真正从企业的需要出发去从事研究开发，导致所研究出来的成

果或者本来就应用前景不大，或者虽有潜在应用前景却并不真正适合当前需要，即使真正为企业所需要

的成果也由于工程化程度低，使用困难，企业难以利用。科研成果的使用者 企业改革 （特别是国有

企业改革） 滞后，企业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对科技成果没

有多大的兴趣；另外，一部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近些年经济效益普遍滑坡，即使对科研成果有兴

趣，也无力支付成果转让费用。科学技术与生产严重脱节的后果，使得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比

例只占２０％，真正形成规模产业的科技成果只有５％。

２技术创新主体错位

技术创新主体是指参与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并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社

会组织或社会角色。在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研究开发机构，因为前者的

经费投入和经费使用均占绝对优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６年世界科学报告，美国公司Ｒ＆Ｄ（研究

与开发） 经费连年增长：１９５５年２５亿美元，１９６５年６４亿美元，１９７５年１６０亿美元，１９８５年５７０亿美

元，１９９４年１０１０亿美元。１９９５年美国Ｒ＆Ｄ经费１７３０亿美元，占ＧＮＰ的２６％。而在整个Ｒ＆Ｄ经

费开支中，工业研究部门占７２％，政府研究部门占１０％，非盈利性学术机构占１８％。

表２ ６和表２ ７给出了１９９７年全球企业研究与开发投资排行榜。

表２ ６ １９９７年全球企业研究与开发投资排行榜 （以占销售比例计



）

排名 企业名称 国别 占销售额比例 （％） 排名 企业名称 国别 占销售额比例 （％



）

１ 孟山都 美 ２２ ６ 爱立信 瑞典



１５

２ 微 软 美 １７ ７ 北方电信 加拿大



１４

３ 辉 瑞 美 １６ ８ 葛兰素威康 美



１４

３ 得州仪器 美 １６ ９ 朗讯科技 美



１２

３ 洛 奇 瑞士 １６ ９ 诺 华 瑞士 １２

表２ ７ １９９７年全球企业研究与开发投资排行榜 （以总金额计



）

排名 企业名称 国别 研究经费 （英镑） 排名 企业名称 国别 研究经费 （英镑



）

１ 通用汽车 美 ８２亿 （１４０亿美元） ６ 丰田汽车 日 ３５亿 （５９亿美元



）

２ 福特汽车 美 ６３亿 （１０７亿美元） ７ 松下电器 日 ３３亿 （５６亿美元



）

３ 西门子 德 ４５亿 （７６５亿美元） ８ 戴姆斯勒－奔驰 德 ３１亿 （５３亿美元



）

４ ＩＢＭ 美 ４３亿 （７３亿美元） ９ 惠普 美 ３１亿 （５３亿美元



）

５ 日立 日 ３９亿 （６６亿美元） １０ 爱立信 瑞典 ３１亿 （５３亿美元）

资料来源：《科学时报》１９９７（１）。

然而在中国，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方面，从技术开发能力看，中国科技力量２／３以上

的技术开发力量在企业之外，企业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中型企业设立专门技术开发机

构的比例偏低。由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 提供的数据表明：１９９７年全国共有大中型工业企业２３９５０
家，而设有科技开发机构的才１１１４２家，其中约有１／４的开发机构或资金不落实，或缺乏高水平的技

术人才，或没有明确的技术开发方向，或基础设施不健全，结果无法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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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经费投入不足

要进行技术创新就必须以大量的研究开发投入作物质保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世界每年的研

究开发费用达５０００亿美元以上。由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 提供的数据表明：１９９７年中国研究与开发

经费支出４８１９亿人民币 （约合５８亿美元），低于表２ ７中的前６家企业中的任何一家的研究与开发

经费；中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０６４％，大大低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见

表２ ８。另外，中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为１２１％，与表２ ７中的１０
家企业的这一比重相差甚远。由此可见，中国企业的研究与发展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

表２ ８ 若干工业发达国家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及按人口平均的研究与开发费用

国家 年份 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 按人口平均的研究与开发费用 （美元）

美国 １９９５ ２６ ６５０

日本 １９９１ ３０ ８５０

德国 １９９１ ２６ ６６６

英国 １９９３ ２２ ４３５

法国 １９９３ ２５ ６０４

韩国 １９９４ ２８ １５２

中国 １９９７ ０６４ ０４４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统计年报》，１９９６。

４一些企业的创新倾向低

目前，一些企业还没有树立起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思想，技术创新意识差、倾向低，在一定程度上还

存在着重规模、抢速度、盲目铺新摊子，在技术改造与基本建设之间重基本建设、轻技术改造，在技术

创新与技术改造之间重技术改造、轻技术创新，在企业技术引进中重视技术装备的引进和更新、轻视软

技术的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

七、提高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１） 促使企业尽快面向市场，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是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这意味着技

术研究开发工作主要是在企业进行，而不是在企业外的科研院所进行。必须花大力气鼓励和支持有条件

的大中型企业建立健全技术开发中心，使产学研联合工程与技术中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改革现有的科

研体制，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所 （包括大专院校） 共建技术开发机构、共同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

产业化等多种形式的合作。二是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投资主体，建立以企业为投资主体的、多渠道技

术创新的投融资机制与体系。三是使企业成为创新利益分配的主体，照章纳税之后，企业有权对其创新

收益进行自主的分配。

（２） 调整基础科学技术研究、应用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开发研究的关系：一是通过政府的科技计

划，使以前从事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转向与企业联合从事应用科学技术研究或技术开发研究；

二是把科研院所 （从事关键性的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院所除外） 推向市场，通过市场运作，使科研院所

与企业共同从事技术创新。

（３） 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切实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促进技术创新体系及运行机

制的建立。

（４） 非企业部门也要进一步增加技术开发投入。一是政府应通过国家和地方预算，提高技术开发研究

支出中的比例；二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设置技术创新贷款业务，在信贷方面给技术创新提供优惠。

（５） 完善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通过向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咨询、信息和技术培训等服务，

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各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近些年，各国政府不断加强这方面的投入，而

且，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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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咨询服务已成为成本低、见效快的重要手段，成为各国政府的主要政策之一。

八、技术创新的风险与防范

技术创新是既具有高收益又具有高风险的使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并使其商业化的活动。美国的一份

研究报告曾经断言，美国的每１０个专利中，只有一个能变成创新。事实上，许多企业的产品开发成功

率往往都较小，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企业产品开发成功率也只有２０％～３０％。

影响技术创新成败的因素众多且纷繁复杂，按照不同的风险成因，可将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风险分为以下几类：

１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可能来源于国家政局发生变化，使企业的新产品无法进入市场；国家制订的有关法律法规

限制新产品进入市场 （如新产品的开发侵犯了技术专利，造成环境污染，安全性能不符合标准等）；或

国家、地区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动给技术创新活动带来了困难；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当

国家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技术创新所需资金的筹措就比较困难，从而使得技术创新难

以顺利进行而产生风险，这种风险实质上也是政策风险。

２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指其他一切社会因素如文化、宗教、民族等所引发的技术创新的风险。比如企业研制的新

产品与销售地域的文化传统不相符，或与当地的宗教习惯有冲突，从而引发人们的心理抵触感，造成销

售失败。

３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技术创新后所生产的新产品投入市场得不到消费者的接受和认可，从而导致产品销售

受阻，无法收回技术创新的投资的可能性。产生市场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４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主要来自技术创新的构思和实施阶段。由于技术创新的主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可

能对创新技术的成果转化和投放市场作出准确无误的预测，加上技术创新所使用的技术装备水平、科研

力量的限制，致使许多因素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产生技术风险，如，技术本身的不成熟、技术的飞速变

化和激烈竞争、生产制造能力、技术效果等。

５管理决策风险

一些企业在接受新技术时往往忽视自身的管理，致使新技术应用的效益难以充分发挥，从而产生管

理风险。

九、技术创新风险的防范对策

技术创新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技术创新毕竟是高风险的技术商业化活动，有关资料表明：１０
项技术创新项目里，有１、２项成功就可盈利。正是因为这样，许多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在

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充分认识风险，并采取如下相应的防范对策，以控制风险：①增强风险意识；②加

强科学论证，从根本上避免风险；③政府加大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政府直接资助，税收政策，信

贷政策，政府采购，产业政策；④建立发达、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增强风险投资公司的实力；⑤详细

分析外部经营环境，重点了解与创新有关的法律法规、行业政策、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以及文化、民

族、宗教、大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以保证企业的创新产品不会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约，并

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⑥企业应建立有效的调控机制；⑦不断提高创新项目参与者的素质，不

断提高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生产工人的技术素质和强化营销人员的市场意识，企业家应注重提高自身的

综合素质；⑧慎重选择技术创新的方向，突出自身竞争优势，并结合自身条件。

十、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与其他经济形态相比，它一改

过去那种资源、资本的总量和增量决定模式，更加强调创新的作用，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获得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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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弥补资源和资本上的不足。

１技术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础

现代社会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际竞争在相当程度上是借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实力来决定成败

的。纵观国内外成功企业走过的历程，企业发展的历史就是技术创新的历史，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

在于技术创新，只有持续不断地推进技术创新，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定律。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也将由数量型转为质量型，以追求更高层次的享

受，并且这种追求将会不断地改变人们的消费偏好。作为向市场提供产品为基本任务而存在的企业，就

必须以满足消费者的变化着的需求为宗旨进行不断的技术创新。

２技术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以 “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 为特征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因

而也是应该摒弃的一种发展方式。而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经济社

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即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破坏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可持

续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增长。对所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对发展

中国家尤其如此。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保护资源环境基础，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也就是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贫穷不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实行

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应当强调作为其前提和基础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

这一基础，不可能有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更谈不上什么可持续发展了。各国的

经济发展历史表明，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来

实现的。如在美国，１９２９～１９７８年生产率有４０％是由于技术创新取得的。

３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技术创新是企业改善市场环境的重要手段。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功能更

好地满足用户需要，使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提高，改善现有市场条件。当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是适销对路的

新产品时，它会给企业带来新的用户，形成新的市场。不断创新并获得成功的企业，首次进入新的市场

领域，它具有领先者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的价格、市场规模等。通过技术创新，企业可以

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技术创新是企业全方位提高企业素质的最有效方式之一。通过技术创

新，可以改善研制条件，提高研制能力，提高基本素质 （包括要素素质和企业内部结构素质）；可以提

高对外适应能力，并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有效影响，改善企业行为素质。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根

本途径。市场运行的法则是优胜劣汰。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才能在市

场中赢得顾客，占领市场，成为竞争的优胜者。通过技术创新，可加速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在企业

中的应用。通过技术创新，能促进企业其他产品销售。通过技术创新，可利用企业剩余的生产能力。

４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１９９５年年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 《世界经济２００年》，把１８２０～１９９２年的

世界经济发展分为５个阶段：①１８２０～１８７０年为 “起步期”。英国一马当先，世界人均产值增长４０％，

正好是蒸汽机革命时期，以及经济自由化开始。②１８７０～１９１３年为 “美好的时代”。美国崛起，经济增

长速度比前期加快１倍，正好是电气革命时期。③１９１４～１９４９年为 “艰苦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一次

经济大萧条，经济亦增长４０％。④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年为 “黄金时代”。美国一路领先，世界财富增长是上一

时期的３倍，人均收入翻一番，正好是无线电、电子技术革命时期。⑤１９７３～１９９２年为 “调整时期”。

两次技术革命之间的间歇。世界经济也呈明显上升。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正好是数字化信息革

命。凡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正好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发生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也雄辩地证

明：技术创新是人类财富之源，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技术创新都一直在推

动着经济的发展，只是在各个阶段发展的方向和表现形态不同而已。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无论是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都是技术和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的过

程，这也正是技术创新效应持续发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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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带来了环境问题。当我们进行技术创新时，应该发展和使

用那些能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绿色技术。

１绿色技术

绿色技术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Ｓｏｕ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概念是ＥＢｒａｗｎ和ＤＷｉｅｌｄ于１９９４年提出的。

由于它几乎涵盖了所有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所以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接受。一般将绿色技术定义

为：能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绿色技术包括末端技术

（Ｅｎｄ－ｏｆ－Ｐｉｐ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和污染预防技术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末端技术是在默认现

有生产技术体系和废弃物生成的前提下，通过对废弃物的分离、处置、处理和焚化等手段试图减少废弃

物对环境的污染的技术，污染预防技术是指着重于污染源头削减的技术。两种绿色技术的比较如表２
９所示。

表２ ９ 末端技术与污染预防技术的比较

末端技术 污染预防技术

技术特征 附加型 一体化

环境响应 被动型 主动型

追加投资 低 高

污染治理类型 先污染后治理 污染预防

经济效益 低 高

环境效益 低 高

对已有技术范式的适应性 高 低

运行费用 高 低

２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

绿色技术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绿色产品创新，即开发各种能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少用昂贵和稀

缺物资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以及在使用后不危害或少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产品以及易于回收、

复用和再生的产品的创新活动。一类是绿色工艺创新，包括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产生的清洁工艺技术和

末端治理技术两方面的创新活动，绿色工艺创新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废物和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从而

降低工业活动对环境的威胁，且可降低资源利用的成本、降低物耗，使产品在质量和成本上都具有较强

的市场竞争能力。

３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建议

（１） 法律、法规的强制管理。法律、法规的强制管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是直接的。近十几

年来，中国逐步加强了与技术进步及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制订了 《科学技术进步法》、《农业科学技

术推广法》 等法律，依法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制订了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等６部环境保护法律、９部资源管理法律和多项环境

与资源管理的行政法规，初步形成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和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

框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要进一步完善技术进步、环境和资源保护立法；必

须严格环保执法，强化环境监督管理。

（２） 加强政府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包括明晰产权，建立市场，税收手段，收费制度，财政和金融

手段，责任制度等。

（３） 运用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进行宏观调节。运用国家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即大力

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淘汰一批消耗高、性能差、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落后产品。

（４） 不断增强企业家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５） 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６） 创立健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社会配套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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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

一、科技创新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人类社会沿着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知识经济时代演化，科技创新在这种演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在２０世纪科技创新大潮中，人类知识的体系结构和内容形式、人类知识活动的方式和载体，

以及与产业、经济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的数字化和编码化、知识活动的计算机化和网络

化，彻底改变了知识的存在形式和知识活动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并从根本上刷新了知识活动与产

业、经济活动的互动关系。

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产业知识密集度快速上升，传统产业就业比

重快速下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成为制造业的主导，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劳

动生产率加倍提高，研究与开发投入迅速增长，教育事业飞速发展。

在传统经济学中，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很难

同时实现的，几乎所有的经典模式都假定：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

通货膨胀率上升。可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却对此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有学

者将美国的这种经济态势称为 “新经济”。这主要是美国的科技创新活动，有力地带动了高技术主导产

业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构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知识创

新在这种新经济中的作用大大增强，一些纯粹的 “知识产业” 成为整个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几乎

６０％的美国工人是知识工人，８０％的就业岗位是由知识密集型部门创造的；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使各

国、各大企业间的经济贸易，技术联系与合作大大加强。

１科技创新推动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进程

①新技术普及速度加快，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互联网发展到５０００万用户只花了４
年时间，而电话机、收音机、电视机与移动电话累计到同样数目分别历时７５年、３５年、１３年和１２年。

以科技为核心的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２０世纪初仅为５％～２０％。而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已上升到

８０％～９０％。过去１０年间，信息产业取代传统产业上升为世界头号产业，这些足以证明科技创新对经

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力。

②科技发展的动力机制更趋于市场化、国际化。经济和市场力量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加，各

跨国公司普遍以销售额１０％以上的资金投入科技创新活动。

③国际科技合作正蔚然成风。

④世界范围内的人才短缺加剧，人才争夺战更加激烈。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放宽移民政策等措施，从

其他国家挖人才、抢人才。德国近年就出台了向从非欧盟国家引进的信息人才发放 “绿卡” 的新规定。

⑤科技发展开始对社会形态、价值观念造成实质性冲击。信息技术发展造成的 “数字鸿沟”，基因

技术发展可能导致的 “基因歧视”，互联网上信息的真假难辨等，使得科技伦理问题已不容回避，社会

的认知和理解水平明显滞后于科技本身的发展水平。

２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发展的动力源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提升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次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表现在：企业是创新选题的主体，是创新决策的主体，是研究开发的

主体，是创新融资的主体，是承担创新风险的主体，也是创新收益的主体。在众多的技术创新的组成部

门中，企业始终处在市场竞争的最前沿，因此最能主动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新特征，最清楚应

该掌握什么样的技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发展轨道。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主

体，能否盈利取决于它是否满足客户的需要、是否适应市场的变化，因此要时刻把握技术创新的时机。

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情况下，

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扶持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通过制定国家技术创新法，保障技术创新的实施，通过立法形式，明确技术创新活动的范围，



切实支持技术创新活动。

（２） 国家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直接投资，国家投资的重点应在公共部门和国防部门的技术创新活

动、国家实验设备、城市交通建设、国家信息与互联网的建设等方面，重点引进基础性或关键性技术，

支持战略高技术产业。

（３） 制定一系列鼓励创新的具体政策，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持、政府采购、税收政策、激励制度等

政策工具来鼓励创新。

（４） 协调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即促进各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促进

产学研合作，促进新技术扩散，促进人才流动等，通过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推动技术创新。

（５） 培育有益于创新的环境，创新环境包括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知识产权的管理和维护、创新中

介机构的建立、创业环境的培育等。

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中介体系、政府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科技创新活

动，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

３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升级的动力

（１） 科技创新影响产业结构的演变。现代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已经充分证明：依靠资本、劳动

力等资源投入所获得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已降到次要地位，而由科技创新导致的科技进步上升到了主

要地位。在人类历史上，科技的多次突破和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直接导致了产业发展，决定了第一、第

二、第三次产业的成长与演进，决定了社会产业体系的规模增长和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产业形态从劳

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然后转变为智力 （知识） 密集型。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一方面，社会分工进

一步深化，出现新的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原有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分解，某些产业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

和社会需求的扩大而分离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

（２） 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起了决定作用。

①率先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引擎作用。率先创新使新的科技成果首次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引擎” 作

用的力度取决于４种因素；一是以研究与开发成果 （即Ｒ＆Ｄ） 为基础的比重；二是创新的质量，或者

说实质性创新的比重；三是个案创新产生的直接增产效应；四是创新诱导和强制创新集群生成的能力。

当前的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Ｒ＆Ｄ进展，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因为

Ｒ＆Ｄ进展具有连续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持续的支持。以Ｒ＆Ｄ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对于产业发展能够

发挥持久的引擎作用。

②模仿创新的扩张效应。适度的模仿扩张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三重作用：一是通过产业 （或

经济系统） 内部的经济技术联系链条的作用和模仿创新投资效益的再增值，使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幅度

远远大于模仿活动产生的效应，即乘数效应；二是在现实中不会只是简单的模仿，由于模仿竞争的作

用，后进的产业部门或企业会不断提高模仿创新中的创新含量，当这种模仿基础上的创新程度达到某个

阈值时，又会产生新的率先创新，即所谓增值效应；三是会经历由简单模仿到模仿创新、再由模仿创新

到率先创新的过程，并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优化模仿创新的产品结构，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即所谓优化

效应。

③创新继起的持续效应。模仿创新的扩张一旦饱和，其对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增值效应

及优化效应就会衰减甚至消失，这就需要新的率先创新出现，为产业持续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

引擎。所以，新的创新继起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创新的替代通常是集群式的。这种创新集

群现象有三类：技术关联型创新集群、产业关联型创新集群和竞争关联型创新集群。

④结构优化的集成效应。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过程。技术创

新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变化的互动机制来实现的：一是产业

结构的某些特征诱发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中部门和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整个产业走上越来越依靠技术

创新的发展道路，这不仅导致产业内部创新活动的活跃，而且会诱发关联产业的创新；二是技术创新促

使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创新会通过改变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参数，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以新产业

产生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形成新的主导产业群并围绕其在新的技术结构基础

上形成新的产业关联结构；三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集成效应，进一步提高创新效益并诱发新一轮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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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从而实现对产业发展的推动，表现在能够提高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效率，发挥创新机制的优势，有

效地吸纳来自产业内外的创新成果。

二、科技创新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前首席经济学家Ｓ·奥斯特雷。他认为，经济

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跨国商品及服务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

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一）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１标志着最先进的生产方式

从全球看，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

巨大生产力，从而由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企业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

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可以开发出最先进的产品，使用最经济的成本，得到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

大的竞争力。从个人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获得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可以最大限度地

开发自己的潜力，人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达到充分的自我实现。从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

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最廉价的，同时还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

２实现了全球化的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为了生存和发展，西方的大企业开

始在全球范围内安排其生产布局，利用在海外设立分公司、办合资企业、借助授权协议和战略联盟等，

来获取别国的合法身份，以追求成本优势和市场机会。

３表现为无疆界的市场

在各国政府、企业以及多边、双边国际组织的推动和参与下，界限分明的各国市场日益融合成统一

的全球市场，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大幅度削减，人为的制度性及政策性障碍日益减少。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到８０年代末的４０年中，世界贸易年均增长６％以上，超出世界产出增长速度５０％，货物出口总额

增长了１１倍。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间，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６１％，而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

５４％。据估计，２０１０年将达到１６６０００亿美元。与此同时，贸易结构不断提升，制成品贸易超过初级

产品成为贸易的主导形式，服务贸易及各种无形产品贸易迅速增加，有望成为国际贸易的核心。

４出现了资本市场的全球融合

目前，资本的跨国流动已与国际贸易并驾齐驱，但资本流动的扩张势头之猛、之强烈，全球资本市

场融合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已使资本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杠杆。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

信息技术革命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则使资本流动日益跨越国界、突破地理和政策障碍而呈全球化之势。

５开始了全球化的生活

在全球化大潮下，虽然差别依然存在，但诸多差别已日渐模糊，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的国际传导，

全球的消费、生活呈趋同之势，都是经济活动全球化扩张的一个重要结果。

（二）科技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性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

断加快，其中科技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科技创新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进

步的重要动力，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近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形

成全球化的趋势。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网络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在更深

层次上推动了世界经济向全球化方向迈进。所谓科技全球化，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３个方面：

（１） 研究开发资源的全球配置，即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研究开发资源，以求得研究

开发产出的最大化。

（２） 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各国均须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和标准下，按照共同的国际规则进行科

技成果的交易并为科技成果的持有者提供知识产权保护。

８５１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３） 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即在一定的规则和条件下，科技研究成果的应用是全球性的，科学

技术知识的溢出和扩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１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成果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不断增

加，这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科学技术基础

设施比较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充

分发挥后发性优势，进一步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最终完成经济技术的赶超。如中国的

航天和生物工程技术、印度的软件、韩国的微电子技术等。

２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经济主体总是在特定的社会范围内展开活动的，资源配置所能达到的效率只能以该社会的边界

为上限，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无论其经济运行效率有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

在特定时期内，某些资源总会受制于国内的其他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和其他有形的或无形的物质资源）

和市场容量而不能发挥最大功效，其配置效率最多只能在国界约束下实现最优，即只能达到次优状态。

经济全球化将经济活动的社会边界从国界推向全球，使一国的生产活动摆脱本国资源和市场的束缚，在

全球范围内以最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样，资源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

实现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是一场革命，它使企业能够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

劳动力，在它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经济全球化同样也意味着

人们能够享用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新颖而又便宜的商品和服务。

３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

研究和实践均表明，企业只有达到一个较大的规模后，才能大规模地进行研究与开发，才能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但若在一国范围内，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往往受制于市场和资源的约束，难以扩大规模，

而全球化的竞争直接推动了企业规模的增大和效率的提高，因此，经济全球化使企业可以面对更大的市

场和更丰富的资源供给，使企业具备规模扩张的条件，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

４使国际资本向全球扩张

（１） 生产资本的全球扩张，即生产全球化。外国直接投资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贸易和环境保护

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运作，为东道国带去一揽子有形的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

经济增长，通过前、后联系，通过示范学习和其他各种机制，刺激东道国企业的增长潜力。

（２） 货币的全球扩张，货币资本全球化通过打破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壁垒，将储蓄与投资之间

的分工关系从国内扩展到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储蓄 投资分工体系，从而在世界范围

内真正实现分工的社会性，该体系的扩展和深化提高了整个社会资金的运用效率。

５国民经济相对弱化但国家主权并未过时

经济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即意味着 “国民经济” 相对弱化，国家经济主权与全球化的规则将发

生冲突，国家经济主权将产生转移，使国家独立选择经济政策的余地和空间越来越小。对于发展中国家

来说，干预、管理和调控这些国家的基本职能的弱化，已使国家主权接近 “最后一道防线”。

四、中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与对策

过去２０多年中，中国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在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趋利避害，避开了几次金融危

机的直接袭击，这既得益于国内制度改革的及时跟进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融

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尚不深，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刚刚起步，全球化冲击还没有完成积累的过程。

但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冲击最终将无法回避，为此，必须面对问题，研究对策。

（一）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１产业结构尚不能全面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当今的国际经济竞争是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竞争力最终体现为主导产业的竞争力。具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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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就是不仅要适应现代科技革命和科技产业化大潮建立起高层次的主导产业，还要具备成熟的基础产

业和发达的现代加工业，这样整个国家才能具有长期的竞争潜力。这种潜力在不同时期会通过不同的主

导产业体现为现实的国家竞争力，若只注重培养一时的主导产业，就会导致畸形的产业结构。一旦世界

经济和科技水平发展到另一层次，一国主导产业将落后于世界水平而不能再承担起其原有的职责，在国

际分工中就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工业化的重点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制

造业，主要是轻工业，并以这种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策略基本是成功

的，它较为充分地发挥了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低成本国家加入到一般加工工业的

行列中来，一般制成品出现全球性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前景极其严峻，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使我

国的出口呈下降趋势，国际分工地位日益不利。

２利用外资方面难以很好地趋利避害

由于经验和宏观管理能力的不足，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缺乏有效的评价和监管机制，未能达到应有

的效果。如在 “市场换技术” 的过程中，由于技术转让过程及技术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又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机制和手段，结果造成我国出让的市场份额过大，而真正得到的先进技术却

很少。再如，外资的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由于相当一部分外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战略定位是占领我国的

国内消费品市场，加上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国内融资渠道以及其他软硬件设施不足，无法与外资在高层

次上实行有偿结合，致使我国在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行业上所吸引的直接投资相当有限，而大部分

外国投资以一般制造业为主，外资应有的效应和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３现有的金融体系不足以应付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我国的金融体系，银行占主导地位，其中国有银行又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中行、工行、农行、建

行四大银行虽名为国有商业银行，实质上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相去甚远，它们的行为尚未完全

规范，风险意识还相对薄弱，内部控制机制也不健全。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力日益依赖于金融创新能力的

今天，我国银行在这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基本上是空白，更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

业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的垄断地位，一方面造成银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对称和畸

形发展。

４国家从总体上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有待提高

经过近３０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已初具规模，对世界经济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规范经济全

球化并分配全球化利益而产生的国际规则，是各国相互协调或相互博弈的结果，规则的产生过程基本是

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我国仍处在边缘地带，甚至被排斥在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参加一场由对手制

定规则的游戏。这种不公平、不对等的规则使我国在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对策

１加强科技创新，调整经济结构

农业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其重要性不能忽视，必须切实强化对农业的支持，加大技术及资金

投入，为农村制度创新和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工业方面，要通过信息技术的嫁接，进

行技术改造，提高其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世界经济已经开始从工业社会步入信息社会，信息产业越来越

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和竞争优势所在。

改善、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必须从整体上充分发挥各产业间的相互牵引和推动作用。形成各

层次产业良性互动发展的局面，基础产业和设备工业的发展可以为服务业、信息业等高技术产业提供必

要的技术和设备，信息产业通过对基础产业和设备工业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改造，极大地提高其生产效

率，各产业间还可以相互提供市场，相互牵引，实现共同发展。

２改革银行业，完善金融体系

国有商业银行要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严格分离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切实提高商业银

行作为一个独立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改变按行政区划设置分行和决定经营权力的做法，赋予银行与其

资金实力相适应的经营权力，充分发挥资金应有的效益，让银行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要加强银行内部

监管，严格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实行五级贷款分类法，提高资产质量，优化信贷结构，提高

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容量的不断扩大，应适时地加快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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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发展，使其业务突破一级市场的限制，从而作为机构投资者介入二级市场，顺应国际资本市场上

投资银行的竞争态势，我国的投资银行应从根本上更新其知识结构，从规模效应、范围效应以及技术创

新、服务创新等要求出发，推动必要的兼并、收购，增强资金实力和业务实力。加强内控和外控系统，

同时引入国际通行规则，并将其渗透到投资银行的内部管理和外部监控中。

３提高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协调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席卷之下，国内市场受冲击是必然结果，关税以及许多传统的非关税壁垒都已

受到严格的限制，我国政府应学会利用国内立法、行业规则、产业政策作为保护国内市场的手段，政府

也可以利用国有经济在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及其他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以财政、信贷、税收等政策手

段给予支持，降低其产品成本，提高其竞争力，或通过国企为其他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机器设备、技术及

其他产品、服务，增强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削弱传统政策手段的情况下，政府要学会创造

和利用新的政策手段。

五、科技创新与知识经济

１９６２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在 《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 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 “知

识产业” 的概念。概念的外延包括：教育、研究开发、传播业、信息设备、信息服务。

１９７３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一书中，使用了 “后工业社

会” 一词，他对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作了概括。①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②职业

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③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

源泉；④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⑤决策选择：创造新的 “智能技术”。

１９８０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出版代表作 《第三次浪潮》，他明确地提出，人类已经历了农业

化浪潮、工业化浪潮，第三次浪潮 信息化浪潮也即将到来。他科学地预测了信息革命将给人类社会

带来一场新的巨变。

１９８２年，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发表 《大趋势》 一书，他概括了信息社会的４个特征：①起决定

性作用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信息知识；②价值的增长不再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③人们注意

和关心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将来；④信息社会是诉讼密集的社会。

１９９７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公开演讲中采用 “知识经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的说法，他说：

新经济是知识经济。我们迈向２ｌ世纪的知识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战略，而实现教育领先将比以往

任何时候更为重要。

按ＯＥＣＤ的定义，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传播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

识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高技术为支柱产业的经济，所以，知识经济也被称为信息经济。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可分为事实知识 （ＫｎｏｗＷｈａｔ）、原理知识

（ＫｎｏｗＷｈｙ）、技能知识 （ＫｎｏｗＨｏｗ） 和人力知识 （ＫｎｏｗＷｈｏ） 四大类。

知识有以下４个传统的重要特征：①知识具有使用的不可消耗性；②知识具有共享性；③知识具有

可传播性；④掌握知识需要通过学习。

知识的生产、积累与应用出现了一些新特点：①知识的数据化与编码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改

变了人类用以记录和传播知识的符号，知识的一大部分可以通过数据编撰使其成为信息，并大大降低了

知识传播的成本，使知识的效用极大地提高。②知识的网络化。当前，知识、信息愈来愈多地依靠各种

网络来传播，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兴起的迅速发展的因特网，对信息、知识的传播、交流和应用，起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网络化改变了人们学习、接受和创造知识的方式。③知识的软件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知识通过软件来发挥其自身的作用；而软件本身的发展，主要靠智能，它是知识的产物，也是知识

的集中体现。

（一）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当今世界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

的经济。它有以下基本特征：

（１） 知识成为所有创造财富要素中的最基本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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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技术产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主体。高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和核心，但不能

说知识经济只是高技术产业，知识经济还包括依托高技术形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即信息咨询业、金

融保险业。

（３） 学习成为人们的终身需求。教育将成为支柱产业，大众媒体、公共教育将受到重视。

（４） 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知识经济时代通过科技创新，合理、高效地使用现有自

然资源并开发新的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智力、技术等无形资产在投入中起决定作用，无形资产

在资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

（二）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和我们的对策

１知识经济的兴起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１） 知识经济的兴起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知识经济的兴起，促进了新知识的大量使用，加速了

新知识的应用过程，带来了世界产业结构的极大变化，使主导产业从农业经济时代以种植业为中心的农

业产业和工业经济时代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产业转变为以知识的生产、传播、使用为中心的知识产

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几乎触及工业和服务业的所有部门，成为当今发达国家

经济繁荣的关键。为适应知识经济的兴起，发达国家还对现有的工业结构进行调整，以调控产业结构为

契机，加快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提高科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２） 知识经济的兴起加快了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现代经济发展和竞争已由资本、劳力的投入转

向技术、知识和创新。科技产业化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其资源配置开始向人员素质、科技投入、软件设

计等转移，科技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国家的繁荣，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到

来，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倾斜政策，通过科技创新等措施，将科技成果迅速商品化、产业化，特

别是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成果进行转化、扩散和转移，形成大规模的产业，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和产

业升级。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已作为一种比较优势和质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结构优化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说明，知识经济的兴起，加快了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科技经

济一体化，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技术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

（３） 知识经济的兴起促进了各国科技战略的调整。为适应知识经济大潮，各国都适时调整了科技发

展战略。美国提出了 “国家信息基础结构”（信息高速公路） 计划；日本则决定告别 “科技模仿立国”，

推进 “科技创新立国”；欧盟制定了欧洲科技合作计划，集中力量开发信息、能源、生物工程、航天等

高技术，以期占领科技 “制高点”。

（４） 知识经济的兴起加剧了人才的竞争。许多国家已把培养知识经济所需要的人才作为重要任务，

一是增加教育投资；二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终身教育、全民教育的新纲领；三是大力培养信息技术

人才；四是大力提倡素质教育。

２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１） 认清形势，制定可操作的政策措施。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是创造知

识、运用知识方面的差距，如果这种差距继续拉大，就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制定具有可操作

性的政策措施，在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同时，发展知识经济。

（２） 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建立科技创新动力机制，强化企业科技进步

的主体意识；扶持企业技术开发，提高科技进步主体的竞争能力；深化科研机构改革，促进科技经济一

体化发展；优化科技发展环境，改进技术引进方式，有效地利用外援，促进科技进步。

（３） 优先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

（４）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机制，积极推动存量资产的重组。通过重组，以优势企业的先进

技术和名牌产品为依托，使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和产业流动，培育和发展一批跨地区、跨行

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公司、大集团，实现产业的优化配置，提高现有资本利用率和整体升级，

加快高技术产业结构的调整。

⑤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将信息化与工业化紧密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这既是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也是我们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一条捷径。

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我国经济长久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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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技创新与文化教育

（一）科技创新与社会基础

科技创新所需的社会基础，除了物质条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人力资源。从根本上说，科技创

新依赖于人的素质及创新思维能力的提高。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教育状况的研究表明，东南亚发展迅

速的国家，由于普及了初等和中等教育而带来的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是其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

而发达国家在开发人才人力资源方面的经验主要有：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有较大的投入；职业技术教育

形成体系；教育培训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结合；提倡并实施终身教育；鼓励人员流动及其携带的知识

流动。开发人才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人的素质。现代社会对个人素质的基本要求如下：

（１） 具有综合研究、判断推理能力，高度的创造意识和创新能力。

（２） 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集通才与专才于一身，其中包括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协调与组织

能力等。

（３）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４）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其中包括：乐观进取、坚韧执著、勇于竞争、不怕挫折、鉴赏他人创造

性等。

（５） 具有务实进取的价值观念，其中包括：开拓创新、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甘于奉献等。

（二）科技创新与文化发展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

社会的精神文化，是社会的思想、道德、科技、教育、艺术、文学、宗教、哲学、传统习俗等及其制度

的复合体。中华民族以历史上所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和

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１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代文化必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趋势主要

如下：

（１） 文化主体将从工业文化趋向以网络文化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文化。

（２） 文化地域将从区域文化变为全球文化。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大众传播系统将世界各地连成

一片，“地球村” 已成为现实。发达的交通与贸易，使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都超越民

族、地域和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活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已成为普遍性的事实，全球意识正

在成为人们的普遍意识，它必将创造出全新的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３） 文化时空从间断文化走向同步文化。

（４） 文化变迁从稳态文化变为动态文化。

（５） 文化传播从单向传播转向多向传播。在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中，文化传播的模式主要是纵向传

播，即由老年人、成年人向青少年传播，由高势文化单位向低势文化单位传播，是一种单向传播。在信

息社会中，除了老年人与成年人向青少年传播文化以外，青少年也向老年人与成年人传播文化；除了高

势文化向低势文化传播文化以外，逆向传播文化将同时发生。发展中国家在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

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先进国家亦要向文明古国学习其传统文化。

２网络文化的特点

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与信息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它具有自己的新特点：

（１） 发展的迅猛性。网络文化正在快速地扩展自己的空间。它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萌芽，至今

已影响到全球５％以上的人口、发达国家３０％以上的人口，以至不久的将来遍及全球的每个角落，每个

人都将受到冲击和影响。

（２） 交流的广泛性。

（３） 媒介的多样性。

（４） 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及其文化将通过网络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影响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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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推进全球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发达国家也正是通过网络，将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全球的

每个国家和民族。

（５） 文化的产业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产业性与日俱增，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的发展，

不仅使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计算机游戏、远程教育等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而且使广播电视、新闻出

版、广告策划、信息咨询、旅游娱乐等原有的文化产业有了新的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

例不足２０％，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例在８０％以上，科研开发人才和科研经费投入所占比例在

９０％以上，信息网络资源所占的比例亦在９０％以上，发达国家控制了传播于世界各地的９０％以上的新

闻。美国控制了世界７５％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中，美国的节目多达６０％
～７０％，而美国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１％～２％。美国电影生产总量占世界电影总量的６％
～７％，却占据了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１／２以上。国际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估计不足１％，而英文信息

中绝大部分受西方控制。

（三）科技创新与国民教育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的

竞争、知识拥有量的竞争、创新精神的竞争，而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养，必须依靠教育。教育在综合国

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

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质的需

要。因此，必须深化教育改革。

（１）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２） 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重点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减

缓升学压力。

（３） 构建新的教育体制。它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并实现不同类型

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从而为学校毕业生提供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４） 改革教育宏观管理体制。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大各级政府发展和管理本地区教育的权力以及

统筹力度，促进教育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５） 改革办学体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

（６） 加快改革招生考试和评价制度。要改变 “一次考试定终身” 的状况，促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

的转变。

（７） 加强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要大力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

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

度。

（８） 努力改变教育与经济、科技相脱节的状况，促进教育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

（９）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优化结构，建设一支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各类结构较为

合理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１０） 加强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努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拓宽教育投资渠道，扩大社会办学规模，

切实加大教育投入，并逐步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４％的目标。

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

育；应当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

科技创新呼唤着终身教育是强调教育应当贯穿于人生的各个阶段，而不是局限于青少年时期；教育

也不仅限于学校，而是要扩及家庭和社会各个方面，把它们的教育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并使之与学校

教育紧密结合，形成遍及全社会的教育网络。终身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学校教育。②社会训练教

育。③家庭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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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

目前公认的高技术领域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或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

信息技术等。一方面是高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则是高技术迅速形成产业。技术含量高的产业

得以快速增长，而传统产业则趋向相对萎缩。人类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以及蓬勃兴起的高

新技术，最终都应该转化成商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种转化就是高技术的产业化。

为了促进高技术的产业化，世界上普遍采用建立科技中心的办法。目前世界上存在着４种科技中

心：①工业区：它是许多规模不大的研究和生产机构进行共同开发和生产的地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典

范是美国的硅谷，美国的许多高技术产品皆发端于此。②科学城：它是围绕着新建或新迁移的研究中心

建造的有条不紊的社区。例如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关西科学城。③技术园区：区内实行各种鼓励措施，

如减税、低地租以及利用公共资金建立基础设施等，从而吸引着著名的大公司以及有发展前途的较小公

司云集于此。这些技术园区通过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以及连带推动当地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当

地经济的繁荣。④日本的科学中心计划：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新型生产中心系统，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

发展，更新竞争力差的落后工业设备，进而迎接２１世纪新市场的到来。

发达国家建立的科技中心是自立型的，因为它们自己拥有雄厚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中国家由于

缺乏上述条件，往往采取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办法进行研究与开发，所以它们大多建立引进型

的科技中心。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以及自身产业结构调整与

升级的需要，加速兴建科学工业园区。如中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韩国的大德科学城，新加坡的

肯特岗科技公园，印度的班加罗尔科学城，等等。这些科技园区成了发展中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先驱地

带，对加快这些国家传统产业技术的升级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起了先导与催化的作用。

为了使科技中心真正起到上述作用，一般都需要采取以下措施：①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吸引科技

人才；②多渠道筹集研究与开发资金，这类资金一般由政府投资和风险资本两部分组成；③建立高新技

术企业群；④制订奖励研究与开发的优惠政策；⑤提供便捷的交通与良好的信息网络系统。

六大高技术领域形成了生物工程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光电子信息产业、智能机械产业、软件产

业、超导体产业、太阳能产业、空间产业和海洋产业。

图２ ４ 高新技术产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引自：王缉慈 《创新的空间》）

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根据图２ ４，通过对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的分析，可以评价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区内 （或区外） 产业联系 （包括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 诱使产生新的制造业活动，发展本地化经

济；通过区内 （或区外） 的零售和消费服务业增加而促使本地经济增长；通过区内 （或区外） 税收的增

加，发展城市化经济。

国外一些关于高技术综合体初期发展的研究说明，与生产活动相比，研究与开发活动在本地诱发新

的制造业活动的潜力可能小一些；当高技术商品化，生产标准化产品时，其生产的本地联系一般也不

大。这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来解释。从投入来看，其原料也是标准化的，而且物料投入比例较低，

并可以由非本地的企业 （服务于全国的或世界的企业） 来供给，因此与本地企业的前向联系甚少。从产

出来看，产品的附加价值高，运输成本低，可进入非本地市场，其客户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而

且，多数研究与开发机构都是跨地区垂直一体化的公司的分支机构，对本地产品的需求潜力是有限的，

因此与本地企业的后向联系也往往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增长极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所发生的经济增

长主要不在区内，而是在区外。

本地区就业人口增加，引起总人口和工资的增加，以致地方消费需求增加，使得本地的第三产业获

得较快的发展。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和制造业活动增加的状况，因为这些活动的

增加会增加就业机会。在就业人口相当的情况下，高新技术开发区所造成的地方消费需求的增长效果比

一般工业开发区的增长效果要大一些，这是因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活动者的工资比从事一般制造业活动

者的工资高。但是，国际研究表明，真正的高技术活动在本地所产生的就业增长仍然是有限的，与所发

生的产业联系一致，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主要发生在外地。

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会引起本地税收的增加，从而发展城市化经济，即建立城市的各类基础设

施；进一步吸引企业和研究与开发活动。但与一般的工业开发区相比，由于大量使用税收优惠政策，其

税收对国家和本地政府金库的贡献是有限的。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科学园的真正目的是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促使新企业不断地繁衍和集聚，

区内的供应商、制造商和客商日益频繁地相互作用，减少交易费用，产生协同效应（Ｓｙ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ｅｃｔ），

从而促进整个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转换。然而，这种高度发达的高技术综合体的形成是有条件

的。在缺乏风险资本、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地方，由于本地支持新企业启动的条件不足，企业家成功的

历史很短。因此在高技术开发区的初期阶段，吸引大型成功公司的分厂，以保证基本设施建设是很好的

途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加强对本地企业家和创新企业的培育，因此，新企业的衍生是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根据新产业区的理论，评价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另外三个指标应

是：新企业的衍生与跨省市分支机构的发展；区内外企业和相关机构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效应；企业家的

成长和产业文化的变迁；因此可以从９个方面分析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１） 区内和区外的产业联系；

（２） 区内就业人口、工资和服务业的增加；

（３） 本地税收的增加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加；

（４） 新企业的衍生和集聚；

（５） 跨省市分支机构的发展；

（６） 区内外企业家的成长；

（７） 区内外企业和相关机构的互动；

（８） 区内外产业文化的变迁；

（９） 区内外产业结构的升级。

由此可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由内外作用力以及上下作用力共同完成的，并

同时包含自上而下 （以及自外而内） 和自下而上 （以及自内而外） 的两个过程；所谓内力，指区内企业

作为行为主体的创新力，它与本地创新环境密切相关；所谓外力，指外来企业的牵动力，它有赖于本地

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的完善程度。自上而下，指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建立基础设施和提供优惠政策；自

下而上，指企业依靠本身实力和产业集聚的力量推动区域发展。

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初期，外力以及自上而下的作用力占优势。随着发展的深入，内力以及自

下而上的作用力逐渐增强，当内力足够强大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目标得以实现。然而，对于发展中国

６６１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家来说，高新技术开发区最终目标的实现过程必然是十分漫长的。

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反映在对区内和区外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等方

面。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又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当本地区形成真正的产业文化，即全社会具有创新的共

识时，才能促进科技、教育的快速进步，以及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区域经济结构成功地升级。从本地区的

产业联系来看，只有当孤立的企业形成有机的集聚，企业间产生物质的、信息的和社会的各种 “流”，

进而汇成 “网络” 时，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目标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不仅促使区外的经济、社会发

展，而且促进本地发展，并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成为不断创新的源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可能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常规技术阶段和高技术阶段。前者又称增长极

阶段，后者又称新产业区阶段，如表２ １０所示。

表２ １０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能的发展阶段分析

按技术特点划分的阶段 常规技术阶段 高技术阶段

发展驱动力 外力为主 内力为主

区内的主要活动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政策，吸引著

名的跨国高技术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等

高技术的新企业衍生，区域内存在创新

的共识，创新性产业文化形成

技术特点
学习先进技术，积累管理经验，发展动

力

自主创新，在高技术基础上形成国家竞

争力

产品特点 标准化产品为主 根据市场变化定制产品

产品联系

远距离寻找低成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

素，远距离寻找技术源泉，本地产业联系

微弱

本地相关企业间，以及产、学、研之间

大量相互作用，交往频繁，产生协同效应

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主要反映在数量上的经济增长：增加就

业和税收，发展基础设施，扩大第三产业，

形成城市面貌；同时逐步提高科教文化水

平和人的素质

技术、经济、社会全面地持续发展，本

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家不断涌现

对区域发展影响的类型 增长极 新产业区

在以外力为主的时期，区内的主要活动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吸引外资，并做外国企业的代理销售商

等，由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成熟企业不可能转移其关键技术，本地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只能是处于

常规水平，因此企业在市场夹缝中生存，同时通过和外资企业的联系，学习先进技术，积累管理经验，

发展内力。这个阶段可以成为常规技术阶段。由于常规技术的产品是标准化的，其产业联系主要在区

外，所发生的经济效益 （就业增加、服务业增加、税收增加） 也主要在外地，因此又称增长极阶段。此

时区内的联系较弱，同行业竞争激烈。当由于中介机构等的作用，区内企业间的联系得到发展，创新环

境达到一定水平时，本地企业具有通过协同作用而交叉繁殖高技术产品的能力，高新技术开发区就达到

了高技术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新企业不断衍生，区内企业相互频繁接触和作用，区域中呈现既竞争又

合作的动态均衡局面，形成具有创新共识的产业文化，因此又称为新产业区阶段，高新技术开发区达到

该阶段之后，才能真正对本地经济结构的转换发生根本的影响。到达高技术阶段之后，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作用的场所。只有当高技术的社会、政治、经济各因素结合在一起，只

有当政府的约束与自主经营、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相互作用达到平衡以后，高技术区才能进入一个社会

各要素高度融合的社会。

二、高新区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制约因素

根据国外对科学园的经验研究，制约其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有：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科学

园内部的组织管理；科学园与地方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联系；科学园企业与区域内原有企业的外部

联系；企业的发展战略等。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对附近区域影响程度的大小还受制于高新技术企业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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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差异等。

一般来说，在工业经济基础比较好、产业部门复杂多样的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通过前向联系和后

向联系可以引起更多企业的新建和扩建。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以吸引外来的跨国公司分厂为主，还是孵化

本地中小企业为主，对本地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下，公司的衍生活动多，通过前向联系

和后向联系诱发新的生产活动的可能性更大，然而跨国公司的分厂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范围往往是全国性

的或者是世界性的。另外，高新技术开发区为大型跨国公司所准备的土地和基础设施由于规格高、价格

贵，往往限制本地的衍生企业的发展空间，致使它们转移到外地。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如果未能为企业提

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即学术交流场所和各类交流活动的规划，则区内行为主体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企

业间相互作用少，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育程度低，对本地区的影响必然是微弱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

业只有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密切联系，才能诱发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并使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变成商

品，以促进区域发展。当企业与科教机构的联系微弱时，不可能推动区域的发展。此外，区域内技术的

转移程度如何，取决于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的技术与本地原有企业的技术要求之间的匹配程度，为此，

高新技术开发区需要发展本地需求的技术产品。从广州情况看，很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新企业与区域内

原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联系难以形成，其原因与国有企业负担重而缺乏创新的需求有关。

高新技术企业的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企业是区域的行为

主体，区域是企业活动的载体。一般来说，由于其产品轻、薄、短、小，高新技术产业是自由布局型

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企业总是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寻找适宜的 （廉价的、较优的） 生产要素

和市场。对于标准化产品的厂商来说，在产品成熟之后，就需要采用较低价的劳动力，并寻找较低价的

土地和厂房，这往往是与国家首位城市的智力密集区所具备的条件相背，因为那里可能既缺乏廉价的劳

动力，又缺乏闲置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到外地去发展，这可以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解

释。对于定制的产品来说，其产品生命周期短、技术变化迅速，研究与开发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公司之

间、生产商与客商之间面对面频繁地交往，企业之间的联系距离较短，即企业在本地建立的联系较多，

对本地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会比较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它自身的发育。在自身发育不完善的

时期，对周围区域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自身发育程度的主要标志，是区内企业的繁衍

及其相互的产业联系。当达到交易密集、协同作用强的高度发达阶段 （即前面所说的高技术阶段或新产

业区阶段），不仅高新技术开发区本身获得经济增长，该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将发生变化。

目前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本上处于常规技术阶段，以增长极功能为主，宜把吸引知名的跨国

高技术公司作为重要战略，注意本区内企业创新环境的营造和企业家的培育。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以后，

才能达到以孵化功能为主的高技术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区内的创新行为主体频繁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

应，交叉学科和融合领域的产业得到发展。

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成功实例 硅谷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圣弗朗西斯科 （旧金山） 以南的半岛上，是长７０公里、宽１５公里

的条状地带。它原是盛产水果的农业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半导体工业制造基地，

特别是８０年代后期个人电脑工业在本区占支配地位，随着新一轮创新公司衍生活动的发展，硅谷迅速

成为世界知识经济的中心。

硅谷共有上万家技术企业，其中３０００多家是电子工业公司，电子和计算机两个部门在高技术制造

业中占大约２／３，创造了大约１２００００个就业岗位，硅谷电子产品销售额每年超过４０００亿美元，占全

美总销售额的４０％左右。还有大约６００００多个工作岗位集中在导弹、空间、通信设备和仪器等三个国

防产业。根据格雷１９９９年的区位商分析，在硅谷的导弹和空间产业的活动比电子产业方面的多，因此，

硅谷还是美国首位的国防电子和航空技术的区域。几十年来，联邦政府每年实实在在地投入５０亿美元

给硅谷进行军事研究。随着电子学、制导系统、计算学和软件在各单项武器平台中的费用的增加，相信

硅谷从其他地方收到的军事合同还要大些。

９０年代以前号称美国经济三大柱石的华尔街的金融业、底特律的汽车业、好莱坞的娱乐业，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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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市值依次为４０００亿美元、１０００亿美元与５００亿美元，当硅谷的企业市值１９９７年超过４５００亿美元

时，它已跃为美国经济即知识经济新的发动机。现在，平均每５天有一家硅谷公司挂牌上市，每２４小

时增加６２个新的百万富翁，创造５万多个新的就业机会，而上市资本的增加是全国平均数的５倍。

无论是发展初期，还是经历了７０年代的迅速崛起、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腾飞，硅谷都始终保持

着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最终在全球的竞争中获得优势。

１硅谷发展成功的本地因素

萨克森妮１９９４年对硅谷的研究报告 《地区优势》（Ｓａｘｅｎｉａｎ，１９９４），探讨了硅谷的一些成功因素。

（１） 硅谷内的创业精神比较独特，区内几乎每个人都具有勇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独特思维方式。不

管是新入区的创业者，还是区域内的老居民，似乎都在 “赌博”。每个人都努力创办新公司，都想成为

亿万富翁，否则就被视为异类。另外，冒险的创业精神还体现在区域内劳动力在区内公司间频繁的流动

性，无论是公司内部的高级工程师、还是一般技术人员，呆在一个公司的时间平均是两年，一旦一个人

呆在某一个公司的时间超过３年，就会被看作保守者或者是无能。区域内的这种独特思维方式和创业文

化，提供了无休止衍生公司的土壤，从而也提高了硅谷创新的持久力。

（２） 由于市场的竞争激烈，并非每一家企业的诞生就意味着成功。硅谷的创业者在失败时，丝毫没

有羞辱感，而区内的人们在对待失败时，大都十分冷静，决不会冷嘲热讽，而是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支

持。

（３） 硅谷内更难以模仿的是，区域内各行为主体之间令人吃惊的合作文化和精神。由于区内的人们

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竞争力的获得靠的是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所以，硅谷发展的真理

是：竞争要求持续创新，从而要求公司间的合作。而且，区域内的合作文化渗透在区域内的各个角落，

既包括老企业给予新企业鼓励、建议甚至金融支持，也包括各公司工程师之间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以

及公司内部各层次人员间所保持着的非正式但却较经常的联系与合作。技术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使得

企业之间的面对面协作更为便捷。在硅谷，最新的生物科技领域有６００家公司集中在直径５０英里的范

围内，每天他们互相打电话或一起吃饭，就可获得许多世界同行业的最新消息，如新的趋势、好的想法

等。然而，合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与人之间交流合作的平等性、非正式性的特征更是至关重要。这种

水平的、非等级化的合作更容易加强人们之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超出想象，

假如某企业的原料供应短缺时，同行企业可随时提供，而不需要任何商业上的协议。日常生活、工作

中，人们除了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现代化通讯手段联系，似乎更重视通过非正式的会餐、集会甚至是

闲聊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即使像惠普 （ＨＰ） 这样的企业，在其发展壮大后，仍然保持着合作的文化

传统，其创始人经常通过非正式的午餐和热线与员工交流。

正是由于硅谷内特殊的合作文化氛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自发地进行合作，自我组织。这种商业文

化所具有的强烈融入性和在区域内的迅速扩散，确保了知识和理解在各种水平的公司之间和产业之间、

从最低水平的技术人员到高级工程师之间的通畅流动。区域内人与人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使信息在区

域内快速传递，从而为区域的发展适应当今世界迅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准备了条件。而这种利于创

新的区域文化，正是其他科技园区所缺乏的。

值得一提的是，区域文化并非静止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社会的相互作用进行重组。来到硅

谷的新居民 （开拓者） 自由地与当地的机构和组织合作，使人才、技术、资本在新的风险中迅速组合，

进而增强团体的凝聚力。

硅谷自发展的初期，就以晶体管、半导体制造业等技术行业为主导，７０年代末又转向电子信息、

电话、网络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高，因此尽管风险大、成功率

低，但效益回报也高。硅谷在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以后，由于其持续的创新能力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

来了大量技术企业的快速集聚。许多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如ＩＢＭ等，纷纷将资金、才智投入到硅谷，

或支持本地供应商活动，或将总部迁于此，或在此地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来此落

户，它们极大地扩展了硅谷的技术构造和技术基础。因为，外地技术企业的迁入，实际上也是大量技术

生产资源的进入，从而使硅谷的研究和生产的范围从激光技术和微波技术扩大到医疗器械、生物技术

等。同时，技术熟练劳动力的不断扩散，共享服务能力的增强，本地化的交流和合作更加密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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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创新环境。

硅谷区内的企业数量并非一成不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区内的公司接近３０００家，其中包括半导体、

电脑系统软件、电子通讯设备、医疗电子、军事和航天设备等。据统计，１９９７年，硅谷内有２０００家企

业破产，同时又有３５００家企业诞生。区域内的大多数公司是小企业，７０％的企业少于１０个人，８５％的

公司少于１００人，这些小公司多是从总公司或大学里分离出来的，具有很高的创造性，企业的员工与以

前的工程师、同事平等一致，共享信息技术、数据资料，从而紧跟新潮流，不断抓住一系列关键市场和

技术机会。所以，硅谷也不仅仅是惠普、网景、雅虎、英特尔公司等几十个这样成功的公司的诞生地，

更重要的是，它制造出了凭自己本领取得成功的成千上万个较小的公司，而这些小公司在诞生后，无论

是茁壮成长，还是走向破产、死亡，在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都相互影响，或结成联盟，或形成契约，

在共同的协作与竞争过程中，推动着硅谷不断增强区域竞争力和生产力。也正像英特尔的创始人诺克

（Ｎｏｙｃｅ） 所说：“企业的普遍存在性是确保区域生产系统稳定的最有效方法”。

目前，世界上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近１?４在这里工作，该地区也有６０００多名博士，占加州博士

总数的１?６。区域内有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等。世界一流大学 （研究机

构） 和人才的地域集中，对硅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可估量。硅谷发展初期，大部分公司是在斯坦福

工业园周围集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的，而在发展过程中，大学与企业密切合作，不仅为小企业提供重要

的技术成果、高科技人才，并且帮助其培养和培训人才，以应付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更重要的是，大

学、科研人员、风险投资家直接投资办企业，据统计，硅谷目前一半的销售收入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衍生

公司。另外，斯坦福大学不但对高度复杂的产业和创新活动感兴趣，更热衷于新技术企业的诞生和参与

本地产业合作的论坛，促进区域内小企业之间的合作。斯坦福大学还通过制定产业联盟计划，来促进个

别研究人员、院系之间以及大学与外部公司之间的合作，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大学在区域中发挥的作用。

素有 “硅谷教父” 之称的特曼教授最感兴趣的是斯坦福大学与本地产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正如他

所说的，“如果企业和企业家要使自己长远的明确目标实现，就必须与当地的大学合作”。与此不同的

是，波士顿１２８公路沿线的麻省理工学院 （ＭＩＴ） 则认为投资新建公司的风险性较大，因此，它倾向于

和政府、电子供应商及大公司建立密切关系，这也正是ＭＩＴ没有促进１２８公路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之

一。

风险投资是企业发展的金融发动机，硅谷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本地风险投资的发展。区域内

衍生新技术企业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强，关键是成功的风险投资为区域内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不同种类的金

融环境。据统计，美国现有的６００家风险资本公司，其中大约一半在硅谷，１９９７年，美国风险投资总

额的２９％集中在硅谷，风险资本家把大约５５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投入到硅谷的技术开发，占美国全部信

息技术投资的３７％。而区域内的斯坦福大学也积极参与风险投资，定期将一部分外界的捐款投入到风

险投资活动中去。

另外，本地还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风险投资家队伍。风险投资家不仅仅是区域

企业的关键资本资源，同时也处于区域内社会与业务网络中的核心位置。硅谷的风险投资家经常参与到

他们在公司的计划和策略上，提出意见、帮助寻找合作投资者、招聘关键管理者、在董事会中服务等。

而且，硅谷的公司一般有两三个投资者，地理上的集聚便于风险投资家可以经常会见并交流潜在的业务

信息和对新企业的合作。

硅谷的成功依赖于技术、人才、资金等大量生产要素的集聚，但决非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使

各生产要素有效地组合，以及在区域内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劳动市场。

２硅谷发展成功的非本地因素

马库森在一项研究中对萨克森妮的 《地区优势》 一书提出异议，她指出，不能把硅谷的成功仅仅归

结到本地根植的合作性竞争，而应看到有特殊价值的联邦防御合同、与区外其他行为主体 （例如微软公

司） 的联系等成功因素。很多外国的分支机构、例如亚洲企业，成为本地经营企业的 “眼睛和耳朵”。

因此她认为硅谷的成功因素中还有另外４条，这就是：①在圣弗朗西斯科及其以外更大范围集聚的

根植性；②与圣弗朗西斯科市区商务服务部门的很强的联系；③国家每年注入几十亿美元防务经费的刺

激作用；④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长期投资 （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９４）。这些因素都有待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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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因素值得重视，这就是在硅谷从事高技术产业的亚裔移民企业家及其区内外网络的贡献。

根据萨克森妮的调查，硅谷三分之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自移民 （Ｓａｘｅｎｉａｎ，１９９９）。１９９８年硅谷地区

四分之一的高科技企业是由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移民所经营的。移民企业家一方面通过在硅谷建立本地网

络，增强了竞争力，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活跃了加州的经济；另一方面，通过与母国的商业关系，促进

了母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区域或国际间的知识流动，搭起了硅谷与全球知识网络之间的联系。加州的台

湾工程师频繁穿梭于太平洋两岸极大地密切了硅谷和从台北到新竹一带的社会经济联系，这些 “空中飞

人” 所结起的强大网络促进了两个技术综合体的产业升级。亚裔移民企业家在硅谷建立了十余个协会，

它们提供劳动力的需求信息和招聘渠道，定期组织会员会议、交流专业技术与市场行情，举办学习班，

教学员如何写商业计划、如何经营管理等等。协会加强了亚裔移民企业家之间的联系，而且为硅谷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成功实例 加利福尼亚多媒体产业的产业集群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加利福尼亚一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加利福尼亚的多媒体产业是以硅谷

高新技术和好莱坞文化产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它诞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期，在９０年代得到迅

速的发展。

加利福尼亚的多媒体产业表现出旺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其原因有三个：①从地理位置上看，硅

谷和好莱坞相邻的地理位置对多媒体产业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使它能够及时地从硅谷和好

莱坞获得先进的技术、最新的市场消息，从而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②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由多

个中小企业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紧密联系的区域创新网络。③广泛地与世界各地保持紧密的联系，使

区域创新网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扩展。

加利福尼亚多媒体产业呈现出中小企业集聚的特征。多媒体产业是高技术产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而

形成的，它要求及时准确地获得技术和市场信息，快速地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因而需要弹性专精的

灵活方式。相对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灵活，对市场的反应快，专业性强。另外，由于个别中小企业的

消亡对区域经济冲击不大，又由于中小企业进入门槛较低，所以不断有企业被迅速淘汰，又不断有新的

企业诞生，区域内始终充满了发展的生机。

中小企业为了弥补其因规模小而易受市场变化的冲击，以及学习知识和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等缺

点，通过转包等方式结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络。加利福尼亚形成了几个明显的多媒体产业：①游戏产业的

企业集群。②教育产业的企业集群。③多媒体商用品和技术服务的企业集群。④其他，如娱乐产业的企

业集群。⑤还有很多致力于礼堂效果和娱乐产品的软件公司。

有利于加利福尼亚多媒体产业发展的区域结构远非是一个由少数大公司控制和周围有许多子公司的

等级结构，而是由多种元素相互交织而成的，在整个区域内形成的一种复杂网络结构。

这些集群在专业化方向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它们不只是区位上邻近，而且集体协作，使区域内企业

个体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获得成功的４个最普遍的因素是：①多种社会劳动分工的存在。在以

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信息分享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市场中，分工尤为明显。②网络中产生非正式学

习。③当地多种劳动力市场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有正式与非正式的机构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教育和训

练。④社会上层建筑公共改革的合理干预和物质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助于改善生产者的生存环境。

研究指出，加利福尼亚州的多媒体产业还应该进一步加强其灵活性。此外，大多数多媒体公司转包

活动都是发生在企业集群内部，超过２?３的联系都是在本地公司之间进行的，仅有很少的一部分在硅谷

为核心的海湾地区和好莱坞这两个综合体之间进行。如何加强这两个综合体之间的联系，以便完善区域

网络，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多媒体企业之间另一种更重要的联系就是共担风险。由于多媒体

产业是一种以多种技能为基础的行为，而且风险太大，单个公司往往无力单独进行所有的研究与开发活

动，这就需要公司间相互合作，共同承担风险。另外，对区域政策还不够重视，将有可能使该地区的增

长停止，或失去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目前，当地的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

性，并已开始采取各种补救的措施。

根据本地区的文化习俗、经济实力等分别采取不同的公共政策，可以为本地区的工业创造条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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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以创建一些特殊的公私联合机构来解决一些比较棘手的难题。在加利福尼亚，主要的方式是企业

家联盟和准政府机构。准政府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协调处理本地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

有两个机构：①多媒体发展组织和海湾地区多媒体联盟。海湾地区和南加利福尼亚都有许多各种类型的

培训和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在为企业培训工人、帮助企业进行研究和开发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

些教育机构如ＵＣＬＡ和ＵＳＣ已开始将研究项目与工业发展的需求相合。一些私人公司或团体也为加利

福尼亚多媒体产业的工人提供各种各样的职业培训。②中介机构。实践证明，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

另一个方法就是建立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形式的范围很广。在纽约，当地政府和公司赞助者一起创建了

纽约信息技术中心，这个中心将为该地区的３５０家有可能成为东海岸多媒体行业的骨干企业提供支持。

五、国外成功实例对我国的启示

加利福尼亚多媒体产业的发展经验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要注意其区域的

社会文化条件和创新网络，否则，如果盲目投资硬设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多媒体产业是高技术与文化产业的结合物。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相当深厚。这

一优势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国内的高技术企业逐渐发展和成熟，高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比

比皆是，为中国多媒体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目前中国的多媒体行业未能得到很好的发

展，在市场上，多媒体产品以国外的居多。这种局面并非仅是技术落后等外部条件的不充分，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缺乏对区域创新网络的认识和重视。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中的条块分割以

及自上而下的刚性管理使得政府在规模区域经济发展上或是凭经验办事，或是盲目效仿，政府往往不能

和企业进行有效的沟通，听取它们的意见，了解它们的需要；企业则是各自为战，行业内企业间缺乏信

任，缺乏合作，交易费用很高；行业间缺乏交流，各个产业领域难以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创新活跃的

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特别困难，区域缺乏活力；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科鸿沟也很深，和工商界的联

系不足。总之，区域各要素之间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合作联系，区域内普遍缺乏一种产业文化，缺乏一

种创新的气氛。决策者更多考虑的是建成多少科技园区，引进多少外资；企业则是将注意力集中到区

外，非常注重与外界特别是国外的联系，却很少考虑区域内部的合作和共同发展。

在当今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企业要想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本身的效力

而是涉及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公共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建立并完善区域创新网络对区域

经济的腾飞有着深远的意义。

六、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

（一）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广东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

１９８８年８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开始组织实施以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

化为宗旨的 “火炬” 计划，即 《高新技术产业计划》。同年１１月，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了 《关于１９８８
～１９９０年广东省火炬计划实施纲要》。“火炬” 计划的示范和引导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到１９９０年全省从事开发生产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企业已达２９５家，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５１亿元，

特别是作为高新技术的先导产业电子信息业发展势头更猛，１９９０年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电子信息企

业９１家，产值２２亿元，出口值８５亿元，利税近５亿元。１９９７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１１１６０７
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９０２％。１９９８年产值达１４８０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１０％以上。１９９８年

全省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１１００多家，其中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８１５家，产值超９００亿元，其

中超亿元的企业约２３０家，超１０亿元的企业３２家。１９９９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２１２７３２亿元，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１３９％，高新技术产品出口１１８３亿美元，全省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９３７家。

２００３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６４４１１亿元，占工业的２３５％，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２３０７家，

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企业３９６１家。组建了１２家高新技术企业集团，经国家和省批准建立了深圳 （深圳

工业园）、广州 （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 （中山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佛山、珠海、惠州

（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汕头、江门、东莞、肇庆４个省级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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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开发区。珠三角地区作为国家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带之一 （另一个为苏锡常地区），已成为国家

两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和重点，１９９７年全区有高新技术企业９５９家，生产高新技术产品１７７２
个，总产值１０５３１２亿元 （占全区工业总产值１２９６％），产品销售收入４２８亿元，利税１４０亿元。

２００３年生产高新技术产品６４３６个，销售收入６１４４亿元，利税７８６４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广东

发展势头强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１培育了一批骨干产业、龙头产品和规模化企业

１９９７年，全省１１１６０７亿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中，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和生

物技术等５个高新技术领域的产品产值达９２３８３亿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７８％～８２％。其

中，作为高新技术先导产业和渗透面广的电子信息领域产品产值达５６２９７亿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

产值的５０４４％；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基础的新材料领域产品产值为８９５９亿元，占８０３％；

同广东发达的加工工业密切相关的光机电一体化领域产品产值为１６０４３亿元，占１４３７％。这样的产

业结构符合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和广东的实际。

作为高新技术骨干产业支撑的一批高新技术龙头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些产品的

共同特点是技术水平先进、有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和较大的市场覆盖率，形成规模生产。据统计，广东

２０７０个高新技术产品中，具有国际领先及先进水平的占３０５３％，具有国内领先及先进水平的占

６６７６％。这说明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这是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基础。深圳市计算

机软硬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都有强劲的竞争力和较大的市场覆盖率，１９９７年生产微机４７８７万台，

占全国 产 量 的２９％；程 控 交 换 机６４７３５万 线，占 全 国 产 量 的２４５４％，计 算 板 卡 占 世 界 产 量 的

６２３％。顺德特种变压器厂生产的树脂绝缘千式变压器的全国市场占有率为３０％。肇庆风华高技术公

司生产的片式电容和片式电阻分别占全国市场的８０％和５０％，占世界市场的５％。

高新技术企业走向规模化、集团化是广东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必然结果。根据对

１９９８年全省认定的８１５家高新技术企业统计，平均每家企业的产值超过１３５亿元，超亿元的２３０家，

３２家企业的产值超１０亿元。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组建高新技术企业集团的试点，现批准试点的企业集团有

１２家，１９９８年产值２１３亿元。在广东组建的第一批、第二批大型工业企业集团中，丽珠、新力、风华、

长润、海洋等１１个高新技术企业名列其中。

２高新技术对广东传统产业的辐射、渗透、改造和提高

对传统产业的辐射、渗透，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是高新技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广东高新技术

发展的重大成就。这在高技术的先导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自动化、信息化方面尤为显著。

３初步形成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技术开发力量

在全省３９００多家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特别是２３０７家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一个突出特

点是具有智力产业的特征：拥有高文化科技素质职工队伍，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回国的技术人

才，因此，拥有一定的技术开发力量。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职工１２０００多人，８５％以上受过大学教

育，人才结构呈倒三角形，研究开发人员占４０％，市场营销人员占３５％，管理人员占１２％，生产人员

占１３％，职工平均年龄不到３０岁。２００３年公司投入科研经费１３４亿多元，自行开发大型数字程控交

换机和多种通讯设备，拥有较雄厚的公用技术资源和技术储备，２００３年的销售值达２１０亿元。全省

６４６３个高新技术产品中，有３７０４个产品为企业自主开发，占全部产品的５４％，技术来源于国外和港

澳台的１３０６个，占２０４％，企业同其他单位合作开发或来源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或民办科技机构的

１４５３个，占２２６％。这说明广东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来源，主要立足于企业的自我研究开发。

４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家队伍正在形成

高新技术企业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组织者和创业者，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带头人，他们对广东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广东一批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厂长、经理，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部艰

辛的创业史。在这批高新技术企业家中，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本身就是既懂技术又懂经营，既熟悉

国内市场又熟悉国际市场，既能带领科研人员进行研究开发，又熟悉外语能在商场搏击的现代企业家类

型的复合人才，如珠海亚洲仿真和控０Ｃ系统工程公司总经理游景玉、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任

正非、惠州ＴＣＬ集团公司总经理李东生、肇庆风华高技术公司总经理梁力平、佛山陶瓷研究所所长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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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伶、汕头超声电子集团董事长林盛川等，这些人都有强烈的民族企业意识，立志为振兴祖国经济而发

展高新技术，熟悉市场，对技术创新有一往无前的追求，善于经营管理，是新时代的 “儒商”。再一种

类型是本身的文化科技素质原基础不太好，但是勇于开拓的创业者，他们善于经营，熟悉市场，更重要

的是知人善任，懂得聚才、养才、用才，能够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如揭西威达医疗器材公司的总

经理刘之券、江门长润集团总经理肖永乐、顺德科龙集团原总裁潘宁等。他们对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同样功不可没。

５广州拥有自己的 “芯”

２００５年广州高新技术产品产值１７１０４４亿元，是２０００年的３５１倍，占工业产值２５３％，全市认定

高新企业８７３家，产值超１亿的１２７家，超１０亿的１５家，超５０亿的２家，超１００亿的为建兴光电科技公

司，２００４年，中国南科集团公司投资的广州第一条芯片动工，２００４年，软件产业人数１８万人，天河软

件园以４０％速度增长，全市科技人员近１００万人，全市有国家级工程中心１３家，省级工程中心３５家。

（二）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点

１市场导向是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一个重要原因是既发挥了市场机制重要的发展导向、项目选择、资源

配置的作用，又不放松政府的引导、调控和支持作用。１９８８年 “火炬” 计划开始组织实施，省政府就

制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 “实施纲要”，１９９２年后又制定了全省的和珠三角的高新技术产业１０年发展

规划和 “八五” 计划纲要。珠三角各市也制定了相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和计划，但是这些规划和

计划只是指导性的，对各地高技术产业选择并没有刚性的指令性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市场机制 “无

形的手”：为适应通讯事业的大发展，深圳、珠海、惠州、广州等地的大程控项目、各种同通讯有关的

项目应运而生；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浪潮，使深圳的计算机及其附属设备项目、东莞和汕头的电路板项目

得到快速的发展；电子工业的大发展，不单使顺德选择了干式变压器项目，也使珠海 “亚仿” 的仿真软

件有了用武之地；汽车工业的发展，使南海人选择了高压铸造铝合金轮毂的高技术项目，等等。这种以

市场为导向的选择无不产生巨大的产业、产品生命力，并迅速形成规模经济、龙头产品。

２不放松政府的引导、调控和支持作用

但必须看到，高新技术产业是个高风险、高投入的事业，没有政府的引导、调控、协调、支持是很

难发展起来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初期，这些作用更不可少。政府的作用包括：制定规划、计

划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导向；制定法规、政策给高新技术产业以支持，并规范企业行为；抓好典型示

范、引导；组织技术攻关、技术转移、技术创新给高新技术产业以技术支撑；组织资金、引进人才，解

决企业财力、人才困难等。只有发挥市场、政府两种作用，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发展。

３所有制多元化的企业体制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没有走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模式，是多种所有制

并存。据１９９５年对全省７０７家 （缺深圳２７９家） 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统计，国有经济１７０家，占

２４％；集体经济１９９家，占２８％；其他类型经济 （包括：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

济、联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等）３３８家，占４７８％。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成为广东高新技术

企业的一支有生力量。据统计，１９９８年全省８１５家被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科技企业２６０家，

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３２％，广州市１５８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有１２０家是民营科技企业，占７６％。

深圳华为公司、广州新太集团 （广州新技术设计院） 是其中的佼佼者。华为公司１９９８年工贸收入达８５
亿元。

４高新技术项目嫁接老企业，使老企业焕发活力

在老企业嫁接高新技术项目，是项目发挥效益快、节约投资并使老企业焕发活力的有效途径。机械

行业是广东老企业较多的行业，像顺德特种变压器厂、汕头超声电子集团、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佛山

通宝公司等都是老企业嫁接高新技术项目，使企业面目焕然一新。

５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科技的一体化，市场竞争的全球化，特别是生产总

值占世界ＧＤＰ的４０％、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５０％～６０％、研究开发活动占全世界民用Ｒ＆Ｄ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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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和商业发明专利占５０％的跨国公司跨越洲界、国界的投资和研究开发活动，使资金、技术、人才

的流动也呈国际化趋势。广东凭借毗邻港澳台和２０００多万粤籍华裔、华侨的地缘人缘优势，在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时，更有条件走一条国际化的道路，根据国际规范和标准，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生

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集成。按技术来源、开发生产基地和市场区分，可概括为：“中 （利

用国内技术） 中 （以广东为产业基地） 外 （利用国外资金、设备和市场）”、“外 （利用国外资金、

技术、人才） 中 （以广东为产业化基地） 中 （市场主要在国内）” 和 “中 （利用国内技术） 外

（在国外投资办厂和建立信息、研究开发机构） 中 （产品销国内）” 等发展模式。从已经认定的广东

８１５个高新技术企业中，都程度不同地有国际化因素，其中合资、合作性质的企业约占４０％，合作对象

包括美国ＩＢＭ、ＡＴ＆Ｔ、杜邦、德国西门子、日本松下、三菱、ＮＥＣ、荷兰菲利浦等跨国公司。这实

质上是充分利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移的机遇，走引进、消化、吸收、开发、创新的道路，推动广

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

（１）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档次、产品技术水平总的来讲不能估计过高，不但同工业发达国家和

新兴工业国家 （或地区） 相比有很大差距，即使同上海等兄弟省、市相比也有不少距离。在广东２０７０
个高新技术产品中，具有国际领先和先进水平的产品也不到１／３，相当一部分产品是新技术产品，不是

高技术产品。由于我们实施的是一种跟进战略，在尖端高技术领域，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和商业利益

的领域，是没有人肯把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别人的，广东引进的技术只能是二流、三流的。

（２）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企业的经济规模还不大，还没有达到左右广东经济的地位。广东高

新技术产品产值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到１０％左右，还落后于上海１５％的比重。８１５个高新技

术企业中最大规模的也不过８０多亿元，还没形成能经得住国内外市场风浪的 “航母巨舰”。

（３） 由于市场导向的负面影响，各市、各开发区的产业趋同现象严重，在电子、通讯等领域，项目

雷同现象尤为突出。珠江三角洲各市无不把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列为发展重点，缺少地

方特色和地方分工。

（４） 缺乏强有力的支撑条件，有些政策不能兑现。高技术产业是高效益产业，也是高投入、高风险

产业，没有政府及社会强有力的支持是难以有作为的。一些政策的变化，特别是高技术产业风险基金没

有足够规模，都严重制约着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５） 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来源没保证。广东虽然已经建立了１０个国家级和省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１９９３年以来又陆续建立了７９个国家级和省级的企业工程技术开发中心，形成３０００多人的技术

开发队伍。但这些企业技术开发机构的技术力量、设备条件、投入强度，还不足以使企业成为高技术研

究、开发的主体，广东既缺少如同美国硅谷、１２８公路，台湾新竹工业园一类的研究、开发基地，也没

有如同上海那样集中上百亿元的财力、３０００多人的研究开发队伍进行１４项重大课题的科技攻关。

（６） 缺少高技术的学科带头人、技术带头人、项目带头人和高素质的形成一个阶层的高新技术企业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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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世界科技政策调整大潮流及发达国家科技政策

对冷战之后作出迅速反应的首先发生在科技领域，这就是世界上主要国家竞相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与

科技政策。

一、美国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战略性转轨

冷战即将结束之时，老布什政府就发出了美国科技政策初步调整的信息。具体的措施有：加强白宫

科技办公室的地位与作用；调整军用与民用的Ｒ＆Ｄ的比例，军事研究由１９９１年所占的６１％降到１９９３
年的５８％；大 幅 度 提 高 对 教 育 和 环 境 研 究 的 投 入；对 军 民 两 用 技 术 （ＤＵＴ），如 芯 片 联 营 公 司

（Ｓｅｍａｔｅｃｈ）、ＨＤＴＶ开发等予以资助。克林顿总统及其政府把科技在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从克林顿的竞选宣言，到１９９３年２月１日向国会提交的长达１４５页的 “经济振兴计划”，再

到１９９４年８月发表的 “科技白皮书”，最后到１９９６年７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表的 《利国的技术》

的报告，都反复强调这样一个科技发展指导思想：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根本因素是恢复美国在全球经济

中的领导地位，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技术进步，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１） 把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放在首位，采用各种奖励，大力培养２１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

（２） 改变 “重军用轻民用” 的国家传统科技投入政策，加大对民用技术的支持力度，特别对重大军

民两用技术政府要参与组织和指导。克林顿认为，国家力量不仅要从军事方面去衡量，现在还要从工人

的技能、管理人员的想像力及其所掌握的技术力量来衡量。具体措施为：①调整军民科研经费的比例，

从１９９３年的５８∶４２之比调整到１９９８年的５０∶５０之比，使目前占ＧＮＰ的２６％的非军事科研经费提高到

与日德水平相当的３％的水平。②中止星球大战 （ＳＤＩ） 计划中大部分项目，保留少部分军事高科技项

目，代之战术导弹防御计划 （ＢＭＤ）。③责令７２６个联邦实验室将现有的１０％～２０％的资金用来同企业

界合作研究。④加强商业部的商业研究与开发，要求商业部对私营企业的高技术研究资助。⑤推出信息

高速公路计划 （ＮＩＩ），领导世界信息化新潮流，抢先占领国际信息产业大市场。⑥加强海外研究开发。

（３） 落实基础科学研究面向国家目标的科技政策，确立优先发展领域。现代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充满

活力的科学技术系统，依赖于重大的国家目标，如高性能计算与通信、环境保护、生物技术、新材料、

新一代交通工具、工业技术创新、先进制造技术系统，等等。

（４） 创造 “世界级的商业环境”，国家从税收、财政、资金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建立 “国家技术银行”，修改反垄断法，为企业科技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５） 推行大科学项目的国际合作政策。

（６） 成立以总统为主席，副总统为副主席的国家最高科技决策机构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ＮＳＴＣ），对每年一度科技预算和优先发展领域加强协调与管理，直接干预各联邦部门，推进政府、大

学、工业界的合作开发。

二、欧盟及法、德、英等欧洲国家科技政策调整

１关于欧盟的科技政策

欧洲科技一体化实施模式是欧盟四个滚动式的科技发展总体 （框架） 规划和尤里卡计划。迄今为

止，欧共体制定了第一个 （１９８４～１９８７）、第二个 （１９８７～１９９１）、第三个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第四个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第五个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总体规划。１９９２年，欧盟提出了欧盟科技政策的总体目标和政

策导向：

（１） 总体目标：在科技总体水平上缩短同美国的差距，在重要科技领域保持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

（２） 科技一体化要为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服务，特别要为工业界服务。

（３） 增强欧洲工业界的国际竞争力，从美、日手中夺回欧洲等地区市场。加强应用基础技术的研

究，发挥业已存在的产、学、研优势互补的优势，加速成果产业化，强化具有足够抗衡国际竞争的企业



集团能力。

（４） 科技发展同欧盟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

（５） 推进与扩大国际科技合作，把科技合作推向中东欧、俄罗斯、地中海周边国家、非洲战略要地

和原料产地，然后南下，向亚洲、拉丁美洲地区扩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科技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被列

为重点合作对象。

从第四个总体规划可以看出，欧盟科技政策调整具有如下主要特点：①充分利用与协调欧盟内部科

技力量，把具有国际前沿、前期性竞争的耗资巨大的高科技项目列为重点领域，即信息与通信技术 （１２
个主题）、工业技术 （１４个主题）、生命科学 （９个主题） 和能源 （４个主题）。其中８项又列为重中之

重，它们是：多媒体、教学软件、环境与水、疫苗与病毒性疾病、新一代飞机、未来汽车、未来列车与

铁路、未来海上系统。②建立吸引中小企业参与总体计划的机制。③重视人才培养与人才流动。④加大

投入力度。⑤同尤里卡 （Ｅｕｒｅｋａ） 计划形成互补机制。Ｅｕｒｅｋａ是一个以欧盟为主体的欧洲高技术联合研

究计划，它以市场导向为主，“自下而上的自由结合，自筹资金，共担风险、共享成果”，而总体计划则

是 “自上而下，以欧盟资助为主”。

２法国科技政策调整

法国在航天发射、核电、现代交通、军备、海洋科学、基础研究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是世界科技

强国之一。据 “经合组织” 统计，法国科技总体水平在世界上居第５位。截止１９９６年，有２４名科学家

获诺贝尔奖。面向２１世纪，法国推出 《法国研究之报告》 和 《２０００年法国工业关键技术１００项》 要

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法国政策的要点是：①坚持独立自主研究方针。②以立法形式确保科研与教育

的优先政策，使经费逐步增长。③采用民用科技优先发展方针，使民用Ｒ＆Ｄ经费增长率高于ＧＤＰ增

长率，确保法国世界科技大国地位。④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保持其处于世界前列。国家投入的分配

原则：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⑤开展全国性科技发展目标讨论，高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

医学研究、民用航空超前研究、跨学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被确定为重点项目。⑥特别重视中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⑦高度重视教育与人才培训活动。

３德国科技政策调整

德国的科技和工业在世界久享盛名，在太阳能、单克隆抗体、核聚变等研究在１９９０年就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在环保、生物、信息、航空航天、大陆钻探、海洋等前沿领域的投入都有较大增长。对此德

国人未感到满足。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从政治家到科学家都产生了 “德国似乎在世界上无法生存下

去” 的危机感。因此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大讨论，成立了由联邦总理为首的研究、技术与创新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６月德国推出了２１世纪８０项关键技术。接着是讨论如何把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联邦

政府与工业界于１９９４年又制定了２１世纪生产战略，于１９９５年正式出台，名叫 “２０００年生产”。生产

战略提出了１１个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其目标是保持其生产水平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国家将拿出

４５亿马克资助企业Ｒ＆Ｄ，核心是加强科技界与工业界合作，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特别资助中小企

业的技术创新。总之提高德国国际市场竞争力，是德国９０年代科技政策调整的首要目标。

４英国推出２１世纪科技发展战略

按人口计算，英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表明英国科研水平很高。但科技之强与经济之弱

形成极大反差。为了扭转英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趋势，英国政府在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０日发表了题为 “发掘

我们的潜力 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 白皮书。这是英国２０年间制订的第一个关于科技纲领性文件，

是在各界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白皮书确立的科技思想是：科技是国家的重要资源，懂得和运用科学技术决定着一个现代国家的命

运，是人类解决世界性问题如贫困和疾病的工具。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同科技发展水平关系极大，科

学技术在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决定性作用。

白皮书确定的战略是：在继续保持和发展英国杰出科学技术能力的同时，建立科技界、工程界和企

业界之间更好的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掘英国科技潜力，为英国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服务，为国家创

造财富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与水平服务。根据白皮书和其他政策，英国科技政策新变化有如下特点：

①任命了２８年来未设立过的首任科学部长，由他代表首相担任国家最高科技决策机构 （科学技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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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主席。内阁首席科学顾问任副主席，协调和统管全国科技活动，克服过去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的分散

式管理模式。②调整科技投入结构，使政府平均每年约６０亿英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与成就。军研

经费由１９９２年的４２２％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３％左右；政府增加对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应用的投入份额，

特别对处于科学前沿又是英国强项的研究领域加大资助力度，用有限的经费和高素质人才取得惊动世界

的成果，如剑桥小组率先取得单克隆抗体，转基因猪器官跨物种移植、罗斯林研究所克隆羊成功等。③
由贸工部负责大力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推广先进技术转让计划。④加速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

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是有一支过硬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过去英国工程教育相对滞后，人员不足。为此

政府采用一系列措施培养工程人才，如凡上大学学工程专业每年可得５００英镑奖学金、扩大工程专业及

学生人数、设立工程博士学位、调整研究生培养计划、让更多硕士生进入工业界、建立全国在职职工培

训网络等。⑤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三、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科技政策

加拿大推出 “２１世纪科技：联邦战略”，把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国民文化素质列为

目标。新西兰于１９９２年推出新的科技体制，提出一个创新、增殖、生物产品有坚实基础、持续发展、

技术先进的这一科技兴国战略。澳大利亚成立了直属总理的科学和工程委员会，确立科技兴国战略，把

科技成果商品化列为政策重点，政府按１∶１比例鼓励大学、科研单位同企业合作开发，即大学、科研单

位出多少，国家也出多少来支持大学与科研单位搞合作开发。澳大利亚还加强了同日本的科技合作。

四、日本科技政策新调整

二战后，日本为什么能够仅用５０年时间，就把一个资源贫乏的战败国一跃变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呢？据日本经济学家金森久雄分析，认为这是由１２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 “积极的技术革新”、

“一批有才干、富有牺牲精神的企业家”、“高素质的劳动力”、“高水平的政府宏观管理” 就属科教因素，

这说明科技在日本经济复兴中起了重大作用。日本战后５０年的发展所走的是一条技术立国之路。不过，

技术立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正式引入官方文件，最早见于１９８０年通产省的 《８０年代通商产业政策设

想》 的报告，１９８１年，铃木首相把这一年定为 “技术立国” 元年。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４日，日本科学技术会议通过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并定１９９６年为计划执行元年。

１９９７年３月，又决定再修改１９９２年通过的已修改过的 《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到此，日本科技发展战

略与政策才达到系统化。其要点如下：①以法律形式规范科技立国，从以前 “科技模仿立国” 转向 “科

技创造立国”，把自主独创放在突出地位。②科技立国的根本目标是：在巩固和扩大经济大国基础上，

成为 “科技大国”，进而成为政治大国和地区军事大国。③把科学研究国际化方针列入 “科学技术基本

法” 中，把美国列为主要竞争对手与合作对象。④推行科研经费倍增计划，加大政府投入。⑤根据 “基

本法”，推出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⑥确立研究开发的优先领域：智能化计算与通信、信息高速公路、

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等。⑦加强基础研究与开发研究的衔接，加速成果产业化。⑧突出

创造性人才培养，推行 “确保科技人才” 的基本方针。⑨调整科研领导体制，建立一体化科研领导制

度，加大科研与教育体制改革。

五、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政策调整

（１） 韩国：由于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带动了韩国经济的跃进。人均ＧＮＰ由１９６６年的８２美元猛进

到１９９２年的６４９８美元。其造船能力、半导体芯片、钢铁和汽车产量分别居世界第二、第三、第六和

第九位。以发展向外型经济为主，已成为世界第１３位贸易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韩国科技兴国战略和

国际化竞争策略。为跻身于世界科技七强之列，政府于１９９４年推出 “科技革新综合对策”，正式启动

１１项先进型关键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在科技投入上，２０００年提高到占ＧＮＰ的５％。推行国际科技合作

方针，除对美、日合作外，还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用 “请进来走出去” 的办法，以便从俄国获得西方

不肯转让的尖端技术。

（２） 东盟：新加坡正在实施智能岛计划即ＩＴ２０００计划。推行充分利用高素质人力资源的 “走出

８７１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去，请进来” 政策，大办高科技产业，走知识经济发展之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１９９１年提出的

《２０２０年梦想》，确立跻身于世界先进工业化国家行列的目标。１９９６年又推出 “多媒体走廊” 计划，推

进马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赶搭信息时代 “列车”，实现自己的梦想。印尼在五·五

计划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 实现基础上，着重发展以本国资源为基础的技术资本密集型基础工业和劳动密集型

出口加工工业。泰国则推行技术密集型和外向型科技与经济模式的政策。总之，科技进步是东盟国家经

济勃兴的动力之一。据世界银行测算，科技在东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约占４０％。实行经济增长模式转

型，发展以电子信息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增加资金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加强国际合作，是各国科技

政策的共同点。

（３） 印度：为称雄南亚和实现地区大国之梦，成立了由总理任主席的内阁科技委员会，于１９９３年

推出至２０００年的科技发展计划。首先确立优先发展的关键领域：微电子、生物工程、高性能计算机、

材料合成与加工、传感器与信号处理及软件生产，其目标是使印度的新兴工业技术跟上国际先进水平；

其次加大科技投入，使１９９３年占ＧＮＰ的０９％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２％，使经费与科技人员增加１倍以

上；其三，大力推进军事高科技发展，在核武器、第二代侦察卫星、遥感卫星、通信卫星、用国产火箭

发射洲际导弹等方面要求有较大发展。目前，印度的软件出口仅次于美国。

（４） 巴西等拉美国家：面向２１世纪，巴西等国家都纷纷调整和制订新的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巴

西的政策主要有：①成立以总统领导的科学技术委员，协调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②增加投入，使政

府投入从１９９５年占ＧＮＰ的０７％上升到２０世纪末的１７％。③确立优先发展重点领域：航天发射、生

物工程、新材料、信息产业。④实施一项以开发巴西的名牌产品，提高工业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综合技

术发展计划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计划的实现将使巴西的ＧＮＰ比１９９５年增加２０％，达到６７００亿美元。⑤
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建立全国农业科技网络。

（５） 非洲大陆：埃及为迎接世界科技大发展，成立了以总理为主席的内阁科技最高委员会，计划发

展以穆巴拉克总统命名的科学城，推进高技术产业；１９９５年总理西德基主持科技会议，确立科技发展

战略和国家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战略。南非提出科技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方针，确立投资重点是：海

洋及沿海资源开发、制造业、材料；将成立一个负责科技的内阁部门调控全国科技工作。以上这些都是

对白人种族统治制度遗留下来的科技体制的改革。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都有翻身的雄心，但前进道路上也遇到资金短缺、人才外流、研究基础薄

弱，过分依赖西方的技术需求，技术引进消化能力弱等弱点，实现２１世纪科技与经济发展战略任重而

道远。

六、俄罗斯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调整

１９９６年俄着手科技政策调整，其要点有：①调整科技管理体制。１９９５年年初成立以总统任主席的

总统科技政策委员会和以总理任主席的政府科技政策委员会。叶利钦总统提出 “依靠科技振兴俄罗斯经

济” 的战略思想。②依据建设一个强大、科学技术发达、民主和文明的俄罗斯这一国家主要目标，确定

优先发展领域，即优先发展能保障产品国际竞争力和提供就业机会的科学技术。③突出军民两用技术，

把其列入 “总统纲要”，作为重中之重来抓。④加强对基础科学的支持，１９９６年发布俄总统关于发展基

础科学的措施和俄罗斯科学院地位的命令。俄罗斯基础科学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对基础科学研究领域

要严格选择，国家经费首先支持基础研究和探索性研究。⑤制定俄罗斯第一部科学法。⑥多方筹集科研

经费。⑦制定生态化计划。⑧加强同西方在航天、航空等领域合作。

七、国外科技发展的启示

１各国最高决策层对科技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发生质的变化，亲自抓科技工作，加强政

府的宏观调控。

２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和争夺知识产权为中轴，根据本国国情与优势，确立科

技发展的战略目标、优先发展领域和关键科技项目，把早日实现成果商业化、产业化列为头等重要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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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可持续发展和新人文主义，跨学科研究将被更多国家采纳为科技政策的指导原则，把对２１世纪

上半叶科技发展预测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对比研究列入科技政策，为跟踪型、赶超型、超前型研究提供高

层决策的依据之一。

４除少数国家外，科技投入呈逐年递增趋势。在国家预算紧缩或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条件时，也要

保证科技优先发展，这将成为许多国家明智的措施。

５大力推进各种优势互补、知识产权清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科技与经贸一体化、官产学伙

伴关系、产学研联合体、高科技园区等模式，建立和强化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已成为科技管理体

制革新，加快成果产业化的新型科研管理创新的新模式。

６突出２１世纪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和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继续教育，推进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课程体制改革，建立科技、教育、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体制已成为世界性科技政策潮流。

７科技的国际性合作明显上升，特别是航天、高能物理等大科学工程的国际合作、大型海洋工程

和各类大工程合作、全球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监测合作均已列入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中。科学国际化趋势

越来越加速，构成科技政策的重要方面。

８在大力推进民用工业发展的同时，仍然突出下一代尖端军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在重视军民两

用、军转民技术研究的同时，也同时重视民用高科技的军事应用 （如日本）。保持军事高科技优势在西

方国家已取得共识，已成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基本目标之一。１９９５年９月美国政府出台的 《国家安全

科技战略》 就是最好的例证。

９把科技发展自身规律同基础研究的国家目标有效地结合起来已达成政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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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２１世纪广东省的高新技术产业选择及发展导向

一、信息产业技术

以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为代表，以集成电路和软件技术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发展

最快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

信息技术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高技术领域，这些技术对电子化程度日益增长的现代社会是十分重要

的，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主要领域。

过去几十年来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一直保持约两年提高一倍性能的高速度发展。进入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因特网的商业化应用，更加速了全球经济信息的一体化进程。因特网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处理

和传递方式，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软件产业则作为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迅速成长，将成为２１
世纪的支柱产业。

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在制造业方面，广东已经成为国际重要的电子信息产品配套生产

基地；在通信方面，广东建有国内最大的固定、移动和数据通信网络。

广东的信息产业面临着向高层次发展的重任。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任务是解决产业的关键技术和自

主知识产权问题，发展包括专用集成电路设计、软件产品开发、计算机应用服务等在内的信息化工程，

逐步实现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

１计算机技术

在继续发展以ＯＥＭ为主要方式的个人计算机生产的同时，逐步提高设计开发能力，发展计算机专

用模块。发展计算机与家用电器融合的新一代家用电子产品，开发移动办公用网络计算机产品。发展计

算机零部件及外围设备，包括计算机硬盘、计算机主板、打印机、显示器，以及与家用电器结合的专用

模块等。

２通信技术

当前通信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是以移动通信为主体的个人通信和以互联网络为平台的综合数字通信。

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不仅传统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受到冲击，数据交换、电话业务等都将不得不

面对挑战。可以肯定，未来的通信网络中，因特网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３软件技术

软件技术已经走过了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进入工业化大生产方式。软件系统更加庞大，

功能也更加完善，在信息技术领域中的作用也更加明显。软件以标准化、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生产，

网络功能、智能处理、跨平台运行成为软件发展的一大趋势。软件也不仅在计算机领域大量使用，随着

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软件在电子产品、电子出版、电子商务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４集成电路技术

集成电路是电子产品的核心器件。目前主要的硬件技术和基础的核心软件都融合在集成电路中。国

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资本和技术全面竞争的时代，其中包含化学、机械、电子

等多项综合技术，是一个国家产业科技能力的集中反映。目前广东的重点目标是提高集成电路的设计能

力，逐步将购买专用集成电路向设计专用集成电路方向转化。

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产业经济部门，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主要贡献就是信息产业

的高速发展。除了超级计算机的销售还受到控制以外，一般的计算机及通信产品已经消除了国家间的贸

易壁垒。国家间的电信自由化进程正在推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

的大量应用，使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中有一部分是没有国界的竞

争，一部分则深受国外和地区的影响，包括本地信息资源的开发、信息安全保护等。我国将发展信息产

业作为２１世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龙头，广东是国内最重要的信息产业基地之一，发展信息技术是实

现广东信息产业稳步发展，不断增加产业利润的重要保障。



二、生物工程产业技术

生物技术被视为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标志和未来新兴产业的基础技术。现代生物技术主要包括基因工

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生化工程以及生物医学工程等。生物技术在医药产业、轻工食品、

农业、海洋等领域应用尤为广泛。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使基因重组技

术、细胞融合技术、单克隆抗体技术、蛋白质工程技术、生化工程技术等快速发展，推动了生物技术药

品等产业的发展。预计到２０１０年，世界生物技术药品销售值达到６００多亿美元。

广东省生物工程产业与北京、上海同属国内先进行列。食品类生物高技术产品产值约９０亿元，占

饮料食品工业总产值的９２％，酵母及单细胞蛋白、酶制剂、微生物多糖、氨基酸、功能食品基料及保

健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等是广东省轻工食品领域的优势产品。

生物领域开发的重点技术和产品有：（１） 基因工程技术和产品；（２） 细胞工程技术和产品；（３） 发

酵工程技术和产品；（４） 蛋白质及酶工程技术和产品；（５） 功能性食品基料及保健食品；（６） 新药研究

与开发技术和产品；（７） 中药现代化技术和产品；（８） 海洋生物养殖与海洋药物开发技术；（９） 检测与

诊断试剂开发技术和产品；（１０） 生物农药及新兽药开发技术；（１１） 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和产品。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开展了重组ＤＮＡ技术、细胞生质体融合技术、酶 （或细胞） 固

定化技术、植物组织培养脱毒快繁技术以及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经过２０多年的工作，在医药卫生、农林牧渔、轻工食品、化学工业等领域均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并开始应用于生产；如单克隆抗体诊断试剂、微生物多糖、单细胞蛋白、黄原胶、新型酶制剂、活性蛋

白及多肽类药物、氨基酸、微生物农药，以及组织培养快速繁殖的无毒种苗、生物技术培育的农作物新

品种和淡水鱼新品种等，并已形成规模化生产。但是，目前新兴产业的规模还很小，其产值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在食品工业方面，仍以粗加工为主，工艺技术较为落

后。产品品种较为单一，档次低，方便性、营养性和功能性都较差，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弱。必须加速

工程化和功能化食品等新品种的研制和产业化工作；要改善现有食品工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卫生条件和

生产管理水平。按照 “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技术开发与经济效益相结合、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

吸收相结合” 的原则，合理安排以上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勇于创新，力争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

在药品开发领域方面，胆固醇控制、充血性心力衰竭、精神分裂症、老年记忆衰退、肝炎、艾滋病

以及多种癌症等治疗领域，研究与开发加快，市场广阔。２１世纪初国际市场上的畅销药物主要是：抗

骨质疏松症药物、抗病毒与免疫系统疾病药物、作用于红细胞的药物、抗癌药物和老年痴呆症治疗药。

此外，在药物制剂方面，透皮吸收、控释药物制剂前景广阔。天然药物发展潜力大。据估计，目前全球

植物药 （包括各国传统药物） 的年销售额约１４５亿美元左右，其中欧洲约占一半，德国和法国植物药消

费最高，共占欧洲市场总额的７２％，其中法国占５０％。美国人过去对草药冷落，近年来，思想观念起

了变化，意识到草药治病的价值。所以近年来美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草药市场之一。自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美国草药市场不仅不断扩展，而且成为世界草药行业原料的供应基地。中国是天然药物的发源

地，更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日本近年来在天然药物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世界许多国家在新药开发

方面寄托于天然药物。

保健食品的发展将持续升温。特别是保健品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掀起一个个竞争的冲击波。就世界

范围来说，世界正崇尚自然，回归自然，呼唤绿色食品。在这个背景驱动下，保健食品 （也称功能性食

品） 的生产和使用得到各国的重视，人们把它作为呼唤世界回归自然现象的重要标志，所以，近几年

来，保健食品发展迅猛。很多专家认为，２１世纪是功能食品世纪。

三、新材料产业技术

新材料是指具有高性能或特殊功能的材料品种。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各行业提高生产

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问题，是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导及基础。飞速发展的高性能、多功

能耐用新材料将为２１世纪的高新技术提供一个高水平的基础，并为电子、石化、纺织、建材、医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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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等相关行业的腾飞提供动力，各国决策层和产业界对新材料产业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

刻，均制定研究开发规划并不断加大对新材料研究开发的投入和产业化的扶持力度。

广东省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多年来的经济迅速发展，已在新

材料产业方面，形成了一支有研究与开发能力的队伍和一批有实力的产业群，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并

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应充分利用本省及国内的资源，保持优势，并增创新优势，使广东省的高新技术产

业和传统支柱产业的发展建立在一个牢固、持久的基础上，实现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１石油化工新材料

石油化工新材料，如乙烯深加工产品、有机复合材料和功能材料及有机硅系列产品等是材料科学与

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涉及军用、民用的各个领域，而且正朝着高性能化、功能化、智能化的

方面发展。

充分利用乙烯产品与副产品进行深加工，逐步形成以乙烯为龙头的石油化工新材料产业基础。重点

发展专用塑料树脂、ＭＢＳ树脂、表面活性剂、通信电缆料、丁苯胶乳、聚氨酯、ＰＢＴ树脂、塑料母粒

及助剂９类项目。

有机复合材料和功能材料是新材料技术产品的重要部分，正以全新的概念和技术开拓新的材料。目

前，广东在复合材料和功能材料研究开发方面已打下一定基础，但规模小、产品不全、工艺较落后。为

适应广东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近年来有机复合材料和功能材料重点发展新型聚酯切片ＰＢＴ、聚碳酸酯

中空板、聚丙烯酞胺、聚碳酸酯工程塑料。

有机硅材料作为一类性能优异的新型化工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目前，全国有机

硅产品年需求量达６万吨，广东省占６０％以上，据有关资料，全球７０％的计算机按键和移动电话按键

的订单在广东一带。广东有机硅产品年生产能力近两年在百万吨以上，其中以石灰石、高岭土和硅灰石

等粉体的用量最大，它可作油漆、化妆品和造纸的填料，也可作塑料和精细陶瓷的增强料等。

由于纳米材料的特殊性能，引起了世界各国极大关注，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各国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研究。据统计，印刷电路板 （ＰＣＢ） 产值和销售额均占世界电子元件总产值和总销售额的

１６％，为电子元件工业中最大产业。近年来，我国ＰＣＢ工业发展速度惊人，年递增达１８％。ＰＣＢ化学

品可分为基板用材料和加工处理用材料两类，占ＰＣＢ总产值的６２４０％，其中基板用材料占２５５０％，

加工处理用材料占３６９６％。

医学生物材料是用于诊断、治疗、修复或替换人体组织、器官或增进其功能的非药物性材料，这使

它成为２１世纪世界重要的高新技术材料之一。医学上涉及医用高分子材料方面的１３个领域是：心血管

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净化系统、消化排泄系统、软组织填充材料、骨骼系统、齿料、人工血液、缝合

线、组织粘合剂、经皮传导系统、生殖和计划生育系统、一次性使用医疗材料等。医用高分子材料的发

展方向是 “功能性”、“智能性” 及 “生物活性”。

广东省陶瓷行业已成为全国产量最大、产值最高、出口最多的陶瓷产区，初步形成具有一定技术水

平的较完整的陶瓷工业体系，形成了佛山、南海、清远三大产区，建立了以华南理工大学、佛山陶瓷研

究所、广东省陶瓷研究所等从研究材料到开发高新技术陶瓷的研究中心。

广东省新型陶瓷应重点抓好高纯度超细粉体 （氧化铅、氧化铝、碳化硅、氮化硅）、生物陶瓷、高

硬及耐磨机械配件、纺织与化工用瓷的开发和产品化。重点开发技术主要有：①抗菌陶瓷材料；②生物

陶瓷材料；③蜂窝陶瓷；④氧传感器。

广东省建材工业发展很快，全行业工业总产值居国内同行首位，约占全国建材工业总产值的１０％，

主要产品墙地砖和水泥等产量均居全国前列。由于广东省人多地少、能源紧缺、木材稀少，研制新型建

材以代替土烧砖和木质建筑模板等势在必行。

新型建筑材料是现代建筑业的基础，采用新型建材是实现建筑结构现代化、施工技术现代化和营建

速度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为建筑物的节能、舒适、美观、安全、耐久和便于维修等创造了各种可能条

件。在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拟发展新型轻骨料混凝土、纤维增强混凝土、建筑用塑料、墙

体、防水材料及建筑涂料等。重点开发技术主要有：①新型墙体材料；②复合材料建筑模板；③建筑用

新型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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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化纤工业装备水平和总能力在国内占有优势，但企业分散，规模不大，新品种及其市场

占有率还处于低水平的情况，吸取国外 （如日本） 发展高新技术纤维的成功经验，结合国内外市场需求

与发展，充分发挥广东省现有聚合装置能力和相继建成的乙烯装置的优势，带动化纤新材料发展，逐步

地大面积提高涤纶、锦纶等新品种产量，扩大产业用纤维生产，大力开发特种纤维和功能纤维等新材

料，争创新优势。

重点开发技术主要有：①熔融纺丝用纤维级聚氨酯切片及纤维的制造；②耐高温耐腐蚀聚苯硫醚

（ＰＰＳ） 单丝纤维；③抗污抗水解造纸网用聚酯纤维；④耐高温芳纶１３１３纤维；⑤化纤纺织用特种油

剂、助剂、添加剂的开发；⑥高档服装面料及装饰、产业用新型布料。

造纸行业应调整原料结构，巩固和发展造纸林和芦苇原料基地，逐步提高造纸木浆原料比重，以及

发展利用非木材原料的造纸技术。推动林纸结合，挖掘现有森林资源潜力，充分开发利用林区 “三剩木

片” 和次、小、薪材，及速生阔叶木造纸技术。积极开发芦苇、蔗渣、龙须草、稻草等原料的利用技

术。发展商品纸浆，扩大废纸回用比重及推进废纸分类利用技术，积极发展高得率、低能耗、低污染纸

浆。重点开发技术主要有：①低定量涂布纸；②低定量新闻纸。

冶金新材料是高技术材料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物质基础和先导。由

于广东省已把汽车行业列为省重点扶持、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所以应尽快建立广东省汽车工业用的有色

金属合金、粉末合金和硬质合金、复合材料的体系。重点开发高记录密度的磁性及磁光性记录材料，用

于Ｎｉ ＭＨ电池的储氢材料，具有高耐磨性能的金属基复合材料 （ＭＭ ＣＳ）、汽车用金属基材料半金

属无石棉新型刹车片等。其中，轻量化、高强度是汽车用材料的发展方向。重点开发技术主要有：①先

进热喷涂技术的应用；②硅酸铝短纤维增强铸铝复合材料；③低合金高强度钢 （ＨＳＬＡ）；④金属功能

材料。

稀土材料开发利用的关键技术包括：高清晰度彩电荧光粉用细粒度氧化钒的研制和生产；稀土永磁

材料应用开发研究；铰铁硼和衫铁氮等稀土烧结永磁材料，及高性能稀土粘结永磁材料的制造技术；稀

土储氢材料和ＴＣ陶瓷超导材料的研制和开发应用；开发高强度低合金钢、耐候钢、耐腐蚀钢材等。未

来３～５年，重点在彩电荧光粉生产和永磁材料的开发、应用，以及稀土资源开发的绿色工业计划。近

期主要任务是抓好开发高清晰度彩色电视荧光粉的年产能力。重点开发技术主要有：①稀土发光材料

（稀土荧光粉）；②稀土磁性材料。

新能源材料主要包括：开发以银、氢、锰等新型高能电池、高转化率太阳能电池；开发以高频调速

装置材料、碳化硅高温耐压陶瓷换热器及能源再利用设备等为重点的新型节能机电设备用材料；开发新

型传热储能材料如相变储能材料、高性能隔热保温材料、快速能量储释材料、复合传热材料、新型蓄冷

蓄热材料。

锂离子二次电池通称 “锂电”，锂离子二次电池技术是近年来脱颖而出的高新技术，代表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电池技术的最先进水平。国际电池市场向以下３个方向发展：①小型化、轻量化、高容量、高

功率；②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可循环充放电；③无公害。所有这些发展趋向对锂离子二次电池进入

和占领国际市场都极为有利。

环境材料主要包括用于环境监测与防护的材料、有关三废处理与资源再生利用的材料等，其中，废

水处理的新型絮凝剂、去除有害元素的新型超滤膜如双极性膜、新型高效的氟利昂替代物、可完全降解

的塑料等为该类型材料的发展方向。重点开发的技术主要有：①可降解材料；②氟里昂代用品 二甲

醚、异丁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广东省新材料技术产业已取得了一定

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新材料技术产业群，为广东省工业和高新技术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至２００３年，

全省生产新材料技术产品的企业１３０多家，其产品品种已达５４６个，其中获取专利近１８０项。新材料技

术产品，主要分布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及东西翼的经济发展区，并已涉及到全省科技、工业和经济部门

的各领域。归纳起来，广东省新材料技术产品主要有１２大类，其中发展最快的是石油化工和电子信息

领域的新材料产业，因为广东乙烯工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为这些领域的新材料开发及生产提供

了充足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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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有比较丰富的矿产及石油资源，钛铁矿、锆英石、碲砂等储量居全国首位，铅、钽、银、独

居石、磷钇矿、锗、大理石、硅藻土、高岭土、水晶、红锆石及蓝宝石等非金属资源也相当可观，具有

较高的开采、后加工和深加工价值。南海油气的开发和广州茂名等地炼油工业的发展，为广东省的乙烯

工业及新材料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广东新材料产业领域已经取得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成果。如有机硅系列材料、锂电池、通用塑料合

金化改性、ＭＬＣ电子陶瓷、ＰＴＣ陶瓷件、特种结构陶瓷 （氮化硅）、高性能合金材料、储氢合金、高

密度磁性材料等等。上述科研成果部分已实现产业化，为全省的国民经济和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打下了牢

固的基础。

新材料发展趋势，根据新材料特性要求综合起来有：功能化、智能化；高能化、高效化；精细化、

高纯化；复合化、轻型化；安全、方便、效益统一。当今经济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时

代，知识经济意味着高技术、高效益，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高渗透、高竞争。这种经济的显著特点是

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在诸多高新技术产业中，新材料技术产业是各项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任何一

种新材料技术的产生都可能引起各项高新技术产业的革命性进步，为人类造福。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难于估量的经济效益。当中，新材料技术产业贡献最大，世界发达

国家新材料工业产值占全部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的６０％。目前，广东省只达到１３８４％。这种差距表明了

我们的落后，但也预示着广东省发展新材料技术产业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有着强烈吸引的前

景。

发展广东的新材料产业技术，要以支持广东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包括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

油化工等三大支柱产业，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和建筑材料等三大传统支柱产业，汽车、医药和森工造纸

等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为中心，以企业为龙头，以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为后盾，以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新技术为重点，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努力发展广东省新材料产业的关键技术。

四、光机电一体化产业技术

光机电一体化是机械、电子、信息、自动控制、光学等技术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产品和系统；也

包含利用新材料、新工艺等高新技术的机电产品和基础元器件。在广东省，具有较大优势的光机电一体

化产品主要有：电器机械、电子医疗器械、专用设备、数字化文化办公机械、智能仪器基础器件、数控

设备及精密加工机械、环保机械等。光机电一体已成为机械电气产品发展的主流，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机

电产品采用计算机与微电子技术的，已占产品总数的８０％。２００３年广东省光机电一体化高技术产品产

值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值的１４５％，是重要的高技术产业之一。广东光机电一体化产业要用先进的电子

信息技术、自控技术、计算机技术改造传统产品和传统生产工艺装备，创造出更多、更优的新产品和新

装备。

拟重点发展的关键技术主要有：①精密加工技术；②ＣＡＤ，ＣＡＭ及ＣＩＭＳ应用技术；③闭环或智

能控制技术；④数控技术；⑤检测传感技术；⑥电力电子技术；⑦数字化高频成像技术；⑧光学与光电

技术；⑨输变电技术。

本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是明确的，就是光机电一体化，即 “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自控技术、计

算机技术改造传统产品和传统生产工艺装备”，同时通过光机电一体化途径创造出更多更优异的新产品

和新装备。

①电气机械向组合化、模块化、小型化、高性能、高可靠性方向发展，例如高、低压开关设备向具

有自诊断、自动监测、自能灭弧等智能方向发展和采用新型功能及结构材料。

②日用电器向节能和环保、电子化、模糊控制、变频驱动、“傻瓜型” 操作、安全可靠等方向发展。

③智能医疗仪器 （设备） 向数字化、高分辨率、高安全性并朝成像数字储存、远方传输与管理信息

系统结合形成成套诊断 （治疗） 网络方向发展。

④文化办公用品器械向数字化和高速化方向发展。

⑤数控系统向高集成、高分辨率 （０１微米）、高定位精度 （５微米以内）、高转速 （主轴最高达４
～５万转／分）、高给进速度 （达１００米／分） 方向发展。而生产工艺将向ＦＭＣ，ＦＭＳ，ＣＩＭＳ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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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保产业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破坏，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不断重视，使环保技术和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

展。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纷纷将环保产业列为支柱产业。２０００年世界环保产品的市场规模达到

６０００亿～１００００亿美元。这１０年来，在省政府的重视下，广东省环保产业亦迅速发展，环保技术水平日

益提高。同时广东省也提出了２０１０年的环境保护目标：全省总体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流经城市河段和局

部海域有机污染及重酸雨区的空气污染得到初步控制，饮用水源水质得到保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得到

基本控制，重点城市环境质量和部分敏感地区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建成一批环境保护示范城市和示

范区。为实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城乡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和生态良性循环的远景目标打下基础。

环保产业方面，在巩固、提高发展现有环保产品技术基础上，开发研制环保高新技术装备，逐步实

现环保产品的系列化、标准化、成套化，主要开发的技术和产品有：①大气污染防治的技术和装备，包

括：新型高效袋式除尘器，低阻、高效的旋风除尘器；采用新技术的中、小型电除尘器；各种有机废

气、油烟净化处理技术与装置；ＣＦＣ替代技术的开发应用；各种燃煤的烟气脱硫技术与装置。②水污

染防治的技术与装备，包括：高效、低能耗的微生物种类开发、驯化、培育、复壮的研究；高效、低能

耗的气浮、曝气装置的研究；新型油水分离器和含油废水处理装置的研究；石油化工、制革、印染废水

处理装置的研究；高浓度ＣＯＤ废水 （如酿造、发酵业） 处理装置的研究。③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和污染

的综合防治研究，机动车尾气的污染防治研究；燃烧锅炉的脱硫研究；清洁生产技术与替代产品的开发

研究；生物工程技术在环保中的开发应用研究；固体废物、垃圾处理技术与设备的开发研究；自动监测

技术、装备开发与研究等。

随着广东省环境治理工作的逐步深入，环保产业技术朝着互为补充、多样化的技术方向发展，其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单项治理转变为深化的综合治理；从重点治理废气、废水，转变为水、气、渣、声

同时治理；固体废弃物从单一的填埋堆放、燃烧逐步转向综合利用；注重国产化设备的配套应用和引进

技术的消化吸收；简单采取污染防治转变为推行清洁生产技术。

同时，目前广东省环保产业技术还是以常规技术占主导地位。高新技术的运用虽有一定的比例，但

在环保产业上还未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广东省环保产业技术，在一些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

差距。没有技术上的优势就不可能有市场竞争的优势。２１世纪我国环保产业将更多地应用现代科技成

果，高新技术如生物技术、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传感技术、新材料等将更

广泛地进入环保产业领域，并极大地带动广东省环保产业的发展。

六、能源产业

能源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物质基础。广东能源资源贫乏，能源使用量大，

８０％的能源需从省外调入，能源生产和消费产生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减少损耗，优化能源结构，才能适应广东现代化的进程。

能源系统是科技密集型领域，涵盖了核应用技术、新能源、高效节能产品、新材料、电子计算机、

信息技术、机电一体化、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广东省能源发展规划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集约

化的能源发展道路，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能源节约，控制环境污染，促进国民经济的持

续、健康发展。要实现这些目标，能源技术的发展方向是：大力发展洁净能源利用技术和新能源、可再

生能源利用技术，积极推广节能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应用新型高效的环保技术，实现能

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高效、洁净发电技术，推广应用高热效率的 （６００ＭＷ以上） 临界和超临界火电设备和燃气蒸

汽联合循环机组；积极开发洁净煤发电技术。如增压流化床燃气蒸汽联合循环 （ＰＦＢＣ），煤气化联合循

环 （１ＧＣＣ） 水煤浆等新型煤电技术；积极促进核电设备国产化，争取应用新型可减少核废料的核电技

术；积极推进大容量可逆式水电机组设备的国产化工作；积极开发燃料电池发电新技术。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在沿海选择３～４个风电基地，装设单机５００千瓦以上的

高效风机，形成风电产业群；密切注意国外光伏电站的发展状况，进行小型光伏电站的产业化试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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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广垃圾压氧转化无害化发电技术，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垃圾燃烧电站的试验；继续开发新型的太阳

能、地热能的热应用技术。

发展节能技术，开发新型的工业余热回收技术，高品位余热用于做功或发电，低温余热用于空调、

干燥或生活用热；研究开发陶瓷行业的以煤代油的煤低尘燃烧技术，开发推广绿色照明技术，为社会提

供高效节能光源；推广高效节能风机、水泵、变压器产品；大力推广变频调速技术和电力需求侧管理

（ＤＳＭ） 技术。

大容量远距离低损耗输电技术和高效蓄能技术：发展电网的高压、超高压输电技术和设备，研究直

流、交流系统的联合运行控制技术；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控制和优化调度的自动化管理技术；开发有利

于系统稳定的快速补偿装置技术；推广应用可大量节省用地和有利于城市美化的气体绝缘系统 （ＧＩＳ）

变配电技术；研制开发高效的蓄电池和其他蓄能技术。

发展能源环保技术，推广应用高效能低成本的火电厂及大型燃煤企业的炉内脱硫、脱硝及烟道脱

硫、硫硝技术；开发推广有利减少环境污染的煤处理和低硫、低氮燃烧技术；研制开发电动汽车、混合

型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和清洁燃料汽车技术。

引进、消化、吸收、研制、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能源系统模型化优化规划技术；能源系统最优管理

软件等。

能源问题牵涉面广，广东省能源建设以电力为中心，而电力的发展主要受资源和环境容量限制，因

此，首先要发展节约资源利用的节能节电技术；同时为优化资源的配置，减少资源浪费和项目的重复建

设，有必要完善模型化系统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为减少环境污染，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和新

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要引入西南洁净的水电资源，就必须发展高参数、大容量、远距离、低损耗的电

力传输技术；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改善城市环境，要发展新型、清洁的交通技术，因此选择以上各点作

为能源领域的关键技术，在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取得突破，以促进广东省能源事业的发展。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能源的开发供应和使用，目前出现的许多国际争端以及就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国际合作都与能源问题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能源项目投资大，又是当今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对

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国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能源发展的估

计评价和适用政策的研究。

在软科学研究方面，主要是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通过各种数字模型，模拟和预测未来能源消费的

走向，再通过各种复杂的模型进行能源系统的整体配置最优化、环境污染最小化、电力分配调度最优化

等方面的研究，通过研究得出对能源企业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

在硬科学研究应用方面，主要是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推广能源开发、生产、消费方

面的环保技术，如发展核电、风电、太阳能电站等。目前世界上风电的成本已降至可以商业化运营的阶

段，太阳能发电技术亦将有望在２１世纪初取得突破，太阳能发电设备相应产品的销售额以每年两位数

的增长率递增，其他再生能源的开发技术亦有了很大发展，清洁的天然气的利用亦随着天然气矿产资源

的不断发现而在世界上兴起一股天然气开发利用的热潮，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更是全面渗进能

源的产、输、用各个环节。

广东省十分重视能源的发展和能源新技术的采用，６０万千瓦级火电机组的应用，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

建设运营，全国最大的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引进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５００千伏交流输电线路、

ＣＩＳ气体绝缘系统的应用等都位于全国的前列。近年来，引进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前期工作，电动汽车开发

推广等都处于全国的领先位置，能源系统的技术装备以及使用光纤通信，计算机联网控制等方面的科技含

量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使能源系统的发展成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七、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广东省濒临南海，拥有大陆海岸线总长的１／５，面积大于５００平方米的岛屿７５９个，岛岸线２４１４
公里，拥有大小港湾５１０个。地处热带、南亚热带的南海海域，海洋空间资源、生物资源、油气资源、

海洋能资源以及海洋化工资源等十分丰富。广东省近岸海域１０米水深以内的面积达１３万平方公里，

可供发展海水养殖的浅海、滩涂和港湾面积有８４万公顷，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中仅具有经济价值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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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源就有２００多种。海岸带、海岛和海洋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为此，广东省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将以海

洋生物资源综合开发技术、海岸带区域水资源开发和保护、海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海洋工程技术、海

岸能源及矿产开发应用的新技术、滨海旅游资源的开发技术、海域资源和环境评估技术、海洋监测及海

洋灾害预报、预警技术、海洋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技术等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技术领域重点开展

科技攻关和成果应用，力争有突破性的进展，推动海洋开发的产业发展。

根据广东省海洋开发的资源状况和产业发展基础、科技力量的优势等条件，为促进海洋产业和海洋

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形成更大规模，为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科技兴海选择具有较强的科

技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以及资源开发与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及管理、基础性海洋科学研究

等领域作为重点，努力维持广东省海洋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根据广东省海洋开发的现状，科技兴海可分两个阶段实施：

①第一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以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突破口，以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果

为主要手段，加强组织海洋养殖品种的人工育苗育种技术、优质高产高效的养殖技术、海洋生物病害快

速诊断技术、海洋生物产品的深加工技术、海洋药物的筛选开发研制技术、海洋生物资源的恢复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技术等产业的技术水平，提高海洋高技术和产业发展关键技术的研究，为海洋产业发展做好

技术储备。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海水养殖业、海产品加工业、海洋药物制

造业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②第二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强海洋环境监测及环保技术、海洋生物技术、海洋资源环境评估和

海洋管理信息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推进海洋交通、海洋旅游、海洋船舶工业、盐化工等行业的技

术开发。进一步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海洋产业，以海洋高新技术支撑海洋生物资源开发的高水平、深

层次发展，为促进形成海洋开发的一批支柱产业群做好技术储备，提高广东省海洋开发的总体水平。同

时为未来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做好技术准备。

八、农业技术

广东省农业科技工作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方向性的重大科技问题，按照基础性研

究、应用开发研究、成果示范与推广３个层次进行部署，选育出了一批动植物优良品种，攻克了一批关

键技术，在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广东省农业资源严重短缺，人口不断增长，农业承受压力越来越大；而且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农业的质和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农业发展的

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实现集约高效经营，才能缓解或克服农业面临

的矛盾与潜在的压力，满足发展的要求和实现宏伟目标。

大农业包含农、林、牧、副、渔和农业机械。面向２１世纪的农业关键技术，应突出技术创新，突

出社会效益，突出力量集成和发展与改革的结合，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在技术水平上进入国内先进水

平行列。

（１） 动植物良种及产业化技术，以常规育种技术为基础，以生物技术为重点，有计划地开展主要动

植物品种改良和创新。突破品质育种，加强抗性育种。开展多目标、多用途的育种，解决良种产业化关

键技术，基本实现良种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营销产业化。

（２） 可持续高效种养技术，围绕可持续高效发展的目标，重点加强种植业方面的生物防治、无公害

防治技术、生物农药、生物肥料和有机肥料等研究；加强养殖业方面的植物饲料添加剂、饲用基因工程

微生物添加剂等新型无公害饲料添加剂和营养组分及新型畜禽病害防治药剂的研究，加强规模化养殖技

术及设备、疫病防治技术以及废弃物综合治理技术的研究。

（３） 农副产品保鲜、贮运、深加工新技术，发展有广东特色的农产品保鲜贮运加工产销配套技术，

建立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的技术体系，研制一批贮藏、保鲜、加工新技术、新设备和包装新材料，

加强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研究，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商品档次和经济价值。

（４） 农业生产现代化装备，重点开展水稻、果蔬、畜禽和水产养殖业机械化关键技术研究与装备开

发，主要农产品贮运、加工及干燥技术与装备开发，设施农业的技术研究与装备开发，加快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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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代化发展步伐。

（５） 林业综合开发技术，以可持续森林经营为核心，重点发展生态林业工程技术、经济林良种、栽

培与加工利用技术、重大森林灾害预报和防治技术；林产化学加工技术、木质材料加工利用技术、森林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和林业与生态环境变化技术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广东省农业开始了一个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阶段。但在追求效益过程

中，因盲目大量地使用化学产品和掠夺自然资源，农业生产也暴露出了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地力

下降、效益不高不稳的特点。农业生产一方面要满足人们丰衣足食的需要，另一方面存在着可持续发展

的问题。农业科技要在解决生产发展的同时解决生态资源环境问题。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围绕农业问题，作出了关于农业、农村、农民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广东省的

八届二次全会也就加强农业、农村科技工作提出了意见。广东省农业的发展趋势是走 “持续、高效、健

康” 之路。第一，主要动植物品种常育常新，保证农业 “高质、高产、高效” 目标的实现。广东省从事

动植物品种引进选育的单位众多，力量较强，基础较好，到２０１０年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要达到

９５％、畜禽水产良种覆盖率达８５％以上。第二，从粗放型农业转变到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化农业。第

三，从个体分散种植、经营到集约化生产，走农业产业化之路。第四，从传统的、初级农产品到农产品

的深加工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实现农业增值这一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第五，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创新应用，走向农业工厂化，在相对可控环境条件下，实现集约

高效及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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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广东工业经济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转变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产业结构则是资源 （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在社

会各个部门配置的比例关系。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可理解为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产业结构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这是因为产业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生产的发展及产业结构

的改造，受着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社会的需求和科技的进步。因此，许多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使资源重新配置等过渡性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成

分，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其表现形式是市场的竞争） 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我国著名数量经济学

家李京文指出：“使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发生联系的内在因素是技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猛发展的科技

革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不仅推动一大批新的产业的形成，也使传

统产业得到了改造和提高，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大的变革，从而大大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广东的崛起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促进了新兴支柱产业和潜力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广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集中力量重点发展以电子信息、机电一

体化、新材料、生物技术等四大高新技术产业。１９９８年，四大高新技术产业，其产值占全省高新技术

产品产值的９４８８％，成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广东省新

兴支柱产业的形成、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是广东省第一大新兴支柱产业。１９９８年，全省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２００９４５
亿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占全省全部国有企业及年销售值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２２％，占

全国同行业产值的２５％，连续８年居全国第一。

１９９７年，在广东省电子信息支柱产业中有高新技术企业１５４家，高新技术产品６３９个，实现工业

总产值６３２亿元，工业增加值１３３亿元，产品销售收入６２５亿元，利税总额６９５７亿元，分别占全省

同行业企业数的１０％，工业总产值的４３２％，工业增加值的４６８％，产品销售收入的５０２％，利税总

额的７４％。随着广东省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广东省电子信息新兴支柱产业的形成、

发展和电子信息产品结构的改善。１９９８年，全省电子工业总产值超１０亿元以上的企业２３家，康佳、

长城、华为、ＴＣＬ４家超过或接近１００亿元产值。２００３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３９２６亿元，占高技

术产值的６０９％。

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制造业正朝着机电一体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１９９８年产值９２１３亿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当年价１２２９亿元），占全省国有工业和年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

９８４％，是广东第二大产业。电子信息、电气机械和石油化工是广东省确定的三大支柱产业。近１０年

来，广东省通过项目的开发，形成了一大批机电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产品，如核磁共振成像分析仪和医用

电子加速器、彩色Ｂ超诊断仪、大型全自动注塑机、立体照相机和彩扩机、全自动模压机、全自动凹

版彩印机、全自动超宽复膜机组、多功能交流参数稳压器、干式变压器、工业仿真机等。１９９７年，广

东省已形成机电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２家，机电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产品４４３个，产值１６０４３亿

元，产品工业增加值３７４亿元，利税总额１７５３亿元，分别占全省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制造业工业总

产值的１３６％、工业增加值的１４６％和利税总额的３３７％。２００３年，广东光机电技术实现产值１０７８
亿元，占高技术产值１６７％。广东省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全省电气机械及专用设

备制造业这一新兴支柱产业的形成、发展和机械工业产品结构的改善。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化计划 火炬计划的实施，广东省安排了一批新材料开发项目，开发出一批技

术含量高、生产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的新材料产品，如高档涂布白卡纸、热敏传真纸、高压铝合金轮

毂、高纯稀土金属、第三代甲酸钠法保险粉、氨基复合新材料、双向拉伸尼龙薄膜、超薄电容膜、连续

真空镀铜钢带、超薄钢化玻璃、高粘聚酯切片、高模量低收缩涤纶工业丝等。新材料的开发应用，促进

了全省材料工业特别是新兴支柱产业 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内部结构改善，传统化工原材料生产的



比重下降，新兴化工原材料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如广东省的乙烯工业从无到有，现已形成４５万吨生

产能力，占全国乙烯能力的１０％。随着广东省茂名、广州两套乙烯装置的建成，将使广东省成为全国

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塑料等三大合成材料的南方生产基地，精细化工产品和化学工业中的产值比

重已达２５％。２００３年，新材料技术实现产值８１９亿元，占高技术产值１２７％。因此，新材料的开发应

用必将进一步推动广东省石化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生物技术产业目前规模虽不大，但它的开发与应用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广东省通过高新

技术产业化项目开发，形成了一批现代生物技术产品，如１９９７年全省生产的２０７０个高新技术产品中，

生物技术产品达１６４个，有专业从事生物药品开发、生产的企业２０多家，如深圳科兴、康泰、新鹏、

珠海丽珠、东大、恒通和顺德南方等一批具有先进技术设备的大型生物工程企业，能生产ａ 干扰素、ｒ
干扰素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等５个生物工程产品，占全国批准上市的生物工程药品的５０％，其

中。ａ 干扰素、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为国内批准上市的基因工程药物中仅有的两个一类新药，ａ
干扰素和乙肝疫苗两个品种市场占有率达４０％以上。２００３年，广东生物技术完成产值２７４３亿元，占

高新技术产值４３％。随着广东省生物技术药品的开发、生产，促进了广东省潜力产业之一的医药工业

的发展和医药行业产品结构的改善。１９９８年，全省２４８家医药工业，完成工业产值１５６８７亿元，连续

９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了传统工业产品的技术升级

广东省第八次党代会确定重点改造和提高的三大传统产业是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和建筑材料。纺织

服装是广东省三大传统产业中的第一大产业，１９９８年工业总产值１１６４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１１９％。当前，计算机辅助设计 （ＣＡＤ） 技术在广东省纺织服装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全省有５００多家

服装生产企业采取ＣＡＤ进行产品设计和开发，提高了广东省服装的设计水平和产品质量，促进了服装

产品的出口，使广东省服装出口占全国的３０％以上。西樵布艺制板公司，利用电脑设计，使一种新布

料的开发，从研制到出产品只需５天时间，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西樵２０００多家纺织业商家拓展

出全新之路，从靠 “仿” 为主到用 “脑” 织布，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再占先机。

食品饮料工业是广东省第二大传统产业，１９９８年工业总产值７７２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７９％。广东省食品饮料、包装机械行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创新，制造出具有

接近国外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如广东轻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制造的２０００瓶／时和３６０００瓶／时啤酒灌

装生产线、广州人民机器厂生产的速食面及米粉生产线、汕头轻工机械厂生产的高频电阻焊制罐线等，

大大提高了广东食品工业技术装备的整体水平。食品工业依靠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艺，开发新产品，

在国内同行中占有较强优势。如发酵工程技术、膜过滤技术、高效二次抽真空技术、计算机检测和控制

技术等高新技术都已在食品行业中得到应用。如珠江啤酒集团利用膜过滤技术生产瓶装纯生啤酒，深圳

金威啤酒公司的６万瓶／时瓶装生产线具有大型高效率的二次抽真空技术等都达到了当今国际先进水平，

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的新产品开发。

建材工业是广东省三大传统产业之一，１９９８年工业总产值５６７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５８％。

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建筑陶瓷窑炉及生产工艺，在佛山市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并在一些企业应用，

促进了广东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型装饰装修材料的发展，使广东省新型装饰装修材料开发在国

内处于龙头和窗口地位，推动了建材行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随着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辐射渗透，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品

在工业企业和工业产品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如１９９０年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仅占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数

的１７％，到１９９７年上升到２８％，２００４年上升到３９％。在广东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原来是生

产传统工业产品的企业，通过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或用高新技术改造生产工艺设备，提高产品档次而

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约占２０％。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在工业产值中比重上升，促进了广东省工业产品的

技术升级，使以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逐步向技术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工业

转变。如１９９０年广东省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产值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５０％，到

１９９７年下降到３０％以下；而以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等为主的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产值由１９９０年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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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上升到１９９７年的３０％以上。

三、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促进了外向型工业的发展

广东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国外大企业、大财团来粤兴办高新

技术企业，开发高新技术项目，并根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需要，积极到国外举办高新技术产品展览

会、技术贸易洽谈会等招商活动，加快了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促进了全省外向型工业经济

的发展，主要表现在：①促进了广东合资合作企业的发展。在全省６９３家高新技术企业中，中外合资合

作企业约占４０％，而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６０％以上来自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②促进了广东工业

企业对境外技术、人才、资金的引进工作。２００３年，全省２０７０个高新技术产品的技术来源中，来自国

外及港澳地区的技术产品达４１９个，约占１９４％。③促进了广东工业企业与国际惯例接轨和工业产品

的出口创汇。在全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有５０％以上通过了ＩＳ０９０００标准及质量体系认证或ＦＤＡ，

ＵＬ，ＳＦＩ等国际质量认证。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出口创汇逐年增加，如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

全省高新技术产品销售额的比重由１９９０年的２７１６％上升到２００３年的４１８７％，即高新技术产品销售

额的４０％来自国际市场。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推动了广东省外向型工业的发展。火炬计划项目的

技术来源中，国外技术约占２０％，在承担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的企业中，外商及港澳台地区投资企业

约占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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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当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及广州的战略对策

一、当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

综观国内外经济和科技发展形势，当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有可能发生许多重大技术突破

和推动相关产业革命。

（一）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总趋势

（１） 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走出低谷，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全球经济的回

升和步入新的增长周期，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

必将推动世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需求的增长和产业投资的加大，从而推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进入

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进入调整积蓄能力阶段，有可能迎来新一轮的发展，但出现高速或超高速增

长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呈低速平稳增长的态势。但不能排斥由于重大新技术的突破而推动新的快速增长

的可能性。

经过２０多年的快速发展，世界生物技术开始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生物产业将快速增长。预计

在未来５年内将有２００种以上新的生物技术药物上市，其中不乏一些 “重磅炸弹级” 产品；世界范围内

批准转基因植物已达１００余种、动物１０多种，批准进行试验的转基因动植物已超过６０００例，转基因

瘦肉型猪、高产奶牛等已到产业化阶段。

新材料、新能源等正在迅速崛起。目前纳米材料、超导材料、光电子材料、新型碳族材料、生物材

料、能源转换及储能材料、生态环境材料等领域的新材料及材料的分子、原子设计等正处于日新月异的

发展之中。同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瓶颈约束问题，世界各国都在加紧研制和开发太阳能、核能、

生物能等多种新能源，以取代石化能源。新时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有更大的发展。

此外，先进制造技术将在智能集成制造系统、高速精密加工装备及绿色制造技术等方面出现重大进

展，将直接提升产业竞争力，并创造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２）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全球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步伐明显加快，科技全球

化向纵深发展，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和合同委托研究 （ＣＲＯ） 等，发达国

家研发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国外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在发展中国家建立

研究开发中心和合同委托研究 （ＣＲＯ） 等，出现了制造中心、地区总部与研发基地一体化的趋势。目

前，跨国公司的全 球 研 发 网 络 正 在 逐 步 形 成，发 达 国 家 研 发 国 际 化 趋 势 日 益 明 显。据 Ｋｕｅｎｕｎｅｒｌｅ
（１９９９） 在对医药和电子业世界最大的３２家跨国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跨国公司共在海外建立了

１５６个研发分支机构，平均每家有海外研发机构４９个。

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发达国家进一步将战略重心前移，通过专利、技术标准等手段

牢牢控制高新技术产业高端环节；同时，将生产环节以及应用性研究开发等非核心部分向发展中国家加

大转移力度。在信息产业，随着产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依据产业链不同环节和产品不同工序进行的水

平分工继续得到加强，发达国家信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力度加大和速度加快；并由递次转移向直

接投资转变，由整机转移向元器件转移转变，由生产转移向生产和研发共同转移转变，由劳动密集型的

制造环节延伸到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研发、营销环节，从而使信息产业的全球性竞争加剧，出现几大生

产中心、技术中心、运营中心和服务中心的竞争，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在生物医药

产业，发达国家更多地将实验、临床和药品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医药审批和药品生产、上市批

号的发放等手段，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条件的改造，如ＧＭＰ等，并通过ＣＲＯ、ＣＭＯ等方式向发

展中国家转移其产业的某些环节或产品的某些工序。国际大财团、跨国公司也在采取新的投资战略，由

短期行业转为长远打算，由单纯追求高额回报转为综合的战略部署，由一般产品转为高层次项目。对投

资地区的选择，也有更高的要求，更加强调要素流动、生产配套、成本低廉和环境良好等综合条件。



（二）新时期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走向

１新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仍呈快速发展之势

（１） 全球经济回暖，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加速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贸易的发

展。

新时期，世界经济将会摆脱低谷状态，总体呈现出调整增长和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趋势。我国高

新技术产业完全可以利用全球经济回暖的有利时机，继续保持高新技术产业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当

前，我国对外开放进入 “入世” 过渡期结束和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的新阶段，将真正形成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新格局。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加强，我国已加入亚太合作组

织、东盟 “１０＋１” 和 “１０＋３” 等区域合作组织，并积极拓展东北亚经济圈以及大陆与港澳台 （包括已

建立的ＣＥＰＡ） 的合作与联系。这些都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

空间，并将拉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２） 国外高技术制造业和研发加速向中国转移，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不仅中国台湾、日本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在加快转移的步伐，而且欧美的主要高技术跨国公司如英特

尔、飞利浦、诺基亚、西门子、杜邦、通用电器等也纷纷在中国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新时期，这

一趋势不仅还将继续，而且可能还会向深度发展，包括向产业的上游研发和下游营销及服务业等延伸。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的独立研究开发中心已有２００多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全球性研

发基地和重要的区域性研发基地。

（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

求和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下，在市场竞争逐渐加剧、资源环境压力逐渐增加

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由资源主导型向 （技术） 创新主导型转变的重大转型，迫切需要发

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以突破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瓶颈约束。这就为我国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由 “生存型” 向 “发展型” 升级转

型，城市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加大对电子信息、通信、软件、医药、新材料等产品的需求，使

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释放出来，也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在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

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都将迅速增长，我国许多重要资源的需求与国内供给的缺口将

日益增大，必将面临能源、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强化、污染排放增加和对国外资源依赖大幅度提高等

问题，都需要依靠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予以解决，从而也对新时期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出了更为

紧迫的要求。

新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将进入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时期，发展的重点将

由做大转向做强。

（三）新时期，生物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战略性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将加快发展

１国家将加大力度推进生物产业发展，生物医药和生物农业将呈加速发展之势

生物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新兴产业。新时期，是世界生物技术进入大规模产业化、产业国际

分工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大国都在积极制定战略以抢占未来生物产

业发展的制高点。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发展生物产业，各地发展生物产业势头迅猛，有关部门正在积极

制定发展规划，并提出了实施生物经济强国的战略，将出台专项产业政策，加大投入力度，实行优惠的

税收和投融资等政策，以促进我国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

２以纳米为主的新材料产业也将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并将快速发展

受资源约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走新型工业道路，要求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为

此，国家已将发展新材料列入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之中，有关部门也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作为新时期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产业之一，并将纳米材料、超导材料、信息材料、能原材料、生物材料

等具有前瞻性的新材料和高新技术产业重要应用领域的新材料作为重点加以发展。

３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

对我国而言，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具有特殊而现实的意义。一方面，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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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设小康社会，到２０２０年使ＧＤＰ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的总体目标，为能源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缺乏，预计２０２０年之后，我国

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将超过５０％；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煤炭大量开采、运输和使用对环

境影响很大，而且我国煤炭资源终归是有限的，总有消耗殆尽之时。因此，从长远来看，开发和利用可

再生能源资源是解决我国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小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热水器和

沼气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已经成熟，生物质供气和发电技术也接近成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４新时期，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速度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

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１）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与改造不断加强，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新时期，在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继续保持国民

经济主导产业的同时，高技术产业向传统产业的渗透速度加快。在国民经济信息化方面，我国将重点组

织实施金盾、金审、金税等一批电子政务重大建设工程，同时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国民经济信息化建

设将极大地促进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从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向传统产业渗透和推动对传统产业

的改造。

现代生物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与改造将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新时期，随着我国生物技术产

业化的快速推进，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与改造的步伐也会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强，以适应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的需要。当然，新材料技术及其应用更是直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发展。

（２） 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大大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先进制造技术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赖以繁荣昌盛的最终根本基础。目前先进制造技术正朝着数字化、精密化、极端条件化、

自动化、集成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并向传统产业积极渗透。新时期，我国先进制造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大大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

从而促进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

二、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比较优势及制约因素

（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在电子信息领域，２００３年底软件开发和系统集成企业已发展到１１００多家，比１９９８年增长３４倍。

在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全市共有生物医药生产和销售企业４７家，生产销售各类药物约３０００个品种。

在新材料领域，形成了一批骨干企业。在光电子领域，初步形成了以ＬＥＤ、ＬＣＤ为主的光显示产业群

和以光盘片为主的光存储产业群。在集成电路领域，目前广州市共有从事集成电路生产和设计的企业及

相关科研机构４３家。

１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取得显著成效

（１）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根据广州经济以制造业信息化为突破口，加大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的发展战略，在去年年底，制造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共选择示范企业８４家，建立了ＣＡＤ／ＣＡＭ／ＣＡＥ／

ＰＤＭ工程和制造业信息化工程系统集成等两个技术服务中心，共支持经费３３７０万元，带动企业投入

资金３０９亿元。

（２） 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中药产业。开始实施 “推进广州中药产业现代化工作方案”，扩大原有６０
多个中药保护品种，加强对名优中药品种和有市场需求的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实施 “传统中药大

品种再造工程” 和 “现代中药标准化工程”，让中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３） 以新材料的应用改造传统工业。以发展纳米技术为突破口，加速材料工业的改造和发展。３年

来，共投入科技３项经费３７５０万元，支持５０个纳米技术及产业化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有良好应用前景的科研成果。

（４） 以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加强了对重大技术装备和成套设备的改造。目前，广州市工业关键设备基

本上达到国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末期水平，重点企业的关键设备大多数实现数控化，为工业化的发展打

下了较好的基础。

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完善：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营造产业内部及与外部协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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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环境，在落实和执行国家各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的同时，广州市根据自己的市情，针对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安排，出台和完善了一些新的政策法规，发布了一些操作性较强的指导

意见和管理措施，成为加速产业高速发展的制度保证。

２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１） 专利申请和授权数不断上升。随着各项科研经费的投入，３年中，广州专利申请和授权数也在

不断上升，其情况见表２ １４。

表２ １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专利增长情况

年 份

项 目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实际 增长 （％） 实际 增长 （％） 实际 增长 （％）

专利申请 ４９９８ １１２３ ６２８８ ２５８１ ８２０６ ３０５

专利授权 ３３３７ －００６ ３６５６ ９５５ ５０２０ ３７３

（２） 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加强。在生物制药和中药现代化方面，广州市已建立了１０个创新平台：

在电子信息方面，由省、市和相关高校、企业联合建立了广州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和广州集成电路测试中

心；目前，广州１２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催生出５２６家科技企业，“孵化” 能力居于全国前列。

（３）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不断增多。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广州市组织申报国家项目累计

达到２８个，获得国家批准立项１６个，得到国家资金支持１６亿元，省资金支持近５００万元。现已建立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１６家 （１４家为省重点）。另据２００２年底的统计，广州市５９５家大中型企业

中，设立技术研发机构的有１３９家，占２３３６％。

（二）广州市的区域比较优势

１地理区位优势

广州是广东省省会，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的腹地，毗邻港澳，通过海空，连接东盟，其区

位影响辐射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其他省市和港澳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２经济、产业基础优势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ＧＤＰ总量及人均水平等名列全国前茅。目前，广州综合经济实力仍位居全国

十大城市的第三位，经济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信息化水平等指标，均居全国十大

城市之首。

二是产业基础较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２００３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３０∶４３４１∶５３５９，工业门类比较齐全。

三是经济外向性比较强。现有外商投资企业８０００多家，其中列入全球５００强的跨国公司已有１１５
家在广州投资。近年来外商投资结构明显向高技术产业以及交通、能源、电讯等大型基础性项目转移。

３基础设施优势

广州历来就是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之一。铁路交通网络四通八

达，广州港是目前中国货物吞吐量第三大港口，广州白云国际新机场是中国最重要的口岸机场和国内三

大枢纽机场之一。

４科技和人才、智力资源优势

广州是华南地区的中心省会城市，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成为高新技术产业最好的科技

和智力资源。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２００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达１４０亿元，比上一年增长２１３７％，其

中Ｒ＆Ｄ经费支出５５亿元，比上一年增长２７１９％。

５产业集聚优势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与发展取得可喜进展，龙头作用明显。这几年，广州根据自己的情况，

建设了数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或开发区。例如，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河软件园、广州民营科技

园、广州科学城、南沙科技产业园、黄花岗信息园等。据２００２年科技部的综合评价，在５３个国家级高

新区中，广州高新区技术创新综合排名列第８位，经济发展综合排名列第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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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金融支撑优势

广州是华南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最重要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金融机构齐全，营业网点发达，技术

水平领先，资本与货币市场活跃。截至目前，广州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营业网点２５９５个，外资银行和

外资银行代表处３０家；全市共有各类保险营业网点１４２家，外资分公司和代表处１０家；证券公司４
家，证券营业部１０８个。

７政策、体制环境优势

广州市是改革开放前沿的核心地区。经历了２０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大胆的改革尝试之后，市场经济

发育和活跃程度都比全国大部分地区要好，政策法规比较完善，体制和机制比较灵活。

（三）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①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不足，产品处于产业链条的中低端。②企业规模小，

龙头企业少，即所谓的 “星星多、月亮少”。③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仍未从根本上得到确立。④产业

发展的投融资体系不完善，风险投资的体系和机制尚不健全。⑤高端科研人才短缺，高级技术人才不

足。

三、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基本思路

（一）高新技术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

（１） 自主创新战略：要从战略高度重视自主创新，提高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广州的科技资源比较

优势和体制机制的有利条件，坚持以创新能力培育为目标，坚持以企业创新主体为目标，不断完善区域

创新体系，推动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开发、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重大产业技术的系统集成，提高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推动广州由高新技术产业大市向强市转变。

（２） 重点突破战略：要按照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原则，选择广州具有比较优势、发展潜力和良

好基础的产业，以及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重大带动作用的新兴产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整合社会资

源，集中力量，实现重点突破。

（３） 全面带动战略：广州必须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实施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全

面带动传统产业提升战略，包括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和装备工业的技术创新带动战略。

（４） 大企业和名牌产品战略：要改变广州高新技术企业 “星星多、月亮少” 的局面，必须下大力气

扶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和名牌产品，使之成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龙头企

业。加快培植更多产值超５０亿、１００亿元的高新技术明星企业和拳头名牌产品。通过大企业、大集团

整合科技资源和增加科技投入，努力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名牌产品、高端产品，带动产

业核心竞争力的综合提高。

（５） 国际化战略：要紧紧把握产业国际分工和产业大转移的机遇，继续充分发挥广州的比较优势，

创造条件，大规模地承接和吸纳国际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业、软件业和研发中心的转移。要抓住ＣＥＰＡ实

施和粤港澳大珠三角经济区进一步整合的机遇，利用广州的区位优势，加强ＣＥＰＡ和 “１０＋１” 及 “１０
＋３” 的区域合作。继续实施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战略，以出口地多元化的方式积极开拓海外高新

技术产品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地人才，走技术开放创新和产业开放带动之

路。

（６） 产业集聚战略：广州要加强和完善现有园区的规划与建设，根据各产业发展特色和自身规律，

优化园区的产业布局和产业链条的衔接，增强产业集聚与扩散功能，形成产业链条的完整体系与相关产

业的支撑体系。

（二）高新技术产业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思路

（１） 做强信息产业：要充分利用世界信息产业分工细化和全球范围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发挥广州

在智力资源、市场空间、体制政策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实现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优化和升级，努力改善国

际分工地位。在保证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实现集约式增

长；加快集成电路、软件等核心产业发展，推进电子信息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际国内竞争力，推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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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由信息产业大市向强市的转变。

（２） 做大新兴产业：广州目前在生物医药、新材料和以光通信、光信息、激光技术、光元器件、光

材料等为重点的光电子产业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应充分把握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势，把这

些新兴产业作为中长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点，实行政府超前谋划、主动引导和政策倾斜，并在相关

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攻关，在相关产业方面进行重点突破，不断做大新兴产业，并使之成为广州未来产业

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３） 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广州国民经济的主体力量，也是广州工业的主导产业。要以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为重点，集中力量对一批关键技术进行科技攻关与推广应

用，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包括加速中药现代化进程、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等。通过利

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优化传统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改变传统产业增

长方式，进一步强化广州作为全省工业基地的地位。

（４） 优化产业布局：要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产业布局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地域布局。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为重点，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通

过宏观规划和引导，实施政策倾斜，促进高新技术企业、资金、技术向优势区域和特色园区集中，培育

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５） 实施创新工程：在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领域，争取建立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同时加强市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建设，加快培育企业和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尤其重要

的是，要加强和引导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工作，不断增强对国外技术的二次创新和

集成能力，提高广州高新技术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６） 实现跨越发展：目前广州拥有较好的科技资源、人才基础和灵活的体制机制，应该充分发挥这

一优势，并在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实施创新工程和重点突破战略的基础上，以 “政府推动、市场主导”

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利用市场机制，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后发优势，实现高新

技术和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中长期发展的重点领域

（１） 信息产业，包括：①集成电路；②软件业；③下一代互联网；④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通信；⑤
高清晰数字电视及其他数字视听产品；⑥光电子产业；⑦信息服务业。

（２） 生物产业，包括：①生物医药；②中药现代化；③生物农业；④生物环境；⑤生物能源；⑥海

洋生物。

（３） 新材料产业，包括：①纳米材料；②信息材料；③汽车材料；④生物医用材料；⑤生态环境材

料；⑥化工新材料；⑦工程塑料。

（４） 先进制造技术，包括：①数控设备系统及其他重大技术装备系统；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③
电子控制装置；④光机电一体化。

（５）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包括：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②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③石油化

工；④轻工业：纺织服装工业和食品饮料工业；⑤建筑材料；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⑦非环保产

业、非节能产业：造纸业，橡胶业，冶金业。

五、主要战略对策和保障措施

１完善政策法规，营造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环境

①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完成由投资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二是完善所得税优惠政

策，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扣除适用范围，加速折旧优惠，适度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计税工资的标准。三是

加大鼓励企业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的税收政策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对产业基础、产业应用研究开发和

创新孵育体系的税收优惠政策。四是根据高新技术产业的不同发展时期，制定不同的政策，使高新技术

企业在最需要扶持的阶段得到税收优惠。五是建立鼓励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建立风险投资税收

倾斜政策。六是进一步加强对科技人才培养的税收支持，包括鼓励民间办学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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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及时修订、完善和发布产业技术政策。一方面是贯彻落实２００３年修订的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技

术指导目录；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科技规划和产业技术规划，建立技术信息发布制度，并根据国家相

关政策法规，特别是加入ＷＴＯ过渡期结束后的相关承诺和按ＷＴＯ规则办事的要求，以及广州经济技

术发展的新情况，及时修订、完善和发布新的产业技术政策，要围绕优先发展领域和关键技术编制产业

技术指导目录或项目指南，做好政策导向，完善政策配套。

③完善贸易 （出口） 政策。对广州来说，除了积极争取国家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外，主要是发挥地方的作用，主动制定有利于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的贸易政策。一是要尽快放开高新

技术企业的外贸经营权。二是加大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出口退税的财政支持。三是采取措施应对技术壁

垒。四是向高新技术出口企业提供全面和透明的信息服务，建立外贸信息系统和出口咨询网络系统，为

高新技术企业国际贸易创造更多机会，降低市场风险。

④加大政府采购政策的针对性和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探索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采购政策

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广州市可以在此方面率先行动，走在全国的前面，并为全国的政府采购政策的完

善做出示范或试验。例如，明确界定 “国产”、“市产” 标准；规定本市、国内高新技术产品采购比例，

在一定的差价范围内优先采购国内、市内高新技术产品；规定采购中小企业产品比例等。

⑤清理、修订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在今后的中长期发展中，要根据加入 ＷＴＯ过渡期结束的新形

势新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及时清理、废止、修订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以营造加快广州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法制环境。

２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带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①充分利用加入ＷＴＯ和发达国家产业大转移的机遇，加大招科引资的力度，通过 “引进来”，促

进广州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一是要加强国外项目、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二是继续加强与韩国、乌克

兰、南非及欧美的合作，推动合作项目深入开展，重点提高国际科技整体合作水平。三是继续实施 “科

技兴贸” 战略，开展 “软件代工” 业务或承受软件 “外包” 业务，推动软件产品出口。四是以引进技术

为重点，加紧承接国际转移，优化传统产业结构。五是在实行 “引进来” 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发挥外资

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积极作用和示范效应。六是加强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 “二次” 创新或集

成创新。

②积极应对加入ＷＴＯ过渡期结束的负面影响，推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多元化，通过 “走出去”，

推动广州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一是要结合上文的贸易政策，加快建立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性贸易壁

垒的应对机制，规范补贴方式，提高技术标准。二是要推进广州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多元化战略，实行产

品、出口地的多元化。三是继续实施 “走出去” 战略。鼓励广州高新技术企业 “走出来”，主动寻求合

资、合作伙伴，大力发展外向研发型企业，争取在国外办厂和设立研发机构。政府要在政策上引导扶

持，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企业也要不断增强 “走出去” 的竞争意识，提升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

③加强ＣＥＰＡ、“１０＋１”、“１０＋３” 等的区域经济合作及泛珠三角经济区的经济、技术、产业合作，

实行战略联盟，不断提高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一是要充分利用ＣＥＰＡ实施的机遇，

与香港和澳门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并借助香港和澳门与欧美国家加强联系。二是要大

力发展 “９＋２” 泛珠三角洲经济技术合作，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人才、资本的流动，

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广州的科技资源。三是加强与东盟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推动 “１０
＋１”、“１０＋３” 等区域经济合作在技术、项目、投资和贸易的实质性进展。

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风险投资，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一是以我国加入ＷＴＯ过渡期结束为契机大力引进

境外金融机构。二是加快重组广州市商业银行和成立股权结构健全的股份制中小银行，包括以民营资本

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

②大力发展以民间为主的风险投资机构，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建立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广州在

积极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风险 （创业） 投资公司或投资基金的同时，更要鼓励、支持以民营资本、外商

资本为主的风险投资公司，包括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的专门型风险投资基金或公司，如成立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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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公司、软件开发风险投资、新材料技术风险投资公司以及投资于种子期的天使基金

等，以满足广州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需求。国外的实践也证明，有限合伙是风险资本的有效的运作方

式。为推动民间资本加入风险投资，应尽快确认有限合伙制的法律地位。要充分发挥好广州科技风险投

资有限公司和广州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作用，引导社会和境外风险资金投入广州的高新技术产业。

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扶持等优惠政策，大力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积极探索区域性产权市场，建立健全

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③建立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银行融资风险担保机制和信用体系。要积极探索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特别

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新模式。引导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尝试由财政出资担

保，开设银行专项信贷资金账户，对市场前景好，风险小的高技术产业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实行封闭

贷款。此外，还积极建设金融信用体系，建立企业信用征信系统和企业信用公示系统。

④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一是积极扶持广州的高新技术企业到上海证交所

的主板市场、深圳的中小企业板市场和即将推出的创业板市场，创造条件到香港、美国等海外市场上

市，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积极争取条件，发行高

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债券和公司可转换债券。二是培育壮大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为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服

务。

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对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完善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

①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和实用技术人才。一

是需要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建立结构优化、广州产业特色明显、人才实用型强的中等职业

教育体系。二是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成人高校要突出高等职业教育特色，鼓励条件好的国家级重

点中等职业学校申办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支持建立民营资本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职业技术学校或职

业技术大学，从而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三是要充分利用省会城市高等学校集

中的优势，通过与中央、省属院校联合办学，培养发展广州高新技术产业急需的适用人才。四是加大在

职人才的培训力度，促使现有人才发挥更大潜能。五是加大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的力度，进一步深化人

才和劳动力市场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起全市统一的人才劳动力供需信息管理系统，促进人才合理

流动。

②采取团队引进、核心人才引进等方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特别是要采取

有效措施，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针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以团队引进、核心人才引进等主

要方式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国际上的一流人才，利用其掌握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来缩短广州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以更好地实施广州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

③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形式的人才激励机制。针对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各类人

才特点，建立健全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要鼓励企业积极探

索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机制，使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薪酬逐步与人才市场接轨，调动企业科

技人员的积极性，允许通过知识、管理入股，实现个人价值。

５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区域创新体系，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①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成果顺畅转化和产业化。鼓励和引导企业化的市属科研机构

加快发展，建立科研成果顺畅转化机制，不断提高其研究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逐步成为区域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研究和探索科技企业孵化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高新技术向产业化

发展。要从体制和机制改革入手，促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②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大政府对研发的投入 （包括对企业研发的投入），加

强对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和平台设施建设。一是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用好公共财政

支持技术创新。制定相应政策，解决公共财政科技拨款资助完成并形成的知识和技术不能有效扩散的问

题。协调各类支持创新的科技计划，避免低水平重复。二是加大政府对科技研发的投入。调整财政科技

拨款结构，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经费使用方式要逐渐转变为项目资助、风险补贴、贷款贴息、资本

金注入等方式。三是加强科技基础设施与条件建设，对科技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平台、研究开发中心、

科技园区和孵化器等基础设施和条件要做好规划，明确定位，合理布局，提高支撑服务的能力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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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利用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企业研发中心，提高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国有企业要把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机制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大中型企业要

建立健全企业技术中心，加速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迅速转化的有效运行机制。要支持民营科

技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要培育技术创新与研究开发的微观投入主体。鼓励企业加速设

备折旧，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增加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对重大技术开发创新企业实施优惠的

财税政策。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要进一步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建设，要强化引进、消化、吸收、

创新和推广应用一体化，特别是对引进技术的 “二次” 创新能力和集成能力，适时制定技术引进政策和

目录。

④进行产学研结合，整合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广州地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根

据市场经济原则，支持和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通过建立实验室或研发机构、共同承担国家、

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等形式，采取合建开放实验室或区域性研究中心等方式，大力推进 “产、学、研”

合作，推动企业广泛建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整合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打破原有的管理模式，推动广

州地区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相互间的科研设备、设施的开放和共享。

⑤健全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立多层次的科技中介机构，提供更多、更好的中介服务。建立健全技

术创新服务体系，包括多层次的企业孵化网络体系、科技信息交流中心、科研成果转让中心、产权交易

中心等，是完善广州区域创新体系、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特别中介服务机构是目前技术

创新体系的薄弱环节。因此，要加快培育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加强科技中介机

构的规范管理。

６推进重点产业园区建设，增强产业集聚效应

①完善产业园区规划，建立特色产业园区，优化产业布局：要按照 “特色经济带动特色科技，特色

科技推动特色经济” 的基本思路，积极鼓励和支持建立特色产业园区及相关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建立特

色产业园区，以特色和专业化取胜；②引进海内外企业，完善园区产业链条的缺失环节及相关产业的支

撑条件，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技术支撑环境和提高服务效率等办法，吸引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和研究开发

机构进驻，完善园区产业链条的缺失环节 （必要时可以给予更为优惠的条件引进） 及相关产业的支撑条

件，增强产业集聚效应，从而提升园区综合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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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

１９７９～２００３年，广州市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１４１２％。尤其是１９９９年来广州市的年均增

长速度都保持在１３％以上，由过去明显低于广东全省平均水平转变为持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ＧＤＰ占

广东省的比重由不足１／４提高到接近１／３。尤其是 “十五” 以来，广州市充分认识到科技进步在经济增

长中的作用，全面推进科技兴市战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科技在经济中的贡献明显增强。

一、广州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与趋势

与学术界近年来相继提出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等概念相比，科技创新这一概念界定清晰，在内涵和

外延上都具有较大的覆盖面和包容性，符合对科技管理及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描述。将 “增强广

州科技创新能力” 作为课题提出来，具有一定科学性与合理性。科技创新就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

发活动产生新思想、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的过程。从功能上看，对于科技创新按照主体性、先后次

序、继承性、价值性上可以区分为外源性创新和内源性创新、先行性创新和追赶性创新、原始性创新和

继承性创新、基础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从过程上看，可以将科技创新分为科技投入、科技结合、科技

产出三个方面加以研究；从要素上看，可以将科技创新的参与主体分为政府、企业、大专院校 （科研机

构） 和市场四个部分。

从科技资源的投入上看，广州的科技投入近年来增长较快。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广州市每万人口

中专业技术人员数从９２０人增长到９７９人，每万人口中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数量从４８８人增长到５４５人，

每万人口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从１６０人增长到１７５人，如表２ １５所示。与此同时，广州市在科技

投入上的绝对数值和相对数值也在上升，突出表现在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Ｒ＆Ｄ／

ＧＤＰ） 不断上升，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这一指标分别为１３８％、１４％、１５％、１６％。

表２ １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广州市科技人员增长变化状况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每万人口专业技术人员数 ９２０ ９３４ ９５０ ９７９

每万人口中科学家与工程师数 ４８８ ５０４ ５２８ ５４５

每万人口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 １６０ １６５ １７１ １７５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与工程师比重 （％） ６１１９ ６１８ ６２ ６２

资料来源：《广州统计年鉴》（２００４）第５８２页。

事实上，广州在科技产出方面的成就也同样十分突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科技进步在广州工业增长

中的贡献由４８１％增加到５０１％，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由６０６％增加到１０８８％，每百

万人口发明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批准数两项指标在这期间分别增长了７５０６％和５２２０％，新产品销售收

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由７０５％上升到２１３９％，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由

１１６４％上升到１８１２％。研究与开发机构的产出也明显增强，２００３年，广州市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机

构的研究人员在国外发表文章３２０篇，出版专著８ｌ部，获得专利授权数量１６１件，全年科研机构实现

的总收入达到１１６９亿元。从科技要素的变化看，广州市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突出表现还有：形成一批有

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科技园区成为促进科技型企业成长的重要平台、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呈现群体突破

式的迅速增长、科技中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政府在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横向对比看，就珠江三角洲一些主要城市进行对比分析，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要素的分布

上看，广州科技创新能力基本上与深圳、珠海、佛山一样都处于珠江三角洲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第一梯队

之列。但是，许多科技指标在珠江三角洲中次于深圳，居于第二位。比如，２００３年广州研究与开发经费占

ＧＤＰ的比重只有１６％，但是深圳的这一指标已经达到２８８％。２００３年广州市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为

８７８２亿元，而深圳达到１２１１亿元；２００２年广州市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达到３７２７亿元，而深圳市高达



８３２９亿元；２００３年广州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分别达到１１２１８亿元和４０１９８亿元，而深圳市则

高达２４８２７９亿元和７１１９８亿元；广州市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量为１２９３４人，而深圳市达到２６０４７
人；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上，广州市只有１９１２亿元，而深圳市达到８６３７亿元；从大中型工业企业

新产品销售产值和销售收入上看，２００３年广州的这两个数值分别为５５１０１亿元和５５１４４亿元，而深圳市

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６０１８６亿元和６８９１６亿元。（资料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与全国一些主要城市相比，广州市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虽然数值不低，但是与京津沪几个直辖市相

比较，广州市科技创新能力还显得较低，尤其是科技投入还明显不足，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

三大直辖市。从总体看，广州市科技创新能力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位置落后于经济总量在全国主要城市

中的位置。

尽管广州科技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中，但是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

能力不强；②高新技术企业的规模偏小，存在着只见星星不见月亮的状况；③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还不够强：④民营科技企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⑤大中型企业缺乏研发后劲；⑥科研机构的研究方向还没

有与制造业的大发展结合起来。此外，广州市还存在着科技中介服务市场发育不完善，科技中介服务水平

较低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①科技投入明显不足。②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不够，使得有限

的科技资源被进一步分散。以广州和深圳对比看，广州市产值前五位的工业部门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与器材制造业、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此五个工业部门的产值占广州市工业产值的５０５５％，其中最大的工业部门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广州市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１５％强。而深圳市工业产出相对集中和单一，通信设

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工业产值中占据５８７４％的比重，其余的工业部门所占比重相对偏低，

带有工业生产上的专业化特色。③园区数量扩张较快，导致各个园区之间在招商引资和对有限科技项目方

面的过度竞争。④由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性，技术的外源性依赖比较明显。⑤制度与政策上也都存在一定

的差距。广州市虽然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位置，但是一些科研机构或者高等院校的专业一旦建立，

就形成某种刚性甚至惰性，难以在外界环境的快速变化中适应调整。

二、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以推动广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上，广州既有经济实力雄厚、制造业比较发达、科技基础较强等优势以及加入

ＷＴＯ以后科技创新空间更为开放、ＣＥＰＡ带来广州与港澳联系增强以及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机遇，

又面临依赖外源性技术、技术力量相对分散和民营企业还未充分发展等劣势及国内外城市之间技术竞争

不断加大的形势 （见表２ １６），尤其是在资源国际化、技术市场化、产业高度化和竞争区域化的背景

下，许多城市都将科技创新作为振兴城市经济的突破方向，将促使在广州在未来不仅应该重视经济竞

争，而且要更加重视科技竞争，通过更为有效的科技创新实践来推动广州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一

步说，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有着一系列现实的必要性，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是对发达市场经济国

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成功的共同规律；是转变广州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有助于突破广州发展面临的资源

与环境约束；有利于实现科技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良好结合；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

增长形态。

表２ １６ 广州市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ＳＷＯＴ分析

优势 （Ｓ） 劣势 （Ｗ）

经济实力雄厚，多种制造业比较发达；良好的区位；具有较强

的科技基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形成若干产业园区；科

技中介机构发育良好；政府政策支持

科技投入不多；依附于外资的外源性技术为

主，内源性创新不足；技术力量相对分散；民

营科技企业不够发达

机会 （０） 威胁 （Ｔ）

产业处于成长扩张期，技术需求增强；珠江三角洲发展转型和

经济一体化；加入ＷＴ０后带来科技交流与创新机遇；科技人才日

益增多；科技体制改革；科教兴市的政策支持；ＣＥＰＡ带来新的机

会

加入ＷＴ０后与国外科技竞争加大；对单纯引

进技术产生强烈的依赖性；国内主要城市之间、

珠三角城市之间科技竞争压力增大；小富即安

意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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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具有

现实的可行性。根据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之间的强弱表现，可以将国内诸多城市划分成以下若干类型：

市场经济发达、科技实力较强的城市；市场经济发达、科技实力较弱的城市；市场经济不发达、科技实

力较强的城市；市场经济不发达、科技实力较弱的城市。比较而言，尽管广州的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些指

标低于京津沪和深圳，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等方面的规模上看，科技实力应该跻身国内一流城市的水

平，因而应该属于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较强的第一种类型。实际上，由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强烈的

市场信号能够清晰表达对科技要素的需求方向；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科技创新的方向，市场能够

相对有效地调控科技资源的配置。同时，只要科技要素配置恰当，科技创新能够在更大范围提供与经济

要素的组合方式；科技要素能够提供与资本和劳动力所不同的新的资源配置形式；科技投入能够使经济

活动显示更好的发展增量和更有效的结构升级水平。只要有好的政策导向，就可以促进科技要素与经济

要素更好的结合，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中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

对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重要性的理解还要将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放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更

大背景下去加以理解。从理论上说，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更好地发挥广州都市创新体系的作用。

都市创新体系的概念是从区域创新体系演化而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在世界各国生产活动、科技

活动与消费活动都更多地集中在都市地区，实现技术近达性与地理近达性的统一。现代化大都市在一定

区域范围城市体系中所具有的高等级形态、与国内高等级城市和国外大城市之间经济技术往来的门径功

能、作为国家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引擎以及在跨行政区域所发挥的技术与经济影响力，都使得无论资源合

理配置还是区域创新角度看，重视都市创新体系的作用、在大都市的高层次上实现科技与资本要素的结

合具有事关全局、事半功倍的作用。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实践上看，珠江三角洲正在面临新的发展转

型：①由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②国内各地区对外资的争夺使珠江三角洲吸引外资的能力相

对较低；③珠江三角洲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政策优势已经减弱。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促进珠江三角洲的

发展，面对一个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步扩大的产业带和城市群，迫切需要增强整个区域的资本供应

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格局看，广州、深圳与香港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三座城市，各

个城市分别提出深港一体化、穗港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广东省在城镇规划中两个中心 （广州、深圳）、

一个副中心 （珠海） 的规划方向，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也提出发展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的框架。这些

方案和设想都各有所长，也结合了珠江三角洲的实际需要。在这些城市组成的城市群或者城市带中，各

个城市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与作用肯定是不一致的。从顶尖的几个城市来说，香港将长期作为国际金融中

心，可以长期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深圳相对偏重于单一的电子信息产业，技术结构也相

对单一，由于优惠政策减弱，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政策差距也在缩小，对于外来人才和技术的

吸引力相对下降，而其本身技术人才培养渠道相对简单，也会对深圳未来的科技创新造成一定影响；广

州的科技资源十分丰富、培养渠道多样、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众多，本身又是省会城市，具有在珠江三

角洲占领科技高地的条件和基础。广州产业发展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都具有一定规模，

而这两类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规模也都十分庞大。因而，从科技资源的需求、禀赋、培养

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广州有成为珠江三角洲技术创新中心的条件与潜力。例如，可以通过两个城

市中心来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带发展进行资源整合 由位于珠江尾端的香港从资本角度对珠江三

角洲进行整合，继续发挥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对珠江三角洲广大地区的资本筹集发挥后向

推动力；不遗余力地将广州建设成珠江三角洲的科技创新高地，由广州从科技创新的高端对珠江三角洲

主要城市的科技进步进行前向推动，发挥广州对珠三角的科技辐射、带动和扩散性影响。通过双向的整

合，使两端的资本、技术能够在大量企业的兴起和壮大以及推动城市带进一步繁荣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

用，促进珠江三角洲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模式转换，实现珠江三角洲在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

三、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的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下，坚持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人才强国战略，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

４０２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以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为中心，以重点产业为对象，以各个园区为平台，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为依

托，以应用技术为纽带，以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为保障，积极调整和优化科技发展战略，实现由注重科

研部门的科技创新到全社会的科技创新转变、从外源性的科技创新为主向多源性的科技创新转变、从社

会化大发展的科技创新到服务于新型工业化的科技创新转变、从全方位多角度的科技创新到更加突出专

业化的技术创新的方向转变，构建能够体现科技创造、应用、聚集、扩散、增值于一体的带有社会化、

专业化和市场化功能的创新型网络体系，实现产学研等融合企业、资本、土地的经济要素和科技要素的

横向整合，在不断纵向延伸产业链条和提高产业技术含量的过程中，使广州市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

能力能够相互促进、同步提高和良性循环，推动广州市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从与国际市场产业联系的接

轨能力向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创造能力的转变，实现广州市在新世纪的跨越式发展。

（二）战略定位

通过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使广州成为中国南部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都市创新中心，成为推动广州率

先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科技产业化基地，成为广东省推进科教兴省和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

济强省转变的高新技术研发与生产基地；成为能够有效吞吐科技资源，面向广州市、服务珠三角和带动

泛珠三角的技术传播和扩散基地。

在以上一个中心、三大基地的建设中，应注意发挥以下４种基本功能：①创新功能：创新是广州成

为一个科技创新中心的第一功能。就是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创新、寻求冲破制约创新的限制性因

素，显示出广州起于珠三角和高于珠三角其他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明显优势。②集聚功能：要注意发

挥城市广泛吸纳经济和科技要素的能力，按照市场需要、发挥市场功能，将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优秀

科技成果收集、汇总、集成和扩散出去，使广州在集聚科技要素的过程中成为科技成果比较、展示、学

习、交流的舞台，成为一提到广州就能与其科技集纳能力和场所挂钩的科技型城市。③转化功能：就是

在技术集聚的同时实现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变成广州发展中增量增长的重要源泉。④门径功

能：应该注意架设广州与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竞争力增长最快、科技成果最为丰富的城市和区域之间

的科技桥梁，通过城市联系会议制度、企业家论坛、科技讲坛、科技博览会等形式将广州与北京、上

海，以及广州与硅谷、剑桥等城市和区域联系在一起，使广州市的科研机构能够跟踪国际市场上的科技

变化趋势，使广州的企业家能够感觉到世界技术创新的最新进展，使广州市的政府官员能够面对世界技

术管理的前沿。

在增强广州市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结构上，应该体现３个层次，即：①创新层：主要由科技研究与

开发机构、理工科大学应用技术类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具有自主开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服务和咨询类企业和行业内技术进步较快或者对技术要求较高的制造业企业组成，这些机构是技术

创新的发动者，具有接受、更新、传播科技信息和科技成果的功能，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政策创新能力，具有推进科技成果的冲动和潜力。②核心层：由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中型

制造业企业、广交会、广州市区所辖区的小型制造业企业等组成，是技术应用的主要载体，也是技术密

集覆盖和产业化转化的主要对象。核心层是高新技术和传统优势产业的集聚区，是资本、技术和劳动力

集聚作用较强、辐射带动范围较广、增值作用明显、竞争优势突出的经济中心。③辐射层：广州以外珠

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县城、专业镇、广东北部和西部区域，外围辐射区域还包括泛珠江三角洲地区。

要接受核心层的辐射，配套发展相关产业，同时积极争取核心层的科技资源支持，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

技术难题。

创新层与核心层的关系是三层关系中的重点，只有创新层与核心层紧密结合，使广州自身的科技创

新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才能实现广州对于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的有效辐射。创新层与核心层要实现通过

先进的生产要素、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先进的管理团队的相互结合，积极向三个方向上不断延伸：一是向

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延伸，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提升广州城市工业的技术层

次；二是向资本密集的成熟产业领域延伸，对于市场需求量较大、产业的成长潜力大、产业关联性高和

产业链条较长的重点产业，应该增加自有技术开发能力，不断取得技术创新上的突破；三是向各种开发

区和工业园区延伸，发挥园区集聚生产要素和技术要素的能力，实现园区经济的功能扩张和规模扩张，

通过园区经济带动更大范围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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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方向与重点

广州市都市创新能力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是：打造一个中心，推进两个结合，突出三个重点，强化４
类职能。

（１） 打造一个中心：就是将广州建设成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广州的现代化应该是现代产业、

现代科技、现代城市建设、现代生活方式的统一，将广州市建设成科技创新型都市，有利于广州其他现

代化目标的实现。

（２） 推进两个结合：就是将内资主导性科技创新与外资主导性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起来，逐步突出内

资主导性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内资主导性科技创新的比重；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逐

步突出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在科技创新中的比重。通过内 外要素结合与内 内要素的结合，

在更大的尺度上重组广州经济增长的经济技术体系。在全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和市场相对封闭、技

术水平低下的状态下，依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装备并充分利用本土的劳动力资源是符合比较

优势原则的。但是在广州经济具有一定规模、资本实力相对充足、科技教育基础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必

须立足于培育区域的竞争优势，就是要依赖资本优势寻求技术优势，通过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等形式提

高广州的技术竞争力。

比较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对一个面对着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现代化大都市来说，科学创

新能力尽管也十分重要，但在与工业化结合上，远不如技术创新更紧密。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企业的设备

改进、工艺完善、产品设计和效率提高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发展方向上更应该注重技术创新体系的建

设。原有科技体系中科学创新的比例较高，在增量调整过程中应该注重面向工业化需求的技术创新机构

的设置和体系的完善。

（３） 突出三个重点：增加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调整和优化科技要素结构、完善科技创新的运行机

制。从科技创新的投入上看，目前美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ＧＤＰ的３％左右，欧盟的研究与开发经费

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９％，但是欧盟计划将这一指标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３％，以与美国目前的水平持平。

印度打算在２００５年使其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到２％。而广州目前只有１６％，与一

些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投入相比也不算高，与许多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相比差距很大，与这些国家的大都

市相比差距就更大了。可以考虑将广州市研究与开发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由目前的１６％的基础上不断

提高；从调整和优化科技要素的结构看，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的科技创新为主转向越来越多地依

靠企业创新，提供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影响力：从技术的层次上要实现从低端的技术创新转向更多的高

端的技术创新，提高高端技术创新的比重和影响力；从技术创新的开创性上要从实用型、设计型的技术

创新向更多地增加发明型技术创新的方向转移，增加发明型技术创新的比重；对外源性技术的应用上从

注重单一的外资进入型的技术输入向引进专利技术、企业在国外市场上通过购并、风险投资、建立合作

战略联盟等形式取得技术、引进国外高级技术人才等方面转移，减少对外资企业技术的依赖；在科技开

发的主体上要强化民营科技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的主体地位，提高机制灵活、管理规范的民营科技型企

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影响力；完善科技创新的运行机制，包括完善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鼓励与支持机制，

政策与法律在规范市场方面的约束机制，放开准入限制容许新的创新主体进入市场的参与机制和科技创

新建设者在投入中得到正常回报的激励机制。

（４） 强化四类职能：科技创新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企业家、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和科技平台、政府四个方面。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意味着至少某一方面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职能没有得到发

挥，或者存在着四个方面协调和配合能力不和谐、不匹配的状况，结果使协同效应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因而要增强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就必须使科技创新的所有参与者各尽所能、各负其责，以实现１＋ｌ＋
１＋１＞４的结果。

从现在到２０２０年，可以将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按照时间序列分成３个阶段进行：①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转型阶段：将广州市研究与开发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由目前的１６％提高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２％，通过

增量扩张的形式配置面对工业化的科研机构与大专院校，设置与制造业发展紧密联系的重大科研项目，

大中型制造业内部建立起带有优胜劣汰机制的研发机构；重大制造业科研项目实行面向全国和世界招标

的机制；规范中介机构；清晰制订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长期政策；②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巩固提高阶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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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到２８％以上，开发出一批技术含量较高的新产品，从大专院

校和科研机构中诞生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能够进入市场化运转中，并且一些民营企业逐步在一定

的科技领域中实行专业化的卡位性操作，能够与生产同类产品的跨国公司进行一定的技术和市场竞争，

形成一批规模较大、市场影响力不断增强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民营科技企业。③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优化

升级阶段：将研究与开发经费在ＧＤＰ中的比重稳定提高到３％左右并维持在这一水平。广州市的科技

创新能力出现爆发式的增长，拥有一批在国内外领先的技术创新成果在市场化转化中实现。巨大的增

值，形成一大批拥有自主科技成果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民营科技企业成为广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有

若干民营科技型企业能够进入中国５００强企业之列，其自有核心技术可以与跨国公司的技术相抗衡，技

术市场日益活跃，技术进步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产出比重进一步提高。

增强广州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发挥广州的科技影响力。首先，从珠江三角洲的区

域范围看，面向诸多大中小城市电子信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形成的良好基础以及诸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大

专院校和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基地、大学科技园蓬勃发展的局面，广州可以通过构造珠江

三角洲的技术创新高地，在大都市 城市 专业镇的网络结构中，形成与珠三角其他城市错位发展的局

面，在科技金融服务、科技咨询和培训、科技成果转移和应用等方面为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提供外溢性

的技术服务；其次，从国内较大的区域范围看，广州可以通过与广西、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

等省份多年积累的经济技术关系，吸收这些省份的资源、原材料、电力等基础工业品的供给，从而通过

产业链条建立起技术经济联系，为这些省份工业基地的改造提供援助并通过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和技术

服务的形式对这些省份的企业家、政府官员、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技术指导。在这种经济技术联系增强

中，为广州的科技创新能力提供更大的市场。再次，从更大的国际技术经济联系范围看，东南亚国家与

广州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可以通过产业联系加强技术上的分工与合作，并利用其作为广州高新技术产品

的重要市场。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国家的技术水平较高，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在建设都市创新

体系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技术创新上的先进性为世界公认，理应成为广州建设都市科技创新型城市

过程中学习和交流的主要对象。

四、增强广州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选择

１充分发挥政府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作用

除了要增加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外，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先导性、

引导性、监管性、补充性作用。发挥先导性作用，就是政府应该发挥预见性，根据广州市产业发展基础

和科技发展基础，组织力量编制广州市产业发展科技前沿报告，选择广州市既有一定的研究和开发基

础，而且距离国际前沿不远，产业化市场巨大的技术作为备选技术，编制重大产业领域技术的方向性指

导性方案，为未来广州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依据，对科技发展方向起到规划和指向性作用；政府要

及时制订科技发展规划，防范科技市场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使技术的供给与需求方能够很好地沟通、

交流、结合与转化；引导性作用，就是要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实行差别化奖励性制度，鼓励更多的创

新人才、更多的优秀成果脱颖而出。同时，要引导企业和研究机构积极对外开放，加强与内外其他城市

的科技交流与合作；监管性作用，就是要从质量、标准、环境、安全等角度对市场上的各种创新主体的

行为进行监管，维护健全的市场秩序，防止市场上出现劣胜优汰的逆向选择；补充性作用，就是政府要

积极提供公共科技设施和公共科技服务，弥补市场运行中的缺陷与不足。尤其应该强调的是，政府应该

注重提供能够为众多企业和技术人员施展创新才能的公共平台。一是搭建公共研究与开发平台，注重建

设各类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博士后流动站和企业技术开发中心；二是搭建资源共享平台。重点

抓好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协作共用服务网络、图书文献数据化工程、植物、实验动物、中药标本等自然科

技资源库的建设；三是搭建成果转化平台。要抓好目前已经明确列举的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广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二期工程等项目的建设等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对

现有的园区资源进行适度整合。在不增加园区数量的同时，逐步提高园区质量。在不断扩大园区对外开

放，吸收来自国内外先进技术、资本和人才的同时，加强园区的规范化管理，并在强化园区之间相互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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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提高园区的运行效率。

２深化广州科技体制改革

体制转轨和改革的涵义就是将各种独立实体与政府的关系更多地转变为独立实体之间的技术经济联

系，就是要使都市创新体系中的两种联系 按照产业链条形成的垂直性联系和按照竞争与合作关系形

成的水平联系得到加强。在体制改革过程中首先要增强政府对于科技要素的宏观调控功能，转变政府职

能，将分配科技资源的工作交由具有科技权威性的第三方来组织，并对其组织的规则、运转状况进行考

评；企业改革要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出发点，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应按照市场竞争的需要

建立技术开发中心、技术攻关小组等创新机构，并实行创新的收入与绩效挂钩的制度；对科研院所的改

革要进一步深化，尽快建立起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符合市场化目标的新机制；要加快科技市场的

建立和科技中介机构的发育，规范市场秩序和引导市场发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３逐步确立企业在广州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可以从以下若干方面入手：一是要求企业普遍建立技术研究与开发机构，作为

其跟踪国内外市场变化并开发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的重要机构；二是引导企业将一定比例的销售收入投入

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对科技型企业的认证不仅要看其是否从事技术密度较高的行业，还要看在技术开发

方面的投入。对于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高于一定比例 （如５％），政府可以予以一定的奖励；三是对

企业开发的科技新产品，政府应该进行支持，在其起步进行市场宣传的过程中，可以在税收上给予延迟

或者适度减免的鼓励；四是对于采用新设备新技术的企业，应该采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等形

式予以支持：五是鼓励广州的企业与国内外技术和资本雄厚的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在共担技术创新

风险共享技术创新收益的过程中延伸技术创新的视角；六是鼓励企业通过网络等多种形式面向国内外科

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进行技术难题招标，打破传统的封闭式技术创新模式；七是鼓励企业技术研究人员与

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交叉兼职工作，换位思考，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也增强大专院校和科研

机构教学研究人员的技术开发能力和市场反应能力；八是对于企业作为资本的所有者在追逐技术的过程

中设立分立性机构，进行技术的股权式奖励，买断技术成果等企业行为，只要中介机构本着公正公平公

开的原则予以合理评估后认定真实可靠和符合市场化原则，政府都应该予以大力支持。

４加强科研院所的改革与发展

必须规划好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深化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使科研院所在广州市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方面担当重要角色。一是做好科研院所的发展规划。在广州市经济社会得到极大程度发展和新的科技

需求不断增加的今天，现有的科研院所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现代化的要求，应该根据广州市和珠江三角

洲的实际需要，制订广州科研院所的发展规划，面向工业化需求自下而上设置新的科研院所结构。二是

加强对改革方向的引导与调控。对于公立性的科研院所，其研究方向应该确定为前瞻性，要立足于达到

国内外的先进水平；对于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应该加以积极扶持；对于面向市场可以转制的科研院所，

应该及时转制，在扶持其起步以后促使其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转。三是强化与主导产业匹配的技术

研发机构的建设。建设汽车、化工、家电、信息技术四大研究领域的高水平的研发机构，跟踪国内外技

术发展最新动向，开发适合于广东省企业的技术产品，以每年提交的技术专利数量、技术市场成交额、

对国外技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等来对研究机构进行定量考核。应该借鉴台湾工研院的经验，面向珠江三

角洲制造业发展需求，将广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办成布局合理、开放流动、高效运转、成果丰富且转化迅

速的一流研究机构。四是科研院所要立足于解决面向珠江三角洲的共性技术问题。２００３年，广州、深

圳、东莞、惠州４个城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值占各所在城市工业总产值的

１０９％、５８７４％、３６５８％和６４６６％，４个城市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值之

和占广东全省这一产业产值的８３６７％，这一区域已经成为世界上信息产业产品生产最为密集的地区。

应在中国工程院支持下成立南方信息技术研究院，与珠江三角洲的信息产业走廊建设相互呼应。甚至还

可以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工程院广州分院，高规格地竖起技术创新的大旗，以便更好地招兵买马，将一

流的研究人才募集到广州，成为广州推出高水平技术创新成果的主力军。五是要深化科研院所的体制改

革。实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完善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鼓励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早出成果，多出成

果，出大成果，鼓励将科研院所办成有竞争效率、有较高收益、有和谐气氛的智力密集和智力创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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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具体方案上，应该在科研院所课题制的组织过程中，将制造业企业的招标课题完成作为评价科研

院所的一项标志，并且提供一定的配套支持；鼓励科研人员围绕工业化方向进行自主选题，由研究机构

和企业设立混合基金的形式给予其起步支持，再视研究项目进展和产业化前景列入省市科研支持项目：

要扩大科学家创新的自主权，包括资金支配、人员招聘、课题申报等方面的权利；要实行有奖有罚的制

度，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机制，不断为科研院所输入新生的研究力量。

５促进广州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传统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一是积极组织技术创新力量，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对钢铁、机械、建材、纺织等传统产业

加以改造，增强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和管理水平，使传统产业在新的市场形势下显示充分的竞争能

力。二是在汽车、化工等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应该在企业和外部的科研机构中积极培

育研究力量，跟踪国内外技术的最新进展，不断开发市场需要的技术，及时应用于企业新产品开发中。

三是继续大力推进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强化科技园区的建设。

要将园区建设的方向由数量增长转化为下一步质量提高、管理强化、效益增长的努力，实现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增长方式的转变。争取向广东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将珠江三角洲东岸建设成信息产业走廊，

与广州信息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形成呼应之势。四是强化科技创新对现代服务业的技术支持。目前，国际

上已经出现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 “应用性、集成性和系统性” 的特点，出现网络技术、网格技术、数字

传输技术、智能终端技术、标准化技术、卫星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网络环境新技术在服务业的广

泛应用。广州作为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应该在数字广播影视、电子商务、电

子金融、数字商务、网络教育等方面开拓科技创新服务的新领域。

６加强广州市的科技中介机构建设与市场监管

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评估中心、科技招标机构、技术市场、技术产权交易所等

机构都是各个地区重要的科技中介机构，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扩散、信息传播、人才培训、科技

评估、资源分配等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通过改革将这些机构进一步推向市场，切断其与政府

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完善中介机构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终结机构的市场行为，并且强化中介机构

之间的良性竞争和优胜劣汰，将那些技术资质弱、管理不规范、信誉等级低、服务意识差的中介剔出市

场。与此相关的是，要加强科技市场的监管。要积极制订市场管理的政策和法规，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

度，制止市场上恶性技术侵权现象，防止市场垄断、市场欺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技术市场交易各

方的合法权益。

７以地域上的集群创新来增强广州的科技创新能力

要在传统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多个领域，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尽可能培育集群式技术分

工模式，将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上相关的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集成到一个小的区域范围内，

强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产业分工和技术分工，实现技术近达性和地理近达性双重利益目标，使企业生产

具有更强的专业化和不断延伸产品的生产链条，形成开放性、网络化、互动式的发展，促进产业的价值

增值和技术升级水平，将产业做精、将技术做细、将链条做长、将市场做大，充分提高广州在各个工业

化领域的技术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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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环境的营造

一、国家环境

１制定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１９９５年５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

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

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

强盛；” 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

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前景。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

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加紧推进科技进

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

２加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构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１９９８年２月，开始建设知识创新基地，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创建国家创新体系。其目标是：到

２０１０年前后，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具有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及运行机制，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国家知识创新基地 （国立科研机构和教

学科研型高等学校），不断取得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力争我国知识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丰富人类知识宝库不断作

出贡献，为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奠定坚实基础。１９９９年８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强调 “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形

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３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１９９９年４月，国务院做出科研机构改制工作的部署。将一批应用开发型科研院所向企业化转制，

在体制上由原来政府部门管理转变为以市场引导为主，在机制上由事业运行机制转变为企业经营机制。

十多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以营造城市环境 （如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 以及科研机构内部运行机

制改革为主，没有触及科研体系的整体结构和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而这次科研机构改制，是对科研机构

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面向市场研究开发并开展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解决科技

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４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坚持了突出重点及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并面向２１世纪，选准对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些高新技术项目，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建立重点基地，组织精干队

伍，加强统一领导，齐心协力攻关，力争有所突破。形成和发展我国自身的科学技术优势；特别是围绕

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问题，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努力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５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推进世界科技发展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人才交流和资源、信息、科研设备的共享，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而且将会带动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各种社会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积极开展

科技交流与合作，对合作各方和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６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坚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全社会形

成这种良好的风尚，使大批优秀人才不断涌现。



二、广东省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的环境营造

（一）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营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环境和条件

１实施优惠政策

高新技术产业既是一种高效益、高增值的产业，同时又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任何国家和

地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都不能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初期，没有政府的扶

持、引导，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的各项优惠政策基础上，

结合广东实际，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比国家更为优惠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内容广泛，包括税收、财

政、财务、金融、出口贸易、人员出入境等各个方面。

（１） 税收优惠政策。

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高新技术企业自确定之日起，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

出口产品产值达到总产值４０％的以上的，减按１０％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高新技术企业，从获利年

度起两年内免征所得税，且免税期满仍有困难的，可在两年内返还所得税；新办中外合资经营的高新技

术企业，合同期在１０年以上的，可以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头两年免征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

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的所得，年净收入在５０万元以下

的，可暂免所得税；超过部分按适用税率征收所得税；高新技术产品，自第一次销售之日起，国家新产

品３年内，省级新产品两年内，应纳所得税享受边征边返还优惠，企业投入的研究开发费用按实际发生

额计入成本，并逐年增长等等。

增值税优惠政策方面，高新技术产品，自第一次销售之日起，国家级新产品３年内，省级新产品两

年内，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返还生产企业；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期初存货已征税的，允许其已征税额

按存货处理数量分期抵扣应纳增值税；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

值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方面，对科研单位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省将该政策推广应用到高新技

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人转让著作权，免征营业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优惠政策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资高新技术企业，以自筹资金新建

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用房，按国家产业政策确定免征建筑税 （或投资方向调节税）。

关税优惠政策方面，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在规定的范围内，

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或者另有规定的产品以

外，都免征出口关税；对进口的种子 （苗）、种畜 （禽） 和鱼种 （苗） 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鼓励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出口退税予以优先办理。

（２） 财务优惠政策。企业的技术开发费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

业用于高新技术开发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的仪器、设备，可实行快速折旧等等。

（３） 金融优惠政策。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支持，尽力安排其开发和生产建设所需资金。省、市

各国有商业银行及广东发展银行每年从新增贷款规模中划出一定额度作为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性专项贷

款，实行优惠利率，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银行可给高新技术企业安排发行一定额度的长期债券，向社会筹集资金。优先批准高新技术企业按

有关规定发行债券和股票上市。有关部门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条件比较成熟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可创办风险投资公司。国家和省立项的高新技术项目贷款，按照国家银行的有关

规定，允许用于添置生产必需设备、检测仪器等固定资产。建立主办银行扶持制度。对提供出口订单的

高新技术产品，金融机构应提供优惠的卖方信贷，及时安排贷款。

（４） 财政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所缴各项税款，以１９９５年为基数新增部分年内全部返

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属市一级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地产

出租转让的收益，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收的各项规费，除上缴中央的以外，其余全额返还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省财政每年新增拨款２亿元，专项用于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孵化期

和产业化启动的投入。其增值部分可用于风险损失补贴、贷款贴息和奖励。对高新技术企业应交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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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两金” 可以减免。经当地政府批准，高新技术企业可免购重点建设债券。

（５） 进出口贸易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为生产而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免领进口许可证。高新

技术企业可以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设立保税仓库、保税工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

开发的高新技术产品，凡是各项指标达到同种进口产品的水平，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经审定列入国家

限制进口商品目录，控制进口。年创汇５０万美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授予自营进出口经营权。

（６） 人才优惠政策。省科委负责组团的对外开展高新技术合作与交流的人员出访，可由省科委在省

政府授权范围内审批。各地区、各部门在安排劳动就业和招收职工时，要优先考虑高新技术企业对大学

生、研究生、留学生和归国专家的需求。从省外调入有中、高级职称和国家重大发明的人才或有特殊技

能的高级技工，入户免交城市人口增容费，企业和房管部门优先安排住房。

２制定指导性规划

省科委受省委、省政府委托，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先后编制了 《广东省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十年发展规

划与 “八五” 计划纲要》、《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十年规划与 “八五” 计划纲要》、《广东省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九五” 计划与２０１０年规划纲要》 和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九五” 计划与２０１０年规划纲要》 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经省政府批准在全省先后组织实施。以广

东２０１０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为出发点，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充分发挥现

有基础和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科技进步为依托，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

目标，把广东建设成为与国际经济技术接轨的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省份之一。根据上述战略方

针，同时提出了５条发展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的指导原则：

第一，坚持深化体制改革，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新体制和新

机制。

第二，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和外向型经济发

展。

第三，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分步推进的原则，对技术高、效益好、规模大、外向型的高新技

术项目，予以重点支持。

第四，坚持技术引进和自主研究开发相结合，在大力引进高新技术的同时，积极组织动员、吸引省

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广东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第五，坚持发展新兴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相结合，不断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点，在大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的同时，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的制订，突出了广东省优先发展的领域和重点支持的技术范畴 电子信

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能源与环保新技术、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新技术、新产品等。同

时，重视培育新的高新技术企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装备农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结

构调整和产品技术升级以及 “三高” 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３广辟资金来源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启动阶段，没有一定的资金扶持，高新技术产业难

以发展。为此，必须广辟资金来源。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广东省先后建立了火炬引导资

金、科技信贷资金、科技发展基金等，很快形成了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以银行贷款和单位自筹为主体，

多元化、多渠道筹集资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机制。

（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和完善广东的创新系统

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品为龙头、效益为目标

广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始终把国内外的市场需求放在首位：第一，优先开发市场急需的项目，一旦

成功即可转为现实生产力；第二，瞄准国际科技制高点，研究开发的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三，在

高投入时，务求产生高效益。实践证明，按照上述原则选择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成功率较高，达

９０％左右，效益较好，一般产出为投入的３倍以上。

２完善和发展广东的创新系统

创新系统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系统，只有处在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才能做到，广东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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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企业几乎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建立和发展创新系统，便成为它们主要的技术支

撑。这种创新系统实际上是个网络，这个网络主要由５个部分组成：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介

机构和政府。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源泉和技术 （知识） 库，又是培养创新

人才的基地；中介机构是沟通技术流通、开拓技术市场的桥梁和渠道；政府则是创新系统的组织者。广

东的创新系统是从产 （企业）、学 （高等院校）、研 （科研院所） 系统发展起来的。深圳市在这方面作出

了突出的成绩，同国内１３０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包括北大、清华、中

国科大、华中理工大学、中科院等著名院校和科研院所，最近又同香港科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佛山电

子集团、珠海丽珠集团、顺德新力集团、肇庆风华高技术公司等企业都依靠建立这样的创新系统，得到

技术支撑，使企业得以发展壮大。

３广纳科技人才

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有利条件，采取优惠措施，营

造进才、聚才的良好环境，筑巢引凤，积极吸引省外、国外的科技人才到广东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工

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１０年来，广东省通过营造良好的聚才、育才环境，建立发挥人才作用的

激励机制，采取多种方式 （如客座教授、长期聘任、带成果开发、创办民间科技机构、技术入股等） 吸

引了一大批省外和国外的高技术人才来广东省工作，不少是带着科技成果来广东省进行产业开发。据调

查统计，广东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实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成果，有１／３来自省外，１／３
是引进国外技术，只有１／３属于本省自行研制，而火炬项目的产业及技术带头人则有６０％来自省外。

在促进广东省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实践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很高学术造诣、善管理、会

经营、懂外语、熟悉国际市场的新型企业家和管理人才。

（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没有走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模式，而是采取多种

所有制并存，积极鼓励国营、集体、民营、“三资” 及联合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产

品的开发、生产，加快了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据对２００２年全省７０７家 （不包括深圳２７９家） 生

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统计，国有经济１７０家，占２４％，集体经济１９９家，占２８％，其他类型 （包括

外商投 资 经 济、港 澳 台 投 资 经 济、股 份 制 经 济、联 营 经 济、个 体 经 济、私 人 经 济 等）３３８家，占

４７８％。随着多元化企业体制的形成，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迅速。

到１９９９年底，全省有民科企业３５００多家，技工贸总收入５００多亿元，其中超亿元企业１００多家，

有２６０家民科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３２％。每年投入的研究开发费

用占总支出的比例都在１０％以上，远远高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的要求，大批高新技术

成果快速转化为产品占领市场，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以 “深圳华为”、“广州新太”、“珠海亚洲仿真”

等为代表的一批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在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计划，开发高新技术产品中迅速发展壮大起

来，成为广东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坚持走国际化的道路，主动接受国际产业的转移

１探索利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和产品标准的国际化实现形式

（１）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国外大企业、大财团来粤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开发高新技术项

目：如美国的ＩＢＭ公司、ＡＴ＆Ｔ公司、杜邦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日本的松下、三菱、ＮＥＣ公

司，荷兰的菲利浦公司等与广东省有关企业开展高新技术项目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２） 鼓励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到国外开办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机构，与国外科研人员合作进行产品开

发，把研究成果和有竞争力的项目拿回来进行二次开发，如科龙、华为、康佳等企业分别在美国、日本

等建立了研究开发机构，与当地科研人员合作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加快了产品更新换代，有利于开拓国

外市场。

（３） 根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需要，积极到国外举办高新技术产品展览会、技术贸易洽谈会等有关

高新技术项目的招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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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通过技术入股、购买专利、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加快高新技术

产品生产与国际接轨，实现产业化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利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和产品标准的国际

化，通过 “让股份，得技术、资金和国际市场”，达到企业产品与国际接轨，即企业按国际规范进行管

理，产品按国际标准组织生产等。

２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研究、开发、创新相结合

（１） 把引进国外技术与国内技术相嫁接。如深圳安科高技术有限公司是中科院控股的中国科健股份

有限公司与美国Ａｎａｌｏｇｉｃ公司合资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重点开发、生产高档医疗电子设备和仪器。公

司成立之初，以中方提供磁体技术和产品，美方提供主要电子部件技术和产品，以中方科技人员为主组

建开发生产队伍，负责整体系统设计、软件和配套硬件的设计开发以及整机生产和调试的方法，很快就

完成了永磁体和超导体ＭＲＩ系统的开发与生产定型，并投入批量生产，使我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少

数能够批量生产该系统的国家之一。

（２） 把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加工工艺与国内技术相结合。如深圳科兴生物制品公司把自己的高新技

术研究成果和引进的生产设备和加ＥＴ艺相结合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其规模之大在全国处于

前列。

（３） 把引进国外科技人才与国内的技术设备相结合。如深圳蛇口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从美国、加拿

大、香港等地聘请了２０多位高技术专家，他们以个人的专有技术及销售渠道进行投资，以技术入股方

式占有公司３４％的干股。这种技术入股方式有效地调动了外国 （地区） 专家的积极性，在很短时间内

就开发出计算机磁盘磁头，并自行设计和建立了进口关键设备与国产配套设备相结合的大批量生产线。

仅３年时间就使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三大计算机硬盘磁头生产厂家之一。

（五）做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布局

由于广东不同地区的经济、科技发展不同，条件不一，因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能齐头并进，必

须按照突出重点、发挥优势、带动其他的原则，采取以深圳、广州为龙头、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基

地，以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为重点，带动东西两翼和山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体区域布局。

１深圳市和广州市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两大龙头

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广东先后建立起深圳、广州、中山、佛山、惠州、珠海６个国家级高新区

和江门、汕头、东莞、肇庆４个省级高新区。建设高新区是一项跨世纪的社会系统工程。

高新区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以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医学、新

能源与环保为支柱的产业群体已在高新区内逐步崛起；国家健康产业基地、广州电子科技园、深圳计算

机及软件、通信、视听基地、珠海计算机软件及专用集成电路开发基地、惠州通信产业基地、佛山电器

基地及电子医疗器械基地、东莞电子器件基地等在高新区内创建。

高新区的国际化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充分利用高新区毗邻港澳、信息灵通的优势，坚持面向国内

外市场，多渠道、多层次广泛招商同时跟踪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全方位引进资金、项目、产品，精心

培育高新技术生长点。充分发挥高新区企业的团队优势，组建企业集团，如广州新太集团、中山火炬集

团、惠州ＴＣＬ集团等。

各高新区大力开展高新技术产品创名牌活动，以名牌产品为龙头，推进国际化：如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的程控交换机、长城集团深圳公司的金长城微机和显示器、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的超声诊断仪、新太

集团的电信业务增值平台、广州南方传输系统有限公司的光电传输设备、广东天普生物化学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的尿激酶、佛山华鹭制冷器件有限公司的电磁四通换向阀等。

各高新区在人区企业中积极推进国际规范、国际准则，推进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等国际化标准，努力争取与

国际接轨，随着高新区国际化工作的不断推进，高新区的出口创汇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

高新区正在逐步建立适应自身特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省大多数高新区根据省委、省政府和

所在市委、市政府的规定，享有市一级的有关管理权限，并在市一级财政中对高新区财政收入实行单

列。设立了工商、税务、财政、计划、国土管理等机构，实现了 “一条龙” 服务和一个 “窗口” 的对外

管理，简化了办事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有的高新区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 “小政

府、大社会” 的管理模式，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发挥其指导、服务、协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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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自高新区开办以来，各高新区为企业营造适应其自身发展的良好环

境，精心规划建设，使市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如珠海高新区立足金海岸，以三灶区为依托，经过认真

规划建设，初步建起了一个园林化、科学化的花园式海滨新城区。为了营造高新区良好的软环境，省

委、省政府和所在地的市委、市政府相继制定了高新区建设的扶持政策。各高新区在土地价格、人区项

目、人区企业、产品出口、人事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享有自主权，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以吸引

投资者。一些市由科委和高新区创办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也在茁壮成长。广州、中山等创业服务中

心近年来孵化了上百个高新技术项目和企业，以确保高新区持续、健康发展。

２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 连片开发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带

１９９１年８月经原国家科委批准，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成立了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 （以下简

称产业带），总面积４１５９６平方公里，总人口２２３７万人 （１９９８年末）。在这里集中了深圳、广州两大

中心城市、６个国家级和３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建立产业带的宗旨是：在劳动地域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促进人才、技术、资源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

优化组合，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珠江三角洲现有产业向高技术、高

质量、高层次发展；促进在珠江三角洲内的城市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和城市间产业结构互补，更好地集中

力量创办规模型企业集团；促进广东与国内外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合作，逐步实现国际化；促进对引进高

新技术设备的消化吸收及创新；促进这一地区高新技术向省内外辐射并为省内外其他地区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提供示范，以带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六）广东知识产生发展的环境营造

（１） 是建立、发展和完善广东的技术创新系统，为广东高新技术产生发展提供一个有力的技术支

撑，创新是一个从新思想的产生到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市场化的一系列的活动，也是知识的创造、

转换和应用的过程。其实质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商业应用。

（２） 全面贯彻科教兴粤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强化人力资本的投资这里包括两

方面的问题：一是下决心培育广东的研究密集型大学；二是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３） 增加科技经费投入，强化研究开发。

（４） 坚持 “以市场换技术” 的方针，千方百计引导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广东建立研究开发机

构。

（５） 要把培育高技术企业家队伍 （阶层） 放在一个突出地位，要逐步实行企业家的市场化。

（６） 加强新形势下粤、港、澳、台在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合作。

（７） 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软、硬件环境。

三、区域创新环境的营造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产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时间和政府获得政治绩效的时间往往不是同步的。一种产

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可能需要十年以上。在这个时期内需要对人才进行培养、对产品和生产过程进行投

资、建立产业集聚区、开辟国际市场。但是对于每届政府来说，十年可能太长了。因此，多数政府为了

在任期内取得成效，都采取短期盈利的政策，例如补贴、保护以及鼓励合并等，但这些都是阻碍创新的

政策，例如补贴、保护以及鼓励合并等，但这些都是阻碍创新的政策。从长远来看，对企业减免税收的

政策实际上会使企业造成对政府的更加依赖；不干预政策则忽视了政府在形成企业成长环境中应当起到

的作用。政府应该在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方面发挥作用，长期投资于教育和培训，投资于企业间合作的网

络建设，创造真正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环境。

目前尽管我国出现了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在地方上成群连片的情况，但在生产上相对独立，发

展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技术、信息等方面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流，不能很好地建立技术与营销网络。在

它们之间，非但不能像在硅谷和新竹等发达在区的企业那样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在相互学习的过程

中不断创新，反而在市场的竞争中，相互拆台，导致信息、技术、知识的流动严重不畅，甚至断流。企

业间的交易费用高不可估，缺乏企业群的整体竞争优势。在存在不正当竞争和过度竞争而缺少合作交流

的区域，将发生大量问题。可以说，我国一些区域的发展与世界上发达区域的最大差距，就在于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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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交易费用太高，企业分工合作网络微弱。

区域创新网络是区域内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新型产业组织形式，是区域性的支持企业创新的网络状系

统，它已被用来作为一种为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进行区域调控的公共政策措施。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缩

短，技术创新速率加快，为了降低创新的风险，地方行为主体需要合作创新。结网是一种新的制度性的

手段，这就是从本区域企业的共同兴趣点出发，为它们提供信息交流的场所和机会，活化本区域的物质

行信息资源，增加企业的灵活性，减少不确定性，因而使企业和区域的创新能力得到持续发展。存在创

新网络的区域是有效发挥协同作用而产生持续创新的地方。

区域创新网络是由区内的经济网络 （行为主体间的正式经济合同） 和社会网络 （行为主体间非正式

的联系） 共同构成的。当区内行为主体间既有正式的经济交易关系，又有大量的非正式联系，结成社会

网络的时候，该区域将会获得强大的竞争优势。而且，由于创新是一种社会过程，因此区域创新网络主

要包含社会的性质。区域的创新网络实质上是区域经济和社会相融合的产物。创新是建立在当地生产综

合体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的。

区域的经济网络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为各个行为主体提供的市场、金融、技巧、信息、人才等机会

并非均等。一旦合作过程中，合作双方都按市场中的规则获得自我预期利润时，分配不均的现象就会出

现，新的计划、标准、规则、价值等随之产生，企业之间的不信任和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昂

贵。整个区域网络创新功能衰退，便面临着被新的侵入者破坏的危险。所以，区域的经济网络，必须扎

根于当地利于创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也就是说，区域内的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形成完整的区域

创新网络，也称区域创新环境。

目前，区域创新环境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建立科学园、技术城等政策的主要目

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创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

产业发展的硬件要求是显而易见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通讯、配套的生产服务设施

等，它们无不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由于其成果的可见性，也较容易为政策制定者所重视。但

是，随着技术的复杂性增加，参与科技创新的主体越来越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更趋复杂多变。早

期产业化社会形成的刚性的等级化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高技术发展对灵活性的要求。大量集聚的创新主

体需要一种促进彼此接触、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外部环境，这种环境具有使大量企业在近距离内接近并亲

和的性质，这种有利于创新的软环境有别于传统上人们所认识到的产业发展的硬环境。

隐藏在硬设施背后的软环境，对硬设施的作用的发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创新所需要的软环境主要

表现为网络系统，即建立在区域内企业，以及企业且慢科研机构和行政机构间长期合作基础上的稳定关

系。对于这种软环境的认识，可以分为３个层次：

（１） 介质环境。包括人们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等内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

是否追求创新，人与人之间能否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种环境与当地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关，还有赖于

长期的教育投入、国民素质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

（２） 机构环境。包括各种为区内创新主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机构和制度，例如为资金流动服务的银行

等金融机构，为劳动力流动服务的人才交流中心，为加强同业人员交流合作而成立的行业协会以及为区

内各种创新主体服务的法律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这种环境能否充分发挥效力，

更取决于这些机构的服务是否规范化、制度化。这种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是一个长期摸索试验的过

程，受到国际惯例和本地实际情况的双重影响。

（３） 调控环境。指政府发挥宏观众调控作用，使多个相关创新主体发生协同效应。区域的调控环境

的好坏，对本地产业能否经受国际竞争的考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软环境的营造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国际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软环境的

竞争。建立科学园、技术城等政策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促使行为主体之间

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就像是一种空气、一种土壤，促进企业的成长，同时，

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

企业成功的创新与区域环境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区域特点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区域特

点包括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质量、知识基础、公司原有的网络，以及区域政策等。其二，企业行为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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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环境发生反作用。企业吸引生产要素，并通过内部培训等来影响区域的知识基础。

实践证明，在吸引企业和促进企业再生的过程中，区域创新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当企业在

本地落户和成长起来后，才能真正注重当地网络的构建和维护。

区域经济环境的建立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完成：一种是通过政府或经济管理部门，自上而下地建立或

帮助建立地方的区域创新环境；另一种是企业、个人自下而上的行为，自发地或在引导下建立和完善区

域创新环境的形成，其出发点是利润和各种效益，也可以分为两种方式：①是自发的，出于企业自身的

需要而产生的行为，如增强前、后向经济联系，引进电脑系统优化管理，出于对信息的需要、环境的要

求而投资区域的基础设施等。这些无疑都是对区域创新网络的贡献。②是在政府引导下的行为，出于政

府所提供的利息和自身对区域责任感的行为。如与区域有关的公益和福利活动，对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

预测与研究，出于政府诱发而进行的企业间、企业与政府间、个人与个人间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等。

以上所提到的两种渠道，以及每种渠道的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它们又共同为良

好区域创新环境的创造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一个良好的情况应该是，政府行为的硬方式一方面创造了区

域优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引导并促进着企业行为的自发方式和引导性方式，与政府的软件方式一起

致力于完善区域的产业文化，改变着整个区域内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相关服务机构人员的思想方式和意

识行为，物质基础与区域文化两方面的进步造就了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反过来，区域创新环境的建立

又成为政府投资基金的来源、企业发展的物质和文化基础的解决之道。两种渠道四种方式之间互为因

果、互相影响，而它们与整个区域创新环境又在相互促进，以达到一种良性循环。各种进步都体现在：

①区域物质基础和企业资本的上升；②符合区域创新环境的区域产业文化形成这两个方面。两种方式间

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如图２ ５所示。

图２ ５ 区域创新新网络形成方式及其相互作用 （引自：王缉慈创新的空间）

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其出发点是发展区域经济。这一渠道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是体现

在物质基础的建立上，如投资建立良好的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信息通讯网络、企业家聚会场所等技术基

础设施，创造定于吸引力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称为硬方式）。另外一种是数据信息服务、法律监督，帮

助制定行业规范等。体现在组织展览会、交易会、文体活动等各类活动，促进企业家间的交流，增强政

府与企业间的联系和信任关系，加速信息和知识的通畅和交流；培养和引入多方面的人才，尤其是管理

和市场等方面的人才，除了大学培养之外，更重要的是引入相关的产业，提供实际培养人才的机会。建

立技术标准和市场监督机制，主要着眼于建立起一种富有活力的创新精神，尊重人才的区域文化 （称为

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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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服务系统，发挥服务中心、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整体功能，更全

面地了解产业发展的技术、市场信息，有用先进的储存、检索办法书刊号及时地向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信

息，并根据企业对信息的特殊需要定期向企业提供信息。这样，一方面使新技术成果迅速商品化，另一

方面，也可以避免产品的重复开发，使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研究开发、咨询到管理、后勤等方面

得到一体化的服务。

政府机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通过大量的、无限的相互作用而融合在一起。这是一场深刻

的制度创新。科学园区企业与附近大学的联系可以诱发经济增长。大学可以为园区企业提供专门的图书

馆设施，教员可以为园区提供专门的知识咨询服务，园区企业与名牌大学合作可以提高声誉，大学源源

不断地向企业输送适用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四、发展中地区技术跨越的外部环境建设

（一）发展中地区技术跨越环境现状

１发展中地区发展所面临的科技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

发展中地区科技经济发展所面临科技经济发展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的影响。从机遇方面来看，主要

有以下几点：

（１） 国际合作呈现越来越密切的趋势。随着经济与科技全球化趋热不断加强，各国经济、科技活动

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家的高校、科研院所等五大创新系统都投入到国际科技大市场之中。共同投

入，共享利益。发展中地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①研究内容向国际化靠拢，向国际先进看齐，向

国际接轨。②研究资源国际化，努力开发使用科技资源国际化大市场。③研究手段国际化、信息不断交

流，设施共享。④研究组织国际化，与国际机构合作，共建研究所。⑤经济贸易与科技交流一体化。

⑥由此导致科技模仿创新的时机更加成熟。

（２）ＷＴＯ规则有利于发展中地区科技发展机制的完善，谋求在开放与互利的竞争合作中赢得技术

优势。

２发展中地区跨越发展的经济状况环境

发展中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下经济水平的地区，总体经济实力不是太强，所能提供的发展经费

十分有限。

３发展中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管理体制与政策环境

２０多年来，发展中地区体制向市场化方面迈出了几大步。

第一步，剥离调整，把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之间进行剥离，剥离后进行了调整，大大缩减

基础研究队伍，给基础研究者以最基本的开支，对应用研究者实现企业化管理。

第二步，断奶，对应用性研究单位和国有企业逐步削减国家行政性拨款，实行利改税，完全靠技术

研究、靠产品争市场等方式赢得经费。

第三步，项目招标。

第四步，科学技术成果交易市场化。科学技术成果交易不再是政府行为，而是根据市场状态进行，

各地办起了信息港、技术市场、技术交易展览会等组织。

在市场化经营的环境下，科技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生产对新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经

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企业运行机制实面向市场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自我约束机制。具体做法有：企业化用人机制、企业化分配机制、企业化管理机制、建立经济指标与考

核制度等。

（１） 科技创新与经济的财政税收政策环境。

现行所得税一是内在资金在企业的税率、减免税期限、计税的列支范围和标准等优惠政策上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如科技新产品自投产年度起免征两年所得税，而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免征

两年所得税。这影响公平与资源合理配置。

二是现行所税优惠政策以区域不同而分别对待。依 “经济特区 经济开发区 其他特定地区 内地

一般地区” 的层次，实施不同优惠政策，使中西部发展中地区在税收上比发达的沿海地区更高。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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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投资的规模、投资周期、利润高低、风险大小、在税收政策中区别不大，导致技术含量低、规模

小、污染大、投资短的项目泛滥。

三是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科技人员的优惠不够，缺乏鼓励政策。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是技术跨越的

关键。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由于缺乏对科技人员的优惠，不利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技术跨

越的形成与发展。

四是高新技术开发为主的高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型企业用于产品开发，生产用的固定资产投

资，应免征投资方向调节税，对其进口国内尚不能生产的仪器、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应免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五是国家直接为技术开发创新的投资很少，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财政部门应尝试建立为科技型

企业速效的担保机构，对开发区的基本建设贷款给予财政信息，各级地方政府及财政部门应对科技型企

业发行债券、股票。

（２） 政治制度环境对技术跨越的引导与保障。

中国政府与科研院所及大学科技机构的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政府对科技经济活动作

了十分详尽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范。二是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科技经济创新活动给予了尽力的

支持和推动。三是各级党政有关科技经济活动与重大经济决策都反复召开科技与经济专家座谈会，征求

意见。

（３） 技术跨越的人文文化环境。

在中国大统一的儒家文化占优势的前提下，各地文化千姿百态：从微观上讲，发展中地区的文化环境

有其特点：①发展中地区的公众在价值观念上对科学家职业与科技创新活动是崇尚的。②发展中地区公众

科技意识淡薄、科技素养处于中等偏下水平。③发展中地区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质不高。④发展中地区文

化传统的崇尚读书、果敢、坚毅，善于思考有利于科技创新，但不利于转向形式下的技术与创新。

（二）技术跨越中的科技、经济、文化、环境建设措施

发展中地区技术创新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提高发展中地区科技经济竞争力这一目的，逐

步建立以加强创新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技术跨越政策体系，建立以满足技术跨越活动需求为动力的制度保障

体系，建立以激活技术跨越要素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环境，建立以有利于技术跨越活动顺利开展为前提的科

技法制环境。坚持整体推进、系统优化、系统协调、注重特色、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原则。

１发展中地区技术跨越环境建设的战略目标

发展中地区在技术跨越环境建设方面的中长期总体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通过１０年的努力，实现三大

转变、三大协调、一大升迁。即经济环境上，在国民经济大幅度提高的条件下，Ｒ＆Ｄ占国内生产总值

之比由现在的０６５％提高到１５％，为科技创新提供条件，协调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政策制度环境上，

建立健全良好的科技创机关报相关政策制度，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协调科技创新政策制度法规的关

系；在文化环境上，提高公民科技素养、科技意识，增加经济对科技的依赖性，提高技术跨越与劳动者

素质提高的协调并进步。实现科技创新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带来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

提升。

发展中地区跨越发展环境建设的具体目标包括：建立以加强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技术跨越政策体系，

建立合理的运转自如高效的技术跨越的运行机制，建立以满足技术跨越活动需求为动力的制度保障体

系，建立以激活科技创新要素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建立以有利于

科技创新活动顺利开展为前提的科技法制环境。

２发展中地区技术跨越的经济与市场环境建设的战略重点

（１） 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技发展的平台条件和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重点：①科技投入总量与强度

（经费支柱条件） 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②全面优化科技发展条件资源配置，基本构架起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经济体系支撑平台。③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逐步形

成适应科技经济发展要求的科研基础条件支撑体系。

（２） 投融资环境建设重点：从创新经验来看，金融约束是制约技术跨越的主要瓶颈，许多具有良好

前景的技术项目往往因为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而得不到实施。因此，技术跨越环境建设的主要内容是要

９１２第二篇 国外科技发展规律对广州发展的启示



提供良好的投融资环境。①建立风险投资机制。②制定信贷支持政策，逐步构筑发展中地区创新信用担

保的三个网络：由省、市、县财政部门联手，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村信用社联社、城市商业银行等多

家商业银行建立贷款担保协作网络，在各省各地设立了担保贷款受理点网络；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建

立担保资金信息网络；由专业担保机构会同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中介机构等，建立贷款担保需求信息

网络。③制定政府采购制度。④繁荣资本市场。⑤制定民营资本、科技中小型企业融资、民营科技型企

业融资等方面的政策规划，形成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３） 知识产权政策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重点：①鼓励和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成立专利

联盟。②支持企业申请国外专利。③设立科技兴贸自主知识产权联合行动小组。

（４） 技术跨越活动的激励机制建设重点：除金融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外，技术经济跨越发展的

激励性政策主要还有产权激励政策、人才政策和税收激励政策等。

（５） 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重点：①建立一支能快速跟踪国际、国外标准的人才队伍，确

保国际、国外标准信息相通。②加快组织制定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产业技术标准、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地

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标准，将技术标准体系列为专项给予支持。③对我国和国际标准进行有效整

合，建立技术标准资源数据库，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标准信息服务。④积极参与和承担国际标准的制定

工作，使发展中地区的技术标准制定工作融入到国际标准体系中去。

（６） 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研究与建设重点：为了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支持和保护中小

企业的发展，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都是通过建立法律法规来确定中小企业的地位。如美国制定了 《中小

企业法》、《公平执行中小企业法法案》、《中小企业投资法修正案》 等几十种法律，目的主要是给企业创

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国关于 《中小企业促进法》 已经出台，发展中地区应有相应的中小企业促进

发展的政策出台，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等。

（７） 建立为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体系，其建设重点有：一是加大发展中地区

外经贸企业改革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用好外贸发展基金，支

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企业开展各种类型的国际标准认证、支持外贸人才

培养、支持出口退税等；三是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推动 “大通关”；四是对一些产品的出口制定相应

的补贴政策，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和保持企业在国际市场已占有的份额。

（８） 各项经济市场环境建设重点的协调：政府的调控主要通过政策调控，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政

策，发展中地区的省市各部门的各项政策，重点要协调好财税政策与科技创新、人事政策与科技创新等

方面的工作。

３发展中地区科技创新制度与法制环境建设的战略重点

（１） 科研机构改革建设重点：①调整和完善产权结构。②规范国有资产处置。③建立规范的产权激

励和约束机制。

（２） 加快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思路和改革重点：按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立发展中地区新型

科技创新体系的总要求，以调整结构、转变机制、分类重组、合理精简为重点，以建立 “开放、流动、

竞争、协作” 的运行机制和新型管理体制为核心，全面优化发展中地区社会公益性科技力量布局和科技

资源配置，大幅度提高发展中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公益性服务功能。①具有面向市场能力、提供的

主要产品和服务有市场需求、市场收入可以成为主要经费来源的科研机构，要实行整体企业化转制改革

或转为企业性质的中介机构。②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或提供公共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确需

政府支持的社会公益性科研机构，在科学评估、调整和明确业务方向、优化结构、分流人员的基础上，

由主管部门申请并报省科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可认定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③对具有较强行业服

务性质的机构以及设在科研机构内经省级以上有关部门确认的技术认证、质量监督、产品检测等机构，

转为行业管理的事业单位或中介服务机构，执行有关行业的管理政策和规定，重新登记成为独立的事业

法人，不再列入科研机构系列管理。④鼓励科研机构进入高等院校或与高等院校合并。

（３） 国有企业改革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重点：以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主要研

究发展中地区国有企业体制的多种经营形式，研究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宏观体制的转换、政企关系转

换以及企业队伍培养等主要方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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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科技法制建设重点：当前要重点抓好科技创新的产权保护、产权分配以及产权交易等相关的法

律体系的建设，保护科技创新产权和科技创新成果所有权。今后一段时期，要加强以下政策法规研究：

①发展中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立法研究；②科技风险投资管理模式研究；③政府资助科技创新

项目的法律调控体系研究；④科技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立法等研究；⑤学科发展政策研究；

⑥科技政策与其他政策配套、协调问题研究；⑦科学技术普及理论研究等。此外，科技创新活动中要依

法办事。

４发展中地区技术跨越文化环境建设的战略重点

（１） 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与科技创新意识。

（２） 提高公众的科技文化素养。

（３） 加强企业文化环境建设。

（４） 培育科技创新精神，敢想敢干，要善于思考，善于实践，善于提出新问题、新观点、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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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科技创新的最终目标 创建学习型城市

学习型城市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ｉｔｙ）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之一。世纪之交我国

以上海为首的各大中城市也开始掀起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热潮。

一、国际学习型城市运动发展历程

１从 “教育城市”到 “数字城市”再到 “学习型城市”

学习型城市的理念产生与发展基本遵循着终身教育和终生学习理念发展的脉络，学习型城市运动是

终身教育、终生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理念的一种具体实践形式。从最初着眼点主要在教育体系的整合而产

生 “教育城市” 的概念，而后随着终身教育思潮发展成为终生学习思潮，焦点从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

“教育” 转向学习者中心的 “学习”，“教育城市” 概念的基础上脱胎而出 “学习型城市”。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启动了一项 “教育城市”（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Ｃｉｔｙ） 计

划，给予资金资助。项目从它的成员国中选取了７个城市 加拿大的埃德蒙顿、欧洲的哥德堡、维也

纳和爱丁堡、日本的挂川市、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以及美国的匹兹堡，要求它们将教育置于城市发展战

略的最前线，以此来体现 “教育城市” 这一理念。在整个欧洲，以巴塞罗那为首成立了一个 “国际教育

城市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Ｃｉｔｉｅｓ），会员逐渐遍布世界各地，达２５０多个。

１９９２年，ＯＥＣＤ的教育研究与改革中心 （ＣＥＲＩ） 在一项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同

年在瑞典的哥德堡召开了学习型城市会议，将发展学习型城市列入了行动日程。大会报告引发了各国对

于学习型城市创建这一新生运动的重视。英国积极响应这一理念精神，于１９９５年创设了学习型城市网

络组织 （ＬＣ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ｉｔ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１９９６年，利 物 浦 在 英 国 首 先 宣 布 它 是 学 习 城 市 （Ｃｉｔｙ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紧随其后的还有南安普敦、诺里奇、爱丁堡和伯明翰。欧洲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学习型社

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市实践推展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但在世界其他各地，学习型城市的理念也

有着较大范围的传播，进行着广泛的实践。如在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州都创建了自己的学习型城市网

络，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在将他们的发展目标定位在学习型城市，将学习作为打造城市未来的关

键通道。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学习型城市的创建发展工作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如在印度，多个城市

提出了学习型城市构建方案，在非洲，一些城市积极加入 “国际教育城市协会”，学习西方的发展经验。

城市作为现代化最前沿的地区，自然拥有比其他社区更为有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以现代通信技术

的应用和普及作为突破口，沟通现有组织间的联系从而最终造就一个 “学习型城市” 成为潮流。较为典

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的是英国教育与就业部 （ＤＦＥＦ） 在１９９５年发表的报告 “学习型社区：评估实践与

进步的指南” 中，曾经试图将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作出区别，如表２ １７所示。

表２ １７ ＤＦＥＦ关于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区别的表述

学习型社区 学习型城市

在性质上是有机组成的 从内部自然发展而来
在性质上是无机组合 连接现有的组织并赋予新的

结构

群众路线 要求社区所有部门的人的参与，影响逐

渐扩散至整个社区

焦点主要在于ＩＴ／电子通信部门，对地区的其余部分产

生 “由上而下”的影响

包容的 集合所有社会的、休闲的、经济的、精神

的、健康的、教育的以及更多的部门在一起
排他的 如上所述

合作的 希望与其他社区协作共同分享理念、好的

实践经验等

竞争的 焦点在于比其他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商务

和产业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今天，学习型城市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多样化发展的时代，各个城市都在努力寻求适合于自身的发

展道路和模式。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起，欧洲委员会为一项两年计划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计划在６个不同城



市和地区中有侧重点地开展学习型城市构建活动，这些城市和构建重点分别是：①澳大利亚的昆士兰

通过公共和私人部门间的合作将终生学习深入到城市环境之中；②欧洲的奥斯普和南芬兰 通过

文化服务推广学习型城市和地区信息；③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 联合中学和大学，提高对学习型城市

和地区的管理；④新西兰的帕帕库拉和奥克兰 联合成人教育学院，提高对学习型城市和地区创建的

参与。⑤欧洲的法国 民选代表们的学习型城市和地区概念。⑥加拿大的阿尔伯达 学习型城市技

术提供者的终生学习。

２在推展终生学习进程中，聚焦于学习型城市的原因

ＯＥＣＤ曾经分析了城市作为学习重点的原因：①人们将学习与他们所直接生活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②城市可以提供一个连接各部分各不相同的教育与培训提供者以及使他们相互合作的框架；③城市可以

提供一个聚焦点，引导学习行动。

二、什么是学习型城市

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英国、美国、瑞典、芬兰、加拿大、日本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仍然

存在着关于学习型城市的多种定义，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这个城市、村镇或地区动员和整合了它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环境结构从而发展其所有市

民的才能和潜力的方向前进⋯⋯它提供了一个结构和智力框架使得市民能够积极地理解变化并对变化做

出回应”（诺曼·朗沃茨，ＮｏｒｍａｎＬｏｎｇｗｏｒｔｈ，１９９９）。

“学习型城市是这样一个城市：它制定计划和战略，鼓励通过对开发所有市民的个人潜能以及发展

所有组织间的合作协调来创造财富、促进个体发展以及形成社会凝聚力”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学习型城市通过利用社会和制度关系的力量来实现文化上的转变 理解人类学习的价值。学习

型城市明确地利用学习作为提高社会凝聚力、重建以及经济发展的途径，所有这些已经包含了社会的方

方面面。通过广泛的资源它们结合在了一起，学习型城市能够就本地挑战提供本地解决方案”（英国学

习型城市网络）。

以上表述虽有不同，但仍可总结出具有共性之处：①目标的综合性：即学习型城市的目标是多元综

合的，不仅有经济目标 发展城市经济，创造财富，增加就业，取得更多的城市经济竞争优势，而且

有社会目标 吸纳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城市生活，实现社会统合，形成社会凝聚力；不仅有城市组织发

展目标，而且有市民个人发展目标；不仅有政治和制度目标，而且有文化和环境目标。总而言之，学习

型城市的目标是多元综合的，覆盖了城市构成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涉及了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②学习是最根本的城市发展原则。③本地性和多样性：学习型城市强调本地特点，强调本地目标，强调

就本地所面临的特定问题寻求适合本地的特定对策。这种本地性同时带来了不同城市间的多样性。

１９９８年１月，在法国巴黎，ＯＥＣＤ以 “通过学习型城市和地区发展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 为主题

举行了一个高层研讨会，会议发表的报告将学习型城市概括为具有如下５个方面的特征和１４个领域内

的具体表现，如表２ １８所示。

（１） 公共当局、私人企业、教育和研究机构、志愿者组织和个人都清楚而持续地将学习置于通过合

作取得城市／地区发展的中心地位。

（２） 具有一个发展性的战略，涵盖了从早期儿童教育到成人教育的所有学习范围。

（３） 创造全球性的有竞争力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提高个人和组织能力，创建有益于学习、改

革、创新和变化的环境。

（４） 一个特定的目标和标志，隐含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网络。

（５） 社会凝聚力和环境问题是这个城市／地区发展整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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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８ 学习型城市的具体表现

领导 在整个社区中，并且为了整个社区，将其战略置于发展领导力和学习、咨询课程、技能上。

就业和就业能力 定义和发展那些能够使全部市民都能就业的技能和能力

激励 通过鼓励运用各年龄层市民的个人学习计划、指导和咨询，激活市民的创造潜能

资源 释放社区资源的全部潜能，包括人力资源、通过实现公共和私人部门间的双赢合作

网络 宽容、外向型思想，通过项目连接本地、本国和国际上所有种族、年龄及信念的市民

信息 通过设计创新战略提供人们集会、促进学习公开运动的信息来提高对学习的参与

需要与要求 通过积极发现所有市民的学习需求并提供机会去满足这些需求，从而培育一种学习文化

成长 通过发展人力资源的固定战略和与其他学习型社区一起进行的创新性计划来创造财富

变化管理 实施项目，使得市民能够积极应对和无惧于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投资 通过连接学习战略与跨部门财政战略影响未来

技术 通过有效利用新学习技术，将城市转变为一个现代学习中心

卷入
鼓励市民为城市生活和文化做出贡献，通过建立有关他们技能、知识和才能的数据库，鼓励他

们随时为别人提供学习帮助

环境 推行项目，使得所有市民积极参与到关心爱护环境的活动中去

家庭战略
刺激社区和所有家庭学习，通过举办文化节、文化活动及其他一些可以培养学习习惯的有趣味

的活动

三、学习型城市发展战略

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在学习型城市发展上总结了较为成熟的战略，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学习型城市

宪章 （表２ １９） 和英国学习型城市网络的３Ｐ战略。

表２ １９ 学习型城市宪章

我们认识到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它是推动我们的市民拥有未来财富、稳定和康宁的主要力量。

我们宣布，我们将通过以下方式在我们的社区中投资于终生学习：

（１）整合和共享城市中所有部门的资源，发展富有成果的合作关系。为所有人提供学习的机会。

（２）发现每个市民为了个人成长、职业生涯发展和家庭安康的学习需求。

（３）发展学习供应者，适应每个市民在其一生中各自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的学习需要。

（４）通过革新性的信息战略、激励性的学习活动以及对媒体的有效利用来刺激学习需求。

（５）通过提供现代学习指导服务以及帮助他们能够有效利用新学习技术，支持对学习的供应。

（６）动员所有市民，为了环境保护、社区组织、学校和其他人们贡献他们的才华、技能、知识和能量。

（７）通过发展企业和帮助公共与私人部门的组织成为学习型组织，促进财富创造。

（８）发展有活力的外向型项目，使得市民能够向自己社区的、全球其他社区的人们学习。

（９）与排他性作战，通过创新性的项目将所有边缘群体纳入到城市的学习和生活之中。

（１０）通过在组织、家庭和个人层面庆祝和奖励学习成就的活动，使人们认识到学习的快乐。

资料来源：Ｌｏｎｇｗｏｒｔｈ，Ｍａｋｉｎｇ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ｏｒｋ，１９９９。

英国的学习型城市网络提出了３Ｐ（即合作、参与和执行） 战略：通向学习型城市的道路需要经过

三条独特的发展线，它们与学习型城市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方面相关。

（１） 合作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学会建立部门间的联系。

这意味着建立、发展和保持合作：发展全市范围内来自于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相关合作者间的联合；

协调城市中无论是正规、非正规还是工作基础的各种学习提供途径；建立跨部门的、在所有教育和就业

水平上的联系；利用媒体促进成功和刺激学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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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参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学会让公众参与到政策过程。

真正的学习型城市将学会使市民以一些新的方式参与到治理城市和改变城市的过程之中。

３执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学会评估进步。

学习思考新的学习方式：提高人们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方式的多样性和弹性；承认和重视在城市发展

中以及以城市发展为目标的所有形式的学习；学习在这里不仅仅只局限于正规的教育过程。它联系着多

种形式的学习；在工作场所中、在志愿者组织中以及在家庭中。它的目标是将社区建设成为能够更好地

生活的地方。

如何学习表现在：社区怎样去了解它所面临的变化；它学到了多少；社区增加了多少价值。这要求

学习型城市将执行评估放在其工作的中心位置。学习型城市可以选择同时或顺序发展这三条线索，并不

存在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条线上学习型城市都需要推进以下过程：澄清目标、优先和计划；导入合

适的组织过程；识别和发展人们；监控和评估执行情况；使用评估结果来指导未来行动。

四、学习型城市创建的关键要素

由于各个城市的基础和情况不同，开始行动的方式必然各种各样，并不可能采取完全一致的步骤。

英国的 “学习型城市网络” 总结了一套创建进程中所必需的一些关键要素。

１关键个人

关键个人的关键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信奉学习型城市理念并且游说别人认真审视这一思想。

②拥有 权 力 或 权 威，他 们 能 够 在 社 区 中 通 过 他 们 的 支 持 和 保 护 赋 予 行 动 以 可 信 性。如 塞 特 福 特

（Ｔｈｅｔｆｏｒｄ） 发展了 “学习曲线” 的概念，使得人们相信学习型社区的思想有助于提高终生学习机会以

及发展城镇的技能水平，这将会吸引内部投资。

２关键机构

学习型社区的思想被某一特定机构所接受，在早期阶段中，这个机构的领导和支持对于推行行动是

至关重要的。虽然要发展合作，但首先要进行基础工作，提供资源。大学和地方当局常常扮演这一角

色。如在南安普敦，学习型城市的思想是新统一当局战略的一部分，虽然其他一些合作者也参与进来，

但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担当了领导角色，教育执行主任发挥了领导作用。

３一个核心群体

需要创建一种初级组织。它将包含一个咨询或指导小组，由城镇的主要组织构成。如诺威治行动的最

初核心小组很小，包括城市委员会、学院、大学和成人教育服务机构；在舍菲尔德，起点是一系列公开研

讨会。他们的成果最终产生了一个方案，与舍菲尔德大学和城市委员会一起提高和研究家庭扫盲效果。

４扩大影响

举办一些论坛和讨论会，能够引发出创建学习型城市所必要的巨大热情，可以在讨论会后用调查问

卷的形式收集意见反馈。如诺丁汉举办了一个大型会议，征求广泛社区中人们对于学习型城市行动计划

生命力和有用性的意见。通过这次会议，他们收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建议。

５发起活动

有时候与咨询会议交互重叠进行。在发展工作和咨询阶段之后，准备工作将导向到正式举办活动，

它有着令人瞩目的媒体覆盖面。如赫尔在进行了１２个月的发展工作之后，向公众发起了他们的行动计

划，这次会议有国家发言人，听众超过４００人。这对他们的学习计划等提供了推动力。

６关键雇主

雇主们的卷入发展和支撑了在工作中学习的重点，它使得城市地区商业社会能够参与和影响计划的

制定，为地区重建的努力增添力量。如在达拉漠城，指导小组关注那些影响雇主的学习问题，研究提供

了有关培训需要的信息；在达灵顿，关键雇主们参加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成为他们积极参与的方式。

五、学习型城市构建的评估

欧洲委员会的 “迈向欧洲学习型社会”（ＴＥＬＳ，ＴｏｗａｒｄａＥｕｒｏｐ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ｅｔｙ） 项目在此领域

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这一研究首次在城市的范围内区分出了影响终生学习的１０个领域，它调查了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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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１４个国家中的８０多个城市，评估了它们在上述领域中朝着 “学习型城市” 目标所作出的成绩和进

步。它发展了一种 “学习型城市测试工具”，实际上是一种互动的调查表，帮助那些完成调查的人们更

好地理解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和含义。

表２ ２０ ＴＥＬＳ学习型城市指标

通向学习型

城市的任务

城镇已经开始实行旨在成为学习型社区的

计划或战略

终生学习战略

终生学习组织

终生学习城市宪章

欧洲项目与导向

作为学习型组织的城市

学习型城市准备

信息与交流

终生学习思想和计划得以传播到下列对象

中间去的途径：①负责实现他们的人们；②
最大范围的市民。包括：新课程建设、教师

培训、学习中心、对媒体的利用、收集学习

需求信息等

信息战略

媒体的利用

学习宣传

终生学习市场推广

合作与资源

鼓励城市不同部门间的建立和保持联系，

并提高其有效性。包括：学校、学院、商务

和产 业、大 学、专 业 协 会、特 殊 兴 趣 组 织、

地方政府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联系。内容有物

资和人力资源的共享、知识产出以及动员等

合作类型

新资源的利用

连接现有资源

领导力建设

培养终生学习领导者以及如何去培养。包

括社区领导课程、项目管理、城市管理、组

织相容等

现有领导

新领导

来源发展

社会容纳

将现在被排斥在外的人们容纳进来的计划

和战略。这些人有：精神上和身体上有残疾

者、失业者、少数种族 （群）、妇女、学习困

难人群等

学习障碍

资格、标准和评价特殊项目 （欧洲的、本

国的）

环境与市民

知会和吸引市民参加到城市环境事务的项

目。包括：城市如何去知会它所有年龄阶段

的市民他们所拥有和应尽的权利和义务，如

何去吸引他们在城市中的实践活动等

环境认知和学习 成人与儿童

环境问题参与市民与民主

技术与网络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地连接本地的组织与人、

连接其他社区中组织与人的革新性手段。包

括：利用开放和远距离学习、有效地利用所

有年龄段人们之间的网络来学习和理解互联

网等

远距离学习

多媒体与开放学习

利用互联网和其他网络

通信网络化城市

财富创造、就业

和就业能力

促进财富创造和就业提高以及给予市民终身

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从而改善他们的就业情况

的计划和方案。包括：财政激励、研究、与产

业建立联系、产业与其他社区建立联系等

就业与技能

财富创造

学习需要分析和市民学习监测

就业能力提高行动

动员、参与和市

民的个人发展

鼓励和促使人们分担责任、做出贡献。包

括：聚集和利用人们的知识、技能和才干以

及鼓励为了城市的全面发展而进行工作的项

目等

终生学习工具和技术

个人学习计划、指导、学习群体等

市民的个人发展

发展和培训教师／咨询师

参与和促进战略

学习盛事和家庭

参与

提高市民个人以及家庭对学习的可信度、

吸引力、显著性和影响力的项目、计划以及

盛大活动。包括：学习节、散发宣传册、学

习庆典、学习竞赛、认可活动等

学习庆典 学习节、学习活动等

学习认可和奖励家庭学习战略

资 料 来 源：Ｎｏｒｍａｎｌｏｎｇｗｏｒｔｈ：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ｎｄＳｅｃｔｏｒｓ－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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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国学习型城市构建特色案例

１美国芝加哥：学习交流模式

在过去２０年中，在美国有４０多个城市试验了多种不同的 “学习交流” 模式，这是一些教育匹配服

务，使得掌握了某种类型知识技能的人和其他一些希望学习它们的人们能够走到一起。ＩｖａｎＩｌｌｉｃｈ于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在芝加哥推广了这一学习交流模式，它向那些希望学习的人们提供了通向现有知道资

源的通道。他们在超过３０００多个地区提供了服务，对于许多学习者的需求和过程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通过这样的安排一些存在于城市社区中的隐藏着和浪费了的资源能够得以充分挖掘和利用。

２芬兰赫尔辛基：实施政府项目计划

北欧各国拥有雄厚的教育发展基础。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有超过３２％的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

教育机会较为充足。赫尔辛基为了实现学习型城市的目标，采用的主要的方式是由城市各个负责教育、

文化和人事事务的部门实施一系列的政府项目计划，通过政府项目主导将终生学习进一步扩展到城市的

方方面面。

赫尔辛基的学习型城市政府项目主要分为５大类：①发挥城市作用，实现教育体系的创新和维系；

②现代学习环境：区域与全球网络；③教育体系中的价值观、伦理道德以及民族性；④平等、不平等和

边缘群体；⑤教育与工作。各个项目的指导思想都是要为赫尔辛基的市民创造一个令人鼓舞和充满回报

的环境，让他们能够在其中愉快地学习。

３日本挂川：扩展社会教育

在日本，社会教育是学校系统外的一种非正规学习形式，发达的社会教育是日本教育的一个突出特

征。日本各城市在学习型城市创建中，都把积极扩展已有的社会教育作为一条捷径。

１９７９年，挂川市成为日本首个宣布自己为 “终生学习市” 的城市。挂川市是一个小城，距东京２００
公里，把让市民更多地参与到教育和文化活动作为目标。这个城市同样希望在所有社区中创立一种积极

的精神，使得它成为一个更为有趣的生活场所，鼓励更多的生意落户此地从而使得年轻人不再会涌向东

京。挂川市社会教育扩展活动建立在三种水平基础上：城市水平 （它提供教室和大会场给全市性的活动

以及在诸如地方史、园艺、唱歌等领域内的自发组织的终生学习活动，它还在正式活动中帮助提高所有

年龄段人们的认识和兴趣。），１６个主要学校区 （中心支持其他一些特殊兴趣领域俱乐部的学习活动）

以及１４０个较小的分区 （注重运动和文化活动并且他们被鼓励去发展自己的专长，如绿茶、玫瑰或工

艺）。另外，还有一些终生学习中心是由私人非营利性组织经营的。挂川的市民逐渐认识到终生学习是

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社区参与过程。

４印度拉贾斯坦：发展学习文化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国家，印度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冲突、问题和挑战。印度的很多研

究者认为，城市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在于市民对学习的认同水平低，不具备现代学习文化所要求的能力，

如更多的批判性思考、质疑、倾听、讨论、创新、阅读、合作、表达、敏感、个人公民责任水平、冲突

协调能力，以及胜过从前的决策能力。因此，拉贾斯坦学习型城市构建行动的第一步，是要唤起市民对

学习价值的认同，使他们认识到：在一个学习型城市的框架中，学习过程应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加以理

解，超越了那些沉闷的术语如 “学校”、“培训” 和 “扫盲” 所暗示的。根据某些维度诸如理解、敏感、

创新、觉悟启蒙、内在动机和合作等，揭示、变革有关 “教师” 和 “学习者” 关系的主流理解，赋予它

新的意义，清晰区分学习和教学、宣传、指导。未来生活的质量不仅取决于个体学习，而且还取决于群

体、组织、社区和城市参与学习的程度。学习必须被视作既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种集体行动，

即群体和组织实体也必须学习。

七、学习型城市的特点

（１） 学习理念的普遍性。在学习型城市中，每个单位、每个组织、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学习意识，

把学习视作一种生活方式和手段，作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２） 学习行为的全员性、全程性。整个城市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成为城市一种鲜明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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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学习机会的平等性。每一个城市市民，特别是城市中处境不利的弱势人群和特殊人群，包括下

岗待业失业人员、支边返城无业人员、残疾人员、外来工及其子女、破损家庭成员、社区中家庭妇女和

老人以及新生人员等，均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和自主的教育选择权。

（４） 学习和教育体系的社会性。学习型城市中，学习和教育体系，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校系

统，而是 “超越学校教育的范围”，整个城市通过充分开掘和整合社会系统中的各类教育资源，包括有

形的与无形的、显性的与隐性的教育资源，构建社会化的学习和教育体系，来承担全民的教育责任。

（５） 创新发展的特质性。说明学习型城市的价值向度在于促进 “两个发展”：城市人的全面发展，

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

知识化、信息化，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发展。学习型城市最基本的品格在于

为每个城市民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学习、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每个人可以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创造潜能得以充分开掘，创造才智得到充分施展，自身的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６） 人际环境的和谐性。

八、学习型城市形成的动力因素

１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

加快由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转变的速度。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民

主化；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化、信息网络化和全球化。其转化的标志：工业经济衰落、知识

经济崛起、知识社会来临。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必然大大激发城市人空前的学习热潮，有利于营

造城市浓厚的学习氛围，势必凸现了学习和教育作为城市的最主要、最本质职能。

２城市经济转型和发展加速

从城市经济转型而言，即要完成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这就必须提升三个方面比重：知识产

业的比重；知识信息劳动者的比重；知识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比重。要达到上述转型目标，必然要加速

城市经济产业结构变革的步伐，以此带动了城市就业结构以及从业人员职业岗位的变动，从而成为城市

从业人员特别是下岗待业人员、转业转岗人员再学习，再培训，再提高的强有力的内在驱动力，成为营

造学习型城市内在的动力机制。

３城市信息化水准迅速提升

通过城市信息化水准的提升，以及信息化应用的实质性突破，必然大大提高广大市民参与信息化的

程度，从而必然激发广大市民终生学习的内在驱动力，也为广大市民终生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

件。

４城市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步伐加大

城市国际化，包括城市职能国际化、城市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的国际化、城市运行环境的国际化。

要达到上述的城市国际化要求，人的因素是关键。其中，尤以人才素质的国际化最为关键：具有宽

广的国际化视野和强烈的创新意识；能熟悉和掌握本专业的国际化知识；能熟悉掌握和运用与本行业业

务活动有关的国际惯例；具有较强的以外国语为基础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具有独立的国际活动能力；具

有较强的信息选择接收和加工处理能力；具有广博的文化素养，特别与业务活动有关的国家和地区的政

治、历史、文化知识有较多的了解。为此，应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城市，为全面提升城市人

和人才国际化素质服务。

九、学习型城市形成的基础和标志

１学习型城市形成的主要基础

以终生学习为导向的新学习文化形成。比较新学习文化与传统学习文化的差异，可归纳为表２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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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１ 新学习文化与传统学习文化的差异

序列 学习要素 传统学习文化 新学习文化

１ 学习对象 职前的未成年人 社会全体成员

２ 学习时程 前成年期 人生的全程

３ 学习目标
主要以掌握知识为导向；为未成年人参加

工作，进入成世界作准备

主要以能力发展和创新为导向；促进人的

终生全面发展

４ 学习场域 正规学习处于独尊地位
正规学习、非正规学习、非正式学习均受

重视与认可

５ 学习资源 正规的教育机构，机构化的特定场所
除正规的教育机构外，处处均可成为学习

场所

６ 学习途径 主要是正规教育机构化的特定场所 社会各种学习资源整合与共享

７ 学习方式 正规教育机构的学习途径
多样化的学习途径，包括工作学习、经验

学习、网络学习等

８ 学习认证
以教师、课程、教材为中心，处在结构化

的教育环境中学习

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自我导向性学习、

网上学习等

９ 学习评价 唯认可正规教育机构的学习成就 三种学习形态的学习成就均认可

１０ 学习者角色 主要是他人 （教师、领导、专家）评价
在他人评价的同时，强调学习者也是评价

主体

１１ 教育者角色
学习者更多的反映为受动体角色，积极性、

主动性较差

强调学习者是学习主体，积极参与教学全

过程

１２ 学习立法
教育者扮演先知先觉的知识传授者和教学

领导者角色
扮演学习促进者、提供者、辅导者的角色

１３ 学习立法 局限于基础教育的立法 立法涵盖全民终生学习

从上述的比较中，不难发现新学习文化有下列特点：以终生学习为轴心；以学习者为本；以能力发

展和创新为重点；强调组织学习文化的发展；多元学习形态并存并同受重视；各种文化相互连结和融

合；网上学习成为新学习文化的崭新特征。

２城市终身教育体系的科学构建

终身教育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照终身教育思想，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为达到一

定教育目标所构建的各级各类教育、各种教育形态的有机综合教育系统。

终身教育体系的构架应由两部分构成：就终身教育系统内部一体化而言，那就是构建纵向衔接、横

向沟通、纵横整合的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就终身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协调发展而言，那就要使这种一体

化教育体系的构建，必须与外部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和改善相协调。概言之，终身教育体系

的构架，应是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纵横整合、内外协调、整体优化的教育系统结构：纵向衔接，就是

强调按照各级教育的职能和作用，上下连接，以适合人们从生到死一生中持续不断地接受全面教育；横

向沟通，就是指教育内部的各种形态、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教育互相沟通，建立起相互联系的教育体

系，改变传统教育的各个领域之间互相孤立隔绝的状态；纵横整合，就是注重各级教育层次和各种教育

类型的整体相关，形成与人的发展需要相对应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做到各级各类教育之间上下左右的互

通和有机结合。

内外协调、整体优化，就是指终身教育内部系统与其外部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应协调发

展，达到终身教育系统内外功能整体优化，更有效地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市民终生发展服务。

３各类学习型组织创建的逐步普及

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型城市的基本要件，学习型城市就是由一个个学习型组织组成，没有一个个学习

型组织的形成，也就没有学习型城市。创建学习型城市，必须持续而深入地推进各类学习型组织创建的

普及。具体来说，有下列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家庭、学习型楼组、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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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城市人才资源的整体性开发

城市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是学习型城市形成的基础之一。所谓城市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即是城

市内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资源应整体性的协调发展；构成人才资源开发系统工程的基本环节 （预测规

划、教育培训、考核评价、选用配置、使用调控等） 应整体性开发，以利于提高人才资源开发的效率和

效益，以利于提高人才资源优化程度，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学习型城市的创建。

５学习型城市形成的基本标志

据研究，学习型城市形成的基本标志可从下列角度加以阐明：

第一，城市市民树立了终生学习理念，能自觉地学习，学习活动成为城市的时尚。

第二，创新成为城市的社会行为，成为城市人发展的内在需求。

第三，城市以学习作为核心理念，以学习和教育职能作为最主要、最本质职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

第四，城市能处处时时为每个城市市民提供公平的学习机会，特别能保障和满足城市弱势人群的学

习基本权利和终生学习需求。

第五，城市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第六，城市各单位组织重视履行学习和教育职能。各单位组织积极创建学习型组织；提供各具特色

的教育资源；积极参与城市社区教育和创建学习型社区的活动。

第七，城市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城市构建了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纵横整合、内外协调、整体优

化的终身教育体系；完成了城市信息网络学习工程，市民网络学习的参与率高于其他城市；建立和完善

强有力的协调统一的全市终身教育管理机构和内在运行机制。

第八，各类学习型组织创建在城市基本普及，包括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

团体、学习型家庭等。其创建的覆盖率高于其他城市。

第九，城市市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社会凝聚力得到显著提高。城市的人力资本优化度和城市的

人类发展指数 （ＨＤＩ） 等高于其他城市，城市的和谐度较大幅度地提升。

第十，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品位得到明显提高。城市精神得以培育、塑造和发展；城市积极向上

的思想文化因素得到有效的凝聚和提升；形成与时俱进而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风格。

第十一，城市基本实现知识化、信息化。知识产业和知识劳动者的比重、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分别达到或超过５０％以上。城市的知识创新指数、知识传播指数高于其他

城市。

第十二，城市的开放程度高，国际化进程快，多元先进文化融合度领先于其他城市。

６学习型城市的体系和功能

所谓城市体系 （ＵｒｂａｎＳｙｓｔｅｍ），又称城镇体系，指的是在一个完整的区域中，由不同职能分工、

不同等级规模的城镇所构成的、联系密切、互相依存的集合系统。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由于社会分

工的不同，在一个区域内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总是存在着物质、能量、人员、信息的频繁

交换，这种交换，就是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城市体系。在这城

市有机的网络体系中，网络的节点则是规模不等的城市。可见，城市体系是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同理，作为学习型城市也不例外，它必然是一个城市体系。

作为城市体系的学习型城市，特别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必然起着下列的功能：①辐射性

功能；②示范性功能。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创建学习型城市，无论其创建过程和创建成效，都会对整个

区域产生示范榜样和发展导向作用，产生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强化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区域创建

学习型城市和乡村的内在动力，以及加大创建力度和加快创建步伐；③服务性功能。城市的发展丝毫离

不开整个区域的支持，城市只有积极主动在为整个区域提供服务，促进整个区域发展过程中，才能更好

更快地发展自己。这也是城市的基本活动，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城市这种基本的服务功能，同样适用

于学习型城市；④基础性功能。只有每一个城市都形成学习型城市，从而带动广大乡村建设学习型乡

村，整个区域形成学习型社会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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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产业园区发展理论对广州工业和工业园区发展的启示



第一章 以工业开发为主导产业园发展的国内现状背景

中国当代以工业开发为先导的工业园区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外开放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共同

作用的产物，其标志是中国于１９８０年在深圳建设蛇口工业区和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的１４个国家级经济开

发区 （１９８４年）。之后，类似的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在许多城市相继开发建设，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引

导城市空间扩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沿海大城市地区设立的一批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它们通过

引进大量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城市中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以工业开发为先导的新城就是在上述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随着这些开发区 （工业

园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它们很快从一般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中脱颖而出。特别是

进入新世纪后，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业园区的发展方向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信息、金融、高科技产业逐步

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发展重点，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从而引起了新城中人们的工作空间、

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城市功能日益复杂化，功能日趋完善，再加上以高质量的空间环境为目

标的规划设计的引导，使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当代城市中最有生机的一种。这种新城除保留工业特色外，

还有许多新的经济活动，如研发、展示、娱乐、金融、办公、居住等都成为其重要的功能组成部分。

工业园区发展的历程基本上可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创立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大多数的开发区

（工业园区）主要通过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策优势，包括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外汇政策及一定的独立行

政权限，以灵活务实的发展策略，逐步发展为外向型的工业化新区。第二阶段，在前一阶段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和保持了在资金、技术、体制、管理方面的优势使经济充满活力，外资投资迅猛，经济总量持续

高速增长，城市用地规模迅速扩大。第三阶段，在工业开发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第三产业发展迅

速，多样化城市功能得到全面开发，逐步实现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发展，进而达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

创新。未来可以预见的发展阶段，这类新城将从区域的视点出发，寻找在大区环境中所担负的角色，通过

持续的空间扩张和大规模、高水平的建设，使之成为辐射周边地区、促进地域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源，并

通过协调与母城的关系使之在行政、产业、文化、空间等方面实现与大城市的协同发展。（张弘，２００１；

邢海峰，２００３）

当前，以工业开发为基础的工业园区逐步发展成新城，它的特点主要是：①新城绝大多数是作为区域

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进行规划开发的，它的开发建设主要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部分承担疏散大城市的

功能，但对于疏散大城市人口的作用并不明显，多数新城也难以形成独立的反磁力中心。②中国的新城大

多是作为大城市空间拓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中心城功能简单的空间扩散，而是直接参与到大城市地

区功能转型的过程当中，与中心城区是一种紧密互动的关系。③与英国追求居住平衡的新城和日本以居住

功能为先导然后逐步导入其他城市功能的开发方式不同，中国当代新城的相当一部分开始主要是以生产功

能为主体，呈现明显的工业经济先导的特点，社会生活功能相对滞后，故其居住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于生

产增长速度要慢得多。④与国外新城在最初开发时已有明确的目标与时序不同，中国新城由于受到外部剧

烈变动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影响，其发展的目标、时序，包括开发范围都具有较大的变动性，故而不确

定性也成为其特点之一。

从广州的工业开发园区的发展来看，工业的发展迅速，但配套设施跟不上，在大规模吸引产业的情况

下，却不能像天津等地工业开发新城一样吸引人口，广州意识到这点，通过开发区的整合、开发区与其他

行政区的合并等促进工业园新城的发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特别是进入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带来了经济飞速发

展，使中国城市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城市空间的内外部地域变化都很显著：一方面是随着大城

市功能的调整与优化带来内部空间的重新整合；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外部由于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展带来了整

个外部地域空间结构向多元化、体系化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特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一些特大城市



的城市空间开始由一核心的同心圆扩展方式向多极多核的地域空间扩展方式转变。随之，在大城市外围地

区出现了大量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工业开发区型新城，它们多是作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中心而发展起来

的，许多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城市功能正迅速综合化而发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４３２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二章 工业园区与企业集群理论

一、国外企业集群理论

１亚当·斯密对企业集群的研究

对企业集群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在 《国富论》中花重墨阐述了分工带来效率

的现象和原因，大多数产品都是劳动者联合劳动的结果。亚当·斯密时代，基本的生产单位是家庭作坊和

手工业工场，规模都不大，它们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多数产品的任务。向外分活制是当时组织生产的

重要手段之一，即以一名企业家为中心来调节生产。企业家提供资金和原材料，同时拥有产品权。向外分

活制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即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人行为和所生产的产品难以控制。

严格地说，亚当·斯密并没有分析同一生产活动运用企业集群方式与运用一体化大型工厂方式的优劣势，

没有深入地探究生产组织未来的发展中，侵吞、欺诈和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是向外分活制所特有的，向外分

活制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亚当·斯密时代的向外分活制要一体化为大规模的企业才会更有效率。

２马歇尔对企业集群的研究

经济学家马歇尔１００多年前就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有利于

提高生产效率。他将这种产业集聚区称为 “产业区”，并把这种特定产业对特定地区的依赖称为产业的

“本地化”。他说：“当一种工业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地方，它是会长久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需要技能

的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地方所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秘密不再成为秘密，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知晓

许多秘密。优良的工作受到正确的赏识，机械上以及制造方法和企业一般组织上的发明和改良之成绩得到

迅速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有了一种新思想就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那么就成为思想更

新之源泉。不久，辅助的行业就在附近地方产生了，供给上述工业以工具和原料，为它组织运输，而在许

多方面又发展了有助于它的原料的经济。”他认为，在同一种产品生产总量很大的区域里，高价的专用机

械可以在企业集群中为许多邻近的企业进行工作，从而使专用机械使用率大大提高。

马歇尔所描述的现象在今天还能看到，像温州等地的 “一镇一品”和硅谷的企业集中。马歇尔的解释

更多地集中在为什么小企业会集聚在某一块地理区域，即地理区域集聚带来的高效率。但马歇尔并没有回

答为什么这些高度相关的小企业没有被一体化成为大企业，马歇尔还强调了组织和知识对于提高生产效率

的重要性。人类生产的组织形式其实就是知识管理的形式。尽管马歇尔推崇企业家个人主义在经济活动中

的能动性，但他关于 “集体效率”的论述，强调了人类知识分享体系在经济生活中的奇妙作用。对于知识

和创新的关注，形成了企业集群研究中的创新环境和创新系统等流派。

３迈克尔·波特对企业集群和企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

波特在 《企业集群与竞争：企业、政府和机构的新议题》和 《跨地点的竞争：透过全球化策略增强竞

争优势》两篇文章当中，除了结合过去曾经分析过的企业内部与外部理论之外，将竞争的分析焦点再度转

移到全球各地域的企业集群。波特的集群概念显然是强调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 “集聚效应”，即因相关企

业集聚在一起而带来的区域企业竞争优势。但波特的分析并不局限于地理位置这一因素，虽然集群通常以

地域为边界，但它们也可能超越地方的边界甚至国界，他同时也注意到了集群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竞争

对手为取胜和保留客户要进行激烈的竞争，如果没有激烈的竞争，集群会走向失败。与此同时，与竞争对

手也会有合作，而且合作必须是稳定的，否则，集群同样会走向失败。这种合作大多是垂直的，介于相关

产业中的公司和本地机构中。竞争和合作能够并存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不同的领域，发生在不同参与者身

上。

集群在空间布局上被赋予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一方面处于保持距离型的市场之间，另一方面

又处于等级或垂直一体化之中。集群是组织价值链的备选方式，它比较分散的、随机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

市场交易关系较为紧密，使公司和机构在位置上具有相近性，它们之间的重复性交换有利于彼此之间更好



地协作和信任。因此，同一集群缓解了产生于 “保持距离型”关系中的各种问题，而没有给垂直一体化或

创造、维持诸如企业网络、企业联盟和合作伙伴关系等正式联结的管理带来不便。一个由相互独立而又非

正式联盟的公司和机构组成的集群，代表着一种富有活力的组织形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具有效率、有

效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波特将集群嵌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动态竞争理论中去，这一竞争理论包含了成本战略、差异战略、静

态的效率以及动态的升级和创新，同时也承认了世界是全球要素和产品市场组成的。波特的竞争力理论由

三个核心内容构成：①企业竞争决定于行业五种竞争力量；②创造获取竞争优势的三个基本战略；③“价

值链”优势和竞争优势来源。

他的理论从竞争定位到基本战略，再到价值链，提出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较为完整的体系，同时也

揭示出，增强竞争力和获取持久竞争优势来源于三个关键因素：①一个有吸引力的行业；②该企业在行业

中的定位；③利用价值链创造竞争优势。

而企业集群能对产业环境中五种竞争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机的协调，各企业在企业集群内能够准确

地定位，并且推动这些力量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企业集群能够有效地运用获得竞争力的三种基

本战略，从而能够获得低成本和集聚效应的竞争优势。企业集群的价值链非常完整，每个企业都在价值链

中进行增值活动，而正因为有完整的价值链，才构成了企业集群的竞争力，从而带来了持久的竞争优势。

从本质上看，波特将集群看作是一个自我增强的系统，这一系统刺激集群内企业的竞争战略，同时也刺激

了集群本身的竞争力。他认为这些过程部分地依赖于人际关系、面对面的交流、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

所以集群理论将网络理论与竞争联系起来。他甚至进一步指出：“集群提供了一种新理论方法去探讨网络、

社会资本和市民参与影响竞争的机制。”在波特的著作中，有各种范围的竞争力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概念：

企业、产业、本地企业集群或区域以及国家。在波特看来，企业竞争就是集群竞争，就是国家竞争。

二、企业集群的形成条件

有关企业集群的形成，具有多种构成模式，也具有不同的历史偶然。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的报告认为，集群的出现是企业为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大量集聚，这些企业间的合作是成

功的保证，集群通常有很强的科技基础，提倡创新和创业的文化。集群也可能产生于自然资源或区域优

势。很多成功的集群有悠久的历史根基，因此新集群的出现需要时间积累。集群的形成需要多种条件积

累，包括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条件、企业家素质、产业的成长空间以及创新的文化环境等。结合波特

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形成的成熟企业集群案例，我国企业集群形成的基本条件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要素条件

生产要素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等要素。前者包括自然资源、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初级工人等；后者包

括高技术人才及其创造力、科教机构和领先学科、现代化的通讯网络等。基本要素状况如石油储量、人

口、土地面积等，是先天条件；高等要素需要长期的投资，是后天开发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生产

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发展机会。初始的自然资源禀赋虽然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对于一些特定企业

集群来说，给定地理禀赋和企业偏好，最终的区位模式便是唯一确定的。因此，企业集群的形成对生产要

素具有严重的依赖性。但一些地方网络中的成员通过便利的交通通讯手段与其他国家级中心和国际性中心

建立网络联系，形成能提供广泛合作伙伴 （专业化或多样化）的产业集聚区 （ＡｍｉｎａｎｄＴｈｒｉｆｔ），这种产业

区中对外联系的重要性往往超过地方社会网络。要素的自由流动是企业集群的一个必要条件，广州在构建

特色企业集群方面首先要考虑的是当地的要素条件。

２需求条件

产业的需求条件是指产品的市场需求，即产业的成长和发展空间。任何产业都有其生命周期。产业的

生命周期是指该产业从萌芽到衰亡的历程，包括产品开发期、市场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一

个理想的产业，生命周期的形态应是产品开发期短，产品的市场引入期和成长期也尽可能短，成熟期尽可

６３２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能持续较长的时间，衰退期到来缓慢。企业集群同样也是有生命周期的，当一个地方的企业集群能够引领

该产业的发展方向，这样的企业集群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反之，如果该地的企业集群一经诞生，正好处于

该产业的衰退期，那么这样的企业集群只能被迫接受领先地区转移出来的 “退出成本”。因此，产业的需

求条件决定了企业集群的成长寿命。

３相关产业支撑条件

指该企业集群的前向联系产业和后向联系产业的发展情况。企业集群内部的企业，具有强烈的前向联

系和后向联系，前向和后向联系的广泛性是企业集群成熟度的反映。企业集群一旦形成以后，一个产业内

部的竞争会蔓延到另一个产业的内部。一个产业中的研究与开发、引进新技术和采取新战略等方面的努力

都会促进另一个产业的创新与升级。集群内的信息迅速流动，供应者或消费者通过多种渠道和竞争对手接

触。产业间的联系往往是不可预料的，但它有助于企业感知竞争的新方法和新机会，保持产业的先进性，

克服惰性。成组相关支撑产业的地理集中，并不是 “自给自足”，在不影响产业产品创新和性能的前提下，

厂商可直接迅速地从国外获得原料、零件和技术。

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企业家

企业家是不同于一般职业阶层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是敢于冒险和易于承担风险。由此看来，现

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家是指那些具有创新意识，能有效组织和控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能把现代科技与现

代管理融为一体，勇于承担经营风险，并善于利用风险开拓创新，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具有特殊素质的职

业化经营管理专家。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 “企业家就是创新者”。企业家精神包括学习精神、创业精

神、思考精神、求实精神、拼搏精神、服务精神以及牺牲精神。这使企业家精神成为体现企业凝聚力必不

可少的必要条件。而创新意识则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和精髓，这里的 “创新”指两个方面：管理创新和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能使企业运作高效、严谨；技术创新能使企业产品推陈出新，在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

同时企业家精神又反映了企业家的经营能力、魄力和领导水平，而且它也是克服困难的动力和企业发展的

源泉。

一个企业的经营者，首先应具备 “十”字形知识结构，即从横向上具有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预测分

析、投资决策等方面的知识；从纵向上对本企业所经营的业务有较深的掌握。其次，灵活的头脑是指企业

家在进行决策时要因地制宜，及时调整，以适应市场千变万化的环境。第三，企业家应具备超前意识。在

商海中搏击，最重要的是看清潮流，掌握发展趋势，选择产业突破口，走在变化的前面。

５文化传统

从世界各地现有的企业集群看，文化传统对集群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影响着集群的内容、集

群的规模、集群的特点、集群的方式等，甚至影响着集群的寿命。美国硅谷、北京中关村都是高新技术产

业孵化基地，这里普遍形成的俱乐部文化和地方创新氛围，正是软件等产业蓬勃发展的基础。

６社会网络

区域创新网络按照连接的方式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创新网络。其中，正式的创新网络可以分为产

业网络 （同一产业链条或相关产业链条中，上、下游企业之间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式的合同关系网络）和

非产业网络 （区域内的企业与政府、研究机构或中介服务组织等区域内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和联系）。非

正式网络主要指依靠人际关系联系起来的网络，包括企业家之间的私人网络、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的非正

式合作或交流等各种信息、知识和创意，通过人脉网络达到传播和交流，使每一种创新都能及时普及并达

到完善。

三、企业集群的运行模式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企业构成企业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集构成企业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企业群构成企业网，而在每个企业集群内部又可以形成企业运行网，而企业运行网可以重叠，也可以部分

重叠，既可以来自同一集群，又可以来自不同集群。所有成员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运行网，这种企业集群

的运转网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环境的适应性。一旦外界环境发生变化，企业马上就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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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网。

因此，集群结构是一种网络结构，它符合未来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具有旺盛的生命力。①专业

分工程度很高的企业集中在一起，具有群体效应，这种效应也是一种规模效应，其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比

单个企业要低得多，对于一般性的产品来说，这种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能够产生较佳的经济效益。②这种

结构和运行模式是所谓的大型企业所没有的独特优势，是一种具有效率性和灵活性的企业组织和运营形

式。

温州打火机行业是这种运行模式的典范。现在，温州是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这使得韩国、日

本打火机厂商纷纷倒闭，而把生产基地迁往温州，温州从事打火机行业价值链上的每一环节就是企业集群

中的每一个独立企业。在温州，从事打火机行业的企业集群有几处，如某一销售企业接到一份订单，它会

把订单下发给某些供应企业或零部件企业，在组装的作坊里完成最后的产品。这些参与的企业像一个临时

组成的大企业共同完成订单，在订单的完成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专业化分工和企业集群网络者。在

整个网络内，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大幅度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在此系统中，企业生产能力的

分工其实就是企业核心能力的分工。而企业的组织者扮演的就是把该企业集群和最终顾客相联系的角色，

既要负责生产，又要组织管理整个过程。因此一个好的组织者对于企业集群的良性运作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为什么会有这种运行模式呢？产生这种运行模式来自以下机理：各种生产要素流动形成了企业，形成

了规模经济；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边界，即产生了规模不经济，这时，迫切需要企业集群这种规制

结构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形成外部经济就需要合作运行网的运作保证。

四、企业集群竞争力的来源

企业集群之所以能够持久发展，在于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形成在于企业集群的竞争

力。

（一）核心竞争力理论

当市场竞争由产品竞争转向企业综合实力竞争的时候，人们便把目光集中到了企业竞争力的研究上。

经济学家普拉哈德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和哈默 （Ｈａｍｅｌ）在 《哈佛商业评论》 上发表了 《公司核心竞争力》 一文，

提出了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之源的观点之后，核心竞争力便成了竞争力研究的主要课题。核心

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地结合各种技术流派的学识，

是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头和基础，它蕴藏于组织内部，具有不可模仿性、独特性、高价值性、延展性

和稳定性等特点。因此核心竞争力不是单个分散的技能或技术，而是一组技能和技术的结合体，是对各种

知识的学习心得及各个组织知识的总和，拥有这种能力就能保持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

通常，当组织具有了一定的核心竞争力之后，就可以以其为基础，开发研究新产品。由于它具有不可模仿

性和独特性，从而可以形成由核心竞争力所支持的一系列产品，即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核心产品→最

终产品。

（二）企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企业集群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企业集群内部固有的特性，即根植性、共生性、互动性和柔韧性。

１根植性

根植性是指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本地社会关系之中，因此考察一个企业集群有无根植性非常重要。地

区发展的底蕴和根基不足，要增加底蕴就要发展教育和培训、创建有本地专业化特色的大学，使企业减少

新增雇员的成本，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企业集群的根植性要求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本地的企业

群。所谓本地企业群，即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于一个特定的产业

领域，由于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外来企业，“外向加工区” 不能仅仅作为暂时落脚的

“飞地”，而应成为地道的本地企业群中的一员，在本地扎根。浙江的经济就是建立在无数个企业集群之上

的，它是自下而上创造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根植性，如浙江的织袜业。在诸暨大唐、草塔等地，当地的人

端着饭碗可能谈的都是袜子。这是一种袜子文化，有利于创新的知识和信息在这样的氛围中传播。这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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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于地方社会文化的地方生产系统所具备的竞争优势是别的区域无法仿效的。广东南海盐步的内衣、东莞

虎门的时装、中山小榄的五金等是一个个企业集群，有很强的根植性。根植性还加强了本地企业群的黏

力。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的流动空间里搜索资源和组织经济活动。在这个流动的空间里，什么地方的生产要

素发达，资本就会黏在那里，这种黏合力蕴藏在本地企业群之中。在本地建立真正的企业集群，不仅吸引

来的工厂会根植于本地，还会有很多新企业在本地繁殖和成长，从而黏住了流动的财富。

２共生性

共生性是指企业集群内众多企业在产业上有关联性，能共享诸多产业要素，包括专业人才、市场、技

术和资讯等。而一些互补产业则可以产生共生效应。因此集群内企业可获得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双

重效益。产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地区的分工协作网络，形成一个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创新的企业集群。这

种企业集群表现为高度相关产品的成群出现，这些产品源于其他实体的发展，并且能够导致其他实体的发

展。如南昌的全棉Ｔ恤衫行业全国闻名，仅南昌地区该类厂家就有３００多家，成功的成衣厂家带动了上游

企业包括纺纱、织布、漂染及辅料工厂的发展，使整个南昌地区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加工Ｔ恤衫的 “大工

厂”。

３互动性

互动性是指企业集群内的企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动性的关

联，由这种互动形成的竞争压力和潜在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

产品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世界上的企业集群是千变万化的，由于它们的专业化部门、经济发达程

度、社会文化环境、地理位置等诸方面的差异，各个企业集群内所包含的企业数目、规模结构是不相同

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程度也是不同的。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知识和信息会很快地流通，这是创

新的关键。企业在地理上靠近，有助于创造出越来越高效的合作机会，使企业在培训、金融、技术开发、

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出口、分配等多方面实现网络化的互动与合作。同时由于企业集群内部高度竞争，

一个企业如果想在集群内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创新，这种互动性有利于解决所谓的 “马歇尔困境”，

即马歇尔提出的竞争和垄断的两难选择：自由竞争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形成大规模经济，提高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又不可避免造成市场垄断，而垄断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必然阻止竞争，扼杀企业的活力。而企业集

群的互动性就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外部垄断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规模收益

递增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可内部竞争，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产品差异化和不断创新。

４柔韧性

柔韧性是指由于集群内集聚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众多的企业。一方面高度聚集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处于

随时可以利用的状态。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的

存在也使集群内的经济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达到效益的最大化。企业集群内自发形成的这种经

济资源与企业效益的良好运作，增强了集群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使企业集群具有一般经济形态所不可比

拟的柔韧性，造就了企业集群得以长盛不衰的优势。其特征如下：①在集群内部，存在广泛的劳动社会分

工和不断增生的小型专业化企业 （尽管大企业通常也是它们产业结构的一个内在因素）。②集群包括几个

相关部门的企业以及其他行为主体，如大学研究机构及其他公共组织机构等，它们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在区域系统内联为一体，以承受外部快速连续的市场与技术条件变化，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创新活动

的价值增值。③由于企业的不断衍生和快速增长，要求本地的劳动力高度集中，劳动力市场充裕，市场中

的劳动力在本地企业之间相互流动性强 （企业员工 “跳槽”的现象屡见不鲜）。

正是由于企业集群具有以上三个特性，才保证了企业集群的竞争力优势。它具有长期竞争核心能力的

基本特征：①价值优越性：由于企业集群的柔韧性，提高了整个生产资源利用的效率，在创造价值和降低

成本方面有竞争优势。②不可模仿性：由于企业集群的根植性，深深地嵌入当地文化之中。这种根植性已

经印上了发展历程的烙印，其他组织难以复制。③异质性：由于企业集群的互动性，企业集群内部竞争激

烈，形成了产品的差别化。

另外，企业集群是迅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外部环境的性质可以用两个维度来说明，复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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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外部环境和变化速度对复杂性程度的快速适应，造就了企业集群的竞争力：复杂性

是指企业由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许多部分组成，如一个产品由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许多部件所组

成、通过投资和贸易所联系的市场由多个区域性的市场组成等，复杂性最终表现为企业在面对未来的市场

时，其发展方向和能力运用的目标是模糊的。复杂性影响企业的组织，如企业在某一领域内可能有很强的

能力，但在另一领域又可能能力不足。复杂性的存在提高了专业化的程度。复杂性越高，企业集群的竞争

力就越明显，越有利于企业集群的发展。外部环境变化的速度主要表现在事件发生快慢和事件能否以可预

见的方式发展上，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集群这种非契约的组织结构就是应付变化的一个较佳的

选择。因为企业内部开发市场需要的能力不仅无法满足及时性的要求，也不能保证能力应用的持续性。相

对而言，企业集群在变化的环境中，所得利益较高。在一个不确定环境中，企业集群原来的某些合作运行

网可能终止，而新的网络又开始运作，在重组的过程中，其交易成本和费用较低，大大地优于单个企业内

部的能力运作。

五、企业集群竞争力的形成机理

企业集群的形成：一是自发形成，二是人为促成，三是自发和人为共同促成。企业集群形成机理基本

的方向是自发的或者说是市场的，因此在缺乏产业基础和创新社会文化基础的地方，不可能在短期内人为

地生造出企业集群来。但是，完全靠自发也是没有竞争力的。即各类影响因素不能自发地形成企业集群的

竞争力，需要通过一系列过程才能使它们转化为企业集群的竞争力。企业集群的竞争力是在企业集群内各

企业生产经营动态过程中形成的。

世界经济论坛将竞争力的形成过程表述为如下模型：

竞争资产×竞争过程＝国际竞争力

所谓竞争资产，是指固有的 （如自然资源）或创造的 （如基础设施）；所谓竞争过程，是指将资产转

化为经济结果 （如通过制造过程），然后通过国际化形成竞争力。这一模型有以下几个要点：①竞争资产

和竞争过程是两个主要方面；②在一定资产条件下，创造新资产是竞争力的核心；③单纯依赖资源禀赋的

国家可能富有，但却不具有竞争力；④资源贫乏的 “穷国”，可能通过高效的转换过程而变得极富竞争力；

⑤“穷国”比 “富国”更具有竞争力；⑥国际化是建立在引进吸收能力或输出扩张能力或两者兼而有之的

基础之上；⑦竞争力是可以测定的，可分为 “硬指标”和 “软指标”；⑧硬指标的周期比软指标的周期要

短；⑨从趋势看，一国要发展，就必须更多地依赖 “软指标”。

通过借鉴该模型的合理思想，可以提出企业集群的竞争力模型：

竞争力

资 产×
竞争力（ ）环 境 ×

竞争力

形成过程

创新
→

全球化

企业集群

的竞争力
↑

（硬资源×软资源）

竞争力资产指企业集群内各个企业固有的资产总和，竞争力资产包括硬资源和软资源。所谓硬资源是

指企业集群内各企业的厂房设备、流水线、劳动力数量、资金等；软资源是指企业集群内各企业的运营机

制、战略决策能力、经营机制、资源配置能力、企业文化、经营观念、管理作风、营销策划及产品市场化

能力、管理水平、资产整合运用能力、人力资源水平等。硬资源＋软资源＝企业实力。显然，一个具备竞

争力的企业集群，其硬资源和软资源不可能为零或很小。在企业集群内，单个企业的硬资源不大，但其软

资源很大。由于软资源的强大，造就了企业集群内单个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集群的资源不是由这些企业

的资源简单相加，而是由这些有竞争力的企业资源协同、共生而成，因此它的硬资源和软资源都很大，从

而导致了强大的企业集群竞争力。

竞争力环境指影响企业集群竞争力的外部因素，包括制度环境、政府政策、法律环境、技术基础、文

化及教育体系、市场结构、产业因素等。竞争力过程是指企业集群内部四个固有特性进行融合、渗透的过

程，即把企业集群内竞争力资产和竞争力环境转化为竞争力的过程。企业集群的竞争力之所以能够强大，

就在于竞争力的过程。互动性使企业集群内部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间形成一种互

动的关联。竞争力资产、竞争力环境和竞争力过程三者缺一不可，企业集群竞争力的竞争力资产和竞争力

０４２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环境属于静态要素，而企业集群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动态过程，各企业在企业集群内的资源配置过

程中，应不断优化企业的业务活动和管理活动，不断地创新。同时，这一过程要以全球化为标准。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企业集群竞争力的持久发展。

六、企业集群的产业结构及推动战略

（一）实行产业联系推动战略，营造企业集群 （工业园区）

企业集群形成，可能通过对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促使企业持续不断地创新，

促使新企业的繁衍。企业集群在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也通过为产业不断提供有效需求与供

给，保证产业持续创新，实现园区的可持续发展。以提高区域竞争力、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为指导思

想，及时地实行产业联系推动战略，把企业集群的营造转化为实际的对策措施，必将推动工业园区进一步

发展。产业联系促进战略的政策框架，包含从劳工政策、教育培训政策、技术扩散政策到吸引外资政策、

私营部门发展政策等在内的一整套地方经济发展政策体系。

发展产业联系的目的是整合地方生产网络，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分工合作。为实现产业联系促进战

略，工业园区需要确定长期的发展目标。在园区评价方面，不能简单地从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来评价，也

不能以规模、面积、企业数量、投资总额、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之类的数量指标来衡量，应当首先从园

区经营模式是否有利于区内相关企业竞争协作的角度加以评判。对于有明确产业发展定位的工业园区内相

关企业园区，必须从行业发展的需要来确定园区规模、基础设施配套水平、组织管理方式。工业园区的管

理模式可能从一级政府的形式转向企业经营模式，依靠有深厚行业背景的企业家管理，通过为园区内的企

业提供增值服务，实现园区的自我发展。在工业用地规划控制方面，对延续传统的单纯土地经营模式的工

业园区，政府应该加以适当限制。形成地方优势产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单纯的土地经营大多是短期行

为，鼓励产业持续发展。

（二）基于企业群的专业化产业结构

众多区域发展的情况表明，专业化产业结构的成长与发展是以企业集群为依托的。根据波特的观点，

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机构的集合，它不仅包括对竞争起重要作

用的、互相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而且还经常向下延伸到销售渠道和客户以及一些辅助性机构，当然也

包括由政府及大机构提供的一些基础性设施，如大学、工业或产品标准制定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和智囊团

等。而企业集群是指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特色产业为主体、网络结构为支撑的区域性柔性生产体系。企业

集群成为专业化产业结构成长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

１企业集群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协作基础上的企业网络

由于区位集中有减少运输成本、共享公共设施、减少信息失真和不确定性风险等好处，所以以个人、

企业为基础的分工单位，其自利决策行为有本能地聚集在一起的偏好，从而有利于分工的形成和发展。同

时，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各个分工单位之间的依赖性加强，交易行为的种类和频率大大增加，从而有

更强地节约交易费用的欲望，进一步加强了向同一区位的聚集。从知识流动的角度来看，企业是围绕着内

部分工而建立的，它们是由不同的团体组成的，有着不同的实践活动。企业作为一种组织之所以出现，是

因为组织者愿意付出昂贵的初始成本，使知识在缺乏共同实践活动的部门之间流动，一旦外部知识的获得

与学习的成本减少，企业的内部分工就会逐渐走向外部化，而企业集群为知识流动与学习提供了一个有效

的平台，因而进一步深化了专业化分工过程。因此，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是任何一个企业集群的典型特征，

而群内的企业也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构成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企业网络。

经济学家米尔格罗姆认为，现代制造业正经历着从传统的标准化和大批量生产向多样化、柔韧性化生

产的根本转变。随着生产的多样化和柔性化，产品在生产供应、销售之间广泛存在的互补性要求，在相互

竞争的设计、供应、生产和服务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信息通讯技术及市场的完善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

降低了对纵向一体化的需求。从而为专业化分工奠定了基础。通常所说的企业集群是由同类或相关企业集

聚而形成的，产品的互补性和知识成为集聚纽带。知识网络联合多个企业知识、经验、资源、技巧和能力

共同创造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对资源进行组合或重组、把握和传递市场机会的过程。通过网络，企业可以

获取那些难以通过市场但能创造价值的要素，企业解决了必须通过长时间积累才能获得某些核心要素。另

一方面，企业集群又为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为企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是因为：①在企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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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内部，企业的员工很容易感知现在产品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这是新企业赖以出现的根本原因。②进

入壁垒较低，企业集群内有新企业所需要的资产、技能、投入和人员。③企业集群可能为产品提供一个良

好的市场，企业家可以从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获得很多好处。④相对集中从客观上降低了新供应商的风

险，同时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网络使用相同的或相似投入品，也为供应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２企业集群是区域专业化集聚的主体

区域专业化产业 （或称区域特色产业）的形成是企业集群的核心。一个企业的成长发展过程从本质上

说就是学习知识和积累知识的过程。知识获得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而知识获得能力的强弱则是企业适

应市场变化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同类企业的集聚能够带来知识溢出与外部性，更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和

发展。知识共享的企业集群，实际上是指对某类知识具有共同偏好的企业集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并处于

共同的知识环境中，这不仅为知识交流、知识学习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为各企业内部的知识创新

奠定了基础。

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的研究表明，在对产业系统环境信息共享的基础上，不同企业独立的研究与开发

会产生一种相互增强的机制。经济学家布朗和杜吉德也认为，地理上的邻近使得专业人士形成了一种 “实

践”，即技艺高强的工匠们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技术诀窍，许多小群体在一起工作，分享洞察力和判

断力，他们发展并传播了那些最丰富和最专门的知识。

不仅像硅谷等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如此，以传统产业为特色的企业集群也不例外，知识获得与积累不仅

是任何企业发展的基础，更是促使产业集聚的 “向心力”。因为同类企业集聚，不同企业会在价格、质量

和产品差异化程度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发展较快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成功

的荣誉，而发展较慢的企业则会因此感到更大的压力，并通过学习与知识积累培育创新。因此企业集群内

的企业通过内在的竞争压力，可能获得单个游离企业难以拥有的竞争优势。

３企业集群是区域产业创新和区域发展的平台

产业创新通常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把不同团体的创新知识联系在一起，使之健全完善至可以进入市

场，形成一种社会需求。由于企业集群内部存在着决定创新的知识进步过程，从而为内部企业及整个产业

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富瑞漫和伦德瓦尔等人认为，创新是一种交互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

程，它的深化需要一种网络环境，其主要表现是通过知识和产品链结合起来的独特公司组合。实证研究显

示，通过创新群内公司间的交互作用，最有可能有效地提升生产能力和产生创新，采纳新技术需要与用户

交往、与原材料供应商以及生产和创新网络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密切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集群在为产业创新提供平台的同时，构筑了区域发展的内在机制：首先，在企业

集群这一网络结构内部，企业在互相竞争的同时，又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在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

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和贸易往来，不仅大大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费

用，还促进了知识的流动与创新。其次，企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的整体，其生产单位多样化和生产组

织工作的柔性化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种集体的灵活性保证了对高度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和投入供

应及时的反馈，对新技术和市场信息快速吸收以及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使用、培训和分配，能够较好地适

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三，企业集群一旦形成，便会产生自我加强的机制，即集聚的规模越大，其优

势就越明显，就越能吸引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济效益会随整个产业规模的扩

大而提高。最后，企业集群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作为本地化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网

络结构，其行为主体在企业交易过程中的学习和不断创新，使这种网络结构不断得以演进。保证了创新的

传播和交换、技术文化的更新以及区域创新网络本身的互换，进而促进区域内部市场的分工互动作用，形

成了自我强化、不断递增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此处，围绕着企业集群的成长与发展，相关的社会资本逐

渐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源得到积累，以本土产业为主体的区域产业网络也不断得到强化，为区域发展提供

了内在的动力。

七、企业集群的类型

企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大都

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据第一位注意到企业集群现象并于１９８０年首次以 “产业区”概念来命名的英国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考证，早在１２５０年就有生产集中现象的记载。在马歇尔时代，不仅在英国的曼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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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兰开夏等地出现了多个不同的企业集群，在德国的奥芬堡与海德堡也已形成了较大的印刷机械企业集

群。正如经济学家斯科特与斯多波所言，在当今世界经济版图上，由于大量企业集群的存在，形成了色彩

斑斓、块状明显的 “经济马赛克”，世界财富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些块状区域内被创造出来的。近年来，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聚现象不断出现，如亚洲的印度、印尼等国都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在广东省，近年来

港、澳、台和外商投资的带动下，各种产业的集聚现象也十分明显，目前，广东省传统产业领域已形成一

定规模的专业镇就接近６０个。

对于这种特定产业中各种相互关联的企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现象，一般称为企业集群，有时亦

称区域集群。在意大利，一般称为产业区或新产业区；在我国浙江省则称为特色工业园区，广东省称为专

业镇。在专业文献中，我国有些学者则称之为 “企业集群”、“企业簇”和 “企业集群簇”等。世界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一个研究项目把各国学者对企业集群的本质的理解进行了归类，如表３ １所示。

表３ １




各国学者对集群的理解




国 家 对集群的理解 国 家 对集群的理解



德 国 相似公司的聚集和创新模式 美 国 供应链网络和生产网络




意大利 产业知识流 加拿大 创新系统




墨西哥 创新系统 澳大利亚 创新的网络和生产网络




荷 兰 价值链和生产网络 法 国 由知识链连接起来的独特组合

英 国 区域创新系统 爱尔兰 价值链和生产网络

特定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企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任何产业集聚都一定能发展成一个企业集

群。在这种企业集群内，某些特定产业中相互联系的企业关联机构，通过价值链和各种联系渠道，相对集

中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群体。集群内的企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彼此形

成一种互动性的关联，由这种互动形成的竞争压力和潜在压力，有利于构成集群内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

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的产品创新，能促进产业升级加快。这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所具有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

发展的规模效应是其他形式难以相比的。

按照集群的产业性质，可以将企业集群分为３种类型：①传统企业集群：它以传统的手工业或劳动密

集型的传统工业部门为主，如纺织、服装、制鞋、家具和五金制品等行业，大量的中小企业在空间上相互

集中，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市场组织网络。在这种企业集群内，劳动分工比较精细，专业化程度较高，市

场组织网络发达。如意大利的特色产业区、浙江嵊州的领带集群等。②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主要依托当地

的科研力量 （如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企业间相互密切合作，具有强烈的创新氛围。

美国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企业集群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③资本与技术结合型企业集群：如日本的大

田、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等。一般说来，由于存在着不确定性以及研发与生产的日益分离，高新技术

企业比传统产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聚。研究表明，在美国，电脑、制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明显比

传统产业要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更加倾向于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目前，世界各地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国政府也往往对这种倾向于知识或新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给予大力支持。

从产业组织结构看，大体可以把企业集群分为两种类型，即大、中、小企业共生型和小企业群生型。

前者是不同规模企业形成的综合体，既有一些规模较大、创新和竞争能力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广的大企

业，也有一大批进行专业化生产和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两者有机地构成一个大、中、小企业共生互助，

协调发展的企业集群落。后者则是众多的中小企业按照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联系，共同形成一个互动互补、

竞争力较强的有机企业集群落。

从集群的功能角度看，有的学者还将企业集群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传统工艺的纯集聚模式、产业综

合体模式和社会网络 （俱乐部）模式。显然，这种分类是对企业集群的广义理解。它把学术界过去所探讨

的产业集聚和地域生产综合体概念整合到了当今流行的企业集群理论中，扩大了企业集群理论的内涵。由

于传统的纯集聚模式和产业综合体模式早已存在，并进行了较多的理论探讨，学术界通常把近年来出现的

社会网络型模式称为新企业集群或新企业簇群。这种新企业集群具有３个主要特点：①同业和相关产业的

很多企业在地理上集聚；②有支撑的制度结构；③企业在地方网络中密集地交易、交流和互动。在这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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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通过市场网络联结起来的专业化中小企业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与产业综合体模式刚好相反。在产业

综合体模式中，一般拥有一个或多个规模较大、竞争和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企业，起着支配性或主导作用。

这种企业集群形成的３个核心条件是：产品或服务必须具有较长的价值链、全球化的市场和知识导向的区

域。企业集群形成的两个辅助条件是：完善的辅助性机构和良好的社会资本。

八、发达国家企业集群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大凡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有一定的地区集聚倾向。波特教授认为硅谷和好莱坞是世

界上最有名的企业集群。美国的计算机公司主要集中在波士顿１２８号，跑鞋生产商都集中在俄勒冈，最大

的２０家地毯商，除了一家以外都集中在佐治亚州的达尔顿镇及其附近，聚集在俄亥俄州奥克伦市的轮船

公司就有１００多家。德国的钢铁生产集中在多特蒙德、埃森和杜塞尔多夫，刀具集中在佑林根，工具车床

集中在雷姆萨伊德。意大利的时装集中的米兰，鞋类生产集中在马尔凯，珠宝业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产业之

一，出口占世界的一半，１９８７年的贸易盈余达２０亿美元，百家珠宝公司都集中在阿雷佐和瓦伦扎·波这两

个城市。最突出的是意大利的瓷砖业，１９８７年，意大利生产的瓷砖占世界总产量的６０％，出口约占世界

总出口额的３０％。这么庞大的一个产业却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镇萨索尔洛及其周围地

区。企业集群不仅适用于制造业，也适合服务业。美国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都集中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

期货交易都集中在芝加哥，电影业集中在洛杉矶，主要的广告商都集中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大街。英国的金

融投资公司都集中在伦敦的几个街区内。发达国家成功的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交流频繁，这种交流对于技术

的创新和扩散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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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产业集群

一、产业集群的内涵与特征

（一）产业集群的定义

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 《经济学原理》 中，把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作 “产业区”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迈克尔·波特 （１９９８）指出，产业集群在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

业和相关法人机构，并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产业集群的规模，可以从单一城市、整个州、一

个国家，甚至到一些邻国联系成的网络。产业集群具有许多不同形式，要视其纵深程度和复杂性而定。不

过，绝大部分产业集群包含最终产品或服务厂商，专业元件、零部件、机器设备以及服务供应商、金融机

构及其相关产业的厂商。产业集群也包含下游产业的成员 （如销售渠道、顾客），互补性产品制造商，专

业化基础设施的供应商，政府与其他提供专业化训练、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援的机构 （如大学、思

想库、职业训练机构），以及制定标准的机构。对产业集群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府机关，也可视为它的一部

分。最后，产业集群还包括同业公会和其他支持产业集群成员的民间团体。

意大利一位社会学家巴卡提尼 （ＢｅｃａｔｔｉｎｉＧ）系统地考察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图斯堪的一些产业

集群，特别是对普拉托的毛纺织产业集群进行研究之后，定义产业集群为：具有共同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

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他认为，新产业区的发展，得益于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

的经济外部性，以及当地社会文化背景支持下企业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

美国学者斯科特 （ＳｃｏｔｔＡＪ）在研究洛杉矶的妇女服装工业时，开始从理论上把劳动分工、交易费用

和集聚联系起来，并将新产业区定义为基于合理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商在地域上集结成网 （生产商和客

商、供应商以及竞争对手等的合作），并与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密切相连的产业组织在地域空间上的表现形

式。

韩国学者朴杉沃 （ＰａｒｋＳＯ）将新产业区定义为：贸易取向性的新生产活动以一定的规模在一定的空

间范围内集聚，具有明显劳动分工、生产网络和根植性。从而，指定了新产业区的另一个特征———网络及

其根植性。

中国台湾学者吴思华指出，产业集群是由一群独立自主又彼此依赖的成员组合，成员间常具有专业化

分工，资源互补现象，彼此间维持着长期非特定合约关系，并认为凭借此种关系可维持长久的交易，这些

交易不一定以契约维持，而通过承诺进行，集聚内的企业获得集群外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

王缉慈认为集群揭示了一些地方的相关企业集结成群，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现象和机制，之所以认作

“产业群”，有其特定的产业内涵，无论是企业集群还是产业群其实都是指具有专业化特征的企业和有关机

构在地理空间集结成群的现象。

国内学者比较推崇迈克尔·波特的定义，基于以上学者的定义，认为产业集群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是在

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所组成的区域内的一种创新协作

网络。

（二）产业集群的特点

１空间特征

产业集群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地理集中性，即大量的相关产业相互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

内。在产业集群内，大量企业相互集中在一起，既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在产业

集群内部，许多单个的、与大企业相比毫无竞争力的小企业一旦用发达的区域网络联系起来，其表现出来

的竞争能力就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力，而是一种比所有单个企业竞争力简单叠加起来更加具有优势的全

新的集群竞争力。

２产业特征

适合集群化发展的产业的首要特征是技术可分性，即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应在生长技术上具有垂直分离

的特征，并能形成较长的价值链，产业内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能够高深度化，能形成大量工序型企业和中

间产品的交易市场。其次，产业是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产品差异化的潜力大。产品的差异化包括水平方



向和垂直方向的差异化。水平方向差异化是指同种产品在品种、规格、款式、造型、色彩、所用原料、等

级、品牌等方面的不同；垂直方向的差异化是指同种产品的内在质量不同，Ｉｎｔｅｌ和ＡＭＤ所生产的电脑芯

片便属于这种差异。最后，产业竞争环境的动态多变性和速度经济性。企业所处的产业竞争环境，对时间

和空间的控制特征将决定产业组织和生产组织的形式 （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９０）。如果竞争环境是相稳不定期

的，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开发和生产组织的时间来换取在空间上扩张的灵活性。只有在动态多变、对速度经

济要求很高的产业环境中，出于协调、沟通和信息跟踪反馈的需要，企业才必须在空间上形成集聚以获得

竞争优势。

３组织特征

产业集群是生产系统，产业集群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有地域界限的产业生产系统，这个系统处在由集

群企业构成的网络治理之下，企业网络节点间的联接主要发生在有上下游生产联系的供应商和客户间。产

业集群又是社会系统，是在信息量巨大、市场变化迅速、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的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社

会化不断扩大的产物。集群组织最根本的联系纽带是竞合联系。

４经济特征

企业及其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从而形成集聚经济。集聚经济源于各种相关的经济活动的集中而

带来的效益。集聚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所独享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规模经济

是指产业集群规模扩大，产量增加，使群内个别企业降低平均生产成本而获得的经济好处；范围经济是指

区域内企业的多种产品和多样化的经营，以及若干企业横向纵向联合生产，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节约，它的

重要前提是区域内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外部经济表现为三个方面：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

发展、为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共享的市场、使公司从技术溢出中获益。

５发展特征

累积因果性和路径依赖性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特征。由于某些成功的发展因素 （企业家才能、资本供

应、劳动力供应、土地供应和当地生产的中间产品等），在区域中不同行为主体间存在较紧密的联系时，

一种产业的扩张会增加其他公司的利益，信赖于成功因素所产生的 “极化效应”将进一步地扩张和累积因

果作用。然而，曾经成功的发展因素，随时间推移会作为制约因素限制集群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阻

碍集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 “集群锁定现象” 从而导致集群的衰退。因而，在 “分歧点” （Ｓｃｏｔｔ，

１９９５）打破历史遗传的禁闭，通过替代或补偿过时的资源、技术、基础设施和思维方式，可以促进产业集

群的进一步发展。

６环境特征

产业集群环境特征一方面表现为 “灵敏的经济基础”，但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集群的创新环境。在

产业集群中由于地理接近，企业间的密切合作，经常的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技术

和新知识的传播，由此形成的知识溢出效应将增强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两类知识对集群内的企业至关

重要：一是当地供给方面的知识溢出，主要来自于供应商、合作者、委托者、同业竞争者、教育和研究机

构；二是需求方面的国家和国际知识转移，主要来自客户、消费者、以及国际分销商等。

（三）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

１产业集聚节约了搜索信息的成本，有助于集聚区内企业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技术和市场信息，以保

持生产和经营处于信息优势的状态。

２产业集聚的地方一般存在明显的经济外部性，使得企业可以共享产业内的公共用品，而且容易接近

客户。

３创新促进集聚区内的企业更具有生产效率，始终追踪先进的技术。

４产业集聚有利于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提升区内的产业竞争力。

１９９１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聚集和产业集群的论文和著作，为自己树立了新经济地

理学、新国际贸易理论和聚集经济学说代表人物的地位。除了这篇论文和精炼的专著外，克鲁格曼１９９０
年以来还发表了几部重要著作，在产业集群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１９９５年，克鲁格曼发表了 《发

展、地理学与经济地理》一书，该书既是他的新经济地理学的一部代表著作，又是对他的产业集群理论的

进一步补充，尤其是建立了关于聚集经济 （可应用于产业集群）的新模型。１９９９年，克鲁格曼和另外两位

学者合作，发表了 《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相当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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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因素，并完全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产业的集群和经济的聚集这些现象，这部著作在美国经济学

界有较高的地位，在重要学术期刊上能见到该书的说评。

目前，研究产业集群的学术文献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性的文献，研究内容包括产业集群的

概念、产生原因、决定性因素、集群的度量以及产业集群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均衡等；第二类是实证性或案

例性的文献，主要是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产业聚集情况进行研究，研究既定对象是否存在集群现象，

集群的程度有多高，以及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确定产业集群的原因。当然，这种分类只是一种大致的分类，

有相当多的文献既有理论上的假设和模型，又有实证的详尽分析或比较研究。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纯经济

学的方法，如用均衡、规模经济、外部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的方法，有关产业集群或聚集经济的文章

频繁刊登于一些最挑剔的经济学期刊上，如 《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城市

经济学期刊》等。作为一个谁都不能忽视的重要领域，产业集群理论又回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出

现了繁荣的局面。

二、产业集群的生成机理

产业集群的形成包括多方面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因素、制度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市场因素主

要是指产业集群的自组织形成，即因某些因素诱导而自组织形成。市场因素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类：一是特

定供给因素的存在，如马歇尔所说的存在适合某种产品生产的、独特的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而形成产业集

群，或是波特所说的特定历史背景、良好的相关产业状态、一两个创新性的企业；二是由于某种特定的本

地需求导致生产要素的集聚而形成产业集群。自组织因素主要是指有关企业与机构自发地在某地聚集成

群，政府与有关单位只是被动地发挥作用。自组织形成的产业集群主要是通过关键性企业的衍生、裂变、

被模仿与凝聚，逐渐产生与吸引一系列相同、相近与相关企业，在该地聚集而成。制度因素是指 “自上而

下”的方式形成的，即政府与有关单位根据自身的目标，制定出清晰的产业集群发展战略规划，并加以有

效地实施，从而培育出产业集群，也包括 “自下而上”地培育与发展形成的，即政府与有关单位在产业集

群的雏形出现后，即能够主动积极地运用产业集群发展方式加以培育，从而发展成为高效的产业集群。历

史文化因素是指历史传统工业及社会文化环境氛围对产业集群形成的作用。

（一）市场因素

产业集群一般都是自组织形成的，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是大企业的成长，以及大企业和众多小企业市

场功能的重新定位。产业集群形成初期，某地因某种原因出现了关键性企业，这些企业都直接生产成品。

随着经济发展，部分规模企业为了专注市场和技术开发，逐步把一些生产工序实行外包，一些中小企业主

动为大企业作配套，转向生产中间产品。随着分工的深化，一些龙头企业通过并购、参股等手段将一些质

量和资信较好的生产型、经销型中小企业纳入旗下，并把生产产品各种可分割的功能不断从企业内部剥离

出去，一些如包装、印刷、运输、中介等服务企业就开始兴起，集群内形成成品生产、中间品生产 （含外

包户）和服务企业三个层次的分工协作体系。一旦一个区域内形成以少数龙头企业为主导，以产业链为基

础，大量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分工协作体系，一个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便基本形成。最经典的是硅

谷ＩＴ产业集群中的肖克利半导体公司衍生出仙童公司，后者又衍生出英特尔公司、阿内尔科公司等一系

列公司，从而形成了早期的产业集群。当产业集群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同类或相关企业的数量达到一定的

规模，产业集群既有一定的深度又有一定的广度，产业集群的效应得到充分释放，此时，产业集群处于成

熟期。

企业协作网络的形成，有助于强化区域产业竞争优势。以少数大企业为主导，以大量中小企业为基

础，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细密的分工的企业协作网络是一种 “有效率的产业组织”。大企业能按照价值链把

增值部分最大、最核心的环节保留下来，把其他环节外包给中小企业生产，既能使企业生产成本最低化和

经济效益最大化，又能控制大批中小企业生产和供应商，通过获取群聚效益形成最优竞争优势；众多中小

企业为大企业协作配套，专注于某一生产环节的生产，能使某项生产技艺专门化，提高了资产专用性，同

样能够实现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也能强化其竞争优势。而且，以大企业为主导的协作分工体系，对中小企

业而言，将自身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于某一特定细分市场或产品，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或专门从事

某种工艺加工，能不断强化资产专用能力，有助于培植核心竞争力；而大企业通过与中小企业合作，把具

有专有技术的中小企业吸收为配也有助于提高产业整体技术层次和行业产品质量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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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形成的市场因素除了由关键性企业衍生出相同或相关产品的企业外，还有由中小企业自组织

形成的集群。如 “第三意大利”地区。所谓的 “第三意大利”地区，主要位于意大利的东北部和中北部，

在那里聚集了数目众多的中小企业，形成了多个中小企业互相联系在一起、垂直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中

小企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部门专业化程度很高、区域增长迅速，实现了专业化生产和弹性化生产的统

一，创造了与 “大量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方式更适应变化的社会，从而获得了地区

经济发展的成功。

（二）制度因素

政府通过提出发展规划，培育地方优势产业，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鼓励企业家创业，引导专业化

分工等非直接干预措施，培育产业集群形成的环境与利益机制，则产业集群有可能形成。政府主要职能之

一，就是因地制宜，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和特点，提出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一个产业集群的形

成往往是由于一个或几个龙头企业的带动，所以发现和培养关键性的龙头企业也常常是各地政府在实施产

业集群规划中的重中之重。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创造有利于集群形成的环境与利益机制，从而使得产业中

的大多数企业在新环境与利益机制中，按照集群发展的要求自我调整。政府也可以通过利用本地优势条件

和特色资源吸引外地关键性企业落户本地而逐步培育与发展。有效的做法是，把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与招商

引资结合起来，按照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有选择性吸引关键性企业在本地落户。政府培育和完善造就企

业家的环境，建立吸纳和使用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制度和机制，努力创造优秀职业企业家人尽其能的优良环

境。其中的首要一条是形成清晰的产权制度以及对私有财产的普遍尊重。产业集群是一个综合体，它的发

展涉及诸多的经济政策，如土地、税收、产业导向、外贸、科技、中小企业发展、项目审批和投融资体制

等。因此，在制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时，必需对相关经济政策进行系统的调整，仅仅调整其中的一两个政

策往往无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对一些制约着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或撤

销。对既有工业园区进行产业调整，明确主导产业，并制定一些针对性措施，尤其结合招商引资而制定出

一些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同类与相关企业进驻，并补偿性地迁移出一些非相关企业，可以较快地形成产

业集群。在具有一定的企业基础但企业比较分散的地区，可以围绕几个核心企业建立工业园，通过一些措

施促使分散的企业逐步 “移植”而培育出产业集群。政府可以通过政策鼓励引导专业化分工，进而通过专

业化分工的利益机制与理念传导使企业逐步向专业化分工的方向调整自身经营。

（三）文化因素

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区域内居民的风俗习惯，总体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主流的价值观

念、社会风气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内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是否有追求创新的热情，人与人之间能否建立

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包括行为主体的创新精神、彼此信任的协作关系、开放的思想交流氛围，

如图３ １所示。

图３ １ 产业集群的动力结构图

产业集群化的形成及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而区域创新网络的核心是

营造一种有利于区域行为主体 （企业、大学政府机构）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与协作的良好的区域产业文化，

如图３ ２所示。

这种产业文化维持产业集群的运行，并使其在面对外来竞争者时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国外产业集群

的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地区内存在着以诚实和信赖为精髓的产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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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 产业集群的引力结构图

三、区域创新体系与产业集群建设

（一）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架

区域创新体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简称ＲＩＳ）是借鉴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将区域经

济理论与创新理论相结合，研究一国内特定区域的创新问题。英国的库克比较早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了阐

述，认为区域创新体系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

区域性组织系统，而这种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因此，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一国内的一定地域范围内，将

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这些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区域经济系统，创造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实现新的系统功能，使区域内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

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是在特定的经济区域内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

背景下，各种与创新相关联的主体要素 （实施创新的机构和组织）和非主体要素 （创新所需要的物质条

图３ ３ 区域创新网络架构

件）以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和政策所构成的网络。

该体系通常是由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

与运行机制这三个部分构成，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

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区域创新体系包括的基

本构成要素：①主体要素，即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企

业、大学、科研机构、各类中介组织和地方政府。其中，企

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投入、产出以及收益的主

体，是创新体系的核心。作为由五大行动主体构成的网络型

组织，存在着清晰的区域创新网络，如图３ ３所示。区域

创新体系的参与者借助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或者遵循共同的

技术范式形成了一个创新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企业运用所掌

握的创新资源开发新的产品和技术，开拓成区域创新体系的

产出。②功能要素，即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与运行机制，包

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机制和能力。首先是各

主体的内部运营机制健全，其次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合理，运

行高效。企业、科研机构与学校、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之间的信息高效流动、资源分配合理、发挥各自优势

的机制。⑶环境要素，即创新环境，包括体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心理和保障条件等，市场环境是企业

创新活动基本背景，创新环境是维系和促进创新的保障因素。

（二）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关联性

产业集群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这种创新具体体现在观念、管理、技术、制度和环境等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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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能够为企业提供一种良好的创新氛围；集群有利于促进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扩散；集群可以降低企业创

新的成本。

产业集群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殊的创新系统。由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其他机构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

内，而且存在创新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各行为主体间的创新活动能够以网络或系统的联系方式出现，产业

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就构成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体现在４个方面：①地域关联。区域创新体系

和产业集群均属于区域经济领域研究范畴，其研究范围均局限于特定区域范围内。通常意义上的区域创新

体系更多是指省级创新体系或地区级创新体系。以珠三角为典型的跨区域创新纪录体系打破了行政区划界

限，实现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整合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形成了构建大区域框架下的创新

体系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以产业集群为基础、按照一定的制度安排组成的创新网络与机构，可以构成次

一级的区域创新体系。产业集群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②结构关联。企业、大学、中介机构等创

新主体及环境要素具有很大的重叠性。产业集群的核心单元是企业群和相互依存的企业网络；区域创新体

系的基本主体 （大学、企业、政府和中介机构）如果位于集群区域，往往也成为构成产业集群的主体要

素，否则就构成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构建主体间的联系网络和学习机制，创建本地的专有因

素，是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共同点。此外，区域内共有的知识、技能、人才、市场、公用设施

及地域的专有文化等要素本身就构成区域创新的必备条件，同时也是该区域内众多创新者寻求外部性的动

因。③功能关联。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进行新知识、新技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产业集群

实现创新的主要途径是建立有效的合作网络、促进知识在本地扩散流动。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在促进

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上的功能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区域创新体系强调要促进本地创新要素 （企业、大学、

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的互动，并通过促进创新主体的良性互动对产业集群发生作用，产业集群内部的

技术创新和扩散也是企业互动作用的结果。因此，促进区域内的知识流动和创新主体互动是区域创新体系

和产业集群的共同功能。④目标关联。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产业的

创新和发展，最终目的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产业集群体现特色产业与区域经济的有

机结合，其目标是通过企业集聚形成外部经济，显著降低创新成本，提高产业和区域竞争力，与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的目标密切相关。产业集群是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和有效途径，产业集群的多样性和特色正

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活力所在。积极培育和推进地方产业集群已成为目前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和政府制

定政策的着眼点。

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

成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纵观国际上的经验，产业集群对国家和区域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已

经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们的广泛认同。因此，产业集群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又构成次一级的区

域创新体系，成为规模变小的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如果没有本地化的产业体系为依托，就失去了

根本的发展动力。按照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产业与区域创新环境的整合度越高，越有利于产业和区域的

发展。因此，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的关键是促成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制度条件。

（三）基于区域创新体系的产业集群的建设

１将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按照创新体系理论，创新过程实质上是各种组织相

互作用的过程，单个企业或机构作为政策作用的对象，以实现区域内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提高区域整体

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促进各种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产业集群正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区

域创新体系的内部机制主要有四个：交互式学习、知识创造和分享、邻近性和社会嵌入性。区域创新体系

中的创新要素正是通过系统的内部机制，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输出意义上的改变 （新产品、

新技术的产生等），进而影响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提高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区域创新体系的有效

运行会加速形成产业集群和空间集聚、产生集聚经济性。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创造、扩散和应用知识的体

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区域性创新体系，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模式。

２在区域范围内要从产业政策转变为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政策。目前，各地普遍存在争相模仿和过度

运用产业优惠政策，忽视产业发展本身对科技和其他要素的需求规律。从科技政策的供给上看，针对项目

的政策多，平台条件建设的政策少，针对产业集群的政策仍属空白。非连续、同构化的产业政策以及项目

导向的科技政策割裂了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关联，阻碍了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形成。由于创新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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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日益成为决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中小企业的作用不断得到提升，需要以集群政策

替代产业政策，大力扶持区域内关联企业和关联产业的成长，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在区域范围内以产业集群政策替代产业政策的实质就是以促进集群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目标，鼓励和限制政策应以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为对象，而不是在全地区范围内实施 “一刀切”的政策。

支持在专业镇或专业化产业区中建立生产力促进中心、创新中心、科技开发中心、信息服务中心、网络中

心、融资担保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服务组织，以及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联系密切的成功经验进行推

广。

传统的以弥补市场失效为核心的政策不足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高，产业政策所倚重的对战略产业的

保护和重点投入也难以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府的政策重心应转到培育区域创新体系方面。通过营

造适宜于创新的环境促进企业、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建立共同学习的机制以此加快

知识创造与扩散的速度，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建立在强大的创新能力基础之上。因此，营造集群区域的创

新环境要求政府政策必须由产业政策转向区域创新政策。

３建立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网络。作为产业集群科

技创新平台的核心，集群内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有着重要的地位，需要重点建设。不同的产

业集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科技创新中心的不同组建方式，既可以通过集群内相关行动主体共同组建科

技开发中心，也可依托集群内某大型企业的研发中心。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对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某些基础

性科研、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的扶持，既可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可体现国家科技战略规划。产业集群

中不同行动主体的积极参与而形成有力的科技创新网络，是集群科技创新平台进行有效科技创新的关键。

其中，院校源源不断地提供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思想，为科技创新培养人才，为集群内科技创新

人才更新知识；科技服务机构提供了科技发展的国内外前沿信息，可以减少科技创新中不必要的重复，从

而有效地提高科技创新的产率；企业及时地应用科技创新成果，是集群科技新的源动力，直接拉动着集群

的科技创新水平。

４努力消除区域产业集群的制度壁垒，整合区域经济资源。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

度创新，帮助创业者向专业化发展，降低内生交易费用，促进企业间的劳动分工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

通过区域营销发展产业集群，进而构筑区域创新网络。世界经济发展经验证明，新制度催生新技术，创造

新产业，造就新经济。政府在维持市场秩序、消除产业进退的政策性壁垒的功能是其内在属性。政府也应

当在税收、公共支出等方面对促进产业集群提供合理政策扶持，鼓励信息技术对制造业的系统集成。一是

根据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以良好的经济生态系统，形成要素流动 “洼

地”。二是发挥区域高校科研优势，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结合，培养、吸引优秀人才，加强职业培训，为集

群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与人力资源。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加快建立社会诚信系统，营造自由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四是淡化销售额、ＧＤＰ等政绩指标，强化就业、税收等社会指标，为区域产业集群

的发展提供新鲜 “空气”。

５推进区域产业集群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产业的有效升级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沿着产业层次

的不断提升，即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进；二是沿着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

提升，即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值产品、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到关键的核心部件的

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集群创新升级模式。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产业集群能够获得建立在专业化

分工基础上的报酬递增、企业间的互动学习和合作创新等优势，从而成为具有高端竞争优势的企业升级模

式，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正如波特所指出的，区域经济的增长和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促进和发展集群的能力，其核心是集群式创新网络的发展。地方政府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时，要积极实

施科技开放互动战略，开展跨区域科技合作和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进产业集群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

产业价值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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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业集群战略与高新技术开发区

一、产业集群与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以知识为依托、以创新为基础的企业主体，企业联系以知识、信

息为核心，环境因素有利于知识创新、传播与产业化。企业、模式、环境形成一个完整的集群系统。

（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指在高技术领域内具有相互关联 （互补、竞争）的企业与机构在一定的地域内聚

集，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 （从原材料供应到销售渠道甚至最终用户）、外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充

满创新活力的有机体系。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特征有：①数量众多的高技术企业在空间上聚集；②高技术

企业间以专业化协作为基础；③形成具有稳定的技术经济联系的网络体系。这里的网络是指区域内行为主

体之间进行合作，在此基础上所结成的长期稳定关系。这些行为主体包括高技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

金融机构、服务性行业、政府部门等。这种网络可以活化资源、扩大信息交流、增强柔性、降低交易成

本，同时又可促进技术创新。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由于高技术产业在一定区域内聚集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动因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高新技术产业的特定区位指向

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区位条件。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其产品技术复杂、生命周

期短、具有高附加值、研究开发费高等特点。所以，高新技术产业的区位一般趋向聚集于具有基础设施发

达、智力资源密集、信息灵通、良好的生活环境质量、交通通讯便利的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各种企业

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良好的环境和发达的服务业可以吸引高级人才，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聚集

社会闲散资金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科学基地效应促使高技术企业聚集于大学或研究基地附近，便于获得知

识资源，包括高技术的最新成果、技术上的咨询和指导等。

２技术产业的内在功能联系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部分工与协作是一种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它们的功能联系主要由两种技术关联关

系形成，一是基于垂直技术关联关系，由上游企业的创新技术向下游企业的扩散而引起的；二是基于水平

技术关联关系，在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间引起的模仿创新形成的联系，对基于垂直技术关联关系进入集群

的企业，可以利用位于上游的企业创新中溢出的一般性知识和共用专门知识来进行创新。对基于水平技术

关联关系进入集群的企业，可以利用率先创新者溢出的知识、市场子信息和所带来的市场机会。对这些溢

出效应的利用，就可以使高新技术企业在创新中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缩短创新的技术实现周期和市场实

现周期，减少创新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

３聚集的外部经济效应

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外部效应除了一般的效应外，还主要包括：第一，是人才的外部效应。知识是高新

技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而知识的载体就是人才，聚集便于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人才和信息。聚集扩大了人

才市场，便于高新技术企业寻找各类技术人才；同时，聚集为人才流动创造了条件，人才的高流动性必然

形成信息的流动，这样客观上增加了不同企业人员之间信息、技术、经验交流的机会；第二，创新技术的

溢出效应；第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风险资本和资本运营环境，由于乘数效应，高新技术企

业集中必然造成第三产业的聚集，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聚集，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体系，便于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获得资金支持。

（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有赖于产业集群的形成

根据以上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因可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般特征是大量企业在一定区域的集

中，但是，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和公共物品共享并不必然产生聚集效应。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有赖

于区内企业的产业关联性或者业务关联所形成的协同效应。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成，集群内企



业依据产业链的分工以及因长期合作所建立的信任基础，形成了非正式的合作契约。在这些企业之间，既

有相互竞争，又有基于资源共享和专业分工所形成的协作。产业集群的组织形式及其机构对于高新技术开

发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产业竞争力同样存在于产业集群之中，产业集群作为实现企

业间有效协作的组织形式，是推动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的必然选择。提升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竞争力的关

键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能否形成产业集群。各级政府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必须围绕培育产业集群、提升产业

竞争力。

综观国内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一些成功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都是专业化的园区，即入驻园区内的

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产业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种产业集群。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园区、我国台湾的新竹

园与美国硅谷等，根据国际经验，产业集群可以使这些园区形成高度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配套，因此，我国

的地方政府和园区的管理职能部门，都非常重视将工作重点放在引导这种集群的产生和发展上，利用产业

集群效应，加强园区的区位优势，推动园区经济跨越式发展。

（三）产业集群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的绩效分析

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产业化运行机制有效实施的产业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安排，为资金、土地、人

才、信息、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有效 “集聚”，提供了良好的空间载体和基地。高新

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的动力从过去共享基础设施、节约运输成本等静态的聚集经济效益转向有利于技术、

知识的创新和扩散等动态的聚集经济效益上来。以下几点效应尤为突出：①联合行动。产业集群中的联合

行动能够提高合作厂商的技术能力、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集群的成长与竞争力的提

高。与集聚经济效应相比，它是集群中行动主体之间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一种动态的、主动型的

集群效应。②创新效应。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

和持续比较构成了企业创新的动力，集群内企业之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频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促

进了专业知识的传播，加快了创新思想、方法的扩散与应用的速度。③组织形态效应。从整体性来说，产

业集群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空间组织形态 （波特，１９９８）。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产业集群

是处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中。制度背景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前者有合约、产权等，后者有政治、社会

与文化因素。集群中社会资本逐步形成与积累，集群中盛行着诚信与合作的文化氛围；政府在产业集群中

作为一个重要的行动主体，它通过政策制定选择合适的厂商进驻集群、维护集群秩序，并通过特定的产业

集群政策等来促进集群的发展。

波特认为，相互关联、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发达国

家经济地理的一个显著特征。他还认为现代产业集群从三个方面影响区域的竞争力。第一，对生产率提高

的影响。大量的中小企业集聚于一定区域，通过区内的分工和协作，彼此之间产生一种 “空间拉力”，促

使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这种空间接近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从文化理念上看，在现代产业

集聚体内，经济活动主体的合作交易往往能够在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上达成共识，这种基于社会网络

信任基础的合作分工，能够提高交易效率。第二，对扩大和加强集聚本身的影响。集聚本身产生的外部经

济就是外部企业进入的动力，而且集聚的规模经济能够激发中间产品和辅助产品的需求，为新企业诞生创

造更多市场机会。新企业的创新发展也相应地促进了产业集聚本身的壮大，从而提升集聚经济效益。第

三，能够促进创新。现代产业集聚体内知识技能的产生、传递与扩散能够产生累积效应。在一些高技术园

区，技能知识的研发、知识利用主体的地理集中，能够加快信息知识的累积，知识信息本身具有研发成本

高，边际使用成本低的特性，加之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能够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内部交

流、使用与传递。地方化的知识集中，能够激发企业家的集体学习和同行业的非正式交流，如员工之间面

对面的接触和聊天，这也是创新产生的一个重要渠道。由此可见，产业集群对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经济发展

具有积聚资源，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创新，提升园区竞争力的作用。

由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产业特色鲜明，园区内企业有明显的产业关联性，有助于形成提升工业园区的

竞争优势：产业集群节约了搜索信息的成本，有助于园区内企业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技术信息和市场信

息，以保持在生产和经营处于信息优势的状态。产业集群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一般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外部

性，使得企业可以共享行业内的公共产品，而且容易接近客户。创新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开发区内的企业更

具有生产效率，始终追踪先进的技术。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专业化工，提升了园区内的产业竞争力。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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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内的某道生产工序就会逐步分离出去，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行

业，参加到集群的网络之中。专业化分工是保证规模收益递增的重要条件，也是创新的前提，产业集群竞

争力的来源更多地体现在其内部有比集群区外企业更加精细的专业化分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群对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了较大的推动力。由于同类产品生产的集聚和专业市场对全国、对国外的

影响力增强，带动了包括为制造业服务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例如，第三方物流，金融担保业，信息、

技术、人才、管理、培训、外贸等市场中介服务业，这些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又大大提

高了制造业的产业综合竞争力，同时扩大了产业集群外贸出口能力和吸引海内外资金、人才和技术的能

力。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产业集群本身具有的功能，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

有效途径，所以，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利用产业集群功能的有效途径。例如，第一，高新技术开发区可

以充分享用产业集群的外部经济性；第二，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充分享用范围经济和实现企业本地化带来

的好处；第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可以促进信息交流和创新网络的建立；第四，产业集群可促进高新技术

内的创业活动。

二、开放条件下高新技术开发园区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选择

根据发展要素的来源，区域经济发展分为 “外生式” 和 “内生式” 两种发展模式 （刘伟东、梁秀山，

２００１）。所谓 “外生式”模式指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来因素，特别是依靠吸引外资带动区域发展。“内

生式”模式指在依靠市场和本地力量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外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消化、吸收并

深深 “根植于本地要素”中，形成具有自我发展、自我创新能力的发展模式。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对

外开放中，都强调外力的作用，外力的确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不同的地区最终却出现了分化的现

象，有的地区力量得以加强，可以持续地发展；有的地区被外资 “抛弃”（外资撤离），发展道路受阻。这

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 “外生式”模式是否和本地内在要素兼容问题，如果兼容，则有利于带动本地经济发

展；反之难以持续发展。而我国初步形成的产业集群根据其动力特征也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浙江的民

营中小企业集群为代表的自发形成的内生性产业集群；另一种是以东莞和苏州为典型代表的外资拉动形成

的集群。

值得注意的是，新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要警惕成为城市经济中的 “飞地”。建立高科技园的最

初目的，是希望通过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集群，带来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效果。从理

论上说，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归纳为：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税收收

入，完善城市设施环境；②促进区内产业升级，运用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改造制造业，运用生物技术与

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进一步促进区域内产业升级；③孵化新生企业，保持区域发展活力，推动区域的

不断创新与区域竞争力的增强；④培育区域创新环境，高新区域地方产业集群促发了企业家的集体学习，

促进行业之间和同行业的非正式交流，同时，集群体内激烈的竞争能促进企业不断进行创新。但从现实情

况看，它们的上述作用似乎没有完全发挥，或者相当有限。它们基本上没有形成企业群，在城市中的集聚

效应和联系效应相当有限。目前许多高新区以外资为主，而不是以培育本地企业发展环境为主。在高新区

的初期阶段，吸引大型的外来企业建立工厂，是保证基本设施建设的很好途径。但是随着发展的深入，高

新区的注意力就应该转移到培育区域发展的内力上，即培育企业发展环境，鼓励企业本地结网。许多高新

区的外来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一般是生产制成品，其研发基地、核心技术、中间体及市场销路都由外

商掌握，在研究与开发上不与本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联系，采购和销售市场也非本地化，因此，外资企

业对本地的产业带动不强。这种高新区主要利用区域外的原料、资金和技术，主要以国外或区域外为主要

市场，其特征并非是 “区域”性质的。在这种高新区内，外资游离于本地经济之外，外资经济、内资经济

“两张皮”的现象普遍存在，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免税政策等短期因素在其经济

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依然属 “打工型”经济。另外，高新区的企业只有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密切联系，才能

诱发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并使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变成商品，以保证区域的发展。我国大多数的高新区

邻近一些相关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但这些有着良好研发实力的机构并未很好地成为高新区创新的重要来

源。在许多高新区内，大部分具有竞争力的项目都不是来自邻近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有调查表明，广州市

４５２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区内约２５％的企业从未与高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过合作开发，创新设想主要来源于用户和企业内部的研究开

发部门，企业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创新，仅有少部分企业从外部获取技术和对外转让技术。全球化

和本地化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相辅相成的趋势。高新技术企业在本地扎根、结网，既是其生存和发展的

最本质要求之一，也是使企业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因此，采取全球战略的企业必须帮助其本地

的供应商提高竞争力，自觉地参加区域创新环境的创造。为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网络，使地区的科技优势

能够真正转化为高新技术产业优势，网络中的各类主体必须充分认识 “本地化”的必要性。作为大学和科

研院所，必须扎根到本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去，与本地其他主体共同形成有机的网络，才能实现其价

值，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作为企业，扎根于本地，充分利用本地的要素资源，可以大大减少交易

费用，降低风险，获得最大收益，并通过本地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参与全球竞争。

作为政府，应为企业和大学的本地化创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加强彼此的网络联系，从而最终推动本地的

经济发展。高新区应多着眼于产业环境的培育与发展。产业的发展总是要产生于具有一定经济条件、自然

条件和社会背景条件的地理经济单元内，而且这些产业都发生在一定的区位及其领域。这样一来，培育区

域的产业发展能力就归结为培育区域经济的组织发展能力上。进一步讲，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内源性发展，

培育和提高区域内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就必须努力建立本地区所有的中小企业，而不倾向于吸引那些大

型多区位的公司新建分厂。

由此可见，我们在选择高新技术园区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时，要兼顾市场创造模式下的内生性集聚和资

本迁移模式下的外资拉动性产业集聚，必须走依靠市场和自身能力，合理利用外力，逐渐培育具有市场竞

争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的 “内外”结合的发展道路。而且，在此过程中，利用产业集群的效应和产业组织

发展的规律，促进地方的招商引资，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对于外资拉动的高新技术园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主要发展思路是：

（１）加强集群内软环境的建设，培育良好的综合投资环境。以东莞为例，虽然东莞已形成了一个颇具

规模的制造业加工体系，但是当地的人文环境、社区服务、城市建设与居住条件等较滞后。

（２）加强集群内外资企业的配套关联。在东莞，台资资讯电子企业内部的配套能力相对完善，但总体

上却很难与本地中小企业形成实质的供货交往，甚至与港资、外资之间的联系也不密切。对于这类集群的

发展，应注意培育外资企业的根植性，注重本地企业同外企间的生产配套和供应链的建立，同时培养本地

的企业集群或网络，使区域获得技术转移和经济发展。

（３）深化加工贸易深度，培育核心竞争力。东莞和苏州属于外向型的产业集群，各跨国公司的投资很

大程度上是利用中国在世界ＩＴ产业转移浪潮中的分工地位，转移产业链条中附加值不高的中下游部分。

这两地的外资项目均以加工贸易为主，据资料统计，东莞２００３年前１０个月外资出口占总额５３％，苏州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的７８０４％。各类外资的核心技术、中间体及市场销路都由外

资高层掌握，地方分享很少。因而，在未来要注重引进外资项目档次的提升，并在本地发展一些支撑的基

础结构，包括培训组织、技术转移和研发机构。要加强与当地或附近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培育集群内

民营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逐步深化加工贸易力度，争取介入到国际化生产链条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

环节，使企业集群由 “外向型”向 “现代化”集群发展，抓紧实现企业集群的转换和升级。

（４）区域特色发展，东莞与苏州之间以及东莞各镇之间、苏州各镇之间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出现一

种重复引资、产业过度竞争现象，充分利用当地特有专业、技术、人文与体制环境及基础条件，发展具有

广阔市场前景并独具地域特色的产业，突出产品的差异性，形成区域特色品牌。

三、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与措施

（一）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１）从战略的高度重视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技术园区和软件业的

代表，是政府利用产业集群方式发展工业园的成功典范。１９９１年印度政府在班加罗尔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

软件技术园区，１９９２年园内只有１３家软件公司，到２００１年３月软件公司数目达到了８２１家。班加罗尔软

件出口从１９９２年的５６００万卢比猛增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６０亿卢比，约占印度软件出口总额的一半 （钟坚，

２００１）。各级政府、园区的管理部门必须从经济发展战略方式的高度来认识产业集群，并在园区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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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大力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２）构建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组织体系。产业集群的发展涉及面较广，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机构对其进

行集中管理。

（３）做好产业布局规划。对高新园区的产业布局要坚持分工协作、就地结网以便形成产业集群来安排

项目。高新区的产业发展要重视相关产业的网络体系的建立，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紧密结合、专业分工与

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每个产业集团应围绕一、二个主导产业进行重点建设、配套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

高科技企业。其次，要扶持已有企业的发展，注重企业内在力量的建设而不能为追求数量而盲目吸引外

资。如果本地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企业集群，园区在进行产业布局时，一方面要注意避免重复建设，吸引

具有先进技术的国内或国外企业，来带动本地企业集群的技术升级和管理升级，另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国际

营销渠道，寻求国际合作来增强集群的国际竞争力量。对于处于萌芽状态的企业集群，建立起相互配套、

相互依存的产业组织网络则是园区工作的重心。其实现途径有两条：一是围绕主导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

条，吸引处于同一链条不同环节的其他企业入园；二是通过新公司的衍生促进产业内部分工，建立相互依

存的产业体系。

（４）加强高新园区集群企业中介服务机构。高科技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各种服务机构，如在高科

技发展前期需要市场分析、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中期需要制定、测试和市场检验，后期需要推广销售、

技术服务、物流配送，等等。这些都要求在集群企业内加强技术孵化、信息咨询及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中

介服务。为了促进中介服务组织的发展，一是要取消对民营中介组织的歧视政策，允许民营组织进入金

融、保险、投资银行等行业；二是要在加强政府监管的条件下，为民营中介组织营造透明的法制环境；三

是要培养、培训各类中介服务人才，通过考试选拔等制度促进中介服务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

（５）完善 “产学研”合作机制，提高高新园区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

（６）建立促进高新园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文化。硅谷的成功表明，一个成功的高新园区产业集群需

要有一种与科技企业发展特征相容的区域文化来支撑，并要大力鼓励这些文化在科技园中植根和生长。

（７）加强高新园区集群企业所在地域公共产品的建设。高新园区集群企业的公共物品对于高新园区的

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政府需要将电力、通讯、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好，这样才便于利用各项资源，实

现规模效益递增。特别是集群内的公用图书馆、公共实验室、公用会议室、教育培训机构都应该完好地建

设起来，这对于集群的长远发展和效益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８）发挥政府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引导作用，实现制度创新。政府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对产业集群

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公共物品的投资，加强与产业发展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产业发展和创新的外部环

境。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地方性行政法规，营造出有利的创新氛围。政府可以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区内

产业集群的成长提供协调、组织和保障作用。通过制定优惠政策，为本地产业集群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

环境；通过建立交易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加强企业同市场的联系；加强中介服务，组建技术、信息服务

中心，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与发展的措施

产业集群是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有效产业组织形式，建设和发展高新园区，以高新园区为依托和组

织载体来发展产业集群，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１）产业选择方面，选择发展本地特色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引导入园。区域特色是园区经济发展的前

提和关键。因此，在园区的初建时期无论选择发展传统产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模式都要本着一个原则是：

选择具有发展本地特色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因为只有内生性的产业集群才具有优先发展的独特优势，才

可能形成本地的竞争力。

（２）利用工业园区的优势条件吸引外地关键性企业落户园区。如追溯东莞ＩＴ产业集群的形成可看出，

它最初就是利用本地的自然条件与优惠政策吸引了台湾致伸实业股份公司在该地投资，致伸公司所创办的

东聚电业有限公司成为东莞产业集群的关键性企业 （杨建梅、冯广森，２００２）。把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与工

业园区招商引资结合起来，按照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有选择性吸引关键性企业在工业园区内落户。关键

性企业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其示范性与凝聚力，只是规模较大企业的凝聚力更强。

（３）创造良好园区环境，鼓励、促进本地企业家到工业园区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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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培育园区内企业形成优势产业链构建园区核心竞争力。集群学派认为，地区特有的经济、技术、

社会、文化基础往往决定了该地区的竞争优势。在产业链上基于优势环节形成企业集聚是发展特色工业园

区的关键所在。例如，从台湾新竹工业园区的产业构成上看，虽然它与美国硅谷是类似的企业集群，但是

两者之间在产业层次和产业链分工上有较好的互补性。美国硅谷的产值主要来自于原创性新技术产品的开

发；新竹工业园区发展的风险投资的渠道、技术创新激励措施也与美国硅谷不同。因此，从自身优势出

发，合理定位，而不是单纯模仿其他园区，是新竹工业园区成功的经验。

（５）构建大、中、小企业并存的合理结构。培育园区内大型企业作为主导主业是要依靠其在市场开

发、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产业布局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分

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大中小企业进行合理化专业分工，并使规模不同的企业相辅相成，可以减少内

部无序竞争，增强共同对外的竞争力。

（６）营造促进园区成长的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环境是由区域内的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构成的。经

济网络是指行为主体通过正式的经济合同构建的各种契约关系；社会网络是指行为主体之间存的各种非正

式的联系。营造区域创新环境需要从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入手。硬环境是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便利的

交通通讯、配套的生产设施等。创新所需要的软环境主要表现在建立在区域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

构之间长期合作基础上的稳定关系。这种软环境包括３个层次：①介质环境，包括人们的文化水平、心理

素质、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等内容。②机构环境，包括各种为区内创新主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机构和制度。

主要包括为资金服务的金融机构 （如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租赁公司、产权交易市场）、提供中介

服务行业 （如公共交通、邮电、通信、运输、广告以及各种供应商、代理商）、生活服务行业 （如零售、

餐饮、旅馆、医院、文化艺术、体育等）以及为加强同业人员交流合作而成立的行业协会等。③调控环

境，指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使多个相关创新主体发生协作效应。

（７）政府职能定位与政府的淡出。一般来说，园区的管理类型包括政府管理型、大学管理型和公司管

理型三种形式，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以及广州大多数园区采取的是第一种管理模式，我们可以借鉴新竹的

管理经验来指导广州园区的建设。新竹科技园区的成功在于管理机构注重创新氛围的营造、企业生态链条

的构建、科技信息的跟踪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相比之下，广州现有的园区管理目标体系还普遍停留在招商

引资、土地开发、技工贸收入等这些方面，显然急需以前者为方向进行变革，重视营造区域创新环境。考

察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政府推动成立工业园区

至今，政府在园区发展中的作用在不断地削弱，一些新的机构作为重要角色支撑着集群的发展，例如商

会，它独立于任何一个公司之外，但是有能力代表、帮助和指导其中的公司成员。在政府面前，它们代表

企业；在企业面前，它们宣传政府政策、鼓励集体活动，宗旨是建立与科学园区行政管理部门相对应的机

构，与行政部门合作解决集群内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里政府淡出的背景是工业园区已经建立起较为紧密

且稳定的网络联系，并且内生出贸易行会、商会等民间组织，拥有完善的中介组织机构。政府在人才、技

术、资金帮助等方面与这些中介组织不再具有优势时，政府才逐步地淡出，行会成为主要的支撑机构。广

州高新园区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制度与政策环境供给。政府直接影响供给的制度与政

策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维护园区内企业公平、公正的竞争；另一方面通过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

来鼓励人们从事创业，增强园区的吸引力和自我衍生能力。②提供公共物品。集群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不

仅包括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对教育和科研进行持续的投资。教育的外溢效应可以使园

区内的每个企业受益，有利于提升园区内企业的整体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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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产业区理论

一、理论内容

国外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已有２０余年的时间，但它仍然是当前经济地理学界的一个前沿领域 （李小建，

１９９９）。发达国家产业区的特色可以归结于紧密的本地化网络联系和经济活动的社会根植性 （王缉慈，

１９９８），为了使新产业区理论能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区域，有学者认为要把新产业区的

定义一般化，放松对企业本地联系的要求，而把所有快速发展的区域，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依靠出口加工和

政府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工业区，都涵盖其中 （Ｐａｒｋａｎｄ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９５），但也有学者认为本地化联系是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无论如何，新产业区理论从企业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入

手，来研究企业集群的空间结构，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９２）。

新产业区是基于一定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由社会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所组成的本地化网

络。其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现，取决于新产业区内企业网络和劳动力市场网络的具体性质，以及

这些为学习和创新而组织的网络形式。

（一）企业网络与产业区的灵活性

新产业区内一般具有发达的劳动分工。区内生产的社会分工程度高低，可以用企业家网络的所有权分

配的集中和分散程度来分析。如果新产业区内所有权的分配相对集中，即新产业区的生产由相对少的企业

控制，则说明社会分工程度低，企业内部分工程度高；如果新产业区内所有权的分配相对分散，则相反。

劳动的社会分工一方面是基于正式的经济联系和契约，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由社会风俗和传统形成的一些未

编码化的默契。很多学者们普遍认为，识别新产业区的首要标志是本地的网络，即区内行为主体间的正式

合作联系，以及它们在长期交往中所发生的相对稳定的非正式交流的关系。新产业区本地化网络的重要特

征是弹性专精，因此新产业区又被认作弹性生产综合体。所谓弹性专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

区内单个企业的生产总是集中于有限的产品和过程的，形成专业化的特点，专业化的分工生产是与生产的

技术可分性以及垂直分离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关的；另一方面，区内的中小企业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互相联

系、互相协作和补充，区域作为一个集体，其生产是相当灵活和多样化的。这种集体的灵活性对高度多样

化的消费需求特别有利，它可以快速吸收新技术和市场信息，保证及时对投入和供应进行反馈，以及对劳

动力资源的有效使用、培训和分配。这样，中小企业就能做到迅速地从一种产品或生产过程转移到另一种

产品或生产过程，在不损害生产效率的前提下，在短期内调整产品产量。

新产业区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包括争夺转包合同的下级承包商之间的竞

争，以及争夺相关产品市场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一般说来，竞争会随着企业和独立决策者数量的增多而加

剧。美国波特教授在其国家竞争优势的学说中也提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是在国内一些特定区域

内，集聚的企业相互竞争的基础上培育出来的，而不能只寄希望于一两个 “国家冠军”选手。

新产业区内的企业之间有一套竞争规则，这些规则是由地方文化形成的，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

由于相信预期的未来协作带来的利益将高于违背竞争规则所得到的好处，企业之间彼此信任。但是，某些

企业还是可能存在机会主义，它们为了赢得对竞争对手的优势，违背传统或不履行一些不编码化的义务。

虽然机会主义在个人主义盛会的西方社会和儒家思想盛行的中日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它也受到

了限制，因为它可能导致失去未来的商业机会、名誉、信息及其他原助。另一方面，新产业区的灵活性取

决于企业间的协作。

信任和协作是新产业区的重要特征，它有助于将区内企业 （包括竞争者）联系在一起。协作的行为包

含相当广泛的内容。一般说来，新产业区的协作程度可以由行业协会、企业合作组织、专门技术和金融方

面的双边交流，以及转包关系等来衡量。企业协作人主要标志是新产业区内全部企业或者大多数企业组成

行业协会，代其成员共同承担责任。行业协会向其成员提供服务，如研究与开发、市场营销、游说、劳资

谈判，以及举办论坛和提供信息等，凭单个企业的能力是难以提供这些服务的。参加行业协会一般是志愿

的，而协会本身的重要职责也会让每个成员感到参加协会一般是值得的。除了行业协会以外，两个企业间



的技术交流，以及发包商向下级承包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等等也是企业间交流和协作的形式。

新产业区内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竞争和协作之间寻找平衡点。竞争能促使企业提高

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和创新。但过度竞争又往往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并阻挠学习和创新。一定程度的稳定和

协作对于鼓励企业在学习和创新方面进行投资是相当重要的。罗伦兹认为新产业区的最显著特征就是：

“新产业区内企业之间的协作和竞争之间的一种特殊平衡，⋯⋯协作有两个主要方面，它既体现在企业对

一些地方机构提供的共用服务的共享，如教育、培训、研究与开发、医疗和失业保险等，还体现在企业对

竞争规则的遵守和企业间高度的相互信任。”（Ｌｏｒｅｎｚ，１９９２）

例如，日本新产业区的发展得益于对信誉和诚实行为的认可和奖励。据竹内淳彦的研究表明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１９９４），日本的新产业区，包括东京附近的由中小企业组成的新产业区，其活力很大程度上来

源于企业间的高度协作和信任，特别是专门技术和其他信息的交流。例如，在１９８０年代，东京的编织、

工具制造和机械制造企业组成了行业协会，共同致力于提高产品质量，而把一些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转移

到了日本的其他地区或国外。这些行业协会的成功在于频繁的集会、成员间的高度信任，以及对共同目标

的执著。那些无故缺席集会，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或其他贡献的企业必须退会。于是，通过协作规则，

同一行业里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确可以相互信任。协作需要面对相同的交流和信任，从而必然要求企业在地

理上集聚。竹内淳彦注意到，在东京，协作的必要条件是：协作双方之间进行有效的双边交流的距离不能

超过１５分钟的汽车行程。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通商产业省和地方政府对各地中小企业的技术交流和协

作提供资助的条件下，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协作团体由７００个增加到了１５２７个，参加的企业从２００００
个增加到了５２１４９个。然而，这种团体只能每个月集会一次，远远少于在地理上较集中的企业间的集会次

数。

（二）劳动力市场网络和工人的合作关系

具有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和存在，也利于区域内产业的发展以及新企业的诞生。在这方面，加

拿大工业地理学者海特教授作了一些归纳。

在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网络的性质取决于劳资协商确定的雇佣关系。工会以谈判和其他方式，将产

业区内就业人员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劳动力市场网络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高薪的多技能的人员组成

的网络，使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具有职业灵活性；第二种，低薪的低技能的工人由于数量众多而形成的网

络，使区域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数量灵活性，可供企业选用劳动力。

现实中，产业区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往往是很复杂的，是职业灵活性和数量灵活性的结合体。里斯和海

特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发现在温哥华的木材加工区中，企业从就业状况来看是高度多样化的，既有以高

薪聘请的、稳定的多技能职员为主的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也有以低薪、高淘汰率工人为主的生产的

附加值产品的企业，还有两种类型的工人都有的混合式企业 （Ｈａｙｔｅｒ，１９９７）。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加利福

尼亚的电影工业集聚区域。

关于新产业区的弹性专精对劳动力市场网络的影响问题，学者们有着很多争议。基于对意大利的研

究，皮埃尔和赛伯强调，新产业区的企业网络和各种劳动力市场网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加强和促进的

（ＰｉｏｒｅａｎｄＳａｂｅｌ，１９８４）。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弹性专精只不过为新一轮资本积累提供了环境，但是劳

动条件不一定提高，妇女尤其可能成为受害者。建森 （Ｊｅｎｓｏｎ）认为，弹性专精对技术的重视导致妇女处

于不利地位，理由是机器都是男人设计，并以男人为对象设计的。还有人认为，弹性专精导致了大量做兼

职工作的妇女的出现。日本一位女学者的研究反驳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在拥有最发达的弹性专精生产系统

的日本，妇女兼职率恰恰是最低的。

作为本地化的网络，新产业区的首要特征是为专业化企业提供的灵活性，表现为对高度不确定的供求

状况作出的快速、高质量、低成本的反应。这种灵活性来源于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然而，弹性专精

本身并不能保证企业的长期生存，它只是为创新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三）为学习和创新而结成网络

弹性专精成为创新的有利环境，但是创新纪录并非弹性专精的必然结果。新产业区的社会劳动分工是

动态的，每个企业自身必须不断创新以求生存。创新一般取决于工人的技能、企业家的天赋和更加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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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和设计活动。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有益于消费者的买方市场的形成，仅仅通

过市场，或者单个等级组织的企业，甚至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都难以满足企业对创新的需求，因此需要

为学习和创新而发展区内行为主体之间的网络组织。

不同的产业区在员工的培训和创新的组织方面各不相同。对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日本产业区的研究

表明，不同产业区的政府、党派、教会、工会、商会等组织在支持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

色，对技术培训和创新的观念和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别。例如，德国的索林根和英国的舍菲尔德、日本的刃

物都是刀具产业区，它们同样存在出口导向型的社会劳动分工，但是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着创新方面的差

异。舍菲尔德刀具工业如今只能依靠低成本而生存，很少投资于新设备、研究与开发及技术培训；而索林

根的刀具生产企业虽然数量已经减少，但依靠其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工艺、高质量的产品和对技能培训的高

投入而不断创新，一直保持活力。与索林根类似，日本的刃物刀具产业区也是创新性的。罗伊德曾经研究

过英国的舍菲尔刀具产业区，发现它具有正在迅速消失的早期工化的一些特征，因而把中小企业占统治地

位的产业看成是工业革命的残留物 （Ｌｏｙｄ，１９７８），后来的学者研究了以弹性专精著称的意大利东北部和

日本的中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产业区，证明了这种产业区比预想的要有活力得多。

新产业区理论特别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在新经济中，本地化区域网络的重要性已经提升到区域创新

环境的高度。网络其实是区域创新环境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四）新产业区理论的主要概念

在新产业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企业集群和区域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的本身，而且取决

于社会和文化因素。由于需要社会的亲和信任，就需要在地理上接近和联系。这些社会联系又会增强隐含

经验类知识和编码化知识的流通，进而加强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潜力。

１根植性

鉴定新产业区与否的标志之一是根植性。根植性是经济社会学概念，它的含义是经济行为深深嵌入社

会关系之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考察经济的行为时要注意它的社会网络结构，这是因为只有嵌于社会结

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信息和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活动者在现实经济社会中所乐意接受的。从地理的角

度认识新产业区，是强调行为主体的地方联系，这种地方联系不仅是经济的，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

治的各方面。理解新产业区的现象必须与当地的社会网络密切联系起来。新产业区内有充足的社会资本。

所谓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中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而产生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大小与人们之间

是否存在共同的处事准则，即是否存在相互信赖、忠实、坦诚等密切相关。社会资本是难以通过理性投

资，例如创办教育来创造的，而往往通过文化机制，例如通过对传统、宗教、历史习俗以及种族价值观等

的改造来传递，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也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从高新技术产业来看，理解新产业

区的根植性更加重要。当代复杂的技术系统 （例如信息、生物工程、交通、能源等系统）的建立都需要扎

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密切接近目标用户，考虑当地原有技术的基础和联系的界面，适应当地的法律和行

政法规，建立标准和规范。因此，有活力的社会文化环境保证了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的持续发展。显然，

对于本地企业来说，如果只与它国企业结网而不与本地其他企业联系，实行所谓 “真”全球战略，其后果

将会削弱本地的技术创新能力，造成对外国的严重依赖，这是很危险的。同时，外来的企业也必须面对当

地的特性来调整自己，包括与当地的供应商取得联系，就近获得零部件，招聘录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以及

面对当地市场等，唯有从当地的立场出发，实现当地化，才能使自己站稳脚跟。根植性是与网络化相连

的，从根植性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新产业区是全球网络中的本地化网络，是全球大背景下的本土化、当

地化，在经典的新产业区理论讨论中，网络化与根植性作为识别新产业区的两个基本标准，足以表明它们

的重要性。

２机构稠密性

产业区机构稠密性的内涵基本体现在３个方面：①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机构，包括企业，金融机构，地

方商会，培训机构，贸易协会，地方权力机构，发展机构，创新中心，办事机构，工会，提供房产、土

地、基础设施的政府机构，商业服务组织，市场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为社会网络中的各种本地化或共

同的实践活动提供基础；②各机构间建立有机的网络，并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③各机构都有强烈的社区

意识。可见，机构稠密性不仅指大量各种各样类型的机构的存在，还包括机构间的网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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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创新性

持久的创新能力是产业区得以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在马歇尔关于产业区的定义中，强调集聚经济的

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相互了解与信任”和 “产业氛围”，这两者对产业区内小企业网络创新的产生与扩

散有积极的作用。但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集聚经济不能保证产品与工艺创新的发展。研究表明 “产

业氛围”可以支持小企业间进行创新的模仿、消化与扩散，信任的存在使产业区内新技术的引进更加迅

速、便捷。尽管如此，地域根植的经济在促进创新上，伯兰第称之为 “离心式的产业创造” （Ｂｅｌｌａｎｄｉ，

１９８９）。在创新环境的建设中，有两个并行不悖的行为过程，一是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二是学习

性。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在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地区，这两个因素往往缺一不可，因此，美国硅谷和德国

的巴登—符腾堡等一些成功区域常被冠以 “学习型区域”（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称谓。参与学习的主体主要是

各种类型的企业以及公共部门，其中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工人组成了学习的队伍，共同创

新，显示了较强的解决问题的集体性。学习性指非正式研究与开发活动。今天技术变化的主流已不再取决

于正式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取决于包括学习在内的各种非正式研究与开发活动。据有关学者测算，目前，

正式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只占到产品和服务创新费用的３５％。

学习性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信息和电脑技术发展，二是弹性专精生产的存在，三是创新活动不断产

生。学习可发生在技术变化的不同阶段上，在照搬老一套做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过程中，都会存在

学习。

二、新产业区的概念和发展机制

（一）关于新产业区概念的争论

１９８４年，皮埃尔和赛伯将新产业区看作是弹性专精的区域。新产业区内，中小企业高度集中在有限的

生产加工过程；企业间合作，每个企业都很容易从其他专门的生产商那里获得好处。产业区内的有些中小

企业 （最终产品生产商）直接参与外部的市场竞争，而另外一些中小企业 （原材料或零部件生产商）则只

为竞争性的中小企业提供互补性的产品和原材料。这种区内特有的高度弹性化合作方式，可以及时有效地

应对消费者各种需求，选择供应商，也可以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扩散市场信息，还可以有效地利

用、培训和分配劳动力资源。所以，赛伯强调新产业区的共同特性在于①专业化小企业之间广而精细的合

作；②手工业技术与现代微处理技术的混合作用；③公共和私立部门广泛提供的商业服务；④强有力的非

正式或制度化的结构，以调整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竞争；⑤与区内外的大企业发展长期合作关系 （Ｐｉｏｒｅａｎｄ
Ｓａｂｅｌ，１９８４）。

斯科特则将新产业区定义为基于合理劳动分工的生产商在地域上结成的网络 （生产商和客商、供应商

以及竞争对手等的合作与链接），这些网络与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密切相连。产业区具备以下几个特征：①
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②中小企业的雇员和其他人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系；③从地方劳动力市场容易获

得劳动技能和劳动力供给 （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２）。按照这一观点，新产业区的本质特征是弹性专精，即新产业区

是弹性专精的地方生产系统。

派克和圣根伯格认为，新产业区是指有地理边界的生产系统，大量的企业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生

产同一种产品，实行专业化分工。他们认为，第三意大利的新产业区最主要的特征是中小企业占绝大多

数。而且，新产业区应该是 “社会经济综合体”，区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空间是紧密相连的。由于

弹性的生产网络和弹性劳动力在区域内的出现，形成了新产业区的两个主要特征———适应性和创新性。所

以，新产业区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区内企业的弹性生产方式，以及区

域内企业间紧密的网络联接与合作 （ＰｙｋｅａｎｄＳｅｎｇ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９２）。

一些学者认为新产业区之所以成为 “区”，先决条件是区内应有网络联系的小企业群的存在。如伯兰

第强调，“产业区经济源于小企业群与当地社区间紧密的人际网络”因而他认为有必要将新产业区看作是

一个社会与经济相结合的整体 （Ｂｅｌｌａｎｄｉ，１９８９）。

意大利的经济地理学家在意大利新产业区的案例研究中指出，新产业区是地域上有界的生产系统，以

大量的小企业甚至更小企业的存在为特征，这些企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对同类商品的生产进行协作分工。

他们认为新产业区的特性之一在于它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统一整体。产业区内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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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此外，新产业区的适应产品需求变化的能力就是对新技术的适应力与创新力，这

种能力极度依赖于灵活的劳动力资源与弹性生产网络。

意大利新产业区的研究专家斯富兹强调新产业区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是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繁荣，劳动

力在本地有就业机会；二是中小企业中大量劳动力细化分工，以适合社会经济需要；三是地区的轻工业

化，以制造业的单一专业化部门为特色 （Ｓｆｏｒｚｉ，１９８９）。

新产业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是归结于一个或几个垂直一体化大公司的努力，靠规模经济和市场

垄断力量来 “摘取果实”，而是靠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网络的组织力量。挪威学者格罗弗里 （Ｇａｒａｆｏｌｉ，

１９９１）认为新产业区本质上是一个中小企业群组成的地域系统，小企业群构成的网络生产系统。正如布拉

斯科所说： “重要的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特性，而是由小企业所组成的新产业区整体的特性” （Ｂｒｕｓｃｏ，

１９８６）。

格罗弗认为新产业区一般都分布在城市的郊区或相对于大都市的边缘地区，而且具有３方面的特征：

劳动力非常容易获得；高密度的面对面交流；劳动力的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他将新产业区的结构特性系统

地概括为如下４点 （Ｇａｒａｆｏｌｉ，１９９１）：①当地生产系统的企业间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构成了部门与部

门间投入产出网络的基础。②在企业或公司一级，生产的产品种类范围较少；实行专业化生产，有助于企

业获得专业知识，引进新技术，最终提高区域生产系统独立性。③区内存在有效的信息传播网，保证各种

信息能够快速流通将个人创造出的知识及时转化为区域集体的竞争力。企业间地理上相互接近，为这种信

息快速流通提供了便利，供应商与客户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探讨如何改进生产方式和提高生产服务的

质量。④区内的受雇劳动力受益于上下代的人际生产技术知识的非正式传授，同时得益于从技校得来的正

式培训，因而拥有较强的竞争力。

成功的新产业区有以下特点：积极的外在性；地理靠近性；部门专业化；中小企业为主；企业间密切

的合作；在创新而不是压低工资基础上的竞争；有利于在企业间、雇员间、技术工人间达成相互信赖关系

的社会文化环境；积极的自助组织。但韩国的朴杉沃却认为，新产业区内弹性生产系统和大宗生产系统并

存，因此弹性生产系统不是判别新产业区的唯一的标准。他将新产业区定义为：贸易取向性的生产活动经

一定的规模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具有明显劳动分工、生产网络和根植性 （不管这种根植性是本地还是

外地的）。

（二）关于新产业区形成和发展机制的争论

１弹性专精观点

持弹性专精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皮埃尔和赛伯，他们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形成，是源于大量专

业化的中小企业在地域范围内的集聚，而区域发展的动力则是产业区内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提高

（ＰｉｏｒｅａｎｄＳａｂｅｌ，１９８４）。企业与企业间在竞争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企业与上、下游企业进行密切的交流，

以促进区内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创新，直至整个弹性生产综合体的创新和发展。新产业区内弹性专精的生

产方式和组织结构以及弹性劳动力，可以对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快速的反应。新产业区中

网络结构的产业组织可以获得学习上的优势，利于形成区域文化，促进产业结构新的调整和变化。弹性专

精是 “集体的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意大利的新产业区实践证明，关键是区域内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市场和供给的高度不确定性促进了中小企业间生产有分离。中小企业集群依靠外部的规模经济和范

围经济获得利润，并能应付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在分割和变化的市场中，弹性专精的中小企业能够快速

转变产品，在短期内调节产量的浮动，从而免于大企业那种剧烈的效率损失。

斯科特 （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８）等认为，新产业区的形成是福特制消失、后福特制出现的结果，即弹性的、小

批量的生产方式替代刚性的、大批量的生产方式的结果；新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显示了福特制生产方式

的终结和后福特制时代的来临。

２区域创新环境和区域创新网络

１９８５年，Ｒｅｍｉｇｉｏ等首先指出区域创新环境对区域内企业集聚发生的强大作用，并认为，欧洲和北美

的一些新产业区之所以保持发展和竞争的优势，关键在于区域内形成了创新的环境。这一时期，他们将区

域创新环境和区域创新网络看作同一个概念。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其在区域内结成的网络，这种区域的网络

不仅仅包括同一产业或相关节业上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正式的经济网络，而且还包括企业在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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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与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科教组织、行会等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地方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之间的

合作而结成研究和开发合作网、企业家网、社会关系网等。由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区域内

创新环境的改善，而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进一步有利于区域创新网络的发育和创新功能的提高。

但朴杉沃 （１９９４）根据他所定义的新产业区却认为，在新产业区内，弹性生产系统和大宗生产系统并

存，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同在。他举例指出，日本新出现的生产系统并非基于弹性专精的基础。因此，一

个区域内大宗生产系统的出现或者占主导地位，往往是现在许多新产业区发展的动力。而地方的网络在外

部技术和竞争环境突变中，不得不通过非地方的网络或全球网络，补充其对接收技术信息和创新的不足。

三、新产业区类型

学者们对于新产业区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新产业区的判定依据也不同，在确定新产业区以及分类方

面存在着争论。如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发达国家的第三意大利、德国的巴登—符腾堡、英国的剑桥、美国的

硅谷等同属于新产业区，而许多学者则认为意大利的大量的中小企业集聚是典型的新产业区，而一些高新

技术区域如硅谷则不是，因为区内各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合作不够密切。

斯多波认为，大部分的新产业区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关键的方面应该是一样的；而Ａｍｉｎ和Ｒｏｋｉｎｓ等

学者认为，尽管新产业区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新产业区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特别是区域内的

产业结构和产业类型不同，因此，产业区对应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海特将新产业区归纳为两种类型：①大量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区。如第三意大利的和北欧的一些区

域；②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中小企业的集聚区。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过渡类型。在中小

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新产业区内，企业也有大小之分。而在核心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新产业区内，也可能存在

规模和作用各不相同的数个核心企业及二级核心企业。

一些学者认为新产业区只存在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新产业区，但有的学者却坚持认为发

展中国家也存在新产业区内，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区域进行补偿性的研究。

如朴杉沃提出９种类型的新产业区：马歇尔式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 （两类）、卫星平台式产业区、

高级轮轴式产业、高级卫星平台式产业区 （两类）和首创高新技术产业区 （两类）（Ｐａｒｋ，１９９４）。根据这

种新产业区的划分方法可以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区域也视为新产业区，这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区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同时也使得新产业区的概念过于通俗化。按照朴杉沃的观

点，则可以理解为几乎所有的新的发展区域都将成为新产业区。王缉慈和李小建等我国学者认为，中国目

前有少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如中关村）、发达乡镇企业集聚区 （如浙江的温州等地区）和外向型的加

工区 （广东的东莞）等区域，将有可能或正在形成新产业区。实际上，所有这些争论者是源于用不同的标

准去衡量新产业区的发展。

（一）新产业区类型的划分标准

新产业区划分类型的标准有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内源力、竞争力和协作程度等，如表３ ２所示。

表３ ２ 新产业区和其他类型的产业集聚

小企业的内源力与竞争力

低 高

当地协作环境
差 传统的、当地市场导向型的小企业集群 大企业主导的生产系统

好 Ⅰ和Ⅱ类新产业区

资料来源：Ｂｒｕｓｃｏ（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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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 不同类型的新产业区

小企业内源力与竞争力

好的当地协作环境

Ⅰ类产业区 （没有政府干预） Ⅱ类产业区 （有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

低

１
拥有较低技术创新潜力的新产业区

例如：

Ｇｎｏｓｊｉ，瑞典

２
有一些技术创新潜力的新产业区

例如：

Ｃａｒｐｉ与ＲｅｇｇｉｏＥｍｉｌｉａ

高

３
有良好技术创新潜力的新产业区

例如：

Ｊａｅｒｅｎ，挪威

Ｓａｓｓｕｏｌｏ，意大利

４
拥有很强的技术创新潜力的新产业区

例如：

Ｎｏｄｅｎａ，Ｅｍｉｌｉａ－Ｒｏｍａｇｎａ，意大利

ＢａｄｅｎＷｕｒｔｔｅｍｂｅｒｇ，德国

资料来源：Ｂｒｕｓｃｏ（１９９０）

１政府干预程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新市场的开拓与新技术的发展，大部分新产业区都有政府干预，以解决获得新技

术能力的问题。新产业区由此分为两种基本类型：Ⅰ类新产业区 （没有政府干预），Ⅱ类新产业区 （区内存

在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如表３ ３所示。在Ⅰ类新产业区中，技术扩散的主渠道是技校的培训，以及企业

及其转包企业内技术工人与小企业主的相互联系，不同的经济组织与非经济组织间通过技术教育的基础设

施进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信息共享，产业区内整个生产系统的效率也由此得到提高。在Ⅱ类新产业区中，

企业间垂直的协作，主要促进渐进式创新的引进与扩散。激进式创新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平联系的企

业间在研究与开发领域中进行的合作。意大利Ⅰ类产业区缺乏具有高水平内源力与竞争力的企业，因此难

以形成企业间水平方向上的合作。公共的干预可以使Ｉ类新产业区转型为Ⅱ类新产业区。当代新产业区外

部市场对定制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创新周期要求越来越短，促进企业生产设计不断变化，此时企业寻求

渐进式创新，需要外部专家的咨询和协助。此外，迅速的产品创新引进了对生产工艺渐进创新的需求，而

现代电脑化的生产设备极为复杂，创新绝不仅仅是渐进方式所能解决的，需要与传统产业本质不同的专业

技术。在这方面，大企业等级决策机制使其较为容易引入重大的技术创新，而产业区则存在一种惰性，产

业区内可以以个人创造性的方式学习技术，但要提高整体劳动力的竞争力水平却极为困难。意大利的一些

地区，为便利产业区获得增加产业活力所必需的新技术，尝试着建立 “真实服务中心”提供小企业所需真

正意义上的帮助 （市场信息上、技术上、财政上的帮助）。他们从艾米利亚—罗马格纳的发展中得出结论，

小企业由于自身技术力量和资金储备薄弱，独自没有能力应付新技术革命及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有必要建

立一个产业区内的支持机构系统。

２内源力、竞争力和协作程度

通过引进以下两个分类标准，可以建立起一个更完善的分析框架，对新产业区进一步进行分类：①中

小企业的内源力和竞争力的高低。低内源力、低竞争力的企业类别包括那些只有工匠式职业技能的，以及

那些只通过工作经验积累得到非正式知识的企业；而通过雇佣工程师及其他受到良好大学教育的职员，从

而获得产业竞争力的企业，被认为是高内源力、高竞争力的企业。通常认为，低内源力和低竞争力的企业

只能引进、开发或模仿技术而进行渐进式创新。②当地协作环境的好坏程度。拥有地域根植性的集聚经

济，当地协作环境较好，集聚企业的联系稳定长久，企业间能够相互信任。否则，当地协作环境则较差，

集聚的企业间联系为偶然性、不稳定的，这种当地企业集聚不能称为新产业区。将两个标准结合在一起，

可以将新产业区与其他工业集聚区根据企业内源力与竞争力的高低划分开。

在协作环境较差，且企业内源力和竞争力也较弱的产业集聚区中，企业间联系网络尚未形成，产业分

工不明显，各个企业以分离的方式面向市场，区中的小企业缺乏财力，无法抓住最佳市场机会，而且由于

业主事务缠身，引起管理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困难。协作环境较差而企业内源力与竞争力较高的产业集聚

区，如一些孤单的科学园，被称为沙漠中的技术殿堂。这里的企业网络不同于新产业区中典型的企业网

络。社区内富有创新精神企业家成果不一定为其他企业共享。这样地区的生产系统的特点，通常是以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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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主，其下有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下承包企业，这些企业彼此之间无自己的网络联系。

３所有权集中度

设想根据产品来对产业区进行分类并不现实，因为同一产品可能的地方生产系统内，也可能在大企业

内生产。例如刀具产业，在德国、英国和日本分别是在索林根、舍菲尔德和刃物的产业区内发展起来的，

但在美国和韩国，刀具生产却是通过企业的内部劳动分工实现的。与此相类似，在同一个时期，汽车、电

器和鞋的生产也是既有在产业区内，也有在全球无数个分散的生产系统内进行的。另外，各种产业区的区

别，并不仅仅在于产品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于企业网络和劳动力市场网络组织方式的不同。因而，新产

业区可以根据这些网络的特点及这些特点随时间演变的过程来分类。另一种虽较为片面，却更简单而且能

体现新产业区组织差异的方法，是根据一个由所有权集中度和协作程度组成的二维框架对新产业区和其他

形式的生产系统进行分类 （Ｈａｙｔｅｒ，１９９７）。

如图３ ４，纵轴代表所有权集中程度，横轴代表协作程度。所有权集中程度越高，表示核心企业的作

用越强，对全部生产有控制力量的企业就越少，内部劳动分工程度就越高。协作程度越高，则企业之间的

合作就越密切。这样，中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新产业区普遍具有较低的所有权集中，但在协作程度上则相

差悬殊。

图３ ４ 根据企业网络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和协作程度划分产业区 （资料来源：Ｈａｙｔｅｒ（１９７７））

（三）区域内的特色产业类型

１传统产业的专业化区域

以传统的手工业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部门为主，如大量的中小企业集聚，以发展纺织、制鞋业、

家具等行业。在这类区域内，劳动分工比较精细，专业化程度较高。这类产业区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比较

特殊，企业主之间的信任度比较高，彼此之间的合作以非契约关系联接。如 “第三意大利”地区和我国大

部分工业园区。

２高技术产业的专业化区域

这类区域的发展主要依托当地的科研力量，企业相互之间密切合作，区域内有强烈创新氛围。美国硅

谷是这类区域的突出代表。

四、各产业区类型的特征

（一）马歇尔式产业区

小的地方性企业支配；规模经济相对较低；供应商和买方之间重要的区内贸易；关键的投资决策限于

本地；地方供应商和买方之间长期的合同和承诺；与区外企业的合作与联系程度低；劳动力市场在产业区

内，有高度的灵活性；工人对区域而不是企业承诺；劳动力的迁入比率高，迁出比率低；进化成独特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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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特性，团结；有专门的奖金源泉，专业技术，区内企业外部的商业服务存在；“耐心的资本”在区

内存在；混乱，但是增长和雇佣的长期前景好。

（二）意大利式产业区

买方和供应商之间人员变动发生率高；竞争企业之间人员变动发生率高；设计、创新人员分配不均

衡；强大的商会，提供可共享的基础结构———管理、培训、市场营销，技术或资金支持。即分担风险和促

进稳定的机构；地方政府在管理和促进核心工业发展中起很大作用。

（三）轮轴式工业区

一个或多个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支配，供应商在外围；核心工厂不在区内，与区外供应商和竞争者有

重要的联系；规模经济相对较高；地方商业水平低；轴心企业与供应商之间显著的区内贸易；关键的投资

决策限于区内，但向全球蔓延；轴心企业和供应商之间长期的合同和契约；与区内和区外企业高度的合作

和联系；买方和供应商之间有适度的人员交换；大的竞争者之间为了分担风险，稳定市场，分享创新而合

作的程度低；劳动力市场在区内，活动性小；蓝领工人分配不均；工人首先对大企业承诺，其次对工业区

承诺，最后对小企业承诺；劳动力的迁入比率高，迁出比率较低；进化成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团结；有

专门化的奖金源泉，专业技术，商业服务由大公司控制；区内大企业外部 “有耐心的资本”少；缺乏商会

提供可共享的基础结构———管理，培训，营销，技术或财政援助；地方政府在管理和促进核心工业发展中

的强有力作用；公众参与提供基础设施的程度高；长期的增长前景取决于工业和轴心企业的战略前景。

（四）卫星平台产业区

总部在区域外的大型企业支配；规模经济从中等到高；平台承租者的流动率从低到中等；客户和供应

商之间缺乏区内贸易；关键的投资决策在外部；缺乏与地方供应商长期的承诺；与外部企业尤其是与母公

司间有高度的合作联系；与外部买方和供应商有很大几率的人员交换，但不在区内；劳动力市场在区外，

在垂直一体化的企业中；工人们对公司而不是地区承诺；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高比例迁入迁

出，蓝领和粉领工人迁入迁出比例低；独特的地方性文化特征的发展演变弱，约束力小；资金、专门技

术、商业服务的主要源泉通过企业或外部购买由外部提供；区内没有 “耐心的资本”；没有商会提供可共

享的基础结构———管理、培训、营销、技术或资金的援助，即分担风险和维护稳定的机构；在提供基础设

施、减税和其他优惠条件中，政府起强有力的作用；工厂或活动可能中途转移到其他类似结构的平台去，

威胁本区域的增长。

（五）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

一个或几个大型国家机构 （如军事基地、首府、大型公共大学）所支配，外围有供应商和买方 （包括

那些受管制的）；规模经济在公共部门相对较高；本地 “跳槽”率低；只在支配机构和供应商间有重要的

区内贸易；关键的投资决策是由不同级别的政府作出的，有区内的，也有区外的；支配机构、供应商、买

方间合约和承诺是短期的；总部在区外的供应组织与外部企业有高度的合作、联系；买方与供应商之间有

适度的人员交换；地方私营部门间为分担风险、稳定市场、分享创新而进行的合作程度低；国家出资雇用

专业的、技术的、管理人员则劳动力市场在内部，大学、军事机构或其他联邦部门出资则劳动力市场在外

部；职员和技术工人分配不均；工人首先对大机构承诺，其次对区域，最后对小企业承诺；劳动力迁入比

例高，迁出比例低，除非政府停业；发展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约束力；没有专业化的金融、技术、管理

服务；区内无 “耐心的资本”；商会在对公共部门客户信息的分享中起的作用小；地方政府在规制和促进

核心活动中的作用弱；公众参与提供基础设施程度高；长期发展依赖与对政府中心机构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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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生态工业园理论及国外生态工业园发展经验

一、生态工业园的系统思想

生态工业园区的开发者在一个创新性的整体系统中运用着先前已经被检验过的环境管理概念和实践，

特别是有关工业生态学的概念中一些独立的组成部分正在工业实践中发挥着作用。在一些案例中 （比如新

工序、设备以及厂房设计中的能源效率），这些原理对提高竞争优势所做的贡献使人们相信应用这些新方

法可以带来最佳的商业绩效。许多工作被检验的想法实际上也是人们的常识：“为什么要投资生产那些你

卖不出去还被称为废物又要花钱请人处理的产品？”“在进行建筑选址并设计其中的取暖和制冷系统时，为

什么不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在创建生态工业园区时真正的创新在于把这些想法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

的系统策略。如果在最初的生态工业园设想中设计者把尽可能多的已检验过的独立战略集成在一起，那么

设计组所取得的成就有可能大于单独应用单个方案时可能产生的结果。比如在当地的基础设施中引入可更

新能源就能保证那些在停电时将蒙受巨大损失的企业获得可靠而又清洁的能源；又如，可更新能源之一的

沼气能源能为食品加工企业的废弃物找到销路，这将有助于提高招商的吸引力。以这种集成的方法对工业

整体系统的每次改进都会增加工业系统其他成分的价值。潜在的投资者通过阅读标准化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而发现这个项目可以顺利通过他们的常规检验。当他们认识到该项目确实是值得投资的项目时，就不需要

再下大力气劝服他们相信该项目的环境价值和社会价值了。

二、生态工业园定义

生态工业园是建立在一块固定地域上的由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形成的企业社区。在该社区内，各成员

单位通过共同管理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取更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整个企业社区将能

获得比单个企业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化所能获得的效益之和更大的效益。生态工业园的目标是在最小化参

与企业的环境影响的同时提高其经济绩效。这类方法包括通过对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和园区企业 （新加入企

业和原有经改造过的企业）的绿色设计、清洁生产、污染预防、能源有效使用及企业内部合作。生态工业

园也要为附近的社区寻求利益以确保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积极的。

为了形成真正的生态工业园区，相应开发的主题必须要超出以下范围：①单一副产品的交换或交换网

络；②再循环企业群落；③由众多环境技术企业组成的企业社区；④由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组成的社区；

⑤围绕单一环境主体设计的工业园区 （比如应用太阳能的园区）；⑥建有环境友好的基础设施和建筑的园

区；⑦功能混合型的开发区 （工业区、商业区和生活混杂在一起）。

三、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的利益

１对企业的利益

对园区企业来说，生态工业园提供了通过提高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益、再生利用废物和避免进行违法

行为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率的机会，同时也能使园区企业生产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另外，一些

基本服务可以在园区的企业间实现共享，包括废物管理培训、采购、突发事件的处理、环境信息系统和其

他辅助服务。这种共享成本的办法使得园区企业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中小型企业经常在获得信

息、技术、咨询等方面有一些困难。一体化的生态工业园开发能支持这些企业克服这些障碍，并通过提高

绩效而收回相应的投资。参与企业所能获得的这些效益有可能增加由私人或政府投资建设的工业园物业资

产的价值。这些服务为园区管理部门也会带来新的收益。总的来说，生态工业园可以获得一种竞争优势，

特别是对于目前许多亚洲国家出现的工业房地产投资能力过剩的情况，兴建生态工业园显然可以增加市场

竞争力。

２对环境的利益

生态工业园区将减少许多污染源和废物源，同时减少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园区企业将通过更为创新的

清洁生产的方法，减轻环境负担。比如污染预防、能源有效利用、水管理、资源的再生利用和其他环境管



理方法和技术。关于生态工业园的模式、基础设施、招商目标的决策，必须在考虑当地的运输能力和当地

自然环境的生态特点的情况下做出。

３对社会的利益

园区企业提高了经济效益，从而使生态工业园成为所在社区经济发展的基地。这样的园区有可能吸引

效益好的企业加盟，并为新企业和本地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业场所。同时，由于更加清洁的企业的加入，

也为所在社区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该地区的企业将在园区的新企业中找到新的服务客户或买主，从而

增加收益。生态工业园的开发商也将发起新的由所在社区的所有企业参与的旨在扩展整体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行动。这样的行动承诺保证当地空气、土地和水的质量，显著减少废弃物排放和总体上形成更具吸

引力的社区。生态工业园在很多方面也是政府制定创新性法规和政策的试验田，这些法规和政策的目标是

在为减轻企业的负担的同时提高其环境绩效。

四、生态工业园发展的成本、风险和挑战

当我们从长期角度来计算生态工业园的成本时，生态工业园降低成本的优势才可能变得十分明显。开

发商需要向银行解释这一点，以便某些长线项目融资。例如建设可更新能源设施以作为园区的备用能源供

应设施的项目。另一方面，有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方案实际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并不高。通过园区招商小组的

努力向外界介绍生态工业园的这一特点，并成功吸引大企业到园区落户的话，将有助于向潜在的投资者证

实这一概念，从而得到建设的资金。一些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可能比传统的园区花费要多，这取决于项目的

设计方案。增加的成本可能来自设计过程、场地的准备、基础设施的建设、可持续的建筑过程以及建筑设

计等方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果投资回收期对开发商是可以承受的话，额外的成本可能会从生态工业

园运行所节约的成本中得到补偿。比起私人开发商，政府开发项目的官方代表对承受相应的较高开发成本

也许有更充分的准备，政府部门也可以为具有明显公共效益的私人开发项目提供资金。

那些利用来自其他企业的副产品进行生产的企业面临着如果供应企业倒闭就将失去供应商或市场的风

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建立供应商与客户联系的形式来管理这类事务 （比如，始终保持与替代供应

企业的联系和以合同形式保证供应的稳定性的办法就非常有效）。

为推动生态工业园的发展而在法规方面所做的变革可能是立法和执法机构所不允许的，或者在批准关

于创新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时他们的动作将极为缓慢。一些企业可能不习惯在 “社区内”运作，他们害怕

因此而产生依赖性。如果一个园区内许多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企业，合作将尤为困难；而另一方

面，许多大大小小的企业将这种相互间的依赖性看作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一些工业园区包括大量的中

小企业，他们能从共享的环境服务中获得利益，但同时他们无力独自承担可以提高环境绩效技术的成本。

工业园区外部的小型企业由于缺少员工、使用过时的技术和采用缺乏效率的资源使用方式而产生了大量的

污染，建立范围更为广泛的区域工业生态网络可以帮助这些企业摆脱困境。通常这些小型企业是工业园区

内某些企业的供应商，而后者可以要求前者采用清洁的生产方式，还可能为他们提供培训甚至提供资助。

生态工业园是跨地区的工业生态网络的天然核心。副产品交换和资源回收通常会吸引小企业的注意力。在

许多国家中，许多中小企业可以从废物收集和副产品交换中获利，建立企业间的副产品交换或再循环网络

能够使许多这样的小企业消失。生态工业园的开发商可以为这些小企业提供支持以增强他们的运营能力并

遵守严格的环境标准，这些小型企业可以成为资源回收工业园或资源回收中心的成员。发展中国家的许多

环保政策强调的是末端治理而不是更为全面和更具预防性的应用工业生态学的解决方法，许多国际援助机

构通过倾销他们国家的末端治理技术和服务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压力，这加深了难以承担相关技术成本的中

小企业的困难，幸运的是清洁生产和工业生态学开始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甚至援助组织的战略，如德国技

术援助公司 （ＧＴＺ）。工业园区开发商和园区企业能为完善支持生态工业园发展的政策和法规而进行游说。

五、生态工业园建设的基本战略

以下几个基本战略是发展生态工业园的基础，每一战略都将分别增加园区的价值，最终价值将大于单

独发展某一战略而带来的增值之和。

（１）与自然系统的集成：根据对当地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评估来选择园区地点，并且在生态系统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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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下进行设计。通过把生态工业园和当地的自然景观、水文环境和生态系统集成起来，最小化对当地自

然环境的影响和对全球环境影响，例如温室气体的排放。

（２）能源系统：通过对设备设计或修整、进行热能联产、能源梯级使用以及其他方法最大化能源的使

用效率。通过企业间的能源流动获得更高的效率。广泛使用可更新能源。

（３）管理整个园区的材料流动和废物：强调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尤其是对于有害物质。在生态工业

园的企业中寻求材料的最大化再循环和再利用。通过替代材料的使用和开展园区范围的一体化废物处理减

少有毒材料的风险。通过资源交换和循环网络将园区企业和周围地区的企业联系在一起。这些企业可以开

展副产品交换。

（４）水：利用与上述能源和材料战略类似的战略来设计水系统以保护水源，减少水污染———根据水的

不同质量开展水的梯级使用。

（５）有效的生态工业园管理：除了标准化的园区服务、招商和维护功能外，园区管理人员还应维持企

业之间开展副产品交换的稳定；既支持单独企业又在整个园区提高环境质量；运行并维护园区范围的环境

信息系统以支持企业间的交流使企业熟悉当地的环境条件，并对生态工业园的绩效提供反馈。

（６）建设和修复：在新建筑的建设和对已有建筑的修复过程中，在材料选择和建筑技术方面应用最好

的环境实践经验。这包括材料的再循环和再利用，开展材料的生命周期分析和考虑材料和技术的环境影

响。

（７）与所在社区的集成：通过开展培训和教育项目、推动社区经济发展、建造雇员住宅以及联合进行

市规划来寻求给所在社区带来更多的利益。

六、日本生态工业发展经验

（一）生态工业的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社会

自从以大宗生产和大宗消费为基础而繁荣起来的泡沫经济破碎后，日本一直在努力寻找发展的其他途

径。近几十年来非可持续经济活动的负面遗留影响，包括环境恶化和能源资源耗竭，迫使日本工业和整个

日本社会不得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日本领导者认识到工业生态学可以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

一，并已经在全国上下推行了各种各样的工业生态发展项目：包括生态工业园；生态城镇项目；生态工业

群落和零排放努力项目。目前约有６０个生态工业项目在运作或在发展。

（二）生态工业项目的推动因素和基本框架

日本出现生态工业项目的主要推动因素可分为４类：环境、政治、经济及地理、人口分布和社会因

素。

１环境因素

（１）废物问题：日本每年要产生４５×１０８ｔ废物，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从自然资源中提炼原材料到生产

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物 （４×１０８ｔ），其余的是民用生活废物。这些废物的６０％多被焚化处

理或以垃圾填埋形式处理。作为一个人口密集且大部分国土为山地的国家，日本面临着严重的缺乏垃圾堆

放场地的问题。按照目前的估计，预测余下的垃圾场地将在未来的６～７年内用尽。此外，在危险物垃圾

场方面，按照目前的预测现有垃圾场的容量将在不到３年的时间内耗尽，而东京地区更将在１年内耗尽。

发展一个新垃圾场平均要耗费约５亿美元，花费１０年多的时间建成。高成本以及持续增长的公众关注导

致日本在１９９８年颁布了更加严格的二 口恶英排放标准，这致使各市政当局与工业界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

———他们必须设法找到能替代焚化方法的有效废物管理方法。事实上，日本减少废物和使废物最小化的工

作进行得很好，在过去的１０年中产生废物的数量只是略有增长。但日本仍是第二大产生废物的发达国家，

此问题要求通过施行工业生态学的方法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

（２）有限的自然资源：目前日本每年要消耗１９５×１０８ｔ的自然资源，其中进口７×１０８ｔ，即３５％来自

海外。近５０年来，日本通过提高效率、充分使用其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

日本每户居民的能源使用量约为４４８６９ＭＪ，只相当于德国的１?２，美国的１?３。特别是自１９７３年石油危机

开始的油价上涨以来，日本工业在发展有效利用能源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垃圾堆放场地的

资源与空间的日益匮乏、废物处理成本升高以及经济发展可能受到持续增长的资源稀缺的限制等仍迫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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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寻找更为有效的废物处理办法。

（３）空气污染与二氧化碳排放：尽管随着空气污染防治法的颁布及其要求的末端处理技术的实施，日

本空气质量已经得到改善，但日本仍旧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尤其是二口恶英与ＣＯ２ 的排放。由于日

本７６９％的城市生活垃圾是通过焚烧处理的，而且９０％的二 口恶英来自于废物焚化过程，所以焚化成为限

制的主要对象。那些能够加重上述垃圾排放问题的陈旧的、小型的焚化设备逐步关闭。针对这个问题，日

本政府已制定了于２０１０年减少一半废物的目标。这个目标需要生态工业方法的实施，因为生态工业发展

不仅能解决废物问题的来源，而且能降低废物的数量。

根据京都议定书，日本必须于２０１２年在１９９０年的排放水平上降低６％ＣＯ２ 排放量，作为日本最大

ＣＯ２ 的排放源 （４０１％），工业必须在降低ＣＯ２ 的排放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日本中央政府已经启动一

个贷款计划以鼓励绿色能源的使用、热能的梯级使用和物料的重复利用。政府正在发起工业生态化的项目

以作为整合这种创新的方式之一。

２政治因素

（１）政府作为主要促进者和投资者：日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把采用工业生态方法作为国

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策。在政策制定者中已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要使经济以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

方式增长，必须找到更为环境友好的和更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实践。中央政府发起和资助了许多项目，包括

生态城镇项目计划 （国际贸易与工业省）和环境技术与工程的研究投资计划 （健康与福利省）。地方政府

通过提供环境风险资金和提供利于再循环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来鼓励生态工业的发展。

（２）废物管理法律：政府相关规定中有关废物处理与再利用的条款成为鼓励商业与工业企业寻找创新

的 “废物”管理方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１９７０年垃圾处理与公众清洁法的颁布，日本的有关废物管理的

法律框架开始成型。在相关法律实施的１５年间，废物处理建立在采用 “末端处理”模式的基础上，其结

果是焚化设施和其他中间处理设施和垃圾排放场地的扩大。从１９８５年起，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更 “上游”

的政策，把重点放在减少产生垃圾的体积。废物处理法修正案和促进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法律于１９９１年颁

布实施。１９９５年颁布了有关垃圾分装处理和容器与包装物循环利用的法律，以鼓励容器与包装物废物的循

环再利用系统，而这项废物占废物总量的２５％。１９９７年聚酯塑料瓶的循环使用得以实施。从２０００年起，

日本政府规定必须循环使用纸质和塑料的容器和包装物。除以上这些法律外，特别器具再利用法案已于

１９９７年提出并于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这项法案提出制造者延伸责任的概念，特别是对如电视、电冰箱、洗

衣机和空调这样的电器，必须建立相应的产品回收系统。最后实现可再生社会法案于２０００年国民会议中

提出。由此可见，建立相应法律框架是促进在日本实行工业生态化发展的因素之一。更多的有关循环利用

与废物管理的法律将陆续颁布。

（３）生态城镇项目：生态城镇项目是日本推动生态工业发展最成功政策项目之一。中央政府给地方政

府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建立生态城镇这样的一个区域。在该区域通过各种循环利用和工业共生努力

促进实现整个地区的零废物排放。一旦国际贸易与工业省批准了有关发展计划，地方政府将有资格获得资

助以促进和鼓励生态安全工业活动。

（４）零排放研究倡议会 （ＺＥＲＩ）：是一个非政府参与的、致力于研究和促进生态工业在日本发展的组

织。ＺＥＲＩ作为公共智囊团为这些项目的推进提供技术与科学方面的信息。此倡议于１９９４年在日本发起，

联合国大学 （ＵＮＵ）和ＺＥＲＩ的总部也坐落于日本。第一次零排放世界会议于１９９５年在东京召开，与会者

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并将这种先进观点带回自己的机构。自此之后，零排放在日本成为一个常见词。尽

管目前联合国大学直接参与的项目只有２个，但零排放概念已经广泛地被公共和私人部门接受，至少有１５
个私人公司已经计划实现零废物生产。地方和中央政府计划把建设零排放社会作为他们的目标。但零排放

首先着重于零固体废物，忽略了其他废物类型的排放。因此用零排放作口号的公共和私人机构虽然努力循

环利用和减少废物，但并没有追求真正实现其隐含的总体目标，即减少废物总量 （包括固体、液体和气体

废物）。

３经济因素

（１）经济动机与竞争力：在日本逐渐形成这样的理解，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废物生成与排放对

商业和经济有切实的经济利益。日本垃圾堆放场地的匮乏、日益高昂的废物处理成本及其有限的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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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驱动形成这个共识的根本。其结果是人们已经觉察到副产品交换与零排放努力是经济价值潜在来

源，而不是企业的负担。企业界也认识到传统的末端治理方法消耗实现零排放的成本，而工业生态方法可

以降低成本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此外，发展环境科技与环境产业现在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

契机。根据ＪＥＮＵ（合作环境市场组织） 的统计，日本的生态产业市场在２０００年达到４４００万美元，与

１９９３年相比增长了５０％，预计１０年内将达到７２００万美元。通过末端治理技术的应用和对环境问题的分

散控制，日本在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控制和能源有效利用后，开始寻求一个更一体化的途径。日本

环境部把生态工业项目和环境技术的实施看作日本经济萧条的一个突破。在创造新市场和就业机会的同

时，这种商业突破能增强日本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２）改善形象与公众关系：目前看起来，许多零排放方面的努力以及其他物料交换的采用是要求改善

公共关系和突出广告优势的结果。尽管这种动机不是直接的经济动机，但它指出了公众关系和教育的重要

性以及对这些项目的要求。

４地理、人口分布和社会因素

（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亲近：日本密集的人口以及商业活动地理上的彼此接近性潜在地为各种类型的

物料交换和生态工业园的启动提供了许多机会。高度发达的交通设施使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副产品交换在物

质条件上可行，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由于日本是一个单一性民族的国家，有着高度的民族凝聚力，生态

工业项目的参与者十分容易发展出一种精神上的亲近，这是项目成功的重要因素。此外，日本工业的特殊

结构形式，证明了一体化的高度有效性。在副产品交换过程中，运输的成本和风险可以在副产品交换的潜

在参与者中分担。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为生态工业园和副产品交换项目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２）意识的提高：日本许多对零排放项目和其他类型的物料交换的项目的热心支持可以解释为对国家

环境问题不断增长的关心。例如，１９９２年在里约热内卢和１９９７年在京都召开的国际环境会议引发了日本

社会的新觉醒。一般民众和政策制定者都已确信当环境问题影响到经济发展时就不能再被忽略。人们逐渐

认识到社会的大宗生产和大宗消费的方式，是非可持续的而且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由于成功的生态工业

发展需要当地社区的深刻理解和参与，因此这种不断提高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三）案例

１ＥＢＡＲＡ公司———藤泽 （Ｆｕｊｉｓａｗａ）生态工业园

生态工业园指的是一个独立的工业区域内，各园区企业以环境友好的形式共享各种基础设施和相应的

管理系统。

（１）项目背景?地点特点：日本ＥＢＡＲＡ公司成立于１９１２年，该公司生产高科技工业机器、精密电子

产品和环保设备。其产品范围包括从精密泵、涡轮机、真空机、空调设备到污水和固体废物处理系统和各

种洗涤设备。为了满足环境工程公司由末端治理技术向减少废物和降解废物方面转化的要求，ＥＢＡＲＡ公

司决定把零排放作为其主要经营目标之一。作为零排放的发起者之一，该公司开始实施一项计划，把３５×
１０４ｍ２ 的藤泽工业区变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生态工业园，此生态工业园将证明把零排放概念引入其产品的

技术的可行性。

（２）主要概念：这个项目完全由ＥＢＡＲＡ公司提供资金，ＥＢＡＲＡ公司有意识要提高其环境绩效，同时

提升其竞争地位。该公司把园区内７００户居民、商业设施和１个工业制造区集成为１个零排放的、自身可

持续生态工业园。它将把区内现有的所有可持续的努力都结合起来，包括居民、工业、零售业、农业、公

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研究与开发、运动与娱乐和自然区域。园区零排放目标通过应用ＥＢＡＲＡ公司开发的

各种废物转化新技术实现。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将保证所有工厂、住户、零售商店和农业完全循环利用废

物，在内部废物循环利用和再使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闭合的经济系统，这一过程的核心企业是净水厂、污

水处理厂和发电厂。

（３）技术?基础设施：①硫化床气化燃烧和处理系统把工业和民用废物、农业废物、污水和塑料转化

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气体，如氨气、甲烷氢气。燃烧过程还为电厂供热。②烟道处理系统去除并回收气体中

的氮气和二氧化碳，而这两者可用于农业肥料。③在屋顶使用的太阳能光电池系统和风能涡轮发电机可用

于发电和加热水。④从废水中提取固体废物并将其集中处理；余下的水可用于冲洗厕所、浇灌草坪、花园

和绿地；淤泥经过处理成为农业上使用的混合肥料。⑤污水加热交换泵利用污水的储存能力用于降温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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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用途。⑥新型的燃料电池技术把废物气化和燃烧产生的甲烷和氢气通过化学反应转化为电能。⑦直接供

水系统由一系列的屋顶集水处和储存箱构成。各种可供使用的水储存于公共自然区域。⑧房屋以高效绝缘

建筑材料建成，每个房屋单元安装真空污水处理系统以降低水消耗。

与传统的城市?工业系统相比，这个项目使用的技术估计可降低能源消耗４０％，水消耗３０％，废物排

放减少９５％，二氧化碳排放减少３０％。

（４）投资者的驱动力：这个项目完全由ＥＢＡＲＡ公司资助和推行，并与联合国大学和ＺＥＲＩ联合发展

的；联合国大学和ＺＥＲＩ提供信息支持，但藤泽的项目则由ＥＢＡＲＡ公司独立管理和运作。此项目是由那些

接受了零排放概念重要性的高级管理者发起的。

（５）项目状况：目前硫化床气化燃烧和灰熔系统已在园区内运行，计划于２０１０年完成整个项目。

（６）主要启示：藤泽生态工业园表明了技术在发展生态工业项目中的重要作用。这个项目是管理者以

零排放为目标、通过展示其有效性来推广其环境技术的结果。尽管还不能肯定此项目将为ＥＢＡＲＡ公司带

来切实的正面回报，但它将为其他生态工业园区的运行提供可遵循的经验和教训。

ＥＢＡＲＡ项目证明了在进一步进行环境可持续实践的同时，发起人可以得到综合效益。在项目为

ＥＢＡＲＡ公司推广相应技术和设备的同时，公司的形象也得到提升，经济目标得以间接实现。因此，此项

目对改进管理和经济环境是很有好处的。

２川崎生态城项目

日本的生态城项目是于１９９７年由国际贸易与工业省 （ＭＩＴＩ）发起并提供资助的。这项计划的主要目

标是鼓励工业社区发展以及建立相应的环境安全社区系统。该项目的发起源于废物管理危机。环保和再循

环产业传统上被认为是 “静脉产业”（接受性的和比较肮脏的），而且相应市场还没有被充分开发。通过发

展环保产业，该计划试图使所在社区和产业界共同进行废物管理，从而促进当地企业和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中央政府为那些希望建立生态城，通过各种循环利用和工业共生努力来促进区域内零排放的地方政府

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一旦地方政府提交一份发展计划并经ＭＩＴＩ批准，就有资格获得联邦资助，以开展

促进和鼓励生态安全的工业活动。地方政府可以使用ＭＩＴＩ资金来发展和实施区域的全面计划，吸引那些

将积极推动循环利用和减少废物及能源使用的公司。该区域还应该吸引那些发展环境技术的企业，包括配

套建设相应的研究和发展设施。此项目最独特的特色是资金可以提供给发展新环境技术以促进区域零排放

的并落户于生态城内的私人企业。由于可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公共与私人合作关系被认为是该计

划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项目成本的５０％由政府基金资助包括计划执行和相关管理活动的成本和技术成

本，如循环利用设备和新环境技术。在这种安排下，当地政府和社团因有机会减少和改善其环境绩效以及

提高人民健康和安全水平而获益。此外，当地政府通过吸引新企业而促进经济发展。许多企业也认识到成

为生态城的一员有助于改善公共关系。中央政府的收益在于通过促进环境友好企业的发展，减轻了废物处

理、自然资源耗竭和治理环境破坏的负担。这个项目也促进了那些有利于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高科技环境产

业的发展。

目前日本有１０个得到批准的生态城项目，包括：札幌 （Ｓａｐｐｏｒｏ） 市 （循环再利用工业园），北海道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地区 （循环再利用工业和促进产品交换），千叶县 （Ｃｈｉｂａ）地区 （生态水泥厂，环境工程工业

群落），饭田市 （再循环处理焚烧能源中心，零排放工业园），歧阜市 （循环再利用工业联合体，环境研究

与教育设施），大牟田市 （再循环处理焚烧电厂和再循环废物回收网络，循环再利用工业园），秋田

（Ａｋｉｔａ）辖区 （电子循环再利用设施和推行可持续能源），氵尺市 （循环再利用矿业工业园，环境再利用工业

园，相应研究中心），北九州 （Ｋｉｔａｋｙｕｓｈｕ）城 （生态工业园，循环再利用工业园），川崎 （Ｋａｗａｓａｋｉ） 市。

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特色，一些引入了生态工业园或区域内副产品交换，而另一些着重于循环再利用技

术。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区域根据其自身的具体特点和优势来发展其生态城计划。例如，大牟田、秋田、莺

尺项目发展的是矿业枯竭后废弃的地区，通过污染预防技术和开展生态工业项目，鼓励当地经济的发展。

生态工业城项目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允许当地政府结合其具体的特点情况展开其计划。

（１）项目综述?主要概念：川崎市是日本一个最老、最大的工业区所在地。建立于１９０２年的川崎沿海

工业区，在１０１１７１５ ｍ２（２５０英亩）的土地上拥有超过５０家重工业企业。其最大的企业是由炼油、钢

铁制造、发电和化工生产企业构成。川崎市临近首都东京，人口１２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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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该市的工业区域被认为是日本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１９８２年那些患哮喘病和其他

呼吸道疾病的居民对当地政府和工业企业提起诉讼。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某些工业的重组和国有化导致了

几个工厂关闭和当地经济的停滞。为了解决这一状况，川崎市政府决定推行环境友好项目以恢复该市的经

济基础 。这一项目是建立在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工业运行的所有活动都与环境相协调概念基础上，而生态

城项目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市政府和当地企业采取了大量措施把该地区发展成一个环境友好的工业区。

措施包括在企业间建立循环再利用和物料再使用的设施、限制排放、严格执行根除污染的法规、提供和推

行后勤支持和协调物料交换以及开展研究与开发和公共教育。

（２）具体的运作计划包括：①促进工业企业的运行和生态环境友好，保障生态安全：建立一个起模范

带头作用的零排放工厂，实现生产设备的污水零排放和废物的零产出；建立环境安全的运输系统；建设和

示范模范工厂的运作。②推动建立零排放、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社区的计划：设立环境目标；计划和发展

零排放工业园；修建绿化带和推动制造设备的革新；提倡使用环境友好的机动车辆；在社区范围内收集和

再循环纸、玻璃瓶、铁罐和聚酯瓶以及其他可再循环使用的商品。③推行研究与开发计划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建立热能联产系统以利用企业和工厂产生的余热；研究循环再利用系统和使其商品化；促进与环境相

关技术的联合研究与开发。④建立信息系统：创建一个便于使用的有关环境技术信息的数据库；根据环境

保护情况评估地区取得的成绩；积累有关川崎生态城环境方面的内部信息；向生态城外部社区发布信息；

建立一个生态城信息中心，在这里可以进行与环境相关的各种交流和培训，以及收集和发布环境相关信

息。整个计划将于２０１０年完成。

（３）项目情况：现有的一些工艺和技术包括使用焚化厂的飞灰与底灰作原料制造生态安全水泥。零排

放工业园的主要设施位于一个钢厂的旧址，与日本环境公司 （ＪＥＣ）合作，有７家企业首批搬进工业园；

工业园作为资源回收社区的中心。工业园内的各企业不仅可以降低排放，而且可以有效利用园区内其他企

业排放物或回收各种废物使其成为可再利用的资源。各企业还可以通过合作来优化能源的使用，以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

（４）主要启示：川崎生态城是政府与地方企业合作努力的结果。尽管它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它

树立了一个通过把环境技术与副产品使用成果作为重点的工业区恢复发展模型的颇有前途的范例。该市政

府通过使用循环再利用设施降低民用废物处理的负担，私人企业能够通过使用循环再生的物料来节约生产

成本，而这又将引发地方经济的复兴。项目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协调副产品和能源交换的进行。园区

内老企业之间的副产品交换是促进本区域效率提高的一种途径。该市分析了区域内的物流，招募那些可以

促进闭合物流循环和能帮助实现最优副产品交换的新企业。它尝试建立新型的企业间联系，但这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在长时间的经济萧条下，大多数中小型号企业不愿意冒风险进行新的投资；一些零排放工业区

的候选企业会决定不搬进工业区。日本目前的经济环境鼓励工业通过生态工业途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循

环再利用，但不鼓励它们冒风险进行一些不能立即收到切实经济回报的新投资或新安排。即使企业认识到

环境相关产业可以提供的商机，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仍是其首先考虑的因素。更多的援助，如由地方和中

央政府提供的行业资助或补贴，提供教育和信息帮助，对克服这种两难境地是必要的。

３水泥工业的工业群落———太平洋水泥公司

“工业群落”一词是指更广泛的、寻求发展 “工业共生”概念的地理上彼此接近的企业组成的企业团

体。工业群落包括物料、能源、水和副产品的物理交换。群落或共生可以发生于在一个设施或工厂内、在

一个特定的生态工业园内的企业之间、在非邻近的地方企业之间，或跨地区的 “虚拟”组织的企业之间。

ＺＥＲＩ组织为零排放做出如下定义：“零排放正是所有用于生产最终产物的或可能转化为其他工业或过

程的有附加价值原料的工业输出。在这种意义上，工业重组成 ‘群’，每一工业的无用的副产品完全符合

其他工业原料的要求，整个一体化过程不产生任何种类的废物。”在日本这一概念被经常使用，正如零缺

陷 （全质量管理）和零库存 （及时生产）概念一样广泛接受，这可以帮助提示其作为一个管理概念的普及

和流行。

（１）水泥工业背景：日本水泥工业作为工业链的核心产业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如造纸、墙

板制造、化工、汽车制造、钢铁、有色金属炼制和炼油业。

由于水泥的生产要把原料加热到１４５０℃，在此过程中在不危害环境的情况下有大量的废物料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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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日本２５家水泥厂以原料或能源燃料的形式消耗２７００×１０４ｔ的 （相当于全国６％废物总量）废物。其

结果是日本水泥工业在发达国家中生产每吨水泥所耗费的能源最小。

（２）太平洋水泥公司：太平洋水泥公司是日本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水泥生产商，该公司周围有１００
多种工业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太平洋水泥公司接受其废物作为原料的有发电、化工、钢、有色金属、纸、

汽车制造、民用废物和炼油企业。这家公司最近决定在东京 （Ｔｏｋｙｏ）和千叶县 （Ｃｈｉｂａ）建立两个完全意

义上的生态水泥厂。生态水泥厂使用民用废物焚化后产生的飞尘和污泥做初级帮料。东京的工厂每年将使

用４３０万人产生的废物生产出１６×１０４ｔ水泥，千叶县的工厂每年将使用２５０万人产生的废物生产出１０×
１０４ｔ水泥。千叶县的工厂作为生态城的一部分从ＭＩＴＩ获得资助。太平洋水泥公司一直积极追求的目标是

不使用直接资源和直接燃料并最终成为零排放企业。该公司开发的一项新技术是把废物塑料，包括聚氯乙

烯 （ＰＶＣ）和其他工业废物变成原料和燃料；另一项技术是通过在水泥窑内高温加热分解飞尘中的二 口恶

英，通过湿法精炼技术提炼出重金属并循环利用于有色金属工业。

（３）主要启示：尽管水泥企业似乎是工业共生群落的理想核心作用企业，但必须指出的是不一定以水

泥业作为闭环物料的最优行业。由于利用不同种类的废料作为水泥生产的原料和燃料，它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并不鼓励物料的闭环使用 （这指的是它不鼓励通过再循环报废的产品使其重新成为新的产品）。不过该

工业消耗的非循环废物的数量，如焚化产生的飞尘，却是可观的。考虑到国内垃圾堆放场地的日益减少，

其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这个行业的规模和能够灵活有效地利用如此众多工业废物的特点表明它值得人们进

一步思考如何继续挖掘其消耗废物的潜力。

（四）启示

１有良好前景的因素

日本现有的以生态工业园为特点的物料交换或废物再利用链是一个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因素相互

作用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促使政府部门、工商业寻求降低它们对于原始资源的依赖性以及减少废物处理要

求和生产成本的新途径。生态工业项目，以及降低排放和把废物转化为可再使用产品的新技术的发展，正

被逐渐看作是提高商业和工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政府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

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府对生态城项目的直接资助是生态工业在日本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由

于生态工业项目的成功实施依赖于经济可行性，所以公共部门的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零排放在日

本得到的广泛支持表明提出正确口号对促进环境安全生产和经营的重要性。无论这个概念是否在每个零排

放项目中得以充分理解和采用，零废物排放目标足以提高工业和公众的环保意识。

２未来发展

日本生态工业项目尚处于摇篮之中。除少数几个项目，这类项目的重点只限于减少固体废物排放和开

发相关的新技术，技术解决着重于硬件方面。目前日本每年耗费４０亿美元把它现有的环境技术拓展到美

国和欧洲。然而，日本整个国家尚未真正系统地追求如何大规模地创建工业共生系统。日本生态工业项目

的成功将依赖于国家从环境管理技术视角向一个更全局化的生态观点的转化。

进一步向这一方向转移的前景是乐观的，在日本通过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认证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就证明了工

业越来越有兴趣采用以过程为导向的改善环境绩效的途径。尽管最初发起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像提升公司形

象这样有限的目标，但它们也反映了公众和企业不断增长的对环境的关心程度。产业界和公众逐渐认识到

这种途径为国家环境问题提供了真正的解决办法，同时为企业提供了竞争优势。

３日本经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适用性

对日本推动生态工业发展因素的分析表明以下因素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应用。

（１）地理和人口分布背景：大多数亚洲国家人口密集，面临着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有限的问题。许多

国家出现了废物管理问题，例如垃圾堆放场地容量已耗尽。

（２）经济环境：像日本一样，其他亚洲国家经历了经济危机，正在努力发展经济。这些国家生态工业

项目能提供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３）提高意识：快速工业化及随后的环境恶化和污染是整个亚洲的可持续问题，环境问题的日益严

重，人们对环境问题关注的日益提高可以促进产业界参加生态工业项目。

这暗示着亚洲国家发展生态工业项目的巨大需要和潜力。事实上，在泰国、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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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业园这样的生态项目已经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在许多要求短期经济回报和切实经济收益的发展中国

家，经济环境成为主要的问题。因此就要求计划的推行过程中得到像生态城计划那样由国际组织和本国政

府的资助，这在生态工业项目的未来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日本的１０多个发展项目是从生态城计划中

开始的。这种计划不仅提供了直接的经济支持，而且将帮助扩散生态工业园的概念以促进其他生态工业项

目的发展。Ｋｏｋｕｂｏ案例中由企业自我发展起来的项目，除非等到废物处理成本和公众对良好环境绩效的要

求足够高并且能带来切实收益，否则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可能缺少积极性。这些案例的开始和发展主要依靠

那些受到环境和经济绩效结合观点的鼓励。另一方面，Ｋｏｋｕｂｏ的例子表明轻工工业园不必进行大规模投

资或建设也能改善环境绩效。

如果副产品交换所需的基础设施得以发展，水泥工业的工业群落也可以很好地适用于其他亚洲国家。

一旦这些项目证明了环境和经济收益，工业群落和副产品交换的概念将被更广泛地传播。然而，只有当废

物处理成本更高和公众意识更强时，才会出现在日本啤酒工业和电子工业中自愿发展零废物排放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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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上海都市型工业园发展的启示

一、上海发展都市型工业园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１都市型工业与都市型工业园区

都市型工业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上海在加快实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努力构建工业新高地的进程中

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都市型工业不同于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也不同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

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与这些产业紧密相关。其基本的内涵是：以大都市独特的信息流、人才流、物流等资

源为依托，以产品设计、技术开发和加工制造为主体，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就业容量，与城市功能和生态

环境相协调，在都市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目前都市型工业的主要领域是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产品制

造、服装服饰、钻石加工、精密仪器仪表、旅游用品、食品等。

由于城市的土地和楼宇等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对较高，都市型工业的产品大多具有终端性和数量

小、批次多等特点，并且都市型工业在生产资料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绝大多数都市型工业企业规模都较

小。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生产和管理成本，都市型工业企业倾向于集聚在一起，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共同

建立、享用和负担基础设施，形成一定程度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因此，绝大多数都市型工业都是以园

区为载体生存和发展的。

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都市型工业园区有其特定的内涵：在区域上，主要是外环线以内的地区；在发

展的载体上，不搞增量投入、不铺新摊子，主要是利用一批基础设施好、闲置的工业房产；在运行方式

上，主要是采用出租或出让等方式，吸纳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入住；在企业结构上，主要是多种所有制

的小企业；在产业选择上，主要是发展产品设计、技术开发和加工制造等都市型工业。

２发展都市工业园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第一，是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需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上海生产力布局经历了开埠以来规模空

前的大调整，尤其表现在中心城区的内环线以及内环线周边地区，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实现了 “退二进

三”，金融、商贸、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内外环线之间重点布局发展了科

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外环线以外重点发展微电子、化工、汽车、钢铁等高科技产业和支柱产业，

上海经济增长出现了二产、三产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从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看，上海工业中经

济增长继续发挥巨大拉动作用，这也从上海工业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保留５０％以上。上海拥有强大的现代

工业是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筹码，也是与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竞争、建成实力型的国际经济城市的

优势所在。通过发展有税收、就业广、注重环保、适应大城市生存的都市型工业，把都市型工业培育成为

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和亮点，上海就能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和都市型工业三大板块

共同支撑和促进上海工业发展的局面，从而进一步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综观世界著名的一些大都市如

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都市型工业及其园区都有一定的规模、较为健全的体系和比较

高的效益，是城市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是在寸地寸金的纽约曼哈顿中央商务区也大量生存着楼宇工

业。

第二，是优化城市布局、支撑区域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上海中心城区内共有３６７万

平方米的工业用地转变为第三产业用地，共调整３４９个生产点。截至１９９９年底，上海市中心城区尚存工

业用地５６３５万平方米，大致６０％左右是有效益、无污染、能够在都市地区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对余

下的４０％如何处置，是城市布局调整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近年来中心城区一些区域工厂大量外迁造成城

市 “空心化”的现象已显端倪，中心城区过分依赖第三产业、经济增长乏力的苗头开始显现，对工业用地

的存量决不能再坚持单一的 “退二进三”，而应着眼于促进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形成合理的城市空间布

局和产业结构布局。必须坚持 “转性”与 “转型”并举的方针：一是 “转性”，进一步实施退二进三；二

是实现 “转型”，即传统工业转为都市型工业、市属转为区属企业、国有企业变成多种所有制企业。特别

是对相当一部分具有较大面积的土地和设备较全、保存较好的厂房的企业，要大力推进 “有税收、有就

业、有环境、有形象”的都市型工业园区、楼宇建设，以此作为中心城市用地布局调整的重点。



第三，是增加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创造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始终是城市政府致力追

求的目标。尽管上海大规模的企业职工下岗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是就业的矛盾和压力一直存在。现在问题

是：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因为效益不好或者濒临破产，工人失业或者下岗在家；另一方面，大量国有资产

被闲置，降低了整个社会为新的劳动力就业提供物资保障的能力。大量存在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失业现象不

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都市型工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就业容量比较大，通过大

力发展都市型工业园区可以一举两得：一是盘活国有工业企业闲置资产，二是吸纳下岗职工再就业，一定

程度上缓解就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１９９９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园区共吸纳下岗职工６４亿人，占全市工业

从业人数的２４９％。因此，大力发展都市型工业园区是一项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职工安居乐业的重要措施。

第四，是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城市形象需要。近年来，上海大规模地推进了城市的环境建设、美化城

市形象。中心城区大量存在的一部分破产和濒临破产的国有工业企业由于长期不使用已逐步破败、有碍观

瞻，正在成为环境整治和建设的一个重点。通过市、区两级政府的共同努力，结合市政建设和绿化建设，

目前已有一些企业得到搬迁，如大中华橡胶厂迁建，建成徐家汇公园等等，无疑改善了城市的环境。但

是，从上海目前发展所处的阶段和财力支撑的情况来看，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实施大规模的改造迁建，通

过发展都市型工业，将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对工业厂房经过整修和适当的形象包装，完全

可以达到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城市形象的目的，同时还可以避免引发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的矛盾。

二、上海都市型工业园区发展的现状

１９９８年，上海正式提出了发展都市型工业的概念，近几年进一步形成了都市型工业园区的概念。在各

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下，上海都市型工业及其园区的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１９９９年上海都市型工业企

业５７９７个，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２８６％，都市型工业总资产、总产值和利税总额分别为１２３８８亿元、

１００１０４亿元和６９７８亿元，占全市工业的比重分为１３５％、１８４％和１２％。蓬勃发展的上海都市型工业

创造了一条推进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同时也为在不久的将来把上海建设成为都市型工业发达的

城市打下稳固的基础。

目前在推进都市型号工业及其园区发展主面，上海已经发动了包括市区两级政府主管部门、大控股集

团、企业和街道等在内的全方位力量，形成了政府推动与市场选择良性互动的有效的机制，构筑了财政、

信贷等方面有机结合的稳定的资金来源。上海发展都市型工业园区的主要做法是：

（１）充分发挥两种主体的力量。市属国有企业通过土地和房产出租或入股盘活存量资源，发展新生产

力；区以及街道负责招商引资，新企业注册在区内，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这种发展都市型工业

的做法达到了 “条”和 “块”双赢的结果。

（２）充分利用两种机制的作用。上海发展都市型工业没有片面地依靠计划或市场的力量，而是充分发

挥和妥善处理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出发展规划、协调各方利

益、做好服务工作和加强监督管理。无论是在设立、运行和退出等方面的重大决策，还是日常，都由企业

自己决定，政府不加任何干涉。

（３）充分兼顾两种导向的关系。坚持发展与改革并重的原则正确处理改革力度与发展速度的关系。上

海不仅把发展都市型工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而且把它作为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因此，

发展都市型工业的过程也是体制创新的过程。例如，上海在发展都市型工业推进国有独资向多种所有制转

变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三、促进上海都市型工业区发展的政策特征

１制定政策的依据与指导思想

都市型工业是上海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几年来的实践看，大力发展上海都市型工业园区，

是新形势下政府发挥导向作用，国有企业依托社会资源、深化改革和发展的成功探索。有利于培育新的就

业岗位，有利于盘活国有企业的存量，有利于培育中心城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改变城区的环境，也

有利于社会稳定，为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提供了新的载体。因此，十分有必要制订一个综合性的政策，并

使支持都市型工业发展的政策资源、环境资源，要素资源向都市型工业园区集中，以促进都市型工业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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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展、壮大，为上海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一政策的制订，在导向上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形成符合都市发展的产业，以政策支持

为手段，确保都市型工业园区内入住的企业必须是无污染的，并且与都市的环境、生态和生活氛围相协

调，不能再产生工厂与居民区的矛盾；二是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通过政策引导，为都市型工业企业营造

一个既能够开展公平竞争、又能够得到指导和帮助的市场环境；三是有利于营造各方支持、相互协调的政

策支持环境，税务、工商、规划、劳动、科技等多种行政部门，在加强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本部门的扶

持政策，各个层面都要制订发展都市型工业的规划，加强都市型工业企业之间的协作，提高都市型工业的

整体效益；四是有利于增强都市型工业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力，要切实减轻都市型工业企业的负担，重点

支持脱困型、科技型和就业型都市型工业企业的发展，通过政策扶持，提高都市型工业企业持续经营的能

力；五是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２促进都市型工业园区发展的政策内容

（１）税收政策：在制订税收政策时，既要考虑到发展都市型工业的长远意义和全局意义，又要考虑到

目前的实际困难，把持续稳定地促进都市型工业发展作为税收政策的基本导向和原则；在坚持国家有关法

律的基础上，结合上海都市型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税收政策。如对于入住都市型工业园

区的企业在企业成立之后的２年内，营业税、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地方部分全免；在此之后的２年内，这些

税收减半。经主管税务部门审核，符合新办企业规定的都市型工业企业可以享受新办企业的有关税收优

惠。实行税收属地化，以增强地区经济后续发展能力。对于市、区联手改组改造老企业后新成立的公司、

尤其是外来投资比例高于老企业投资比例改组企业，实行税收户管明确落实到区，以充分调动地区参与国

企改造的积极性。市级财税部门统一掌握有关都市型工业税收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２）工商管理政策：工商管理部门积极主动地为都市型工业企业做好服务，提供高效、灵活的一揽子

政策。如允许都市型工业企业的注册资金分期注入，前三年分别到位注册资金总额的１０％、５０％和１００％。

放宽都市型工业企业与外商合资合作的条件，鼓励、推进科技成果投资都市型工业企业，减少私营都市型

工业企业的工商管理费。在比较成熟的都市型工业园区，工商管理部门应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或者委托

园区有关管理机构和人员办理工商事务。

（３）产业政策：各级主管部门制订都市型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规划，提高各个层面的产业关联度，避免

低水平重复建立和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努力形成区域特色经济。如鼓励和促进高新技术园区与都市型工

业园区结对子联手合作，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和提升都市型工业的科技含量。都市型工业园区可作为

高新技术转化和辐射的基地，以提高都市型工业的技术能级和竞争力。制订都市型工业认定标准，防止破

坏城市环境和形象的企业进入都市型工业园区。

（４）投融资政策：市、区两级设立 “都市型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为都市型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融资、

担保和技术改造贴息，重点支持都市型工业园区和楼宇的硬件建设、房产开发、企业转型、中介机构建设

等。如出台外资准入政策，利用外资建造标准厂房，吸引外资工业企业投资落户都市型工业园区。

（５）城市规划政策：城市规划部门和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联系和合作，把发展都市型工业及其园区

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如：内环线以内，主要发展都市型工业；内外环线之间，主要发展都市型

工业、高科技产业和配套工业；外环线以外，主要发展汽车、钢铁、石化等支柱工业。着手考虑和建设发

展都市型工业及其园区的基础设施。把握都市型工业规模小、转移快的特点，在维护城市整体规划的前提

下，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空间发展都市型工业。加强工业存量土地的整体规划、成片开发、

集中管理、规范运作。

（６）科技政策：把发展都市型工业园区与建立科技孵化基地有机结合起来，允许都市型工业企业同时

享受经济和科技两方面的政策支持，在都市型工业园区建立经济与科技良性互动的机制。都市型工业企业

在科技成果转化、引进及生产过程中发生技术研究、开发的费用，可按照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费用；对都

市型工业企业运用税后利润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和投资，并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项目，由企业书面报送主管

财税部门审核，经市财税批准，可享受投资方向调节税优惠政策。园区内都市型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产品

开发、结构调整中的专项贷款可以享受贴息政策。园区内都市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开发、企业转

制等方面优先纳入市、区有关部门的管理计划中，享受有关优惠条件；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向市、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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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推荐，享受相应政策扶植。

（７）劳动就业政策：劳动主管部门为都市型工业企业提供劳动力管理方面的指导、支持和服务。宣传

国家有关企业用工政策，把都市型工业企业用工纳入法制化轨道，为都市型工业企业提供劳动培训、交流

和档案管理服务。由下岗失业人员组成的都市型工业园区物管理机构可以申请认定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

经认定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及从业人员，可享受减免税收、社会保险优惠、免费培训、开业贷款和综合

保险等扶持政策。

（８）国有资产管理政策：建立相应的国有企业退出机制和新的建设保障机制。鼓励国有资本在发展都

市型工业的过程中退出竞争性、非关键性等行业。国有资本退出，可以采取产权转让、股份合作制改制、

融资性租赁、期股设置等多种形式；对国有小企业改造成都市型工业企业以前的不实资产，可以按规定进

行核销；经企业债权人和有关金融管理部门同意，企业可以剥离部分有效资产进行改制；经主管财税部门

批准同意后，都市型工业企业凡用于生产经营的机器、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可以实行加速折旧的办法。

鼓励非国有企业资本、个人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相结合。企业改制后，国有股仍占较大比重的

企业，鼓励经营者和职工用红利或工资收入继续购买股权，减少国有股的股权比例。

（９）组织管理政策：由市政府牵头，市经委、税务局、工商局、科委、劳动、规划等有关行政职能部

门参加，共同组成上海市都市型工业发展指导小组，负责全市都市型工业发展的规划、指导、协调和管理

工作。各个城区也成立相应的机构，强化市、区联手，加大政府对于都市型工业支持力度。市工业主管部

门加强为企业指导和服务，区政府加强为街道指导和服务，共同构筑发展都市型工业的平台。推进市场化

操作，建立 “上海都市型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介服务机构，从事都

市型工业园区和楼宇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包装设计、工程招标、招商引资等中介服务，实行规范化、系统化

和市场化运作，将政府行为转变成企业行为。

工商、公安、税务等职能部门在都市型工业园区内组成 “一门式”场内审批窗口，为企业提供 “一门

式服务”。这些职能部门联合财政、人事、劳动、计划和建设等部门组成综合性服务机构，为园区内企业

提供产品鉴定、市场拓展、产业指导、信息交流等方面的便捷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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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外工业园发展的经验

一、美国和日本的产业集聚

（一）美国的产业集聚进程

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在大西洋沿岸东北发展起来的。１６２０年，从英国运送清教徒的 “五

月花号”来到北美大陆的第一个新英格兰殖民地。也许是由于这一历史偶然事件，新英格兰６州成为美国

现代经济增长的发祥地。到１９世纪，又推进到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中北大湖沿岸各州。在１９世纪中叶形成

了高度集中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其基本特征是，包括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罗得岛、

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等在内的东北

部和中北部１４州，是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１１５％，却集中了全国制造业的３?４，

被称为美国的 “制造业带”。

进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在出现了某种程度离散倾向的同时，东西海岸的集聚程

度进一步提高，从大的地区分布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一些原先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

放慢，ＧＤＰ份额下降；而一些原先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的地区，发展速度加快，ＧＤＰ份额上升。１９５８
年，新英格兰等３个地区１７个州的个人收入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ｃｏｍｅ）占全美的５２８％，１９９７年下降到４１６％，

近４０年间下降了１０余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东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洛基山区 （ＲｏｃｋｙＭｏｕｎｔａｉｎ）和远西 （Ｆａｒ
Ｗｅｓｔ）个人收入占全美比重，１９５８年为３９０％，１９９７年上升为５１８％（见表３ ４）。在这一过程中，美国

东西海岸两个地带的集聚水平缓慢提高，美国东海岸１１个州的ＧＳＰ（ＧｒｏｓｓＳｔａ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占全美的比重，

１９７７年为１７７％，１９９６年提高到１９７％，上升了２个百分点；美国西海岸３州ＧＳＰ占全美的比重，１９９７
年为１４８％，１９９６年上升到１５９％，上升了１１个百分点。东西海岸合计占美国ＧＳＰ的比重，由１９７７年

的３２５％上升到１９９６年的３５６％（见表３ ５）。

表３ ４ １９８５～１９９７年美国个人收入分布的变化

地 区
个人收入 （亿美元） 结构 （％）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９７年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９７年

全 美 ３６８６９ ６７７０７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新英格兰 ２３６３ ４０９２４ ６４ ６０

中 东 ９８５ １３０３２７ ２４６ １９２

大 湖 ８０１１ １１０８６３ ２１７ １６４

平 原 ３０４２ ４４７５６ ８３ ６６

东 南 ５８７６ １４８２１８ １５９ ２１９

西 南 ２５５８ ６６０２２ ６９ ９８

洛基山区 ８４６ １９９６９ ２３ ２９

远 西 ５０８９ １１６２１９ １３８ １７２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非常深刻的，也许新经济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动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曾经被称

为 “制造业带”的东北部和中北部１４州，一度被称为 “铁锈带”，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又获得了某种程

度的新生。而东西海岸各州以信息产业为主的 “新经济”发展迅猛，带动了生产要素的集聚。



表３ ５ 美国东西海岸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 （１９９２年美元）

东海岸１２州 西海岸３州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９６年

国内总产值 （亿美元） ７３８０７ １３６６３９ ６１８１５ １１０３３６

占美比重 （％） １７７ １９７ １４８ １５９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产业集聚区域的转移，实际是由少数经济基数特别庞大的州所控制的 （见表３ 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以来，美国各州占全美经济的份额，大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占全美额低的州，

其份额变动幅度较大，反之则然。由于全美经济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州，而那些份额变动幅度大的州，大

都是一些经济总量小的州，因此各州经济份额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区域产业分布的集中化特

征，反而由于一些内陆地区以及一些经济总量较低州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缓慢地推动着美国经济向东西

两个海岸地带集聚。

表３ ６ １９７７—１９９６年美国产出额最大的前５个州占全美份额的变化

地 区
ＧＤＰ（亿美元） 比重 （％）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９６年 １９７７年 １９９６年

全 美 ４１７６７ ６９２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加利福尼亚州 ４９２８ ８８０１ １１８ １２７
纽约州 ３８７４ ５６３３ ９３ ８１
得克萨斯州 ２８５２ ５０２９ ６８ ７３
伊利诺斯州 ２３８３ ３４５５ ５７ ５０
佛罗里达州 １４５２ ３２６１ ３５ ４７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二）日本的产业集聚进程

日本经济区域集中化的特点，是以大都市为中心，形成了 “三大圈” 集聚发展的格局。所谓 “三大

圈”，即 “东京圈”、“名古屋圈”和 “大阪圈”。“三大圈”的经济总量占全日本国一半以上，人均ＧＤＰ为

日本全国平均的１１３倍 （见表３ 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５个 “国土综合开

发计划”。在前４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中，都提出了要“谋求均衡地利用全部国土”。１９８７年，第四次

表３ ７ １９９３年日本 “三大圈”有关数据

总 额 占全国比重 （％）

东京圈 名古屋圈 大阪圈 总计 东京圈 名古屋圈 大阪圈

土地 （平方公里） １３０７４ ２０９９３ １８５７９ １３９ ３５ ５６ ４９
人口 （千人） ３２５７５ １０８１０ １８２５９ ４９１ ２５９ ８６ １４５

ＧＤＰ（１０亿日元） １４８８６５ ４２８５３ ７１５５３ ５５７ ３１５ ９１ １５１
第一产业 （１０亿日元） ６４５ ５６３ ３４０ １９４ ８１ ７０ ４３
第二产业 （１０亿日元） ４７３７６ １８８３６ ２４４５１ ５４３ ２８４ １１３ １４６
第三产业 （１０亿日元） １０９２７４ ４２８５３ １９６９０ ６３７ ３４５ １３５ １５７

人均ＧＤＰ（亿日元） ４５７ ３９６ ３９２ １１３０ １２０９ １０４９ １０３７
商品批发总额 （１０亿日元） ２１０７５９ ５４９３８ ９４２７０ ７００ １１４ ３０ ５１

金融机关票据交换额 （１０亿日元） １３８２７６８ ７４９１２ ２５３４６３ ９２７ ７４９ ４１ １３７

注：土地为１９９５年数据，人口为１９９４年，ＧＤＰ为１９９３年，商品批发为１９９４年，票据交换额为１９９５年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 《日本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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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日本 “四全总”）提出，以形成 “多极分散型国土”为基本目标。但实施结果并没有

有效地制止产业和人口向大都市圈集中的过程，地域开发的高潮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大都市群周围的地区

（见表３ ７）。１９７０年以后实施的第三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再次提出抑制产业和人口向大都市集中的目

标，并且一度取得了成效，但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间，又发生了人口再次向都市圈集中的情况。这些状况表

明，区域经济发展的集中化状况，有其内在的规律，并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手段能加以阻止的。因此，前

些年通过的 “五全总”，提出了 “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促进，构筑具有面向世界、有活力的国土”的要

求。

区域经济集中化过程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区域产业分工的专业化。即一些地区在某些特定的产业或

行业，占全国较高的比重，由此形成了一种以区域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区域集中化格局 （见表３ ８）。

１９９３年，日本制造业产值列前位的８个行业，共计占日本制造业产值的７１７％。按这些行业在各地的产值

大小排列，一半以上的产值集中在列前１０个地区，合计产值占日本同行业的５３０％～８１１％。集中度最

高的是出版印刷行业，东京一地占全国的４２７％，列前位的前１０个地区产值比重占全国的８１１％。其次

是运输机械行业，爱知县一地占３２１％，列前位的１０个地区的工业产值占日本全国的７９５％。

表３ ８ 三大圈、地方圈产业结构在日本全国地位变动 单位：％

地 方 圈 三 大 圈

１９５５年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５５年 １９９３年

总 计 ５３６ ４３６ ４６４ ５６４
第一产业 ７８９ ８０４ ２１１ １９６
第二产业 ４４６ ４５５ ５５４ ５４５
第三产业 ４８８ ４１６ ５１２ ５８４

资料来源：历年 《日本统计年鉴》。

二、成功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一）意大利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在传统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集群是意大利式产业区模式。这些传统产业区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和

中部地区 （第三意大利），在国际上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成功产业。无数的中小企业 “结网”聚集在那里，

中小企业的群集和结网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进而提高了区域和国家竞争力。该地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处于欧洲边缘的未工业化区域跃升到欧洲工业化中心的地位。国际学术界对意大利产业

区的研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目前还在继续。

１意大利传统产业企业集群分类

诸如 “第三意大利”这些成功的产业，基本上可以分为５类：①纺织、服饰、鞋、手袋、旅游产品制

造及其原料加工和机械配套产业，如织布、鞣革、设计等。②家居用品的生产，如布赖恩扎的家具、卡斯

尔戈弗列多的照明设备以及相关的机械生产。③个人用品产业，如阿雷佐和瓦伦扎的珠宝等。④食品、饮

料以及相关的机械。⑤金属纤维产品和特殊原料以及相关机械。

２实例———意大利纺织业和陶瓷业企业集群

意大利的百能顿是从事时装纺织的巨型企业，诞生于１９６５年，其产品和贸易网络遍及全球１２０个国

家和地区，拥有７０００多间销售专卖店，周围有５００多家中小企业为它工作，公司８０％的产品是由中小企

业完成的。百能顿只负责掌握和从事关键性的工序，比如款式设计、计算机裁剪、洗染以及质量检验，其

他工序都由周围中小企业完成的。这种集群内，核心企业与周围的企业是购买商与供货商的关系。

艾米利省的萨索洛是意大利的陶瓷制造中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个小镇生产的瓷砖产量占世界的

３０％，出口量占世界的６０％。这个地区有几百家公司，几乎都是私营公司。该地区还拥有一些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的釉和珐琅的生产厂家及瓷砖生产设备厂家。由于生产厂家与设备厂家的集中，萨索洛周围又出现

了不少为瓷砖业提供各种服务的其他公司，如模具和包装材料的生产厂家和运输公司。这些公司彼此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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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经营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陶瓷业。

这种企业集群由生产同样或近似产品与服务的一系列企业组成，企业之间可以彼此分享产品、创新过

程以及市场机会的信息。

３意大利产业区的成功经验

（１）从生产方式上看，一般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但是具有高技术的控制过程、高质量的产品和

低成本的投入，追求时髦的设计和样式。

（２）从企业规模看，在意大利产业区内，中小企业占绝对重要的地位，每个企业有高度的专业化，产

品设计和制造往往专门考虑客商的需求，成百上千个同类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中小企业集聚在一起。一个完

整的生产流程常常被分解成几个独立的生产环节，每个环节由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参与竞争，这样大大降

低了产品制造成本并促进了技术创新。

（３）家族企业很普遍：家属、朋友、熟人、同乡的联系是其供货商、制造商、客商之间的主要纽带。

（４）本地的贸易市场很发达：意大利人是很会挑剔有经验的顾客，并且在企业所在地拥有大量的竞争

对手，这些都促进企业不断创新纪录，打到国际市场上去。

（５）企业家具有冒险精神：意大利人是冒险者，他们喜欢拥有自己的企业或给熟悉的人打工，企业不

断繁衍，与同一产品相关的各种企业发展很快，创新和知识扩散的速度非常惊人。

（６）良好的创新环境：意大利企业不仅注重设计创新，更多地在过程技术上创新，不断开展各种先进

的技术，用来制造那些传统地看来是低技术的产品。这些创新来源于当地特殊的创新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根

基，是其他地方难以模仿的。“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增长根源于当地农村工业化和中小企业网络，社会相

对稳定，政局也相对稳定，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地方银行提供对专业化地方大学的支持，并投资于基础设

施，这些都形成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也就是说意大利产业区中的企业是根植于本地的社会网络之中的，

具有根植性。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是最重要的，在当代全球性的产业转移中，这类区域保持着相对稳定

的不可替代的创新中心地位。

（７）存在大量的民间组织：在意大利，广泛存在中小企业合作社和公会，例如信用保障合作社、出口

公会或稳定产品价格公会等。企业家协会在发展公会的初期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和在企业中集资等帮助。

（８）政府的支持：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也提供公共支持。１９９１年意大利制定了专门支持中小

企业集群的法规，明确规定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形式，目的在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创新和提高竞争

力。政府的干预创造了有利于竞争性增长的外部环境，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对特殊的干预提供了金融上

的支持。在意大利，支持私营企业间合作的地方中介服务机构能力很强，它们坚决有效地参与了地方制度

环境的建设。

（二）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得力于印度软件技术园区的建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印度政府根据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潮流，制定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并于１９９１年首先在印度著名的科技

中心———班加罗尔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度，班加罗尔的计算机软件出口

额为１５０万美元，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度猛增到１６３亿美元，１０年飙升了１０８倍，占印度全国软件出口总额６２
亿美元的２６３％。如今，班加罗尔已经成为印度计算机软件王国，被誉为亚洲的 “硅谷”。２００１年，联合

国开发署在世界新兴工业城市中将班加罗尔排名第四。

班加罗尔软件园的成功，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因素：

１政府支持发展软件产业

（１）政府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软件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行业，它能够吸收较多的

人员就业，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既可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 （如教育、服务、基础设施技术和设备建

设）的快速发展，又能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国内的传统产业，缩小

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２）建立有力的政府机构实施战略计划：瓦杰帕伊执政后，相继成立了以他本人为组长的 “国家信息

技术特别工作组”和 “信息技术部”，制定了 “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政府授权予信息、广播、通讯电

子、财政、国防、人力资源开发等部委，就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制定和修改了相关的法规和政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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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这一计划的国家信息科学政策体系。信息技术部还经常会同驻美软件企业联合会和美国电子协

会，在硅谷和波士顿联合召开印度软件会议，在国内外举办各种软件出口的展览会和研讨会，并组织各方

面的专家学者对印度计算机软件开发战略进行攻关研究。印度政府在信息技术部设立软件开发局，成立国

家软件技术中心，对世界软件开发方向、前沿技术进行跟踪研究。

（３）制定具体的支持政策：首先，国家投巨资加强软件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投资环境，用

优惠价格向软件公司提供厂房和办公设施，并提供设好的水、电、电话、卫星高速数据通讯设备等优良设

施和环境。其次，实行零赋税政策。印度政府对软件产业实行零关税、零流通税和零服务税，为鼓励计算

机软件出口，政府允许出口商保留出口收入的５０％，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征税，免除产品全产出口的软

件厂商所得税。为了提高进口计算机质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政府放宽了对计算机进口的限制，允许

进口计算机企业的资产限额从２亿卢比降至１００万卢比，大幅度地降低关税。最后，采取倾斜式的资金政

策。印度政府设立了软件产业发展风险基金，１９９８年７月，印度政府决定提供１０亿卢比设立金融风险基

金，由小型企业发展银行管理，鼓励银行以低利率向软件业发放贷款；采取措施鼓励外国资本投资，允许

外商控股７５％～１００％，免除全部进口关税，１０年内免征所得税，等等。每年有１０多亿美元的外资投资印

度软件业。按印度政府颁布的法令，班加罗尔软件园为一自治机构，直属印度电子部。此外，软件园的硬

件也堪称一流；庞大的地面卫星站，可以随时同世界任何角落进行畅通无阻的交流；完善的基础设施提

供，如复印、文传及培训、保安等服务，使入园公司放心投资。

２强化人才培训体系

印度软件产业的人才优势，得益于他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第一，具有开放的人才观。第二，按

照软件产业发展的需要，多层次、多渠道培养人才，形成多层次的人才结构。首先，依靠高等院校培养高

中级人才，印度有４００多所大专院校设置了计算机专业，每年毕业１万多人；其次，依靠民办的软件人才

培训机构培训中初级实用人才，这些机构，必须具有政府或政府授权的专业机构颁发的培训许可证，软件

人才经过培训合格后，有资格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计算机软件培训四级水平证书考试，这类机构有１０００
多家，每年取得证书的软件人才有数万人；再次，软件企业自身还建立培训机构，重点培训计算机应用专

家、系统分析员、开发管理人员、软件企业经销人员，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印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开始，为海外留学人员或工作人员回国开办软件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些海外归国的软件人才具备

了从事软件开发与服务的良好技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拥有一定的资金，特别是与海外同行有着十分

密切的联系，对促进软件出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３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一流的研究机构

在班加罗尔周围，有１０所综合大学、７０家技术学院，每年培养出１８万名计算机工程师，集中了印

度科学研究所、班加罗尔大学、拉曼研究所国家宇航研究实验室、国家动力研究所等国内一流的科研机

构。这些是班加罗尔最珍贵的资产，是发展高科技的强大后盾。

４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政府结合企业力量共同发展。这个园区耗资６０亿卢比，由卡纳塔克邦政府、印度塔塔集团与来自新

加坡的资金合资建成，政府只占２０％股份，其他两者各占４０％。

５强烈的质量和服务意识

软件制造商们把质量和服务视同产品的生命，这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能力。目前，该园内的软件公

司大多获得了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标准认证。在得到卡内基—梅隆大学软件工程学会评比的全球５９家最高级别

计算机软件公司中，有２９家是印度的公司。印度软件开发管理的特点是流程重于项目，流程管理人员独

立于研发机构，专门检查研发部门的开发流程是不是按照既定的流程走，如果流程不对，项目肯定就此停

止。很多公司将从和客户沟通需求、理清规格、确定流程，到每周的进度这些细节都细腻地文件化，它们

依靠品质和效率赢得了客户。

班加罗尔的成功经验，大大鼓舞了印度其他城市。在班加罗尔的带动下，马德拉斯、海提拉巴等南部

城市的高科技工业园区接踵而起，同班加罗尔交相辉映，成为印度南部著名的计算机软件业 “金三角”。

（三）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是个国土面积仅有６８２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东南亚小国，经过４０年的发展，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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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２４万美元、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基础设施完备的现代化国家。它的成

功从根本上讲是在一个强势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制定优惠政策、成立法定机构、招商引资而实现的。作为

吸引外商投资的基本载体———工业园区的建设，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工业园区发

展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１新加坡工业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

（１）建立了专门机构从事工业园区的开发。１９６８年，新加坡裕廊集团从经济发展局独立出来，成为新

加坡全权负责工业基础设施开发与管理的法定机构。国家按照总体规划，将工业用地的近８０％出让给裕廊

集团，由其全权负责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２）重视工业用地的规划布局。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机构根据与经济发展局等经济部门共同研究、科

学预测工业用地的需求状况，将工业用地划分为轻工业园区、普通工业园区、重工业园区和工业商业园

区，充分体现出环境保护、合理用地和满足特殊项目用地需要的规划目标。

（３）重视基础设施配套、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各种服务。裕廊集团工业园区标准高、配套设施完备，并

根据各类项目和投资商的需求以租赁土地、租售标准厂房、按需方的设计建设厂房并出租、转让土地等多

种形式，非常灵活地满足投资者的各种需要，成为外来投资的有效载体。

（４）重视园区管理与服务。裕廊集团对于租、售后的厂房和土地，不是租、售即了，而是将工业园区

的后续服务作为一项产业继续经营，成为一项大的物业管理服务项目，不仅节省了投资商的财力与时间，

自己也能从中获得良好的效益。

（５）重视与投资者的沟通、切实解决客户反映的问题。裕廊集团经常以多种形式 （登门拜访、年度聚

会、客户讨论会）征求客户意见，适时调整租金，维护和完善各种设施，提供高水平和超前的服务，和客

户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达到双赢的目的。

通过以上措施，裕廊集团开发的工业园区内，企业对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了８０％，开发园

区面积达到近７０平方公里，吸引了７０００多家公司落户，对就业岗位的贡献也达到了７％的水平，裕廊集

团从而成为对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企业集团。

２对广州工业园区建设的启示

（１）必须把握工业园区的设立目的和建设目标。新加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设立和发展裕廊工业区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带动和促进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仅仅是为了发展裕廊这一地区，以后也一直根据这一目

的来规划和管理裕廊工业区。由于裕廊工业区一直发挥着带动和促进全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地位又反

过来促进它成为该国最佳的投资地区。因此，把握好规划的角度和目的，实质上就为整个工业园区的发展

和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裕廊工业区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所在。

（２）必须综合发展、合理规划。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将裕廊确定为全面发展的综合型工业区，对其

进行合理而妥善的规划。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将靠近市区的东北部规划为新兴工业和无污染工业区，重

点发展电子、电器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沿海的西南部规划为港口和重工业区；中部地区规划为轻工业和一

般工业区；沿裕廊河两岸则规划为住宅区和各种生活设施。为充分发挥裕廊工业区的综合功能，新加坡政

府于１９６９年在裕廊码头内设立自由贸易区，将裕廊工业区建成既是工业生产基地，同时也是转口贸易区

的综合园区。在整体开发建设过程中，政府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有计划地保留１０％的土地

用作建设公园和风景区。目前，该园区内已建成十多个公园，有世界著名的飞禽公园、中国式公园、森林

公园等，使裕廊成为风光别致的工业区兼旅游区，被称为 “花园工业镇”。

（３）必须首先建设基础设施，生产、生活同步发展。国际上工业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两种模式：一是

先招商建厂，根据生产的需要和扩展情况逐步解决交通、供水等问题。此种模式的优点是，针对实际需要

建设，针对性强，投入成本低，风险小；缺点则是，基础设施往往分散零乱，效率不高，阻碍生产的迅速

发展，另一种模式是从整个工业区的全面发展出发，按照总体建设规划的要求，先投入主要力量建成较为

完整的基础设施，为工业区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计划性较好，效率高，并可迅速改善

投资环境，但投入成本和风险也较大。裕廊工业区采取的是后一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发展的重点，投入大量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总长达一百多公里的区内现代化公路网、发电量占

全国一半以上的裕廊电厂、裕廊港码头、自来水厂以及三百多幢标准厂房等。这些基础设施陆续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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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裕廊工业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重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裕廊工业还同步发展、建

设各种社会服务设施，兴建了学校、科学馆、商场、体育馆等，使裕廊工业区成为生产和生活设施齐全完

备的企业投资乐园。

（４）有效控制工业用地市场。政府可在新的土地利用规划发布实施后，将大部分的工业用地按规定价

格出让给专门机构，专门机构成立后，对项目的落户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对于一般项目用地，实

行只租不卖的办法，对符合产业规划的项目，可以优惠的价格进行租售，牢牢控制土地利用效率，避免小

项目、落后项目长期圈占土地，政府控制乏力的现象。

（５）使工业用地保持增值，增强建设的融资能力。专门机构获得土地使用权后，经开发建设并随着经

济的发展，土地必然有巨大的增值空间，这将大大增强专门机构的资产实力，使土地的增值收益不会无端

流失，进一步增强开发建设的融资能力。

（６）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成为外资进入园区的有效载体。专门机构可按照新加坡裕廊集团的经营模

式，对于土地可以出租、转让、建设通用厂房、量身定做外商需要的厂房等方式，全方位满足各类项目的

用地需求，避免园区目前通用厂房零散、设计建设水平不高、功能不能与国际接轨而难以出租的现象继续

发展。

（７）有效进行工业园区后续的管理与服务，形成工业园区的产业服务管理体系，达到亲商、安商、以

商招商的服务目标。新加坡利用近四十多年的时间，在吸引外资方面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到建立跨国公司亚洲总部、金融中心的成功过度与发展，有着各种成功的因素。广州市政府应

该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在工业园区这一吸引外资重要硬件方面的建设与管理经验，应成立专门机

构，引进裕廊集团的管理理念与技术，甚至直接与其合作 （我国苏州工业园区就是利用新加坡工业园区成

功经验的典范），开发建设广州的工业园区。

（四）日本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战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工业园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业园区既是一个高效率的生产

基地，也是构成日本整个制造业 “大厦”的不可或缺与替代的 “基础单元”。

１日本工业园区建设的背景与成功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日本共建有和类工业园区４５９１个。这些工业园区按兴办主体分，由国

家地域公团和企业立地指导中心建设有的４７个；由地方政府或政府主导的有关财团兴办的有９４１个；由

民间企业协同组合兴办的有３６０３个。按产业类型分，工业园区内制造业占８３４％，非制造业占１６６％。

日本工业园区的兴办大大加快了日本制造业发展的步伐，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

其成功地实现了从资源小国向经济大国和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工业园区的建设为日本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

展条件，有效地推进了日本制造业特别是产业集群的发展，推动了日本向现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日本全

国的工业园区共集聚了１０万多家的企业，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协作和进行产业配套的机会，

形成了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模式。这种集群式发展的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如大

工业城市丰田市就是依托丰田汽车公司在一个农村小镇上建立起来的。工业园区在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的

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日本国家立地中心资料，按生产值计算，２００２年北海道、常磐、山

口、九州、福冈、佐贺、长崎６大工业园区产生的经济效益为３７７０７亿日元，其中直接效果 （指园区内生

产值）为２２１３２亿日元，波及效果 （指对园区外产业的带动效益）为１５５４７亿日元。

日本工业园区有其自身的特点：①日本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先进技术与高层次产业的集聚区：在工业园

区内落户的大多数是那些在本行业居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技术比较先进，产业层次比较高。②日本的工业

园区是一个高效率的生产区。日本绝大多数工业园区面积都比较小 （大多数为３００亩左右），但土地的产

出率相当高，约为浙江省的１０～２０倍左右。③日本的工业园区也是一个高效率的技术开发区。日本企业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适应市场需求的速度很快，技术开发的能力很强，所开发的产品式样多、质量高。如雅

玛哈发动机公司，每年按照客户需要开发的大品种项目都要在二三十个以上。④日本工业园区更是一个优

美的生态环境示范区。每一个工业园区几乎可以说都是一个大花园，不少工业园区由于建在河流旁、山脚

下，青山绿水相映，风光无限。⑤日本的工业园区已成为海外生产的 “头脑”和 “指挥部”。随着全球化

战略的推进，日本已把大批制造业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生产基地虽然办在国外，但生产什么、何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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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都由国内总部决定。

２日本工业园建设中几点值得借鉴的做法

（１）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建设与管理工业园区，形成工业园区自我管理与发展的机制：工业园区大多是

民间力量兴建的，由民间力量主导兴办的工业园区，其基本程序是先由民间６家以上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大企业除外）组织起来，形成协同组合，再由此协同组合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企业的申请按规定经有

关政府和中小企业团体中央会审定同意后，再由此协同组合或由协同组合组织开发商进行土地开发。

工业园区内基本上都不设政府管理机构，全权由该园区的协同组合负责管理。这种由园区的协同组合

自我管理园区的形式，一方面极大地节约了政府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密切了园区内管理组织与企

业的关系，促进了园区内共同事业的发展。

（２）高度重视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土地，加强对农民问题的处理：①合理规划，用法律形式

严格限定工业用地。１９６８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 《都市计划法》，对城乡工业专用地域、准工业地域、商

业地域和住宅地域等进行了划分，规定工业园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工业地域和专用地域中兴建。②严格把

握工业园用地的审批权限，加强工程实施的检查。对工业园区所用土地，一律必须由政府审批，在开发完

工后，仍须向政府汇报工程进展情况，并由政府有关部门对所完工的工程进行检查。③严格控制土地的投

机倒卖行为。日本政府对企业购买土地设有多种税金规定，如土地保有税、地价税等，以防止土地倒卖行

为的发生。④对工业园区内每平方米土地的资金投资率也有明确的规定。要求企业主保证有购买土地７０％
以上的资金用于投资该园区内的建筑物和机械设备等设施。⑤在严格保护土地的同时，高度重视农民问题

的处理。无论是兴办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的工业园区，对农民土地的价格补偿，都要求在不高于当地市

场价格的原则下，由政府、企业、协同组合 （或由协同组合委托开发商）与农民具体商谈。农民住房要迁

移的，开发单位要按高于农民现有住房１５倍的价格付给农民补偿费；对失去土地后没有就业门路的农

民，政府主要是通过提供就业信息帮助解决。

（３）构筑以工业园区为基础、富有竞争活力的区域性都市，以富有活力的区域性都市来带动地方经济

的发展：日本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就提出以工业园区为基础来构筑富有活力的区域性都市的设想，到１９９８
年，在全国形成了一批以城市为核心的产业地域，大工业地带从原来的四个增加到九个，其产值占全国工

业总产值的８６６％以上。

（４）把科技进步作为推进工业园区和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根本性措施来抓：①建立 “飞鸟型”的技术研

究与开发体系：就是把国外先进企业的存在作为技术的源头 （鸟头），把本国的企业作为技术引进与开发

的主体，把本国政府和大学 （包括有关科研单位）作为两翼，由政府 （或企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以

后，又由政府组织企业、大学以及有关科研单位相互作，进行共同的消化和吸收。②积极援助和引导企业

推进技术创新：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科技援助力度是很大的，除了对项目的专项支持以外，还专门设有 “中

小企业金融库”、“技术和产业高度化资金”以及 “新产业助成资金”等。③推进区域技术指导中心等共同

开发研究设施的建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日本由政府出资，在一些产业比较集中的地域都建立了由

政府主导的区域性技术指导中心。④致力于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做精、做细、做出有竞争力的产

品来。

（５）在竞争中发展大企业，高度重视发展中小企业：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大企业，但不保护大企业。政

府只有鼓励和引导某项产业发展的政策，而绝没有针对某个企业的特殊政策，对企业的发展基本上采取的

是鼓励竞争的战略，创造良好的产业竞争环境，让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日本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

的９８％以上，因此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中小企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分别下发了十多个法律

文件，从提高中小企业的法律地位、促进中小企业的现代化和结构的高度化、推进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协

同发展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在专门设有中小企业产业高度化资金的同时，还专门通过信贷补充体系创

新来弥补中小企业融资不足；此外，日本政府还努力提高中小企业的组织化程度。１９５３年，日本政府专门

出台了 《中上企业协同组合法》，以推进从地方到全国中央中小企业协同组合组织网络的形成。

（６）高度重视生态问题，为工业园区和制造基地的建设创造良好条件：①对防污染和循环利用项目花

巨资支持，如日本聚酯再生有限公司发明了爱维塑法，真正实现了聚酯制口的良性循环，日本政府不仅在

试验阶段给予了８０００万日元的经费支持，而且在这个项目开发成功投产以后，又给予了５０亿日元 （占其

７８２第三篇 产业园区发展理论对广州工业和工业园区发展的启示



总投资额的３３％以上）的无偿支持。②对工业园区建设的生态环境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种规定散见于

日本的 《都市计划法》、《工场立地法》、《河川法》、《防止公害协定》等各种法律性文件中。

３对广州工业园区发展的启示

（１）转变思路和观念，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确处理工业园区建设中的土地问题，做到经济

建设与耕地保护的统一。

市县特别是乡镇一级的工业园区应尽量避免使逐步形成农地，而利用山坡地、杂地、海涂地等来兴

办。为提高土地的产出和使用效率，要坚决打击各类大肆圈地、倒卖土地等投机行为，进一步健全法制和

体制，实行最严厉的土地管理制度。要把工业园区建设的侧重点切实放到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益上来。

对农民的土地补偿价格一定要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处理，让农民有一个对土地的要价权力。对失去土地

后的农民，政府通过组织培训等方式，切实解决好其就业问题。

（２）转变职能，理清思路，探索新型的工业园区管理体制与建设机制：①形成统一的专门性管理机

构，对各类工业园区实行统一管理，要下决心把分散于各部门的工业园区行政管职能分离出来，建立统一

的工业园区协调管理机构。②明确职能与权限：工业园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职能主要应该是宏观上对工业园

区的整个建设与发展做出规划，其中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工业园区建设的具体工作可由各地政府组织实

施，但工业园区建设的审批权限必须集中到省一级政府；二是就某一个具体的园区来说，不应承担过多的

行政责任。③探索以公司形式办园区，动员运用民间力量办园区。

（３）以在制造业上与日本 “接轨”为突破口，推动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通过多年的努力，应该说在

制造业上以日立、广本、丰田三大广州汽车产业基地为核心，实现了与日本 “接轨”，当前的重点是要因

势利导，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日资向广州转移。①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行业和文化交流，建立

经常性沟通渠道。②要进一步改善日商投资环境，应实施基础设施超前发展战略，进一步改进投资的硬环

境。

（４）以推进科技创新为重点，切实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５）不失时机地实施制造业结构升级战略：①积极鼓励创出新产业，许多新产业的崛起都来自于老产

业的分化，日本很多产业就是由一个生产环节发展起来的。这说明，在一个产业集群体内凭借原有优势，

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分化是大有作为的。研究如何凭借广州产业的现有优势，积极发展相关产业，有效提升

上下游产业，形成一批支柱性产业。②大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特别要注重开发利用好那些具有

优秀文化的产业，要实现 “古为今用”，形成品牌，积极探索改造利用的有效途径。③着力抓好一批具有

“火车头”性质的产业。按照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选取几个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的产业，

因势利导，集中力量，尽快搞出发展规划，制定配套措施，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来。

８８２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九章 工业园区的发展及战略研究

一、工业园区的起源和发展特征

工业园区是指由政府或企业为实现工业发展目标而创立的特殊区位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

制定了各种工业区域开发政策，建立了多种类型的特殊经济区域，如免税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

企业区、保税区、工业园、工业村、工业园地、科学园、技术园、研究园、技术城等。工业园区是其中一

种普遍采用的区域发展政策工具。工业园区的起源和发展特征如表３ ９所示。

表３ ９ 工业园区的起源和发展特征

项 目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类 型 工业园区，企业区，免税区 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设立背景 工业对城市中心的压力和对环境的污染
国内生产力不足、资金缺乏、人才缺乏、技

术落后

条 件 高速公路出现，城市郊区化 跨国公司扩张和新国际分工，郊区城市化

时 间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开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

特 征
靠房地产来驱动，提供绿色空间、基础设施、

减免税优惠政策

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并创造不同的制度和

环境、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带动地方经济发

展

最新动态 进入了企业集群的良性发展阶段 区域竞争白热化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到来的时代，发达国家的工业园区已经进入了企业集群的良性发展阶段，发展中

国家以及出口加工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园区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城市和区域的竞争愈演愈烈，营建

工业园区的风险性正在增加，以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园区，作为工业发展的政策工具，

其重要性受到质疑。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等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地方的区位要素更新替代了固有的垄断

性，国际金融市场自由化降低了资本流通的障碍，标准化生产减少了对工人特殊技能的依赖。产业在全球

转移、低成本的区位可以被替代，因此，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倡议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园区也注重

内部产业联系的构建，争相把在全球流动着的生产要素留在本地。

只有当园区内企业之间形成分工合作的地方网络，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企业集群时，工业园区才能

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此，工业园区应重视推进产业的内在联系，实行企业集群战略。

二、工业园区的信息化

目前，世界工业园从传统工业园向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工业园转化，未来ＩＴ行业总的趋势，呈现出４
个方面的特点：①技术创新的加快；②技术创新更趋向于专业化、个性化、规范化；③产业重组兼并发

生；④国际化重组充分展开。

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但是水平差距很大。从生产

规模来看，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在国内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未来的发展看，有资本流动带来的产

业转移，包括技术都在同步发展，全球对外投资达８６５０亿美元，其中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为１６００万美元。

我国从１９９３年开始，连续８年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全球９２％的知名公司都将计划在中国投资。由

此可见，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结构调整正在加快，加速发展的企业集群，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进一步优

化、提高产业竞争力，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外部条件。

同时，加入ＷＴＯ为我国全方位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新的条件和国际氛围。从电子信

息的前景来看，我国大规模的信息化建设，会产生对信息产业庞大的需求，为世界信息产业基地提供了技

术和产品支持，也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我国将会建成大规模的信息企业集群，甚至是世界级的信息企业集群，这就实现了产业链从低端向高



端的发展，从以单机制造为主转向系统装备和系统服务并举，从管理市场向全球市场营销，最终形成全球

信息产品供应和产品配置中心。这就给广州下一步建立信息为基础的工业园提供了机遇。

三、工业园区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机遇

信息化的内涵包括信息的采集、信息的传输、信息的处理、信息的应用、信息的基础设施以及有关信

息化的法律、政策、标准等。将信息技术用于产品设计、制造、管理和销售的过程，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应

变能力竞争能力，这是企业信息化的主要内容和目标，脱离目标的企业信息化就没有效果。从整体引导市

场中，它应该覆盖设计→销售→服务的整个过程。

对中国很多企业来说，如何从速度自动化向信息集成化转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化目标

就是用计算机通过信息集成实现现代化的生产制造，求得企业的总体效益，最后实现集成化向网络化转

变，美国认为这是美国２１世纪的制造战略。面向全球经济、全球制造，在大范围内优化利用企业外部的

各种资源，以 “结盟”的形式更快地响应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之间是既竞争又联合的。

工业园区企业信息化将给企业带来诸多优势：①加强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②加快了企业对产品

的结构调整；③提高了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④促进了企业的现代化管理；⑤支持行业协同的设计制造，

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用；⑥支持企业现代营销系统及电子商务；⑦促进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⑧增强企业与国际的合作能力。

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工业园区的思路

第一，立足于广州的现实，产业规模要足够大，产品特色要鲜明。广州信息产品要在世界ＩＴ行业占

主导位置，就更要在世界信息产品市场上占主导位置，争取在国际市场上有一些高档产品。

第二，要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较高的产品开发能力，并且具备信息技术产业化的灵活机制和技术支撑

能力。有自己鲜明的技术特色很重要。未来的信息产业工业园，能否建成国际化基地，关键在于是否有自

己鲜明的技术特色，是否有自己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新技术产业化的能力，这是今后基地能否建成的重中之

重。

第三，信息产业工业园的内容强调的不仅仅是制造业中心，也不能是单纯的制造业中心。制造业单一

是很难快速发展的，还要有产品设计、技术创新和软件开发，开发制造包括虚拟制造、销售服务以及信息

服务，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建设具有国际竞争的工业园区，必需有一个强大的内在动

力，这个动力，应该是信息化推进现代化，也只有信息化才能成为基地发展的内在动力，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进一步加快信息化推进步伐，以创新扩大应用，以应用推动市场，或者说以应

用拓展市场，要围绕信息化推动，实现产品创新，带动工业化发展和企业升级改造，其中包括传统产业，

甚至可以是传统产业全部信息化。同时，以国内市场不断增长应用需求，进一步推进信息企业发展。工业

园区是企业的聚集地。工业园区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企业的发展。工业园区的企业，无论是比较传统的产

业，还是新兴产业，同样都存在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现在更注重的是

知识产权、知识创新，现代竞争力的表现是知识创新。对企业来说都应该努力进取，争取在此竞争中不断

取得优势。无疑，企业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五、工业园区的融资

金融部门的资金最容易流向也必须流向最有潜力与发展前途的产业、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工业

园的发展首先要融资支撑，工业园融资中，要重信息，更重知识，融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为，谁掌握最

准确、最全面的信息，就一定能赢得投资市场的主动权。但知识概念要比信息的概念广泛得多，知识经济

时代，只有知识才能让人把握获得信息、发现信息和利用信息的机会。利用知识，才能把握机会，挖掘潜

在的机会并且制造机会。

工业园融资要重招商引资，但更要注重投资后的促进工作。要提高工业园区的创新能力，融资不是目

的，而是发展手段。在许多地方，融资已经成为中心工作，国际融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但同时也应

看到，国际投资的活动日趋复杂化，和传统的商品国际贸易以及日益发展的国际技术、国际金融等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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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交往方式相融合在一起，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国际交往相关产业。投资从来都是双向的，不能将招

商引资从国际技术合作这个有机链条上取下来单独运用。

工业园融资要注重系统建设，做好融资技术促进。国外企业合作一个项目，首先要考虑这个项目内容

的完整性、充分性和具体分析性。投资促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因此，必须改进系统

滞后、思想观念滞后、手段原始、经营决策战略不分、长期活动和知识效应鉴定不清的缺点。要想防范政

治风险和信用风险，就必须了解风险是怎么防范的，如果不了解怎么通过经验素养敏锐地抓住对方的要

害，那么和投资方就很难有共同语言。

工业园区融资与风险投资同步。现在企业贷款难，尤其是中小企业，高风险投资的企业的风险融资非

常难，原因是银行的资产不少，但是资产质量不高，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经济政策、经济管理、经济体制

方面存在种种弊端，造成资产分散、低效的局面。以金融业来讲，必须有思路，需要考虑怎样支持经济中

最有潜力、最有前景的产业和地区。所以现代金融就寄托于许多高新产业的发展和工业园区的建设。

１金融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将向高新产业和工业园区倾斜

近几年来，金融体系与内部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管理方式、经营模式都有很大的转变，金融资源共

享金大量流向高新技术与工业园区：①以指导思想来看，从１９９６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强调对高科

技产业的支持，不断向商业银行提出要求。②各个商业银行都在资金管理方面，制定了支持高新技术产业

和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③金融政策、经济政策和各地方政策及发展目标也不断改进与协调。尤其这几年

用财政发行国债，支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一些骨干工业园区及技术项目方面，银行都是积极配合的，提

供了国债的一倍到几倍的数量。在金融资产里面，公司的上市，保险业的发展，外资的引进和国资的运

用，已经初步形成了向高新技术与工业园区发展的趋势。④高新技术已经成为现代金融管理方面的新亮

点。⑤建立信用体系。在开发工业园区的时候，应该把工业园区的信用这块牌子举起来，提高到创品牌这

样一个重要位置。

２特色工业园区解决融资问题的动因

近几年，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批特色工业园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和中小企业实际，为解决中

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具体做法是，园区作为推进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的载体，既是政府推动

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力措施，又是中小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①通过超前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土地优惠

等政策，大大降低了入园企业的投资门槛。园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般要占园区总投资的２０％～３０％。其建

设由镇或园区投资开发公司负责实施，资金一般由地方财政注入和贷款解决。这样，园区建设从一开始就

减轻了企业的先期投入，为入园中小企业的 “二次创业”创造了更为充足的资金条件。同时，园区通过配

套完善设施、提供土地优惠政策等手段，有意识地吸引在区域等特色经济中的龙头企业入园，不但降低了

这些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为园区今后的发展树立了信用品牌和形象。②工业园区具有集聚效应。特色工业

园区以其优越的投资环境、优惠和完善的服务体系，成为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场所和块状特色经济发

展的 “核心区域”。由于特色工业园区集聚了一批企业，同时这批企业在建设时序上基本同步，客观上构

成相对集中、总量上有较大的贷款要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这些实力较强的银

行，有兴趣介入进去。③特色企业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前景。入园企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大都已过

了原始积累阶段。在规模上、综合竞争力上都有较大提高。很多企业负债很少，生产、经营资金基本是以

自有资金为主，入园后其建设资金则需要适当贷款，一般占总投资的１０％～３０％。对老企业来说，由于依

托了其原有技术、人才、市场网络等基础，因此规模扩大或结构调整效益较好，风险较小；而对于一些新

组建的企业来说，由于自身实力雄厚，具有一定的优势，项目的市场前景看好、企业这种良好的发展基础

和市场前景成为效益增长的有力支撑，也是各家银行主动贷款的主要动因。④园区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有

力的支撑和监管体系。园区发展除了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由政府投资公司集中投入、集中贷款，大大地降

低了企业建设资金负担外，还由于实行了入园企业筛选把关、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等措施。有的地区还明

确规定了入园企业进入、退出机制，对不能按要求及时开工建设的入园企业，收回土地重新招标或安排其

他企业。这样，不会出现单个企业搞技改所导致的 “圈地”或贷款移用的风险，形成了银行贷款、企业运

作、政府监管的良性运作机制，大大降低了银行贷款的风险。特色工业园区的建设，不仅提升了传统产业

和块状特色经济，而且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建设、人口集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⑤推动了民间和外资投入的

１９２第三篇 产业园区发展理论对广州工业和工业园区发展的启示



热情。由于园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服务体系，吸引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向园区集聚，进一步投资扩大再生

产，其中外资企业纷纷落户园区。

３进一步发挥园区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应加快完善特色工业园区金融服务体系，建立特色工业园区良性发展机制，加快园区内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的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加大对特色工业园区的扶持力度。

４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目前，地区间的竞争已日趋激烈。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招商引资

成效的比拼。经济界人士一般认为，哪个地区的开放度高、招商引资多，哪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快、竞争

力就强。对地方政府而言：招商引资有利于促进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弥补

建设资金不足，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途径；有利于扩大就业，促进社会进步；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

发展，能促进本地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２０００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１０％的有８个省市，其中７个在沿

海地区。而这７个省市，无一例外，都是招商引资的大户。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利用外资的步伐在２０００年后开始稳步回升，美国加

州大学的肖政教授曾做过一个很好的分析，每当外商投入增长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便有

０５％的增长可能。

除外资外，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 “内资”，也是一支相当雄厚的力量。不论从民间资本发展需要来看，

还是从政府方面减少资金包袱来看，吸引民间资本来投资地方经济都是一件双赢的事。

吸引民间投资要注意五方面：①加强政府功能，改善投资软环境；②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加

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③扩展民间投资领域，改善民间投资结构；④改进民间集资方式，拓宽民

间资金筹措渠道；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从自我滚雪球式发展的内部融资方式转向面向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上市、发行企业债券或争取在二级市场上行进直接融资，对那些有市场的基

础设施或社会公用事业项目，可积极尝试ＢＯＴ（见利、经营、转让）等融资方式，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

金。⑤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根据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比较成功的美国、以色

列等国的经验，民间资本应是风险投资的主导力量。

不少省、市工业园区为吸引外来投资，不惜大力宣传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许多优惠政策，诸如降低企

业所得税、土地税，甚至减免税收等，搞成了优惠竞赛。不可否认，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是有特殊的重要

作用，但在改革开放新阶段的今天，无论从哪方面看，单纯依靠优惠政策来谋求发展的思路实在是陷入了

一个误区。

除中央普惠政策外，地方政府承诺的特殊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吸引力在下降。一方面许多企业意识到，

地方政府可以承诺给予投资商特殊的优惠政策，但是同样也可以在引资成功后给你设置各种收费关卡。另

一方面，它不仅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还造成本地企业与外来投资者的不平等竞争。更有甚者，一些外来

投资企业，在优惠政策期限过后就绝尘而去，或改头换面成立新公司，造成企业投资短期化。招商引资呈

现出了新阶段的新特点，对于成熟的投资商来说，规范胜于优惠，制度重于政策。我国的招商引资已走过

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主要面向海外中小企业，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发展阶段，也经历了９０年代跨

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阶段。在新背景下，国内外大投资商更多的是出于战略考虑来寻找商业机

会和投资地域，并不会过多考虑政策的优惠程度。

国内外经验表明，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础，成功的投资促进则是提高外商投资数量和

质量的重要条件。有人这样评价，中国吸引外商投资中７０％靠投资环境改善，３０％靠投资促进手段。投资

促进是指，一个国家的政策、资源、投资要求、市场条件等因素与所采取的吸引外资的各种手段的有机结

合，主要包括：旨在树立地区投资形象的宣传手段、用来产生投资项目和投资交易的推动手段、保证现存

投资项目运行和扩大新投资的服务手段。投资促进的根本在于根据地区经济比较优势和外国投资者的需

要，通过多种手段减少外商投资的成本和风险。有关调查显示，被外商看作投资风险因素的有３个：①公

务员的素质风险：即公务员的办事效率和知识结构，包括法律意识、市场经济知识等；②政策法规的风

险；③市场成熟期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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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业园区的品牌

目前各种各样的工业园很多，只有开展品牌化经营，树立广州工业园的品牌特色，才能促进广州工业

园的可持续发展。

（一）品牌与工业园区品牌

品牌，在管理学上包括产品品牌和服务品牌两大类。一般说来品牌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具体含义：①利

益：给商品拥有者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和享受。②个性：传达不同商品或服务的差异性。③属性：表

述产品或服务特定的属性。④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的社会价值感。⑤文化：品牌附加及文

化象征，如认同感与归属感等。

作为以提供服务为主的经营性组织，工业园区品牌主要指工业园区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服务

功能、优秀的服务品质、具有优势明显的核心业务，在相同或相近的产业链中，能够不断吸引这些产业向

园区内集聚，并且能够不断引领园区内产业的技术进步，促进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形成园区核心

产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明显优势。以产业集聚为主要形式的工业园区，其品牌创建的过程，就是能够不断地

优化环境，通过为相关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吸引行业内企业或与行业相关性大的企业向园区内不断

集聚。对处于这种形式的工业园区，其品牌化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流的环境、提供一流的服务、建立一流

的相关支撑体系 （政策、科技、人才、资金等）等。

（二）工业园区品牌经营意义

（１）工业园区的品牌经营是园区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工业园区是以产业化发展、产业规模化经营为

重要标志，吸引产业集聚化发展、规模化经营。除园区本身的区位条件、自然条件等因素以外，很重要的

因素是园区的服务品牌，良好的服务品牌可以成为园区招商引资的重要保证条件。区外企业要向区内集

聚，这种服务品牌往往是重要的参考条件。

（２）工业园区的品牌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对加入ＷＴＯ以后的新形势，工业园区必须要能够具有

吸引外资、吸引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的能力，只有较好地推行品牌化经营，才能参与国际竞争。

（３）工业园区的品牌是塑造产品和服务文化理念的重要体现：品牌具有文化属性，它不仅能给经营者

带来生产经营上的便利，更体现在所具有的文化色彩和文化思想上。在较长时间内，工业园区的品牌经营

可以较好地培养企业对园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提高园区的吸引力。

（４）工业园区的品牌代表了区内企业的形象和产品的信誉：这种信誉，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维系园区内

企业客户的忠诚，对于区内企业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５）工业园区的品牌化经营是解决区域经济招商引资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工业园区品牌的战略定位

工业园区品牌的定位和园区的经营战略定位密切相关。园区的经营战略取决于园区的市场定位，而这

种市场定位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较大的相关性。一是国内外相同或相近工业园区的市场定位；二是园区内

企业的市场定位。相同或相近工业园区的市场定位在经营战略上比较容易区分，其差别对内主要体现在服

务手段和服务思想上，对外主要体现在招商引资的方向和目标市场上。以企业聚集为主的园区，其品牌化

经营和园区内主要企业的经营品牌相匹配。企业要根据市场细分后目标市场的要求来确定企业及其产品在

市场上的位置，包括企业产品的定位、价格的定位、服务的定位、品牌的定位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品牌定

位。

工业园区的品牌定位，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区别。在已经确定了较好的发展基础的工业园区，实

施品牌经营，主要是创造更好的服务环境，提升工业园区的经营水平和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是环保问

题）。而对新建园区来说，更多的是通过明确的经营定位，为同类或相近产业低成本扩张、提高社会经济

效益引领本行业技术的发展提供最佳的经营平台。在具体方法上如最终把 “概念园区”建设成为 “现实园

区”。

（四）工业园区品牌建立的渠道

建立品牌化经营，首先反映为园区的经营管理者通过制定品牌战略，逐步推行战略实施的过程。园区

３９２第三篇 产业园区发展理论对广州工业和工业园区发展的启示



的品牌建立，关键是园区经营管理者要树立名牌意识。

（１）营造有利于工业园区品牌化经营的文化环境，培养企业经营者对园区长期战略发展的认同感，把

园区的发展战略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提升园区的品牌。

（２）注重工业园区中核心企业的品牌培育，在某种程度上，园区的服务品牌与核心企业的经营品牌相

比，后者更具重要意义。核心企业的经营品牌与该行业相关的企业配套发展，这种对产业协作配套发展的

认同比园区服务的认同性更具有吸引力。

（３）工业园区品牌化经营的步骤，实施合理必要的品牌营销战略是工业园区品牌化经营的主要渠道。

品牌经营战略一方面以服务对象为目标，把中小企业经营者的理念和文化背景通过市场这一中间环节表现

出来，园区内中小企业根据市场信息和要求组织生产、创立品牌、发展品牌。另一方面，园区企业通过面

向市场提供商品参与市场交换和流通，并呈现给社会消费群体品牌化商品，逐步形成品牌偏好。

（４）工业园区品牌化战略的实施，一般工业园区的品牌化经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①建立品牌管理组

织，明确其主要职责；②制定品牌创造计划，包括品牌战略方针、目标、步骤、进度、措施等；③品牌经

营长期定位的调研和改进；④品牌的管理与整合、营销传播等；⑤品牌的评估。

综上所述，推行工业园区的品牌经营是实现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对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增

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要加强对工业园区品牌化经营的引导，制定品牌经营的相关政策，支持工业

园区开展品牌经营。对工业园区的经营者要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经营意识与品牌意识，在信息技术条件、

全球化环境和市场一体化经营背景下，努力实施品牌经营，使工业园区真正成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

途径和载体。

七、工业园区的技术创新

加快技术创新是今后工业园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制造业是衡量一个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综合

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必须依靠技术创新，

科技工作必须服务于先进制造基地建设，把打造先进制造基地作为科技工作和技术创新的重中之重。广州

要建立全国性世界性汽车制造基地和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必须下大力气，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尽快建立

健全以政府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体

系。

（一）先进制造业创新体系

１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定义

如果说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的话，那么制造业创新体系应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子系

统，依据国内外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制造业创新体系是基于当地主导企业集群的一个由

政、社、产、学、研、金等创新执行机构组成的区域创新体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执行机构，是创新

体系的核心。这是因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加快区域的经济发展，而企业正是区域经济的细

胞，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载体。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知识创新的主要执行机构，在创新体系中担负着科技资源

供给、科技人才培养和为企业技术开发提供支撑的职能，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依托。政府在创新体系中

所起的作用是多角度的。作为制度创造的主体，政府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制度环境的建设者；作为公共

物品的供给者，政府是科技创新体系中创新环境的建设者；作为区域的管理者，政府是科技创新体系的引

导者、调控者。此外，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政府还担负着培育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

创新主体的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的行业协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区域创新体系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它们是连接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执行机构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科技创新体系中各

要素互动以及区域内外创新要素互动的重要媒介。金融机构，尤其是风险投资机构，是创新的重要支持力

量，是区域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造业创新体系中，上述各类创新执行机构是体系的接点，其自

身的效率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决定了体系效率。

２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内容

从创新活动的内容角度看，制造业创新实质上是创新的组合，包括了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

及其组合。但与国家创新体系不一样的是，受区域经济、科技特点的影响，技术创新显然居主导地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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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是 “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求，建立起

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体系，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 （工艺） 方法，开辟市

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新的组织，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

活动的综合过程，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技术创新是区域创新的核心。”

知识创新是通过科学研究提出新思想、新知识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知识创新越来越受到经济活

动的引导，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互融合，可视为一体，称为科技创新。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由于区

域的开放性和区域知识创新受到科技资源的约束，知识创新在科技创新中显然处在次要地位，但为技术创

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制度创新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区域范围内的制度创新

主要包括区域政策创新、区域政府管理创新和企业制度与管理创新。就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而

言，制度创新是为科技创新提供秩序和激励，科技创新显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体系中

的调节器，对体系的效率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制度创新还包括了对创新起重要

作用的创新文化。

３创新体系在先进制造基地建设中的功能与作用

创新体系作为一种网络体系，其直接目的是提高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最终目的是增强制造业竞争

力，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创新体系优化、整合区域内的科技创新资源，形成区域主导企业集群的科技创

新合力，从而提高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激活中小企业。创新体系建立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形成区域经济的新增长点。

４培育和构建先进制造业创新体系

培育和构建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体系指导思想和构建原则是：紧紧围绕增强各地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的要求，以建设科技强省 （市、县、区）为目标，加强科技创新和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主线，打造全

国一流的区域创新体系。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必须实现科技改革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从分类

推进向系统推进转变；必须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促进全社会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各

类创新机构的密切合作和良性互动；必须以完善环境、转变机制为重点，把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教

育、经济体制改革联动有效结合起来，必须强调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核心作用，把政府引导与有效动员全

社会 （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创新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有按照 “整体设计、系统推进，突出

重点、形成特色，体制创新、开放集成，多方联动、协调配合”的原则，着力加强制造业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

建立工业园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措施是：

（１）实施重点项目，大力培育创新主体。择优扶持省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增强其自主创新

能力。继续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选择一批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和小型巨人，建立省级重点企业技术中

心。

根据各地产业结构的重点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优化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结构布局。鼓励有条件

的大中型企业建立重点实验室，或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共享重点实验室。

培育和引进重点科研机构。吸引大专院校、企业与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大企业合作，以股份

制等形式创办科研机构，鼓励和支持企业、民间创办各类民办科研机构，抓好大学、科研院所与各地共建

科研机构的工作。办好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孵化器、技术评估机构、专利事务所、

技术标准研制和检测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强高校重点学科建设。支持创

建世界一流大学，支持省属高校特别是教学研究型大学发展为一流的地方高校。

（２）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继续抓好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开发区）和特色产业基地的建设。要进

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集群优势，加快发展打造基地的核心区域和有效载体

———高新技术园区及特色产业基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扩充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形成一批研究开发能力较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形式、多渠道发展民营科技企

业；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工程：继续抓好制造业信息化、纳米技术应用、生物技术示范、服

务业电子化等重大科技工程和区域经济重大科技攻关专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促进技术与资本

的融合，形成高效的创新融资体系；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增加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的信贷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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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四大体系建设，努力为以企业集群为依托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提供创新平台：①强化企业集群

的研发体系建设；②加强企业集群的标准化体系建设；③加快发展企业集群内中介服务体系建设；④完善

企业集群的信息体系建设。

七、工业园区的规划

规划是工业园区建设的龙头，规划决定工业园区建设的规模、方向和品位。工业园区在基础设施建设

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 “规划先行”的方针，高起点规划，高标准、高效率建设。工业园区的规划指导思

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高标准、高起点、科学合理地建设工业园区。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进国内外先

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管理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培育园区经济增长点。规划可分为规划目标、

规划期、规划范围和规划产业发展方向。规划期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成熟期。规划范围包括规划面积、

规划道路网及产业区等，一般工业园区内可规划成不同产业区，如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产业、环保产

业、综合加工等产业区。产业发展方向：园区的发展以现有重点骨干企业为依托，以组建股份制或私营企

业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大力引进和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加快发展环保产业，形

成多产业多门类的综合性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的规划往往是其所在的大区域 （例如市域）总体规划的一部分或是密切相关的。工业园区的

性质是否符合所在大区域总体规划的功能要求，并且与周围的其他工业园区功能上是否协调，将直接影响

到该工业园区所在大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工业园区规划的合理性，与区域总体规划的相容性以及与周

围其他区域在环境功能上的协调性，实际上取决于工业园区的功能定位、选址和布局合理性。因此，从一

个工业园区的性质和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出发，分析其选址和布局合理性是该工业园区规划合理性分析的

基本内容。

进行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必须考虑使企业从三个方面获得利益。①经济效益：企业是理性的，它只有

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才会更快的发展。②环境效益：工业园区建设只有降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减少对

自然的废物排放，有助于改善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的现状，才能有良好的环境效益。③社会效益：社会效

益将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得到国家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提高企业和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为

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八、工业园区发展中的难点

１工业园区基本都是政府主导型，缺乏自主发展能力

工业园区的一般发展模式通常为：由上级政府批准，划出特定区域，再由政府组织专门领导班子，制

定特殊发展政策，集中投入建设资金，然后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政府利用特殊的政策手段兴建工业园区作

为地区平衡发展的一种政策手段，曾经被广泛采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①因为主管政府的级别不同，各

园区所有享受的政策条件差异巨大，造成发展机会不平等。②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和优惠措施，对产业发展

缺乏有效调控；在 “条块分割”的体制下，工业园区出现诸如用地浪费、产业缺乏特色、企业之间缺乏联

系和分工、园区内的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欠缺、无法形成有效的创新环境等问题。③工业园区发展评价指

标片面，重视招商引资数量、产值、出口总额等数量指标，轻视内在竞争力、发展可持续性、创新能力等

质量指标，从而进一步助长了由粗放型的工业园区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上述问题。

２工业园区存在着外来经济成分与本地产业网络如何相互融合的问题

加入ＷＴＯ后，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还在快速增强。随着外资大量进入，为抢占吸

引外资的制高点，各地建设和经营工业园区的竞争也白热化，营建工业园区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我国在新

国际分工中处于受控制、被选择的地位，很多企业在从事价值链的低增值环节。进入ＷＴＯ后还受制于技

术壁垒和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一旦低成本优势丧失，会遇到残酷的产业转移和工业园区空洞化的危

机。“分厂经济”（Ｂｒａｎｃｈ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①由于我国市场体制不完善，对外汇和

外贸有较严格的限制，吸引外资要采取优惠政策，需要付出很大成本。②外国公司的工资提得很高，可能

对我国城市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造成压力，降低本地的低成本优势。③如果本地供应商联系不够，而是要

进口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使工业园区变成 “飞地”，会恶化经常性账户平衡，带动不了本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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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外国公司可能利用优势来垄断国内市场，抑制国内企业的创新。⑤外国公司甚至会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

国际交易进行转移作价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ｉｃｉｎｇ），抬高成本或压低利润，逃避国家利润汇出的政策限制而把利润

转移到国外，使工业园区的税收受到损失。⑥由于许多技术人才宁愿在外企工作而不愿自己创业，跨国大

型企业所在的区域往往出现本地创新不足的现象。

３工业园区内企业之间缺乏必然的产业联系

４关于工业园区的定位问题

工业园区包括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特色工业园区，还有市县的乡镇工业专业区。工业园区

的发展过程，面临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工业园区必须走向专业化，改革园区体制创

新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园区的功能从制造业走向相应服务中介机构拓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工

业园区应结合自身条件，实行个体化定位。

５关于土地的利用空间和资源配置

工业园区建设对原有企业集群提升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建园区是地方经济发展

需要，并且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发展的意图。第二个风险，产业是可能转移的，因为园区的建设是在

资源空间进行配置，但园区机制还是市场的配置，企业可以进来，也可以转移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去，那

么就可能让这个园区产生空洞化。第三个风险，如果不整合好园区与产业链之间的关系，把专业化企业集

群隐蔽到产业园区的话，那么会影响专业化企业集群的发展。

６关于工业园区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问题

本土产业国际化，这是园区建设互动体系，是第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第二个需处理的问题是，园区

建设中高起点和可行性的关系，这是园区建设的难题，规划的起点要高，而在做的过程中又要具有可行

性。第三要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问题，园区建设的目标是集聚产业、是一个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

７高新科技园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产权不清，技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②尚未建立起风险投资体系；③技术创新能力弱；④科研成果

转化率低。

九、政府在工业园区发展中的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中，政府在推进工业园区化、保持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大有可为：

１规划引导

城市、城镇总体规划要为工业园区化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工业园区的规划必须服从城市、城镇总体

规划。按照发展企业集群的要求和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对现有工业园区进行整合，突出重点园区，实行梯

度开发，鼓励各地、各园区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走个性化发展、差异化竞争的路子。园区规划要树立可

持续发展的观念，注重人口和生产要素按照环境可居性与投资产出性的规划集聚，从严把握园区项目准入

条件，生产能力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污染环境、资源浪费严重的项目，已有先进成熟工艺技术

而采用落后工艺手段生产的项目以及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已明令禁止或淘汰的项目严禁进入园区。树立工

业生态学的理念，努力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率，从工业源头是将污染的排放量减至

最低，实现区域清洁生产。

２基础设施建设

一方面，加快园区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缩短园区与国际航空港和

货物吞吐大港的时空距离。另一方面，加快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城市、城镇新区的标准，建设园区

内的道路、供排水、排污、通信、绿化等基础设施，并在突出产业集聚、确保工业用地的同时，配套建设

工业企业必须的住宅、商贸、教育、文化、娱乐、医疗等设施，重视发展现代物流，使工业园区成为一个

功能比较完善的新区。

３创新管理体制

进一步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把能通过市场机制或者通过社会中介组织自律管理解决的

行政审批事项予以取消。发挥人大、政协监督、行政监察、企业投诉中心和新闻舆论等各种途径的作用，

建立有效的政府和公众监督机制。

７９２第三篇 产业园区发展理论对广州工业和工业园区发展的启示



４完善政策

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各地、各园区制定的园区发展政策必须进行规范，废止

不符合ＷＴＯ规则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政策，制定符合ＷＴＯ规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新

政策。

５提供优质服务

积极倡导投资者的需求就是工作目标、投资者的困难驾驶服务方向、投资者的赞誉就是最高追求的理

念，各部门应加强与园区的沟通和协作，急园区之所急，想园区之所想，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营造一

种 “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

８９２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十章 广州大都市区工业的空间布局

由于历史原因，广州工业主要分布在老城区，且布局分散，工业区与居住区混杂，环境污染严重，企

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广州东部地区新辟了几个大型工业型开发区，对带动全市工

业发展和优化工业布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老城区的一些工业企业也开始向边缘地带和郊县搬迁，以减少

污染，并腾出土地发展附加值更高的第三产业，工业的郊区化进程业已开始。２０００年，广州市行政区划进

行重大调整，番禺、花都撤市设区，市区范围迅速扩大，为合理布局工业、有效组织城市空间各种要素、

提升城市功能和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不断发展和深入，广州产业结

构面临新的调整，第三产业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工业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比例不断加大。

一、广州工业空间布局的特点

首先，从各区和县级市工业发展情况来看 （表３ １０），２０００年完成工业增加值排在前５位的依次是黄

埔区、番禺区、花都区、白云区、海珠区，其中黄埔区由于拥有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一批大型重化工业

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达到２１２８亿元，位居各区 （县级市）之首。番禺区则依托数目众多、星罗棋布的

镇级工业区，以中小型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主，２０００年实现工业增加值１６０９亿元，

位居第二。位于旧城区的荔湾区是广州市的老工业区，２０００年其工业增加值为５８７亿元，超过天河区，

位居第七，而同是旧城区的越秀区、东山区则工业企业较少，第三产业十分发达，工业增值居倒数第一、

第二位。从化市因地理位置较偏，且受环境保护的制约，工业规模较小，位居全市第九位。在工业就业人

口方面，数量排在前列的为番禺区、白云区、海珠区、增城市、花都区，其中番禺区工业就业人口数达到

５２６万人，位居全市区之首，说明其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劳动生产率低。而黄埔工业就业人口仅为

１１万人，位居末位，其原因有二：一是黄埔区有大量的通勤职工，按人口普查口径，未能统计在本地工

业就业人口中；二是黄埔区以资金密集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所占比例较大，所需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

率较高。

表３ １０ 广州市分区工业发展情况 （２０００年）

项目 工业就业人口?人
工业就业人口

占总就业人口比例?％
工业增加值?万元

工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东山区 ３２４１０ １２３ １９７７３５ ６８

荔湾区 ４２４１０ ２２１ ５８７３５１ ３２５

越秀区 ２２６９０ １６５ ８６１７６ ３８

珠海区 １８１２４０ ３１６ ９０１７３２ ３９３

天河区 １２８０３０ ２３３ ５７８７０１ １８６

芳村区 ６３４４０ ３８１ ２８４７８５ ４２６

白云区 ３７３８２０ ３８２ ９３０４１３ ２８７

黄埔区 １１２３６ ４６３ ２１２８３２５ ６８７

番禺区 ５２６３７０ ５０８ １６０８５２６ ４８４

花都区 １２９９２０ ３４３ １００７８７８ ５７６

增城市 １４３２５０ ２８６ ８９０７０３ ５６３

从化市 ４５８５０ １７５ ５００１１９ ６３３

总计 １８０８１７０ ３４２ ９７０２４４４ ３６１

资料来源：工业就业人口数据来自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工业增加值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其次，从全市主要工业区的分布来看，可分为以下四个空间层次：一是旧城工业区，包括东山、越

秀、荔湾和海珠区西北部地域，主要是以前遗留下来的西村工业区及解放后零星建设的工业点，主要行业

包括金属加工、五金、水泥、针织、食品饮料等，其特点是工业、居住、商业、办公等城市用地功能混

杂，环境污染严重，交通负荷大，既不利于工业发展，又对旧城区城市发展形成压力。二是中心区外围工

业区，总体上较分散，主要分布于夏茅、槎头、赤岗、芳村、员村、南石头等，是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建立的

传统工业区，主要工业行业包括机械、化工、冶金、造船、纺织、建材、造纸食品等，行业门类较齐全。

三是市区边缘工业区，主要分布在江村、吉山、大田山、庙头、夏港、南岗、同和等地，工业行业以石油

化工、机械电子、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等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工业企业规模较大。特别

是随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科学城及周围其他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这一区域在广州工业生产中的地

位迅速上升，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先进，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品发

展迅速，对促进全市工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发挥重要作用。四是远郊工业区，包括番禺南沙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华侨工业园以及各镇属工业区，增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塘工业区、永和工业区，从化市太平工

业区、鳌头工业区，花都市西城工业区、港口工业区等，大都以纺织服装、五金机电、化工、食品饮料等

传统产业为主，产业同构现象明显，企业规模较小，技术层次较低。

随着工业的升级发展，近２０年来广州工业空间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业重心的东

移。由于旧城改造的需要和广州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城区向东部扩张是必然的选择，再加上改革开

放产生的许多机遇以及紧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使得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集中引进新产业、建立新的经

济增长点的主要形式，在广州市东部集中了全市主要的现代工业和国家级的开发区 （包括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形成了现代工业的集聚地，无论是用地面积还是技

术水平都远远超过旧城区。与此同时，工业布局也在向城区北部、南部边缘地带延伸，如在白云区南部和

番禺区东部新建了大批工业企业，使之成为全市工业布局的另一个集聚地带。

二、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布局

目前，广州市的高科技产业主要分布在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所辖的天河科技园、广州科学城、黄花岗

科技园、民营科技园，以及零星地分布于芳村东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表３ １１）。

１９９８年下半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广州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广州出口加工区 “三合一”，实行 “三块牌

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有效地整合资源，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现已初步形成 “天河以软件

开发和系统集成为主、黄花岗以信息服务为主、科学城以产业化为主”的分布格局。

表３ １１ 广州市高新技术园区主要行业分布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广州科学城
微电子、计算机、现代通信、机电一体化、光电技术、空间技术、生

物技术产业

天河科技园
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新能源及高效节能技

术、精细化工技术以及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应用的新工艺

黄花岗科技园区
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新能源及高效节能、

精细化工技术

民营科技园 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

南沙资讯科技园 新型塑料、电子器材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子信息技术加工业、新材料加工、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技术

广州保税区 电子信息技术加工业、新材料

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子信息技术、软件开发

资料来源：广州市城市规划局

目前，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有企业２６００余家，其中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８７０余家，国家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４家，形成以广州金鹏集团、瑞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和广东天普生化制约等公司为代表的高新技

术产业群。已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群。广

００３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州开发区也拥有高新技术企业２３家，先进企业５７家，并云集了美国、法国、加拿大、中国台湾、中国香

港等１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０余家企业的研发机构。２００５年天河软件园实现收入１９４６亿元，广州科学城实

现收入３００３亿元。

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广州市确定了农业高新技术、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 （医药）工

程、中药现代化和利用高新技术武装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并把软件和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两个重点突破领

域。广州的软件产业在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挥软件产业渗透性强的特点，大力改造传统产业和

第三产业、拉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方面都有其先导性。广州软件园规划建设面积达４６ｋｍ２，包括天

河软件园 （由广州市主办，以致力于软件的产业化、商品化为主旨，已列入国家十大软件产业基地）、广

东软件科学园 （由广东省和广州市合办，主要进行软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开发）、南沙资讯科技园 （由广

州和香港合作共建，侧重于人才的培养和软件产品的加工）三个部分。天河软件园已初具规模，园内有从

事软件生产的企业３００余家，其中产值超亿元的１３家。生物医药是广州高科技重点突破的另一个领域。

广州发展生物医药的基本思路是 “建设两个基地、完善三个网络”，即建设科学城生物医药的基地和广州

国际生物岛生物医药基地，完善研发网络、项目转化和孵化 网络以及生物医药服务网络。

三、广州工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１工业用地规模过大，集中度低，产出率低

１９９９年，广州市区工业用地约８０ｋｍ２，其中一类工业用地约４２８ｋｍ２，占总用地的５３６％；二类工

业用地约１７８ｋｍ２；三类区用地约１９４ｋｍ２，占２４２％，工业污染严重。工业用地占城市建成面积的

１９８％，低于我国工业城市的平均水平，但高于我国大城市的平均水平，与纽约、芝加哥、东京、横滨等

大城市相比，则工业用地比例明显偏高。再从人均工业用地面积来看，广州为２３８ｍ２?人，远远高于我国

大城市人均１０ｍ２ 的指标，接近于我国工业城市人均２５ｍ２ 的指标，大大超过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

工业用地水平，反映了广州市产业结构层次仍较低，第二产业在城市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第三产业尚不够

发达，城市生产功能明显，服务功能较弱。在广州市工业用地中，集中工业用地约为３９５ｋｍ２，占

４９４％，非集中工业用地约４０５ｋｍ２，占５０６５％，说明工业用地集中度较低，零散工业用地比例偏高，

产业集聚经济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直接影响到全市的工业用地经济效益。１９９９年，广州市区实现工业

增加值为２６６７亿元，工业用地产出率为３３元?ｋｍ２，低于上海４５亿元?ｋｍ２ 的水平，与国我一些大城市

相比，差距更大 （表３ １２）。

表３ １２ 广州与其他城市工业用地情况比较

项目 工业用地面积 （ｋｍ２）
人均工业用地面积

（ｋｍ２?人）

工业用地比例

（％）

工业用地产出率

（亿元ｋｍ２）

广州 ８０（１９９９年） ２３８ １９８ ３３

上海 ３４９２（１９９７年） ３７０ ２６９ ４５

我国大城市 — １００ １５０ —

我国工业城市 — ２５０ ２５０ —

纽约 ７１３（１９８８年） ８９ ７５ ５２４（１９８８年）

芝加哥 ４０８（１９９０年） — ６９ ４１０（１９９０年）

东京 ３０（１９９０年） ２６ ２６ ８１５０（１９９０年）

大阪 ３１４（１９８７年） — １５４ ４６９（１９８７年）

横滨 ３１３（１９８０年） — ７３ ４２９（１９８０年）

资料来源：广州市城市规划局

２污染企业集中于市区，环境污染较严重

广州市工业以二类、三类污染工业为主，市区包括了钢铁、造纸、印刷、电气机械、仪器仪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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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工艺美术等众多污染六类工业。如荔湾路两侧集中了印染、制漆、机械、制约工业，西村工业区集

中了火电、水泥工业，“工业大道工业区”更集中了５００余家工厂，其中包括重型机械厂、轨钢厂、造纸

厂、化学试剂厂、电池厂、电镀厂等。广州市废气排放重点污染企业大多集中于荔湾、越秀、芳村、海珠

区西北部、白云区南部以及黄埔区和番禺区东部，其中荔湾区是单位面积废气排放量最大的地区，废气排

放量为１３９万ｍ３?（ｋｍ２·月）；黄埔区次之，废气排放量为３０万ｍ３?（ｋｍ２·月）；再次为芳村、海珠区，

废气排放量分别为２７万ｍ３?（ｋｍ２·月）和２２万ｍ３?（ｋｍ２·月），而周边二区二市 （番禺、花都、从化、

增城）环境质量较好，废气排放量平均为００５万ｍ３?（ｋｍ２·月）。市中心区单位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约为

市区平均值的３倍以上，而荔湾区单位面积工业废气排放量是市区平均值的２０倍以上。其主要原因是广

州发电厂和广州水泥厂等重点污染源位于该区。据检测，该区二氧化硫月平均值大于０１５ｍｇ?ｍ３，是全市

ＳＯ２ 浓度的峰值区。与此同时，广州市工业废水污染也十分严重，主要分布于珠江广州河段的前航道、后

航道及黄埔航道沿岸，重点污染企业有位于芳村区的广州钢铁厂、位于海珠区的广州造纸厂和位于黄埔区

的广州石油化工总厂等，由此造成珠江广州河段水质的严重恶化。

３工业园区与居住区混杂

随着广州城市面积不断蔓延扩大，使得原来布置在城区 “边缘”或 “下风”“下水”地段的工厂逐步

被新建的居民区包围，变成城区里的 “馅”，严重威胁着周围的居住环境。以海珠区为例，解放前的居住

区集中在西北角海珠桥至人民桥一带，工业区则分布在当时属于郊区的工业大道北以西、珠江后航道沿

岸、海珠涌中段以北。水污染较大的 （如广州第一棉纺厂等）则放在城区下游，空气污染较大的 （如广州

火柴厂等）放在城区西南方向，个别污染特别严重的则摆到海珠涌以外，如广州硫酸厂。但后来，这些工

厂很快就被新的居住区包围转而处于 “上风”、“上水”了。１９５０年大规模开辟的南石头造纸厂工业区、新

港西路轻工机械工业区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赤岗轻纺工业区，现在也被逐步扩大的城区层层包围起来，

形成了目前工业与居住包围与反包围的 “千层糕”式空间结构，对城市发展远景估计不足与规划不科学，

是造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布置的一些大中型工厂和工业区点，不少也已变成建成

区的边缘包围圈。今后如果不在空间结构规划上给予调节和控制，必将产生新一轮的居住反包围 （胡华

颖，１９９３）。

４工业空间发展与城市建设步伐不协调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在城市规划控制下，广州新建的一些大型工业区都分布在距城区较远的地方，

如槎头、江村、夏茅机电工业区 （城区以北１０～１７ｋｍ）、吉山汽车工业区 （城区以东１８ｋｍ）、大田山石

油化工区 （城区以东２２ｋｍ）、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区以东２５ｋｍ），呈 “蛙跳式”空间扩散。但是除

个别国家投资大的工业企业有能力组织自己的生活区以外，多数工业区没有统一的较为完善的生活居住条

件和必要的商业服务业及文化福利设施，绿化布置缺乏整体感，职工生活只能依赖老城区，造成 “工业扩

散了，人口并没有扩散”的局面，工业空间发展与城市建设步伐并不协调。

四、广州工业郊区化分析

工业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布局的变化是城市空间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１９８０年以

后，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城市工业布局时，注意到工业在城区与郊区之间的分布与变动现象，开始探讨工

业郊区化的问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工业郊区化问题得到城市地理学界高度重视，特别是在 “中国沿

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项目中，众多学者对上海、北京、广州、大连、沈阳、杭州的工业

郊区化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工业的郊区化是我国大城市郊区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工业的郊区化带动了人口

和第三产业的外迁，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缓解中心城区环境问题、促进中心区功能转换和升级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 （胡序威等，２０００）。

广州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旧城区

集聚了相当规模的传统工业，不仅对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破坏和干扰，而且不利于中心区城市

功能的优化。改革开放以后，广州城市工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调整日益得到重视，对污染企业的搬迁、治

理也已提上有关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但在１９９０年以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

和对土地的处理权，企业不愿轻易搬迁，政府制定的工业企业搬迁计划真正实施得很少。１９９０年以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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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落实和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改善等，同时，在郊区和县级

市进行了统一的工业园区的规划布局，开辟了几个重要工业园，为大量城区工业外迁创造了条件，使我国

大城市工业外迁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强行推进向以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相结合、企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自愿

搬迁转变，从而在根本上加速了工业郊区化的进程。

工业的外迁及其郊区化是城市本身发展和城市增长的必然结果。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内不同区

域间的工业生产环境发生转化，使工业向布局条件较优的郊区移动。城市工业企业经过搬迁改造后，把生

产部门转移到郊区或城乡结合部，这不仅使工业在大城市过分集中的状况有所缓解，而且加快了郊区工业

化和城镇化进程，使郊区化成为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普遍现象。但工业郊区化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

题和矛盾，有关部门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一）广州工业郊区化的特征

广州工业的地域可分为以下四个圈层。①中心区：包括荔湾、越秀、东山３区，面积为３７９ｋｍ２；②
边缘区内圈：包括芳村、海珠、天河３区，面积为２４１３ｋｍ２；③边缘区外圈：包括白云、黄埔２区，面

积为１１６４４ｋｍ２；④外围郊区：包括番禺、花都区、增城市、从化市，面积约５９９０８ｋｍ２。从表３ １３
可以看出，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广州市中心区工厂数占全市的比例有了较大幅度下降，从３８３７％下降到

２７１９％，职工人数占全市的比例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７５１％下降到２６２１％，固定资产原值比例由２７６７％下降

到２２７６％，下降十分明显。边缘区内圈工厂数、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原值３个指标占全市的比例有所下

降，但下降的幅度比中心区要小得多，与此同时，边缘区外圈和外围郊区的比例出现显著上升。边缘区外

圈工厂数占全市比例由１０２９％上升到１５２９％，固定资产原值比例从２０２２％上升到２６８３％，职工人数

比例从１３５９％上升到１８５９％，其固定资产原值比例明显高于工厂数和职工人数比例，原因是黄埔区拥有

一批大重化工业企业，资金密集度高，而外围郊区职工人数占全市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由１９８０年的

１２２３％上升到２０１２％，工厂数和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市比例也有较大幅度上升，由此可见广州工业郊区化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大规模推进。

表３ １３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广州工业的圈层的结构变化情况

圈 层
工厂数比例 （％） 固定资产原值比例 （％） 职工人数比例 （％）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９年 增长率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９年 增长率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９年 增长值

中心区 ３８７ ２７９ －２９１４ ２７６７ ２２７６ －１７７４ ３７５１ ２６２１ －３０１３

边缘区内圈 ２４９３ ２３４８ －５８２ ４１００ ３４９１ －１４８５ ３６６８ ３５０８ －４３６

边缘区外圈 １０２９ １５２９ ４８５９ ２０２２ ２６８３ ３２６９ １３５９ １８５９ ３６７９

外围郊区 ２６４１ ３４０３ ２８８５ １１１１ １５５０ ３９５１ １２２３ ２０１２ ６４５１

资料来源：胡华颖，１９９３

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间，广州中心区工业总产值由１９５亿元增加到４３２３亿元，增长了１２２倍，年均增

长速度为４１％，但其占全市的比例出现大幅度下降，由７６％下降到２３０％，下降了５３个百分点。边

缘区内圈工业总产值由１９９２年的３４０１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７８７９亿元，增长４２４倍，年均增长

２３１％，但其占全市比例也有明显下降，从１９９２年的１３２６％下降到９５０％。边缘区外圈的工业总产值由

３２８２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１４４７亿元，增长了６５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２６３７％，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的比例变化不大，由１２８０％下降到１１３４％。而外围郊区的工业总产值由１９９２年的１７０１７亿元猛增到

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４６３８亿元，增长８５倍，年均增速为３０６７％，其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由６６３４％上升

到７６８６％（表３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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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４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广州工业的圈层结构变化情况

圈 层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０年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占全市比例

（％）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占全市比例

（％）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占全市比例

（％）

中心区 １９５０ ７６０ ３７４１ ４１４ ４３２３ ２３０

边缘区内圈 ３４０１ １３２６ ７９９１ ８８４ １７８７９ ９５０

边缘区外圈 ３２８２ １２８０ １０２１２ １１２９ ２１３４７ １１３４

外围郊区 １７０１７ ６６３４ ６８４２９ ７５７１ １４４６３８ ７６８６

全市 ２５６５０ １００ ９０３７３ １００ １８８１８７ １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而来，统计口径为区属工业企业

将市区和郊区进行比较分析 （表３ １５和表３ １６），从工业企业单位数的变化来看，１９８５年市区拥有

２５７３家，占全市比例为７３６％，而郊区仅拥有９２２家，占全市比例仅为２６６％。而到２０００年，市区工业

企业数为１２５４２家，数量增加很快，但其占全市比例大幅下降，仅为３９９％。２０００年郊区拥有工业企业

１８８７４家，增长更为迅速，占全市的比例上升到６０１％，已远远超过市区的数量。从工业总产值的情况来

分析，１９９０年市区工业总产值为３５５８亿元，占全市比例高达８１９％，郊区工业总产值为７８７亿元，仅

占全市比例１８１％。到２０００年，市区工业总产值增加到１４０４７亿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下同），比１９９０年

增长３９５倍，年均增长速为１８７％，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５１４％，比１９９０年下降３０５个百分点。

同期郊区工业总产值猛增到１３２９０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了１５９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４２３８％，占全市

比例也上升到４８６％，比１９９０年的比例有了大幅度提高，郊区工业基本上与市区工业平分秋色。

表３ １５ 广州市区和郊区工业企业单位数的变化

年 份
市 区 郊 区

数量 （家） 占全市比例 （％） 数量 （家） 占全市比例 （％）

１９８５ ２５７３ ７３６ ９２２ ２６４

１９９０ １１３３３ ５１８ １０５６２ ４８２

１９９５ １１９５７ ４４２ １５０７３ ５５８

２０００ １２５４２ ３９９ １８８７４ ６０１

注：市区指２０００年前广州市辖８区，郊区指番禺、花都、增城、从化４个县 （市、区），下表同。

表３ １６ 广州市区和郊区工业总产值的变化

年 份
市 区 郊 区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占全市比例 （％）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占全市比例 （％）

１９９０ ３５５８ ８１９ ７８７ １８１

１９９５ ８５９９ ６２１ ５２５５ ３７９

２０００ １４０４７ ５１４ １３２９０ ４８６

导致广州工业地域结构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城市规划的控制下，大量新建工业企业主

要布局于城市郊区，中心区原则上不得上马新的工业项目；二是市区特别是中心区工业企业在地价因素、

企业改造重组、污染控制等因素作用下向外搬迁，其搬迁去向主要是郊区的工业区或小城镇。如２００１年

广州市搬迁的１８家企业中，有９家搬到番禺、花都、从化、增城等外围郊区，有８家搬到白云区、海珠

区、黄埔区等市边缘地区，还有１家 （广州农药厂）搬到广州市域以外的英德县。

随着广州工业的空间扩散和郊区化，近２０年来广州工业地域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广州工业用地主要集中于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包括西村工业区、南石头工业区、员村工业区、琶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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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区等，此外，在黄埔区吉山、庙头也分布有部分工业用地。而到９０年代末，老城区工业用地面积有所

减少，而在东部黄埔区出现了大片工业用地，包括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云埔工业区、广州科学城以及广

州石化、乙烯、汽车、港口工业区等，造成了广州工业用地重心的东移。

（二）广州工业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与工业郊区化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土地利用中开始引入市场机制，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家相

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条例，促进土地由无偿使用向有偿使用的转变，从而引发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大

幅调整，中心城区 “退二进三”的步伐大大加快。广州是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最早的城市之一，１９８４年

和１９８５年相继出台了 《广州市征收城镇土地使用费暂行办法》、《广州市征收中外合资企业土地使用费暂

行办法》等法规。１９９３年颁布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地段制定相应的标准，

如将市区地段分成 “中心区”“一般市区”“近郊区”“远郊区”四类，当然，中心区昂贵的地价极不利于

工业企业的用地，而且也使得中心区现有工业用地具备了置换开发的巨大利益差价。一般来说，第三产业

具有经济密集、决策集中和信息灵敏等高度集聚及商产出的特点，因而地价最高的中心区地段更适于发展

商务办公、金融、商业贸易等较为集约的第三产业，而广大的工业企业则倾向于在地价相对低廉、用地空

间广阔的郊区地段发展，才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对于濒临破产或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尤其如此。因

此，地价的差异成为促进中心城区工业企业郊迁的主要动力之一。１９９０年以后广州市区工业置换规模逐步

扩大，如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海珠区办理置换手续的土地就达到３８幅，位于市区中心地段的工业用地置换量达

到２０３ｋｍ２，约占海珠区整个工业用地面积６６ｋｍ２ 的１?３。

２国企改革与工业郊区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转变，国有企业受到前所未有的

冲击，亏损面不断扩大，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城市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广州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全

面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调整，实行产权转让，使经营主体与所有者主体结合起来，希望借此改变

企业经营机制和经营效率，从而能在市场环境上立足生存。为了实现国企 “三年解困” 目标，主要通过

“关闭”“破产”“被兼并”“产权转让”等方式来实施改造，而实施的前提是需要将国企存量土地资产变

现。如２０００年广州市拟关闭破产的７９个家国有企业，９０％以上是位于市区的国有工厂，其占用的大量土

地需要进行置换开发，土地置换开发的收益成为企业易地建设、设备更新、下岗职工安置费用的主要来

源。如广州万宝电器集团通过对下属冰箱企业的资产重组，利用腾空土地拍卖所得易地建设新的万宝冰箱

有限公司，加强了企业生产技术改造，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获得新生，广州绢麻厂、广州氮

肥厂由政府收回土地，进行公开拍卖，其收益除了安置下岗职工以外，还可以补充政府财政收入，用于市

政设施建设。

３城市环境保护与工业郊区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州市区工业与居住用地混杂现象普遍，一些污染型企业也集中于中心城区，使得

广州城市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因此，治理和搬迁污染企业成为改善环境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部门和广大

城市居民关注的一项急迫任务。由于财力的限制，早期的市区污染企业搬迁数量很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以后，随着地方政府财力增加，在土地有偿使用、国企改革和相应环保政策的综合作用下，广州市开始

有计划、大规模地搬迁、治理市区污染工业企业。为把广州建成一个环保模范城市，环保部门对水体、大

气等制定相应的环境目标，其中要求市区空气质量近期内达到二级标准。１９９６年制定的 《广州城市环境保

护规划》（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拟定了６８家市区污染工厂 （其中有６３家位于中心城区），计划分期分批搬迁。

２００１年制定的 《广州空气质量行动计划》又确定了２０家主要空气污染工厂名单，这些工厂也逐步搬迁。

从环境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角度看，将市区污染严重的企业实施搬迁到郊区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源的

控制和治理，也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状况，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增加地方税收。实际上，不少污染严重的

企业在实施搬迁前就已因经营困难而破产关闭，如广州氮肥厂、人民造纸厂等。还有许多企业通过异地迁

建而使企业获得新的发展，如广州铜材厂、广州硫酸厂、广州农药厂、广州电池厂等。经过对市区污染工

业置换开发与污染治理，广州市区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如１９８４年广州市区大气中ＳＯ２ 不仅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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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且浓度高，ＳＯ２ 浓度大于０１ｍｇ?ｍ３ 的面积超过７１５ｋｍ２，到１９９６年市区ＳＯ２ 浓度大于００７ｍｇ?

ｍ３ 的面积缩小到２１５ｋｍ２。

４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工业郊区化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不再是单纯的工业基地，城市职能开始向区域分工和综合性转变，原有的

城市规划也开始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对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有了更高的要求，其服务、管理、指挥的功能

日益得到重视，许多大城市制订了以 “退二进三”为主要内容的中心区建设计划。随着城市之间的竞争日

益激烈，良好的城市景观是吸引人才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城市为了扩大绿地和开敞空间，减少工业设施

对景观的影响，都致力于对传统城市空间结构进行调整，对市区工厂进行置换开发。而且在新的城市中心

区建设中，也必须对原来的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和调整，如广州珠江新城的建设就要求原地的多家工厂进行

搬迁。与此同时，近年来广州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也必然牵涉到部分工厂的搬迁问题。如

１９９２年为配合广州地铁一号线建设，政府拿出沿线总面积近４１０万ｍ２ 的２４块土地进行转让开发，其中相

当部分属于工业转换用地。此后的内环路、环城高速公路、地铁２号线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有部分工业

用地被置换开发。

（三）工业郊区化的后果及存在问题

工业郊区化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工业搬迁的对象主要是市区劳动密集程

度高、产品附加值低、占地多、耗水耗电多、排污量和噪声污染大的传统工业，如纺织、机械制造、仪器

加工、化工、建材等工业。迁移的动力和主要原因是中心城工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土地级差地租、政府的

环保政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迁移的方向主要是大城市的郊区，搬迁费则主要来源土地

出让金、置换费和政府补偿等。工业郊区化的后果和影响十分广泛，总的来看是积极的、有效的，正面效

应大于负面效应。它不仅有利于城市中心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地域空间结构优化，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和居

民生活环境质量，缓解市区水电、运输设施紧张局面，而且可以带动迁入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强当

地经济实力。同时，也使得搬迁企业有可能扩大生产空间、改善生产条件、加速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

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对工业郊区化估计不足，缺乏统一的计划和切实可行的配套政策措施，在工业搬迁过

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

（１）城市工业外迁与规划工业区建设不配套，出现布局分散、配套设施不齐全、污染转移等现象。由

于规划工业区的地价较高，很多工厂不愿搬去，而是自找厂址，选址的随意性大，科学性差，造成布局过

于分散，形不成完整的工业小区，基础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很难配套，在供电、供水、通信、“三废”治

理、职工通勤、子女上学等方面出现许多问题。还有一些工厂搬迁时出现严重的污染转移问题，对当地环

境造成新的破坏。如广州铜材厂，本来是污染型企业，却搬迁到属于广州水源保护区的从化太平镇，削弱

了从化以环境为主要招商吸引力的优势。

（２）二次搬迁和多次搬迁问题。二次搬迁和多次搬迁是许多城市工业郊区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拓展，最初搬到城乡结合部的企业又处于城区范围内，四周被居住用地包

围，企业的污染扰民问题再次突出，不得不再次搬迁。这也与企业的选址不当及城市规划部门的目光短浅

有关。如广州利工民针织厂将部分漂白工序搬到赤岗，而赤岗是新建的地铁２号线的终点，新的广州会展

中心也选址于此，导致该工厂将再次搬迁，企业的多次搬迁无疑会给其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

（３）工业郊区化中，工厂迁出城市中心部位，而职工随迁的却很少。其原因是一方面企业外迁时承担

不起职工外迁的费用；另一方面，职工不愿外迁，担心外迁入地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太差，影响子女

上学就业和老人生活，许多企业只得增开通勤班车或缩短工作时间，职工的通勤费用大为增加。

（４）部分企业在搬迁过程中缺乏科学的发展规划及技术改造和经营方略，使得企业生产经营出现滑坡

甚至倒闭。一般来说，企业的搬迁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带来一定的损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搬迁需要

相当的资金投入，主要是设备的淘汰和新设备添置以及新征土地花费；二是企业搬迁需经过长时间的慎重

选择和多方案比较，耗费了决策者及干部职工的大量精力和时间，会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特别是全面停产的休克型搬迁，其市场损失更大。因此，企业决策者和管理者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

署，最好是边迁建、边生产，将损失降到最小，并以搬迁为契机，促进企业生产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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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郊区化的调控

工业郊区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对企业、迁出地和接受地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不仅影响到工业的发

展和布局，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文化和人们福利的提高及环境的改善。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应深入研究工业

郊区化的规律和特点，力争制定出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工业郊区化进程。

（１）统筹安排，加强领导，制定工业布局调整规划及其配套政策。工业郊区化涉及的政府部门问题较

多，如规划、国土、环保、城建、房产、计委、经委等，各部门之间要相互协调，共同决策，统一制定全

市工业布局调整规划和配套政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的用地方向实施指导性规划，以发挥

劳动地域分工的优势，发展规模经济，共同使用基础设施，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对工业搬迁企业制定一系

列经济鼓励政策，主要包括税收减免、加速折旧、提供优惠贷款、提供优惠土地和基础设施、给予发行债

券的方便等。同时，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措施，主要包括反污染法规及相关的奖惩措施、严格的工

业发展分区制、给搬迁企业充分的准备时间、帮助解决子女上学、就业、医疗保健等措施。政策制定时要

充分考虑企业和区域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高度科学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并应根

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的修改。

（２）科学规划，合理确定新的工业发展区。针对工业郊区化无序发展的问题，政府部门应以城市总体

规划为依据，建立为企业服务的导向型工业区，把零散的同行业或性质相同的工厂相对集中起来，组成工

业小区，便于共同配置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集中治理 “三废”，组织生产协作和集中管理，更好地完成

企业外迁和工业布局。目前，广州实际上只有２处可以继续发展的集中工业地域，其一为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及周边地区，主要是外向型加工业，地租较高，环保要求较严，国企迁入的可能性不大；二是黄埔工

业区，以广州石化、乙烯、油制气厂、汽车、造船等大型工厂为主，污染与功能混杂情况严重，剩余土地

有限，也无法吸引外迁企业。南沙是广州重点开发的地区，但以高科技、外向型产业为主 （已成立南沙资

讯科技园和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污染型产业发展有限制。番禺南部的潭洲—大岗—灵山地区土地资

源丰富，区位条件适中，交通便捷，环境容量较大；增城市环境优美，工业基础好，土地资源丰富，区位

条件好，交通发达。应该统一规划，重点建设，作为吸引中心城区外迁企业的主要接纳地。

（３）当地政府应该制定良好的吸引企业迁入的政策，搞好有利于企业生产生活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做

好引进规划，对企业迁入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作出预测和防范对策。

（４）认真研究搬迁资金来源渠道问题。资金短缺是制约企业顺利搬迁的主要因素。目前土地置换是解

决企业搬迁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除此以外，还应该考虑国家补助、银行贷款、部门和地方补助、企业自

筹、发行债券、迁入地土地所有者以地价入股等各种方式，多管齐下，全面开拓，保证搬迁资金到位。

（５）搬迁企业要制订好科学的搬迁计划方案和操作程序。要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做好新址选择工

作，使企业迁移与技术改造、产品开发、职工培训等相结合，搞好旧厂关闭和新厂开工的有机结合；做好

职工思想工作，为职工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稳定原有各种社会和业务关系，积极开拓与新址所在

地有关方面的关系，努力使企业迁移的综合效益最大、损失最小，通过搬迁实现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的目

标。

五、广州工业空间布局调整和优化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广州市工业用地一直较倚重于旧城区，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后的２０余年的发展，

这种状况仍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广州工业空间布局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一方面，随着广

州产业升级，产业组织层次提高和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出台，迫使老城区原有工业企业置换土地，通过转

让原工业用地来筹集异地建设所需的资金，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番禺、花都撤市设区，为广

州空间结构的调整缓冲或置换的空间余地，如何使这一 “余地”，使广州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将是广州趋

于有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工业用地调整恰逢时机，如何选择中心城区外迁的方向，形成

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型的工业集聚区，对于配合广州城市空间形态的调整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按照广州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责任制，今后工业发展方向，应着重发展

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适应广州特点的轻工业，调整改造传统工业，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应

按工业地域的圈层结构来调整和优化，其总的原则是：旧城区严格控制工业发展，不再增加工业用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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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重 “三废”污染的工业企业分期分批进行关、停、转、并和外迁；城区边缘工业区主要进行合理调

整、填补，加强各项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不再安排大型新、扩建项目；重点是发展远郊工业开发区和工业

镇，完善和开发一批大型工业区，并且容纳城区的工厂搬迁，减轻旧城压力。

（一）各圈层工业用地发展策略

旧城区。指内环线以内的地域，面积为２８ｋｍ２，工业用地１２５ｋｍ２，今后应逐步迁出绝大部分工业用

地，仅保留少量工业用地，以占地小、耗能少、无污染的一类工业用地和都市型工业为主。

中心城区。指内环线以外、外环线以内的地域，面积１９２ｋｍ２，工业用地１２５５ｋｍ２，其中三类工业用

地８８３ｋｍ２。该区域内要严格控制发展工业用地，保留南石头工业区、白鹤洞工业区，但三类污染工业用

地如广钢、广纸、奥桑味精厂、铝制品厂等应限时迁出；利用已有的用地条件，优先发展东沙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天河软件园区；整合现有分散的区属工业用地，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片区的集约

化。

边缘区。指外环线以外，原市属８区以内的地域，用地面积１２２３ｋｍ２，工业用地６６２ｋｍ２，其中三

类工业用地９５５ｋｍ２。该区域是广州市区工业用地的主要分布，应以整合、协调发展为主。东部可以接纳

市区部分搬迁工业，对市属、区属工业地段以整合为主；北部是区属工业重要发展地段，以规模化、集约

化发展为主。

外围郊区。指包括市区外围４个区 （县级市）以内的地域，用地面积５９９ｋｍ２。该区是广州市通过工

业化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重点地区，属于工业积极发展区。该区可以接纳市区大量的三类工业用地，目

前已按工业行业布置了１１个市属工业园区和２４个工业镇，将成为未来广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从发展方向来看，今后广州工业用地主要是向南、向北拓展，适当向北发展一些污染小的轻型工业。

向南是最重要的拓展方向，包括两条扩展带：一是沿广番公路经市桥延伸扩展到潭洲、大岗地区；二是沿

规划中的快速干道经石基、石楼向南沙延伸，形成沿线以组团为主的双轴平行发展的格局。向东沿广深高

速公路和广深铁路往黄埔、新塘、永和方向发展；北向主要沿广花、广从公路往新华、街口方向发展。

关于边缘地带和外围郊区工业开发区以及重点镇的发展，应加强分类指导，统一规划，引导同类工业

项目的适度集中，以利于城市基础设施的集约化建设和使用，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提高工业用地效

益。

（二）近期内应重点建设的工业型开发区和工业镇

１主要工业区

（１）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区西区以应用技术、出口创汇为主，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工业，但目前土地已基本开发完成，今后应走内涵提高之路。开发区东区建设新型汽车工业基地、发展摩

托车零部件以及食品饮料等轻型工业。

（２）黄埔工业区。区内现有工业主要有修造船、化工、冶金、机械等行业，是广州的重工业基地，主

要分布于大田山、吉山、庙头、南岗等片。沿江北岸主要为船舶修造基地，广深铁路以北的大田山地段已

发展为石油化工基地。吉山工业区发展为汽车、机电、化工和轻工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区。庙头工业区为船

舶修造及冶金、化工工业区。南岗工业区主要发展化工和建材工业，但应注意东江水源的保护。

（３）云埔工业区。云埔工业区规划发展为外向型、技术型、效益型工业为主体，承接部分中心区外迁

企业，形成兼有金融、贸易、商业服务等产业的工业区。

（４）广州科学城。规划建成集科研、开发、生产为一体的高新技术、高效节能技术、精细化工技术

等。

（５）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未来大港口建设，宜重点发展临港型重工业以及高新技术、外向型的

轻型工业等。

（６）西北部工业区。西北部工业区主要分布于白云区石井、江高等地区，主要发展石井机电小区和东

山区、荔湾区、越秀区区属工业基地。由于西北部的流溪河是广州市供水的主要来源，因此该区工业应在

确保水源不受污染的前提下发展。

２重点工业镇

（１）新华及赤坭。新华主要发展建材、机电、电子、食品加工、纺织业等。赤坭规划建设成为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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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材工业基地。

（２）市桥、沙湾、大石。市桥主要发展高档家电、电子、机械、服装加工等和高新技术产业。沙湾、

大石规划发展为无污染、少污染的轻工业，如日用电器、电子、食品和其他加工业。珠江管理区接纳部分

旧城区转移的老企业以及规划建设以华侨投资为主的华侨工业城。

（３）新塘、永和。主要发展污染少的轻型出口加工业，建设永和汽车制造及配件生产基地，以及适当

接纳旧城区扩散工业。

（４）街口、太平。重点发展污染环境较少的机械、电子、食品、轻纺及建材工业等。

（５）潭洲、大岗、灵山。该地区条件适中，交通方便，土地资源丰富，用水、用电充裕，环境容量

大，适合工业发展，宜作为中心城区工业转移的接纳地和工业发展后备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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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提升广州产业园区发展水平的对策

一、广州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广州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

广州在发展产业园区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在１９８４年底至１９８６年国务院批准举办的首批经济技

术开发区中，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便位列其中。随后，广州又先后兴办了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近年来，市、区、镇各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又先后建设了一批工业园区。目前，

广州产业园区已经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和增长极，对推动广州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广州产业园区发展的现状

经过２０年的发展，广州产业园区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

（１）开发层次多级并存。经过集中治理整顿，广州产业园区 （工业区、开发区），数量从原先的４９９
个减少到２００４年底的１０２个，占地从３３９９万公顷减少到１０１７万公顷，大致形成国家级、市级和区县多

级并存的开发体系。

（２）空间布局相对集中。由于城市西面和西南面均有行政或地理上的发展 “门槛”，故国家级和省市

级的开发区主要设在城市东面和东南面的区域，已形成了二十多个片区组成的开发区群落。然而，由于广

州市土地比较稀缺和对使用容量上的预见性不够，开发区并未出现连片发展的态势，出现了 “飞地”的状

况。

（３）经济指标全面攀升。广州产业园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幅度较大，已经成

为广州市新的经济增长源。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一直呈高速增长趋势。

（４）产业集群初步显现。作为投资环境的浓缩点，广州各产业园区在交通条件、基础设施配套、商务

和生活服务等方面基本形成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吸收生产要素进入，搭建产业聚集的平台。同时加强整

合，注意利用区域优势，聚集主题园区，逐步向聚集方向发展。

（５）外向型经济特色明显。广州产业园区进出口额增长迅速，特别是外贸出口不断拓展，作为对外贸

易的窗口作用越来越明显，涉外经济层次和经济开放水平提升很快。

二、广州产业园区发展水平分析

由于广州开发区和南沙开发区在广州市产业园区中发展水平最高、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效益最好，而

且广州各个产业园区普遍都是在广州开发区的直接或间接示范带动下兴起的，因此，广州开发区的发展水

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州产业园区的发展水平。

（一）广州产业园区发展水平纵向分析

从经济实力、投资环境、科技实力、社会贡献和国际化程度五个方面对广州产业园区２０年来特别是

近年来发展的纵向比较分析。

１经济实力增强，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近几年的统计年鉴显示，广州开发区和南沙开发区的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主要经济指标高位增长，发

展规模取得了长足的积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广州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从１９９９年的２４９个亿上升到

２００３年的９００个亿，南海开发区的工业总产值从１９９９年的５个亿上升到２００３年的６３个亿。

由表３ １７可以看出，在广州开发区的产业构成中，工业占了主导地位，而且在这４年中都保持了高

位增长。



表３ １７ 广州开发区三次产业构成及增长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增长 （％） 比重 （％） 增长 （％） 比重 （％） 增长 （％） 比重 （％） 增长 （％） 比重 （％）

第一产业 — — — — — — — —

第二产业 ５２４２ ８１３１ ２６３７ ８４７２ ３１７７ ６４８０ ７１３２ ７８４６

第三产业 ２７８ １８６９ ０１６ １５２８ ９３１３ ３５２０ －１５０８ ２１２０

表３ １８ 广州开发区三次产业构成及增长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增长 （％） 比重 （％） 增长 （％） 比重 （％） 增长 （％） 比重 （％） 增长 （％） 比重 （％）

第一产业 －１７２３ ２９５ －３７８１ １０９ ５２６ １０２ ３３３ １４５

第二产业 １５６８ ６６２２ ２４００ ７３８２ －７０６ ６０５９ ２０１３６ ７８４４

第二产业 １０４６ ３１８３ －１２３１ ２５０９ ７３２５ ３８３９ ２７９８ ２１１１

数据来源：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整理得到

随着南沙开发区在２００２年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工业增长迅猛。由表３ １７和表３ １８可以发现，两

个开发区的三次产业构成类似，第二产业占了主导，第三产业比重不高，农业只占很小一部分。

根据开发区生命周期理论，广州开发区总体而言处于成长的后期，开始进入成熟期，工业规模和工业

实力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但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显得比重太低，将来可能成为制约广州开发区持续发

展的因素，产业结构需要 “软化”。而南沙开发区则处于开发的中期，需要进一步的工业化积累，因此工

业比重大是正常现象，也符合开发区 “以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但同时也不能忽略第三产业的发展。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广州开发区工业仍然是轻工业占优势，但已呈现重型化的格局，全区工业进入重型迅

速发展的阶段。六大支柱产业支撑了全区工业经济高速增长。这六大支柱产业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加工业、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步伐加快。在

第三产业中，商业、服务业、物流业发展较快。

２投资环境有喜有忧

无论从总体看还是从各个硬环境指标看，广州开发区已经具备了相当能力的投资硬环境保障系统，全

区基本实现了七通一平，其中广州科学城更实现了八通一平，为工业发展提供的支持保障是可靠的。

通过对广州开发区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基础设施投资与合同外资额、工业产值和ＧＤＰ环比增长对比分析，

各指标增长变化趋势一致，基础设施投资波动较大，跳跃性环比增长变化反映了硬环境不断适应经济增长

需要的动态平衡过程 （表３ １９）。

表３ １９ 广州开发区基础设施投资与主要经济指标环比增长对比分析

指 标 项
年 份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２ 平均增长率

基础设施投资 １００％ －３２５２％ ９７０３％ ０１２％ ９４６０％ ３９７０％
协议外资额 １００％ １６１８％ ５８５６％ ３８９０％ ６０８０％ ４３６１％
工业总产值 １００％ ３０８７％ ３６３％ ２２５％ ３２１％ ３０４４％
ＧＤＰ １００％ １５４２％ ４１５４％ ２２２０％ ４１１５％ ３００８％

数据来源：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为适应园区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广州开发区在建设和完善软环境方面做出较大努力，园区软

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管委会职能存在全能化倾向、管理链

条增长、人文环境尚待改善、政策优势弱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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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科技进步表现明显

广州开发区近几年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实力大大增强。以科学城为核心基地的 “广东

光谷”建设步伐加快，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也得到较大改善。存在的问题是现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不够

大，名牌和拳头产品不多，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相互之间的联结较少。

４社会贡献度持续增强

社会贡献主要反映了开发区在广州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各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单广州开发区其

工业增加值占广州全市工业增加值比例就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５６％上升至２００３年的２３１５％，财政收入２００３
年突破８５亿元，就业人数近１１万人。这说明，依托广州发展起来的开发区，已经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重

点区域和增长点。其财政收入是广州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它还对母城的劳动就业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 （表３ ２０）。

表３ ２０ 广州开发区对广州经济发展的贡献

指标 单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财税收入额 亿元 ４２７５ ５６２９ ６７１９ ８５５９

区内年末从业人数 人 ６２５２６ ７７０８２ ８０７７３ １０７５００

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比

例 ％ １２５６ １４８６ １７０４ ２３１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所在城市工业第三

产业增加比例 ％ ２１１ １８１ ３０６ ４８５

数据来源：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５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广州开发区和南沙开发区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经济外

向度高，国际化进程较快，对外贸易口岸的作用强。

表３ ２１ 广州开发区各年国际化指标比较

指标 单位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进口总值 亿美元 １０３７ １３６９ ２３６５ ２２４９ ３９８１

出口总值 亿美元 ６５ ８８９ ９７７ １８７６ ３２２６

外贸依存度 ％ ６３９０ ６４３６ ７７０９ ６７４２ ６７５３

合同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２９８ ４７２ ６５６ １０７５ １２８４

实际利用外资额 亿美元 ４７０ ４８４ ５００ ５６０ ６０５

三资企业产值比重 ％ ９５８０ ９３７８ ９２５２ ９０２５ ８８２３

注：合同利用外资额按注册资本计；外贸依存度＝（进口＋出口）?（ＧＤＰ×２）；美元与人民币比率８∶１；三资企业产

值比重＝三资企业工业产值?工业总产值×１００％，下同

由上表３ ２１，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广州开发区进出口总值增长稳定、快速，其中出口总值比进口总值

小，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开发区经济对国际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强。面对周边地区的竞争压力，开发区在

招商引资上继续保持良好的势头，增长迅速，说明广州开发区对外商吸引力较强。

通过以上纵向分析，广州开发区发展势头好，水平较高，并且已经成为广州市利用外资、发展现代工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创汇的主要基地之一，其经济总量占全市的份额逐年递增，成为广州市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二）广州产业园区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分析

从经济实力、科技创新实力、投资环境和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将广州开发区同国内其他园区进行横向

比较分析，以更深入了解广州开发区发展的现有水平 （表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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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２ 部分开发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比较

开发区 ＧＤＰ（亿元） 第二产业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００３年 增长 （％） ２００３年 增长 （％） ２００３年 增长 （％）

昆山开发区 ２７８２８ ５０９ ２３０６４ ５４６ ８５２１１ ５９３

苏州开发区 ３６４１０ ４５１ ２５０００ ——— ８９７９７ ８３２

广州开发区 ４２３１９ ４１５ ３３２０４ ７１３２ ８９５８７ ５９６８

天津开发区 ４４５２３ ２５１ ３５４９０ ２８３ １２５１４０ ３０２

大连开发区 ３００２０ ２３７ １８８３０ ２４２ ５９８２０ ２２０

北京开发区 ８５４３ １１１ ７４７０ １０７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８

数据来源：各开发区官方网站最新公布资料

１整体经济实力坐二望一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２００３年，广州开发区总产值落后于天津开发区，与苏州工业园不相伯仲，但增长

速度落后于苏州工业园。这说明广州开发区与这些园区相比还有改善和发展的空间。

２产业选择相对分散

由表３ ２３可以看出：第一，从所占全区产值比例来看，广州开发区在支柱产业的选择和分布上较之

天津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分散，产业集群程度稍逊一筹，也从一定程度削弱了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二，

从各开发区的支柱产业可以看出，各开发区产业同构性突出，在产业选择上具有竞争趋同趋势，加剧了各

园区之间的竞争。第三，广州偏重于化学工业，可能带来污染问题，对于逐渐走向城市化的广州开发区来

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潜在污染威胁。

表３ ２３ 部分开发区支柱产业比较

开发区 （支柱）产业 占全区产值比例 （％） 占全区总比重 （％）

广州开发区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４６１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２５９５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６３

食品饮料制造业 ９８３

金属冶炼及加工业 ８０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８３

８７５６

天津开发区

电子通讯 ６２２

机械制造 １７０

医药化工 ５３０

食品饮料 ７

９１４

苏州工业园

电子信息 ４３

精密机械 ２７

新材料 ９

生物医药 ４

８３

数据来源：各开发区官方网站最新公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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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投资环境中游偏下

根据零点调查、前进策略与 《智囊》杂志联合进行的 《中国十大开发区投资环境进展》研究，广州在

全国１０大开发区投资者对于各区投资环境评价结果排序中，硬环境综合得分排第六，软环境综合得分排

第七 （表３ ２４）。调查结果显示，相对于苏州、大连和北京等一些处在较高水平的 “软硬平衡”与 “软高

硬低”的开发区，广州开发区目前处在 “低位平衡区”，在保持其现有投资者和吸引后续投资者方面均可

能面临着相当的考验和挑战。从总体来看，广州开发区在提供工业配套能力方面较其他被调查开发区有突

出的优势，但在区内商品供应方面与投资者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从调查发现，广州开发区的投资者忠诚度

不高，迁移意向最高，软环境因素薄弱或较弱和软硬环境因素的交合作用是使投资者具有较强迁移意愿的

主要原因。

表３ ２４ 全国１０大开发区投资者对于各区投资环境评价结果排序

硬环境排序 软环境排序

序位 得分 标准差 序位 得分 标准差

大连 ４００ ０５３ 大连 ３９６ ０８３

昆山 ３９０ ０８１ 昆山 ３９６ ０８７

天津 ３８８ ０４８ 天津 ３９５ １０４

深圳 ３８５ ０６０ 深圳 ３８０ ０５３

成都 ３７０ ０５８ 成都 ３７１ ０５４

广州 ３６９ ０５４ 广州 ３６５ ０７３

浦东 ３６９ ０９５ 浦东 ３６５ ０５９

北京 ３６０ ０７５ 北京 ３６４ ０８８

武汉 ３５３ ０６６ 武汉 ３５６ ０７０

重庆 ３４７ ０７２ 重庆 ３４２ ０８５

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弱于北方诸强

通过对２００２年国内部分城市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的比较分析，广州开发区高新技

术的发展规模和生产效率大都处于这几个开发区的中游位置，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出口额处于这几个开发

区的末位，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真正能走向国际市场的产品竞争力

不如其他优秀产业园区；在高新技术企业的总体生产效率上不如深圳、上海和苏州的开发区 （表３ ２５）。

表３ ２５ ２００２年部分地区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开发区
企业数

（家）

职工人数

（人）

总产值

（万元）

总收入

（万元）

出口总额

（万美元）

人均总产值

（万元?人）

平均企业总产值

（万元?家）

全国 ２８３３８ ３４８６６８６ １２９３７１０１５ １５３２６３６８５ ３２９２２０７ ３７１０４２９ ４５６５２８４
上海 ５３６ １０９３３８ ９４４２０２４ １０３５９３８４ ３００９６３ ８６３５６２９ １７６１５７２
深圳 １５６ ８８２９０ ７１９８７４７ ６９６４３２８ ３４９４１５ ８１５３５２５ ４６１４５８１
苏州 ３６４ ９９６６６ ４８５８３１０ ４８６２０８９ ３５２５１２ ４８７４５９１ １３３４７０１
广州 ７６９ ５６３８４ ２５９１８１８ ３７７４９１７ ７１６２０ ４５９６７２６ ３３７０３７５
北京 ９５６７ ４０３８４２ １４７７２２０８ ２３９４７９５８ ２８７６７９ ３６５７９１８ １５４４０７９
天津 １８３５ １４２０１２ ４１６６４２３ ４９８３８６８ １２９０６７ ２９２２８５３ ２２７０５３
大连 ９５１ １０５６３４ １８４７９４６ ２６９１９４３ ７３２５８ １７４９３８６ １９４３１６１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

５利用外资后劲不足

从合同外资金额、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量和增长速度上，广州开发区落后于苏州工业园和大连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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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从增长速度上落后于各大园区，这说明广州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还有待于发展，努力寻找新的引资

增长点，比如在选择投资来源、招商方式、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表３ ２６）。

表３ ２６ ２００３年部分开发区国际化指标比较

开发区
合同外资金额 （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 （亿美元） 出口 （亿美元）

总额 增长 （％） 总额 增长 （％） 总额 增长 （％）

大连开发区 １４２１ ７５９ ５９６ ６００ ３６１２ １１０

天津开发区 １２７４ ４８７ ６３２ ５４３ ６７４７ １８３

昆山开发区 １１３２ ２８７ ５７９ ２６ ６３１０ ７２８

北京开发区 ４１８ ２６０ ２６４ ３０４ １５９３ ２０７

苏州开发区 ２０８７ １９７ １２０５ ３２３ ５６００ １２０

广州开发区 １２８２ １９０ ６０５ ８０ ３２２６ ７１９

数据来源：根据各开发区官方网站公布资料整理

综合以上经济指标的比较，广州开发区在总量上比较靠前，但是增长速度和后劲稍逊于其他的竞争对

手，尤其是落后于苏州工业园和昆山工业园。因此广州开发区在未来的发展中要不断学习这些优秀园区的

经验，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通过上述现状分析，发展水平评价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广州在发展产业园区方面

究竟存在哪些局限和不足，并深入分析未来广州产业园区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或挑战。

（一）广州产业园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州产业园区经过多年的运行，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

问题：

１产业发展方面

（１）产业导向不强。不少产业园区考虑较多的是发展规模和效益目标，而较少考虑园区立足之本的产

业定位，较少考虑培育特色产业和引导产业集群，因此对入驻企业的产业方面缺乏必要的引导和控制，致

使园区内产业零散，优势产业难以形成，企业根植性差，发展后劲不足。

（２）产业集聚仍有待提高。从产业集聚方面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广州园区企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性

正在形成，尤其是国家级工业园区，聚集效应明显。但从总体上看，很多中小园区定位千篇一律，产业结

构雷同、与当地经济关联薄弱。

（３）产业布局缺乏统一规划。许多工业园区在布局调整时，过于看重土地、劳动力等某些要素成本低

廉的短期利益，忽视了产业集聚和综合商务成本最低等长期利益。作为政府也缺乏完善的政策手段来落实

产业和布局导向。如通过规划、环保、财政、税收等手段来引导企业和投资者。

（４）大小园区之间缺乏协调。由于总体协调性不强，出现了园区之间争项目、抢资金的现象。各小区

间为争项目可能还竞相压价，滥用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了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地区整体投

资环境的进一步完善。

２投资环境方面

（１）投资硬环境。土地短缺与闲置并存，某些园区基础设施投资滞后，其根本原因是有些园区基础设

施投资不足，资源分散，土地利用率低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２）投资软环境不尽如人意。第一，在人文环境方面尚有差距。广州有产业园区普遍注重发展经济，

忽略了区内教育、文化、卫生等非生产领域的发展，造成生活不便，出现了人才不想来、留不住的现象。

第二，法律地位不明确，政策缺乏稳定性。由于园区的管理机构 （管委会），在国家的行政序列中并没有

明确的地位，我国对园区的建设至今仍无一个全国性的法规，使得园区的社会地位和政策、体制等缺乏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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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规范性；同时，政策、体制的多变所导致的政策失效和体制紊乱状况，仍难以避免。第三，管理体

制优势弱化。目前国家级、区级、镇级产业园区并存，在开发、建设和管理上分属各级政府管理或指导协

调，这对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此也普遍产生了封闭式操作、本

土化运行的现象，绝大部分园区的人、财、物都在本级政府的范围内调配使用，缺乏开放、流动和国际

化。

３科技创新方面

（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具优势。虽然广州产业园区的高新企业起步较早，产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

绩，但总体来说还比较稚嫩，没有起到明显的龙头作用。广州产业园区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大部分规

模不大，产品开发精度不够，名牌和拳头产品少。

（２）融资渠道仍不够宽畅。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而言，融资渠道仍然不

够宽畅。一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某种程度上的 “贷款歧视”；二是风险投资机制尚不健全；三是技术

产权交易市场等发育滞后。

４国际化水平方面

（１）思想观念与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创新吸收外资工作的体制和机制滞后；

（２）资源制约成为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瓶颈；

（３）政务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４）投资成本上升，企业压力加大；

（５）推进招商引资网络化、产业化、市场化进展不够快。

（二）广州产业园区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１）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生产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我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

阶段。产业园区在项目、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正经受越来越激烈的恶性竞争。

（２）优惠政策优势逐步减弱。园区的许多政策优惠成为政策普惠，港澳台资、外资等资金流向由原来

重点向东南沿海转变为向上海浦东、长江三角洲和西部等新的热点地区分散。

（３）资源供给趋于紧张。广州市矿产资源和某些原材料必须依靠国内外大量供给；水资源供需矛盾日

渐尖锐；城市扩张使土地资源及其承载力的供求矛盾增大。

（４）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工资和物价水平的上涨，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升高；由于地价的上扬，再加上

原材料价格的提高，许多产业园区外商将资金、项目向内地低生产成本处转移。

（５）人才储备不足。许多园区企业都反映，劳动用工供给出现缺口。不仅技术工人缺乏，非技术人员

也出现短缺。

四、广州产业园区发展的目标与战略

１建设广州市产业园区的必要性

建设好产业园区，推进工业园区化是广州工业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对广州工业的长远发展具

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建设好产业园区，推进产业园区化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建设好产业园

区，推进产业园区化能够夯实招商引资的基础，发挥广州产业的外源性发展优势，又有利于组织内部资

源，发挥内源性发展优势。建设好产业园区，推进产业园区化能够整合资源，降低基础设施成本，提高企

业竞争力。产业园区作为广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增长点，对广州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产生着重要的影

响。未来５～１０年是广州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广州产业园区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

根据现实可能和经济发展需要，确立广州产业园区的发展目标，并提出实现其目标的各种战略选择。

２广州产业园区发展战略定位与目标

（１）战略定位。将广州产业园区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产业园区。

（２）战略目标。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实现园区经济信息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基础设施一流化、园区

规划科学化、生态环境园林化。在各产业园区的管理目标方面，应着重坚持三生一体的理念，将生活、生

产、生态的体系融入。力争到２００７年，新的工业企业和项目进园率超过９０％，２０１０年超过９５％。

（３）战略方针。①广州产业园区的发展，要以提高国际、区域竞争力为目标；②广州产业园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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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必须保留 “以吸引外资为主、工业项目为主、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的合理成分；③
广州产业园区的发展，必须反映城市化的客观要求；④产业园区的发展，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３广州产业园区发展的战略选择

提升广州产业园区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可以概括为：一个依靠、两个提高、三个参与。“一个依靠”：

广州产业园区的发展要依靠产业集聚，形成企业集群，促进广州产业园区快速发展。“两个提高”：提高园

区自主学习和持续创新能力，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三个参与”：加快参与世界范围内稀缺资源的争夺；主

动参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造；积极参与可转化成生产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

五、提升广州产业园区发展水平的对策措施

（一）园区管理方面

（１）整合各园区管理体系：使各种园区从目前多元的管理体系趋向一元，甚至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统一

整合，对法规、人事、财务等进行重新划分职责。

（２）明确园区管委会职能，创新体制：近期内要继续实行 “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以后可以

允许和鼓励发展好的园区开发公司发行一定规模的企业债券，或组合优良资产上市。部分园区可以尝试引

进战略投资者开发建设，开展多元化投资经营模式，以产业地产的理念打造品牌和特色产业园区。

针对入园企业规定供地量与投资额、投入产出率、税收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建筑密度、容

积率等指标，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建筑密度不低于３５％，容积率不低于０６，同时减少过大面积的绿

地。还应该增加安置失地农民、农民社会保障、农民再就业等指标。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不予供给土地，防

止土地 “征而不用、多征少用、征做他用”等问题的出现。

（二）产业发展方面

（１）结合 “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城市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园区布局向东南部和县级市地域扩

散调整。首先应继续调整和完善广州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和功能分区，从整体上调整产业园区的布局。由于

广州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尚未完成，故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完善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重新合理调整产业

园区布局的整体规划，使之与城市功能分区和工业布局整体规划相适应，既可置换出市区土地以发展服务

产业，又能使工业集中到相应的工业园区，以获得集聚的外部经济效益。

（２）大力促进园区产业集聚。园区建设要有意识地根据主业关联度培植企业群，乃至发展园区产业集

群，形成主导产业区。其做法是：①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主导产品；②围绕主导产品发展一系列生产

和服务；③企业之间关系紧密，既有竞争又有协作。推进园区产业集聚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新建工业

项目原则上都要入园，促进产业发展的集群化。②以项目带动园区建设。要花大力气积极争取国内外影响

大、实力强的大公司将产业关联度大、带动作用强、产业链条长的大项目落户工业园区，从而促进大规模

系列化引进项目，加快工业园区发展。要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实力强的园区开发商进行园区开发，努力使

园区的开发管理符合国际现行的标准和规范，更多地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③建设特色工业园区，形成产

业群聚发展。各区县要发挥和增创园区的差异性优势，以名牌立业，以品牌立区，办出优势，办出特色。

以龙头企业为主组建专业特色园区，以产业聚集形成园区品牌，不断打造、延伸产业链，形成各具优势的

产业集聚的大发展态势。

（３）以重点企业、品牌产品带动园区发展。要深入实施 “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的战略，积极鼓励优

势企业争创名牌，鼓励品牌企业在园区内以资金、技术、管理和信息等作支撑，聚集一批中小企业群，提

供专业化产品、加工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等配套协作，形成产业链、企业群，使园区内企业实行专业化生

产配套，形成产业群的整体竞争力。对于传统工业区，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引导相关产业集

中，通过管理、信息化强化园区的协调配套功能。

（４）强化传统工业区 “园区化”及功能。

（三）科技创新方面

根据广州产业园区发展 “积极参与可转化成生产力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战略，广州产业园区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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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优先发展”、“有限目标、突出重点”及 “自主研究与引进相结合”三个原则，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

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紧密结合起来。具体对策如下：

（１）深化园区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科技体制。首先，鼓励和支持园区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机构，鼓

励和引导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机构进入园区；其次，大力促进产学研联合；第三，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第四，加强科技法规的立法和执行工作，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２）建立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完善园区企业创新的融资环境。第一，鼓励园区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

技术创新的投入，逐步使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第二，加快发展园区资本市场，培植高新企业的融资

能力。第三，金融机构要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第四，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市场。

（３）积极培育和积聚各类人才，建设高新技术队伍。一是做好科技人才的培养工作；二是做好科技人

才的引进工作；三是做好人才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人才的作用。

（４）扩大国内外的科技合作与交流，不断增强自主开发能力。一是创造良好环境，促进对外科技合作

与交流；二是以优惠政策吸引国内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在园区进行高新技术的合作开发；三是加强与国外

经济实力雄厚的大财团、跨国公司的经济技术合作。

（四）投资环境方面

第一，管委会要弱化部分直接管理职能，成立或引入金融、咨询、媒介、公证、仲裁、人才培训、信

息、广告策划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形成真正的专业化经济和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

交易效率。第二，开放信息，促进各种途径的信息交流，彻底改善商业信用环境，鼓励区内大公司与小公

司合作，利用信息社会的优势促成全面有序的市场发展。第三，创新社区管理模式。积极研究区域规划用

地面积扩大后的区域社会管理体制，探索城中村改造的新模式。强化社区建设与管理，完善社区文体娱

乐、生活配套设施，培育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第四，强化服务，全面提高区域运行效率。以审批制度改

革为突破口，理顺关系、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切实搞好 “一站式” 投资服务中心。要加快推进机关

ＩＳＯ９００１认证工作，规范行政管理。进一步强化亲商意识，实行贴身服务和优质服务承诺制。大力推进政

务公开，加强监督机制和制度建设，严格考核制度，促进廉洁行政、依法行政。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开

发区管委会机关全部实施网上办公。进一步提高企业筹建和服务水平，要坚持企业筹建现场办公制度和外

商投诉，进一步优化 “一条龙”服务。

（五）国际方面

一是支柱产业大项目推进策略，围绕支柱行业进行产业链招商。二是重点区域推进策略，建设以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埔区、增城市等工业园区为依托的东部工业板块；建设以南沙开发区为依托的现代化

临港工业基地。三是园区推进策略，推动外资项目向园区集中，明确各园区产业分工，实行定向专业招

商。四是投资多元化策略，在瞄准港台、日韩、欧美等重点引资市场的同时，加大北欧、南非等引资新兴

市场的开拓力度。五是消化吸收和创新策略，积极探索和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多管齐下，大力开展网

上招商、代理招商、园区招商、会展招商、主题招商、“走出去”招商、“请进来”招商等形式多样的招商

活动，拓展招商引资的广度和深度。六是充分利用资源战略，积极探索单位投资密度大、技术含量高、资

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利用外资道路。七是积极应对外商投资新形式战略，可以推出

部分规模企业，精心包装，供外商选择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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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界汽车产业概况与发展趋势

一、世界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１世界汽车产量

世界汽车工业历经１００多年的发展，到２００５年世界汽车产量达６６５３万辆。世界汽车生产厂商集

中在美国、日本和欧洲。２００５年产量超过３００万辆的国家有６个，依次为：美国１１９２万辆、日本

１０７９万辆、德国５７５万辆、法国３２０万辆、中国５７０万辆、韩国３６９万辆。近年来，虽然一些新兴国家

汽车工业发展很快，但与美、日、欧等汽车强国在资本、技术、市场运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２世界汽车产品结构

当前，世界汽车产品中轿车仍然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主导产品，在汽车产销总量中—直占据主导地

位。２００５年世界轿车产量４６００万辆，占汽车生产总量的６９％；其次是轻型商用车产量１７２１万辆，占

２５８％；重中型载货车２９８万辆，占４４％；大中型客车２５６万辆，占０８％。

３世界主要汽车集团

汽车工业是集中度较高的产业，２０世纪末，世界汽车工业大重组形成了 “６＋３” 的发展格局。即６
大超级集团、３个独立公司。６大集团有通用、福特、戴—克、丰田、大众、雷诺。３个独立公司有宝

马、标致—雪铁龙、本田。这九家跨国汽车集团的产量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９５％，其中６大集团占

８０％左右，３家独立公司占１５％左右，其他仅占５％。

４世界汽车市场

目前，世界汽车需求和汽车贸易市场仍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汽车需求量占全球汽车需求总量

的８０％。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世界汽车销售市场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印度、俄罗斯、东南

亚将成为２１世纪汽车产销的主导市场。

５世界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目前，世界汽车产业总体发展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且竞争激烈，世界汽车产能达７６８０万辆，市

场需求量为６０００万辆左右，生产能力过剩３０％。但出于全球市场战略，跨国汽车集团仍在新兴汽车产

业发展中国家加大投资，加剧了世界汽车产业的竞争。

二、世界汽车产业国际化重组格局

１世界汽车产业大重组大并购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兴起，掀起了新一轮世界汽车产业大规模并购重组

浪潮，仅１９９７年，全球汽车产业就发生大大小小的兼并７００多起，重组交易额达３００亿美元。１９９８
年，新一轮兼并重组达到高潮，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戴姆勒—奔驰 （ＤａｉｍｌｅｒＢｅｎｚ） 公司与美国第二大

汽车公司克莱斯勒 （Ｃｈｒｙｓｌｅｒ） 公司合并成为市场资本高达９２０亿美元的巨型集团，位居世界第三。

１９９９年１月，福特公司以６４亿美元巨资收购瑞典的沃尔沃 （Ｖｏｌｖｏ） 公司轿车部，然后沃尔沃公司用

获得的资金全力收购斯堪尼亚 （Ｓｃａｎｉａ） 重型载货车公司，从而取得了最佳经济规模。法国雷诺

（Ｒｅｎａｕｌｔ） 公司以５４亿欧元购买了日产 （Ｎｉｓｓａｎ） 公司的控股权。

世界汽车产业重组并购主要有３个方面的原因：①世界汽车市场总体上供大于求：全球汽车生产能

力超７０００万辆，而需求一直徘徊在５０００万辆左右，产能过剩３０％，各汽车厂家为了争夺有限市场展

开激烈竞争。为了重新划分市场和竞争的需要，从而加速了兼并重组的步伐。戴姆勒—奔驰和克莱斯勒

的合并，前者是为了迅速拓展北美巨大的高档轿车市场，后者主要为了开拓欧洲转型车以及多用途车、

越野车市场。法国雷诺公司与日本日产公司的合作，也是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合作双方相互利用生产

基地和产品将市场占有率提高了１２５个百分点。②追求最大的经济规模效益是兼并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戴姆勒公司应用新技术、新产品的成本要高于克莱斯勒公司，原因在于它的生产规模较小，车型批量

不大，合并之后大有改观。随着车辆生产批量的增大，单车成本下降得非常明显。③技术进步推动汽车



工业合并：由于各国对汽车、环保、节能法规日趋严格，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的要求在不断提高，

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几乎渗透到汽车的每一个角落。新技术和新系列产品的开发费用巨大，动则

数十亿美元。因此，只有走联合道路才能达到最经济的开发效果。通过合作开发、资源共享和扩大新车

型规模，才能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２世界汽车产业重组格局

经过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汽车工业大重组大并购，世界汽车产业形成了６大板块：①福特汽车集

团———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汽车集团，福特集团不仅是汽车工业的创始者，而且在２０００年兼并了沃尔沃

公司轿车部后，实力超过通用汽车集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集团。福特集团还成功地兼并了日本的马

自达公司、铃木公司，弥补了福特集团在小型汽车开发上的不足，使福特集团更具竞争力。②通用汽车

集团———是美国另一举足轻重的大汽车集团。通用集团一直是世界汽车工业的霸主，２０００年暂时被福

特集团超过，但通用集团也在积极进行整合，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力图东山再起。通用集团拥有众多

品牌，日前通用集团在欧洲有非常成功的欧宝公司和密切合作的意大利菲亚特汽车集团；在日本控股拥

有独特技术的富士重工和五十铃汽车公司；在中国与上海汽车集团合作也非常成功，从而形成了强大的

全球性的汽车集团。目前，通用集团正积极收购改组韩国大宇公司，力图恢复世界汽车工业的霸主地

位。③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集团 （戴—克集团），是一个立足欧洲的大汽车集团，拥有世界著名的奔

驰轿车品牌，两大集团合并曾震惊世界，该集团合并后成功控股日本三菱汽车公司，成为世界汽车产业

第三大集团，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具有很大的优势。④大众汽车集团———大众汽车集团的产品

包括德国 “大众”“奥迪”，还包括大众集团控股的捷克 “斯克达”、西班牙的 “西亚特” 和英国的 “本

特利” 等众多欧洲品牌，在中国与上海汽车集团合作也非常出色。该集团生产厂家及产品遍布全球。⑤
“法国军团” ———包括标致—雪铁龙汽车集团和雷诺—日产汽车集团。雷诺—日产集团的组成，被认为

是 “小鱼吃大鱼” 的兼并。业绩良好但规模较小的法国雷诺公司兼并了规模大但业绩不良的日产公司，

可以看出世界汽车工业竞争的激烈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⑥“日本军团” — “日本军团” 包括日本丰田

和本田两大集团公司。日本丰田公司和本田公司各自独立，但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由于这两家公司都立

足美国市场，从而成功地避开了日本的经济危机。这两大集团不仅整合了日本的汽车厂商，而且成功地

在美国和欧洲汽车市场上发展，近年来，本田公司与中国广州的合作，卓有成效，日产、丰田公司也不

甘落后，先后成功走入中国市场。

３汽车产业全面走向国际化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了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实现规模经

济，占领新兴市场，跨国汽车公司加快了推进全球化战略进程。通过９０年代汽车产业大兼并大重组，

汽车产业已成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专家预测，未来全球将形成６家超级汽车集团和１６家世

界级供应商。汽车产业全面走向国际化。

汽车产业国际化的表现形式是汽车企业之间横向和纵向的联合式重组，其实质内容是汽车产业在生

产和销售的全球一体化，汽车公司的重组联盟为产业链在全球展开提供了组织条件。世界汽车产业全面

走向国际化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产业链全球化：当前，世界汽车产业成长战略已从过去那种依赖本国基础设施、物质资源、人

力资源和国内市场，转向立足全球范围的资源和国际市场。因此采取开放式或无疆界式成长模式，以谋

求资源最优配置的效率，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构建全球性的产业链。例如，福特

公司生产的Ｅｓｃｏｒｔ型轿车的生产就分布１５个发达国家，美国本土生产的零部件仅有４种。日本丰田公

司海外主要汽车零部件及原材料生产基地分布在各大洲的若干国家，整个企业的生产组织在全球范围内

实施，丰田整车销售中６０％在国外生产。此外，汽车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布还具体表现为世界主要汽车

企业利用全球资源实现零部件的全球采购以及产品生产、技术利用和研发系统的国际化。以往跨国汽车

公司通常在本国建立和保持技术研发机构，通过复制其现有甚至过时产品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以获最

大化的短期收益。然而，由于各国市场已融合为一体，跨国汽车公司根据各国的国情有效配置其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或功能，以实现长期全球收益最大化。对汽车生产厂商而言，重要的是以最低成本和最优产

品服务争取客户和市场，尤其是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今天，以往那种为了保持垄断地位而不远千里向目

２２３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标市场输送整车和零部件的做法正在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汽车生产公司为单位的全球生产链，在

生产和研发上的国界已变得模糊不清。

（２） 市场竞争国际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在世界汽车市场竞争中美国独领风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后，日本汽车步步紧逼，美国汽车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同时德国汽车产

业在政府支持下，飞速发展，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二。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

条，日本汽车受到强大冲击，德国汽车业也遭到世界汽车行业激烈竞争；而美国则通过高科技优势，十

年磨一剑，重新夺回世界第一宝座，后起的韩国、巴西等新兴汽车产业国家，在汽车市场上取得令人瞩

目成就：韩国汽车在国际市场展示其强大的竞争力，产品远销１７１个国家和地区，巴西也成为世界第

１０大汽车生产国。

进入２１世纪世界汽车市场已呈现新的特点和格局：北美、西欧、日本三大传统市场相互渗透，需

求层次升级进入高科技个性化服务阶段。从数量上讲，目前三大市场基本饱和，似乎已没有增长空间，

然而随着未来网络化、智能化、清洁化、节能化等新型汽车推出，欧、美、日仍将爆发巨大的购买需

求。在未来数十年内，欧、美、日三大世界传统汽车市场仍将是世界重要的汽车市场。以中国为中心的

亚太地区、南美地区和东欧地区等新兴汽车市场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汽

车市场，年需求虽超过４００万辆，预计到２０１５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汽车生产国。

（３） 企业组织国际化：全球化潮流有力推动汽车企业组织国际化，世界跨国汽车公司之间大规模重

组，强强联合建立企业间的战略联盟，并通过联盟、并购控股和参股等方式形成全球汽车集团。近年

来，世界汽车企业重组出现三个明显趋势：一是重组跨越国界和地区；二是强强重组，重组集中发生在

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之间；三是无论是整车集团还是零部件集团都在进行大规模重组。通过重组减少重

复投资和过度竞争。整车集团经过重组形成９大汽车集团。零部件集团经过多年重组形成２０家大型企

业，年销售额超１００亿美元的零部件集团只有５家，即：德尔福公司 （美国）、博世 （德国）、维世通公

司 （美国）、石桥公司 （日本） 和米其林公司 （法国）。

通过大规模重组，近年出现的汽车产业联盟有以下几种形式：项目合作，战略联盟，项目合资，联

合企业，收购控股。

三、世界汽车产业变革与创新

激烈的市场竞争不但促进了汽车产业重组，同时也促进汽车产业生产方式、生产工艺、产品设计、

营销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

（一）汽车生产方式变革创新

传统的汽车生产方式理念起源于亨利·福特提出的 “大众化生产理论”。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汽车

生产由中、小规模转向大批量生产，出现有限数量的大规模厂商。这一生产方式转变极大提高了劳动生

产率，满足市场需求。汽车工业也因此成为国家支柱产业。随着市场需求向高技术、高安全、高环保、

个性化方向发展，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当今的汽车生产方式正在朝系统化、模块化、多样

化方向发展。汽车产业生产方式从内部生产方式和外部生产方式两个方面进行变革创新。

１企业内部生产方式变革

企业内部生产方式变革主要集中在生产成本的降低上。演变出各式各样的生产方式，早先影响世界

汽车工业发展的生产方式理论有斯隆 （ＡｌｆｒｅｄＳｌｏａｎ） 提出的纵向一体化理论和其后 Ｍａｒｉａｃｈｉｏｈｎｏ提出

的精益生产方式。

纵向一体化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为了降低外部投入的不确定性及交易成本，通过自筹资本投资建设单

独零件厂的方式来解决和完善整个厂零部件的供向问题，通用汽车公司就是依靠这种生产方式占领市场

领先地位。目前，通用公司仍保持部分纵向一体化自我独立的零部件生产配套体系，其零部件的自制率

仍处在世界汽车产业最高水平。纵向一体化是一种大而全的生产方式，易造成规模不经济带来的成本问

题，限制了这种方式的发挥和推广。

精益生产方式不同于纵向一体化方式，它不是从解决外部不确定性问题着手，而是从内部管理着

手，试图降低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精益生产方式基本思想是：制造商从客户的角度共同确定每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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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概念到最终消费价值链，打破传统职能部门或公司之间各种界限，并把这个价值链予以最优化。也就

是把客户、主机厂和所有零部件厂都纳入到一个大系统中进行操作，在生产时间、技术开发、资金劳动

等其他要素资源上进行整体协调，使之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浪费，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率和效

益，增强长期、综合竞争力。

精益生产方式首先在日本丰田公司取得巨大成功。在世界汽车市场需求越来越高，全球竞争日益激

烈的今天，精益生产方式对制造商尤其是最终装配企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是目前汽车行业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重要生产力方式。精益生产方式的主要问题是整车厂内部容易实

现精益生产，但难以控制众多的零部件供应商也实现精益化生产。在汽车产业发展历史时期，除了纵向

一体化生产和精益化生产方式外，国际汽车厂商对原有生产线作业方式进行创造性改进，争相实施共用

平台战略。共用平台是汽车整车厂为了提高汽车产品对柔性化生产线的适应性，在厂房内部或厂商之

间，开发可共用的汽车底盘和发动机，使生产平台数量有效减少的前提下，增加品种和批量。共用平台

的直接效果主要体现在一个底盘多品种车型的效率上。这一汽车生产方式对充分利用一个平台生产多规

格品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共用平台已取得很大进步，但经过几年实践，表现出诸如产品类似、尚

难以获得最佳规模经济效益等很多缺陷。大众公司是共用平台的始作俑者，可是实施８年后，在２００１
年宣布放弃平台共享战略。

２外部生产方式变革

无论是纵向一体化生产还是精益生产：和共用平台，都有其不足的地方。正基于此，现在大多数生

产厂家正趋向于从外部解决降低汽车生产成本和降低生产过程中不确定性的方法。汽车制造厂为了降低

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简化汽车制造工艺以及节省装配时间，要求各零部件供应商配套成系统供货，

向装配模块化方向发展，并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分担整车企业更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工作，使其在汽

车工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系统化、模块化的采用，将改变现有生产模式，使整车企业演变为单

纯的装配厂，自身仅负责车身、动力系统等几个关键部分的开发和生产，由零部件供应商提供功能模

块。

系统化供货和模块化生产是一种全新的汽车生产模式，它将成为２１世纪汽车产业生产营销的主导，

是有效地应对新世纪汽车市场挑战的一服良药。

（二）技术创新

除了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生产方式变革外，为了增强自身产品竞争力，多数汽车制造厂商还积极

追踪市场最新需求，通过汽车产业的工艺技术革新进行产品创新，这使整个汽车工艺在２０世纪末和２１
世纪初发生并继续发生一系列的重大突破。

为了满足人们个性化需求和解决由汽车带来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在汽车设计上充分利用最新高科技

成果，使汽车体积小型化、材料轻型化、运作安全化、汽车环保化、设计人性化、装置电子化。现代汽

车生产工艺正朝着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强环保意识、充分应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等方向发

展，尤其是先进的汽车电子系统和新能源环保正是未来汽车生产业的主攻方向。

（三）服务创新

随着汽车产业全球范围内激烈竞争的展开，汽车生产厂商除了在质量和价格等方面创造竞争优势

外，更多的精力放在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上。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各大汽车厂商的产品

在多年的竞争中形成了各自优势，总的说来其性价比趋于一致，所不同的是各自拥有其固定消费群，要

扩大自己的销售份额已很难再从产品本身找到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怎样顺应顾客的意愿，通过全方

位服务赢得顾客，成为汽车整车厂商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汽车销售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汽车

的销售水平，通过改进原有的销售渠道，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日本，在汽车生产厂商主导力量下已经

形成了各自规范而便于管理的销售网络，一改汽车产业发展初期那种多渠道销售方式，逐步形成了目前

以汽车厂家为中心、产销分离、严密分工的汽车专营销售体制。这种新的统一渠道的销售方式与汽车使

用过程中反复维修的需求相关。原有分散销售方式已很难对售后的复杂管理和推进售后服务发挥作用，

而新的销售方式有利于汽车厂商的发展，在售后维修和服务方面，各汽车生产厂商也纷纷采取了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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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统一技术，规范汽车售后服务市场。

汽车产业服务系统包括售前、售中、售后服务，重点是售后服务和汽车延伸服务。据统计，全球汽

车产业整车利润约占２０％，零部件利润占２０％，而另６０％的利润来自汽车服务业。服务是汽车价值链

上最大的一块 “奶酪”。

四、世界汽车产业集群与汽车城发展概况

产业集群是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产业集群之所以成为现代产

业发展的一般特征，是因为产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依据所在地区

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世界汽车产业发达国家在汽车产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汽车城，正是产业集群

和城市化在汽车经济中的具体体现。世界著名的汽车产业城有美国底特律，日本的丰田，德国的沃尔夫

斯堡、斯图加特，意大利的都灵等。国外的汽车城是汽车产业发展的结果，汽车产业带动所在城市发

展，汽车产业是所在地居关键地位的核心支柱产业。国外的汽车城，一般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汽车厂商

的总部所在地，随着这些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城市以汽车产业为核心产业，汽车产业竞争力强、国际性

强、所在城市的汽车产业在全国居于支配地位，并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

１美国底特律

底特律是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总部所在地。１９０３年，“汽车大王” 亨利·福

特在底特律创建了第一家大规模的汽车生产厂，１９１４年首次使用流水生产线生产汽车，大大提高了生

产率。福特公司的Ｔ型汽车１９０８年上市，经过８年时间到１９１６年达到１５０万辆的生产能力，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汽车生产中心。在底特律周边形成众多的以生产汽车零部件、材料的工业卫星城，如大急流

城、沃论弗林特等工业都市。汽车工业成为底特律和密歇根州的经济命脉，带动了一大批相关产业和服

务业的发展。美国两大汽车公司还在底特律建立了１９家技术中心，从事汽车技术的研究。汽车工业、

汽车技术研究、汽车服务业构成了当今底特律的汽车产业链。

２日本丰田

日本丰田市原名举母市，１９３８年，丰田汽车公司总部迁来举母市，举母市从此改名为丰田市。丰

田汽车的发展，使丰田市成为世界有名的汽车城。丰田市人口共有２８万人，其中丰田汽车公司的职工

家属占６０％。

３德国沃尔夫斯堡

沃尔夫斯堡是大众汽车公司的创始总部，随着大众汽车公司发展，沃尔夫斯堡成为举世闻名的汽车

城。为了便于与消费者沟通，大众汽车公司在沃尔夫斯堡修建大众汽车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独家汽车

博览城。大众汽车城占地２５公顷，总投资８５亿马克 （３４亿人民币），于２０００年汉诺威世博会开幕日

正式投入使用。这里设有公司各类名牌汽车展厅、来宾接待中心、博物馆、餐厅和商店，建筑组团分为

博物馆和饭店两部分，每年接待１５０万人次。其中大部分是亲自来提取大众车厂生产的新车。每天都有

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云集于此，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汽车知识，感受汽车文化，购买大众汽

车。

４德国斯图加特

德国斯图加特是世界著名汽车集团戴姆勒—奔驰公司所在地，随着戴姆勒—奔驰公司的发展，斯图

加特成为德国著名的汽车城。

５意大利都灵

都灵是意大利的汽车城，是国际知名汽车企业菲亚特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都灵市全市人口１２０
万，其中３０万人从事汽车行业。

国外汽车城非常注重国外投资和贸易，而汽车城则对国内外生产、研发、营销等活动发挥着控制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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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中国汽车产业５０年的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１） 第一阶段：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１９５３年，中国从前苏联成套引进技术和装备，３年建成了年产３
万辆卡车规模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并实现了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国产化，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３日第一辆解放牌

载货汽车下线，圆了中国人自己生产国产汽车之梦。１９５８年６月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红旗牌轿车在一汽

诞生。１９５８年以后，中国又陆续在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建成了一批汽车厂，初步奠定了中国汽车产

业的基础。

（２） 第二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载重汽车产品系列

和生产布局，初步建成了上海、一汽、二汽、重汽、南汽、长安、广汽、北汽等８个轿车生产点。中国

汽车产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发展速度缓慢，１９９０年总产量仅为５１万辆，进入９０年代，由于国民经

济的高速发展，交通运输日益发达，当时的汽车供给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加

大对汽车产业的投资，“八五” 期间累计投资５８８亿元，到 “八五” 期末全行业整车厂１２５家，改装厂

６００家，零部件厂２０００家，职工１８０万人，形成２００万辆汽车和４００亿元零部件生产能力。生产载货

车、轿车、客车、越野车、自卸车、牵引车６个大类１２０多个品种以及专用车７５０多个品种，１９９５年

汽车工业总产值２０４４亿元，销售收入２１１１亿元，汽车产量１４５７万辆，其中轿车３２万辆。

（３） 第三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１９９４年国家颁发 《汽车产业政策》，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进入第三

个发展阶段。汽车产业组织结构开始得到调整，对零部件工业的投入有所加强，产品开发得到重视，对

外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得到发展，个人购车市场开始启动，汽车产量逐年上升。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

产业结构得到不断调整，中国汽车产业由诸侯割据向三国鼎立转移，形成 “三强” 产业格局。三强之

中，上海汽车集团雄踞华东，依托两大跨国汽车集团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大有超越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和东风汽车集团公司之势 （表４ １）。

表４ １ 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中国汽车产量统计表

年 份 汽车总计 载货汽车 客 车 轿 车

１９９２ １０６１１７２１ ６２６４１４ ２７２５８２ １６２７２５

１９９３ １２９６７７８ ７７４８６８ ２９２２１３ ２２９６９７

１９９４ １３５３３６８ ７８５８７６ ３１７１５９ ２５０３３３

１９９５ １４５２７３７ ７２１８２２ ４０５４５４ ３２５４６１

１９９６ １４７４９０５ ６８８６１４ ３９５１９２ ３９１０９９

１９９７ １５８２６２８ ６５９３１８ ４３５６１５ ４８７６９５

１９９８ １６２７８２９ ６６１７０１ ４５９０２５ ５０７１０３

１９９９ １８３１５９６ ７５６３１２ ５０９１７９ ５６６１０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６８１８６ ７５１６９９ ７０９０４２ ６０７４５５

２００１ ２３４１５２８ ８０３０７６ ８３４９２７ ７０３５２５

２００２ ３２８６８０４ １１１７３８８ １０６７７７２ １１０１６９６

２００３ ４４４３６８６ １２２９６０１ １１９５２１０ ２０１８８７５



二、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及特点

（一）中国汽车产业特征

１９５７年，中国一汽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从此拉开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史的序幕。“一五” 期间，中国仅考虑生产中型载货车，且把汽车产业定位于生产引导型产业。１９５８
年，一汽 “红旗” 牌轿车和上海 “凤凰” 牌轿车面世。此后２０年间，中国汽车产业特征为：①轿车生

产量一直很低，累计产量为１４８６１辆，在汽车产量中的比重从未超过２０％；②生产能力低，总产量为

３０万辆左右；③生产技术和车型发展十分缓慢；④汽车用户主要是单位，其用途主要是战备和载货。

改革开放后，在国内强大需求以及政府对汽车产业的重视推动下，中国开始以各种不同形式大规模

引进技术，调整产品结构。特别是１９８７年，中国政府决定把汽车产业逐步转向以生产轿车为主以后，

中国汽车产业开始驶入快车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显示，在产量方面，１９９２年首次突破百万

辆大关，１９９６年达到１４５６万辆，居世界第１０位。在产品结构方面，“缺重型少轻型” 的不合理结构

基本缓解。１９９５年中国产出结构中轿车占２２４％；载货汽车占３９４％；客车占１７％；其他汽车及底盘

占２１２％。在企业组织方面，建成了一汽、二汽等汽车企业集团及一批骨干企业。

到１９９８年，中国汽车产业有整车企业１２２家和零部件企业１６２８家，职工近２００万人，形成年生产

２５０万辆汽车 （其中轿车年生产能力１００万辆） 以上、１０００万辆摩托车以及５７０多亿元零配件产值的

综合生产能力。２００４年汽车产销量达５０７万辆，工业产值１１０００亿，摩托车出口３９０万辆，出口额１２０
亿美元。

１随着汽车产业投资的不断增加，汽车产量快速增长

“七五”、“八五”、“九五” 和 “十五” 时期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

料显示，“七五” 时期投资总额为１７２４亿元，“八五” 时期投资总额达到７５６１亿元，“九五” 时期前

３年投资额就已达到５９５亿元。由于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汽车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特别是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汽车产量增长较快。１９９０年汽车产量为５０９万辆，１９９５年达１４５３万辆，年均增

长２３３％；１９９９年汽车产量达到了１８３５万辆，产量上升至百万辆级。轿车产量增长迅速，占汽车总

产量的比重不断提高。１９８６年轿车产量仅为１２万辆，１９９９年已增加到５６５万辆，所占比重也从

３２％上升到３０８％。

２组织结构经过不断调整由分散逐渐趋向集中

通过近几年来的重组与兼并，汽车生产分散的组织结构逐步趋向集中，形成了一汽集团、东风集

团、重汽集团、中汽集团、上海、天津、北京７大汽车生产基地和兵器、航空、航天３大汽车生产骨干

企业。这些企业年生产能力达二百多万辆，占中国汽车总生产能力的９４％左右，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规

模，生产集中度得到较大提高。据统计，１９９８年产量在５万辆以上的９家企业共生产汽车１２３７万辆，

占总产量的７４％左右。其中，一汽集团、上汽集团汽车产量均超过２０万辆，天津汽车集团、东风集团

等汽车产量均在１２万辆以上。

３汽车产品档次和制造技术水平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有较大提高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中国汽车产业建立了一大批合资企业，引进的主要是国外知名汽车公司７０
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技术成熟期产品，少数属于８０年代后期水平的产品，从而大大提高了汽车制造技术

水平。特别是近几年，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有很大进步，主要汽车厂除了对现有品牌的汽车产品进行改

型或更新换代外，有的还转向了新产品的生产，如一汽大众生产的奥迪Ａ６、上海通用生产的别克、上

海大众生产的帕萨特Ｂ５、广州本田生产的雅阁，这些车都是当代国际先进产品。由于整车车型及技术

水平的不断更新提高，也带动了零部件配套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合资零部件企业，由于成熟的技术

与科学的管理使它们逐渐接近世界发达水平。

４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８１～１９９８年，汽车产业总产值从７２２亿元增加到２１８５４亿

元 （以１９８０年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长２２２％；实现利税从１２６亿元增加到２２６亿元，年均增长

１８５％。１９９８年，汽车产业增加值达到６６１３亿元 （当年价），占当年全国制造业增加值的４４％，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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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ＧＤＰ的０８％；１９９８年，汽车产业总产值为２７８７３亿元 （当年价），占当年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

４８％。

５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汽车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１９９８年中国汽车产业职工总数为１９６３万

人，相关行业从业人员为２７９０万人，是汽车产业职工总数的１４２倍。汽车产业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

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１４４％，也就是说，大约每７个就业人员中就有１个在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汽车

相关的工作。

６２００３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新形势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走过５０个春秋，在世界汽车产业中还十分弱小。近年来，在跨国汽车企业在华

投资发展影响推动下，中国汽车产业展现新的曙光。２００３年，中国汽车产业连续两年实现３０％以上的

高速增长。全年共生产各类汽车４４４４万辆，销售４３９１万辆，同比分别增长３５２％和３４２％，其中

轿车２０１９万辆，销售１９７２万辆，同比分别增长８３３％和７５３％，从３００万辆级到４００万辆级，仅

用了短短一年时间，中国汽车产业从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汽车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使中国在国际

汽车市场中的地位相应大幅提升，中国已成为紧随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大汽车需求市场。中国汽车产业

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稳步增加，车型日益丰富，以及车价不断下

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全国５４６０家汽车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９９０年不变

价）１０２２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１％，实现产品销售收入９２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７％，实现利润总额

７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４９％。全年进口汽车产品总金额８８亿美元，增幅１９７３％。２００３年，我国汽车

产品出口形势喜人，全年出口汽车产品总金额８０３亿美元，不少企业的整车产品实现小规模出口。

（二）中国汽车产业生产集中度与主要汽车企业集团

汽车产业是生产高度集中的规模产业。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地方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全

国各省市都建立不同规模的汽车生产企业，中国汽车产业高度分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国汽车行

业加大组织结构调整，通过联合重组加快了向集团化、多品种、大批量方向发展，产业组织的生产集中

度不断提高。中国三大汽车集团生产集中度达４７８５％，市场占有率达４８％。

表４ ２ ２００３年三大集团产销率及生产集中度和市场占有率

企业名称
产量 （辆）

载货车 客车 轿车 合计
生产集中度（％）

销量 （辆）

载货车 客车 轿车 合计
市场占有率（％）

一汽 ２２２６９９ １１６１７３ ５１９８６５ ８５８７３７ １９３ ２１９２２４ １１８７１１ ５１６４２３ ８５４３５８ １９５

东风 ２０９１５０ ４４６５２ ２１９２１０ ４７３０１２ １０６ ２０９６５９ ４４９９７ ２１４５５２ ４６９２０８ １０７

上汽 ５１３６７ １３２９３６ ６１２６６６ ７９６９６９ １７９ ５０６７４ １３３８４４ ５９７５１８ ７８２０３６ １７８

注：本表资料来源于中汽协会行业信息部。一汽集团包含：一汽、一汽大众、一汽红塔、一汽华利、一汽夏利、成都一汽、一汽轿

车、一汽山东汽改８家企业；东风集团包含：东风、神龙、东风乘用车、东风悦达起亚４家企业；上汽集团包含：上海大众、

上海通用、上汽通用五菱、上海申沃、上海汇众、上汽仪征、上海通用东岳７家企业。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年度报告统计，中国汽车产业整车销售额超百亿的企业有９家，５０亿元以

上的企业有１３家。目前中国汽车产业处于重组整合时代，从国内汽车企业实力分析，主导中国汽车产

业核心力量的仍是三大汽车集团：

（１） 第一汽车集团是中国汽车产业的 “老大哥”，建厂５０多年，为中国汽车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汽的成败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汽成功地实现了产品和制造的

技术改造，建立了比较合理、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结构体系，改革了经营管理机制，使老企业焕发出新

的活力。一汽既重视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也重视自身的发展。目前从企业整体实力上看，一汽在国内

仍处于领先地位。

（２） 东风汽车集团是中国汽车产业的 “少壮派”，有一种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企业精神，这种精

神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东风汽车公司在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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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这些年，东汽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在货车生产方面具有优势，后劲不可低估。目前东风汽车

公司将总部移至武汉，并与日本日产公司全面合作组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在广州建立广州风神汽车公

司。东汽集团的战略举措，将对东汽发展产生战略性影响。

（３） 上海汽车工业 （集团） 公司：上汽集团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上海良好的工业基础、

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和环境优势为上海汽车产业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上海没有走中国汽车产业传统的老路，而是采取中外合资，合理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高

起点、高速度发展，以最短的时间达到一定的规模，先于其他地区和企业抢占了轿车市场。同时，及时

组织国产化工作，降低成本，确立市场优势。上汽的做法创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为中国汽车

产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上汽在发展势头上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产业发展主要依托两家实力雄厚

的跨国汽车企业，在自主知识产权车型的开发运用上尚存不足。

（三）国内汽车产业园概况

１上海国际汽车城

上海国际汽车城是上海市政府 “十五” 计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作为上海西部的综合性汽车产业基

地，它将与东部的微电子产业基地、南部的石油化工基地、北部的钢铁基地共同构成上海 “东南西北”

四大产业基地。上海国际汽车城位于安亭地区，规划占地６８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整车和零部件配

套制造区、国际赛车场、教育园区和安亭新镇区等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定位于：将上海国际汽车城建设

成集汽车研发、制造、贸易、科教博览、赛车运动、文化旅游、服务于一体的国际化汽车城。汽车城的

开发建设将按照 “统一规划、分步建设、滚动发展” 的原则进行，前期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约为１００亿元

人民币，最终包括核心贸易区招商引资、安亭新镇开发和国际赛车场在内的建设总规模将达５００亿人民

币以上。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是在２～３年内广泛开展国际间合作，５年基本建成，力争经过１０年的滚动

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汽车产业的重要基地。

上海国际汽车城核心区占地面积７４３平方公里。规划有汽车展示贸易区、研究开发区、主题公园

和高尔夫球场，集中了汽车贸易展示、汽车研究开发、汽车信息服务、汽车科教博览、汽车文化旅游和

汽车物流仓储等多项功能。贸易区将积聚全球汽车品牌营销机构，展示汽车文化，发挥强大的博览会展

功能，辐射华东及中西部地区。其中汽车博览公园以汽车文化为主题，建筑面积达２万４千平方米的汽

车博物馆和３万９千平方米的会展中心目前正在建设中。整车和零部件配套制造区占地１５５平方公里，

包括上海大众的厂区，以及占地８３平方公里的上海国际汽车城零部件配套园区，是中国重要的轿车及

零部件制造基地之一，来自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企业

已落户制造区，至２００５年，实现轿车产量５０万辆，零部件产值２００亿元以上。教育园区占地１７平方

公里，园区内将引入与汽车产业相关的著名高等院校，并为汽车城提供充裕的人力资源。同济汽车学院

作为首家进驻高校，项目已正式启动。学院将成为集教育培训、科研开发、市场服务、国际交流等多功

能为一体的汽车专业高等学府，规划在校学生１５０００人。国际赛车场规划占地５３平方公里，位于上

海国际汽车城东北部，由赛车场区、商业博览区、文化娱乐区和发展预留区四部分组成，总投资５６亿

元人民币。赛车场由德国ＴＩＬＫＥ公司总设计，已于２００４年６月建成试车，于２００４年９月开始举办Ｆ１
赛事。安亭新镇是上海国际汽车城的生活居住配套区，规划占地５４平方公里。一期开发住宅约８４４
万平方米，可满足约３万人的居住需求。

２广州花都汽车城

广州花都汽车城位于花都区中心城区西南部，一期规划占地１５平方公里，二、三期规划占地３５平

方公里，合计占地５０平方公里，是广州市重点开发园区，距广州市区２２公里，距白云国际机场１２公

里。花都港位于汽车城南端，广州轻轨铁路也将连接汽车城，交通十分便利。汽车城发展战略定位于：

以风神汽车为龙头，集汽车制造和零部件生产、汽车贸易服务、汽车物流、汽车博览、汽车科技与信

息、汽车文化与体育等为一体，成为华南地区汽车贸易的核心市场、整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的重要基

地。汽车城将规划建设９个区，包括整车生产区、零部件工业园区、贸易服务区、物流中心区、出口加

工区、汽车学院、汽车研发区、汽车主题公园和日本风情小镇。汽车城具有两大特色。一是汽车贸易服

务。汽车城具有一流的汽车贸易服务园区，园区内设有汽车交易、二手车交易、汽车零配件交易、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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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潢美容、汽车养护、汽车维修、汽车监测、汽车出租等汽车贸易服务；二是汽车主题公园。公园内设

有汽车试车道、电瓶车道、公众赛车场、汽车宿营地、汽车旅馆、汽车影剧场、汽车博物馆等，集品牌

展示、汽车博览、汽车科普教育、汽车文化体育于一体，将公园建成广州乃至华南地区独一无二的爱车

族乐园。

汽车城的建设将按照 “一次规划、分步实施、滚动发展” 的原则进行，分为近期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基

本建设期、中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建设发展期、远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巩固完善期三期开发。在开发建设

中，将按 “无费区” 标准建设，除国家、广东省、广州市规定收取的费用外，花都自身的行政费用将不

再收取。汽车城于２００２年７月开始规划建设，目前已完成基础建设。招商引资方面，已吸引２５家汽车

零部件企业落户，总投资约２０亿元人民币，意向投资客户４１家，其中包括广州优尼冲压有限公司和广

州日立优喜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

３福州东南汽车城

福州东南汽车城位于福建省会福州市青口镇，规划面积２９９３亩，是以东南汽车为核心，以整车、

零部件生产制造、科研为主体功能的汽车产业城。至２００４年已吸引３５家台湾中华汽车公司的配套零部

件企业进入汽车城，累计投资超过３０亿元。汽车城拥有完整的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工艺，是

一个自前段工序配套件至后段工序整车组装都具有自主发展能力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汽车生产基

地。东南汽车城的同步建成提高了东南汽车产品的国产化率和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产品

品质，有力地增强了东南汽车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

东南汽车城汽车零部件企业目前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座椅、方向盘、排气管、油箱、转动轴、车

架、横梁、汽车空调、线束、车灯、减震橡胶衬条、活塞、转动件、泵类、发电机、电动马达等上百种

零部件产品。

三、中国汽车产业现状分析

近年来，中国汽车市场需求增长很快，汽车产业迅速发展，但中国汽车产业深层次的问题仍未得到

很好解决。对比世界全球化的汽车产业，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可言，最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潜

在市场。如果我们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劣势，那么巨大的潜在市场只能拱手让给跨国汽车集团。中

国汽车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业集中度低。中国现有１１８家整车厂、５２０家改装厂

以及２０００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汽车企业总数超过美国、日本和西欧汽车企业总和。中国汽车一年

的总产量，只相当国外一家大汽车公司几个月的产量。而美国汽车产业集中度大于９０％，日本达到

６５％。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汽车市场成熟度低，缺乏有效竞争机制；政府监督机制失

调，力度不够。

（２） 技术落后，缺乏自主开发能力。产品的开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主要体现在整车和零部件上，由于

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中国汽车产品除了引进就是仿制，没有自己真正的品牌车型和核心技术。造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有：研发投入不足，投资过于分散；人才缺乏且分散；引进—吸收—创新模式未能取得有效

成绩，中国汽车企业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支持体系疲软，汽车企业缺乏应有的配套环境支持

体系。

（３） 产品结构不合理。货车仍以中型车为主，不适应高速公路和特种运输的需要。轿车品种单一、

技术性能低、价格高。

（４） 国际市场的隔离。长期的贸易壁垒限制了国际竞争，同时采取产业准入和产品分工政策限制了

国内竞争。

（５） 国内市场分割。由于地区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限制外地生产的汽车进入，保护地方企业生存

和发展。

（６） 消费市场畸形。公用消费膨胀，私人消费限制。公款买车、干部乘车几乎成为制度和传统。

（７） 整车与零部件发展不平衡。相对整车工业，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显得滞后。主要表现是：投资

不足和企业结构不合理，产品工艺水平低，质量难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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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原材料基础产业落后，相关产业不发达。汽车行业是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产业，汽车产业涉及冶

金、橡胶、电子、石化、轻工、机械、建材、仪表等行业。汽车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要求这些相关产业同

步或超前发展，而中国原材料、基础工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发展滞后的现状严重制约了汽车产品技术水平

的提高。

五、中国汽车市场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汽车消费锁定在生产经营工具的理念上，因此，汽车市场处于封闭状态，市场规模

小，增长缓慢。改革开放以后，汽车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观念和政策上的原因，汽车市场仍然

起色不大。中国加入ＷＴＯ迫使国家开放市场，中国的汽车产业才真正进入市场化的轨道。

１中国汽车市场需求综合分析

加入ＷＴＯ近五年来，中国汽车需求连续实现超高速增长，中国汽车市场的国际地位与汽车工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２００３年中国汽车产量达４４４万辆，同比增长速度达３５２％，销售４３９１
万辆，同比增长２４２％，汽车产销率为９８８％，这是中国汽车产业连续五年高速增长。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汽车市场的这种持续高速增长是由于结构转型这一深层因素导致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需

求主体由集团消费转变为私人消费；二是汽车产品的主体属性由生产资料转变为生活消费品；三是汽车

作为私人生活消费品，目前还处于刚刚起步阶的段。据相关数据预测，中国未来三年内汽车市场还将保

持２５％～３０％的增速，将释放出５００万辆以上消费潜能，２００４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

第四大汽车生产国，２００６年底汽车产量将超过７００万辆，２０１５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

大汽车生产国。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我国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地前期积累的汽车购买力已达１５０万～２００万辆，而家庭汽车消费的第二梯队城市规模更为庞大。

目前，中国人均年收入在１０００美元～２０００美元的省份有１１个，这些地区将成为未来汽车消费主力

军。个人消费汽车数量按世界平均水平要求，中国汽车需求在１０００万～１２００万辆之间。这是一个巨

大的潜在市场，世界主要跨国汽车集团都看好这一市场。国内许多部门、地方、企业都把汽车产业作为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近年来又有数千亿元投资于汽车产业，引发了中国汽车产业投资热门问题。

目前，全国已有２３个省市生产轿车。全国有１２３家汽车整车生产厂，但超５０万辆生产规模的仅２家，

７０家年产不足１０００辆。预计到２００６年，中国汽车市场总产能将超过７００万辆，按年平均２５％增长上

升，２００６年国内市场需求在６５０万～６９０万辆之间，产销基本平衡。由于中国市场不确定因素很多，价

格滑坡、产大于销的风险随时存在。随着中国汽车产业产能增加、品种增加、价格降低和人民收入水平

提高，中国汽车市场开始进入买方市场。任何一个品牌主宰市场的情况都不可能发生，一个品牌市场占

有率将难以超过１０％。中国轿车市场将形成多品牌、多企业、多用户的竞争局面。

２影响中国汽车市场稳定持续增长的因素

影响中国汽车市场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有３个方面。

（１） 汽车购买力：中国汽车市场的高额利润和高速发展是吸引外资纷纷加入中国车市的主要原因。

虽然中国汽车市场潜力很大，但实际购买力难以长久保持１５％以上的增长率。因为中国是一个有９亿

农民的发展中国家，在集中汽车购买需求有效释放后，中国汽车销售增长率将维系１０％左右，并保持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根据不同消费群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是汽车厂商的明智之举。

（２） 汽车消费环境：中国的汽车消费环境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汽车消费环境包括：国

家有关汽车生产、消费政策、法规；道路、交通环境、汽车消费服务体系、汽车消费文化理念，等等。

中国汽车消费环境还未真正优化建立，如高额汽车消费税、关税、各种牌证费用、交通管制、道路环境

等不合理因素都会影响汽车的消费需求。

（３） 产业配套及相关产业链落后：在评估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时，一般认为在国民经济

ＧＤＰ增量中，有１?７～１?６是汽车产业提供的。与其他行业相比，汽车的拉动作用是最强的。汽车行业

能带动１００多个相关行业发展。但由于我国与汽车行业相关的行业还比较落后，难以与现代汽车产业兼

容接轨，需要一个改造提升的整合过程，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汽车产业将受制于其上游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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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机械、橡胶、石化、电子、纺织等行业，和其下游保险、金融、销售、维修、加油站、餐饮、旅业

等服务行业。因此汽车产业的发展并非一个孤立的产业，而是上下游相关产业链互动发展的高集中度产

业。

六、跨国汽车集团在华投资与竞争态势

１跨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中获得了最大好处

中国加入ＷＴＯ，为跨国汽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打开大门。入世近五年来，最早进入中国汽车市场

的跨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高速增长中都获得意了想不到的收益。

表４ ３ ２００３年主要汽车合资企业的产销情况

企业
生产量 （辆）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２年
增长 （％）

销售量 （辆）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２年
增长 （％）

上海大众 ４０５２５２ ２７８８９０ ４５３ ３９６０２３ ３０１０９５ ３１５

一汽大众 ３０２３４６ １９１６９５ ５７７ ２９８００６ ２０９６９６ ４２１

上海通用 （包括东岳） ２０６９６４ １１１６２３ ５１４ ２０１２８２ １１０８３３ ８１６

广州本田 １１７１７８ ５９０８０ ９８３ １１７１１３ ５９１５１ ９８

神龙公司 １０５４７５ ８４３７８ ２５ １０３１２６ ８５０８８ ２１２

长安铃木 １０２０８３ ６７８４６ ５０５ １０００１８ ６５０１８ ５３８

风神汽车 ６６１３４ ３９０４７ ６９４ ６５１０８ ４１０６０ ５８６

东风悦达起亚 ４７６０１ ８９９４ ４２９３ ４６３１８ ７９１５ ４８５２

南京菲亚特 ３６６４４ ２３０２６ ５９１ ３６９０１ ２２１３２ ６６７

北京现代 ５５１１３ ５２１２８

东南汽车 ３５６８７ ３３５５７

长安福特 １８５３５ １７３０１

北京吉普 １８１４７ ７３２８ １４７６ １８３２６ ６６８３ １７４２

２主要跨国汽车企业都已进入中国市场，并加大投资力度

（１） 日本汽车公司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与广汽集团合作，在广州南沙投资建

厂，计划年生产５０万台发动机、４０万台佳美轿车。同时，丰田与一汽合作成立天津一汽丰田有限公

司，生产丰田系列产品；丰田提出２０１０年前，在中国市场份额占到１０％，这意味着丰田每年在中国生

产销售汽车１００万辆左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日产） 总裁中村克已发布该公司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７年的４
年计划，宣称计划生产商用车达３２万辆，乘用车３０万辆；到２００７年，汽车销售额８００亿元，利润

１０％；商用车进入全球前三名，乘用车占中国市场１０％的份额。本田公司稳扎稳打，从小做大。２００３
年突破１１万辆，２００４年产能扩大到２４万辆，加上广州出口加工区建２０万台出口生产基地，产能达４０
～５０万台。

（２） 德国大众公司扩大中国合资企业生产规模。德国大众将于２００７年前在中国增资３０亿欧元，新

建两个新工厂，将现有两个基地的产能各扩大到６０万辆，大众在中国产能将达１２０万辆。

（３） 美国通用公司在中国的扩建势在必行。美国通用公司在上海建１０万辆工厂时，多数人认为规

模太大。仅三年时间上海通用产量超过设计纲领，产品供不应求。２００２年兼并山东烟台汽车厂，把赛

欧的生产转移至山东，在广西柳州生产小型和微型汽车。通用公司在中国产能接近１００万辆，另外，通

用还准备２００４年在中国投产凯迪拉克高级轿车。

（４） 美国福特扩大在中国的投资。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比尔·福特，宣布在未来几

年内与长安集团共同投资１０亿美元，提高产能，拓展新产品，把长安福特汽车从目前２万辆扩大到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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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同时建设第二个轿车工厂和一个新的发动机厂。

（５） 宝马在中国的投产带动了中国高级轿车的消费。宝马集团与华晨合作成立华晨宝马汽车公司，

生产宝马系列产品，项目投资４５亿欧元。戴—克公司与北京汽车控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生产奔驰Ｅ
级和Ｃ级轿车以及中重型卡车、发动机和组件，总投资１０亿欧元 （约９０亿元人民币）。

（６） 韩国现代集团雄心勃勃，投资有增无减。由于现代集团在华投资第一年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

因此开始扩大在华投资。２００３年北京现代轿车产量突破５万辆。到２００５年计划达到３０万辆，２０１０年

目标是５０万辆。现代集团的起亚汽车１９９８年在江苏盐城建立工厂后，后又在张家港建年产４０万辆规

模的工厂，２００５年产量２０万辆，２００７年产量达３０万辆，２０１０年产量达５０万辆，到２０１０年现代集团

在华建设目标是１２５万辆。

（７）跨国汽车集团不但看好中国轿车市场，同时大规模进军重卡市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国内

重型货车市场基本是一汽、东风、重汽所瓜分。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国外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军重卡市场。

戴—克集团与北京汽车控股签订合作协议，决定与福田合作生产重型货车。福田北京怀柔重型车基地

２００３年达到１０万辆生产能力。有戴—克品牌和技术支持，福田重卡的发展令人关注。日野公司推出两

款大客车和两款拖车，价格相当有竞争力，有意在江苏与春兰合作生产新型卡车。雷诺 （沃尔沃） 公司

计划与重汽合资，在中国生产１８～１００吨之间的重型卡车，到２００８年计划生产１万辆。

３国际汽车零部件巨头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各大汽车公司全部进入中国投资生产，国际汽车零部件巨头也加快了

进入中国的步伐。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德尔福汽车系统公司在中国设立了１３家独资和合资企

业，１个技术中心和１家培训中心，总投资达４亿多美元，在中国业务总销售额近５亿美元，在华企业

１／３产品出口，在华销售额年增长率１０％以上。全球第二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维斯顿 （Ｖｉｓｔｅｏｎ）２００３
年９月１日在日本横滨宣布：其亚太地区总部迁至上海。维斯顿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８日从福特汽车公司独立

出来，是全球５００强企业。１９９４年与上海共同投资２２３亿美元成立延锋维斯顿汽车部件系统有限公

司，生产各类汽车零部件。目前该公司在中国有多家专业公司。日本电装是世界汽配行业第四，在中国

有９家生产基地，专门生产汽车空调。德国博世公司已在中国建立覆盖全国的规模化零部件销售网，在

中国拥有１５３家售后维修服务站。全美５００强企业之一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阿文美驰公司在中国内地成立

了３家合资公司，为国内的各大汽车厂商提供配套零件。

据统计，目前外商在我国投资的零部件企业已接近８００家，国际著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几乎都在中

国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２００２年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销售额为７５０亿元人民币。这其中，美国德尔福、

日本电装、德国博世等三家的市场份额就占到１４％。

４跨国汽车集团在华竞争态势

世界九大汽车集团全部进入中国汽车市场。从目前形势看，德国大众、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占有先

发优势，戴—克、宝马、美国福特、日本丰田正在奋起直追。其他几个世界知名企业，意大利菲亚特、

法国雪铁龙—标致、雷诺—日产和韩国现代也不示弱。未来十年内中国汽车市场将进入国际化竞争时

代，并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

七、中国汽车产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外资进入所产生的 “国际竞争国内

化” 的压力，而且面临着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一较高下的竞争压力。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深刻影响

至１９９８年底，中国汽车产业中中外合资企业４００余家，其中各类汽车生产企业５０余家，并主要集

中在轿车生产中 （中国轿车工业中除天津汽车公司外，全部为合资企业），组装及零部件企业２４０多家，

其他服务、咨询类企业４０多家。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在轿车工业中的直接投资，加速了汽车成为中

国支柱产业的进程，改变了汽车产业的产品结构，提高了汽车产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了汽车产业的组织

结构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

（１） 汽车产业，尤其是轿车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其他产业发展。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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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中期，汽车产业的需求已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５％～６％、汽油的８０％～９０％、机床的１４％～
１６％、钢化玻璃的５０％、轮胎的４５％、工程塑料的１５％、油漆的１５％。汽车产业，尤其是轿车工业的

发展还大大促进了汽车维修、汽车销售、汽车租赁、汽车美容等服务性行业的发展。

（２） 外商直接投资于轿车工业，使中国汽车产业的产品结构得到了很大改变。１９９０年轿车产量只

有４１４万辆，占汽车产品总量的８３３％；１９９８年已达５０７万辆，占汽车产品总量的３１５４％。

（３） 轿车工业通过合资，不断地获得新的技术，有些企业已以此为基础开发出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

新产品，如一汽的红旗９８新星。

（４） 通过合资建立了几个大的轿车生产企业，抑制了盲目的重复建设，使中国汽车产业的产业组织

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目前中国轿车工业前５家的生产集中度已达９５％以上，其中前４家是合资企业。

（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产轿车已占据９０％以上的国内市场。如果没有建立合资企

业，中国的轿车产量将减少２?３以上。

外商投资领域偏重于整车，并且热衷于组装车，而不注重国产化。从投资领域看，由于跨国公司的

战略考虑，截至１９９５年底，外商投资中５７９％投向整车项目，并主要集中在轿车生产企业，投向零部

件项目的仅为３０５％。而中国政府在确定汽车零部件６０个关键产品的发展时，曾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

于外资。因此，可以说外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进入中国尚未达到所需的程度，这必然会影响中国汽车产业

产品的国产化率，进而影响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实际经营情况看，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只热衷

于进口散件组装汽车，获取利润，而不注重国产化问题，特别是在中方合作伙伴实力较弱的情况下更是

如此。跨国公司在合资谈判中承诺的汽车零部件返销的条件，大部分没有实现。尽管中方试图控制合资

企业的股权结构，特别是整车生产企业的股权结构，外资对于中国汽车产业企业控股权的争夺仍然非常

激烈。以中外合资轿车生产企业的股权结构为例，尽管中方在主要合资企业中都拥有一定的控股权，但

外资所占股权比例仍然不少，甚至在不少企业中可以与中方相抗衡 （参见表４ ４）。

表４ ４ 中国主要合资轿车生产企业股权结构

企业名称
股权结构 （％）

中 方 外 方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６８６５ ３１３５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６０ ４０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７０ ３０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０

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５１ ４９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０

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０

尽管中方在中外合资整车 （特别是轿车） 生产企业股权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控股权，但中方在中外合

资整车生产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新产品开发上却未必占有有利的地位。虽然中方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中外

合资整车生产企业的控股权，但外商往往通过知识产权对合资企业的产品开发进行牵制。在新产品开发

时，外商往往试图继续转让即将过时的技术和产品，而对转让产品开发设计技术和最新技术则不那么积

极，甚至以产品专利权为名，影响和阻挠中方的新产品开发计划。在商标策略上，外商主要通过使用跨

国公司的商标，或把跨国公司的商标与中国著名商标进行组合，从而在商品市场上对中国著名企业进行

牵制。因此，尽管外资的进入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是，外商的投资战略导

向，使得中方除了一定的控股权外，在知识产权、关键零部件开发及其国有化、品牌等方面都处在相对

劣势的地位。这一方面会影响中方在与外商合资中的谈判实力和竞争地位；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中国汽车产业 （包括以合资企业的形式） 进一步走出国门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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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入ＷＴＯ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深刻影响

对中国汽车产业而言，加入ＷＴＯ既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会对行业产生强烈的冲击。加入 ＷＴＯ
可能会给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但从目前来看，它所带来的强劲冲击可能更加明显。

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 ＷＴＯ所达成的协议为例，与中国汽车产业相关的内容包括：到２００６年，

汽车整车的进口关税税率从８０％～１００％降至２５％，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关税税率降至１０％；到２００６年

取消汽车的进口配额；美国汽车公司可以向中国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美国公司将在３年内获得全部贸

易权及产品分销权；取消国产化率的要求；取消技术转让作为投资条件的要求。从中不难看出，加入

ＷＴＯ对中国汽车产业的现实冲击和竞争压力是非常大的。

第一，加入ＷＴＯ对汽车生产的影响。从国际范围看，汽车生产能力已严重过剩。据统计，１９９６
年全球各汽车公司的生产能力是６８００万辆，实际产量是５０００万辆，相当于总生产能力的７３％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各汽车公司在全球汽车市场上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日、美、德、法、意等国的十

几家汽车跨国公司已将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发挥到极致，因而在加入 ＷＴＯ之后，由于过

快减少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中国汽车产业生产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协议条款中，取消国产化率和把技

术转让作为投资条件的要求，从长远看，这对于汽车产业的影响比关税降低的影响更大。因为汽车产业

的核心技术都由发达国家所掌握，所以，发展中国家通过国产化率的要求和把技术转让作为投资条件的

要求，本质上是强制汽车产业发达国家把技术转让给我们，特别是对汽车基本性能有最重要影响的核心

技术，如发动机、变速器、制动器、传动轴等。如果取消了这些要求，完全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中国

的汽车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特别是技术含量高、价值大的轿车工业受到的影响

最大。

第二，加入ＷＴＯ对汽车消费及价格的影响。由于中国仍执行比较高的进口关税，所以，国内汽车

价格与国际汽车价格的整体比较，同样档次的车型，国产车价格要高出国外售价１倍左右，尤其是轿车

价格的国际竞争力系数为零。在影响国内消费者购车行为的诸多因素中，进口车在品牌、质量、技术含

量上均强于国产车。因此，在加入ＷＴＯ以后，随着进口税率的逐步降低，国外汽车产品将会大量进入

中国市场，迫使中国汽车生产厂家降低汽车价格，从而对国内汽车消费市场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加入ＷＴＯ对汽车销售及金融服务的影响。国内的汽车生产企业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汽车

销售流通体制上，近十几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几大轿车生产厂家，都已建立起遍布全国的销售

维修服务网络。在加入ＷＴＯ之后的保护期内，国内销售网络对促进国产车销售、削弱进口车的冲击将

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但随着国外汽车公司在中国相继建立起自己的营销网，国内企业与跨国汽车公司

在资金实力、销售管理制度及理念、技术支持和服务上的差距就会显露出来。因此，国内的生产厂家如

果不能把销售网络建得更完善、服务的标准和做法与国际接轨，并努力突出中国特色，就难应付加入

ＷＴＯ后进口车的冲击。

第四，加入ＷＴＯ对汽车相关政策、法规、法律的影响。一方面加入 ＷＴＯ之后，指导中国汽车产

业发展的一些现行政策如基本国产化率要求、技术转让条件、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都难以适应新形势

的变化，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同时，中国在与汽车生产相关的行业标准化制度、汽车产品的认证制度以

及汽车产品的商检制度上都与国际上存在较大差距，而这些行业性制度、法规对保护弱国的国内企业起

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有关汽车销售、维修、使用的相关法律十分欠缺，特别是缺乏对汽

车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当国外产品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时，无法做出适当的裁决。加入 ＷＴＯ
后，加快制定与汽车相关法律、法规的任务相当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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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一、主要指标国内外对比

在一般意义上，分析一国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可以该国总体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结合该产业

的经济技术特点，选择若干方面的指标进行分析。以下选择产业地位、贸易竞争指数、市场占有率、规

模经济、市场集中度、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国内市场容量等８个方面，通过若干指标的对比分析，

来说明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１产业地位

从汽车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来看，中国汽车产业与发达国家汽车产业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１９９８年，中国汽车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０８％，而美国汽车产业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为５６％（１９９４
年），日本汽车产业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为８９％（１９９３年），韩国汽车产业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为８７％

（１９９３年）。

２贸易竞争指数

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尽管中国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长足的发展，汽车进口数量逐年递

减，但迄今为止，中国汽车产业的贸易竞争指数仍然为负 （进口大于出口），表明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

效率还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能力较弱。

３市场占有率

尽管在国内市场上，国产汽车仍占有不小的比重，但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看，情况就大不相同

了。无论是考察中国汽车出口额占全世界汽车销售总额的比重，还是考察中国汽车销售额 （或总产量）

占全世界汽车销售总额 （或总产量） 的比重，都不难看出，中国汽车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

低。特别是当我们在控股权、国产化率、品牌三方面相结合的意义上来把握 “中国汽车产业” 的时候，

更容易感受到这一点。

４规模经济

众所周知，汽车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规模经济特征明显的产业。国外大中型汽车生产

企业的年产量均超过１００万辆，如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汽车公司年产汽车均达到４００万辆。１９９８年，

中国汽车总产量１６３万辆，相当于发达国家汽车行业一个中型企业的年产量，却有１２０余家的整车厂

（相当于美、日、欧等汽车整车厂之和） 分布在二十多个省、市、区，归属于机械、交通、航空、兵器

等９个部门和系统，且大多数都是产量少、规模小的汽车厂。整车企业总数共有１２２家，产量在５万辆

以上的大型企业有１０家，产量１００～５０００辆的小企业多达８９家。因此，尽管中国汽车产业在近年来

已经开始由分散趋向集中，但仍未达到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规模水平。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作横向比较，同样可以看出中国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太低。以轿车工业为

例，比较一下ＭＥＳ指标和Ｄ值 （表４ ５）。ＭＥＳ表示一家工厂的最小最优经济规模，即长期平均成本

最小时的最小产出。轿车工业的最小最优经济规模 （ＭＥＳ） 为年产３０万辆。Ｄ值则表示达到ＭＥＳ的企

业的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比。

表４ ５ 中外轿车产业的规模比较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Ｄ（ＭＥＳ占本国市场％） ０ １００ ９９６１ ９７９９

产量 （万辆） ４８２ １０４４５ １１０７５ ２４１６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１９９７年，第５０２页；《中国汽车市场展望》，１９９９年

中国轿车工业的规模很小，年产量不及美、日的１?２０。美、日、韩三国的Ｄ值都非常高，接近或

达到１００％；而中国的Ｄ值为０，还没有一家轿车企业达到规模化生产。



５市场集中度

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最显著的产业之一。众多汽车生产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必然使企业规模向

大型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产业集中度提高，市场结构向寡头垄断格局演变。然而，中国汽车产业的市

场集中度却比较低，这也是和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水平低、市场进入壁垒低的状况相适应的。这里选

用绝对集中度 （ＣＲｎ） 和哈菲德尔指数 （ＨＨＩ） 作为衡量市场集中度的指标：ＣＲｎ为某产业中规模最大

的前ｎ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之和，ＨＨＩ为某产业中每一企业市场份额平方后的加总。例如，一产业拥

有３家市场份额分别为５０％、３０％、２０％的厂商，则ＨＨＩ＝２５００＋９００＋４００＝３８００。

表４ ６ 中外汽车产业集中度比较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ＣＲ３（％） ４１７ ９８９ ６３１ ９７１

ＨＨＩ ９０２ ３６７６ １７７１ ３４３５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１９９７年，第５０２页；《中国汽车市场展望》，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３页

据美国颁布的 《水平兼并指导原则》 认为，如果兼并后行业内的ＨＨＩ指数较高，是寡头垄断市场。

中国汽车产业的ＨＨＩ指数较低，低于１００（表４ ６）。

６技术水平

从总体上讲，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低，国际竞争力较差。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汽车产品和制造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汽车产业目前的主力产品大部分属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引进的国外汽车生产企业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处于技术成熟期的产品，从整体上看，比发达

国家落后一两代。因此，尽管中国汽车整车制造技术水平近年来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发达汽车产业国家

相比，至少落后１５～２０年，与韩国相比也有十年左右的差距。虽然前些年引进的技术是外国公司当时

的先进技术，但由于消化吸收及国产化的时间过长，等到国产化率上去了，外国公司已生产出技术更先

进的产品。如上海桑塔纳，在德国投产是１９８２年，中国引进是在１９８４年，一种车型我们一生产就是十

几年，而这期间，德国却换了好几代新产品。二是汽车产业研究开发能力弱，严重制约中国汽车产业赶

超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中国汽车产业中除中型卡车具备自主开发能力，部分轻卡及客车也有自己的产

品外，相当多的车型，特别是轿车，都是引进产品，自主开发能力及开发水平低、开发周期长，在高、

新、尖技术领域尚存在许多空白。国内８大轿车厂家生产的几十种车型中，仅有两种是国产品牌，其余

均为引进车型，而且这８大轿车厂大多数都不具备整车开发能力。而国外汽车公司一个技术平台能推出

几十种车型，可以满足顾客不同的需要，质量水平也非常稳定。中国汽车产业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缺乏

是与生产企业对研究开发的重视程度分不开的。科技投入不足，造成汽车产业研究开发技术基础落后。

据对中国汽车产业主要厂家Ｒ＆Ｄ费用在销售额中所占比重的分析，除一汽、东风有些年份略高于１％
外，其他厂家都低于１％。而汽车产业发达国家的大公司Ｒ＆Ｂ费用占其销售额的比重一般在３％～
５％。如果从Ｒ＆Ｄ费用的绝对数来看，中国汽车企业的Ｒ＆Ｄ费用与这些国外公司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因此，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影响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能力，阻碍了产品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从长远

看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

７劳动生产率

中国汽车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低于汽车产业发达国家水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劳动力价

格低的优势。随着汽车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汽车产业劳动生产率近几年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按每个职工每年生产的汽车数量计算，劳动生产率从０３５辆提高到０８３辆。但与国

外汽车产业相比，中国汽车产业劳动生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德国、韩国汽车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１０３辆?人·年、１２辆?人·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削弱了劳动力价格较低的竞争优势。据调查，中

国几个较大的汽车企业人均年产量为３辆左右，１９９８年上汽集团每人年均生产３６７辆，一汽集团为

２５７辆，天汽集团为２６７辆。而日本，１９９６年１１个日本汽车公司为人均年产３９９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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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国内市场容量

一般来讲，国内市场容量较大，在一定的政策保护下，留给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空间就大一点，抵

御外来冲击的能力也相对大一点。反之，国内市场容量及其潜力有限，就可能较早地迫使中国汽车产业

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直接面对国外汽车产业的激烈竞争。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某些直接相关的因

素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内市场容量的扩张，从而影响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一是人

口众多，人均收入水平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国内市场容量仍然相对有限，因而加入 ＷＴＯ之后，在国

外跨国公司巨大竞争压力下，留给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并不是很大。二是道路条件太差，道路

密度与人均拥有公路里程分别为美国的近１?６和１?３０，这同样会影响中国国内汽车市场容量，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三是国内汽车市场流通费用过高。以轿车市场为例，据估计，消费者一

次性购车时的流通费用占售价的比例平均在３０％以上。高昂的流通费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购

车欲望，影响了轿车的市场规模。四是关联产业发展缓慢，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汽车产业产品的

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扩张。

二、制约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发展迅速的产业，其中以家电工业为代表。这批产业大体上经历了

以下几个发展阶段：①供求缺口很大，进入障碍较小，生产者大量进入；②供求缺口逐步减小，竞争强

度增加；③供求基本平衡乃至供过于求，以价格竞争为主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企业分化显现，生产和销

售向优势企业集中；④在价格竞争的同时，质量、品种、服务竞争的重要性增加，行业平均利润率继续

下降，企业间的并购、联合和其他形式的重组加强，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发展为具竞争力的行业。

这批产业之所以发展得较好，最重要的是经历了一个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的过程，由此解决了对一

个产业发展至为关键的三个问题：第一，优势企业 “发现” 问题。必须经过市场竞争才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企业竞争力的学习和培养问题。企业的营销、管理、研发、融资等能力，只有在市场竞争的曲折

经历中才能真正学到并积累下来，企业的组织、机制和制度才能随着逐步完善。所谓 “企业规模” 及其

竞争力，并不仅仅是技术概念，主要是体制和机制概念。第三，市场潜力的发掘和利用问题。竞争促进

企业降低成本和价格，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从而增加消费者剩余，促进新产品普及，使大量的潜在需

求得以转化为现实需求。所以影响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体制因素、政策因素、优势企业

的发现、企业竞争力的培育和市场潜力的发掘等，关键是如何培养市场竞争。

三、中国汽车产业未来格局与发展前景

１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

中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是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出现的可喜局面。过去，“以市场换技术” 的道路

没有走通，如今国门大开，将中国市场推向国际化大舞台，世界知名的汽车企业，带着先进的技术和产

品来到中国参与国际化竞争。这种局面是国人没有想到的。正如中国世贸谈判专家龙永图先生所说：

“加入世贸，不但没有冲垮中国汽车产业反而促进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国汽车业必须以国际化为发

展方向，中国汽车企业必须树立国际化经营理念，在合作中求生存求发展，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和发展空

间。”

２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改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环境

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发展导控和宏观调控。政府主导体现在３个方面：①要求各级

政府科学制定产业规划，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推进经济现代化。市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只能靠政府主

导来完成。市场的基本任务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市场交易机制的建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

经济结构，从世界各国的情况和经验表明，难以取得理想效果。因而必须由政府主导产业规划。②当前

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基础薄弱，影响着市场的发育和市场作用的发挥。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

必须有政府的引导。③从管理角度看，对于那些具有重要影响，规模庞大，涉及社会经济与文化诸多方

面的全新项目来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要在预定的时间内达到规划科学、结构合理、功能健

全、环境良好、特色鲜明的目标，只有依靠政府统一规划，协调和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并辅之以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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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市场运作应把握两个原则：首先，是市场优先原则。即 “市场第一、政府第二”。实行市场优先原

则，先让市场干下去，当市场干不了，或干不好的情况下，政府采取措施进行调控。其次，是政策环境

先行原则。政府的导控和调控手段，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命令方式进行，而是通过制订可行的政策措施加

以导向，改善政策环境。政府的计划、政策是导向性的，政府的主导作用要通过政策措施和经济手段来

实现，不能武断地对市场实行行政干预。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市场主体对项目的可预测性，形成相对稳

定的发展政策环境，鼓励长期投资，增强发展后劲。

中国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控和宏观管理。国家发改委正式颁布新的 《汽车产业政

策》，政策目标是在２０１０年前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国，汽车产品满足国内市场大部分需求并批

量进入国际市场。新政策要点如下：①鼓励提高汽车产业集中度，推动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形成；推动汽

车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扩大企业规模效益，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几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集

团，力争到２０１０年跨入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之列。②鼓励跨国收购外资汽车企业，支持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与国外汽车集团联合兼并重组国内外汽车生产企业。③禁止汽车企业买壳卖壳，规定建立汽车整车和摩

托车生产企业退出机制。④提高新建汽车项目门槛，规定新建汽车生产企业项目投资总额不得低于２０
亿元人民币，其中自有资金不得少于８亿元人民币，并要建立产品研发机构，投资不得低于５亿元人民

币。⑤鼓励新能源，小排量汽车发展。⑥鼓励汽车生产企业提高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积极开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强调２０１０年前要形成若干驰名品牌。⑦规定２００５年起所有国产汽车和总成部

件要标示企业的注册商标，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整车产品要在车身外部显著位置标明生产企业商标或企业

名称。⑧国家指定进口汽车口岸，规定２００５年起保税区禁止开展进口车保税业务，实行 “落地完税

制”。⑨鼓励个人、集体、外资投资建设停车设施。⑩建立统一开放的汽车市场。各地政府应鼓励不同

地区生产的汽车在本地市场实现公平竞争，不得对非本地生产的汽车产品实施歧视性政策或可能导致歧

视性结果的措施。

３未来中国汽车产业格局

中国汽车产业已驶向高速发展的航程。国内外数千亿的投资将使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成为世界汽车

生产消费大国。未来中国汽车产业格局将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市场竞争格局。

（１） 产业发展格局：汽车整车市场———将由跨国汽车集团和一汽、东风、上汽、广汽等国内骨干企

业组建的合资企业占领８０％以上市场份额，各企业集团占有市场份额将较为接近，难以出现绝对垄断

形态，而市场竞争将十分激烈，呈现垄断竞争状态。纯内资汽车企业将难以占有超过２０％的份额。零

部件市场７０％以上的份额将被国际零部件企业与合资企业占领，纯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将难以超过

３０％。汽车服务业市场———内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将平分市场。

（２） 产业区域格局：未来十年内中国汽车产业区域分布将形成四大汽车产业带。

以上汽集团为依托，以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为核心基地，以南京菲亚特，张家港现代，浙江吉利，

福建东南，江西江铃、昌铃，安徽奇瑞、江淮为卫星基地形成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东部汽车产业群。

汽车产量将超过３００万辆，约占中国汽车市场３０％份额。

以东风集团、广汽集团为依托，以东风十堰、襄樊、武汉和广州丰田、广州本田、东风乘用车公司

为核心基地，以广西柳州、湖南长丰、海南马自达为卫星基地形成以广州、武汉为产业中心的南方汽车

产业群，汽车产量超过３００万辆，约占中国汽车市场３０％份额。

以一汽集团为依托，以一汽大众、天津一汽、天津丰田、北京汽控、济南重汽为核心基地，以哈尔

滨、郑州、济南、太原、沈阳、大连为卫星基地，形成以北京、天津、长春、济南、沈阳为产业中心的

北方汽车产业群。汽车产量超过３００万辆，约占中国汽车市场３０％份额。

以长安集团为依托，以重庆长安、四川丰田为核心基地、四川一汽、西安秦川、陕汽集团、云南一

汽红塔为卫星基地，形成以重庆、成都、西安为中心的西部汽车产业群。汽车产量超过１００万辆，约占

中国汽车市场１０％份额。

（３） 汽车消费市场格局：中国汽车消费市场从区域分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为珠江三角洲、长江

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经济带 （京、津、大连等城市） 等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占汽车消费５０％以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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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中部地区占汽车消费３０％，第三梯度西部地区占汽车消费２０％左右。

从消费结构，高档车型占５％～１０％左右，以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高端消费者和大中

型企业为主；中档车型占５０％左右，以大中城市中产阶层和企业消费为主；经济车型占４５％，以中高

收入工薪阶层、小型企业单位为主。

４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前景

（１） 在未来２～３年内中国汽车产业继续高速增长，增长速度保持在２５％～３０％之间，到２００６年

中国汽车产量将超过７００万辆，产大于销，进入买方市场。

（２） 到２０１０年，中国汽车产量将突破１０００万辆，年增长速度保持在１５％左右，中国将成为仅次

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产销国。

（３） 中国的汽车产业７０％的产能将由跨国公司以及合资企业掌控。其中轿车和重型货车、豪华客

车８０％产能由跨国公司以及中外合资企业掌控。中国汽车产业名副其实成为高度国际化产业。

（４）“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中外合作、共同发展” 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

四、增强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一）坚定发展中国汽车产业的理念

中国应当有自己民族的汽车产业。虽然在当代，民族工业的概念已变得有些模糊，可是汽车产业毕

竟对工业总产值、税收、产业关联度太重要了，甚至零部件厂，如德尔福、博世，也都能成为著名跨国

公司。

（二）明确中国发展汽车产业的现实和潜在的优势

选择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的前提，是充分而正确地了解自身现实和潜在的优势。中国已经初步形

成了相对齐全的汽车产业生产体系，这是中国汽车产业新发展的起点，与许多后起国家相比，这样的起

点也算一个优势。除此之外，中国发展汽车产业仍有以下三大优势：一是大国市场优势。中国拥有世界

上最多的人口，而且，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汽车快速增长的初期，这一基本格局对所有的汽车生产者都

不能不是巨大的诱惑。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使汽车产业链中的诸多环节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将集中

表现在整车装配和部分零部件生产上，贴近中国市场的独立研发需求也将产生；中国的国内市场能够容

纳多个最具实力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同时，也可以为相当数量的内资和以内资为主的企业提供足够大的

竞争空间；中国市场不仅大，而且呈现出显著的多层次性，可以给适应性强的企业提供机会，对国内成

长中的企业较为有利。二是劳动力成本优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汽车产业旨在提高资本密集度、降

低劳动密集度的技术进步有所加快，但就汽车整车的成本构成看，工资成本仍占７％～１０％，并且汽车

强国的工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员工的工资加

福利每小时收入大约在１～２美元，基本上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的１?２０～１?１０。如果同时考虑

劳动力素质因素，劳动力的综合竞争力优势要更大一些。尤其是中国拥有一批熟悉制造工艺、具有一定

技术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的工资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三是具有较强的制造业整体能

力，尤其是上游相关产业能力。与汽车产品相关的钢铁、机械产品、纺织材料等，中国的产量位居世界

前列，产品成本上也有一定优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

进入高加工度制造业为重点的增长阶段 （在轻纺工业和重化工业为重点的阶段以后）。在全球分工体系

中，有一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制造业将会逐步向中国转移。这一发展趋势无疑会增加中国在

生产诸多汽车产品上的优势。

（三）开放中确立大国竞争优势的宏观战略

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战略，应当从现有的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出发，立足现实和潜在的优

势，科学借鉴汽车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特别是后起国家的经验，做出符合发展规律的选择，可用 “开

放中确立大国竞争优势” 进行概括：首先是立足于开放。在ＷＴＯ的框架下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顺

应、利用而不是拒绝汽车产业全球化的潮流。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然不排除对产业的某些必

要保护，但不应依赖于保护，而应将立足点置于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合作。第二，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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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充分利用、培育自身的优势。第三，大国优势的发挥。

１积极而充分的国内竞争环境

中国的汽车产业面临的是分散而缺少积极有效的竞争。中国的汽车产业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几乎无

法避免经历一个以选择优势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发掘市场需求潜力为目标的竞争过程，当务之急是

培育积极而充分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包括大幅度放宽行业进入限制，允许各类负责任的投资者特别是

非国有投资者的进入；进一步打破部门和地区的行政性垄断，形成开放、统一的国内市场；规范竞争秩

序，通过制度建设约束种种限制和扭曲积极竞争的行为；等等。

２着眼于全球战略的多个跨国公司进入与国内优秀企业自主发展并举

中国的大国市场，足以使国际上最大的五六家跨国公司进入。一个重要的政策指向是支持跨国公司

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销售市场，或者仅着眼于在中国市场销售而设厂。这就

要求随着中国 “入世”，放松或取消对外商投资在股权、国产化率等方面的限制，使其按照全球战略需

求决定其在中国的产业配置，尤其应鼓励跨国公司整车和零部件向外出口的努力。另一个政策指向是鼓

励跨国公司之间的积极竞争，这种竞争对产品更新、加强技术转移和技术进步、改进管理、降低成本都

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鼓励内资或内资为主的企业加快培育其核心竞争力，支持这些企业与外资开展多

种形式的合作 （不仅是合资） 乃至战略联盟，尤其要支持其在研发、品牌、营销体系等方面自主发展、

上规模、上档次的努力。跨国公司进入与内资或以内资为主企业的自主发展并不矛盾，中国的市场可以

同时为两者提供足够大的空间。两者之间当然会有竞争，但更多的将是合作、联合、融合的关系。

３开放中逐步融入汽车产业全球分工体系，将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净出口作为中长期目标

改变以往汽车产业链配置局限于国内 （甚至一个地区之内），主要依赖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的思路

和方法，分阶段地逐步融入汽车产业的全球采购、制造、销售、研发体系，合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放弃全面替代进口的目标，在整车上有进有出，集中力量发展具有市场和资源优势的部

分产品，同时，适当进口国内不生产或不具有优势的另一部分产品，主要是高档车。在中长期，力争实

现汽车产业在开放度相当高水平上的净出口，并逐步提高其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

４以中低级别家用车为重点的中期发展战略

这一战略首先着眼于适应中国汽车市场起步阶段的需求。在这一阶段，家用车是市场需求的重点，

其中需求量最大的又是中低级别的家用轿车。其次，实施这一战略将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和竞争力的培

育。中低级别的家用车对企业在技术、管理、资金、人才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要低，或者说进入障碍较

小，这一点对内资或以内资为主的企业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也许是最后的机遇）。当然，中低级别的汽

车并不意味技术和质量上的 “低档次”。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企业发展，在中低级别家用车上提高技术

和质量的潜力也很大。如果中国在中低级别家用车生产上形成较大规模并具备一定竞争力，在国际市场

上，特别是与中国接近的新兴国家市场上将会赢得较大的机会。

５面向全球市场的零部件工业重组

中国汽车特别是轿车零部件工业的问题，除了受整车配套国产化率高的影响外，在企业组织形式

上，普遍采取整车生产和大量零部件生产集中于一个集团，零部件企业主要以订货方式满足整车需要的

方式；另一方面，整车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往往以行政性手段要求向本地的零部件企业订货，这样，

零部件企业大都存在着批量小、成本高、技术开发能力低等问题。零部件工业重组的第一阶段目标，是

改变目前受企业集团和地域限制的状态，使有条件的企业加快转变为全国性的供货商。在此基础上，第

二阶段目标是借助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和销售网络以及零部件企业的自身努力，使一批有竞争力的零部

件企业逐步扮演全球供货商的角色。在中长期，中国的零部件产品进出口额占其总额的比重应高于整车

产品。在此过程中，零部件企业数量相对减少，以模块化、系统集成为特征的零部件大企业增加的趋势

将会出现，国际上的零部件跨国公司和国内有潜力的零部件企业都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

６分阶段向产业增值链高端过渡

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角度看，汽车产业发展后期国家，大体上经历了进口、ＫＤ组装、引进技

术和规模生产、趋于成熟四个阶段。目前，中国的汽车产业基本上处于兼有第二、三阶段特征的时期。

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和产业增值能力，应当成为新模式始终关注和追求的目标，但总体上要遵循分阶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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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增值链高端过渡的规律。以大国市场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将会使跨国公司部分研发能力向中国的

转移成为合理选择，特别是满足中国市场特定要求的研发会更受重视。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加快

技术转移的速度。其次，与优先发展中低级别家用车战略相一致，应加快提升其技术开发能力，在部分

零部件产品的研发上形成同际竞争力。最后，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成熟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研

发人才的成长和成熟，国内的汽车研发力量将更多地介入全球汽车研发分工体系，并成为其日益重要的

组成部分。

７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的世界经济，需要不平衡的游戏规则来予以平衡，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需

要适当的差别保护来保障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从实践中看，即使是以自由贸易为基本导向的 ＷＴＯ也在

许多方面有所变通。而且，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资料表明，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也有大量的黑袍骑士

（缺乏公平与道德）。因此，政府对汽车产业的合理保护在近期内不能过快削弱，而应当根据形势的变

化，在国际市场秩序的基本规则范围内灵活变通，适当延缓和降低国外跨国公司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

冲击，逐步培育和增强中国汽车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四）增强中国汽车产业的微观经营效率

１组建中国自己的汽车产业 “巨无霸”

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比较明显、进入壁垒和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之一。当今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

趋势之一就是企业联合、兼并此起彼伏，规模经济、进入壁垒、市场集中度更加引人注目。跨国公司已

将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发展成为全球一体化的高级复合战略，提高了国际市场的进入壁垒

和市场集中度；中国汽车产业尚未达到规模经济，有可能被逐步挤出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那么，中国

汽车产业就再也不能处于松散和内耗的状态，而应当借助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推动强强联合，组

建大型企业集团，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增强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２提高汽车产业的研发能力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引进国外制造技术，仿制国外同类产品的层次，而应当在消

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这就要求加大汽车产业的科技投入。目前，中国汽

车产业的研发费用仅为１５％，而海外汽车集团约为１０％。因此，一方面要增加政府对基础性、长期技

术开发项目的补贴或拨款；另一方面，要相应提高汽车生产企业研发费用占汽车销售额的比例，尽快提

高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开发能力。

３改善企业经营绩效

在推进企业联合，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要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提高劳动生产

率，改善企业经营绩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许多汽车企业的资源消耗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十倍。目前

这一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差距仍然很大。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低的积

极效果。加之管理费用一直居高不下，中国汽车产业企业经营绩效很不理想。因此，必须努力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改善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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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广州汽车产业发展环境与竞争分析

一、广州汽车产业发展基础与环境

广州汽车工业发展几经曲折。早期的汽车工业建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引进法国标

致汽车，进入中国汽车产业 “三大三小” 格局。出于种种原因，标致汽车在广州生产１０万辆后，退出

合作。１９９８年，广州又引进日本本田汽车，广州汽车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２００３年，广州汽车产量

达１２２６０８辆，同比增长９０１％；销售１２２５６８辆，增长９０２％，其中本田轿车产销分别达到１１７１７８
辆和１１７１３０辆。目前，广州汽车产业已全面与日系跨国汽车集团建立合作关系，兴建三大汽车产业基

地。到２００５年广州汽车产能突破５０万台，成为中国汽车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

（一）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及广州东部汽车产业基地建立

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从１９９８年成立，１９９９年建成投产，奉行 “小投入，快产出、滚动发展” 策

略，初期投资不到２亿美元，在原广州标致旧厂房基础上改造，当年形成３万辆规模，每万辆投资数量

仅为同类厂家３０％。２０００年产值超过９０亿元，２００３年产量达１１７万辆，销售额达２３０亿元。目前，

广州本田已完成向年产２４万辆生产规模体制切换，到２００５年可实现２０万辆产量，２０１０年达３０万辆。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日本本田与广汽集团、东风汽车合资成立本田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在广州

开发区新建１００％出口的本田汽车出口生产基地，出口生产基地起始规模５万辆，产品全部销往欧洲。

预计到２０１０年，出口汽车达２０万辆。

围绕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引资兴建了３０家各类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投资总额达

４２亿美元，包括日本、美国、德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零部件企业，随着本田出口生产基地的

建设，将吸引更多的零部件企业进入开发区设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广州开发区汽车产业较花都和南

沙拥有先发和政策优势。主要体现在：①政策：国家级开发区，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四大功能区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优惠政策。四区合一，可以满足不同类型、不同需要的各类投资者的需

求。②管理：开发区管委会享有市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汽车零部件企业可以直接在开发区办理，资料齐

全的一周内就可以办理完毕。从土地规划、土地出让到项目审批都可以在开发区一条龙办理。③对外开

放：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是由海关监管的特殊封闭区域，实行 “一次通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放行”

的通关模式，通关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广州保税区作为经海关总署批准可以经营保税汽车业务的全国

５个保税区之一，经过近３年多的发展，进口汽车的分销已成为保税区物流仓储业务的龙头和骨干，已

初步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进口汽车分销中心和贸易基地。目前，进入广州保税区从事进口汽车经营、仓

储的企业共有２６家，从１９９９年至今，在保税区仓储及进口到国内的车辆每年以超过５０％的速度增长，

保税区已提出建立华南地区最大的进口汽车分销中心和贸易基地的规划。

（二）东风乘用车公司及广州北部 （花都）汽车城建设

广州花都汽车城以东风乘用车公司为龙头，位于花都市西南部，一期规划面积５平方公里，远期规

划占地５０平方公里。东风乘用车公司的前身广州风神汽车公司由东风汽车公司、台湾裕隆汽车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和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三方合资组建，于２００２年投产，生产日产新蓝鸟轿车３５万辆，

２００３年产量突破６万辆，紧接着进行扩能改造达到年产１５万辆，于２００４年投产，到２００７年实现２４万

辆生产能力，２０１０达３０万辆。花都区不失时机抓住机遇，以东风乘用车公司为核心，建设集汽车生产

制造、研发、会展、商贸、娱乐为一体的汽车综合产业城，目前正进行一期工程建设。

（三）广州丰田汽车公司及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

２００３年，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签订合资协议，在广州南沙投资建设年产４０
万台整车、５０万台发动机生产基地，发动机项目已得到国家发改委批准，目前已开工建设。

（四）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及广州汽车行业部分企业概况

除广州本田汽车公司和广州风神汽车公司外，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其他汽车相关产业和近年来民营汽



车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目前，广州汽车相关产业整车企业有５家，改装厂１０家，这些企业日前规模

较小，但发展前途很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表４ ７）。

表４ ７ 广州汽车行业部分企业概况

序号 主要企业 主要产品
规 模

（辆）

工业产值

（万元）
备 注

１ 广州羊城汽车公司 轻型货车、轻型客车 ３９２５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 广州骏威客车有限公司 大中型客车 １０２５ ２８７００ ２００３

３ 广州五十铃客车有限公司 大型、中型客车 ９２０ １０８００ ２００２

４ 广州龙豹汽车有限公司 轻型客车 １４００ ２５０００ 民营

５ 零部件厂 约４０家 ２９０５０７

６ 各类改装车厂 约１０家 ５４６５ ９８８９５

综上所述，广州已具备大规模发展汽车产业基础，东部开发区、北部花都和南沙将构建广州汽车产

业的主体，实现共同发展。

（五）广州汽车产业发展市场环境

广州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得益于珠江三角洲优越的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市场需求。

１珠江三角洲经济环境

珠三角是中国三大经济最发达的都市群之一。珠三角有９个城市，土地面积２２万平方公里，常住

人口２６２５万人。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市场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在国内处于

领先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２００２年人均ＧＤＰ达３４２９５元人民币。ＣＥＰＡ的签署和实施加速了

香港、澳门与珠三角的一体化，利用香港国际化服务中心的商贸、金融、管理和人才优势，发展现代产

业。大珠三角将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和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成为世界制造业重要的生产基地。

２广州与珠三角进入汽车消费时代

随着珠江三角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珠三角地区进入汽车消费时代。目前，广东汽车保

有量处于全国首位，２００２年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２０５３１６７７辆，广东民用汽车保有量达２３０８８７５辆，

占全国汽车保存量的１１２５％；全国私人汽车拥有量９６８９８万辆，广东私人汽车拥有量达１３２５２万

辆，占全国汽车私人拥有量１３６８％。

统计调查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东莞、深圳、佛山４个城市，每千人拥有汽车量大大超过全

国发达地区。珠三角地区东莞、深圳、佛山达１４辆／千人，广州达１３辆?千人。广州私人轿车增长极为

惊人，在过去十年里，年均增长５２％。据估算，目前广东的轿车消费占全国比重超过２５％，大部分集

中在珠三角。例如上海通用别克系列三个品种的市场份额，广东市场均占首位 （君威占１４％，ＧＬ８占

１９％，赛欧占１５％）。随着珠三角经济发展，广州与珠三角地区汽车消费市场逐步扩大。珠三角率先进

入汽车普及消费时代。

３广州综合经济实力为大规模发展汽车产业打下良好基础

汽车产业是一个对相关产业影响力巨大的产业。据有关专家分析，汽车产业每增加１元，就会给上

游产业 （钢铁、石化、电子、机械等）０６５元的增值，每增加一名汽车产业工人，相关行业可增加

１０～１５人就业。一辆轿车购买后其使用费用约为购买费的２～３倍，汽车产业的相关带动效益约为汽车

制造业产值的２５倍。包括相关产业在内，其提供的就业机会，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１０％～２０％。

广州是华南最大的中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大城市中排位第三，广州２００２年ＧＤＰ达

３００１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人均ＧＤＰ４１１８４元，社会消费零售总额达１３７０６８亿元。近年广州

钢铁工业有了较大发展，新增２００万吨钢材和１８０万吨热轧钢板的生产能力。与日本ＪＦＥ钢铁公司合资

年产４０万吨热镀锌钢板项目已动工，总投资２亿美元，主要生产汽车、家用电器用高精度钢板。项目

将于２００６年投产，产品可供应广州地区汽车生产需要。

４４３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二、广州汽车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

（一）广州汽车产业发展机遇可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

１天时机遇

广州汽车产业发展天时机遇表现在三个方面：世界最大汽车企业集团全部进入中国，而其中日本最

大的３家汽车企业 （丰田、本田、日产） 又全部集中在广州落户，形成广州三大汽车基地。国家颁布新

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新政策的出台，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大都看好珠三角投资

环境。ＣＥＰＡ的签署和实施将香港与珠三角经济联为一体，以香港国际现代化服务业为平台，以珠三角

为制造基地，大珠三角将成为世界重要生产制造中心。

２地利优势

广州占据汽车产业发展有利区位。体现地利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以广州为消费中心的珠三

角都市群，率先进入汽车时代导入期，珠三角是中国汽车中高档轿车消费的重点区域。②广州是华南经

济文化科技中心，广州对大华南 （包括中、西南地区） 地区的经济文化辐射，具有重要影响。泛珠三角

经济协作区的建立 （九省区＋港、澳），为广州汽车工业发展建立了广阔的市场腹地。③广州是中国进

出口主要口岸之一，是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桥头堡。汽车产业规模效应和低成本要

求，有利于广州汽车产业成为面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出口加工基地。本田汽车在开发区新建汽车出口

基地和丰田在南沙将建立的发动机出口项目将推进这一战略实施。广州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整车出口

和零部件出口的生产基地之一。

３人和基础

首先，人和基础重在合作、理解、互利。广州本田汽车公司中方与外方的合作充分体现了人和基础

三大原则。使广州本田在中国乃至世界汽车发展史上创立了一个奇迹。为中国汽车产业近年来 “井喷

式” 高速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广州本田 “少投入，多产出，快发展” 模式为世界汽车产业创立了一个

新的发展模式。其次，人和基础重在相互支持、帮助，广州及珠三角地区能率先进入汽车消费导入期有

赖于汽车厂家、经销商、广告媒体的相互支持和帮助。广州及珠三角众多的汽车经销商、专卖店，为广

州大力发展汽车产业建立了完善的营销网络。第三，人和基础重在诚信、认真、务实，广州及珠三角汽

车市场要可持续发展，厂家、经销商与消费客户应建立长期的供销服务关系，发展广州汽车服务业大有

可为。

（二）广州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的竞争与挑战

１汽车产业市场的竞争与挑战

目前，世界跨国汽车企业集团已全部进入中国市场。过去担心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中国汽车产业

将遭受猛烈冲击，全线崩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加入世贸反而带来中国汽车市场的繁荣兴旺，其主

要原因是中国巨大的汽车潜在市场，吸引了世界知名汽车厂商角逐中国市场。首先进入中国市场的德国

大众、美国通用及日本本田都品尝到了中国市场的果实。经过几年的市场导入，中国汽车市场快速进入

买方市场，中国汽车产业在汽车产品、汽车营销、汽车服务等领域进入全面的市场竞争。四大产业集

群、三大市场热区构成了中国汽车产业竞争格局。广州在生产和消费市场两个方面都面临着强大的产业

和市场竞争。当日本三大汽车公司进入广州汽车产业市场后，从政府到企业无不欢欣鼓舞。就目前全国

的竞争格局来看，广州面临的主要对手不仅是上海、北京，还有天津、长春、沈阳、武汉、重庆。在未

来十年内，全国汽车产量达１０００万辆时，广州的汽车产量也将有１３０万辆，仅占全国市场份额１１％。

因此，广州应在充分认识国内外汽车产业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以国内

和亚太市场为目标，建立国际化的产业布局，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２汽车产品市场的竞争与挑战

汽车产品竞争表现在品种、技术、性价比等方面。中国汽车市场分为轿车、货车、客车、特种专用

车、农用车等几个领域，广州汽车产业仅在轿车市场领域有较强实力参与竞争，其他领域还十分薄弱。

轿车是汽车产业最大的市场，世界轿车占整个汽车市场的８０％。２００３年中国汽车产量达４４４万辆，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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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达２０１万辆，占汽车市场的４５３％。广州引进日本三大汽车公司最新中高级轿车系列产品，本田新

雅阁、日产新蓝鸟、丰田佳美在中国市场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未来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上海大众帕

萨特、一汽大众奥迪和上海通用别克君威。目前，同一级别档次的轿车，技术特点虽各有千秋，但总体

上技术水平相当，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性价比。

３汽车营销市场竞争与挑战

广州是中国汽车市场发育较早的地区，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广州及珠三角已形成较完善的市场网

络。东风乘用车公司、广州本田汽车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在广州及珠三角地区，均建立了自己的营销体

系与网络，大众、通用、宝马、奔驰均十分看好广州及珠三角市场，近几年也建立了一批分销商和专卖

店，未来广州及珠三角中高档轿车市场竞争将十分激烈。

４汽车服务市场竞争与挑战

汽车服务市场在近几年随汽车市场的扩大，才逐步展开。早期的汽车服务只限于进口汽车的维修，

其他服务项目很少。近几年广州的汽车养护、美容、汽车保险、汽车金融等汽车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存

在无序化竞争的问题。未来汽车服务业市场随广州汽车市场的扩大竞争将十分激烈。

三、广州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格局与前景

（１） 以广汽和本田汽车为核心，以广州本田、本田中国及广州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广州保税

区进口汽车物流商贸园、广州增城汽车产业园区为基地，形成年产３０万辆轿车的广州东部汽车整车、

零部件生产、物流基地。

（２）以日本日产和东风汽车为核心，以花都汽车城为生产基地形成集生产、科研、贸易、服务、旅

游、娱乐一体化，年产３０万辆汽车的广州北部汽车综合产业基地。

（３） 以日本丰田产品技术为核心，以南沙为生产基地，形成年产５０万台发动机和４０万台整车的汽

车生产基地和国际化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并集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汽车科研、教育，汽车工业旅

游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汽车产业园。

（４） 三大基地都是以生产中高级轿车为主，并各自形成产业体系和特点，相互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

异，既有竞争又有产业互动合作，主要表现在零部件生产及科研、贸易等方面资源共享和互动。三大基

地构建广州汽车产业主体结构和发展基础，对广州经济发展起强有力推动作用。广州汽车产业原生产体

系中，还有广汽集团广州骏威客车有限公司、广州五十铃客车有限公司和民营宝龙集团、龙豹汽车公司

生产客车。从产业整合角度出发，广汽集团属下广州骏威客车有限公司和广州五十铃客车有限公司将走

向合并，拓宽客车系列产品，增强整体竞争力。

（５） 到２００５年广州汽车产量突破５０万台，到２０１０年广州汽车产量超过１３０万台，汽车工业总产

值将超过３０００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汽车产业重要生产基地和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生产基地之一。

６４３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五章 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

一、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战略定位与发展思路

（一）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背景

１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战略选择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是世界最大汽车产业集团之一。丰田汽车前身是丰田纺织机械工厂，１９３４年开

始生产汽车并成立汽车部，１９３７年正式成立丰田汽车公司，１９３８年搬迁至爱知县的丰田市 （原名举田

町）。丰田汽车公司经７０年的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汽车产业集团。丰田汽车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

公司之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汽车公司以出口战略来抢占中国市场，日本汽车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丰田皇冠、尼桑 （日产） 等品牌为国人熟知。由于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战略上缺乏远见，欧美汽车企业

在华投资抢占先机取得中国市场主动权。自从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２日，我国宣布对日本进口汽车加征１００％
特别关税以来，日本轿车在华销售全面受挫。欧美在华投资汽车企业大获其利。这才使日本汽车战略家

终于认识到，只有加大对中国的投资，生产符合当地用户需求的产品并使之本土化，才能在中国这个世

界上最后被争夺的汽车大市场保住位置。本田公司最早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于１９９８年与广州汽

车集团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立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本田公司因祸得福，

当其他日本公司认识到中国汽车市场重要性时，本田公司已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明星，进入中国汽车产

业前三名，本田公司 “少投入，多产出，快发展” 的发展策略，成为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榜样。面对跨

国集团对中国市场强势投入和本田公司在华令同行垂涎的快速发展，丰田公司改变战略，加快对中国汽

车产业的投入。

本田汽车公司在广州的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功以及珠三角中高档汽车巨大市场需求，强烈刺激丰田公

司。丰田公司会长奥田硕亲自考察中国汽车市场后，做出了令中国和世界同行瞩目的决策：在广州投资

建立５０万台汽车发动机和４０万台整车生产基地。这表明广州的投资环境和市场需求使丰田改变原先战

略部署。丰田的战略选择中最重要的是在广州建立丰田汽车亚洲战略桥头堡和生产供应基地，基于这种

战略构想，丰田汽车公司多次考察广州，选定在具有战略区位的广州南沙建立丰田汽车产业基地。

２广州汽车产业发展的需求

广州汽车产业自１９９８年广汽集团与本田汽车公司合资成立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起，步入新的发

展阶段。至２００３年，广州汽车产量达１２２６０８辆，其中本田轿车产销分别达到１１７１７８辆和１１７１３０辆。

至２００３年底，广州已初步建成东部汽车产业基地 （包括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及广州开发区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区） 和北部 （花都） 汽车城 （包括东风乘用车公司以及零部件配套、汽车综合服务产业等） 二

大基地，广州已初步具备中国汽车产业核心基地的地位，但与上海、长春等地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以丰

田汽车为核心的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建设，对广州汽车产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同时切合了

广州汽车产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 “双赢” 的模式。丰田汽车南沙生产基地的建设，完成了日系汽车在

广州的基本产业布局，对于产业资源的整合与组织，产业的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３南沙开发建设的需要

南沙开发区产业规划以现代物流业、临港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结合以综合服务为主导的第

三产业，形成南沙地区经济发展的四大支柱。汽车产业是关联度很高的产业，汽车工业对其他相关产业

带动比例为１∶２４～２７，与上游、下游产业关联比例为０６５∶１∶２６３。

南沙汽车产业的发展将有力推动南沙钢铁、石化、物流、高新电子信息技术和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并形成南沙地区优化、合理的产业结构，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效益，对南沙地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南沙建设国际汽车产业园的竞争优势

１国家级开发区政策优势

广州南沙开发区是国家核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享受国家级开发区各项优惠政策。



２战略区位优势

南沙开发区是广州城市发展规划战略重点，位于大珠江三角洲几何中心，是连接珠江入海口东西岸线

城市群的集合点，也是中国通向亚太地区最佳的口岸集散地，进出两宜，其战略地位凸显。而南沙国际汽

车产业园位于南沙开发区黄阁和珠江管理区，地处核心位置，紧邻综合服务区组团，更具区位优势。

３市场优势

以南沙为几何中心的大珠三角经济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人民生活水平指数和社会消费

品销售总额全国最高，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为珠三角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腹

地。近年珠三角地区汽车消费市场呈快速增长态势，汽车消费市场庞大且极具潜力。

４交通、物流优势

南沙处于珠江航道出海口的枢纽位置，拥有良好的港口建设条件，南沙深水港码头第一期４个深水

泊位于２００４年投入使用。货运铁路也将在近期配套通往港口，广州地铁４号线将延伸到南沙。南沙规

划 “八纵八横” 的对外交通网络将使南沙地区成为珠三角交通枢纽。南沙到深圳机场、珠海机场、广州

新白云机场路程１小时左右。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依托南沙强大物流产业体系，并规划有２万吨级多用

途码头和后方物流基地，为产业园提供了便捷、低成本的物流配送体系，进一步凸显了产业园的交通、

物流优势，是产业园突出特点之—。

５城市综合配套优势

南沙的发展定位于适合创业发展，又适宜生活居住的现代海滨新城区。规划人口规模到２０１０年将

达５０～６０万，２０２０年达１００万。区内城市综合配套完善，依托广州市工业、科技、文化、贸易、服务

等行业，为南沙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６产业资源优势

南沙开发区规划开发的钢铁、石化、港口物流、高新技术以及综合服务业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构建了

良好的产业支撑与互动关联平台，形成富有竞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资源体系。以钢铁为例，南沙钢铁基

地总规划面积１０平方公里，中日合资建设的广州ＪＦＥ钢板有限公司已动工兴建，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４０万吨热镀锌汽车钢板，主要生产厚度为０３～２３ｍｍ，宽度８００～１７００ｍｍ的高附加值钢板，为汽车

生产提供高质量的薄板。该项目的建设为丰田整车生产提供了便利、可靠的支持，形成产业链条效应。

南沙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建设，对国际汽车产业园科教研发功能具有强有力的推动、支持作用，目前粤

港资讯产业园、南沙资讯科技园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园集成电路项目均已开工建设，将大力发展现代通讯

技术、数字视听技术、网络技术、集成电路设计等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品，这些技术的研发应用将带动

汽车电子技术及产品的发展。

（三）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战略定位

１战略定位

根据国内外汽车产业发展态势和市场需求，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战略定位为：以国际、国

内市场为目标，以国内市场为重点，以广州丰田５０万台发动机和４０万辆整车生产基地为核心，集汽车

及零部件生产、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汽车科研、教育，汽车工业旅游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汽

车产业园，成为亚太地区和中国重要的汽车制造、科研、物流贸易基地，并具备独特汽车文化氛围和底

蕴。

２市场定位

（１） 丰田中高级轿车，以国内市场为主导，以亚太地区市场为主要出口目标市场，放眼全球汽车市

场。丰田发动机以丰田整车配套和出口为市场目标。

（２） 汽车零部件以丰田整车、发动机制造和国内外零部件配套市场为两大目标市场。

（３）物流仓储体系和多用途码头以整个国际汽车产业园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供应链体系和区内商

贸企业为服务市场，提供仓储、配送、转运及供应链优化服务。

３产业园功能定位

按照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战略定位，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运营将实现６大功能，包括：①整车及零

部件生产功能：为产业园主导功能之一，包括整车制造、零部件生产、汽车附加产品生产。②科教、培训

８４３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与研发功能：是产业园发展的基础，通过加大投入，完善科教、培训与产品研发体系，为产业园的发展提

供人力资源的保障，并建立研发基地，加快产品和技术的升级进步。③贸易、会展功能：为产业园的核心

功能，主要包括整车贸易、零部件贸易、二手车贸易、电子商务、汽车会展等。④服务功能：这是其他诸

项功能的坚实后盾，产业园将大力发展现代汽车服务业，促进汽车销售方式、汽车消费信贷、保险业务

与国际接轨，推动汽车消费健康发展。包括一站式服务、金融服务、信贷服务、信息服务、租赁服务、

俱乐部服务等。⑤物流功能：这是产业园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它是连接汽车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和

消费者的桥梁，也是完善产业园功能的重要保障，包括仓储运输、配送服务和供应链优化。⑥汽车文化

旅游功能：这是树立产业园整体形象、营造汽车文化氛围、提高消费者文化素养、传递汽车文化价值的

有效手段，也将丰富广州的旅游资源，它包括汽车工业旅游、汽车会展、汽车主题文化节等。

（四）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目标及思路

到２０１４年，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将形成以丰田汽车产业基地为核心，以中高档轿车和汽车零部件

为主导的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思路如下：

１近期发展目标及思路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①近期以引进日本丰田中高级新型轿车为目标，建立年产１０万辆整车、３０万台汽车发动机生产基

地。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同时部分出口东南亚及其他亚太地区。②建立以丰田汽车配套为主的零部

件及相关配套产品生产基地。③建立以丰田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为主的物流体系。④建立以丰田汽车为主

的服务贸易及相关配套产业体系，以及满足产业园阶段发展需求的生活配套设施。⑤建立汽车职业技术

培训体系，为整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以及物流、服务领域培养输送人力资源。⑥到２００８年南沙丰田汽

车产能达１０万辆，产值达１７５亿元。

２中远期发展目标及思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①扩大丰田汽车产能，使其达到４０万辆整车、５０万台发动机生产能力。②建立国际化汽车零部件

系统组件部件生产基地，供应国内外市场并形成相当产业规模。③建立汽车产业科研基地，形成并完善

产业园科研、教育功能。④完善产业园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体系，建成规模合理设施完善的生活配套

服务体系。⑤到２０１４年，南沙汽车产能达４０万辆，发动机达５０万台，销售额达８２０亿元，汽车零部

件产值２００亿元，产业园工业总产值１０２０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１１５０亿元。形成集汽车及零部件生

产，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汽车科研、教育，汽车工业旅游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具高度聚集效应

的汽车产业体系，并成为南沙开发区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五）产业园开发建设指导原则

１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原则

按照南沙开发区发展规划和总体规划，并结合广州汽车产业布局和互动发展的要求，科学、合理地

利用南沙的土地资源、交通资源、产业资源、物流贸易资源等，以达到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实现效益

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２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建设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要严格控制建设中的污染，充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保持生态

环境平衡，确保按照国家、省市环境发展规划要求建设绿色产业园。

３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与配套服务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产业园的建设要合理配置资源，既要保证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完善服务设施建设，建立高水平的商

业服务设施，形成层次分明、项目齐全的商业服务系统。只有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设施建设相配套，才

能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为招商引资奠定良好的基础。

４坚持重点发展整车 （轿车） 的原则

基于广州和南沙汽车产业发展的背景，同时考虑丰田汽车在国内外市场巨大影响力的因素，南沙汽

车产业应以整车为核心，进行内引外联、招商引资，将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成为园内及亚太地区重

要的轿车生产、销售、研发、人才培养基地。

５坚持高新技术发展的原则

在产业园内重点发展轿车产业的同时，应把发展汽车电子高新技术产业作为零部件产业中的重点来

９４３第四篇 国外汽车业发展对广州汽车业发展的启示



抓，充分利用广州的科技优势和经济优势，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在生产中发展高新技术，并结合

产业园内科教、研发力量，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力争把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成以高新技术带

动的产业园区。

６坚持一次规划、分步实施、滚动发展的原则

产业园的建设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为了提高投资效益，降低投资风险，应坚持一次规划、分步

实施的原则。在不影响整体招商引资的前提下，要对产业园的建设分批分期进行，要优先建设那些见效

快、投入资金数量适当的工程，将整个建设分成近期和中远期。

７坚持可扩展性的原则

规划布局要强调发展的观点，坚持弹性发展的原则，充分考虑各阶段、各类型生产企业用地及未来

发展方向，留足发展备用地。

８注重入园企业质量的原则

对于产业园的引进项目要有所选择，必须具有项目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功能的合理性，引进技术含量

高、经济效益好、发展潜力大、用地面积合理且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

９注重招商引资的原则

要充分利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积极招商引资，产业园在用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政策环境

等方面具有引进外资、兴办各种独资、合资企业的有利条件。产业园建设初期乃至中期要本着注重招商

引资，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原则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二、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核心竞争力与配套服务建设思路

（一）南沙汽车产业基地核心竞争力

１核心竞争力含义与构成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在拓展市场，有效地协调和配置各种资源和技术，获得竞争优

势，开辟新领域，不断建立利润的新增长点，寻求可持续发展而又不被人模仿的能力，是一个企业、一

个地区核心能力与市场机会相一致的能力，核心竞争力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是一个企业、一

个地区文化知识、实力和能力的积累，需要长期的培育和营造。对于产业园而言，其核心竞争力是指：

产业园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产业园区相比较所具有的独特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

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及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产业园区域核心竞争力是一个

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众多的要素和环境子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共同集合构成核心竞争力，创造区域

性产业价值。由于城市和地区在历史发展上的差异，总会形成规模、功能、交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城市和地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该明确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开发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围绕着核心

竞争力目标发展相应的产业和城市功能，做好城市地区最强、最专业的东西，明确自己国际分工的位

置，必要时应当舍弃与核心竞争力无关的东西，避免区域重复建设带来的负效应。

产业园区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构成概括来说，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１） 硬环境包括人力资

源、科技创新能力、资本金融环境、产业状况及结构、各种基础设施、区域地理优势、环境资源优势、

地区聚集能力等。（２） 软环境包括社会秩序、社会服务、城市文化、政府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开放水平、信息沟通、教育理念等。

２核心竞争力构建

南沙汽车产业基地核心竞争力构建是一个战略的协同过程。首先，必须放在汽车产业发展战略高度

看待基地发展，并把基地发展战略规划意图向入园企业广泛推介和深入沟通。其次，对于构成核心竞争

力的要素，一方面通过自我开发和园区内部整合获取，走自我发展道路；另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人才

引进、收购兼并、以及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从外部获取走联合发展道路。最后，将构成核心竞争力要素

从内部和外部有机结合，并使其与园区发展战略融为一体。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核心竞争力应在充分整

合产业园政策、区位、市场、交通物流、综合配套、产业资源等优势要素基础上，从产业资源的有效配

置与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产业园高效运营管理体制和优良的投资环境等方面着力打造，经

过一段时期的发展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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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丰田汽车为代表的贸易及会展物流平台

１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贸易体系

南沙汽车产业基地以广州丰田汽车为龙头。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竞争力的核心是广州丰田汽车强大

的品牌价值及产业辐射力。建立以丰田汽车销售为代表的产业园汽车贸易体系，是实现产业园贸易、会

展功能，提升产业园商业价值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并将服务于整个南沙开发区。贸易体系包括汽车整车

专卖店 （４Ｓ店等）、零部件 （以维修为主） 交易中心、汽车维修、美容店等。

２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会展中心

产业园会展中心以提供展示、博览、会议、庆典为主要功能。产业园经过３～４年的发展，制造业

基础已基本形成，商贸、会展在此基础上将得以较快发展，会展中心的建设运营，可将会展经济注入产

业园商贸服务业，产生良好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对推动整个南沙地区商贸、物流的发展亦将发挥作

用，并带动旅游、餐饮、交通、广告、娱乐等行业发展。会展中心的规划应综合国际汽车产业园和南沙

地区会展商贸需求，应具备一定规模、档次和先进的功能。建筑面积可考虑规划１０～１２万平方米，展

厅面积５～６万平方米，另设多功能厅、会议室、洽谈室等。在规划和运营中，可考虑引入丰田会馆的

方式，与丰田公司合作专门设立丰田汽车展示厅、丰田汽车文化厅和丰田服务中心等，以提升会展中心

知名度和品牌价值，突出特点，并为产业园增添亮点。

三、物流体系

（一）产业园物流量分析

随着广州丰田发动机公司和广州丰田汽车公司的建设运营，以及首批１４家一级零部件配套企业的

投产，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物流量将快速增长，对物流中心及配套体系的建设提出了较高要求。产业

园物流源于以下几方面：１原材料通过水运、公路进入产业园供应整车厂、零部件厂商；２零部件通

过水运、公路进入产业园物流配送中心；３零部件通过沙仔岛多用途码头进入产业园物流配送中心；

４产业园零部件厂商生产产品与物流配送中心的物料向丰田整车厂和发动机厂输送；５整车及零部件

的外运配送。产业园物流量经分析见表４ ８。

表４ ８ 产业园物流量表

序号 物料名称 起运地点 到达地点 近期运量 （ｔ） 远期运量 （ｔ） 备注

Ⅰ运入

１ 钢卷材 产业园外 物流中心 ３５９４５ １４３７８０
２ 原材料 产业园外 物流中心 ３３９７０ ７５６２１
３ 辅助材料 产业园外 物流中心 ４１９３ １６７７２
４ 外协件 产业园外 物流中心 １２４８８１ ４１７２６１
５ 涂装材料 产业园外 物流中心 ７３３０ ２９３２０
６ 油料 产业园外 物流中心 ８２１０ ２４６３０
７ 其他 产业园外 物流中心 １９６５０ ３２５３２

合计 ２３４１７９ ７３９９１６
Ⅱ运出

１ 成品车 物流中心 产业园外 １４９０００ ５９６０００
２ 汽车配件 物流中心 产业园外 ２９３４０ ３６６９０
３ 废料 物流中心 产业园外 ２８５６０ ６３６５０
４ 废包装材料 物流中心 产业园外 ９５００ １６３５０
５ 其他 物流中心 产业园外 １７６６４ ２７１５３

合计 ２３４０６４ ７３９８４３

注：１近期运量：广州丰田汽车公司年产１０万辆轿车，广州丰田发动机公司年产３０万台发动机。２远期运量：

广州丰田汽车公司年产４０万辆轿车，广州丰田发动机公司年产５０万台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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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汽车产业园开发建设近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产业园物流量主要以丰田汽车和发动机，以及

相关零部件配套企业的原材料、零部件、油料辅料和ＫＤ件的运输配送以及成品车、发动机的运出为

主。在中远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发展中，随着零部件产业的完善以及商贸、会展等功能的完善，物流

体系将进一步健全，物流量也将进一步增长。

（二）物流中心建设

１建设原则

一次规划分期实施；体现前瞻性和可实施性的有机结合；保持物流系统的最优化；充分考虑采用信

息技术，如ＥＤＩ、Ｂ２Ｂ、Ｂ２Ｃ、条码识别系统、电子商务ＥＣ、网上交易ＩＣ等等。不仅为汽车生产服务，

还要充分考虑物流的社会化服务。

２建设策略

应体现高起点、高标准、高速度、高效益的建设原则。物流中心的规划设计应在与汽车、零部件生

产厂商和物流供应商充分沟通、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以确保物流中心的规划合理，功能满足市场需求。

物流中心应该包括：物流中心仓库、整车停车场、废弃物处理中心、集装器具制造中心、备品备件仓

库、维修中心、运输部。

３物流中心的总体布局

根据产业园物流量分析，规划将物流中心分为两个区，一个物流区位于黄阁沙仔岛多用途码头后

侧，包括零部件配送中心和整车停车场；第二个物流区位于珠江管理区，主要为零部件配套二、三区提

供仓储配送、供应链优化服务。在黄阁设废弃物处理中心，负责整个汽车产业园工业废料、废弃物的收

集、处理。

（三）物流体系对汽车产业供应链的作用

汽车行业的未来趋势是加强行业分工，零部件生产功能和物流配送功能都将从制造企业中剥离出

来，把物流管理的部分功能委托给第三方物流系统管理，以降低作业成本，减少投资，将资源集中配置

在核心事业上，促进汽车新产品的开发与产品质量的提高。因此，第三方物流模式将成为未来的主导型

物流形式，即汽车制造企业将一部分或主要物流业务委托给外部的专业物流公司来完成。第三方专业汽

车物流企业有其自身的专业化物流运作经验与技术，有专业的物流网络及设施、专业化的物流运作管理

人才和现代化的物流信息系统，有利于促进汽车产品总体物流效率的提高和物流合理化。利用第三方物

流的专业化运作，可以使汽车企业以无资产方式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并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快速进

入国际市场。第三方物流为整车生产企业提供面向生产线的ＪＩＴ配送服务，为零部件生产企业提供一体

化的物流服务。同时，第三方物流可以利用社会相关网络来开展物流业务，为供应链企业提供物流服

务。第三方物流公司为汽车供应链提供物流及信息流服务，在供应链组成企业发生变化时进行协调，避

免供应链内部脱节。在汽车零部件采购供应的环节中，可通过引入具备协调中心功能的第三方物流系

统，以取消和减少供需双方的库存，从而增加了供应链的敏捷性和协调性，大大改善供应链的服务水平

和运作效率。由第三方物流投资兴建的信息网络，其信息资源由客户、企业和第三方物流公司共享，方

便了双方的信息交流，保证了物流的高效运行，从而提高了物流生产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使双方从

中获利。供应链中的企业利用第三方物流公司的信息及仓储运输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促进整体汽车

物流的专业化、现代化，使供应链得到不断优化。

目前，丰田通商和广汽集团均有意建设产业园物流体系，以第三方物流角色运营产业园物流业务。

丰田通商为丰田集团唯一的贸易公司，拥有庞大的物流网络和丰富的汽车物流与供应链优化经验，丰田

通商和广汽的合作进入对于产业园物流体系的建设和运营将十分有利。在这方面产业园管理机构应加强

招商工作力度，力争有一个好的开局。同时，多用途码头的建设应抓紧进行，以配合产业园的开发建

设。

四、汽车配套服务体系

在一个成熟的汽车市场里，一半以上的利润由服务环节产生。整个汽车产业的价值链向下延伸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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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趋势。拥有广泛分布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络是当前汽车产业竞争的一个重要优势。

１汽车服务业概况

国外汽车生产厂商将汽车制造与汽车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并将服务贸易作为利润的重要来源。在美

国国内，总的汽车及其相关产品与服务销售额中，汽车售后市场的销售额达２８％，而新轿车的销售仅

占１６％。近年来，通用、福特、丰田公司相继宣布要大力变革经营模式，即由制造业向消费服务业转

变。丰田公司会长奥田硕说：“要知道，人们购买汽车时，不只是购买汽车的硬件物，更是买以汽车作

为媒介，向用户提供各种服务的产品。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角色的根本转变，那么，２１世纪就无法继续

生存下去。” 随着大规模定制时代的到来，汽车企业已深刻地意识到，服务将是决定竞争力的关键。服

务型企业的特征，是在于产出一种创造型的社会关系，全方位地拓展企业自身和顾客价值的一种能力，

使顾客真正得到超值服务的实惠，以此更能吸引顾客，留住顾客。顾客需要服务，服务需要文化。服务

文化的涵义是它追求着优质的服务，要让内部职工和最终受惠服务的顾客都能感受到一种高价值的、悉

心的服务所带来的好处。优质服务由企业各种资源组成，特别是文化资源，归根到底充分体现人的作

用。

国际经验表明，在私人购车中，现金交易占３０％，其余７０％皆为贷款。在汽车服务中，汽车保险

和金融服务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目前，大众汽车公司已进入汽车金融服务市场。大众汽车金融公司计

划为德国大众、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的现有特许经销商提供贷款。该公司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计算机联

网的销售网络，将大众的制造商和特许经销商连接起来，以便客户能够在一天之内就能方便地完成选择

车型、获得贷款批准，签署购买合同和开车回家的全过程。在世界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生产制造的利润

已微乎其微，研究开发和服务贸易成为汽车行业最有价值的环节。行家认为，制造一辆汽车，只赚消费

者２０％的钱，而汽车的售后服务则赚取消费者８０％的钱，福特公司公开声明：２１世纪要把制造产品的

福特改造成服务大众的福特。跨国汽车公司之所以要在中国建立包括信贷在内的服务公司，就是不仅仅

要获取研究设计、生产制造的利润，更要获得汽车服务领域的高利润。在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制造竞争之

后，汽车服务业竞争将走向前台。

２汽车服务业内容

（１） 售后服务：过去的售后服务主要是汽车维修为主，现在的售后维修转向汽车的定期维护美容、

保养，注重对用户的技术培训和技术咨询。

（２） 汽配零售：随着消费者对汽车舒适美感需求和维修市场扩大，汽车内外装饰、汽车防盗、内饰

件、保养品甚至汽车改装业务将非常兴旺。

（３） 汽车保险：国内汽车保险营业额在财产保险中居第一位。国内汽车保险业主要问题是险种太

少，操作不规范，理赔繁琐，改进发展余地很大。

（４） 汽车融资：包括汽车业资本经营、汽车租赁、消费信贷等。

（５） 汽车资讯：包括市场调研、市场分析、行业动态、统计分析、政策法规等方面内容。

（６） 汽车广告：在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汽车广告是所有广告中的大户，甚至是最大户。

（７） 智能交通 （包括车载系统和公共系统）：车载系统主要有信息接受系统收音机、影碟机、车载

电话、车载电子计算机、车载自动办公系统；公共系统有交通信息、行车向导、事故救援、联络通讯

等。

（８） 汽车娱乐：包括音响系统、ＣＤ系统、电视接收系统、ＤＶＤ系统、电子游艺系统。汽车娱乐系

统的营业额可能超过汽车本身。

（９） 汽车俱乐部：如品牌俱乐部、车迷俱乐部、越野俱乐部、维修俱乐部、救援俱乐部。

（１０） 汽车文化：包括汽车模型、赛车、汽车知识、汽车期刊、汽车书籍、汽车影视、汽车展览、

汽车工业旅游等。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应将汽车配套服务业作为产业园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要素进行规划发展。随着

产业园的开发进程，加大招商宣传和推广的力度，适时引进各类服务企业入园经营，可大大丰富产业园

功能内涵，充实产业园文化特征与氛围，并与汽车生产、营销、物流等形成产业链和产业互动效应。同

时，高水平与优化的配套服务业也是营造产业园优良投资、运营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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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发与教育基地

（一）建立南沙汽车产业研发与教育基地的重要性

首先，科研、教育与培训功能是产业园重要的产业依托与基础，也是产业园实现可持续发展，走技

术创新道路的必备条件。科研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企业发展、创新的基础，优良的科技研发体

系与力量，将推动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其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是我国

技术引进的基本国策，要在国际化市场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没有科技实力和创新就没有主动权和发言

权。第三，南沙汽车产业的发展需要一大批具有良好素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这些人员

不是现成具备的，应超前培养和训练，这也是优化投资环境所应具备的一项基本条件。南沙国际汽车产

业园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汽车产业基地，必须建立高水平高素质的研发基地和人才培训教育平

台。

（二）研发基地规划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研发基地按照产业园发展战略和要求进行规划，可以考虑规划以下几个项目。

１丰田汽车研发中心

按照丰田汽车可行性研究报告广州丰田汽车公司计划在南沙投资５亿元 （５年内每年从销售收入中

提取８０００万元～１亿元） 用于研发中心建设。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研发中心的任务

是参加整车及其零部件的设计变更，技术改进和车型更新换代的开发工作，并逐步形成整车及其零部件

的开发能力。研发中心设在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有设计和试验两个部门。设计部门主要有ＣＡＤ室、

ＣＡＥ室、造型设计室及图纸资料室。试验部门有整车排放性能试验室、整车动力性能试验室、整车噪

声试验室、整车和零部件振动试验室及整车淋雨试验室等。广州丰田汽车研发中心首期投资５０００万

元，其中建设投资２１９４万元，建筑面积３０００ｍ２，设备投资２８０６万元，主要设备５７台，其中引进设

备３６台，投资额１２９８９万美元。研发中心初期研发技术人员４８人，操作工人１０７人，管理人员５人。

２广州南沙汽车零部件系统集成研发服务中心

广州南沙零部件系统集成研发服务中心是一种集散式联盟化研发机构，研发服务中心由政府、企

业、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联合组成。主要任务是为众多中小零部件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资助，并在条件较

好的企业内建立联合研究部门。

３广州南沙汽车产业信息服务中心

为南沙汽车企业生产、科研、贸易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

４广州南沙智能汽车计算平台工程研发中心

现代电子技术在汽车及汽车产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形成一个独立的汽车电子产业。目前，汽车

电子产品占普通汽车整车成本比例超过１８５％，中高档汽车占３５～４５％，高级豪华汽车更高达５０％以

上。电子技术几乎深入到汽车所有系统，汽车电子化、智能化已经成为现代汽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目前，国内外先进的汽车电子系统采用分散叠加的技术路线，新增一个功能增加一个电子装置，使

汽车电子产品整体成本越来越高，国际上加紧研究集汽车电子控制、信息处理应用服务一体化的汽车综

合计算机平台。

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经过多年的自主研究和开发，在汽车计算平台工程所需的集成电路、系统与应

用软件、电子控制、信息处理、移动通信和系统集成等技术方面已奠定了一定技术基础，建立了一支技

术人才队伍。结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采用联盟合作方式，组建智能汽车计算平台工程研发

中心对南沙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广州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和战略意义。南沙国际汽车产业

园应采取积极措施，争取该项目的引进。

（三）教育、培训基地规划

按照产业园发展战略与思路，为配合丰田汽车及相关零部件厂商生产运营的要求，首先应建设南沙

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汽车维修、售后服务、商贸等领域科目的职业技术教育与

培训。可规划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占地２００亩，首期建筑面积６～８万ｍ２，包括教学楼、办公楼、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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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宿舍楼等。初期以职业技术培训为主，可招收学生３０００～３５００人，全部建成后可招收学生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人。产业园经过３～５年的发展，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后可进一步扩大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规

模，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并可为整个南沙开发区服务。

六、高效的投资环境

“环境就是生产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投资环境的优劣和经济运行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区域

的经济发展。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要在较短的时间，建设成现代化的汽车产业新城必须将建设优美高效的投资环

境作为营造核心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优美高效的投资环境包括：

（１） 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位于南沙珠江海口的黄阁镇和珠江管理区，这里的

自然生态环境具有特色和优势。

（２） 完善的基础设施。目前南沙开发区正在全力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港口、道路、供水、排

污、排雨、供电、燃气、通讯等基础设施。

（３） 配套的产业基础。汽车产业需要强大的产业配套体系，既包括上游钢铁、石化、电子、机械、

轻纺等产业，又需要物流、商贸、金融、保险、科研、教育等服务贸易业支持。广州是华南经济中心，

完全具备上述配套产业基础。

（４） 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谐的人文环境是投资者安心的心理依托，包括社会精神文明、人才素

质、人文素养、风俗习惯、社会治安等社会人文环境，以利于投资者放心投资。

（５） 广阔的市场消费环境。汽车产业需要相适应的市场消费环境，珠三角是中国消费层次最高的发

达地区，具有广阔的汽车消费市场环境，市场消费环境还包括政府对汽车消费的促进政策与措施。

（６） 宽松优惠的政策与高效的政府效率。政府的开放政策和办事效率，直接影响投资者信心。南沙

开发区优惠政策和高效的办事效率为投资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７） 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完善舒适的生活配套，包括安全、管理服务周到的居住小区，完善的公

共交通、购物商店、旅业、餐饮等生活配套设施。

（８）愉快欢心的文化娱乐。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周边区域的公园、游乐场、文化广场、购书中心、

电影院、体育中心等文化娱乐设施可营造愉悦的园区外部环境。

七、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计划与管理运作模式

（一）建设计划

按照南沙地区发展规划，南沙地区的开发建设按照 “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突出重点、滚动开发”

的原则进行。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将按照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战略的要求，按照南沙地区

发展规划和总体规划来组织实施。整体上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建设分为二个建设阶段。

１近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为基本建设期

主要建设区域包括广州丰田整车、发动机生产区，汽车零部件配套工业区，汽车物流与码头区，生

活综合服务区以及科研教育、会展贸易服务区等部分区域。此阶段产业园产业发展重点集中在汽车整

车、发动机和零部件的生产制造，以及相关供应链体系、物流体系的建设，包括多用途码头的建设。至

２００８年，将形成以丰田整车、发动机生产基地为核心的具相当产业规模的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体系和相

关物流体系，预计汽车零部件配套厂商数量将达到５０家以上。生活综合服务和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将随

着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投入配套建设运营，至２００８年形成一定的规模。

２中远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为建设发展期

此阶段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将形成集汽车及零部件生产，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汽车科研、教育，

汽车工业旅游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具高度聚集效应的汽车产业体系，并成为南沙开发区支柱产业和

主导产业。此阶段，在前期园区建设发展基础上，科研教育、会展贸易服务区和生活综合服务区将进入

全面建设、发展阶段，科研教育、服务业将依托已形成相当产业规模的汽车和零部件制造体系、物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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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整个汽车产业园产业聚集效应和产业链条效应，使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发挥出

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广州丰田４０万台整车和５０万台发动机全面投产，国际汽车零

部件产业体系全部建成，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产业基地之一。

（二）管理模式选择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开发建设管理采取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及以政府投入、企业投

资、国外投资、风险资本、资本回收为主的资金筹集机制，并在企业准入机制、要素流动机制、风险投

资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管理运作机制等方面进行规划。

１几种管理模式特点

国内外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管理体制，主要有政府机构管理、民间组织管理 （基金、协会）、公司管

理、大学管理以及政府、企业、社会联合管理几种模式。

（１） 政府管理模式：是由政府设立专门的园区管理机构以便直接进行全权管理的体制，基本上由政

府一手操办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一切事宜，实行单一窗口的一站式管理和一条龙服务。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采用这一模式，国内的开发区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模式。

（２） 社团管理模式：社团 （包括基金会、协会、大学） 管理即由社团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对大学内

或科学园区、工业 （科技） 园区、创业孵化器等进行管理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实行。

以基金会、基金管理局方式管理，由政府、企业、银行、大学和其他机构分担义务。如美国北卡罗来纳

三角研究园由三角研究基金会管理，日本熊本技术城由熊本高技术密集区技术开发基金会管理，法国法

兰西岛科学城由科学城协会管理，这种体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体现了利益与风险分摊的原则，

对投资大风险高的科技园区非常重要。其次，以资金管理牵头，带动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使管理权力

和利益风险挂钩，使责权利三者得到统一。最后，这种体制间接地体现了政府的影响和干预。在许多国

家习惯上不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而是由政府通过出资施加自己的影响，引导科技园区的发展。

（３） 公司管理：通常把开发区或科技园区作为一个独立经营管理公司，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或合营

企业。公司不属于政府机构，而是一个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和权利的经济实体。公司一般由政府控制的董

事会或理事会来领导，董事会一般由政府、大学、企业以及当地有关人士所组成，负责有关产业园区发

展重大决策，董事会一般不干预区内各机构的具体业务，园区日常管理和经营业务由公司经营层负责。

经理层必须执行董事会制定的方针。这种公司形式的管理，既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同时又受到上级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监督。欧美国家和印度软件园大多采取这一模式。

２管理模式比较

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的管理体制可以分为一元化管理体制和多元化管理体制。一元化管理是一方管理

和单一的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大学管理等。多元化管理由多方参与管理的体制，可以分为各方组成董

事会领导下的公司管理型或由各方组成的基金会管理两种。

（１） 管理机构层次。以上几种管理体制包括三个层次：最高决策层、管理执行层和服务层。

（２） 管理职能范围有两种：一个是只进行地产管理，另一种是 “小政府” 统管，中国包括台湾都是

后者，即除基本建设外还负责园区经营。国外多数园区管理职能介于两者之间。科学园区管理职能包

括：制定和实施科学园区的发展计划；从事基础设施和研究设施的建设，筹集投资资金、创办孵化器、

扶植企业；负责房地产开发、负责入园企业批准、登记管理、组织园内各方的交流与合作；举办技术培

训和进行技术咨询，促进科研与生产的合作，加速科技成果向商品的转化；对区内的企业活动作出限

制。

（３） 几种管理体制分析：政府管理型的资金有保障，风险由政府承担，政府的干预较强，有利于协

调各方面的关系和宏观调控，具有权威性、集中性和统一的特点，但政府干预过强，缺乏灵活性不利于

激发活力和创新。多元参与管理体制的最高决策机构和实施机构对区内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的具体业

务不干预，但又能体现政府对园区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通过出资、政策、法规和派出董事会代表等）。

这种体制以资金管理牵头，带动行政管理和科技管理，使管理权力和利益风险挂钩，使责、权、利三者

统一，既有利于各方作用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也便于各方关系的协调，它比较好地把政府的作用和市

场力量结合起来，世界大多数开发区、科技园区都采用这种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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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模式选择上要掌握３点：①不同管理模式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市场发

育不完善、法律不健全、外部环境比较差时或开发园区初创时期，一般采用政府主导或企业主导。②政

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或缺的。不管哪一种模式，政府都起重要的作用，只是程度不同。③要充

分发挥民间和市场的作用。政府的管理和参与，并不能包办一切、干预一切，政府的作用建立在市场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之上才是最佳的。

３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管理模式选择

根据以上管理模式分析比较，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管理模式：选择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管理

模式。

（三）产业园管理组织架构

１管理架构

借鉴国内外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管理模式，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管理模式采取政府＋社会＋企业联合

管理模式，其管理架构如下：

２管理架构说明

（１） 按服务功能组建４个服务公司，全方位对南沙汽车产业提供优质服务。（２） 采用这种管理体制

有两方面意义：由单一政府行为变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一体化，减轻政府投资风险，有利

政府体制改革；按市场化运作，提高产业园经营管理水平，加快产业园投资和超越式发展。

（四）运作模式

１三位一体协力运作机制

三位一体协力运行机制有利于产业园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协

力机制，是将社会公共管理与经济、科技文化紧密结合，共同发展的联合机制，是产业园取得成功的关

键。政府在产业园发展建设中起主导作用，企业是产业园开发、建设、生产、经营、服务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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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作用包括：基础建设，土地开发 （征地、拆迁安置、土地平整等）、园区道路、桥梁、广场、

路灯、公共绿地等非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应由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可委托企业

（如南沙工业园建设发展公司） 作为项目法人进行建设，建成后移交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或由受托项目法

人管理。政府按委托协议进行管理和控制，并支付相应维护费。对产业园的开发、建设、经营进行管

理，负责政府职能范围的社会公共管理。公用基础设施中准经营性项目包括供水、污水处理、固体废弃

物处理、管道燃气、热电联产等可采取推向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建设、运营，采用ＢＯＴ、ＴＯＴ等方式进

行投资、建设和运营。政府的作用与职责是招募、选择特许经营者，对其经营行为、产品价格、服务、

安全以及其他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方面进行管理和监控。特许经营企业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普通服务

的前提下，通过其运营实现经济效益，现金流和经济效益一般较为稳定，其年投资回报率一般在８％～
１０％左右。政府除监管特许经营企业外，通常还提供优惠政策等，均通过特许经营协议明确；提供创业

种子基金，支持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引进优秀项目、优秀人才。

企业的作用包括：投资建设汽车生产、零部件制造、物流、科研教育、商贸服务、会展、生活综合

服务 （房地产开发） 等设施，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实现承担企业宜尽之社会责任，为产

业园区实现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效益作出贡献。对于中小型企业，可针对它们的需求，积极创造条件

吸引入园。例如可采取建造标准厂房，出租给入园企业并提供相关后勤服务等方式来吸引中小型企业入

园，这样既减轻企业投资压力，又可加快进行成片开发，有利于尽快形成产业规模。

社会服务支撑作用包括：提供企业文化精神产品及服务；提供社会商业贸易流通及服务；提供社会

生活保障产品及服务。

政府、企业、社会合作协力关系应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互相监督，互相服务。

２资金筹措机制

资金是产业园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多源头、多渠道筹集资金。除政府财政投入部分 （主要是

非经营性公用基础设施建设） 外，应广开融资渠道，有以下几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国外政府贷

款，特别是无息或低息贷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或商业银行贷款；三是申请发行建设债券；四是利用

ＢＯＴ（建设—经营—移交）、ＴＯＴ（转让—经营—移交） 等方式，引进企业参与可收费的产业园基础设

施项目的建设与经营；五是通过土地出让金和土地增值部分解决非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非经营性项目

建设所需资金可先由负责项目建设的公司向银行融资解决，资金还贷可通过产业园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的

增值部分逐年偿还；六是引进国际资本和民营资本。引进国际资本，吸收跨国汽车及零部件公司投资，

在项目引进的同时，资本、技术、市场、人才等资源同时带入，是产业园发展核心动力。南沙开发区已

成功引进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落户，为南沙发展起到龙头效应。民营资本方面，对于国际、国内成熟的技

术和产品，只要市场落实和有发展前途，民营资本就可能大力投入发展。这类项目关键是市场，对这类

项目要在市场拓展上下功夫。市场有把握，就能引来民营资本大力投入。汽车零部件是量大面广的产

业，可引入民营资本进入这一产业市场。政府投资直接回收，主要通过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回收。政府

所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效益，繁荣经济，保持社会安定；其他机构回收通过房地产、经营和

其他服务回收。

３企业准入机制

办了保证产业园区企业项目的高效益，对进入产业园的项目和投资者实行企业准入机制。对进入园

区的项目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技术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经批准后方可进入。

４要素流动机制

要素包括劳动力、技术、信息、资金、商品等。要素流动机制就是要建立一种机制，让各种要素有

序地高速流动，企业和产业园效益在要素流动中不断增值。

５风险投资机制

风险投资在发达国家比较成熟，在网络神话破灭后，风险投资有所谨慎，在中国风险投资机制尚未

完全建立，由于受金融体制影响，风险投资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完善。目前，可以试行建立创业风险投资

担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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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管理高效运作机制

高效管理架构设计；高效运作流程设计；简约高效管理规范；灵活高效指挥系统。

八、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招商引资与策划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开发成功的关键在于项目引进和招商引资。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目前已有丰田

汽车龙头项目落户，势必带动一大批汽车零部件企业及相关产业入驻南沙。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招商引

资重点在汽车零部件和相关服务产业的引进。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在招商引资政策、策略、措施、策划

等方面应有新的思路。

（一）招商政策

（１）“零负担” 创业政策：“零负担” 创业政策，就是对进入产业园的项目和企业，给予创业扶持，

根据不同性质项目、企业，在创业初期，未收回投资之前，实行 “零负担”（除国家规定的税收政策之

外）。“零负担” 政策是招商引资的一个亮点，需在广泛调研基础上策划制订，按程序上报经批准后实

施。

（２）“高素质” 劳动力人才政策：在招商引资政策上应提倡以高素质人才劳力为优的劳力政策，与

之相配套的是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实际上，跨国公司在人员招聘时最关注的是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所

以高素质劳动力是地区招商优势之一，而不是低廉的劳动力。现代汽车产业更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技

术人才。

（３）“无阻高效” 交易政策：在招商引资中，外商最看重时间和办事效率。在全球化环境中，产业

园的竞争力集中体现为各类交易完成的时间和办事效率。入世后，随着产业园参与全球化竞争程度的深

化，对交易速度的要求比过去更为苛刻。实施 “无阻高效” 交易政策是提高产业园办事效率的有力措

施。新加坡首创的 “一站式” 招商服务模式就是实现 “无阻高效” 交易政策之一。这一综合管理服务模

式已在国内普遍接受和推广。

（４）“多边效率” 共盈政策：无论是投资者、政府、企业、经营者和社会服务行业，都有各自需求

和利益，好的政策和生产、经营、服务都应体现多边共盈原则。产业园多边共盈政策实施和机制的建

立，是提升开发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５）“和善友好” 亲商政策：“亲商政策” 是近几年新加坡总结招商引资服务过程的重要经验，是带

有中华文化色彩的招商举措，新加坡的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实行这一亲商政策效果显著。南沙国际汽车

产业园应结合本地特色，制订 “和善友好” 亲商政策和服务标准。

（６）“第一印象” 环境政策：环境的优良，是产业园核心竞争力之一，实施 “第一印象” 的环境政

策将全面推动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办事效率、社会配套、人员素质等整体形象的提升。“第

一印象” 环境政策是产业园全面整合和建立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对产业园发展和招商引资具有重要意

义。

（７）“高效引资” 激励政策：全国各地对招商引资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奖励，在实施

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难以兑现，原因之一，缺乏实操标准和办法。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实施 “高效

引资” 激励政策，要有新的措施和办法，重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目标招商项目建议发现人；二是目标客

户推荐促成中介人；三是目标项目服务实施人。激励应体现全过程和集体功效。激励政策不能只是摆

设，应充分发挥应有功能。

以上７项招商政策构成产业园招商政策体系，每一项政策都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由专业机

构按管理设计原则进行流程化设计，并制订相应实操规范标准，再加以宣传推广。

（二）招商策略

策略在竞争中是制胜的法宝，策略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策略依据不同目的、不同目标、不同地

区、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事物而有所不同。对于招商引资手法，具有普遍的策略，有以下５个方

面：

（１） 目标招商策略：目标招商是招商引资活动中最有效的方式，是产业园招商引资的主导策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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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招商的关键是目标项目主体定位和目标客户选择。其中定向招标是目标招商的重要方式之一。产业园

应瞄准世界级汽车零部件厂商开展目标招商。

（２） 亲和招商策略：亲和招商目前已在国外普遍推广，是招商引资中的基础策略。

（３） 广告招商策略：广告招商是目前国内各地普遍采用的策略和方式，所不同的是广告招商的影响

力和有效力。

（４） 活动招商策略：活动招商也是各地普遍使用的策略和方式，关键是活动招商策划的水平和效

果。

（５） 推介招商策略：高水平的招商和重大项目招商，多采用推介招商，推介层次越高，影响力和效

果越好，国际上多数市场发达国家的推介招商体现在政府行为和名人效应。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招商引资策略选择应以目标招商和重大项目推介招商方式为主。

（三）招商措施

各地招商引资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但最重要的措施有以下４项：

（１）“一站式” 招商服务机构：“一站式” 招商服务已普遍在国内推行，全国各地都设立了一站式招

商投资服务中心，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应成立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２） 国际化招商服务素质：招商服务人员素质对产业园招商引资至关重要，全球一体化时代，招商

服务人员必须达到国际化水平，无论是学历、能力、经验都必须适应国际化的要求，所有人员在语言沟

通方面必须略通１～２门外语。

（３） 网络化招商服务手段：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目标之一，是建立数字化园区，首先在招商引

资服务上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网络化在招商引资服务中有三个层面：网络化的技术服务手段 （工作电

脑化）；网络化的客户跟进体系 （客户电子管理系统）；网络化的全球招商服务系统 （全球招商网点体

系）。

（４） 全程化招商服务跟进：从项目研究、定位、设计、招商主体策划，招商目标客户选择、招商考

察洽谈项目投资建议、项目经营管理等过程进行分类、定人、全程化跟进服务。

（四）招商策划

招商策划是针对项目招商引资全过程、分阶段进行的具实操性的方案设计。总结国内外经验，招商

策划包括下列５个方面：

（１） 招商主体形象策划：这是目前众多广告策划公司的工作。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在招商引资中首

先要对主体形象进行最佳的定位设计和形象设计。

（２） 招商目标跟进策划：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以目标招商为主导，重大项目、核心技术项目，都必

须进行招商目标跟进策划，以保证项目快速有效的引入和建设。

（３） 招商活动组织策划：这也是常见的招商策划之一，开发区重大的商务活动，都应请专业的策划

公司对活动进行严密、有效的组织策划，以达最佳效果。

（４） 招商广告推介策划：这也是常见的招商策划之一，需要把握的是广告推介成本和实际效果。

（５） 招商服务全程策划：全程策划需要高素质的各类专业人才和高明的组织指挥人才，需要众多有

实操经验的专家支持。全程策划是各种资源、各类要素在动态过程中的组合，是最佳的招商引资艺术。

（五）园区推广

１产业园区形象定位与推广策划

（１）形象定位。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面向国际市场，以丰田汽车公司为核心，以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制造业为主导产业，不仅仅是工业生产基地，还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市场整个产业链，是开放性的

制造基地和园林化水乡生态工业园区。

（２） 推广理念。①权威性：由于有政府部门为后盾进行支持，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及招

商就具有了强烈的权威性和公信力。②代表性：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由于各方面的优势致力于各重点产

业的扶植与发展，力求在不同行业造成集群效应，从而在特定行业内具有广泛的行业代表性。③国际

性：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面向国际市场，项目来源于国际市场，产品销售于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④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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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运作的专业化和服务配套体系的专业化，不仅仅是工业生产基地，还包括研

发、生产、销售、市场整个产业链。

（３） 推广策略。①市场运作品牌化：将整个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推广作为一个品牌推出，以市场

化手法进行运作，融入市场导向和受众导向的概念，区别于其他的产业园区推广单方面信息发布、一厢

情愿的做法，把市场吸引力和信息接受效果放在首位，以达到产业园作为一个整体品牌形象被接受和认

知的传播目标。②形象功能一体化：在战略层面上以整个产业园品牌形象的推广为主线和核心理念，贯

穿始终，在战术层面上，结合产业不同的功能组团，按不同区域、行业、政策进行宣传策略的微观调

整，做到战略和战术、形象和功能的配合，达到微观和宏观的完美组合，使推广效果最大化。③细分导

向焦点化：根据不同产业和行业的特征，实行导向跟踪管理，围绕投资商的需求或存在的疑虑制订针对

性的诱导方案，定人定时进行跟踪拜访，实现 “大户专访制度”，针对重点投资商进行重点攻破，由经

过统一培训、沟通能力强的推广人员进行单面访谈，传递产业园的最新信息，增强投资信心。同时通过

活动推广和广告宣传的方式，利用媒介进行信息传递和扩大，将行业细分并按照不同的行业特点进行宣

传，在每一目标行业形成焦点关注。④公关活动软催化：通过活动 （研讨会、报告会、招商会） 进行宣

传，设定能吸引目标受众的形式，借助有意义的载体，开展有深刻影响力的活动，集中商户做相关的阐

述和探讨，催化招商及宣传效果。

（４） 推广诉求。①发展前景牌：通过各方面优势的描述和定位，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发展前景将

为整个产业园的形象推广和招商提供最有力的升值支持，且随着产业与结构的不断发展完善而使其商业

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②政府实力牌：由于政府本身具有雄厚的财力储备和较强的民间资源动员与整

合能力，因而以政府作为产业园开发的引导和管理主体，可以给投资商提供强有力的信心保障，并且能

够以系统的、全局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资源的规划与调整。③产业创新牌：南沙国际汽车产业

园按照 “生态、聚集、多元” 的创新导向，发挥上下游及资源互补产业的集群效应，形成具有规模化、

高效率的科学产业体系，提升整个产业园区的市场竞争力。④服务升级牌：整个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作

为一个整体项目来规划，因此对于交通物流业、邮电通讯业、商贸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配套服务设施

的规划就更加周详、完备和合理。⑤环境优势牌：将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成园林化生态工业园区，

是产业园的目标之一。环境吸引作用的发挥，将有助于增强产业园的整体招商吸引力。

２产业园启动期招商工作计划

应制定招商引资原则、分步实施与推进，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招商引资推广工作，以 “符合规

划，实现效益” 为原则，以 “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单项突破、整体推进” 为推广策略：①园区基本配

套项目启动建设。如建造园区主牌坊、树立园区标志、道路交通、环境美化等形象工程和网络信息工

程。②招商引资宣传推广准备工作。如产业园招商引资接待中心装修及包装、设计制作精美的招商引资

宣传推广资料、手提袋、为园区全面导入ＣＩ形象设计、联络国内外企业等形象包装工作和推广准备工

作。

九、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投资效益分析

（一）投入产出分析

１投资估算依据

（１） 园区规划用地：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规划面积３６４１公顷 ，可供开发建设用地３２９５公顷 （约

３３平方公里）。

（２） 园区基础建设投资估算指标：①土地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总投入匡算经验。根据国内外开发区

开发投资经验数据，初步确定园区土地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总投入，一般以平方公里为单位估算：Ａ类

开发区———对投资环境要求高的园区，如高新技术园区、科学园、软件园等，这类园区一般为每平方公

里４～６亿元。如新加坡苏州工业园。Ｂ类开发区———对环保生态有一定要求的新型工业园区，这类园

区一般规模每平方公里为３～４亿元。Ｃ类开发区———有一定环保要求的传统工业园区，这类园区一般

投资规模每平方公里为２亿元左右。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考虑按Ｂ类开发区估算为每平方公里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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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础建设总投资估算

（１） 依据经验估算法，按Ｂ类开发区每平方公里３亿元基本建设投入，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基本建

设投资估算为：

３亿元×３３平方公里＝９９亿元

（２） 依据现行条件估算法：土地成本投入 （包括补偿） 每亩不超过１５万元?亩，基础设施投入 （七

通一平） 每亩不超过６万元?亩。

２１万元×１５＝３１５万元?公顷

３１５万元×３２９５公顷＝１０３７９２５万元＝１０３７９亿元

（３） 考虑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标准应按国际化要求，因此将两种估算相加取平均值１０１亿元为

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基本建设总投资估算。

３资金来源及筹措

政府财政投入 （３０％）３０亿元；银行贷款 （２０％）２０亿元；土地出让回收投入５ｌ亿元。

４资金运用

土地投入６６亿元；公共基础设施投入３０亿元；其他投入５亿元；合计１０１亿元。

５产值预测

（１） 土地出让收益预测表 （４ ９）。

表４ ９ 土地出让收益预测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单价 总量 总收益 （亿元）

１ 工业土地出让 公顷 ２４０万元?公顷 １２９１１ ３０９８

２ 仓储用地出让 公顷 ３３０万元?公顷 ８９５ ２９５

３ 商业用地出让 公顷 ６００万元?公顷 １１２５ ６７５

４ 居住用地出让 公顷 ５２５万元?公顷 ３４１６ １７９１

合计 公顷 １８３４４ ５８５９

（２） 税收收益预测（表４ １０）。

表４ １０ 税收收益预测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

１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５０ １２７ １９７ ２９７ ５１７ ７７１ ９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 第三产业总产值 亿元 ０５ ５ ２０ ３１ ４０ ４５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３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７５ ４８ ８５ １２８ ２１０ ２９８ ３７３ ３９０ ４０３ ４１８

４ 税收 亿元 ２６ ７ １３ ２０ ３１ ４５ ５６ ５９ ６０ ６２

（二）效益分析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按照南沙地区发展规划和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战略进行，将会产

生巨大的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效益。

１产业经济效益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确立了汽车产业在南沙开发区产业体系中的支柱和主导产业地位，

和南沙开发区临港钢铁工业、石油化工以及物流产业形成产业链和产业聚集效应，对于推动南沙开发区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和花都汽车城、广州本田生产基地构成了广州汽车三大产业

基地，形成日系汽车在国内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使汽车产业成为广州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中的重要力

量，亦使广州成为国内主要汽车产业基地，对于推动广州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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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经过近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的开发建设，到２００８年产业园年产丰田整车１０
万辆、发动机３０万台，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１２８亿元，２０１４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４１８亿元，并

可带动汽车上下游产业的增值，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创造大量税收，其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２社会效益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在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南沙国际

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将吸引大量投资并建设完善配套的产业体系，产业园二、三产业将协调发展，

未来入园企业将达数百家以上，将产生大量就业岗位。预计就业人数２００８年达８万人、２０１４年达１３
万人。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建设，将彻底改变产业园区域现状面貌，展现一座现代化、高科技、科学

规划的产业园区，将大大提高和改善周边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南沙国际

汽车产业园强大的科研、教育与文化功能，将丰富南沙开发区科教、文化事业内涵，推动南沙开发区科

教、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提高居民素质和受教育水平。

３环境效益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在开发建设中，将按照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严格建设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

管理，运用法律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保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把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成生态环

境优美、服务功能完善、适宜创业发展和生活居住的产业示范园区。

４可持续发展效益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导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

展道路，以产业园主导、配套产业发展为重点，重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景观系统的规划建

设，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使国际汽车产业园在实现显著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推动国际汽车产业园区域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科教等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真正

实现可持续发展效益。

（三）风险分析与分险管理

影响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风险主要有市场风险、投资风险、经营风险等３个方面。

１市场风险

产业园市场风险主要体现在招商引资，关键在于核心项目的引进。招商引资能否成功，关系到产业

园的基础建设投资能否快速回收。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已有丰田汽车落户，招商风险较小。目前南沙投

资形势看好，但竞争十分激烈。全国汽车产业基地都瞄准世界级零部件厂家，导致国内外汽车产业基地

市场竞争白热化。党的十六大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国掀起新一轮的开发建设热潮。

上海、北京及全国有条件的省区都将汽车产业作为２１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要在

竞争中取胜，产业园建设动工宜早不宜迟，总体规划要有前瞻性和扩展性，尤其是要加强信息网络建

设，培养快速的市场反应机制，及时跟踪世界汽车产业和竞争对手最新发展动向，在市场竞争中提升抵

御风险的能力。为有效规避市场竞争的压力和风险，应大力营造、不断改善产业园投资环境，从自然生

态环境、基础设施、政府政策与管理效率、人文环境、配套服务等方面下工夫去抓，以取得优良的成

效。

２投资风险

投资风险表现在３个方面：

（１） 获得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支持，是产业园规避投资风险的有力保障。我国资本市场发育较

晚，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在金融体制上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与国际资

本市场相比差距很大。国内对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业投资十分有限。目

前，国内产业园发展资金来源渠道，仍是依靠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企业自筹、证券市场直接融资４种

方式，由于汽车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特性，银行贷款十分有限。证券市场是少数企业的领地；

而政府财政拨款，依税收多少、按科技３项经费 （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大科技项目补助费）

提取比例拨款，其数量甚微。因此，汽车产业投资资金主要来源是靠企业自筹。随着汽车产业国际市场

竞争加剧，汽车产业投资力度增强，靠政府投资和企业自筹难度加大，唯有出路是扩展社会投资市场。

国内民间有数万亿元的储蓄资本，由于国内金融体制仍未放开，社会资本市场尚未形成，巨大的资本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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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未能发挥作用。现行的金融政策和体制制约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和国际市场的开拓。

（２） 严格准入，审慎投资。汽车市场的准入和投资，应有一定的要求。为规避风险，产业园要建立

严格的企业准入机制和创业投资风险规避机制。创业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是以一定的资金投入获取技

术、产品、产权和市场份额。为了降低风险，在实施创业投资时，对接受投资的企业要进行严格审核，

考察企业技术水平和人员质素，做到严格准入，审慎投资。

（３） 多元组合投资，是分散投资风险的最好办法。在产业园的建设投资上有两个方面应加强：基础

建设投资，政府要担当较大的风险，通过多元组合投资，将基础设施推向市场化经营，以招标方式向国

内外投资者招标，以获取建设资金是减少政府投资风险的好办法。产业投资是企业为主体，政府提供导

向扶持政策，不直接承担产业发展投资风险。加强产业投资风险的控制和化解，是投资企业的任务。从

投资风险阶段看，投资风险系数随企业成长而减少，但投资的风险面，有可能随新投项目规模扩大而加

大。因此，在任何一个阶段对风险的控制十分重要，投资企业应认真进行行业市场分析，做好投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制定周密投资计划和风险控制措施，加强项目的过程管理。

３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主要表现在产业园载体策划、推广、开发、经营、管理等方面，一个好的策划可预见风

险，对风险提出预警、规避。产业园的成功与否，首先在于优秀的策划。第二，在开发过程中经营风险

表现在对开发过程的有效监控，工期进度、工程质量与成本是开发过程中的监控重点。第三，经营管理

风险在于对成本的控制和财务的监控。第四，管理的核心是人的管理，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关键是人

才。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

（四）广州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中注意的重点问题

（１）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建设发展具有明显的区位、政策、市场、交通、物流、产业资源优势，根

据国内外汽车产业发展态势和广州城市发展战略及现有基础，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战略目标定位是

国际化综合性汽车产业园区，并将成为亚太地区和中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

（２）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模式为：以引进促进发展，在引进基础上建立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基

地。

（３）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管理模式为：“三位一体、分工协作管理模式”，即政府、社会、企业三位

一体，分工协作管理模式。

（４）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战略为：以国际、国内市场为目标，以国内市场为重点，以广州丰田

５０万台发动机和４０万辆整车生产基地为核心，集汽车及零部件生产、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汽车科

研、教育，汽车工业旅游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汽车产业园，成为亚太地区和中国重要的汽车制

造、科研、物流贸易基地，并具备独特汽车文化氛围和底蕴。

（５） 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建设，将实现巨大的社会效益、产业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

发展效益，对广州市和南沙开发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６） 产业与市场竞争：目前国内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长春、重庆、南京、济南的汽车

产业基地和园区，都将汽车产业作为核心支柱产业，都在培育国际化大型汽车企业集团，争夺汽车产业

资源。广州三大汽车产业基地如何面对国内激烈的产业竞争采取强有力的资源整合措施，打出广州汽车

品牌是政府和企业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尽快形成产业规

模。考虑国际汽车产业园的长远发展，未来可考虑将番禺东涌、鱼窝头临近南沙黄阁部分区域纳入国际

汽车产业园长远发展规划，这需要有关政府部门统筹协调和规划。对于零部件产业而言，全国汽车产业

基地都在争夺汽车零部件企业和市场，零部件企业正处于大重组时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有效发

挥南沙区位、政策、交通、物流和产业资源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招商引资，建立强大的汽车零部件产

业，对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应注重加强招商工作，精心策划

和组织，以取得实效。

（７） 产业园的开发建设：南沙国际汽车产业园的开发完全是新区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显得尤为

重要，也是产业园良性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开发中，必然存在规划调整、基础设施建设量大且相互交叉

和建设周期紧等方面问题。因此，制定产业园总体和控制性详规，明确开发建设理念和分期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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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精干机构，强化建设管理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目前，随着广州丰田５０万

台发动机项目的动工建设，产业园的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黄阁片区的土地开

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更为紧迫。从产业园用地现状看，存在大量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在开发建设中须办理

农用地转建设用地手续，征地、拆迁安置工作难度较大，工作量大且繁杂。因此，必须根据产业园总体

规划和开发建设计划，遵守国家相关土地开发、管理与拆迁法规，制定周密征地、拆迁工作计划，加强

领导和协调，确保土地征用和拆迁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保障产业园开发建设计划的有效实施。

（８） 产业园的运营：产业园在硬件设施建设到位的前提和基础上，如何营造产业园良性发展的软环

境，建立一套良性运营机制，对产业园的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产业园管理机构在园区政策、

招商引资、配套服务体系、政府管理等方面加强前期研究和策划，制定周密组织和实施计划，以确保国

际汽车产业园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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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广州东部 （增城） 汽车产业基地发展

自２０００年广州提出 “东进、南拓、西联、北优” 战略以来，新塘—荔城已纳入广州东翼大组团

（黄埔—新塘—荔城地区），黄埔至新塘一带由此成为东部密集产业发展带中的重要区域。１９９８年广州

本田汽车的进驻，直接推动了该区域汽车及其配件产业的蓬勃发展，由此逐步形成了广州较为成熟的东

部汽车产业基地。２００３年东风日产的进驻及花都汽车产业基地的落成，２００４年丰田进驻及南沙汽车产

业基地的落成。广州东部、北部 （花都）、南部 （南沙） 三大汽车产业基地竞相发展的格局日益形成。

相对北部、南部汽车产业基地而言，东部汽车产业配套体系较为成熟，但空间分布比较零散，缺乏

整体协同的发展空间，龙头企业———广州本田汽车面临发展空间不足问题，需要进行空间拓展与资源整

合。２００４年底广州本田汽车二厂 （下称广本二厂） 正式进驻新塘，不仅标志着增城汽车产业的发展进

入新的起点，而且标志着广州东部汽车产业的扩容计划正式启动，为推进广州东部地区汽车产业集群提

供了机遇。

为更好地扶持汽车产业的发展，广州已明确将汽车产业确定为未来的三大支柱产业 （汽车、石油化

工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之一，在２００５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广州开发区汽车产业基地、广州花

都汽车产业基地、广州南沙汽车产业基地列为２００５年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广州东部 （增城） 汽车产业

基地 （“增城汽车产业基地”） 则列为２００５年重点建设预备项目。

一、增城汽车产业基地发展面临的基本背景

（一）国家层面———汽车产业发展前景

近年来，在跨国汽车企业在华投资发展影响的推动下，中国汽车产业展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德国大

众、美国通用、日本本田、日本丰田、德国宝马、美国戴—克、美国福特、意大利菲亚特、法国标致—

雪铁龙、雷诺—日产、韩国现代等世界汽车集团全部进入中国汽车市场，并加大投资力度。国内外大规

模投资将使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成为世界汽车生产消费大国。据相关预测中国未来三年内汽车市场还将

保持２５％～３０％的增速，到２００６年汽车产量将超过７００万辆，到２０１０年中国汽车产量将突破１０００万

辆，年增长速度保持在１５％左右，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产销国。

同时，中国汽车消费市场也将在区域发展层面形成三个梯度，第一梯度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

以及环渤海经济带 （京、津、大连等城市） 等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占汽车消费５０％以上，且以中高档

车型为主；第二梯度中部地区占汽车消费３０％，以中档和经济车型为主；第三梯度西部地区占汽车消

费２０％左右，以中档和经济车型为主。

（二）省域层面———产业重型化策略下扶持发展

结构偏轻一直是广东产业发展的软肋，广东要改变过于 “轻型化” 的产业结构，必须以重型化为方

向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因此，在２００５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 “加快发展重化工

业和装备制造业，推动产业重型化” 的发展策略：积极推动石化、汽车及装备工业等高增长性、产业链

条长的产业发展，扶持发展一批装备制造业重点企业；充分发挥临港优势，规划建设惠州、广州、珠海

及粤西、粤东石油化工基地，促进形成沿海石化产业带；以广州、深圳、佛山为重点，促进珠三角地区

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特别是精密制造业；加强与国际大型跨国装备企业合作。组织一批装备技术创新

和技术改造项目，提升装备制造业的研发、制造、系统集成和配套能力。汽车产业作为推进产业重型化

的重要内容，必将得到扶持培育发展；以广州为重点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广东汽车产业必将在中国及世界

汽车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三）广州市域层面———三大汽车基地竞相发展

至２００３年，广州汽车产量达１２２６万辆，其中本田轿车产销分别达到１１７２万辆和１１７１万辆。

至目前为止，广州已初步建成东部汽车产业基地、北部 （花都） 汽车城、南部 （南沙） 汽车产业基地，

为广州提升为全国汽车产业的核心基地奠定了基础。其中东部汽车生产基地以广汽和本田汽车为核心，



以广州本田、本田中国及广州开发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广州保税区进口汽车物流商贸园为基地，形成

年产３０万辆轿车的广州东部汽车整车、零部件生产、物流基地，预计到２０１０年东部生产基地将形成年

产７０万辆汽车和８０万辆摩托车的能力。

（四）广州东部地区：汽车产业基地相对成熟，但空间集聚程度不高

目前，在广州东部地区已经聚集了广州本田、本田广州出口基地 （５万辆?年） 和本田生产技术

（中国） 有限公司三大本田在华重点汽车项目，围绕本田汽车项目，已经聚集了６０多家汽车零部件厂

商。但由于历史原因，东部地区的汽车产业配套仍处于较分散、空间集聚程度不高的状况，龙头企业之

一的广州本田面临发展空间不足问题。广州本田现在所在的地方靠近市区，周边已经被铁路、高速公路

包围。在此前的产能扩张过程中，经过１２万辆以及２４万辆的生产改造，广州本田现有的厂房、设施、

人员、物流等规模已经满负荷运转，就单一生产线来说，广州本田目前可供挖掘的潜力已经不多，广本

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再建新的生产线。

（五）新塘地区———加工产业迅速集聚，产业重型化有所推进

新塘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随着珠三角进入产业转型深化期，迎来了它 “爆发式” 的发展阶段。目前，

新塘集中了增城市的大部分重点工业项目和知名企业，已成为增城南部经济和工业发展的重心。随着惠

州、珠海石化项目的建设，广州、茂名石化项目的扩建，广州的汽车、钢铁、造船等项目的启动，广东

工业化已进入了一个以石化、钢铁、汽车、造船、装备制造等重型化产业集群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作

为珠三角经济发展主轴的穗港走廊，也必将成为工业重型化的重要依托。增城以广本二厂的建设为契

机，随着周边重型工业的发展，其汽车等重型工业必将面临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新塘作为广州市东

进战略的落脚点，将承接产业、资金、房地产、技术等要素的扩散，随着广州 “东部板块” 开发逐日升

温，有望成为下一轮珠三角城镇间竞争的投资发展热点，“东部产业带” 呼之欲出。未来的大新塘地区

的工业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形成以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工业和牛仔服装为主的大工业发展格局。

二、建设增城汽车产业基地的目的和意义

１拓展东部汽车发展空间

目前，整个广州东翼大组团 （东部板块） 仍处于自发状态，缺乏规划引导，形成了产业发展与城乡

建设相对零散的状况。就汽车产业而言，则呈现出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发展格局，一些企业已面临用

地空间不足、发展规模难以扩大等问题，广州本田是其中的典型。广州本田公司也希望政府及相关部门

能积极参与，大力打造广州东部汽车产业基地。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提出规划建设增城汽车产业基

地，至少可以留住目标客户，拓展东部汽车产业发展空间，使以 “广本” 为核心的广州东部汽车生产基

地得到可延续发展的空间载体。

２提升广州东部汽车行业集约发展、集群发展的市场空间

增城汽车产业基地的发展将有力推动新塘及广州东翼组团汽车及其配件业、物流仓储、商贸服务和

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为提升广州东部汽车行业集约发展、集群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从而为增城、大新塘

产业集聚、城镇空间与功能的战略重组创造机遇。

３巩固珠三角东岸产业带在专业市场领域的根植性，强化广东在全国及世界汽车产业中的战略地位

目前在珠三角东岸的穗港经济带中，加工产业发达，产业与经济的外向性程度高，根植性强的基础

产业和专业市场相对缺乏。增城汽车产业基地的规划建设，可完善珠三角东岸的产业体系，增强珠三角

产业带在专业市场领域的根植性可为广东甚至全国汽车行业领域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从而达到强化广

东在全国及世界汽车产业中的战略地位。

三、增城汽车产业基地建设的关键问题

１汽车产业基地与新塘工业园及更大地区的协调发展

汽车产业基地并非独立发展区域，在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强调本地区的主体功能，同时必须强调

扩大区域的发展地位和协调关系，其中包括基地与新塘工业园总体规划的衔接、基地与新塘镇中心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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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重点是道路交通、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的协

调等，建立整体发展意识，理性分析汽车产业基地的发展定位、主体功能、发展机会及协调关系，把握

基地的优势地位。

２土地资源的空间整合与对村庄的拆迁安置

基地内部村庄相对分散，农田林地比重大，且用地受高速公路、高压走廊的分割比较严重，如何遵

循前瞻性与现实性的原则对土地资源进行整合，尤其是对村庄的拆迁安置是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３基地竖向问题

基地内山地丘陵比较多，为吸取一般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存在大规模推山造地的教训，根据地形、地

貌确定场地竖向规划、道路控制点标高、区内雨污水管网布设、道路与各类管线标高的衔接，以及自然

生态的维持是建设中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４规划弹性如何体现

市场经济条件下，项目进入和项目对用地需求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满足进行场地前期平

整、主干道路、给排水干网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先行建设等基本要求下，对地块大小、用地性质和交通组

织的确定应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以适应不同规模的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对大小不同地块的选择。规划

实施策略上建立 “规划—实施—规划调整—实施” 的动态机制，不断修正和调整规划，稳步推进规划的

实施。

四、开发条件与发展策略

（一）增城汽车产业基地规划建设的基础条件

（１） 地理区位：基地属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中部城市组团，位于穗港经济走廊组成部分增城市的

西南部，广州市东大门新塘镇的中南部，为广州南香山工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邻广州 （永和） 经济

开发区、东接原宁西镇、南连新塘镇中心区、北靠南香山森林公园。广惠高速公路从基地中部穿过，广

深高速公路、广深铁路从基地外围通过。距广州中心区仅４０分钟左右的车程，距广州新国际机场仅３０
分钟车程，距黄埔港和新塘港也分别仅２０分钟和１０分钟左右路程。

（２） 地貌、地质：基地位于珠江流域东江下游，地处新塘—仙村—石滩—三江三角洲平原，北靠新

塘地势最高的南香山，区内地势北高南低。整个区域属低山丘陵区，微丘密布，高度多在４０～１００米之

间，盆地和沿河谷地高程在２０米左右，通过一定平整，即可成为可建设用地，有利于工业发展与城镇

建设。

区内的工程地质条件因地势不同分为几部分：新塘片区属第四系洪积层和坡积层，土壤层多为江河

冲积土、沼泽型土，土质主要有亚粘土、粘土、中沙、碱砂等。永和片区基岩为花岗石岩层，且覆盖土

层深厚，土质为砂质粘土，冲顶、河谷分别为坡积层和冲积层，土坡基岩稳定，未见泥石流、滑坡和大

面积淤泥等不良地质现象。整个地区基本上属于适宜建设用地。地震设防属六度防震区。

（３） 气象、气候：本地区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属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日照丰富 （１９５３５小时），四季宜人。年均气温２１６℃，冬季气温１２４℃，夏季为２８３℃，持续时间

短，年相对湿度７８％，全年无霜冻，适宜热带、亚热带作物生长。全年季风明显，主导风向以北风

（频率２２％） 为主，６～７月盛行南风，５～１０月常有西风，极少受台风正面袭击，平均每年０８次，最

大风力７～１１级。因此，区内常年盛行两个主要风向：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偏北风的频

率较偏南风的频率大，这对工业布局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４） 用地现状特征：用地比较破碎。基地用地范围内现有章陂、白水、九如、湖中、百湖、路边、

郭村等７个行政村，２００４年人口约１２５万人，除部分已建工业用地、村民居住、道路交通用地和军事

用地外，大部分为农田林地和山体 （表４ １１）。受广惠高速公路和多条１１０千伏以上的高压走廊的穿

越，以及山丘的影响，造成用地比较破碎、区内南北片区分割，影响了用地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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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１ 现状土地利用结构一览表

用地类型 面积 （公顷） 占总用地的比重 （％）

工业用地 ３５９１ １４４

居住用地 ９６３５ ３８７

公建用地 ２６８ ０１１

道路交通用地 １８１０２ ７２６

市政设施用地 １５７ ００６

农田林地 １２７１３１ ５１０１

山体 ７４９８ ３００９

水域 １４３３８ ５７５

特殊用地 １０１３ ０４１

土地总面积 ２４９２１５ １００

（５） 交通现状：对外交通便捷，区内交通不完善。目前已有新新公路、荔新公路、九丰公路经过，

广惠高速公路东西贯穿建设区，通过这些区域性的交通干道可便捷地通达新塘镇区、增城市区 （荔城）、

广州市区。目前，汽车产业基地基本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路网结构很不完善，已有的道路大多为乡村公

路。

（６） 环境与景观现状：基地北靠南香山森林公园，区内低山丘陵较多，且有瑶田河、瓜岭涌穿越区

内，形成了良好的山水生态格局；除荔新公路沿线已建部分工业厂房外，区内村庄建设用地较小且相对

集中，基本保持了自然村落风貌。但区内仍保留了零星的水泥厂、砖厂，影响了区内整体环境。

２００４年底广州本田二厂项目的落户标志汽车产业真正进驻新塘。目前，广州本田二厂首期１２万辆?年

的整车生产车间正在建设当中，未来一些汽车零部件、仓储物流、居住生活小区等配套项目也将陆续展

开。

（二）基地发展的优劣势条件

１优势条件

（１） 区位与交通物流优势：增城汽车产业基地所在地———新塘，为广州东翼大组团 （黄埔—新塘—

荔城地区） 的一部分，广深高速公路、广惠高速公路、广深铁路新塘车站、１０７国道、广园东快速、广

汕公路等多种区域性交通设施或在增城汽车产业基地边缘通过或在基地中部穿越，形成了良好的外部交

通环境，为产业基地提供了便捷、低成本的物流配送体系，凸显了产业基地的交通、物流优势。

基地紧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州科学城，工商业发达，是广州通往东莞、深圳、香港及粤东地

区的要塞，具有 “多城辐射效应”。这一区位为新塘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各门类产业，

拓展国际国内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广州及周边地区完善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基础能够为新塘的发

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珠三角及珠三角外围腹地为新塘工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大容量的市场空

间。这些外部条件为增城汽车产业基地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２） 市场运作成本优势：广州 “东部板块” 处于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穗港经济走廊，至今还拥有大

片可供开发的处女地，且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无论是承接国际产业的转移还是接受穗港经济走廊的扩

张，它都是一个最佳选择。相对北部花都、南部南沙，广州 “东部板块” 的吸引力，还在于拥有中心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和产业体系配套较为齐全的优势，为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商贸物流企业提供了市场

运作成本较低的优势。

（３） 龙头企业带动：龙头企业往往是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广州本田汽车第二工厂的进驻，

不但为增城汽车产业基地的启动和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汽车服务行业的进驻带来

了动力。未来围绕广州本田汽车以及后续跟进的其他大型项目，在汽车产业基地周围将形成一定规模的

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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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环境优势：基地北靠南香山森林公园，内部低山丘陵较多，且有瑶田河、瓜岭涌穿越，山水生

态格局良好；内部植被结构完整，仍保留有鱼塘和部分农田，为基地增添了田园气息。这些自然条件为

建设生态型的产业基地提供了基础条件。

２制约因素

（１） 受高速公路和多条高压走廊的分割，用地相对零散，使部分用地的价值下降。

（２） 基地内村庄数量较多且分布相对分散，而且保留有部分农田，增加了土地资源空间整合的难度

和政策成本。

（３） 已进驻企业和周边产业类型比较混杂，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与汽车产业基地这一主

题相差较大。

（４） 区域竞争加剧，市场发展环境的不定性因素增多，为汽车产业基地的建设带来风险。

（５） 征地相对困难。

（６） 汽车研发、汽车配件交易、汽车文化等相关产业发展欠缺。

（三）发展策略

１明确产业定位和项目 “准入” 原则

新塘工业园总体规划明确提出了 “生产基地化、经营集约化，生产、贸易、科研、居住旅游一体化

的生态工业园区” 的发展目标。在遵循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政策和自然条件

等综合优势，突出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为拓展方向，一方面依托已进驻的广州本田延伸产业链，一方面

扩大招商引资范围，接纳国际、国内转移汽车生产及相关产业，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厂商投资建设高集

约度、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新型、大型生产装置，杜绝一些产品档次低、技术落后、污染大的项目

进入汽车产业基地。

整车生产方面引进国外大型汽车生产企业，提高汽车的生产规模。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围绕以下６
个重点招商引资，扶持发展形成全球化规模产业。①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及发动机管理系统集成组件；

②底盘及驱动系统零部件及系统集成组件；③车身内饰件系统零部件及系统集成组件；④车身外部件系

统零部件及系统集成组件；⑤汽车电子信息网络系统零部件及系统集成组件；⑥汽车新型材料及基础

件。

同时，为了保证产业园区企业项目的高效益，对进入产业园的项目和投资者实行企业准入机制。一

是在项目 “准入” 上突出产业聚集，优先汽车整车生产及零部件 （一类和二类工业），二是对进入园区

项目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技术水平等进行综合评价，经批准后方可进入 （表４ １２）。

表４ １２ 主要汽车零部件名称及所属门类

企业门类 零部件名称

一类企业
方向盘、安全气囊、仪表板骨架、转向柱、制动盘、转向节、电子元器件、轮毂总成、轴罩、

传动轴、空调设备、音响设备、减震器、地毯、玻璃升降机、油管、线束厂等

二类企业
发动机、变速箱、车桥、车轮、座椅、保险杠、油箱、消声器、仪表板、散热器、灯具、悬挂

系统部件、冲压件、蓄电池、密封件、内饰件厂等

三类企业 轮胎、玻璃厂等

注：一类企业为无污染用地企业；二类企业为轻度污染用地企业；三类企业为有污染用地企业。

２盘整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基地土地利用必须在明确规划区内功能布局的基础上，合理布置各类用地，最大发挥有限土地资源

的利用效率。基地内目前土地利用以农业和村庄建设用地为主，工业用地比重较小。因此，基地内土地

资源的盘整应在迁出不符合基地要求的部分工业的基础上，着重对农业用地和村庄建设用地进行调整。

农业用地方面，应根据增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规划布局，从整个市域层面进行统筹协调，调出基地

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指标，保证基本农田合法转为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方面，目前存在数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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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分散等问题，土地利用效率低。在基地土地盘整过程中，应有所区别地加以对待，尽量保留相对集

中、规模较大的村庄，并适当预留部分村庄发展用地，同时根据汽车产业基地开发建设进程，逐步将规

模小、相对分散的村庄向附近规模较大的村庄集中，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近期对非重点建设的农

村居民点实施规模控制、政策控制，控制建设批地，限制其进一步扩大，逐步引导非重点建设的农村居

民点的居民向规划重点建设的农村居民点迁移。在迁村并点前提下逐步实施旧村土地整理，将迁村并点

后腾出的原村镇用地作为城镇建设用地加以储备。基地内村庄建设用地的具体改造模式，应根据不同的

规划用地性质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一些在规划的工业用地范围内的村庄，应该由政府做好宣传教育工

作，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灵活性的整改，如一些基础较好的建筑可以留作工业的配套居住区，其他较破旧

的住宅，则进行异地重建；需大面积改造和搬迁的地区，可通过开发商整体开发，由个人购买商品房的

开发模式进行开发，或通过异地置换土地进行建设的办法来进行新住宅区的开发建设。对于一些在规划

的住宅用地范围内的村庄，尽量不要进行大规模的搬迁，能够进行原地改造的，拆除一些违章建筑，合

理规划绿地，疏通道路，以获得良好的居住环境。

３加强与周边的协调，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是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前提。投资环境包括软、硬环境两个方面，软环境主要是政策、文

化、服务等，硬环境主要指产业基地或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相关产业的集聚程度等。在区域竞争日益

激烈的情况下，各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优惠政策已基本雷同，差别的是服务和相关产业的集聚。

对于增城汽车产业基地而言，应在基础设施配套、政策环境可以保障的条件下，加强对进驻企业和投资

商的服务，加强与本田以及后续进驻企业的沟通，加强汽车产业基地与大新塘地区在产业布局、生活居

住区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招商策略等方面的协调，推进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发展，以营

造良好的招商平台。

４整体联动、分期实施，分阶段推进汽车产业基地建设

产业基地的开发体现政府的战略意图，不仅要实现区域联动，考虑基地内道路、市政设施及主干网

与邻近相邻地区的协调发展与共建共享，更重要的是区域统筹与整体联动，即政府投入与市场资金引入

的联动、公共空间 （公园、广场、主干交通） 的预留控制与经营性土地出让的联动。在首期用地启动的

同时，考虑北部片区道路、市政设施的延伸、征地拆迁、土地出让。

（１） 近期建设重点：获准汽车产业基地立项审批，完成基地内电力设施的建设、广惠高速公路以南

片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部分村庄的搬迁、农田的置换工作。以广州本田二厂为重点，引进和完善与其配

套的零部件生产企业和物流仓储设施配送，建立年产１２万辆整车的生产基地。加强招商，建立以广本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为主的物流体系。建立以广本汽车为主的服务贸易及相关配套产业体系，以及满足产

业园阶段发展需求的生活配套设施。建立汽车职业技术培训体系，为整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以及物流、

服务领域培养输送人力资源。

（２） 远期建设重点：完成土地资源整理和村庄拆迁安置；完善整个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扩

大广本汽车产能，使其达到２４万辆整车；加强招商，引进其他大型汽车集团。建立国际化汽车零部件

系统组件部件生产基地，供应国内外市场并形成相当产业规模。完善产业园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体

系，建成规模合理、设施完善的生活配套服务体系。

５汽车产业基地开发模式选择

第一种，政府主导型开发；第二种方式，政府与大企业合作型开发；第三种优化模式，叫联合开发

（也称政府与外部资金合作型）。汽车产业基地为典型的工业园区，一个尚未开发成熟的地区，其开发建

设相对简单，除涉及征地和村庄搬迁外，更多的是生地与熟地的转变，对于增城目前的财力和经济发展

阶段而言，要实现国际化生态型汽车产业基地，仅靠政府开发是不现实的，必须运用市场机制，引进企

业及品牌发展商，实现政府与外部资金的合作，推进基地的开发。因此，汽车产业基地的开发建设宜根

据地块特点和开发建设时序，根据需要选择开发模式。对于居住商业用地宜采取第一种模式，以较少的

投入，将生地转变为熟地后，高价拍卖，获取土地的较高收益；对于工业用地、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则

采取第二或第三种模式，引进土地开发商和项目，通过政企合作，开发土地，或通过项目开发，实现一

二级土地市场联动开发；对于公园绿地、大型公共设施主要采取政府投入为主进行开发，通过政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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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市场力量参与开发建设。

五、目标定位与发展规模

（１） 总体目标：顺应广州汽车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趋势，结合增城汽车产业基地位于广深经济走廊、

西接广州经济开发区、东邻东莞国际制造业基地的经济区位，增城汽车产业基地发展的总体目标是：面

向国际、国内市场，一方面实现广州汽车产业发展的空间拓展，为广州东部汽车产业的集约发展提供完

善的市场载体；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城镇空间结构整合，依托位居珠三角东部产业带的有利条件，成为国

际战略目标视野下的珠三角东部汽车产业高新化、集群化、规模化的发展硬核。

（２） 市场定位：①汽车整车生产，以国内市场为主导，以亚太地区市场为主要出口目标市场，放眼

全球汽车市场。②汽车零部件生产，以广州本田整车生产和国内外零部件配套市场为两大目标市场。③
物流仓储体系以整个国际汽车产业园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供应链体系和区内商贸企业为服务市场，提

供仓储、配送、转运及供应链优化服务。

（３） 功能定位：以广州本田二厂的进驻为契机，以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产品生产制造为龙头，形成集

汽车及零部件生产、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仓储、汽车科技与售后服务、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综合型、生

态化国际汽车产业园，成为亚太地区和中国重要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物流贸易基地，并具备独特

汽车文化氛围和底蕴。其开发运营将实现６大功能，包括：①整车及零部件生产功能；②科教与技术培

训功能；③汽车贸易与营销功能；④汽车科技与售后服务功能；⑤物流仓储与配送功能；⑥汽车文化与

旅游功能。

六、总体空间规划结构

１基本构思

强化总体规划构思，通过九丰公路、荔新路等主次干道联系，加强规划区与城区的联系。分期实

施，弹性生长，相对完善，逐步成型的操作模式。利用现有高压走廊和河涌分布，通过对山体及部分开

敞空间处理，丰富规划区景观界面。充分考虑现有区内地形特征，整治现有水系，合理保留部分山体，

由水系和绿化统一全区，以便于组织丰富的内部空间景观。从城市规划、建设角度出发，对规划区内的

村庄进行改造，在区内设置商住、居住用地，通过居住区开发，使分散的村庄得以集中，并有助于形成

基地开发促建设的良性循环。

２规划结构

基地用地范围内用地大部分为农田林地和山体；章陂、白水、九如、湖中、百湖、路边、郭村等７
个行政村零散分布在规划区内；广惠高速公路和多条１１０千伏以上的高压走廊以东西向从规划区中部穿

越。按照新塘工业园区总体规划的要求，综合考虑基础设施———广惠高速公路、荔新公路及自然地形条

件的影响，结合现状工业用地、村民居住用地及规划的主干道把规划区的规划结构确定为：“一带两片

八组团”，对于区内整体空间、交通环境起了统一全局的作用，为具体深入设计提供了依据。

（１）“一带”：广惠高速公路以北，北区大道以南，由高压走廊和部分山体而形成的生态景观带。利

用生态景观带中的少量建设用地布置一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仓储用地、汽车文化主题公园及一个技

术培训学院。

（２）“两片”：广惠高速公路将规划区划分为南北两大片区，南部片区指荔新公路以北，广惠高速公

路以南的用地；北部片区指九丰公路以南，广惠高速公路以北的用地。

（３）“八组团”：南部片区包括一个居住组团、综合功能组团、工业组团；北部片区包括两个居住组

团、三个工业组团。

七、实施规划的措施与建议

（一）规划实施管理的措施与策略

（１） 规划实施策略：①置换提升。通过功能置换，整合土地资源，实现土地利用性质的合法改变，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汽车产业基地的建设提供保障和支持。②动态平衡。采用动态平衡的规划方法，

２７３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保障城市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收益的稳定。③共享发展收益。通过开发方式设计，平衡各方利益，使政

府、村集体共享土地增值的利益。④把握规划控制的刚性和弹性。刚性是用地产权相对刚性分置，使各

方利益有明确的预期。弹性控制表现在用地相容性和开发规模方面。

（２） 规划实施政策：为保证新区高效、高质量的建设及开发过程中土地、资金等资源的合理利用，

开发过程中应：①强调 “三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②设立规划委员会，协调开发

过程中的各种事宜。③规划期内，各类大型公共设施优先于新城区内建设，避免重复建设。④政府建设

与市场建设的合理配置，达到投入与产出的最优化。

（３） 规划实施措施：①加快城市规划的地方立法，完善从城镇规划、城镇政策到城镇规划实施政策

一系列的过渡，通过城市规划法规体系促进城镇规划的实施。②加强城镇规划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对规划

用地的统一审批管理，城镇规划管理要保权不能分权，包括对土地、房屋的开发建设，要做到规划、审

批、管理一条线。③多渠道筹集城镇建设资金，通过市场化运作，为城镇规划实施提供资金保障。④研

究完善城镇规划实施机制，充分利用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促进规划的有序实施。

（二）规划分期实施计划及策略

增城汽车产业基地的开发建设，将按照国际汽车产业园发展战略要求来组织实施，整体上增城汽车

产业基地的建设分为两个建设阶段。

近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为基本建设期，主要建设区域包括广惠高速以南以广本二厂为核心的整车

生产及相关零部件配套区域。此阶段基地产业发展重点集中在汽车整车、发动机和零部件的生产制造，

以及相关供应链体系、物流体系的建设。至２０１０年，将形成以广本二厂为核心的具相当产业规模的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体系和相关物流体系，预计汽车零部件配套厂商数量将达到４０家以上。生活综合服务

设施和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将随着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投入配套建设，运营至２０１０年形成一定的规模。

中远期：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为建设发展期，此阶段增城汽车产业基地将形成集汽车及零部件生产，

汽车贸易会展与物流，汽车科研、教育，汽车工业旅游与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具高度聚集效应的汽车

产业体系，并成为广州东部乃至穗港走廊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之一。

此阶段，在前期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园区建设发展的基础上，科研教育、会展贸易服务区和生活综合服

务区将进入全面建设、发展阶段，科研教育、服务业将依托已形成相当产业规模的汽车和零部件制造体

系、物流体系得到快速发展，并形成整个汽车产业园产业聚集效应和产业链条效应，使增城汽车产业基

地发挥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三）近期启动的主要措施与建议

根据增城汽车产业基地近期的建设项目和发展方向，规划的近期启动需采取如下配套措施：①对现

状土地进行盘整，对部分村庄及工业用地进行迁并，为汽车产业基地的建设进行土地储备；②加快道路

等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土地开发，实现土地的升值；③对瓜岭河涌进行水质和环境的整治；④拓展融资

渠道，为近期项目建设的启动提供资金保障；⑤以广本年产２４３辆发动机厂为龙头加大宣传和招商引资

力度，根据基地的产业准入标准，合理引导和控制企业的进入。⑥加快汽车零配件市场、汽车物流、汽

车研发等相关配套产业发展。

３７３第四篇 国外汽车业发展对广州汽车业发展的启示



第七章 花都汽车产业城发展

一、花都汽车产业城的产业发展背景

１国际汽车产业的变革与转移，使花都区承接国际汽车产业转移由可能变为现实

汽车业的第一次变革出现在２０世纪初期，随后发生的三次变革，使得汽车产业扩散成为现实。伴

随着汽车工业的三次变革，汽车产业也出现了四次转移。在三次变革和四次转移的基础上，形成了世界

上的五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市场。花都也在承接第四次产业转移中，把握住机遇，成为中国汽车生产大市

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２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前景为花都汽车产业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随着收入不断增加，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开始得以实现拥有汽车的梦想，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成长最

快的汽车市场。外国汽车制造商目前正投资数十亿美元，拓展在中国的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中国在２００３年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基本确立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奠定了

２１世纪我国汽车工业由汽车生产大国走向汽车生产强国的基础。而且，未来我国汽车产量增长将与国

民经济ＧＤＰ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或略高于ＧＤＰ增长速度。２０１０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生产国，

２０２０年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因此，花都把汽车产业做大做强，既顺应了

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态势，也是在重点产业发展上选对了方向 （表４ １３）。

表４ １３ 中国汽车产业未来经济发展指标预测

年生产量

（万辆）

其中轿车生产量

（万辆）

汽车产业产值

（亿元）

汽车产业增加值

（亿元）
ＧＤＰ

（亿元）

汽车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例

（％）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９ ６１ ３６１３ ８６４ ８９４６８ ０９７

２０１０年 ８００～１０００ ５００～７００ １３８２８～１７２６５ ３３０７～４１３４ １７８９３６ １８～２３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００～２４００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３４５７０～４１４８４ ８２６８～９９２１ ３５７８７２ ２３～２８

注：１２０００年数字来自 《中国汽车工业年鉴２００３》。

２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２０年汽车产业产值与增加值根据产量按正比关系计算。

３汽车产业包括汽车、专用汽车、摩托车、车用发动机及汽车摩托车配件。

４按２０００年价格计算。

３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为花都汽车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广州综合经济实力不断上升，而且毗邻港澳，交通十分便利。通过不断完善投资软、硬环境，广州

正逐步成为既适宜创业发展，又适宜生活居住的国际化大都市。广州是外商最愿意投资的地区之一，广

州市乃至广东省早已将汽车产业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是中国最大的

汽车消费市场，占了全国市场的四分之一。本田、丰田和日产三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本汽车制造商已齐聚

广州，将要落户广州及周边地区的近百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在逐步形成一个 “广州汽车产业集群”。

“花都汽车城” 也是广州汽车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广东省唯一批准的汽车产业基地，可以

充分利用广州新的汽车产业集群的环境优势，集全省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

市场打造具有一定影响的汽车产业基地。

４机场以及已有产业基础使花都汽车产业发展的微观环境更加优化

以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正式启用为契机，随着美国联邦快递亚太快件转运中心落户花都；同时随着

东风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的发展、东风有限乘用车研发中心和华南理工大学广州汽车学院的建立；广州

现代２０１０年２０万辆商用车项目落户，逐步完善了产学研体系，花都汽车产业发展微观环境将更加优

越。

５汽车产业发展尚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

目前土地资源有较大限制，广州花都汽车城规划面积５０平方公里，其中贸易服务园区１０００亩，



现代汽车占地６０００亩合为４平方公里。如果按照每平方公里产出１万辆汽车，到２０１０年生产８０万辆

汽车，需要８０平方公里，加上许多零配件企业的入驻，需要的土地会更多。花都汽车产业成长环境有

待于改善，包括产业发展配套、资本短缺、融资困难、人才资源等方面。

二、目前广州花都汽车城汽车产业在区域中的地位

１珠三角汽车产业在中国汽车产业区域中的地位

全国大致可以分为六个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长春、沈阳地区，京津地区，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十

堰、武汉一线，珠江三角洲，重庆市 （表４ １４）。

表４ １４ ６大地区汽车产业基本情况

地 区 ２００２年整车产量 （万辆） 占全国比重 （％） 科技能力 汽车增加值 （亿元） 占全国比重 （％）

长春、沈阳地区 ５２ １６ 强 ２２０ ２５

京津地区 ２２ ７ 中 ９ １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 ５７ １７ 中 ２０２ ２３

十堰、武汉一线 ３３ １０ 弱 １９１ ２２

珠江三角洲 １０ ３ 弱 ４７ ５

重庆市 ３３ １０ 弱 ４８ ５

合 计 ２０７ ６３ ８８０ ８１

资料来源：钱振为主编２１世纪中国产业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Ｐ１９６

以上数据说明中国整体上与美国、日本、欧洲世界三大汽车产业中心的汽车生产量各自超过１０００万

辆的水平差距巨大，同时珠江三角的汽车产业在中国的地位并不突出，占全国整车总数的３％，汽车增加

值的５％。

２花都汽车产业在全国主要汽车企业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地位

从中国汽车企业的２００３年产销量、汽车工业产值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工业增加值 （现行价）、年末从

业人数等方面可以看出，东风乘用汽车公司属于刚刚起步，产销量小、汽车工业产值和增加值少，还没有

形成比较大规模生产，在中国汽车产业的地位不突出 （表４ １５）。

表４ １５ ２００３年相关汽车公司产销量及其主要经济指标 （国内）

企业名称
产销量 （辆）

主要产品产量 公司总生产量 销量

汽车工业产值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

（万元）

工业增加值

（现行价）

（万元）

年末从业

人数合计

（人）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１５７３
轿车１７１９８

１９７１４ ２００２０ ３５２６９６ ６８４４７ ３１４０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轿车５５１１３ ５５１１３ ５２１２８ ９７０６２２ ３５８５９５ １８８４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轿车１１７１８６ １１７１８６ １１７３３５ ９２３９１６ ９１２００ ５４５１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轿车４９５３６ ４９５３６ ４９４５７ ６１６６６４ １４５６５８ ２３４２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汽车、客车、轿车

及其他８５８７３７
８５８７３７ ８５４３５８

一汽—大众 轿车３０２２００ ３０２２００ ２９７９９５ ５２４９１６９ １５１９７５３ ７１９４
上海大众 轿车４０５２５２ ４０５２５２ ４０５１１１ ６９８１５８４ １４４４９９７ １３３３２
上海通用 轿车２０７０００ ２０７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８ ４３５２５４３ １４５５９０９ ４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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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１５

企业名称
产销量 （辆）

主要产品产量 公司总生产量 销量

汽车工业产值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

（万元）

工业增加值

（现行价）

（万元）

年末从业

人数合计

（人）

跃进
汽车、客车

及轿车９９４６９
９９４６９ １００２８２ １２０２０８２ ２１５４５４ １８６６６

上汽奇瑞集团汽车有限公司 轿车１０１１４１ １０１１４１ ９０３６７ ６５４０１６ ２１２１４４ ８３４０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轿车１０５４７５ １０５４７５ １０３１２６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２０６９１ ２０６９１ ２０４０８

贵州云雀汽车车身、冲压、

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轿车１２８２ １２９６ ６４１０ ７４７ ３６１

东风悦达起亚 轿车及客车５２０１７ ５２０１７ ５１００８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轿车２８７４１
汽车５２５４３

８１２８４ ８００６５ ５２４４６０ ７４５３３ ６３７６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１３５１２、轿车２７０２９、

客车１５４１０８
２００００７ １９０５８５ ８５０４１２ １２００８６ ６０１０

江西昌河汽车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１７１５５、客车６１５２１、

轿车４００４５
１１８７２１ １３０６８３ ５６２１６１ ９１３４９ １００６７

东风乘用车公司 轿车６６１３４
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轿车１１７１７８ １１７１７８ １１７１３０ ２２５８９８８ ７５１３１１ ２５１７

海南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轿车４２３８１
客车１２４４３

４２３８１ ４２３８７ ７１５３６３ １５５８８１ ２０１３

长安汽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汽车５８８４

客车２２４８２６
４０６８６１ ４１０７４５ ２２７７５３２ ４２９４９９ ２９７７９

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 轿车６６１３９ ６６１３９ ６５１２０
资料来源：２００４年中国汽车工业统计年鉴

２００３年花都东风乘用公司轿车生产量６６１３４辆，占全省轿车总数的３６１％，大约１?３强些，比广

州本田公司发展速度、产量还是要小，没有广州本田影响力度大 （表４ １６）。

表４ １６ ２００３年广东省汽车产业主要经济指标

主要车型种类 产量 （辆） 增长 （％） 销量 （辆） 增长 （％）

汽车 ２１１５４９ ７８９ ２０９３７４ ６８２
轿车 １８３３１２ ８６８ １８２２３８ ８１９
广州本田轿车 １１７１７８ ９８３ １１７１３０ ９８０
花都东风乘用车公司 ６６１３４ ６９４ ６５１０８ ５８６
客车 １４６５ １０４ １４８４ ７８
载货汽车 ３９２５ ３８ ４０１５ ２２
专用车 ３９４ １６２ ３８２ ２６５
改装车 ２２４４３ ５６３ ２１２４５ １４０
摩托车 ３０１７０００ １７３ ３０７７０００ ２１５

资料来源：２００４年中国汽车工业统计年鉴

三、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现状

广州花都汽车城位于花都区中心城区西南部，东起天马河，西至炭步平岭头村，南至广州北二环

西，北靠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规划总用地５５平方公里，是广东省汽车产业基地。

２００３年，风神汽车公司重组云豹汽车并实现创利，打开广州轿车市场；东风日产乘用车１５万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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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生产线和东风日产３６万台汽车发动机在花都建成投产；Ｕｎｉｐｒｅｓ、ＨｉｔａｃｈｉＵｎｉｓｉａ、Ｙｏｒｏｚｕ三大日本汽

车零配件厂及东风日产研发中心落户汽车城；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学院设立。到２００４年汽车产业实现工

业产值１３０２４亿元，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产值９５１亿元，增长６６６８％；汽车产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

值的２２３１％。截止２００５年６月底，已有８６家上规模上档次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和相关企业正式落

户花都汽车城，投资总额达１３２７１亿元，其中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有９家，投资额在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

的企业有１０家。汽车城已形成了集发动机、车身、底盘、变速箱 “四大件” 和东风乘用车研发中心

“一平台” 的汽车主体生产功能和发展条件为一体的汽车产业链。政府制订了 《关于进一步加快汽车城

开发建设的若干政策规定》，在征地、水、电配套、专项资金扶持、简化办事程序、实施 “一站式” 服

务等方面给予了投资者良好的服务。基本完成了一期１５平方公里基础设施的建设，初步可满足企业的

需要。形成了以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为龙头，集汽车研发、整车制造、零部件生产、汽车贸易服务、汽

车学院和空港物流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汽车产业基地 （图４ １）。

图４ １ 广州花都汽车城产业集聚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目前，汽车城的发展尚存在下列问题：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汽车产业集聚区发展的需要，尤

其是为解决集聚区用电的问题而急需新增供电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二是汽车产业集聚区与炭步镇的协调

问题，主要存在因集聚区的占地，导致炭步镇的部分农民失地及炭步镇的用地减少，汽车产业集聚区的

发展在带动炭步镇的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及与炭步镇发展的协调问

题。三是汽车产业链虽初步形成，但产业链短，其产业关联性未得到充分发挥。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

汽车产业集群尚未形成。

四、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汽车产业集聚区的发展面临以下机遇，一是政府提出的 “发展第一、经济第一、工业第一、汽车第

一” 的发展思路，将汽车的发展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不论在硬条件还是软服务方面都为汽车城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汽车学院及汽车研发中心的驻入，使花都汽车产业开始步入由 “复制型国产

化” 向 “开发型国产化” 转变的阶段，也使汽车城具备了形成产业集群的客观环境。三是花都汽车产业

集聚区被列为广东省唯一的汽车产业基地，汽车城的发展完全融入到广州及珠三角的国际城市群之中，

而珠三角具备巨大的市场潜力、健全的市场体系及良好的市场环境，为把花都汽车产业集聚区打造成华

南区核心汽车产业基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市场条件。

它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是市场竞争激烈。仅在珠三角范围内，花都汽车产业集聚区就面临南沙汽车

产业基地、开发区汽车零部件工业区及白云汽车销售基地等的竞争。各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围绕汽车零

配件进行的招商引资将会愈发激烈。二是建设资金不足。花都汽车城第二期及第三期的规划面积为３８
平方公里，设置有６大功能区和９大分区。建设投资规模巨大，财力紧张。三是土地供应紧张制约了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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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产业集聚区的发展。

五、广州花都汽车城产业发展的关键

１延长和完善汽车产业链、研发与教学相结合

加快招商引资的力度，主攻日韩，引进新的汽车制造企业，引进汽车零配件及部件生产企业的集

聚；大力发展汽车服务业，选择汽车培训、设计、教育、汽车物流、汽车会展、汽车旅游等方面重点突

破，加快东风日产研发中心在花都的建设，最终形成 “汽车研发—汽车生产—汽车零配件生产—汽车服

务业” 的完整汽车产业链，同时结合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学院的建设，走汽车研发、汽车培训、汽车生产

相结合的路子。

２营造良好的汽车产业发展软硬环境

不断加快在建设的主干道路及沿路水、电、气、通信网络等设施以及道路绿化体系等市政工程建

设，并根据各功能区的开发进程，加快汽车城路网及沿线配套设施的设计和施工；软环境包括管理和服

务，要营造有利于企业运作环境和汽车产业国际化管理氛围，发展金融、房地产、商业消费、文化娱乐

等城市功能，提供高质量社区管理和服务；吸引高素质的汽车管理人才和汽车技术人员，培育高级汽车

产业蓝领工人，形成一支具有技术专长的汽车产业大军。

３实现汽车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

汽车产业的建设发展不仅要追求汽车产量、产值、产业链以及相应经济规模的不断发展，汽车产业

发展与周边区域呈现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发展局面，尽可能把汽车零部件企业布局在周边镇区，形

成以汽车产业集聚区为中心，周边镇区汽车零配件相配套的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条，同时发展汽车服务、

中心商务区以及信息服务业、会展业、物流业、中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为花都汽车产业在花都

的集聚提供第三产业上的支撑与服务。

六、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目标、重点与措施

（一）发展定位

花都汽车城是一座包括制造、研发、教育、贸易、体育、新镇６大功能区的综合性汽车产业基地，

其定位是凸显高科技含量和集聚汽车产业及城市发展要素，建成广东汽车产业集群。花都汽车城应立足

于花都区，着眼于广州市和整个 “珠三角” 地区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力图通过与广州市、“珠三角” 其

他城市的功能融合，发挥花都区的功能优势，形成独具特色的以比较优势见长的现代加工产业园区、物

流商贸园区、生态居住园区。坚持多功能一体化、综合性发展的思路，把汽车产业集聚区建设成为凸显

高科技含量、集聚汽车产业及城市发展要素，面向广东乃至全国的 “既适宜创业，又适宜办厂，也适宜

居住” 的具有综合功能的繁荣、高效、国际化的汽车产业集聚区。

（二）总体目标

广泛开展国际间合作，在提高竞争力的同时，扩大花都汽车产业集聚区对国内和国际汽车工业领域

的影响。建设一个集汽车生产制造、汽车研发、汽车文化博览、汽车休闲旅游、汽车贸易、汽车物流、

汽车服务、汽车商住于一体的繁荣、高效的、具有综合功能的产业集聚区，提高花都区作为一个新兴

“卫星城市” 的核心竞争力。

（三）经济发展目标

２００４年汽车生产总值１３０多亿元，到２０１０年形成８０万辆整车生产能力，占广州市２０１０年汽车总

产量１６０万辆的半壁江山，汽车产业产值将达１０００亿元，同时实现 “由复制型国产化向开发型国产

化” 转变，汽车整车和零配件国产化率要达到７０％。把花都汽车城建设为拥有５万人就业，２０万人居

住，将发展成为制造、研发、教育、贸易、体育、新镇６大功能区的广州北部重要的综合性汽车产业基

地。打造中国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将花都区建设成为广州市三大汽车产业基地的领军地位，形成中国

汽车产业乃至世界汽车产业的重要板块之一，辐射泛珠三角洲经济区和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汽车城市

（表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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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７ 花都区汽车城汽车产量及产值发展目标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增长速度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增长速度

汽车产量 （辆） １５万 ８０万 ３２％ ２００万 １０％

汽车产业产值 （元） １３０亿 １０００亿 ４０％ ２３００亿 ９％

汽车零配件业产值 ２０亿 ５００亿 ２３００亿 ９％

（四）发展空间布局

汽车产业集聚区按照 “一心、一轴、两带、四组团” 的集中组团式布局结构进行规划。“一心” 即

为汽车城核心组团。该组团规划在汽车城的东北部，以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为主体，建成集汽

车贸易、汽车博览展示、汽车研究开发、零部件生产、汽车物流、当地村镇改造和汽车城配套居住区于

一体的汽车产业集聚区核心区。“一轴” 即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炭步大道，形成汽车城主要的交通轴，它

北端联通花都城区，直达广州新白云机场，南端接广州市的北二环，是汽车产业集聚区对外联系和内部

各功能组团之间的纽带，成为汽车产业集聚区有效供给，疏散的陆上生命线。“两带” 中一带是指以飞

鹅岭山脉为骨架的楔入汽车产业集聚区的山体绿化带，它与产业集聚区内部的生态绿化网络紧密相连，

为产业集聚区的绿色生命线。一带是自西向东横跨汽车城中部的巴江河，规划充分利用巴江河河道资

源，形成生活和港口作业两大岸线。巴江河以其高质量的滨水区城市景观和完善的港口运输功能成为汽

车产业集聚区的水上生命线。“四组团” 指：生态组团、零部件生产组团、炭步镇组团和综合组团。

（五）发展重点

第一，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制造中心。花都汽车城的核心企业是东风有限公司的乘用车公司，它已成

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轿车企业之一。丰田、本田、日产、现代四家最具影响力的汽车制造企业云集广

州，四家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合作，资源共享，发展前景良好。零部件企业将在这个优越的汽车环境中

和整车进行配套而迅速发展，整车成本也因此得到迅速下降，花都的汽车产业竞争力将大大增强。第

二，汽车研发机构。２００４年东风有限乘用车研发中心在花都宣布正式成立。这一总投资３３亿元人民

币，占地面积达２０万平方米的研发中心是日产公司的第三个海外研发中心，也是中国汽车行业目前第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研发中心。它将与日产总部的技术研发中心紧密合作，共同进行对ＮＩＳＳＡＮ
乘用车车身的开发，以提高整车匹配以及部分总厂的研发能力。研发中心于２００５年竣工并正式开始运

作，８年内发展到日产在欧美研发中心的水平，届时将作为自主的研发机构，纳入日产全球研发体系，

全力支持针对中国市场的乘用车主品开发，加快国产化步伐。华南理工大学已决定在汽车城建造一所国

内一流汽车学院，系统培养汽车研发、制造、维修、营销等相关专业的人才。随着日产汽车研发中心落

户花都，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学院在花都的创立，将大大拉开花都汽车城与国内其他汽车城在技术、人才

的距离，为增强花都汽车城的核心竞争力，占领人才高地，将花都汽车城最终建成中国汽车工业的产、

学、研重要基地奠定了基础。第三，完备的汽车产业链。汽车工业不仅涉及到上游的钢铁、有色金属、

橡胶、塑料和玻璃、机械、电子、电器等领域，其产业链还要延伸到销售市场网络、汽车维修、汽车配

件、道路交通以及金融、保险等诸多行业。从产业价值增值的角度使各个环节有机连接，形成合力才能

造就主导产业的竞争力。花都依托广州大都会和珠江三角洲的优势，已经具备了打造世界产业全球制造

基地的条件。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是外商最愿意投资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钢铁、化工、装

备等行业的迅速发展，贸易、物流、信息等优势的充分发挥，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珠三角地区已经形

成了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为汽车行业的集聚发展提供良好的相关产业支持。第四，汽车文化。着重塑造

汽车文化，使汽车文化成为花都汽车城活的灵魂。汽车旅游、汽车博览、以汽车为主题的主题公园等，

都体现以人为本的人车生活理念以及东风、日产的企业文化底蕴。

（六）发展措施

（１） 政府要根据汽车产业的要求，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以东风乘用车公司、风神、现代汽车、羊

城、中巴等为龙头，吸引相关的产业落户汽车城，延长汽车产业链，不断壮大汽车及相关产业的规模。

（２） 积极帮助和加快推动东风乘用车公司研发中心、发动机项目及优尼冲压、日立优喜雅、万宝井等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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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零配件重点项目建成投产。（３） 大力发展汽车销售、维修、租赁、物流、会展、金融、保险、旅游等

服务产业，建设各种形式的汽车大市场、汽车超市、汽车维修中心、二手车市场、汽车旅店、汽车俱乐

部和汽车租赁企业等，依托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学院培养汽车专业人才。精心策划高品位的国际汽车展览

和汽车论坛，充分满足汽车消费者的服务需求，不断提高汽车服务业水平。（４） 重视汽车行业协会、创

业服务中心等中介组织的建设和完善，营造区域内的创新环境，改善汽车创新体系的运行，不断增强汽

车相关企业、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学院、研究机构、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加强汽车

产业的根植性，使花都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汽车产业集群。（５） 加强与区外的分工合作，如加强与

南沙汽车生产基地的产品差异性，加强原料购买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合作。（６） 省、市政府在发展规

划、市政设施建设、资金、土地等方面，加大对汽车城发展的扶持力度。争取省政府给予花都目前唯一

汽车生产基地的优惠政策。（７） 重视汽车产业集群与皮革皮具产业集群的合作。

０８３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五篇

金融业可持续发展规律对广州金融业发展的启示



第一章 金融业可持续发展基本概念

一、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

金融可持续发展是指对金融资源的永续开发和合理利用而引起的金融自身各相关要素及其整体功能

的不断深化与发展，从而不断合理地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需求，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不

损害代际之间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产业是构成一国 （或地区） 金融组织体系的基础。所

以，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金融实现产业化发展是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

提条件和基础。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也是金融产业部门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产业利

益的最大化及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基本要求是在不损害后代利益的前提下，保证当代人对金融产品及服

务的需求，利用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和合理地开发利用闲置金融资源，实现金融产业的金融资源供需平

衡和良性循环。

金融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一国 （或地区） 金融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企业是金融的主体和细胞，由金融企业组成的集合构

成了一国 （或地区） 的金融产业，一国 （或地区） 金融只有按产业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进行经营管理，

实现金融产业化发展，金融才可能得以持续发展。金融产业化发展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

以，要实现一国 （或地区） 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首先实现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在于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是以各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基础的，为保持

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时刻防范和化解各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让各金融企业在市场机

制运作下有效率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才能科学管理，依法经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只有当各金

融企业得到持续发展，金融产业才可能持续发展。反过来，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要以金融可持续发展为

根本目标，通过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自动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求行政对

金融产业进行合理地干预与监管，过松或过重的金融监管势必使金融产业 “过度发展” 或受到压制，金

融产业持续发展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能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当今的

金融已广泛渗透、扩散于经济之中，金融产业本身又属于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其可持续发展既是

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能通过其金融中介功能、产业结构调整功能、资产避险功能、

引导投资与消费功能等诱导和推动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则是构成国民

经济各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还必须依赖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可持续发

展。因此，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必须以金融

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彼此建立起良性循环的产业发展关系。在经济、金融、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三

者关系中，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是核心。只有金融产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金融才能得到持续发展，也

只有金融得到持续发展，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从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以看出，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的特征：

１金融资源开发和利用适度

在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当代人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在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基础

上，也即是维护代际公平的基础上发生的，既不存在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的问题，也不存在对

金融资源开发和利用不足而满足不了经济发展所需的问题。金融资源特别是货币资金这一核心金融资

源，表示的是一定时期的价值积累和凝结，是对其他各种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索取权、支配权和拥有

权 （白钛先等，２００１）。金融资源很少受到国别和地理局限，具有广泛传递和自我增值的功能，它可以

通过金融体系，运用金融工具，并脱离真实生产和交易而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为过度投机、投资和

泡沫经济的形成提供了可能。金融资源具有经济的、金融的和社会的广泛功能，其特有的功能在于其特

殊的价值表现和价值增值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自然资源及其他资源的激发、推动、扩展、诱导、



集聚、调节和配置功能。同时，金融资源的高度流动性、金融信息的高速扩散性和金融风险的渐进累积

性和隐蔽性、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性与极大破坏性，使得一国 （或地区） 对金融资源又难以准确统计、

适度开发与合理利用，这就难免在金融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上形成一定的盲目性。进一步来看，金融

资源又是不可替代的，虽然它在良好的运行环境和状态下是可再生和永续利用的资源，但在一定制度和

技术条件下，金融资源如同自然资源一样仍然是稀缺的，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对金融资源的合理开发

与利用，以及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如果金融资源开发和利用过度，就会严重影响未来金融的发

展进程，造成金融产业不可持续发展。而且由于金融资源对经济运行的广泛渗透，过度投资、投机和泡

沫经济就会形成，一旦经济泡沫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所以，对金融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是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典型特性。

２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获得最优

在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效率、效益已获得最优化。这是因为，金

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一方面是建立在金融资源合理开发基础之上的金融行为，金融资源的合理开发实现

了，就为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取决于对金融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金融产业各行业间的协调运行，取决于经济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合理配置，取决于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为前提的金融产业的协调运行。只有金融产业内部各行业协调运行，金融资源在各行业间合理

配置，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动员社会经济资源，并以此推进社会经济以及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此时

金融产业的金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这种金融资源启用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在真实产业各部门的

配置状态也不存在不均衡分布。所谓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不是指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或产业内部企业之

间的平均分布。而是满足经济金融主体真实的有效率的产出需要，并能够动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为社会

生产出质优价廉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使社会总体资源配置结构、配置状态、配置效益达到帕累托最

优。在金融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后，金融资源的配置比例、结构、数量均达到较为理想的均衡目标水

平，从而也就获得了最优的配置效率。

３金融产业内控制度完善

金融产业内控制度是指金融产业内部形成的自我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各种自律制度与规则的总

称。在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中，各金融企业已经发育成为市场反应灵敏、信息捕捉能力强、风险甄别能

力较高的企业，能自动通过规范自己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为去防范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在注重安全

性、流动性前提下，保证盈利能力的最大化，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各金融

企业能稳健经营，在自我防范风险中健康成长，这是金融产业内控制度完善的标志，也是金融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从金融产业中四种不同的行业即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来看，其内控制

度控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银行业内控制度的侧重点在于银行资产的质量；保险业内控制度侧重点在于

对保险风险的识别；证券业内控制度的侧重点在于市场信息充分，控制交易成本和风险；信托业内控，

重点在于选择良好的理财方向，规范自身的投融资行为。银行业作为金融产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

控制度完善与否对金融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证券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资产证

券化、企业融资证券化是主流，规范证券融资行为，注重信息的对称，防范融资欺诈，保护投资者的权

益，是证券业面临的主要任务。保险业和信托业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发展程度不同，产业重要性也有

区别，保险信托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国家，其内控制度也就较为完善，这对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也有重要

的影响。总之，在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不仅金融产业及各行业的内控制度较为完善，而且各

行业之间在内控制度上相互协调、互相合作，使整体产业内控制度和谐统一。

４金融风险程度较低

在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它一般与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即金融产业的持续发

展要统一并依赖于经济及金融的持续发展，当三者均呈现协调持续发展的时候，金融产业才会永久性地

持续发展。如果经济发展健康，金融发展良好，金融产业所依赖的宏观背景好，金融产业所面临的外部

风险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就低。这为金融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金融

产业内控制度的完善，使金融产业自身的经营风险较小，从而整个金融产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程度就比

较低。不管经济发展程度多高，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始终是 “互促互悖” 的关系。金融产业可以促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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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金融的持续发展，但金融产业自身所固有的脆弱性又使得金融产业在发展过度超前或滞后的情况下

阻碍甚至延缓一国 （或地区） 金融的深化与经济的发展，这是金融产业与真实产业的显著区别所在。因

此，金融与金融产业均是一把 “双刃剑”。正是由于金融产业的脆弱性使得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现

实的困难，而克服金融产业脆弱性的途径只能通过金融产业的有效监管和切实可行的内控制度进行产业

内外控制，把金融产业脆弱性所导致的系统风险降至最低程度，金融产业才会持续发展。金融产业一旦

实现了持久性的发展，金融风险也就被限定在可控制和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对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三、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准则

金融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以下３个最基本的准则。

１可持续性准则

金融发展必须维持在金融资源和金融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证金融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所

谓可持续性一般是指在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在支配这一生存空间的生物、物理、化学定

律所规定的限度内，环境资源对人类福利需求的可承受能力或可承载能力 （朱启贵，１９９９）。而金融产

业可持续性则是指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一定的制度、技术条件下，金融资源对人类福利

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可承受能力或可承载能力。一个国家 （或地区） 的金融产业要坚持这一准

则，不仅必须约束自己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超前配置，而且必须保护金融资源，防止金融资源过度

外流。这就要求一国 （或地区） 在开发和利用金融资源的同时，更要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一体化的

进程中，防止金融资源过早过多地流向他国，避免造成本国金融资源的流失，维护一个良好的金融资源

生成、开发、流动、自我良性循环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时期的一国或整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内，作为

金融资源中最基础最核心的货币资本资源，其存量和质量受客观经济环境和条件的严格限制，货币资金

或资本的短缺会严重制约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但是超过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资金或资本也会产生严重问

题。例如，泰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普遍存在 “超贷” 现象 （泰国银行的超贷比率为１５０％，国际公认的

最高限量为７５％）。这犹如对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乱砍伐滥用一样，“超贷” 是对货币资本或资金的

超前强行滥用，还导致金融机构呆账与坏账攀升、盈利性与稳定性下降，银行超负荷运转，金融信用功

能被破坏，危及金融资源本身及经济和社会安全。事实证明，超前和过度开发使用金融资源，不仅会导

致金融资源的过度枯竭和流失，还会破坏经济金融生态环境，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人们最终也会因此付

出沉重代价，如泡沫破灭、财富贬值、金融体系崩溃、社会信心丧失等等。因此，为了有效地开发利用

与保护金融生态系统和金融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持久的支持能力，应该对金融资源进行成本效益的核

算，估计金融资源开发利用引起的金融生态环境退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把它们计入成本费用，同时计

算预期可获取的收益，以此进行成本效益比较，避免成本大于效益，防止金融生态环境的破坏。

２共同性准则

在一个经济金融系统中，真实产业与金融产业是平等互利、信用合作的产业发展关系，它们的相互

依存表现了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同样，在金融产业系统内，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

虽有各自的职能分工和专业特色，利用金融资源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它们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

在推进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目标利益的最大化，它们之间同样存在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金融资源，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行业缺一不可，共同构

成了一国的金融产业，其中任何一个行业发展不良，都将制约其他行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体金融产业

水平的提升。例如，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金融产业结构畸形化，证券、保险、信托业不发达，

金融市场上仅只有银行业作为企业融资的唯一渠道，结果间接融资成为我国最重要的融资形式。有关资

料显示，１９９０年以前，我国国有企业中９０％以上的负债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在国有企业经营不景气

的情况下，形成了大量的坏账、呆账，全部压在银行业的头上，致使银行业经营举步维艰。随着我国证

券业的发展，直接融资迅速扩张，银行业为国有企业供应资金的负担也逐步减轻，有力地推动了银行业

的改革与发展。因此，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注重产业内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的协

同发展，而且要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形成内外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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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发展关系，推进经济、社会、金融的共同进步。

３公正性准则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代际公正，而且要求代内也要公正，金融产业发展的公正性同样如此。然而，

这两种公正性的维护，对于金融产业来说都还做得不够。一方面，当代人不时地对金融资源过度开发与

使用，配置效率低下，造成浪费，剥夺了子孙后代公平地享有金融资源的权利。如在２０世纪发生的几

次金融经济危机都与金融产业过度开发金融资源，将货币资金、资本大量注入真实产业，而一旦真实产

业发生财务危机和经营困境，借贷不能按期偿还时，银行债权就大量累积形成坏账，导致银行倒闭破

产，结果引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在一个金融资源有限的

国家内，一些地区对金融资源过分使用，限制了落后地区和其他地区公平地享有金融资源的可能性，特

别是发达地区的投资远远超过落后地区投资的若干倍，这是不公正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

的金融资源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丰富得多，尤其是对那些极为贫困的非洲国家而言，金融资源存量和流

量均极为有限，这就无法正常地开发利用金融资源，以满足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有效配置，在一个国

家的贫富区域之间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会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 “马太效应”。所以，为了实现

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世界各国应该协调起来，富国帮助穷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进行资本输出和

资金援助；同样，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应对贫困地区给予金融援助，让世界所有的成员和地区以及不

同代人之间都平等地享有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权利。

四、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要使金融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具备一些严格的条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１充足有效的金融资源

自然资源的稀缺，是同代人之间对资源展开激烈竞争的起因，也引发了不同代人之间对资源的竞争

问题。同代人对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提高，但同时也造成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

源的过早枯竭问题。资源的过早枯竭，一方面使当代人发展的延续性受到极大挑战，另一方面也使后代

人的发展失去了不可缺少的基础。因此，可持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源的永续利用问题。充足有效的

金融资源是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过，金融资源的永续开发利用与自然资源的永续开发利用又

不尽相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主要是 “开源节流”，如对传统的资源利用技术加以改进，提高资源的

单位利用效率，延长资源的开发利用期限，还可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利用新的资源来替代传统的资源等，

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主要依赖于技术。而金融资源的永续利用则主要在于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以

及金融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基础上合理、适度、适时地开发与利用金融资源，既避免人为地压制使金融资

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低于当期潜在的可开发金融资源存量，又避免对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失去应有的控

制，形成金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金融资源的永续开发与利用要实现这种协调，除了人们的认识和

判断之外，最重要的保证是制度，即金融资源的永续利用离不开制度，离不开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因

此，金融资源永续利用的社会性比所需要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充足有效的金融资源是金融产业可持

续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２合理的金融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 （真实产业结构） 决定金融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产

业结构；反过来，金融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在短期内是较为稳定的，它又制约着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

整，更影响着一国 （或地区） 的金融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配置。因而，合理的金融产业结构对一国 （或地

区） 经济结构影响深远，进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是一个跟随经济持续发展

而不断调整演进的过程。衡量金融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现有金融

产业内部的数量、结构、比例是否协调、适当，是否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需求，是否有利于全社

会金融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否有利于金融产业内各行业的协同发展，是否有利于金融整体功能的提高，

是否有利于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否有利于金融、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金融产业结构合理是金

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时又是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只要一国

（或地区） 金融产业能够可持续地发展，其金融产业结构就已经趋于优化状态，具有经济可持续发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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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合理性。

３畅通的产业运行机制

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的、畅通的产业运行机制。金融产业运行机制是指在市场金融制度

下，组成金融产业的各金融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

进的关系的总称。实践证明，金融业要稳健经营，实现质与量相统一的跨越式发展，必须要求一方面金

融资源在各金融企业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然后按各类金融企业所特有的资源配置与引导功能将金融资

源配置到真实经济部门，从而引导、带动自然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一国资源整体配置

效率效益最优化。这需要各金融企业进行相互协作，才能整合全社会经济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另一方

面，金融产业自身的发展是各金融企业相互协调发展的总和，整体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求各金融企

业按产业运行规律和市场规则，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商品与服务，而且在分业经营中更需要互相

合作，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其业务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但各产业需突出重点、分清主

次、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主导业务，四个子产业形成相互补充、互利互惠的发展关系。同时，在金融企

业内部，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经营管理，设计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规则，调动一切人力、

财力、物力，在金融企业内部建立起权责明确、产权明晰、管理科学、风险自控、自求发展的现代金融

企业运行模式。从总体来看，一个健全的产业运行机制就是各市场金融主体按照企业模式有机运行的集

合体，只有各金融企业内部各要素充满活力，并协调统一，各金融企业之间协作发展，金融产业运行机

制才会畅通，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就会有保障。总之，把金融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实行产业化经营管

理，确定其产业化经营及管理目标模式，建立产业化经营管理的运行机制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

件。

４健全的产业金融制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运行必须遵循市场规则，金融制度也必须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市场金融制

度。市场金融制度是指在金融运行中，以金融企业为主体，以经营金融商品为手段，以获取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的各种金融法规、政策和制度的总称，其中包括了产业金融制度。产业金融制度是指以市场机制

为基础运作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总称。市场金融制度为金融产业运行提供了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与规

则，产业金融制度确立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等。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是

以健全的市场金融制度为依托，以完善的产业金融制度为基础，如果没有产业金融制度进行规范，金融

就不可能严格按照产业化发展模式发展。例如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金融组织形式是国有金融主

体，金融运行机制按计划模式运行，资金资源配置严格执行国家的计划，由于受计划体制的制约，决定

了金融制度只能是计划金融制度，计划金融制度下就没有金融产业化发展的可能。市场经济条件下，市

场经济本身决定了金融制度具有市场的特性，形成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金融制度，只有健全的市

场金融制度才可能衍生出产业金融制度，产业金融制度的形成是市场金融制度完善的标志，产业金融制

度形成了，金融就会按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经营管理，在健全的产业金融制度的规范下，金融产业才会

得到持续发展。

５有效的金融产业监管

由于金融资源固有的脆弱性决定了金融产业运行的脆弱性。金融产业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

内在不稳定性和金融外在不稳定性。在金融市场上不稳定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导

致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缺乏真实的了解，而股东和债权人对金融市场了解得越少，

行为就越可能不稳定，就越会出现 “道德风险” 和 “逆向选择”，产生信用风险。二是经济主体决策的

有限理性。如金融机构决策者在有限的信息之下常常可能对授信企业作出错误的决策，并大量放款，由

此推动经济泡沫化，而 “泡沫” 一旦崩溃，贷款机构自身也受到伤害。同样，贷款机构突然停止放款，

容易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这样不但借款企业因失去资金来源而步履维艰，贷款机构也因失去利润来源

而陷入困境。三是投机狂热。由于股票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股票价差容易导致投机行为主宰金融市

场，自由放任的投机行为会加重金融领域的不稳定性。对于银行来讲，银行体系内经济主体的行为容易

出现相悖的情形，例如当存款人在银行存款后，由于存在不对称信息，存款契约更不稳定，当一家银行

陷入流动性困难或破产倒闭，造成了在该银行存款人的存款损失，此时挤兑风潮就会发生，银行挤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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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银行支付困难，也是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导火线。由此可见，内在不稳定性是金融产业本身所固有的一

个特征。无论金融产业多么发达，受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金融产业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为

了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金融的内在不稳定性进行有效的监管，但如果金融监管过度，金融产

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压制，如监管过松，金融又会过早地自由化，在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不高时，金融过早

地自由化就会产生更多的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发展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如泰国金融的过早自由化导致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其中一例，严重影响了亚洲各国金融产业的发展。因此，加强金融产

业的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重要条件。

６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社会诚信程度直接决定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诚信的市场经济才可能是高效率的市场经济，金

融产业就其本质而言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产业，诚信是金融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高度发

达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金融产业就具备了赖以发展的诚信

运营环境。如果融资主体诚实地将应有的信息告知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贷款机构和投资者就会在充分

的信息分析上做出理性的放贷和投资判断，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授信主体的 “逆向选择”。同时，在融

资借贷活动中，融资主体守信地按期还本付息，就能从根本上制约道德风险的形成。避免 “逆向选择”

和 “道德风险” 产生是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与合理使用的基本条件，也是金融产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而避免 “逆向选择” 和 “道德风险” 的根本途径是有效地解决好投融资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

信息的充分对称化。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化的信息披露，使在投融资活动中的借贷

双方当事人都能做到诚实守信，以至于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诚信氛围，形成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金

融活动的信用风险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避免，金融产业也才有可能持续地发展。但是在信用制度不发达、

市场经济不完善、经济金融法制不健全的现实条件下，诚信经营的社会氛围远未形成，信息不对称导致

的 “逆向选择” 和 “道德风险” 时有发生，严重制约着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有效促进金融产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好信息非对称性的问题，形成诚信的社会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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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

金融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决定金融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金融

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特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融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既影响着金融产业自身

的发展，也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产权模式

金融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同样具有稀缺性。产权制度对金融资源的交易成本和配置效果

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影响着金融资源的利用与配置方式。产权制度是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它决定着金融产业组织结构的形态，不合理的产权安排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和损失。产权制度影响金

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

下，产权安排的形式不会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产权安排会直接影响金融

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资源的流动与取得是以偿还和盈利为前提的，金融资源的价格反映金融资源让渡

与占有的成本，选择一种让金融资源交易成本最低的产权模式是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合理

的金融产权模式的基本要求有：

１清晰的产权关系

产权关系体现着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产权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是通过

社会强制实施的权利，如法律法令、法规条例、决定、政策以及社会习惯和社会公德，没有社会强制，

产权就无法实施。市场交换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换，交换双方都从各自的责权利出发来完成交易行为。借

助产权制度协调各类经济主体的金融资源配置行为，也存在一定的制度成本，降低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制

度成本是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产权模式的关键。清晰的产权关系不但可以降低产权关系的制度成本，

而且可以降低社会经济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资源的边际效益。在产权清晰界定的前提下，各个经济主

体在市场交换中的损益关系是非常明确的，金融资源通过市场交换不断往复循环，并根据资源交易中成

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实现配置效益的最大化、配置结构科学化和配置效率最优化。由于产权关系明

确，因此凡是影响产权交换双方损益关系的经济信息，都必然改变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所以金融资源

的动态调整是十分快速及时的，这种动态调整有助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如果产权关系是

模糊不清的，金融资源的所有者无法判断市场交换后的结果，金融资源的流动性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

中的扭曲现象也很难得到纠正，不利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优化。

２产权高度可分

从理论上讲，金融资源具有无限可分性，金融资源本身会衍生新的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配置与利

用可以呈现时间与空间上的分离，金融资源这一运动特征要求产权归属必须是高度可分的。产权是一种

集束权利，它是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处置权、收益权的集合，在高度可分的产权结构

中，对同一金融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处置权、收益权既可以归属为同一主体，也

可以分属于不同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产关系日益复杂，这种同一项产权分属不同主体的趋势

更加明显。产权可分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同一财产的产权可分割成若干份额，这一点对于建立现代股份制

金融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产权的可分解性保证了金融行业分工及现代金融产业组织的

形成，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及规模经济的产生，促进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股份制金融企业的资产结

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为例，如果不能实现产权的高度可分，就无法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企业，如果没有高度

可分的金融工具，金融资本的融通将十分困难。

３多元化产权主体

产权安排有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国有产权三种形式。与此相对应，产权归属主体就有自然人、法

人组织，政府组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类经济主体的产权结构是多样化的，它们的资金需求是多样

化和多层次的。单一产权形式的金融组织体系无法充分有效地满足各类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它们要求

有多元产权形式的金融机构为之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因此多元化的产权主体结构适应了多种类型多



种层次金融资源配置的需要，单一的产权结构会阻碍金融资源流动，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金

融产业组织必须保持多元化产权主体结构，以提供公共金融服务为主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产权结构应

当以国有产权形式和共有产权形式为主体，以保证公共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低成本，克服制约经济发展

的金融瓶颈；以盈利为目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当以私有产权形式为主体，增强金融资源的流动性，避免

市场经济中的 “搭便车” 行为，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充分发挥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收益分配

作用。多元化产权形式的金融组织可以满足经济发展中各种类型的金融需求，有利于实现金融产业和国

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４市场化的产权交易

金融资源可以无偿取得，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市场化的产权交易是各类经济主体通过市场交

换完成金融资源产权的互换，而不是使用计划分配方式或强制手段完成交换。在市场化程度和经济金融

化程度较高条件下，借助金融市场获得金融资源的产权是金融资源转让的主要渠道。市场化的产权交易

模式是金融资源转让与流动的前提条件。市场化的产权交易就是指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借助各种

市场形态和市场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有偿转让。一方面，产权交易可以是整体权利集合的让渡，也可以

是某种单项权利的让渡；另一方面，产权可以分割成若干 “产权单位”，每个 “产权单位” 代表一定的

权益进行买卖。而产权交易要顺利进行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只有在以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性

手段的市场经济中，产权交易才可能萌生和发展，离开了市场经济，产权交易将无从谈起。产权交易是

高层次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由于产权的可分性，产权交易可以完全打破资源要素在空间的局限，实现

诸如归属权、支配权的转移，大规模、多层次、跨地区的产权交易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顺利进行，实现了

金融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充分流动。由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供求状况经常发生变化，必然有一部

分资源处于闲置或无效配置状态，通过产权交易实现对闲置资产或低效配置的资产进行收购，充分利用

这些资源，可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宏观角度来看，产权交易对调整金融资产存量、优化金融

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

所有资源都必须借助科学的管理来发挥效用，科学的管理制度可以根据金融资源禀赋的特点，选择

和调节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趋于最优。就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而言，在资源禀

赋、劳动力数量、技术手段不变的情况下，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建立高效的管理组织可以改善微观金

融资源的配置效果，实现金融资本的良性循环，促进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管理是一种基础的生

产要素，管理模式制约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

１全面的战略管理

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金融企业目标、金融

行业目标的协调与实现。整合金融企业目标与金融行业目标，并最终实现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金融

产业战略管理的逻辑起点。从促进金融产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与金融资源禀赋特

点相适应的金融产业战略规划是战略管理的第一步。金融产业的战略管理主体应当是行业自律组织和政

府部门。在实施全面的战略管理时，要明确金融企业的战略目标，金融企业的基本战略目标应以金融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金融企业的各项任务必须围绕这一目标，分析金融企业的外部机遇与挑战，确

定金融企业内部优势与劣势，制定可行的战略方案并从中选择最优的实施战略。金融企业必须选择与企

业资源构成特点相适应的经营模式、组织结构、发展模式，以获取最大收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导下

的微观金融组织才是健康的、富有竞争力的。政府部门在确定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与金融产业的发展重

心时，必须综合考虑微观金融组织的现状、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金融资源的分布状况，选择与现期经

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产业发展模式，确定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与难点，充

分估计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风险与困难，净化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宏观金融生态环境，保证战略规划

的科学性。确定具体的战略步骤是全面战略管理的第二步，实现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培育自主

经营、自我积累、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的独立金融企业；其次要健全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同时要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督管理，建立金融风险的预警与防范机制，及时化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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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风险，消除金融产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对金融产业发展进行战略评价是全面战略管理的补充阶

段。金融产业的战略评价是对金融产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产业效率、存在问题进行总体评价，对金融产

业发展中的失误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战略管理对金融产业的影响是方向性的和全局性的。

２科学的决策制度

决策管理贯穿于金融企业管理与金融产业调整的每一个环节，决策水平对金融企业与金融产业发展

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错误决策可能会引发金融企业的生存危机，导致金融产业发展一蹶不振。提高金融

产业决策的效率，使金融产业的发展尽可能地与预先制定的金融产业战略规划相一致，是金融产业决策

的基本目标。然而决策的最终结果总是或多或少地会偏离预期规划，缩小这种偏差有赖于科学的产业决

策制度：①科学的金融产业决策需要建立动态的金融产业信息评价体系。决策过程的实质是一个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拟订方案、选择方案并实施的过程，问题的发生是不确定的，要求决策者必须要善于发

现问题、抓住机遇、避免和克服危机，为了保证金融产业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合理性，需要建立金

融产业信息收集与分析部门，对金融产业决策所需的各种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充分了解金融企业发展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掌握金融产业发展的态势，为金融企业兴衰和金融产业

发展提供战略性政策建议。②培养理性的决策者。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督部门的主要决策者通常都有在

金融机构长期从业和任职的经历，他们基本具备了金融决策管理者所必需的知识结构，但完全依靠个别

决策者的知识、经验、判断力、个性、价值观以及直觉，还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充分发挥决策

群体的智慧与才能。在做出事关金融产业兴衰的重大决策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事实为依据，进行

充分的可行性论证研究与评估，提高金融产业决策的科学性。

３动态的组织管理

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要求金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动态优化配置，与金融资源配置特点相适

应，必须对金融产业进行动态的组织管理。动态的组织管理强调，金融组织结构必须随市场发展和经济

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及时调整，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必须同金融组织结构相适应。在发达国

家取得成功的金融产业组织模式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的金融组织体系不一定能适应市

场经济。实施动态的组织管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①稳定性与适应性相统一原则。在调整过程中需要保

持金融组织的相对平衡或稳定，只有在现有金融组织结构不能保证组织目标实现时，对金融组织结构的

调整才有必要，过于频繁的组织调整不利于组织的正常运行，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②效率优先的

原则。在进行金融组织结构调整时，充分发挥金融机构配置金融资源的组织效率是最终目标。新的金融

组织体系必须讲求精于高效，必须使金融资源配置得更加有效。新的金融组织体系的诞生和演变必须有

助于资源产出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能更好地满足各类经济主体和部门对金融资本的需求，

提供更为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在新的金融组织体系内部，管理层次能更适合组织运转的需要，管理机

构和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并主动把组织目标同个人目标紧密结合起来，金融组织体系整体效率

趋于最优。

三、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模式

金融产业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对金融产业进行适度调控，可

以减少金融波动，避免因经济金融化步伐过快所滋生的金融泡沫，支持经济发展。

１金融产业引导机制

对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与扶植，有助于金融产业的均衡协调发展，并推

进金融产业结构优化，提高金融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①中小金融企业的扶持机制。中小型金融企

业是金融产业的重要组织基础，它具有大型金融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如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能力强、

创立和管理成本低、对市场变化适应速度快等。在金融产业内部保持一定数量的中小型金融企业，并使

其健康发展，使大、中、小金融企业并存，有利于增强金融产业组织内部的竞争活力。但中小型金融企

业往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应改善中小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向中小金融企业提供必要的

金融支持和信息支持，帮助中小金融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②弱势行业引导机制。金融产业是由银行

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等不同行业组成的，各个行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政府对具有潜在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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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命力较强的弱势行业给予必要的扶植和帮助，有助于完善金融产业的组织结构与市场结构。政府

部门可以在技术要素、资源要素、市场准入等方面扶持弱势行业。以我国目前金融行业发展的特点为

例，银行业的资本实力和市场份额远远超过证券业和信托业，如不给证券业和信托业以适当扶持，极易

引发股市动荡，影响证券业的健康发展。但对弱势行业的扶持的基本宗旨在于增加其竞争能力，而不是

单纯地保护，否则会导致金融资源的长期低效配置。

２金融产业调整机制

金融产业调整机制的主要功能是对金融产业的市场结构、产业组织进行调节，保证金融市场绩效最

优和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①市场结构调整机制。金融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禀赋和市场机会的

差异，金融企业在竞争中逐渐分化，在市场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型金融企业会凭借自身经济实力而滥用

市场势力，形成市场垄断，妨碍公平竞争，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使市场机制不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金融产业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受到影响。为预防垄断性市场结构的形成，应建立金融机构兼并的

预审制度。如果企业兼并会直接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则不允许这类兼并；应对于处于垄断地位的金

融机构进行分割，适当降低市场集中度，同时给予中小型金融企业以适当的政策扶持。②市场行为规范

机制。为防止金融市场的过度竞争导致的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确保规模经济效益，应对金融机构的进

入、退出、经营、投资采取适当的限制措施。

３金融产业风险防范机制

金融资产衍生于真实资产，金融资产的过快增长脱离了真实资产，就会产生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累

积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必须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①金融产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金融产业风险监

测预警机制是对潜在的金融产业风险或潜伏的金融危机采取事前控制的系统，它通过建立有关金融指标

进行监测、预测金融风险，一旦指标超出警戒线，监测系统便发出金融危机预警。这类指标主要包括国

内银行坏账率、金融机构海外借款率、金融机构海外借款规模、金融机构房地产放款率、银行同业市场

拆借率、股票市场股价指数、股票市场日均交易量、国内证券市场吸收的外资等。②金融产业风险化解

机制。对于金融产业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如通货膨胀风险、资本项目风险、债务风险等，主要通过建

立完备的监控体系，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措施来化解金融产业风

险。对金融产业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如市场风险、流动风险、信贷风险等，主要通过有效的产业内部

控制，采用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如资产组合法、模型法、ＶＡＲ法予以化解。③金融产业风险的救援

机制。金融产业风险救援机制是对金融风险的事后控制机制，对已经遭受损失的金融企业，政府给予必

要的援助资金，向有支付困难的金融机构 “输血”，建立必要的同业救助基金，实行同业扶助。

四、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模式

合理的金融市场模式是金融产业发展的基础。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维持金融资源的供需平

衡和良性循环，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依赖于市场模式的发展和建设。一个健全完善的市场模式是金融

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本要求。

（一）健全的市场体系

１合理的市场结构

完善的市场结构是由若干子市场和不同层次的区域市场有机组合而成的，各个子市场之间相互依

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健全的市场体系是金融产业发展的基石，市场体系为金融产业的发展提供生

产要素，残缺的市场体系很难满足金融产业对高质量生产要素的需求，不利于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为市场体系的内涵越丰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程度才相对越高，金融资源积累的规模才越大，金融产

业总体规模也相对越大，金融产业门类也越齐全，金融产业结构才越优化。优化的金融产业结构可以有

效防范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金融产业的冲击和影响。市场体系越健全，经济发达程度越高，经济金融化

水平也随之提高，金融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和政府的金融宏观调控效果也就越明显。面对金融全

球化的国际竞争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金融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趋于高级化和专业化，而人才市场的健

全与完善恰好满足了金融机构造就和培养高水平管理队伍的需要，以适应金融产业发展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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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稳定的市场需求

金融产业服务于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受制于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作用，社会总供求又是无数

个层次丰富的微观市场供求的总和。市场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稳定增长，有助于社会总资本存量规模

的逐步扩大。社会储蓄水平相应提高，可供金融产业动员和配置的金融资源的数量就越多。与此同时，

市场经济的容量越庞大，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旺盛，金融产业的发展空间就越大。市场规模

的扩张又会产生更多的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带动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产业逐步由小变大，由弱

变强，其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就会不断提高。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市场经济越

发达，金融机构的层次也就越丰富，数量越多。截止２０００年，美国拥有８９８４家银行，１１５００多家信

用社；德国有大量的区域银行、私人银行、储蓄银行以及信用合作社等中小金融机构；日本有大量的地

方银行、互助银行、信用金库、信用合作社和工商组合中央金库等中小金融机构。层次丰富的金融机构

为各类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和金融保障。

３良好的市场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金融产业发展所需的健全的金融法规、良好的市场秩序、规范的金融监管。

（二）完善的市场机制

１弹性的价格机制

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的程度，是促使人们从事生产和发现新的生产可能性的最基本的激励因素，价格

天然具有配置有限资源的作用。价格机制越健全，价格体系越富有弹性，市场交易者对价格的反映越敏

锐，价格的调节功能就越强。健全的价格机制是利率机制的基石，利率是资本的价格，它是金融市场上

供求双方力量作用的结果，资本供求的变化调节着利率水平的变化，利率水平的变化又会引起资本供求

的变化。

２完善的进入与退出机制

金融产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对金融产业采取必要的市场进入限制可以促使金融企业降低成

本，提高金融企业的服务效率，有利于充分利用金融资源。市场进入壁垒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经

济壁垒；一类是技术壁垒；一类是制度壁垒。经济壁垒主要是由于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规模不经济和最

低投资限额所导致的。技术壁垒是由于生产经营的核心技术比较复杂或难以获得而导致的。经济壁垒和

技术壁垒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经济壁垒和技术壁垒的存在迫使金融企业进行金融创新，降低经营成

本，提高经营效率，扩大市场份额，增强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命力，加速资本积累和盈利能力的

提高。制度壁垒是政府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制定的限制性规定所导致的，如注册许可、特别经营许可等。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对金融机构的进入采取适当限制是必要的，例如，对金融机构开业的最低资

本限额、经营场所、管理人员、特别营业许可等规定。完善的市场机制还必须有相应的退出机制。金融

机构的退出有市场强制退出和政府强制退出两种方式，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陷于破产边缘时，应尽可

能地让其低成本地退出金融产业，以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市场强制退出主要是利用兼并、重

组、收购等方式盘活长期亏损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这种方式对金融企业内在价值评估比较准确，但必

须具备完善的产权制度和产权交易市场，以及发达的资本市场。政府强制退出主要是通过政府执法部门

对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金融企业进行分拆、收购破产金融企业来实现。

３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

市场体系是由许许多多买者和卖者组成的，特定市场中各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的地位、作用、

相互关系构成各类市场结构。根据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的不同，可以把市场结构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

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四种市场结构的对比分析表明，完全竞争市场

结构的市场效率是最高的，此时的资源配置效果和社会福利都是最优的。为了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

率，必须保持充分的市场竞争。过度垄断的市场格局会扭曲价格机制，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

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垄断企业的退出成本非常高，兼并或重组的难度也比较

大，垄断企业的最终破产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将是非常严重的，个别金融机构一旦陷入困境，将会影

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韩国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战结束以后，

韩国政府一直把扶植财阀和大企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点，企业与政府保持紧密的经济、政治关系，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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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本被几大垄断财团所控制，这些垄断企业的经营机制多以家族为中心构筑的，随着企业规模和经

营范围的扩大，家族式经营管理已经很难驾驭大规模生产和适应瞬息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１９９５年韩

国启动了 “世界化战略”，在该战略的推动下，企业向国内外的投资规模急剧膨胀，大企业向银行大规

模举债，银行又向国内外借债，出现所谓 “债养债”。然而过度膨胀的投资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高速

增长，相反却推动了社会经济边际成本的上升，韩国ＧＤＰ的增长速度由１９９５年的８９％下降到１９９７年

的５５％。韩国垄断企业的财务状况逐渐恶化，最大的３０家企业中有１７家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陷入财务

困境，韩宝、起亚、ＮＥＷＣＯＲＥ、ＨＡＮＬＡ等大企业相继倒闭，韩国经济受到冲击，海外资本纷纷撤离

韩国，国内发生多次挤兑风潮，韩国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维持韩元对美元汇率的努力，公众纷纷抢购美

元，大面积的银行支付危机爆发，多家银行陷入困境。

（三）有效的金融市场

有效的金融市场是金融产业健康成长的基础。金融市场的深度、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金融市场的

创新能力直接制约着金融产业的发展，有效的金融市场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１有效的市场活动

在高效的金融市场中，有大量的买方和卖方参与市场交易，成交量大而且稳定，交易容易达成，现

代化的市场管理和良好的交易秩序使得市场的平均交易成本较低。交易者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金融服

务，金融中介机构把资金从盈余者手中转移到短缺者手中的效率也比较高。有效的金融市场活动能刺激

金融产业发展。

２高度的市场深化

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中，金融商品的种类及数量众多，投资者可以在金融市场上找到各自满意的

投资组合。市场价格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所有公开信息，金融商品的价格对各类相关信息有较

高的灵敏度，一旦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就会引起金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发生相应的变化，使金融商品价

格达到新的均衡。高效的金融市场存在内在的价格制约力，较强的价格制约力使得金融商品价格波动幅

度比较稳定，而且回落速度快。

３快速的市场调节

高效金融市场中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根据各类经济、金融信息引导资金流向经济效益高的部门，有

效地沟通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的资金流动，吸收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闲置资金，使其迅速转化为生

产或消费资金，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实现社会总供求均衡。有效的金融市场不仅能通过利率、汇率

等信号反映资金供求的深层矛盾，而且还能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为政府制定经济与金融政策提供

决策依据。随着金融市场融资深度和融资广度的增加，投资者可以利用多种金融工具组合来减少风险，

金融企业不断根据市场利率和汇率水平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追求利润最大化。

４较强的创新能力

高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技术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推动自身发展，并带动金融

产业的健康发展。金融制度创新是通过对金融交易和资源分配的制度进行变革，涉及金融体系的组织与

金融市场的组织与结构、金融活动的监管与调节等方面的变革。金融技术创新是指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管

理技术的发展，在金融交易手段、交易方法和物质条件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与创新。金融产品创新是指金

融资源分配形式与交易载体发生的变革与创新。金融制度创新有利于逐步建立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制，

加快金融深化进程，满足金融资源供求双方日益多样、复杂的金融交易需要，使交易双方的交易环境得

以改善，交易者的满足程度和福利水平得到提高。金融技术创新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现

象。金融创新给金融产业带来的也不全是机会，随着金融创新的扩展和普及，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可能

增加，如果不对金融风险进行有力控制，金融产业的发展将受到挫折。巴林银行倒闭，大和银行纽约分

行事件，老虎基金、ＬＴＣＭ公司事件，再次为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

５协调的金融市场结构

金融市场的形成直接与资金的融通相联系。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总有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存

在，金融市场就为这二者提供互通有无的通道，根据资金融通中介机构的特征和作用，金融市场分为直

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直接金融市场指的是资金需求者直接从资金所有者那里融通资金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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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委托投资银行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方式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间接金融市场则是通过商业

银行等信用中介机构作为媒介来进行资金融通的市场。直接金融市场与间接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既关

系着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又制约着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模式

金融企业是金融产业的微观细胞，是配置金融资源的直接主体。金融企业的组织模式、经营模式、

发展模式直接决定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着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

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一）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组织模式

１完善的治理结构

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安排，在普遍采用股份制形式的金融企业中，金融企业根据四权公

平、相互制衡原则设置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及企业运行机制。金融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合理，可以充分

动员金融企业内部资源，增强其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抵御市场风险，促进利润增长。金融企业治理

结构的基础是产权制度，因此金融企业的产权安排必须科学合理，产权安排决定着金融企业组织结构及

效率、交易行为及成本，激励与约束绩效。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先明晰产权关系，特别是

金融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明确划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各自的权

力、责任和利益，形成股东的所有权、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经理人员的经营管理权、监事会的监督权

四方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确保金融企业的有效运作。除了以上内部治理方式以外，完善金融企业的外

部治理也十分重要，当经营者的无能或不负责任导致企业经营不善或亏损时，该企业的市场价值在资本

市场则会被低估，其他投资者通过收购取得控制权后，会赶走偷懒或无能的管理者，而重新实现企业所

有者利润最大化。

２有效的激励机制

金融企业是经营货币信用，向社会提供金融服务的企业，市场竞争和经济环境变迁迫使金融企业采

取创新的管理方式激励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充分利用金融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获得高效率和高

效益。对金融企业而言，人是最重要、最能动、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如何有效地激励金融企业的员工发

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力，对金融企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方式主

要是报酬激励，如实行年薪制、股票期权制、给予金融企业控制权，树立良好声誉也可以激励高级管理

者。对于普通员工而言，重视金钱激励与重视精神激励并重，善于把员工的个人需求与金融企业的奋斗

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使企业员工为自己的需要而努力工作，这样金融企业才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

力和推动力；营造具有金融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以良好的形象，优质的服务置身社会与市场环境中，

激发员工的使命感与自豪感，创造整体与个体高度和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化氛围，使金融企业蓬勃

发展。

３有力的约束机制

激励与约束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约束是一种负向激励，约束方式主要包括产权约束、市场

约束和法律约束。金融企业必须建立一套与市场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相适应的风险约束机制。金

融企业面临的风险根据企业的边界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中对金融企业经营威胁最大

的是 “道德风险”，特别是在采取委托代理形式经营的金融企业中尤为明显，代理人因为信息不对称而

侵犯委托人的权益。在金融企业内部，随着组织链条不断拉长，上级对下级的控制越来越困难。对于金

融企业的内部风险主要通过产权约束和市场约束加以控制。产权约束主要包括明确股份制金融企业的经

营者与股东的权利与义务。在金融企业内部，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就企业重大事项做出审议

和决议，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就经营管理做出决策，经营者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

行使职责，并接受董事会的评判和监督。对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的行为可以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由

市场来实施处罚，如企业被收购兼并。法律约束主要通过制定法律规范，违反法律规范的投机者将受到

应有的惩罚。金融企业的外部风险主要通过信息约束机制和竞争约束机制来克服。健全完善的信息披露

制度，依靠社会监督约束金融企业的风险经营行为，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建立 “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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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布通用系统”，定期及时地公布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信息，防范金融企业内部的违规行为。竞争约

束机制是政府保证金融市场充分竞争的基本手段。政府通过建立金融企业兼并、合并审查制度来防止垄

断行为的出现蔓延，分割居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企业，打破已经形成的市场垄断，规范金融市场竞争行

为，防止金融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经营模式

金融企业的经营模式选择与金融企业的资本结构、管理水平、监管体制密切相关，金融企业应该选

择最适应企业禀赋特点、最能发挥企业竞争优势的经营模式。

１金融企业的专业化经营模式

专业化的经营模式是金融企业根据法律规定或行业分工，选择在某一个金融领域开展业务的专业化

分工模式。在专业化分工制度下，金融企业分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等。专业化经营模式可以将金融企业的投机冲动抑制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减低金融企业的经营

风险，从而降低整个金融产业的运营风险。专业化经营的弊端是行业传统或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不利于金

融企业实现规模经济，金融企业的发展空间被缩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的英国、７０年代以前的美国、

８０年代以前的日本遵循的基本上是专业化经营模式。英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前，商业银行给企业发

放的资金主要用于商品流转过程中的临时性短期贷款，而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的资金主要向资本市场进行

募集。尽管金融业的专业经营对控制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市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其局限性也随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而日益明显。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分业经营的

法律规定阻碍了商业银行等货币性金融中介机构在资本市场上的资金筹集行为，结果是存款机构的资金

大量流失，银行信用萎缩，银行赢利水平下降，不少银行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形成所谓 “脱媒” 型信用

危机，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货币性金融中介机构的货币创造职能直接受到冲击。

２金融企业的一体化经营模式

所谓一体化经营是指金融机构可允许从事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承销和买卖、共同基金的

运作和投资咨询等业务的经营模式。金融机构利用各种创新工具如资产证券化，各种组织创新形式如银

行持股公司，突破专业化经营的壁垒，这种经营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金融企业的整体金融资源，各个部

门之间信息交流充分快速，业务的扩张与收缩可以灵活机动地调整，经营效率较高。但一体化经营也存

在缺陷，风险的内部传递可能会通过证券投资业务危及社会公共金融安全网和金融产业的稳定发展，从

而使社会承担证券价格波动的风险损失。这一模式能否发挥应有的效率取决于金融企业能否有效控制混

业经营所产生的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如果金融企业没有严格全面的自律管理，金融产业缺乏健全完善

的外部监管和必要的风险防范机制，这种经营模式将会产生灾难性的损失。美国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经

济危机中，股票市场的崩溃使得实行一体化经营的金融业蒙受了沉重的损失。在此大萧条期间，美国有

１１００多家银行破产、倒闭和合并，银行总数从２５０００家减少到１４０００家，金融产业和社会信用体系遭

到毁灭性破坏。１９３１年美国国会专门委员会认为，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导致的股市过度投机是１９２９
年出现股市暴跌、银行倒闭、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９３３年美国国会通过 《格拉斯－斯蒂格尔

法》，该法律禁止吸收存款的机构既从事接受存款业务，又从事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行、包销、

销售或分销 （政府债券以及政府机构债券除外），美国金融业从此开始了长达６７年的分业经营。历史经

验表明：没有健全有效风险防范机制作保障的混业经营模式，必然使金融产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

３金融产业的企业经营模式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动态进化的过程。就各国金融产业发

展趋势来看，向一体化经营转变是金融企业经营模式的发展趋势。但并不是一体化的经营模式适用于任

何国家的金融产业，在确立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企业经营模式之前，必须充分考虑金融企业的禀赋特征、

社会化分工程度以及基本国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金融化程度不高、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的情

况下，选择专业化经营模式可以增强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利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充分发

展，从而有助于构建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金融化及金融自由

化程度较高、风险防范机制健全的条件下，选择一体化经营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本周转，提高金

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一体化经营促进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具备３个基本的前提条件：①经

６９３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资本的积累规模越大，提供给金融企业的剩余资本数量也越

多。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程度也越高，金融创新速度越快，金融工具种类比较

齐全，可供金融企业实现全能化服务的手段也较丰富，金融企业可以利用多样化的投资组合规避投资风

险。②充分的专业化分工。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行业的本源服务、资金来源、资本运用、

风险防范机理各自不同，充分的专业化分工能够保证单项业务服务的高效率，在此基础实现的混业经营

才有可能发挥 “１＋１＞２” 的协同效应。③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

（三）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发展模式

根据资本要素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以及企业规模扩张方式的差别，金融企业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

粗放型发展模式和集约型发展模式。金融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善资本的投入产出比，必须

改变粗放型发展模式。

１粗放型发展模式

粗放型发展模式是指金融企业以扩大市场占有额为主导目标，通过扩张资产数量、扩大企业规模谋

求金融企业发展。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强调追求规模效应，并且通过快速的企业扩张实现中短期内资产规

模最大化。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制度下或存在市场垄断的经济环境中，金融企业倾向于选择粗放型模式进

行企业扩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企业或财团通常得到政府的支持，经济资源逐步向这些大企业集

中，而金融企业也愿意把更多的贷款投向国有企业或大财团。在政府追求快速经济增长偏好的引导下，

国有企业和大财团倾向于选择高投入方式扩大企业规模，为之服务的金融企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在政府

担保的情况下也会不断扩张其贷款发放的规模，追求其自身发展。在银行业中信奉 “大则不倒” 的神

话，即银行资产越庞大，它的社会信用链条就越复杂，它的破产倒闭对社会的危害越大，因此当银行陷

入经营危机时，通常都会得到政府大力挽救。但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大不一定就好，根据规模报

酬理论，企业的平均成本在产量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按照适度规模的原则，发展中

国家一般不宜发展大银行。研究表明，当银行资产超过１０亿美元时，再扩大规模，单位成本反而增加。

表５ １反映了美国各种规模银行的收益状况。表５ １数据表明，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间，小银行的各年

平均净收益率为０７８％，中等银行的各年平均净收益率为０７３％，大银行的各年平均净收益率为

０４６％。

表５ １ 美国各规模银行的净收益率 （％）

年份 小银行 中等银行 大银行 最大十家银行

１９８５ ０７４ ０８４ ０３０ ０４７

１９８６ ０５８ ０７７ ０６８ ０４７

１９８７ ０６２ ０６４ －０２７ －０７０

１９８８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７１ １０７

１９８９ ０８７ ０７３ ０５１ －０２２

１９９０ ０７９ ０５５ ０２４ ０４７

１９９１ ０８０ ０６１ ０５０ ０２１

１９９２ １０８ ０９１ １０１ ０６５

２集约型发展模式

集约型发展模式应当是金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选择。集约型的发展模式是指金融企业以提高效

率和增加效益为主导目标，依托组织创新与科技进步，对金融企业的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要素进行必要

的集中和优化配置，提高经营要素的质量，提高单位经营效益，从而提高整体效益的发展方式。金融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集约型金融企业发展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①高效的资本要素利用率。集约型发展模式

并不排斥金融企业规模的扩张，但企业规模的扩张一定是在提高效益和效率的前提下进行的，集约型发

展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不断优化要素质量，改善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来增加金融企业的经营收益。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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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入的资本要素有人力资本要素和货币资本要素两类。优化人力资本要素的主要方式有：不断加强

对企业员工的职业素质、操作技能、团队精神、道德品质的培养和提高；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保

持金融企业员工队伍的竞争力、凝聚力。优化货币资本要素的基本途径是：加速金融企业的资本周转速

度，优化金融企业的资本结构，主动控制经营风险，提高金融企业的资产质量，将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

比例降低到行业标准以下。②富有活力的内部组织结构。金融企业的各种资本要素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各

级各类组织完成投入和产出活动的，这一活动过程必须根据企业要素、企业环境、企业目标三者之间的

关系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即金融企业的内部组织调整必须与金融企业的资本要素结构、市场需求变化、

市场竞争格局、企业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不是单纯依据行政区域规划设置金融机构，而是遵循市场开发

与规模经济的基本准则，建立合理的分权与授权机制；优化设计金融企业的内部组织，调动全体员工的

创造积极性，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组织的竞争力。③连续的金融技术创新与金融业务创新。金融技术创新

是金融企业集约型发展的重要方式，金融产业配置的金融资本具有极为易变的时间价值性，金融技术的

不断创新可以为资金融通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工具，丰富投资者的投资组合，规避金融交易风险、利率

风险、汇率风险。在金融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金融企业的资本要素被充分利用，单位资本创造的收益和

利润较高。金融服务创新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增强金融企业的中介服务功能，扩大金融资源的分

配界限，节约社会金融交易成本。集约型的金融企业需要在资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利润增长

点，金融服务创新可以为金融企业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④灵活的经营管理

机制。高效的经营管理活动是金融企业集约型发展的基石，灵活的企业经营机制能够增强金融企业特有

的市场洞察力，及时发现并开拓潜在的金融产品市场，制定相应的市场扩张与竞争策略。以低廉的价

格、优质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迅速反馈与金融服务有关的市场信息，改进金融企业的经营策

略。高效的管理活动可以充分预见金融企业发展中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企业发展战

略，整合企业的资源要素，放大企业组织合作的协同效应，全面提高金融企业的资产质量、盈利水平、

企业规模、抗险能力、综合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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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州市金融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广州市金融业发展现状特征

（一）金融市场体系健全，金融机构稳步增加，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广州是华南地区金融监管机构及区域经营管理机构的所在地，金融体系健全，形成了以银行、保

险、证券业为主体、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门类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备、运作日趋规范的现代化金

融组织体系，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广州市共有各类商业金融机构６６家，其中国内金融

机构４１家，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２５家。金融机构密集程度高，共有各类金融网点近３０００个，平均每

２０００个居民拥有１个金融服务网点。截止到２００４年末，广州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１０３２２５
亿元，贷款余额７２０３７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分别增长了６６９％和７６２％，２００４年，广州地区证券交易额

３３７３８５亿元；保险业保费收入１３２９４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增长了１３１４％。

（二）金融产业基础设施完备，金融科技水平先进

一是加快了企业、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有效地改善了社会信用环境。广州信用网是目前国内数据规

模最大的信用网，初步建立起了企业信用数据库和企业信用网络平台。二是信息化设施不断完善。信息

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所有管理和业务流程中得到广泛应用，网上银行和网上证券交易业务高速发展，金融

网络化、信息化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广州银行电子结算中心的技术水平、结算能力居全国前列，创造

了全国金融信息化的多项第一，日均处理业务１５万笔，清算资金４００多亿人民币。同城票据交换系统

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能够同时进行本外币票据清算。

（三）金融辐射能力增强，区域化特征明显

广州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广州区域性金融管理中心、金融营运决策中心、资金调度中心、金融

业务运作中心的地位不断加强，资金吞吐和调节能力大幅度提高，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服务范围

不断扩展。以广州为中心的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已打破广州行政区域 “同城” 的界限，将业务范围覆盖

到珠江三角洲２０多个城市约２４００家金融机构，日清算资金７０多亿元人民币。广州作为我国金融对外

开放的重点地区，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ＣＥＰＡ协议签署之后，广州已成为香港国

际金融中心辐射的重要承接点和中继点，区域化特征明显。截止到２００４年末，已有５６家外资金融机构

进驻，包括外资银行分行１８家 （包括筹建、升格中的分行），外资保险公司１０家，外资银行代表处１４
家，外资保险公司代表处１２家，外资证券公司代表处２家。

（四）金融监管机构和协调机构设立，金融安全得到进一步强化

根据中央金融监管架构的调整，广东银监局、广东证监局和广东保监局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人民

银行广州分行，广州金融分业监管体系确立。省市政府为了促进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加强对地方金融的

管理、协调和服务，分别成立了地方金融服务机构。随着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细化，监

管措施和手段强化，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广州金融市场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五）金融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创新活跃

广州金融改革与重组力度加大。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了广州办

事处，妥善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地方银行通过深化改革，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不断提高，信

托投资公司及财务公司通过整顿和重组开始步入规范发展的轨道，地方证券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壮大了

资金实力，增强了业务拓展能力。金融创新活跃，市场领域得到迅速拓展。银行、银行业务从存、贷、

汇等传统的单一领域发展到传统存贷业务与中间业务并重，金融产品不断丰富；消费信贷从耐用消费

品、个人住房拓展到汽车、旅游、助学、综合性贷款等多个品种；个人理财产品不断创新；“银证通”

及各种新型保险险种等新产品、新业务成为证券和保险业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六）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力度进一步加大，自身也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

金融业的发展为广州市经济结构调整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信贷投向上重点向支柱产业、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倾斜；积极拓展消费信贷。广州金融业在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本身创造的增加值也在不断增

长，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２００４年，广州金融保险业实现增加值２０１６５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增长了２５％，

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４９％，在全市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为９２％。

（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效显著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和全国、全省一样，广州原本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金融机构

和农村合作基金组织 （农金会） 受到极大的冲击，风险积累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广州市政府积极采

取措施，组织力量沉着应对，成立了负责风险处置工作的专职机构，按照中央及省市政府的统一部署，

借用中央再贷款，兑付了个人债务和境外债务，妥善地处理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了风险，维护了

广州市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对外的良好形象，也为金融业今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广州市金融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广州金融创业大而不强；二是金融产业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三是金融机构总部少；四是地方金

融企业竞争力有待提升；五是金融市场辐射能力有待增强；六是金融开放度有待提高；七是高素质、国

际化的金融人才缺乏；八是金融风险的隐患还未完全消除；九是金融发展软环境亟须改善，尤其是税收

环境处于劣势，成为广州金融发展的严重障碍；十是金融业定位不清晰，金融产业空间布局规划不合

理。

三、广州市金融业发展定位

作为华南最大的中心城市，２００４年，广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４１１５８１亿元，综合实力在全国十大

城市中位居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广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６８００美元，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广州的服务功能具有明显优势，并拥有广阔腹地和向外延伸的广泛空间，全市总面积达

７４３４４平方公里，在京、沪、穗三个超大城市当中仅次于北京 （１６８０８平方公里） 而大于上海 （６３４１
平方公里），具备了作为大都市和区域性金融中心所需的实力、特征和基础。根据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

广州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定位是：与中心城市功能相适应，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面向东南亚的区域

性金融中心，主要功能包括区域性银行业务和管理中心、保险业务和管理中心、投资银行业务中心、资

金清算中心、金融教育培训中心、金融创新与金融技术研发中心。远景目标，用２０年时间，达到发达

国家国际性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水平，成为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互补、相互影响的泛珠三角区域性金

融中心。把金融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提高金融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到２０１０年，金融保险业

实现增加值３６０亿元左右，年均增长１０％。

四、促进广州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条件

广州要明确 “金融强市” 战略，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创新为动力、人才为基础，通过政府规划和引

导，不断增强广州金融市场的规模实力、技术水平、集聚能力和辐射功能，提高广州金融市场体系的经

营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市场监管法制化、从业人员专业化、业务范围区域化并扩大国际化程

度。为促进广州金融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金融产业化发展是广州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金融产业化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把金融作为相对独立的产业加以规划和发展的过程。金融可

持续发展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佳途径是实现金融产业化发展。市场经济体

制的深化必将导致国民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国民经济产业化必然要求金融产业化发展，彼此建立相互依

存、平等互利的产业经济关系；金融产业化发展有赖于国民经济产业化的发展，又对国民经济产业化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把金融作为广州独立的产业部门，实行产业化经营管理，确定其产业化经

营及管理目标模式，建立产业化经营管理的运行机制，既是广州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前提条件，又是广

州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表明，金融产业化

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金融深化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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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中金融资源配置至关重要

金融资源是货币资金以及由此衍生的金融资本、金融商品和金融机构的总和。金融资源是一种特殊

的制度性资源，它是发达市场经济与现代金融产业共同派生的衍生性资源。金融产业是金融资源配置的

核心主体，金融资源的动员与分配是金融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基础。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

于构建合理的金融产业结构，能够提高金融产业组织效率，并以此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金

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制度结构是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经济开放程

度、科技进步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金融自由

化程度高、多种金融形式协调发展、金融与经济和谐发展，广州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必须本着市场主

导、效率优先、金融安全的原则配置金融资源，充分发挥广州金融产业的金融资源开发、金融资源利

用、金融资源管理职能，促进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表明，计划型金融资

源配置模式具有垄断程度高、金融风险比较集中、金融管制严格的制度性缺陷，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低

下。选择市场型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可以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金融资源的微观配置通过市场机

制来调节，金融资源的宏观配置由市场与政府共同调节，并净化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产业发展所需的金

融生态环境。

（三）广州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应寻求有效的发展模式

金融产业的发展模式是决定金融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金融产业可持续

发展模式包括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制度模式、市场模式、企业模式。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制

度模式反映着金融产业在配置资金、动员资金时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它包括适应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产权制度、管理制度、调控制度。实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要求确立清晰的产权关系、多元化产权主

体结构、高度可分的产权形式、市场化的产权交易；加强金融产业管理，实施科学的金融产业政策，不

断进行金融产业组织创新；建立金融产业引导机制、金融产业调整机制、金融产业风险防范机制，及时

控制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市场体系是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金融资源配置场所、配置行为

和配置机构的总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维持金融资源的供需平衡和良性循环，而金融资源的

配置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健全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市场机制、有效的金融市场。金融企业是金融产业的微

观细胞，是配置金融资源的直接主体，金融企业的组织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直接决定着金融资源

的配置效率，影响着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前提。广州市金融企业必须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企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具广

州特色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和集约化发展道路。

（四）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

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是在金融产业化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并被社会所公认的行为规范和

行为准则，它以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实现产业利益目标为内在要求，以金融产业持续、

平稳、健康运转为外在表现形式。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包含四个层次的涵义：首先，它是金融

产业化发展的运行机制，它必须也能够促进金融的产业化进程；第二，它是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运行

机制，它必须也能够保证金融产业化发展的有序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三，它是促进国民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运行机制，它必须也能够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它是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上能够实现产业利益目标的运行机制，它必须也能够实现产业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功能完善的金

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应当包括以下五大构成要素：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金融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机制、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自我调节机制、金融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这五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的有机整体，促进金融产业内增机制的形成，从而实现产业利益

目标，保证金融产业持续有效地运转，并最终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

金融产业内控制度是金融产业内部自我生成的自主控制产业风险与无序状态，推进产业发展的法

规、制度及运行机制的总称。健全有效的内控制度是金融产业正常运行和稳健经营的制度基础，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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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金融产业的自律性控制。构成金融产业内控制度的要素主要是金融产业内控主体、内控客体、内控

对象、内控依据和内控目标，这些要素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所形成的有机统一体就是金融产业内控制

度。就金融产业内控制度而言，它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有层次性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系

统，更是一种授权体系和责任体系。金融产业内控需要依次经历任务与目标设定、风险评估、内控标准

设计、检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持续改进内控制度。一般地，金融产业的内控需要从金融资源运动的财

务控制、内部管理控制、业务控制、法规执行控制、金融市场交易控制、风险防范与补救控制、环境控

制等七个方面加以展开，在方法上大致可采用目标控制法、组织控制法、人事与授权控制法、程序控制

法、措施控制法、检查控制法等。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成本低、效益高是广州金融产业内控制度设计

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全面性、审慎性和相对独立性是广州金融产业内控制度设计应遵循的根本原则。而

在具体进行内控制度设计时，可以从宏观金融产业、中观金融市场、微观金融企业三个层面加以展开，

只有这样，设计出的金融产业内控制度才是完整的、全面的和有效的制度体系。

（六）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科学有效的监管

在广州金融产业发展中，始终会蕴藏和面临着复杂的风险。金融产业发展面临的风险来自多方面：

一是金融资源的价值脆弱性形成的内在风险；二是金融产业内在不稳定性 （如信息不对称、决策主体有

限理性等） 形成的经营风险；三是金融企业负债经营形成的财务结构风险；四是经济周期性波动引发的

金融不稳定性风险等。金融风险与金融发展相伴随，金融产业发展中的各种风险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会严重阻碍金融产业及其组织的稳健经营与快速发展。因而，在广州市金融产业发展战略中，必须坚持

“两手抓”：一手抓金融产业的发展，另一手抓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处理，即所谓金融监管。在金融产业的

监管中，必须根据金融产业发展的实际，建立起符合金融发展要求的产业监管网络组织体系和运行机

制，不同的金融发展层次和水平，需要有不同的监管模式和方法。监管的主体内容包括金融企业市场准

入和退出，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金融企业的持续经营以及金融产业的宏观监管。为了促进金融产业监

督的有效进行，广州市政府应创造条件提供稳健的经济政策与环境、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措施、有效的

市场约束制度、高效解决金融企业问题的程序和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在此基础上，监管网络体系应

当建立起金融产业发展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减震机制和监管的操作机制，这是实现金融产业监管目标

的必要条件。

（七）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应清除障碍，创造良好环境

广州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中稳步发展，已积累了可观的金融资源，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

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调控体系，为广州金融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金融发展的绩效就基本上取决于金融制度，金融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于金融制度的适应性。金融制度的供给状况对于金融发展的进程及深化程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是金融产业化发展的必备要素。广州金融产业化发展所必需的金融资源存量、金融市场保障和金融的组

织体系已经初步具备。广州市应尽快清除存在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组织等方面的障碍，创造良好

的金融环境，促进金融产业化发展。

（八）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是金融产业化，必须以金融产业为着力点，从提升金融产业核心竞

争力，推进金融产业诚信化、规模化、一体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发展入手，构造和实施完整的金融产业

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实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树立核心竞争力为本的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观，加快

金融市场建设，提高金融制度核心竞争力，优化金融决策体系，提高金融政策核心竞争力，改善企业经

营管理，提高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实施金融产业核心竞争力战略；构建金融诚信化的产权基础，完善

诚信制度化的法治体系，强化诚信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积极发展信用管理体系，弘扬全社会的诚信价值

观念，实施金融产业诚信化发展战略；处理好金融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四大关系 （金融与经济、规模与结

构、产业与企业、做大与做强），依靠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优化金融结构，构建金融产业规模化发展的

准市场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实现金融企业规模化经营，依靠金融创新实现金融产业规模化发展，实施金

融产业规模化发展战略；主动参加国际和地区性经济与金融组织，全面开展与区域化货币联盟的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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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施金融产业区域化发展战略；坚持积极稳妥适时适度的一体化发展原则，开展一体化发展的理论

研究和试点性实践，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及其监管体系，在分业基础上向一体化发展分步渐进过渡，

实施金融产业一体化发展战略；坚持按四个并举 （引进来与走出去、竞争与保护、全球化与区域化、制

度创新与技术创新） 的原则推进全球化发展，接全球化要求完善金融制度和调控体系，提高金融产业全

球化发展的产业化程度。加快金融产业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实施金融产业全球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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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广州市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广州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是围绕巩固区域性银行中心地位，强化区域性保险和再保险中心

功能，形成区域性投资银行中心和期货业务中心，建成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巩固和提高区域外汇交易

中心地位，巩固和提高区域资金清算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区域金融教育、金融创新和金融技术研发

的水平，完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空间布局、结构调整和金融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效开放、经营规

范、服务优质、监管有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广州区域性金融体系。

一、把握好政府定位：协调、服务与监管

１强化广州市地方金融办的协调与服务职能，做好金融产业发展规划

从国民经济发展和巩固中心城市地位的全局认识金融产业的地位，树立金融产业发展观，确立金融

业是广州市重要支柱产业予以扶持，站在服务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的战略高度，按照省委、省政府建设

金融强省的部署，制定广州金融产业发展规划，明晰金融产业发展目标，争取省的支持，发挥省市联动

作用。近期主要工作包括：①成立市政府金融产业发展领导小组。②设立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③
强化市政府金融工作机构职能，协调好省、市政府之间的关系。④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广州金融良好形

象。

２加强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工作衔接和政策协调

通过健全金融协调机制，尽快将区域内对银行、保险和资本市场协调职能集中统一起来。一是建立

市政府与金融界 （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及金融中介组织） 的联

席会议制度，二是健全市政府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三大监管机构的联系协调机制。配合省政府建立以

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与泛珠三角金融产业协调工作机制，做好金融专项规划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的衔接。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继续巩固广州在银行业、保险业方面的优势，强化区域性的资

金结算中心、银行卡网络中心、保险财产管理中心、产权交易中心、商品期货交易中心、金融产品和服

务创新中心、金融人才引进和培训中心功能。

二、深化金融业的体制改革，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产业

（一）建立明晰的金融产权关系

明晰的金融产权关系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建立明晰的金融产权

关系，必须采取以下措施：①健全经济金融法规。法律法规是约束所有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准则，要加

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完善现行的金融组织法、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法、金融监督管理法，借助经济金

融法规确定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金融产权边界，明确各经济部门产权交换过程中的金融产权关系，保障

金融资源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的干预行为，尽量避免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

产权主体利益的侵犯。②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完善金融企业内部的产权治理结构，明确出资者、所有

者、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协调金融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处置权之间的相互关

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建立 “公开透明、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产权平等” 的权利制衡机

制。③加快金融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金融资源的产权界定形式有三种，即法律界定、政府界定、市场

交易界定，单纯依靠法律界定和政府界定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市场化的产权交易对金融产权的界定进行

补充，因此要加快金融产权交易市场建设，通过产权交易完成闲置金融资产或低效配置金融资产的收

购，充分利用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培育多元化金融产业主体

各类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单一组织形式的金融组织体系无法充分有效地满足

各类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多元化的金融产业主体适应了多种类型多种层次金融资源配置的需要，因此

应当采取以下基本措施：①制定大、中、小并举的金融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积极的金融产业政策，为各



类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公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提高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适当控制资产扩张的速度，

转变金融企业的发展模式，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规范中小金融企业的经营行为，实现高水平的专业化

经营，健全中小金融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的控制，增强中小金

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②大力扶持中小金融企业。金融产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小金融机构在

同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要改善中小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向中小金融机

构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人力资本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充分发挥

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灵活、专业化程度高的优点，满足经济发展中多元经济主体的多层次金融资源

需求，促进金融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③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管理。金融产业是高风险产

业，金融产业的波动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准入限制是十

分必要的，但必须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管理，以增强金融组织体系的市场竞争活力，消除人为的政

策歧视现象，解除对金融机构过多的、不必要的金融管制，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适度吸

引国际资本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控股、参股、联营、合营，建立大、中、小金融机构共存共生，既竞争又

互补的金融产业组织格局。

（三）构建合理的金融产业结构

应采取的措施是：①建立以中小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产业组织体系，尽快培育一批为具有比较优势的

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中资中小银行。同时大力培养一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

求的中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中小型金融机构产权组织形式应灵活多样，基本上应与国民经济结构体

系相适应，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制等形式。②积极创造条件扶持和培育经济相对落后的

城市边缘区增城、从化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应该在扶持现有金融机构发展的前提下，在市域外围培育一

批结构合理的中小金融机构。③完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体系，优化农村金融产业结构。加快中国农业银

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的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培育一批高质、适

量、结构合理的农村金融产业组织体系，使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相互配合、协同

发展，同时，应大力规范民间借贷活动，使之能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④在加入ＷＴＯ的背景下，为

保住金融主权应采取中外合资方式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成立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同时限制外资金融机构

进入的速度，确保本市金融机构在金融产业中的主体份额。

（四）建立规范的金融市场体系

这主要包括：①培育金融市场主体。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最重要的是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应根据

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金融发展要求，严格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原则，配置高质、适量、结构优化的各类金

融机构，应加快培育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现代企业，并塑造诚信、创新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素质，在全

社会进行诚信教育，规范上市企业及居民的投融资行为，这是金融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基础。②大力培

育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主要是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完

善金融市场体系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从硬件着手，又要从软件进行。在硬件上，应根据

市场经济原则明确各类子市场经营范围和发展目标，合理规划和建设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基础设施，

建设现代市场通讯网络，加快金融市场人才的培养；软件上应抓紧完善市场规则和相应的立法，如反金

融垄断法和公平竞争法，规范市场秩序。③严格规范金融市场。应加快资金商品化、证券化进程，规范

金融交易商品，健全市场运行机制和价格机制，完善交易规则和利率机制，维护合法公平竞争，打击各

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活动，建立起市场风险防范、转移和挽救机制。④逐步开放广州市金融

市场。ＷＴＯ框架内，在金融市场不发达不成熟的条件下，为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的 “游资” 冲击，应在

严格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审慎地开放资本市场，逐步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同时还必须时刻关注国际金

融集团、企业财团短期资本流动方向、方式和规模，以免遭到短期资本的异常冲击。

（五）健全市场化利率运行机制

需要采取以下措施：①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制度基础。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利用科学有效的产权

制度调节各个经济部门对货币资金的利率需求弹性，在金融机构和社会范围内，建立多重利益制衡机

制，促使各个经济主体主动接受利率、汇率、价格等市场工具的调控。转变政府部门调控经济的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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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变直接干预为间接调节，主要依靠市场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引导金融产业的发展，调节国

民经济的运行，有效发挥利率机制对社会资金供求的调节作用和金融资源配置功能。②稳步推进利率市

场化改革。③加强市场化利率运行的金融监管。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和利率政策

对金融产业进行引导和干预，所以必须保证金融监管部门对利率体系干预的有效性，丰富利率调控和利

率监管手段，密切关注市场利率变化趋势与金融产业和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增强金融机构对利率调节

的敏感性，保持利率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六）强化金融产业的有效监管

通过有效的监管可以减少金融产业风险，保持金融产业的稳定，提高金融产业运行效率。如果监管

不当，或监管过度，又会加大监管成本，降低金融产业运行质量和金融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产业的发

展。合适的金融监管是金融产业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应采取以下措施：①参照国标监管标准，制定广

州市的金融产业监管制度和政策。应抓紧制定金融监管法，明确监管的主客体、监管的目标和原则、监

管的权责利和监管结果的处理机制，完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立起以政府监管为主体、产业和行业自

律监管为核心、社会舆论监管为补充的新型金融产业监管体系。②改进监管方式。对所有中外资金融机

构实施有效的监管。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和方法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包括注册登记管理、资本充足

率管理、偿债能力管理、贷款集中度管理、业务经营活动范围管理、外汇业务风险管理等。在监管方法

上也应当实行事先审查、定期报告分析、现场检查分析方法。对外资金融机构也要实行管理评价和评

级，实行内外稽核制度，可重点考察外资金融机构的资本状况、资产质量、管理水平、收益状况、资产

流动性等，若发现有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应及时作出处理。③建立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处理与补救机

制。

（七）创造良好的金融产业环境

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要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主要包括：①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政治环境

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局稳定，二是没有政府的不良干预。因此，政府应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

的关系，稳定压倒一切，关注下岗职工、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抓好社会安全网建设；另一方面，在金融产业发展中，政府应减少

对金融产业组织的不良干预，避免政府行为阻碍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②高效的市场经济环境。要加快

培育市场主体，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改革国有企业，鼓励、引导扶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引导

居民的理性经济行为。完善商品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规范市场交易规则和交易秩

序，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反对垄断，鼓励有序的竞争，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加

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③健全的制度环境。金融产业的健

康运营要依赖于良好的制度基础，如金融制度、信用制度、法律制度、内控制度等。目前，应采取的措

施是：配合国家加快市场金融制度及其体系的建设，完善金融立法，制定金融反垄断法、外资银行法、

信用关系法等现代金融法律法规，逐渐与国际金融产业的法律体系接轨；应在全社会加强诚信教育，规

范授信主体与受信主体的信用行为，完善信用等级评定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企业、个人信用档案

制度和信用报告制度，促进金融机构、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诚实守信、合法经营。金融产业组织体系必

须加快自身的内控制度建设，促进金融产业内各金融企业能协调健康发展。

三、加大金融业的招商力度，提高金融服务的区域化、国际化程度

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提高金融产业的国际化。推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在广

州建立中国总部或区域总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金融业务的国际化。建立与国际著名地区的金

融交流和合作关系，加强与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及苏黎世等金融中心的沟通和交流，扩

大金融业务合作，发挥广州的成本优势，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将结算业务转移到广州。

四、调整金融产业空间布局

在空间规划上，金融中心应该拥有集约经营的 “金融街”，这在国际上已成为潮流。纽约市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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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集了大批金融机构，是金融和投资高度集中的象征；日本东京、瑞士苏黎世的金融中心都集中在一条

主要街道；伦敦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其重要保险机构都集中在半径５００米的区域范围内；上

海以浦东、外滩为中心的金融区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金融机构进驻，北京也制定了金融街和ＣＢＤ金融产

业集群的规划。

广州金融功能区分散在沿江路、环市东路、天河北，这三个在不同时期形成的金融功能区，在很大

程度上带有 “自发” 的成分，缺少系统的规划。珠江新城是广州最早规划的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未来

广州金融业的总体布局应以沿江路、环市东路和天河北等现有的金融机构聚集区为基础，加快建设以天

河区珠江新城为中心的金融功能区。建委与规划局、国土局等部门要统筹协调，加快珠江新城金融功能

区的规划、建设。通过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引导更多的金融机构进驻，发

挥金融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功能。

五、强化广州金融业的基础设施

建设金融机构跨系统互联的平台，将分散的、孤立的信息变成集中的、相互联系的信息。具体措施

主要有：①研究制定地方性的金融信息化法规，确定金融信息系统互联标准，支持金融系统建立统一的

数据平台，推动金融企业信息的互联互通。②支持金融系统在广州建立区域及全国的数据中心以及管理

服务信息平台，建立区域金融数据库，改变目前金融企业信息分散的现象，为金融监管和业务运行提供

便捷的服务。③推动数据加工和增值服务，为不同客户需求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个性化网络金融服

务。

扩大广州金融结算网络，增强国际支付结算功能。具体措施包括：①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穗

港票据交换系统，开通粤港美元、人民币票据联合结算业务，逐步实现贸易项下的票据交换向非贸易项

下的票据交换转化；②加快完成广州ＥＦＴ和香港ＲＴＧＳ两个网络连通，建立粤港港币及美元即时支付

系统；③完善穗澳电子支付系统，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先进的支付结算系统，使广州成为穗澳人民币

结算及人民币输出入主城市。

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由政府有关部门会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金融机构，力争使广州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的试点城市。在政府的组织协调下，促进信用数据库的建设与完善。积极鼓励建立商业化的社会

征信机构、资信评估机构，提供个人、企业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等业务。加强信用宣传教育，

提高公民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鼓励使用信用产品，形成良好的信用文化，构建 “信用广州”。

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监管。

七、制定扶持金融产业发展政策

市政府应设立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支持金融业的发展。专项用于：①总部或地区总部

在广州的金融机构，其总部因业务发展需要新购置自用办公用房，按一定标准给予购房补贴；②总部或

地区总部在广州的金融机构，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依据房屋租金的市场指导价，一定年限内由市财政

按房租市场指导价格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③总部或地区总部在广州的金融机构，因业务发展需要购地

建设本部自用办公用房的，给予一定数额的投资补贴；④设立金融创新奖，奖励金融创新成果显著的机

构及人员；⑤设立金融发展贡献奖，奖励对市金融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人员，以及引进金融机

构来穗投资的组织和个人；⑥由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牵头组织金融业调研及研讨会，举办广州金融发展论

坛，扩大广州金融的影响力。

有关部门对落户广州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的金融机构的项目，从投资咨询到项目审批要提供 “贴

身” 服务，跟踪到底。简化金融机构人员因公出入境手续。

八、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防范金融风险

以建设广州金融安全区为目标，会同省有关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交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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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地方金融企业监管指标体系；健全地方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保证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

性。

九、培养国际化专才，提高人员素质

实施人才战略，重视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积极发挥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优势，注重培养高层次的

金融研究和管理人才，引导、资助高校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金融博士后工作站，完善金融人才教育培训

体系，积极培养复合型、创新型金融人才。在ＣＥＰＡ协议框架下，熟悉内地和港澳的高素质复合型金融

人才将存在需求缺口，应充分发挥粤港澳地区的高校资源，在香港和广州建立国际金融人才培训基地。

利用广州地区金融学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站，成立广州金融研究院。通过与国内外有关组织和团体建立

广泛联系与合作关系，做好与香港金融业人才对接，鼓励国际金融界人才交流互动。鼓励广州市金融企

业引进国内外高级金融管理人才担任中层、高级管理职位。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其

业务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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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强化广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功能的产业对策

一、培育金融市场主体，完善金融市场功能

积极培育和引进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增强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实力，引进和筹建金融租赁公

司、汽车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中介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积极探索组建地方金融控股公司，整合地方金融资源，推动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壮大。加快广州市商业银

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培育壮大证券公司，规范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积极探索重点产业投资基

金，促进支柱产业的发展。继续加大力度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发展金融中介机构，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金

融中介服务体系。

二、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企业融资渠道

培育和利用证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推动大中型企业到主板市场上市融资，推动和扶持中小

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结合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

展，推动更多的企业到香港、美国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上市融资，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扩大企

业的影响力。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城市建设债券，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做大做强广州产权交易所，使其成为立足广州、辐射珠三角的区域性产权交易中心，并争取国家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支持，将其建成为全国重要的产权交易市场之一。利用广州技术产权交易所的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大力推进区域性科技资本市场建设工作，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开辟

融资渠道。

三、大力发展保险市场，确立区域性保险业务中心地位

营造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促进保险业发展。吸引国内外保险公司将其地区总部或业务总

部迁至广州。探讨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专业性保险公司如养老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汽车保

险公司等。探讨设立和引入专业再保险公司和再保险经纪公司、组建区域性再保险公司的可行性，推动

再保险市场形成，建成区域性再保险中心。

四、完善地方金融资产管理架构，组建广州金融控股公司

完善广州地方金融资产管理架构。通过建立广州金融控股公司健全金融企业治理机制，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增强内控能力，发挥金融资源的整体效能，提升广州金融竞争力。

五、培育风险投资市场，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

积极培育风险投资主体，吸引国外风险投资资金参与广州的风险投资，鼓励、引导和扶持民间资本

投资于风险投资行业。鼓励与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的风险投资管理经验，培养风险投

资人才。建立广州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完善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制

度。结合产权交易市场的构建，理顺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

六、加大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品质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业务、金融技术等领域的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品

质。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开发适用新业务。利用金融新技术，加快金融服务手段的创新，提升广

州金融业的竞争力。



第六篇

国外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对广州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第一章 服务业综述

服务业的发展既是经济总量扩张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结果，也是其重要原因。早在工业革命初

期，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就已接近工业比重，而英国在１８５６年服务业产值比重便

已超过工业，成为国内最大的经济部门。但遗憾的是服务业的快速扩展被工业革命的光环所淹没，经济

学家大多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工业领域，而将服务业的发展看作是工业革命的附属物。这一点在库兹涅

茨、钱纳里、克拉克及Ｆｕｃｈｓ等人的经典文献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虽然这些经济学家均已看到服务

业的重要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生产者服务业的突出作用并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学家

大多还是从消费者最终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服务业的性质。比如克拉克认为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其收

入弹性较高，而丹尼尔·贝尔更是乐观地描述了 “后工业社会” 的美好前景：社会将主要生产服务，特

别是奢侈性消费服务，而物质产品的生产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服务的生产性功能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

和认同。Ｆｒａｎｃｏｉｓ认为生产者服务对于协调和控制专业化的生产过程以及实现规模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Ｅｓｗａｒａｎ和Ｋｏｔｗａｌ分析了一个开放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的作用，指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

高，服务业的种类将趋于增多，这将有效地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而 ＭａｒｔｉｎＺａｇｌｅｒ则分析了新经济

中服务业同创新的关系，认为创新往往发生在小型服务企业内部，并通过服务部门向整体经济扩散，从

而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对生产者服务业研究的深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更深的内涵也被挖掘出

来。深层次的工业化需要发达的服务部门作为支撑，而城市化的进程也同服务业的集聚和扩张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对政府服务功能的认识也有了新的突破；政府服务不再像传统理解的那样，仅

仅是满足社会的公平要求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手段，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生产者服务功能的必要补充

和延伸，其所提供的教育、研发、医疗可以看作是提高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重要基础，而其所提供的

公共行政和司法等功能则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因而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一、现代服务业的基本概念

从内涵方面而言，传统的非生产性、不可储存性、即时性、劳动密集型、发展的停滞性等都无法严

格反映服务业的全部特性；从外延方面而言，不同的经济学家和不同国家往往有着自己的服务业分类标

准，而且这一标准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ＬａｓｚｌｏＤｒｅｅｈｓｌｅｒ和黄少军对此有过

详细的综述和评论。这些曾经有过的定义主要有：①服务是非实物的和无形的，而商品则相反。但我们

观察到某些服务往往是以一种具体有形的产品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摄影服务的照片，咨询服务的研究报

告等。另外，某些被定义为商品的东西却是无形的，比如电力。②服务是不可储存的，即消费与生产是

同时发生的，而商品则是可储存的。但在研发服务过程中，有大量的数据或研究报告具有可储存性，同

时信息服务也同样具有这一性质。③服务不能被运输或转移，因而必须在生产地消费。但信息技术的发

展使得这一性质不再成立。④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中间投入则不如商品密集。但这一标准并不适

用于生产者服务业。⑤以上均是从服务的性质出发给出的定义，而Ｈｉｌｌ从服务业内涵方面给出了一个到

目前为止较为权威的定义：服务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物 （隶属于某一经济单位） 的状态所发生的改变，

这一改变是按照事先的约定由其他经济单位提供的。但这一定义也同样无法完全将服务同商品区别开

来，比如一盘录像带 （商品） 同相同的电视节目 （服务） 可能带给消费者同样的 “改变”。⑥ＯＥＣＤ的

定义。ＯＥＣＤ抛开了服务业在内涵和性质上的纠缠，直接从服务业的外延入手对服务业进行了界定：服

务业是多种经济活动的一个集合，并不直接同商品生产、采矿或农业相联系，一般采取劳动、咨询、管

理、娱乐、培训、中介等形式提供人力资本价值。

表６ １是几个发达国家非生产性工人占职工总数的份额，由该表可以清晰地看出，制造企业内部

“准服务” 部门的就业人员比重呈持续上升的态势，这意味着这一部分职能的重要地位在与日俱增。同

时这一 趋 势 也 意 味 着，公 司 内 部 用 于 生 产 方 面 的 支 出 比 重 有 下 降 的 趋 势，而 一 般 性 的 管 理 成 本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Ｃｏｓｔｓ） 将逐步上升，这也是这些职能具有独立倾向的重要原因。

表６ １ 制造业就业中非生产性工人份额 （％）

国 家
年份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４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４

美 国 １８４ ２４２ ２６０ ２６８ ２７１ ２８４ ３１４

加拿大 ２９４ ２９３ ３２６

日 本 ２６０ ２７７ ３２３ ３３７ ３４６

英 国 ２２８ ２６０ ２６７ ２８６ ２８８

挪 威 １９６ ２１０ ３１１ ３４３

芬 兰 １７１ ２０５ ２２６ ２４５ ２６４

丹 麦 ２２５ ２４５ ２６２ ２７２ ２９７

资料来源：ＪｏｓｅｐｈＦ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服务业的这几个性质对于理解服务经济的本质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消费者服

务，由于商品对服务的替代性，其比例上升或下降并不能严格反映经济体的发展潜力和发展阶段。对于

生产者服务，由于其是为厂商或其他组织机构提供服务，因此，它的深化和拓展成为分工的深化和拓展

的直接反映，而这一点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同样重要的是，生产者服务的深化还同制造业内部

“准服务” 部门的作用日益提高有紧密的关系。在现代经济的背景下，一个产品的生产加工链条中，设

计、研发、售后服务、销售、法律咨询、广告等部门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高，而具体的加工过程、工艺

处理等则变得越来越低，这一状态称为生产的服务化。当一个社会不仅实现消费的服务化，同时也实现

了生产的服务化时，则可以认为该社会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的时代。

一般的，商品满足的是一种标准化需要，而服务满足的是一种个性化需要。在标准化需求被基本满

足之后，其个性化需求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同时技术进步也会使得原本届于标准化的需求也被贴上了

个性化的标签，比如服装等。商品越来越具有服务的特征，而商品的生产过程也越来越服务化，这两个

特征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 “服务经济” 的根本标准。“服务经济” 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反映和

标识。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个性化需求的比例将占得越来越大。服务业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这一

现象已经在发达国家有鲜明的表现，这也是丹尼尔·贝尔所提出的 “后工业社会” 的实质内涵。

二、服务业的发展规律及经济学特征

服务业的发展既反映了经济总量的扩张，也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从克拉克的经典表

述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克拉克断言，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伴随物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从制造业

向服务业转移。而库兹涅茨、ｆｕｅｈｓ和格鲁伯的实证研究均已证实了这一点。但随着样本国家范围的扩

大和时间跨度的延长，配第—克拉克定理的严格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受到了挑战。与此同

时，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使得服务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产业结构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

及其劳动生产率同传统经济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人均收入、产业结构与劳

动力结构三者之间的一种宏观关联性。Ｆｕｃｈｓ对美国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７８年间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一定理基

本成立。同时１９７０年ＯＥＣＤ国家的截面数据也基本上支持配第—克拉克定理，高收入国家农业就业比

重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而服务业就业比重也一般要高于低收入国家。

但深入的研究也同时表明，这一定理是不严格的，主要表现在：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开始阶段其

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已经高于或基本等于工业，这意味着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同时向工业和服务业

转移，而转移的程度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不再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部分发展中国家 （包括肯尼亚、印

度、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其在工业化之前或工业化之初，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已经达到５０％以上，无

论绝对比重还是相对比重均超过同期的工业。

但进入 “后工业化社会” 或者说 “信息社会” 的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发展经验表明，

４１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配第—克拉克定理的适用性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在服务业就业的总体水平保持持续上升态势的同时，工

业就业的比重出现了绝对的下降。很明显，新增劳动力主要被服务业所吸收，同时部分从工业领域转移

出来的工人进入到服务业中去。格鲁伯对加拿大、公文俊平对日本以及Ｈｕｔｔｏｎ和黄少军对ＯＥＣＤ国家

的研究均表明了这一点，这已经成为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服务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

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探究信息经济下服务业的本质规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就业以及城市化进程均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在工业化之前，服务业就业比重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大幅上升；在工业化阶

段，二者的关系不明确，劳动力既可能向工业转移，也可能向服务业转移；在信息化阶段服务业就业比

重又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增加。

（一）一般价格

一般的观点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产品价格的上升幅度明显大于物质产品，这已被统计数

据所证实。从新古典的价格理论来看，由于物质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产品，因而其边际成本将随

着技术进步而出现下降，相应的价格也将作同方向的变化。由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价值低的因素，发

展中国家的服务业的价格比发达国家低。价格因素使得我们在进行服务业产值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时一定

要将其考虑在内，否则可能会得出不适当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因为服务业产值比重的变化很可能仅仅反

映了价格水平的变化，而并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价格因素的存在也可以部分解释发展中国家服务

业产值为什么普遍偏低，它可能导致对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产值水平的低估。

（二）收入弹性

据Ｆａｌｖｅｙ和Ｇｅｍｍｅｌｌ的研究，服务业总体的收入弹性为０９７９，接近于１，但其中住房 （１１８６）、

健康 （１５８２）、通讯 （１３１５） 和娱乐 （１４１０） 等消费者服务业的收入弹性则显著大于１。这意味着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消费者服务业的需求将出现快速增长。而Ｆｕｃｈｓ的研究也表明：服务业的收入弹

性仅略大于商品，如果剔除掉农产品，则服务业的收入弹性基本上等同于物质商品的收入弹性。但他同

时指出政府服务业的收入弹性要明显大于１。因此，服务业从总体而言，其收入弹性同商品并无明显差

异，但其内部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其中消费者服务业的收入弹性较为显著，而交通、教育等则略小于

１。另外，生产者服务业同收入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相关性。

（三）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指标，它对揭示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

配第—克拉克定理，传统的解释是产业间收入弹性的差异所致。Ｆｕｃｈｓ批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劳动力

由工业向服务业转移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致。Ｆｕｃｈｓ研究了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７８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和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服务业要显著低于农业与工业，如表６ ２所示。基于此，许多经济学家将美国

自１９７０年以后生产率增长趋缓归因于服务业过度膨胀所致。由此又引出理论界关于产生于发达国家内

（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英国） 的 “产业空心化” 和 “非工业化” 的轰轰烈烈的大讨论。这两种理论均

认为，制造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如果大量的资源流向服务业，则经济难以保持稳定持续的增长。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服务业天然具有低生产率的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所抛弃。但如何解释美国生产率增

长趋缓仍然是困惑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问题。Ｇｏｒｄｏｎ曾对关于这一问题的诸种解释进行了归纳，主要

包括以下几种：石油冲击的结果；服务业投资储蓄不足；从事服务工作劳动力质量的下降；基础设施陈

旧；资源和思想的枯竭；服务业工会组织的疲弱以及相应的最低工资的下降以及美国的移民政策和管理

的不当性 （发展中国家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流入美国，而他们就业的领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

表６ ２ １９４８～１９７８年美国分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 （％）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 １０８ ０５０ －０６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１７ ０２６ －０４７

资料来源：Ｆｕｃｈｓ，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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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ａｉｌｙ和Ｌａｗｒｅｎｃｅ进一步对美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其数据如表

６ ３所示。该研究表明，不仅传统的金融、房地产等生产者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

而且传统生产率较低的个人服务、健康服务、批发零售业也出现了生产率的明显上升，特别是个人服务

业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由负变正的大幅逆转。作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ＩＴ技术的扩散效应，认为是ＩＴ
部门对这些服务业部门生产率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ＩＴ部门本身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较小，而密集使用ＩＴ产品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较大。

表６ ３ 美国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间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

行 业
年 份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 差别

私人经济 ０８８ ２３１ １４３

农业 ０３４ １１８ ０８４

矿业 ４５６ ４０６ －０５０

建筑 －０１０ －０８９ －０７９

制造业 ３１８ ４３４ １１６

耐用品 ４３４ ６８４ ２５１

非耐用品 １６５ １０７ －０５９

交通运输及仓储 ２４８ １７２ －０７６

通信 ５０７ ２６６ －２４１

批发 ２８４ ７８４ ４９９

零售 ０６８ ４９３ ４２５

金融 ３１８ ６７６ ３５８

保险 －０２８ ０４４ ０７２

房地产 １３８ ２８７ １４９

个人、服务 －１４７ １０９ ２５５

商业服务 －０１６ １６９ １８５

健康服务 －２３１ －１０６ １２６

其他服务 －０７２ －０７１ ００１

ＩＴ密集使用部门 ２４３ ４１８ １７５

非ＩＴ密集使用部门 －０１０ １０５ １１５

资料来源：ＭａｒｔｉｎＮｅｉｌＢａｉｌｙ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Ｅ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１

现有的数据似乎更加支持这样一种判断，即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必然低于商品制造业，特别是

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广泛应用，使得传统服务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究其根本，是信息技术改变

了传统服务业的劳动密集特性，从而使其劳动生产率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服务业内部来看，不同部

门的生产率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象交通、通讯、金融等服务部门有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个人消费服

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一般较低。

（四）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度

传统的看法是服务业认为劳动力密集而制造业是资本密集的，这也与我们的经验观察相一致。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的研究表明，这一特征在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对于收入中等的国家，商

品和服务的资本劳动比率基本相等，而Ｋｕｔｓｃｈｅｒ和Ｍａｒｋ对美国的研究则表明，在资本密集使用的第一

和第二类共３０个行业中，服务业有１３个，几乎占据了一半；但在资本最不密集的第八、第九和第十类

中，却没有一个服务行业。在劳动力最为密集的第一和第二类共３０个行业中，服务业占了１７个；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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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最不密集的第九和第十类中，也能找到若干服务业的存在，服务业的内部差异性又一次得到鲜明

的体现。

（五）价格弹性

据Ｆａｌｖｅｙ和Ｇｅｍｍｅｌｌ对５７个样本国家的研究表明，服务业总体的价格弹性为０３２。这意味着在价

格上升的情况下，服务业需求仅有较小幅度的下降，其需求刚性要强于物质产品。但从分行业来看，服

务业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既有富有弹性的行业如通讯业，也有具有单元弹性的行业如健康、交通运

输、娱乐和政府服务，同时还有缺乏弹性的，如住房和教育。

（六）服务业的企业规模

传统的看法是服务业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但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服务企业的发展模

式，大型和特大型的企业兼并和重组活动日益频繁地发生在服务企业中，其规模得到了超常规的扩张。

１９９７年福布斯评出的全球最大的２０家企业中，服务业和制造业各占一半，平分秋色。与此同时，制造

企业的经营领域中服务业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主导地位也越来越突出，比如ＧＥ公司、ＩＢＭ公司，

１９９８年其收入的一半以上来源于服务业务。另外，在某些领域的企业并购中 （特别是在ＩＴ行业内） 处

于主导地位的往往是服务性企业，大量发生的是电信服务商和网络服务商对电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商的

并购而不是相反，兼并后的企业以更为低廉的价格 （甚至是零价格） 向市场提供ＩＴ产品，这样，传统

的ＩＴ制造业逐渐演化为ＩＴ服务业的辅助性部门。

综合上述，劳动力持续地向服务业转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根本原因在生产方面而不在需求方

面，特别是在于由技术进步所引致的生产方式、生产路径、生产分工及企业和产业组织结构和形态的转

变上。

三、服务业的分类及其经济学特征

服务业是一个门类庞杂，性质迥异的集合体，其经济特征并未像农业、工业那样有一种简明的一致

性，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按照格鲁伯的划分标准，从服务的对象出发，将服务

业分为为个人服务的消费者服务业、为企业服务的生产者服务业以及为社会服务的政府 （社会） 服务业

３部分，如表６ ４所示。这三部分无论在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技术进步方

式、服务贸易条件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均有着不同的本质属性。

表６ ４ 服务业的分类

类型 生产者服务 消费者服务 政府 （社会） 服务

功能 满足厂商的生产需求 满足个人最终需求 提供公共产品

需求性质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

行业细类
交通、物流、批发、信

息服务、金融保险

研 发、设 计、技 术 咨

询、会计、法律、工程

和建筑服务、广告

娱乐休闲、文化艺术、

饮食、房地产、医疗、

教育

政府 服 务、公 益 服 务、义 务

教育、社 会 福 利 部 门、公 立

医院等

特点 可以实现标准化 难以实现标准化 人性化、个性化 难以标准化

收入弹性 不明确 不明确 较高 较高

劳动生产率 可以提高 难以提高 难以提高

就业 吸纳能力不强
吸纳 能 力 较 强 且 人 才

高端化
吸纳能力强

资本和技术

密集性质
资本和技术密集 人力资本密集 劳动力密集

不明 确。因 为 该 服 务 不 存 在

市场 意 义 上 的 价 格，同 产 业

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关系不大，

主要受政府功能定位和财政

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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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业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一）消费者服务

消费者服务一般缺乏价格弹性，有显著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个人收入中将有较大

的一个比例被分配到消费者服务业中。但这一判断只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粗略的归纳，并没有受到一种

严格理论的支撑。比如格沙尼的 “自我服务理论” 就认为，个人追求效用满足更多的是通过购买商品然

后自己使用商品来进行，而不是直接去购买服务。如果这一理论成立，则消费者服务将大量地被商品所

替代。凭我们的生活经验，这种商品对服务的替代普遍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比如汽车对交通运输

服务的替代，家用电器对许多娱乐服务的替代，等等。

如果跳出传统理论框架的束缚，将服务业理解为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并提供的一种满足消费

者效用和需求的手段的话，则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同服务的界限或差别就可能消失，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就

可能成为服务集合中的一个元素，一件服装、一辆汽车、一套家具、一幢房子都可以成为个性化服务的

物质载体，因而被归入到服务业的大家庭中去。这种由商品向服务的转变符合人类需求的个性化和人性

化的根本目标，因此，只要技术和生产条件许可，这一转变就必将发生，并以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条

件为其拓展的边界。可以想象，这样一种趋势如果确实发生，则整体经济中消费者服务的份额将增加，

相应的商品的份额将减少；可以认为，这样一种转变即使是在经济总量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发生的，其所

蕴含的结构性转变也表明消费者个人的经济福利水平有了提高，劳动力资源得到了重新配置，而且是一

种自发的市场性配置，因而属于帕累托改进的范畴；其结果，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个人福

利集合进一步扩大。

（二）政府服务

斯密———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市场能够很好地解决大多数

的问题。而凯恩斯———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保持

一个相当比例的政府规模。

公共选择学派从微观的角度对政府的功能作了经济学分析，认为政府同样要受到自利动机的驱使而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成为议员、政府官员、私人利益集团谋求利益的工具而不是纠正市场缺

陷、提供社会公平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政府总有扩大自己规模的内在倾向。这一理论事实上隐含

着对现有国家政府规模和功能的批评。

政府服务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同生产者服务有关，或者说，是对市场提供的生产者服务的一个有效

的必要的补充，比如政府提供的法律、安全 （降低交易成本）、医疗、教育 （提高人力资本）、科学知识

（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知识存量）、各种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提高资源的流动性，增加市场网络的溢出效

应），等等。另外，政府服务要涉及到市场、社会、安全、文化、宗教、种族等方方面面，而市场仅是

其中之一，因此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很难对政府服务的规模及功能进行抽象的概括。而统计数据也支持这

样的一种判断。从ＯＥＣＤ国家的历史数据来看，在１９８７～１９９７年１０年间，政府服务的规模既有上升的

国家，也有下降的国家；既有大幅增加的国家，其幅度高于同期其他服务业 （比如土耳其），也有大幅

下降的国家，其降幅高于其他服务业 （比如英国）。１９９７年政府服务规模最大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瑞

典 （１９７％）、丹麦 （１９０％） 和法国 （１７４％）；而规模最小的三个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 （３９％）、

捷克 （４２％）、墨西哥 （５０％），美国的政府服务业规模在ＯＥＣＤ国家中正好处于中间水平。另外，

不同国家政府服务规模的差异要明显大于其他服务行业。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政府服务业的

规模同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率、产业结构、人口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宏观变量之间并没有一种显著的相关

性，政府服务的规模和内容似乎更多地受到其他一些非经济变量的影响。

（三）生产者服务

生产者服务业是服务业整体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提高整体经济绩效的关键环节。

服务业的扩张是企业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反映，是由此带来的效率提高和收入增加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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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态势

二战以后，生产者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Ｆｒａｎｃｏｉｓ的研

究表明，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８５年的５０余年间，美国生产者服务业正式工就业比重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

行业，如表６ ５所示。

表６ ５ 美国分行业正式工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就业份额的变化 （％）

行 业
年份

１９２９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７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５

服务业 ５５１３ ５９９４ ５６６１ ６１６６ ６４９１ ６８４０ ７０４８

农业 ８３５ ６５９ ４３１ ３１８ １８４ １９０ １６３

工业 ３６５２ ３３４６ ３９０８ ３５１６ ３３３５ ２９７０ ２７８９

资料来源：ＪｏｓｅｐｈＦ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９９０

而ＪｏｈｎＴｓｃｈｅｔｔｅｒ的研究表明，美国１９７２～１９８６年间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值增长速度同样远高于同期

的其他行业，见表６ ６。同时生产者服务业中机构数量扩张的速度和自我雇佣 （Ｓｅｌ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的

比例均高于总体经济和服务业的整体水平。

表６ ６ 美国１９７２～１９８６年间生产者服务业产值增长的比较

产值水平 （１９８６年，亿美元） １９７２～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

全部经济 ３７１３０ ２０％ ４１％

服务业 ２４９５０ ２５％ ４２％

生产者服务业 ２２００ ４９％ ７２％

资料来源：ＪｏｈｎＴｓｃｈ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７

从ＯＥＣＤ整体的情况来看，以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为主要代表

的生产者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７年间基本上稳居各服务行业的首位，并呈逐年递增的态

势。可以认为，生产者服务业是战后发达国家不断扩张的服务业中的一支蓬勃兴起的新生力量，这一力

量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服务业的中坚，而且也是整体经济中最为活跃、创新能量最为强劲的一个组成部

分。

２生产者服务业的功能

格鲁伯是最早引入 “生产者服务” 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生产者服务的核心功能在于：

①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②深化生产的迂回过程；③是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生产过程的主要

媒介物。而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ｓｗａｒａｎ和Ｋｏｔｗａｌ以及Ｍａｒｔｉｎ则分别从生产者服务与专业化生产的协调和控制、

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成本、生产者服务与创新及其扩散等方面强调了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作用。除此以

外，还是市场外部性和市场网络功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媒介。新增长理论从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效应入手，

认为 “正是这种外部性导致经济产生报酬递增式的增长的”。而外部效应的主要创造和传导部门恰恰是

由生产者服务部门来承担的。生产者服务业一方面是技术和知识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它也是这一创新

向外溢出的主要媒介物———市场网络功能。这样，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在三个方面：即一方面通过

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提高了专业化的效率 （比如研发、设计、咨询、培训、信息服务等）；另一

方面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交易成本 （比如金融保险、批发、物流、交通通讯、会计、律师等）；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扩张了市场的网络效用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即各种信息、技

术、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的联系更加紧密且从整体而言构成了一个更加有机的大系统———发挥作用，从而

对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周振华提出的产业融合理论对于进一步研究和理解上述判断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根据产业

融合理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制造业产业的传统边界及其技术特征的独特性将日趋模糊和消失，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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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更为广泛和一般的信息———知识———技术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

高，这一新的平台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将越来越强。它不仅在具体的个别的商品生产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

位，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大量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具体的个别的商品的传统边界打碎并整合在一个统一

的生产体系内，以前由不同厂商生产并被划分为不同产业的商品现在可以由一家企业来提供，由此，企

业的生产将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商品的种类将趋于多元化，商品的效用将趋于个性化和人性化。

这样一种生产体系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个体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当企业的产品同消费者独特的

个性化需求建立直接的联系后，这一商品的经济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成为服务集合中的一个元

素。实际上这一理论绝不是一种 “乌托邦” 式的幻想，它是对目前已经在发达国家萌芽并迅速蔓延开来

的经济现实的一种前瞻性的理论抽象。这一现象不仅大量发生在ＩＴ行业内部，而且已经扩散到家电、

汽车甚至是钢铁领域。从微观企业的生产层面来说，在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的约束下，如何最大可能

地获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对这一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并将这种信息转变为实际产品，越来越成为生产

的关键环节，而具体的生产过程则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从宏观社会生产层面来说，新的技术及思想的

创造及其低成本的扩散和传播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而具体的物质产品存量则变得越来越不重

要。而完成上述功能的载体恰恰就是蓬勃兴起的生产者服务业。可以认为，生产者服务业在信息技术和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日益发展成为一种主导和支配经济增长的力量，成为产业融合现象继续拓展和

扩散的重要支撑。

３生产者服务业的性质

从其功能出发，结合现有的统计事实，可以将生产者服务业的性质归纳如下：

（１） 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率较高，如表６ ７所示。从表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从产值

还是就业角度来说，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服务等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都是最快的，产值占比

在服务业各分行业中位居第１位，而就业占比则位居第４位。这一现象说明生产者服务业有着与消费者

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业迥然不同的性质。如果用产值份额与就业份额的比值作为该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反映

指标的话，可以看出，生产者服务业有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表６ ７ ＯＥＣＤ国家１９９２年服务业分行业就业、产值及劳动生产率

就业份额 （％） 产值份额 （％） 产值?就业

零售、旅馆酒店业 ２８ １４９ ０５１７３６１

交通、仓储、通讯 ９６ ７３ ０７６０４１７

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服务业 １３７ １９ １３８６８６１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１８ ９５ ０５２７７７８

政府服务业 ２７８ １３２ ０４７４８２

资料来源：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 生产者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较高，见表６ ８。表中的数据表明信息、金融、专业和技术服务等

生产者服务行业的工资水平在美国位居前两位，这事实上是这一行业吸引了大批高人力资本人才就业的

结果。从该表还可以看出，服务行业的就业仍然保持着快速稳定的增长，信息技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并没有影响到服务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特别是生产者服务部门，其劳动生产率、产值比重和就业

比重取得了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就好像工业化初期的部门一样。

表６ ８ 美国２００２年分行业工资水平及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２年就业增长率

行 业 就业增长率 （％） ２００２年平均工资水平 （美元） 行业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

全部 １９９ ３７２５８ １０００

自然资源和采矿业 －１５７ ４２１５４ １１３１

建筑 ４６１ ３９８４５ １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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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 业 就业增长率 （％） ２００２年平均工资水平 （美元） 行业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率

制造 －８９ ５４６３０ １４６６

批发 １０４ ５１８４２ １３９１

零售 １７３ ２２６３５ ０６０８

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 １４７ ３７８８６ １０１７

信息 ２９５ ６９５６９ １８６７

金融 １９９ ５６９９５ １５３０

专业的技术服务 ４６２ ５４８４３ １４７２

公司管理、后勤 ４５８ ３２３７８ ０８６９

教育和卫生 ３６１ ３４０３２ ０９１３

休闲和招待 ２６８ １９１３５ ０５１４

其他服务 ２６１ １９８４２ ０５３３

政府 １４４ ４２９３９ １１５２
资料来源：ＥｒｉｃＣ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４

（３） 生产者服务业在大都市表现出明显的集聚性。表６ ９是２００２年美国１０个大都市生产者服务

业集聚的情况。不难看出，生产者服务业在大城市的集聚度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远高于非大都市区

的集聚水平。对这一现象传统的解释是生产者服务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沟通。而大

都市是交流成本最低的地方。但Ｓａｓｓｅｎ认为这一解释是不完全的，他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都市是

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而跨国公司为了提高其全球控制力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需要对散布于

全球各个国家的生产基地、原材料基地、销售网络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由此产生大量的对专业化服务

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往往需要各种专业化服务公司，比如会计、法律、金融、公共关系、管理咨询等，

同时同地提供。

表６ ９ ２００２年美国大都市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份额 （％）

大都市区 信息服务 专业和技术服务 金融与保险

全 国 ２４ ６３ ４９

洛杉矶 ４４ ８２ ４７

纽 约 ４７ ９０ ９２

芝加哥 ２５ ８４ ６９

费 城 ２５ ８２ ６４

华盛顿 １４０ ３５

底特律 １８ ８７ ４４

休斯敦 ２０ ８２ ４６

亚特兰大 ４４ ７９ ５１

达拉斯 ４４ ７６ ６６

菲尼克斯 ２４ ６３ ６６

大都市区 ２７ ６９ ５２

非大都市区 １２ ３１ ３０
资料来源：ＥｒｉｃＣ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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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产者服务业迅速增长的原因

ＪｏｈｎＴｓｃｈｅｔｔｅｒ曾将生产者服务业产值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因素：经济增长、最终需求的结构性变

动和经济运行方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三个因素的实际效应如表６ １０所示。

表６ １０ 美国生产者服务业１９７２～１９８５年间生产者服务业增长因素分析 （％）

行 业 实际增长

产值增长的解释因素

ＧＰ增长
结构性增长

最终需求 经济运行方式

服务业 ２９ ２６ ０１ ０２

生产者服务 ６０ ２６ ０１ ３１

通讯 ５５ ２６ １１ １８

饮食服务 ２９ ２６ ００ ０３

医疗服务 ４０ ２６ １４ ００

从表中可以看出，生产者服务业增长的原因除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外，主要得益于生产方式的变

化，而最终需求的变动对其影响很小。

ＪｏｈｎＴｓｃｈｅｔｔｅｒ进一步分析了造成生产者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几个原因：①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幅降低

了企业向专业化公司购买服务的成本。②公司规模的增加以及大公司数量的增多使得公司管理层必须更

加依赖专业化的专家以保证运营效率。③政府法规和法律的增多使得企业必须向生产者服务性企业购买

专业化的建议和帮助以应对这些法律法规。④国际贸易交易额的增加导致生产者服务业的增加，同时生

产者服务业本身也是贸易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⑤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某些服务业的传统经营方

式。正如ＯＥＣＤ在其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部分服务行业，特别是银行、健康服务、电话电信网

络服务以及分销和零售企业等，其生产过程越来越具有了制造业的某些特征，能够从规模经济中获得收

益。由此生产者服务业具有一种不断扩张的内在趋势。⑥服务性企业的包容性和主导性越来越强。当服

务企业将制造企业兼并后，原有的制造业的产能将归入服务业范畴，从而导致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

性企业的超规模扩张。更为重要的是，沿着产业融合理论的逻辑深入下去可以认为，在制造业的生产领

域将面临着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 “服务化” 趋势，将有越来越多的产品脱离商品的范畴而进入到服务

业领域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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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服务业的增长

一、服务业增长的表现

服务业的增长可以从产值、就业和贸易三个基本方面进行对比与认识。

（一）产值

世界服务业最主要的增长阶段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达国家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大都在一半左右，但到８０年代末，相当部分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到了三分之二。而进入２１世纪，发达

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基本都达到三分之二的程度。２００１年世界ＧＤＰ中服务业比重为６８％，其中最高的是

美国，２００２年达到７５％。而服务业比重提升速度最快的则是中等收入国家 （表６ １１）。服务业的重要

性也可以从世界最大２０家公司的行业分布认识。根据年收入，１９９７年世界２０家大公司中，服务业

（包括贸易、零售、通讯和保险） 占１０家，并且分别居第３、４、６、８、９、１０、１３、１５、１６和１９位，

其他１０家分别是制造业７家，石油公司３家。

表６ １１ 部分国家服务业占ＧＤＰ比重 （％）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美 国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７ ７０ ７２ ７４ ７５

英 国 ５４ ５７ ５５ ５８ ６３ ６６ ７０ ７３

加拿大 ６０ ５９ ５８ ６１ ６５ ６６ ６６ —

法 国 ５４ ５６ ５９ ６３ ６６ ６９ ７２ ７２

澳大利亚 ５５ ５６ ５６ ６０ ６７ ６８ ７１ ７１

德 国 ４８ ５３ ５５ ５７ ５９ ６５ ６８ ６９

意大利 ５１ ５１ ５３ ５９ ６３ ６５ ６８ ６９

墨西哥 ５６ ５６ ５７ ５５ ６４ ６７ ６８ ６９

日 本 ５０ ５４ ５６ ５８ ５８ ６４ ６７ ６８

韩 国 ４４ ４１ ４５ ４６ ４８ ５１ ５３ ５５

印 度 ３４ ３６ ３７ ４０ ４１ ４４ ４９ ５１

泰 国 ４９ ４７ ４８ ５２ ５０ ５０ ４９ ４８

中 国 ２４ ２２ ２１ ２９ ３１ ３１ ３３ ３４

高收入国家 ５５ ５７ ５８ ６１ ６４ ６７ ７０ ７１

中等收入国家 ４３ ４１ ４２ ４４ ４７ ５１ ５５ ５７

低收入国家 ３７ ３８ ３８ ４１ ４１ ４２ ４４ ４６

世界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８ ６０ ６４ ６６ ６８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二）就业

数据表明，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长普遍超过经济总体就业增长，从而服务业就业的份额趋

于上升。其中北美国家的服务业平均就业比重最高，例如美国和加拿大分别都达到了７５％和７４％；欧

洲国家以法国和英国最高，分别达到７４％和７３％；亚洲国家则以日本、韩国最高，分别为６４％和６２％
（表６ １２）。总体上，就业比重的上升幅度与ＧＤＰ比重的提高大致相同。



表６ １２ 世界部分国家就业结构 （按服务业比重排序）（％）

国 家
年 份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美 国 ６６ ６９ ７１ ７３ ７５ ７５

加拿大 ６６ ７０ ７１ ７４ ７４ ７４

法 国 ５５ ６０ ６８ ７１ ７４ ７４

澳大利亚 ６３ ６７ ７０ ７２ ７３ ７４

英 国 ６０ ６３ ６６ ７０ ７３ ７３

德 国 — — ５５（１９９１） ６０ ６４ ６５

意大利 ４８ ５５ ５９ ５９ ６２ ６３

日 本 ５４ ５６ ５８ ６０ ６３ ６４

韩 国 ４７ ５４ ６１ ６２

墨西哥 ２４ ４０ ５４ ５５ ５６

印 度 １７ ２０

中 国 １２ １０ １２ １２

高收入国家 ５６ ５８ ６４ ６７ ６９ ７０

中等收入国家 １７ ２３ ２６ ２４

低收入国家 ２０ ２８

世 界 ２９ ３４

（三）贸易

服务贸易总协定 （ＧＡＩＳ） 定义了４种服务贸易模式，这４种模式也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权威定义，

为各国普遍接受。①跨境供给 （类似商品贸易），这是一种标准的跨国界贸易，即一个国家的服务提供

者将一种服务出售给另一个国家服务消费者。②境外消费，即消费者旅行到服务提供商处，例如出国旅

行。③商业存在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ｉＰｒｅｓｅｎｃｅ），一个服务提供商在国外建立分支向该国消费者提供服务，例

如银行。④自然人存在，即服务由同一国家人员在境内向境外提供，或由境外向境内提供，例如建筑项

目或咨询。

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贸易对经济整体的影响，二是服务贸易对整个贸易的

贡献。从服务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分析，按照一项研究，１９９８年４种服务贸易模式贸易额约２２万亿美

元，总的服务贸易额占世界ＧＤＰ的７％～８％，相当于世界商品贸易额约５３万亿美元的４２％。在服务

贸易总额中，跨境供给和境外消费两项为１３万亿美元，约占整个贸易额的１９％，商业存在和自然人

存在两项约８２００亿美元 （１９９７年）（资料来源：ＯＥＣＤ）。

从服务贸易对贸易的贡献分析，２００２年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总值为８０２５１亿美元，其中商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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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６４５５０亿美元，商业服务出口值为１５７０１亿美元，比１９９２年分别增长７１４％和６９９％。１９９２年

商品和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８０３％和１９７％，２００２年分别为８０４％和１９６％。这表明，尽管由于现

代服务越来越具有可贸易性，贸易在服务业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但服务业对贸易的影响与一般认识不

同，在世界贸易中，服务贸易的地位和作用呈现一种稳定的状况。

从贸易结构分析，ＷＴＯ的服务贸易指商业服务，即不包括政府服务。商业服务具体划分为运输、

旅行和其他商业服务３类，其中其他商业服务又划分为８类：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

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特许权和许可证费、其他企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按照这种分类，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世界服务出口年均递增８％，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为４０％，２００２年世界运输服务出口值为３
５００亿美元，比１９９５年的３０００亿美元增长约１７％，年均递增２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为６％），但占世

界商业服务出口总值的比重由约２６％下降为２２３％；２００２年世界旅行服务出口值为４８００亿美元，比

１９９５年的４０００亿美元增长约２０％，年均递增２６％（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为９％），但占世界商业服务出口

总值的比重由３３％下降为３０６％；２００２年世界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值为７４００亿美元，比１９９５年的约

４８００亿美元增长５４％，年均递增６４％（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为１１％），占世界商业服务出口总值比重由约

４３％上升为４７０％。因此，服务贸易目前占主要的仍然是传统的运输和旅行项目，合计比重为５２９％，

但新兴服务贸易出现了增长更快的趋势，增长较快的包括金融服务、建筑、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而增长

较慢的是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版税和许可证费及其他企业服务出口等。

以ＯＥＣＤ为例，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服务进出口年均递增分别为４１％和３３％，其中运输和旅行都呈现

减缓增长，分别为１５％和０９％以及２６％和１６％，而增长最快的类别是其他服务，分别达到６２％
和５４％，在其他服务中，出口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和信息 （超过１７％），以及保险、个人、文化和娱

乐服务；进口增长最快的是保险、计算机和信息，以及其他企业服务，建筑服务进出口则均呈现收缩状

况 （表６ １３）。

表６ １３ ＯＥＣＤ国家服务贸易结构与变化

类 别

出 口 进 口

２００２年出口值

（１０亿美元）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均

变化 （％）

２００２年进口值

（１０亿美元）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均

变化 （％）

服务贸易合计 １２５３６ ３３ １２０８３ ４１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４２２ １７４ ２７６ １１４

保险服务 ３７８ １２８ ４６２ １２７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２０５ ８７ １７ －１８

金融服务 ８１３ ８１ ４１６ ７１

特许权和许可证费 ８０５ ５７ ７４９ ６３

其他企业服务 ２８７８ ５１ ２８９６ ７３

通讯服务 ２５７ ４８ ２７８ １１

旅行 ３４５２ １６ ３３６８ ２６

运输 ２７１２ ０９ ２８４３ １５

政府服务 ３７６ －０８ ４３ ６６

建筑服务 ２３９ －８７ １７ －６７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２００４

根据分析，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１） 按照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重要性分析，美国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有主要地位，进出口

份额分别占１３３％和１７４％，其次为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 （表６ １４）。美国尽管在世界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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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份额最大，但由于服务业只占据美国贸易相当小和相当稳定的份额，因此，服务业对美国促进贸

易改善的积极作用有限，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许多海外销售的服务 （例如企业、专业和技术服

务） 不是通过贸易实现，而是由美国企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直接提供。

表６ １４ ２００２年主要服务贸易国家进出口份额 （％




）




服务出口国家排名 出口占世界份额 服务进口国家排名 进口占世界份额

美 国 １７４ 美 国




１３３

英 国 ７８ 德 国




９６

德 国 ６３ 日 本




６９

法 国 ５５ 英 国




６６

日 本 ４１ 法 国




４４

西班牙 ４０ 意大利



４０

意大利 ３８ 荷 兰




３６

荷 兰 ３４ 中 国




３０

香 港 ２９ 加拿大




２７

中 国 １５ 芬 兰




２６

合 计 ５７５ 合 计 ５６７

资料来源：Ｗ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３

（２） 按照服务贸易在各国贸易中的重要性分析，服务贸易在欧洲小国具有异乎寻常的地位。但是如

果按照顺差或逆差分析，服务贸易在各国最重要的是美国，顺差最大，相当于货物逆差３４５０亿美元的

四分之一；而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德国，逆差最大 （表６ １５，６ １６）。

表６ １５ ２００２年服务贸易在各国出口中的重要性 （％




）




国 家 服务出口占各国出口总值比重 国 家 服务出口占各国出口总值比重

世 界 １９６ 挪 威




２３９

卢森堡 ６６３ 瑞 典




２１７

希 腊 ６６０ 法 国




２０６

芬 兰 ３８６ 澳大利亚




２０５

西班牙 ３４３ 意大利




１９１

丹 麦 ３０９ 香 港




１８３

奥地利 ３０７ 荷 兰




１８１

英 国 ３０６ 泰 国




１８１

美 国 ２８２ 新加坡




１７７

瑞 士 ２４１ 韩 国 １４３

资料来源：Ｗ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３

表６ １６ ２００２年服务贸易顺差和逆差排名 （百万美元




）




国 家 出口值 进口值 顺 差 国 家 出口值 进口值 逆 差

美 国 ２７２６３０ ２０５５８０ ６７０５０ 德 国




９９６２１ １４９００７ －４９４８６

西班牙 ６２１０９ ３７６２０ ２４４８９ 日 本 ６４９０９ １０６６１２ －４１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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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出口值 进口值 顺 差 国 家 出口值 进口值 逆 差

英 国 １２３１３０ １０１４０８ ２１７２２ 芬 兰




２８１３４ ４０３９３ －１２２５９

香 港 ４５１５９ ２４２０４ ２０９５５ 俄罗斯




１２８８２ ２１４７４ －８５９２

法 国 ８５９１２ ６８１７１ １７７４１ 韩 国




２７０８１ ３５１４５ －８０６４

瑞 士 ２７８９８ １５３１８ １２５８０ 中 国




３９３８１ ４６０８０ －６６９９

希 腊 ２０１２５ １０３０６ ９８１９ 加拿大




３６２７２ ４１９３２ －５６６０

卢森堡 ２０１４１ １３５６９ ６５７２ 墨西哥




１２４７４ １７０３０ －４５５６

新加坡 ２６９４６ ２０５５１ ６３９５ 台 湾




２１１０７ ２４２９４ －３１８７

挪 威 １９１１６ １６４５９ ２６５７ 意大利 ５９３７４ ６１４８５ －２１１１

资料来源：Ｗ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３

（３） 按照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分析，服务贸易占ＧＤＰ比重相对较大的，按照出口

值是英国和法国，１９９６年分别达到７１％和５４％，而日本的比重却最低，仅１５％。按照差额，影响

最积极的是法国、美国和英国，达到１％，而负面影响最大的是德国，为负１９％（表６ １７）。与其他

国家相比，英国服务贸易占ＧＤＰ的比重最大，显示英国在服务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与货物贸易重大

逆差相比，服务贸易呈现持续顺差。１９９７年英国经济出现了１２年来的首次经常项目顺差，部分就是由

于服务贸易创记录的顺差。英国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是金融和企业服务 （占出口的４０％，占顺差的全

部） 以及旅游 （大量逆差）。但总体上，英国服务贸易比之货物规模要小，这部分是由于许多服务需求

是地区性的，部分是由于政治上的服务贸易障碍，因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是在对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 而

不是贸易。

表６ １７ １９９６年部分ＯＥＣＤ国家服务贸易占ＧＤＰ比重 （％）

国 家 出 口 国 家 进 口 国 家 差 额

英 国 ７１ 英 国 ６１ 法 国 １１

法 国 ５４ 加拿大 ６１ 美 国 １１

加拿大 ４９ 韩 国 ６１ 英 国 １

韩 国 ４８ 德 国 ５５ 澳大利亚 ０

澳大利亚 ４７ 法国 ４４ 墨西哥 ０

德 国 ３６ 澳大利亚 ４４ 加拿大 －１１

墨西哥 ３３ 墨西哥 ３３ 韩 国 －１３

美 国 ３２ 日 本 ２８ 日 本 －１４

日 本 １５ 美 国 ２ 德 国 －１９

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是服务业的对外投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国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 超过制造业。ＦＤＩ在服务业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包括零售、银行、企业服务和电讯业，以及宾

馆和餐饮，而在教育、卫生以及社会和个人服务领域，由于受各国规制因素的重大制约，国际竞争较

弱。因此，总体上，ＦＤＩ与服务贸易一样，作用也相当有限。

二、促进服务业增长的因素

促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服务业增长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一是全球化，全球化所形成的分散化对于

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着深刻作用；二是新经济。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密集产业占据重要地位，通讯和

信息技术进步 （例如网络经济和Ｅ商务） 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改变着原有的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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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组织方式，改变着劳动力市场结构，影响着分配结构，这些都使得服务业发展具有了更大的空间。

具体来说，服务业增长的源泉，相当程度不同于第一、二产业。因此，对于服务业发展的推动力量

或原因有很多解释，大致可归纳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

需求方面的原因包括两方面。第一，人口学的因素。例如：①女性劳动力的增长，其一方面提高了

家庭收入，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家务转向由市场提供，两者都刺激了服务业的需求；②人口老龄化趋

势，由于发达国家目前６５岁以上人口比重大都超过了１０％，其结果必然促进保健、金融等服务需求。

第二，收入因素。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从三个方面创造着服务需求：一是直接增加服务消费，特别是非

必需服务支出，例如旅游和个人服务；二是增加依赖于生产服务的货物需求，即企业服务 （或生产者服

务） 的日益增长，例如据估计一辆新车７０％的成本是花费在设计、软件等与知识为基础的要素上，因

而一些制造业的活动被作为服务 （资源） 外包和重新分类；三是收入提高使消费者偏向更复杂、更高质

量的货物和服务，从而提高了质量、设计、方便、环境、文化和创意等知识性服务的需求。

供给方面的原因包括三方面。第一，技术进步，例如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１９７３～１９９４年美

国经济中ＩＴ投资占总设备支出的比重从１２６％上升为４８６％，其中制造业从３９％上升为４００％，服

务业则从２０６％上升为５４２％，其他产业则从０２％上升为１４０％。服务业人均ＩＴ投资从１９７３年的

７３４美元提高到１９９３年的２４３９美元。因此，服务业增长并不完全是收入增长的结果。第二，创新因

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这些创新提高了竞争力和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和

开拓了新市场，例如信息技术对于运输、旅行服务的作用。但也有认为服务业的增长，是由于一些服务

业生产率增长的减缓。第三，反映了政策调整的结果。例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政策选择

转向放松规制、缩减国防规模、扩张公共教育和保健计划等，促进了服务业的增长。规制对于服务业的

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例如日本一项研究关于通过ＣＧ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模型模

拟了放松规制对服务业的影响。模拟表明，假如实行自由贸易，价格可降低达到６％～８％，实际可支

配收入提高３６％，ＧＤＰ提高１４％；假如放松管制，效应更为显著，ＧＤＰ提高达１０％；假如自由贸

易和放松管制共同实施，则效应平均都达到了两位数 （表６ １８）。

表６ １８ 自由贸易与放松规制效应模拟 （％）

自由贸易
放松规制

（假定生产率达到美国水平）
自由贸易和放松规制

实际工资 １６ ４４ ６７

消费品价格 －６４ －７４ －１３２

投资品价格 －８０ －１８ －１９０

投资 －０３ １３６ １５３

实际可支配收入 ３６ ５８ ９９

消费 ３６ ５４ ９４

ＧＤＰ １４ １００ １２２

资料来源：ＨｉｒｏｋｉＫａｗａｉ，ＳｈｕｊｉｒｏＷｒａｔａ：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三、服务业增长的基本问题

随着服务业增长超过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在ＧＤＰ和就业中越来越占据主要份额，甚至在贸易中显

示了一定的作用，发达国家经济被认为转向了一种服务经济。二十多年前，经济学家对美国出现的服务

业经济发展就提出了三个最为关注的问题，今天，不仅需要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检验，更重要的是这三个

问题即使在现在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三个问题是：第一，服务导向经济能否支撑经济的高增长

率；第二，服务经济能否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第三，服务经济能否在全球市场中有效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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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业的增长贡献

１服务业增长与贡献

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逐步提高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不仅反映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服

务业增长要超过其他部门，以及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事实，同样反映在乘数效应上。以

英国服务业为例，服务业正成为非服务部门生产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投入来源，服务业单位需求增长对整

个经济产出影响已经接近于制造业 （６ １９）。

表６ １９ 英国１００




个特定部门商品最终需求变化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商 品 对经济的最后影响 商 品 对经济的最后影响

市场性服务 １７４ 制造业




１８０

非市场性服务 １２６ 初级部门 １９７

资料来源：ＤｅａｎｎｅＪｕｌｉｕｓ，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８

但如果仔细分析数据，同样可以发现另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在同期，相当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

家的经济增长，包括服务业的增长，呈现下降的状况，只不过服务业增长的下降要小于经济整体增长。

这意味着，服务业可能与制造业具有相同的经济周期，并且，并不能够独立和完全抵消制造业的下降。

因此，服务业要取代制造业的作用，在目前确实存在一定的疑虑 （表６ ２０）。

表６ ２０ 部分国家服务业产出年均增长情况 （％）

国 家

年 份 ＧＤＰ 服 务 业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２

美 国 ３８ ３３ ３５ ３３ ３４ ３３ ３７

英 国 ２８ １９ ３２ ２６ ２１ ３１ ３４

加拿大 ４３ ３２ ３２ ４３ ３２ ３２

法 国 ５６ ３３ ２４ １９ ３４ ３０ ２１

澳大利亚 ５３ ３０ ３４ ３８ ２４ ３８ ４３

德 国 ２７ ２３ １６ ３７ ３ ２６

意大利 ５７ ３６ ２５ １７ ２７ ３０ １９

墨西哥 ６７ ６７ １１ ３０ ７０ １４ ３０

日 本 １０５ ４５ ４１ １３ １００ ５０ ４２ ２２

韩 国 ８２ ７４ ８９ ５６ ６６ ８４ ５６

印 度 ４１ ３ ５７ ５８ ４７ ４４ ６９ ７９

高收入国家 ５５ ３５ ３３ ２５ ３８ ３５ ３０

中等收入国家 ５３ ５９ ２９ ３２ ６６ ３１ ３３

低收入国家 ４２ ４０ ４７ ４３ ４４ ５０ ５４ ５４

世 界 ５５ ３７ ３３ ２７ ４１ ３５ ３１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服务业增长与经济周期

服务业是否具有反周期性特征，是决定服务业对于经济作用的一项重要指标。英国的一项研究表

明，在１９７３～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两个经济周期中，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显著缺乏周期性特征，

即没有显著峰值和低值，但也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英国将更加趋于服务导向和经济周期将更为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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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尽管服务业 （狭义） 就业具有衰退抵抗型的预期，但就整体而言，仍然

表现为周期型特征，即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业仍然是减少，只不过由于一部分行业的反周期性，因此，这

种周期性呈现为相对中度。这项研究对１９４７～２０００年间美国１６个服务业行业的衰退周期进行了统计检

验，发现：①１１个行业即大多数服务业行业属于周期型组，包括工程和管理服务、企业服务、农业服

务、汽车服务、其他修理、住宿、个人服务、其他服务、动画片、博物馆等和成员组织，其中前７个行

业具有统计检验意义，而又以工程和管理服务、企业服务两个行业的就业变化最具有周期特征，即在经

济衰退时期职位增长减缓或减少 （其中呈现减少的仅３个行业：工程和管理服务、其他修理、个人服

务）。这些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部分或相当部分服务产品是销售给企业。②５个行业即少数服务

业行业至少属于轻度反周期组，包括私人教育、法律服务、保健服务、社会服务和娱乐，即在经济的衰

退期，职位增长要比正常时期更快，其中统计检验最显著的是保健业，这些行业的特征是大都属于个人

消费。造成反周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一个明显的因素是这些行业往往是劳动力短缺，因而使得在经济

衰退时期，更多人们去从事这些低工资而过去不情愿做的工作 （表６ ２１）。

表６ ２１ 美国１９４７～２０００年服务业就业周期和反周期行业分类

行 业 起始日期 衰退周期数 差异 统计显著性 平均衰退季度就业损失

服务业合计 １９４７ ９ ０５ 是 否

ＧＤＰ １９４７ ９ １５ 是 Ｎ／Ａ

周

期

组

工程管理服务 １９８８ １ １８ 是 是

企业服务 １９５８ ６ １４ 是 否

农业服务 １９７６ ３ １１ 是 否

汽车服务 １９７２ ４ １１ 是 否

其他修理 １９６４ ５ １０ 是 是

住宿 １９７２ ４ ０７ 是 否

个人服务 １９５８ ６ ０７ 是 是

其他服务 １９８８ １ ０４ 否 否

动画片 １９８８ １ ０４ 否 否

博物馆、公园、动物园 １９８８ １ ０２ 是 否

成员组织 １９７２ ４ ０１ 否 否

反

周

期

组

私人教育 １９５８ ６ －０５ 否 ⋯⋯

法律服务 １９７２ ４ －０４ 否 ⋯⋯

保健服务 １９５８ ６ －０３ 是 ⋯⋯

社会服务 １９７２ ４ －０２ 否 ⋯⋯

娱乐 １９８８ １ －０１ 否 ⋯⋯

注：差异指经济扩张期就业平均季度变动率与经济衰退期就业平均季度变动率的差。服务业差异值为０５，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期就

业增长率减少了０５个百分点，而ＧＤＰ差异值１５，意味着ＧＤＰ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扩张期变化程度为１５个百分点。

资料来 源：ＷｉｌｌｉａｍＣＧｏｏｄｍａ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ＭｏｎｔｈｌｙＬａｂｏｒＲｅｖｉｅｗ
（ＵＳ），２００１

３服务业增长与通胀

服务业对于经济的作用，不仅反映为对增长的积极影响，同样反映为对于价格的负面效应。服务业

消费价格或者服务业通胀是许多文献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服务业价格相

对制造业要高 （或者服务业价格上升速度要高于制造业），那么，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就会推动整

体经济价格水平的上升。以日本服务业的价格弹性 （服务业价格变化对其他产业价格的影响） 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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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计算结果表明，批发、零售、金融、不动产和餐馆价格的变化对经济影响最大，每变动ｌ％将分别使

全国价格水平变化００９、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８和００６，而保险、公路运输、通讯、医疗和保健服务则分

别为００ｌ、００２、００２和００１。

数据显示，客观上，服务业消费价格增长快于整个经济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服务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增长快于商品生产通胀。这意味着服务业增长是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对于价格变动具有负效

应。例如英国自１９８０年以来，服务消费比重和服务在零售价格指数 （ＲＰＩ） 的比重急剧上升，服务消

费占家庭支出比重１９９７年达到４６％左右。按照ＲＰＩ，服务价格通胀自１９８８年以来平均高于商品２个百

分点。服务业价格增长相对要快的原因，一些研究认为是消费者对于质量改进的要求、服务业相对缺乏

国际竞争、非贸易性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等。例如美国自１９９９年以来所有服务业价格都处于上升，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应对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自１９９７年以来，美国劳动力成本一直处于增加。

日本的服务业就明显呈现高价格和低生产率的特征。与美国相比，日本服务业价格相当高而总要素

生产率 （ＴＦＰ） 则低。在８个大类和４７个小类服务业中，日本建筑、金融、运输和其他价格超过美国

两倍多，仅空运、教育和研究、非营利组织、医疗和保健４个部门价格低于美国。平均ＴＦＰ相对低于

美国，其中仅１２个小类高于美国。低生产率与高价格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异常的是，日本水供应、

不动产、通讯、铁路、其他运输服务、摩托车修理、其他娱乐服务、信息和计算机服务的价格和ＴＦＰ
都高于美国，这种 “异常” 可以解释为由于政府规制导致的市场扭曲，即这些部门存在超额利润 （表６
２２）。根据估计，高价格和低生产率服务业的成本占ＧＤＰ的１０％，按照人均消费为１３６０００日元。

表６ ２２ １９９３年日本与美国服务业价格和ＴＦＰ比较 （美国＝１）（％）

部 门 价 格 ＴＦＰ

建筑 ２５０５ ０５６２

公用事业 （电、气、水） １７５３ ０９２２

分销 １５７８ ０８３０

金融与保险 ２４０４ ０８０３

不动产 １２９０ １３４９

运输与通讯 ２９４３ ０８１７

其他服务 ２００８ ０９４３

公共服务 ２０８８ ０５０８

教育与研究 ０７８５ １９９８

非营利组织 ０９２０ １２９９

信息与计算机 １１９０ １０５４

政府 ２０８８ ０４７７

资料来源：ＨｉｒｏｋｉＫａｗａｉ，ＳｈｕｊｉｒｏＵｒａｔａ，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服务业增长与生产率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第４个衡量指标是生产率。日本的上述研究同样通过ＣＧ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模型模拟了生产率变化对日本服务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假定服务业生产率提高

２０％，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总体上将降低价格而较大提高实际工资、收入、消费和ＧＤＰ的作用。当然

不同服务业产生的作用各有差异，作用最明显的是运输服务和建筑服务，金融和保险、医疗和保健、通

讯提高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则非常微弱 （表６ ２３）。对于就业来说，则将面临结构变化问题。一方面，

一个服务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会导致自身就业的下降，其中尤以运输、金融和分销业最明显，分别

使自身就业下降１２７％、１０％和８９％；但另一方面，一个服务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总体上会使其他服

务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就业微弱的上升，但显著的仅分销服务，例如使运输业就业率上升１１７％，

使公用事业上升７１％，而使纺织业下降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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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３ 敏感性分析 （假定ＴＦＰ提高２０％，对于若干经济指标的影响）（％）

通讯 运输 建筑 金融 保险 医疗 分销

实际工资 ０４ ０７ ０４ １２ ０２ ０７ １８

消费品价格 －０６ －２５ ００ －０５ －１０ －１１ －５７

投资品价格 －０３ －２２ －９８ －０２ －０５ －０１ －５３

投资 ０３ ０７ １２０ ２０ －０４ －０２ ２２

实际可支配收入 ０５ １４ ０３ ０９ ０５ ０９ ３４

消费 ０４ １４ ０１ ０８ ０５ ０８ ３３

ＧＤＰ ０４ １７ ４５ ０８ ０４ ０５ ３６

资料来源：ＨｉｒｏｋｉＫａｗａｉ，ＳｈｕｊｉｒｏＵｒａｔａ，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传统的观点认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这就产生一个重要问题，即随着服务业增长超过其他部

门，成为经济的重要推进器，那么较低的服务业生产率发生怎样的变化。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由于客观

上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大大高于服务业ＧＤＰ的比重，因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低于其他产业。

例如，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等比较劳动生产率指标系数都低于１（表６ ２４），但发展中国家

服务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则相对普遍较高。这意味着，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与其部门规模比较而言，对

于整体生产率的贡献是有限的；但在发展中国家则正相反。相应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总体上，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随着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呈现下降状况，即服务业对于ＧＤＰ的贡献和对于就业的贡献在达到一

定程度时，是反向变化的。

表６ ２４ 部分国家服务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国 家
年 份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美 国 ０９７ １０１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英 国 ０９２ １００ ０９５ ０９４ ０９６

加拿大 ０８８ ０９３ ０９２ ０８９

法 国 １０７ １１０ ０９７ ０９７ ０９７

澳大利亚 ０８９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４ ０９７

德 国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６

意大利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０７ １１０ １１０

墨西哥 ２３８ １６０ １２４ １２４

日 本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０ １０７ １０６

韩 国 １０２ ０９４ ０８７

印 度 ２４１ ２２０

高收入国家 １０４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中等收入国家 ２４７ ２０４ １９６ ２２９

低收入国家 ２０５ １５０

世 界 ２０７ １８８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１９９６年的一项研究则更表明，伴随着服务业增长，发达国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服务业生产率呈

现急剧下降状况 （表６ ２５）。一些观点认为这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例如工人技能水平、资本／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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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ＩＴ产业投资未形成生产率、次佳规模和政府政策等。

表６ ２５ 若干国家服务业生产率 （人均产出）年均增长 （％）

国 家
年 份

１９７１～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德 国 ２６ ２０
法 国 ２６ １９
日 本 ２３ １９
意大利 ０６ １４
加拿大 １５ １
英 国 １７ ０８
美 国 ０２ ０１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１９９６

但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种状况应当说有了一定改观。即传统一般认为服务业是低生产率增长

和低水平创新的部门已不完全确切。除了法国和日本，ＯＥＣＤ主要国家的一些服务部门，例如运输、分

销和通讯部门，由于采用了信息通讯技术，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经历了生产率迅速提高。而一些例如社区、

社会和个人服务等较少自动化和较少属于生产率改进范围的部门，则生产率增长缓慢 （表６ ２６）。

表６ ２６ 部分ＯＥＣＤ国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 （Ａ：１９７９～１９８９，Ｂ：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单位：％）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西德 法国 日本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Ａ Ｂ

批发、零售、餐饮和旅馆 ０１ １０ ０７ １６ １３ ３１ ０９ ０４ １２ ０３ ４４ １０

＃批发与零售 １６ ２３ １４ ３０ １２ ０７ １６ ０６
运输、仓储和通讯 ３６ ５４ ３１ ２１ １６ ２０ ３１ ３９ ３８ ２７ ４１ ０５

＃通讯 ７５ ８６ ３７ ５０ ３９ ２７ ４９ ７２ ７４ ４８
金融、保险、不动产和企业服务 －０６ ０６ ０２ ０５ －１１－０４ １６ ２８ ０１ ０１ ２３ １８

不动产与企业服务 ２３ ０１ －１８－１２ －０３ ０４
非农场企业部门合计 １４ ２０ １２ １６ １２ １６ １５ ２１ ２２ １７ ３６ １０

因此，服务业生产率存在的问题，需要把服务业分为高生产率增长部门和低生产率增长部门两部分

进行分析，即行业对行业分析。高生产率增长服务部门包括通讯、批发贸易、运输和零售贸易，它们有

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放松规制和相应竞争性提高；二是开发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或成功应用于现有业

务，或应用于开发新的服务。低生产率服务业尽管ＩＴ投资也很大，但劳动密集程度仍然很高 （表６
２７）。

表６ ２７ １９７７～１９９３年美国服务业生产率年均增长结构 （％）

产 业 年均增长率

所有私人产业 ０８
制造业 ２２
服务业 ０３

其中：

高生产率增长

服务业

通讯 ４６
批发贸易 ３２

运输 １６
零售贸易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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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 业 年均增长率

低生产率增长

服务业

法律服务 －３０

汽车修理 －２１

保健服务 －１７

个人服务 －１５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１９９６

５服务业增长与创新

服务创新可以划分为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 （例如功能创新）。１９８０年以来，大多数国家服务业的

研发活动和投资急剧增长，服务业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ＯＥＣＤ国家企业研发支出中服务研发所占比

重从不到５％上升为１９９７年的１５％。１９９８年加拿大服务业Ｒ＆Ｄ支出比重达到３０％，澳大利亚为

２８％，美国为２０％，英国为１６％，法国为７％，仅日本为４％（表６ ２８）。服务业不仅成为研发产品的

重要使用者，同样成为重要开发者 （技术创新者）。创新的动力来自几方面：①提高生产率；②提高竞

争力 （国内特别是国际市场）；③服务企业对于制造业部门技术 （特别是信息和计算机技术） 的购买，

例如金融、通讯和公共管理服务部门。

表６ ２８ 服务业Ｒ＆Ｄ支出 （美元购买力平价）

国家 年份 制造业 服务业 企业合计

加拿大
１９９０ ２７１７ ９５６ ３９７６

１９９８ ４８８３ ２３２１ ７６４９

美 国
１９９０ ８８９３４ ２０７９３ １０９７２７

１９９７ １２５９０２ ３０９６４ １５７５３９

澳大利亚
１９９０ ９２３ ４６８ １５１ｌ

１９９７ １８５７ ８１１ ３０６３

日 本
１９９０ ４５６４５ １３１５ ４７５２３

１９９７ ６１２３１ ２８９６ ６４５７６

法 国
１９９０ １３２６６ ５５７ １４３６５

１９９７ １４４５４ １１５６ １６５５４

英 国
１９９０ １１１８８ １９８３ １３８１７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７６ ２５４１ １５５０１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２００１

以加拿大为例，服务业在加拿大的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新技术使用，促进了

技术扩散；另一方面，通过研发开发了新技术。加拿大服务业创新率最大的行业 （企业创新比重） 是金

融 （６２％）、通讯 （４５％） 和技术性企业服务 （４３％）。而服务业创新中最重要、使用最广泛的技术是信

息和通讯技术 （ＩＣＴ）。１９９７年服务业研发支出为２９亿美元，占加拿大研发总支出的３４％，制造业占

６１％，农业占１％，采掘业占２％，公用事业占３％，建筑业占１０％。１９９７年与１９９３年相比，服务业研

发支出增长了４１％，比重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制造业和全国仅分别增加了３０％和３２％。服务业中研

发最活跃、最多和增长最快的是工程与科学服务、计算机和相关服务、批发贸易，以及金融、保险和不

动产服务。

但总体上，服务业Ｒ＆Ｄ密度低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间差异很大，例如在电讯和软件相当高，在

社会和个人服务业则很低。服务业创新程度和效率客观上非常难以度量，这部分是由于服务业创新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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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许多不是技术性，或者是过程的变动，一些并不需要大量的Ｒ＆Ｄ，因此，传统的Ｒ＆Ｄ测量方法，

例如专利，并不十分有效。

（二）服务业的就业贡献

服务业增长对于就业影响或作用，涉及几个方面：提供的就业机会数量、这些职位的质量 （工资水

平） 和结构，以及对制造业就业人员重新就业的影响。

１就业变动

由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趋势，因此，服务业提供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作用几乎无须证明。但是，

一个基本的疑问是：由于服务业增长的相当部分原因或内容，是制造业服务活动外包化的结果，因此，

在服务业就业增长中，需要认识究竟有多少是由这种 “外包” 转移而形成的？假若服务业就业的增长仅

仅是 “制造业就业的转移”，那么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就只有统计意义而缺乏实际作用。例如一些观点就

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和服务业就业份额的稳定上升，反映了从事服务职位的劳动力开始

“脱离”（Ｓｐｉｎｏｆｆ） 规模缩减的制造业企业。如果这些企业现在购买的服务是它们过去自身提供的，那

么，制造业就业减少中的一部分就仅仅是一种计算上的改变。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种 “脱离”。１９８３
～１９９３年制造业和服务业职位结构并未改变，特别是制造业白领职位份额保持着稳定。１９９３年与１９８３
年相比，美国制造业中，行政、专业、管理、生产人员和辅助工分别稳定在７％、６％、１２％、２０％、

４５％左右，而服务业中，行政、专业、管理和服务人员比重分别保持在６％、３０％、２０％和２５％左右。

这表明制造业企业没有更多依赖于支持性服务的外包，过去十多年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并不是制造业就业

“脱离” 的结果，而主要是其他促进因素，即对服务业需求的增长 （表６ ２９）。

表６ ２９ 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美国按照职位的就业变化和中位数周工资

合计 制造业 服务业其他项部门

变动 （％） 周薪 （美元） 变动 （％） 周薪 （美元） 变动 （％） 周薪 （美元）

合 计 １０００ ３９４ －４７５ ４５２ １１８８ ３７１
经理人员 ３０５ ６３５ －０９ ８０４ １８４ ５９８
专业人员 ４６０ ６１７ －３３ ８１９ ４３１ ５７８
技术人员 １３４ ４９５ －０６ ５９６ ９７ ４３６
生产工人 －２０３ ４９０ －１１４ ５０２ ３４ ４１５
行政人员 ６７ ３４９ －６０ ３９４ １８６ ３０５
操作人员 －１９０ ３２８ －２３５ ３４５ ３５ ２３４
销售人员 １１６ ３１４ －０６ ５７８ ２８ ２５０
服务人员 ３２６ ２１５ －１２ ３４６ １８６ ２１６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１９９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服务业经济增长仍然大大快于其他部门，但英国服务业就业比重１９９６年达到

７６％后，１９９７年出现首次下降。

２就业结构

数据表明，ＯＥＣＤ国家中，服务业就业比重最高的是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１９９７年占４５％
（年均增长２４％），而就业数量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不动产和企业服务，１９８０～１９９７年年均增长

４％，比重占１５％。此外，运销增长１９％，运输和通讯增长１３％。服务业的多样化反映在劳动力的

特点上，即与制造业一样，从很低技能的工人到高级的专业人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１０个ＯＥＣＤ国家

的一项研究表明，９个国家高技能的白领工人增长总体快于其他工人，高技能的蓝领工人总体增长较

低，但同时，许多服务部门提供了大量低技能就业机会。随着向以知识为基础、服务为导向的经济转

型，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有技能工人的短缺已经显示为一个问题。

就工资水平而言，以美国为例，服务业工资率低于其他部门，但这种差距在缩小。而在工资率相对

较高的服务部门和传统低工资行业高工资职位 （例如经理人员和专业人员） 的就业增长最快。这打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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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服务业比会使大多数美国人从事不愿意的低工资职位的疑虑，但对于是否会像制造业一样成为薪酬

优厚的中等熟练工人职位提供者，证据并不明显 （表６ ３０）。

表６ ３０ 美国各部门平均工资和就业占全国的比重

平均工资 （美元?小时） 就业比重 （％）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 ９０年代

所有部门 ３２３ ６６６ １００１ １０８３
制造业 ３３５ ７２７ １０８３ １１７４
服务业 ６０６ ９４２ １０３０ ４８ ５１ ５７ ６１

运输与公用事业 ３８５ ８８７ １２９７ １３６３ ５ ５ ５ ５
批发与零售贸易 ２７２ ５４８ ７８６ １１３５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金融、保险与不动产 ３０７ ５７９ ９９７ １０３９ ５ ５ ６ ６
其他服务 ２８ｌ ５８５ ９８３ １０２３ １６ ２０ ２４ ２７

注：其他部门包括保健、工程、企业、个人和社会服务。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１９９６

３制造业重新就业

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美国制造业职位净减少主要集中在３个行业：管理人员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ｅｒ，

１７５万个）、生产工人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ｅｒ，２５万个） 和辅助工人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４２５万个），而同期，

服务业在这些领域就业净增加大大超过了制造业的减少数，分别增加了３５０万个、５０万个和１５０万个

岗位。这表明，逻辑上，制造业这３类岗位失业人员有机会在服务业重新就业。当然，就数量而言，生

产工人重新就业相对问题大一些。数据表明，生产工人重新就业比较困难的主要是中等技术领域职位，

例如一般机械工具操作工、纺织机械操作工、检验员和一些金属工人。这些领域工人占制造业生产岗位

净减少数的近６６％，而只占服务业这类岗位净增加数的极小部分。相对照，生产工人重新就业前景比

较光明的是高技术 （例如复杂技术操作工） 和低技术 （例如汽车操作工和辅助工） 职位，转向服务业相

对困难较小。一项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比较表明，尽管服务业就业增长迅速，但并不能弥补制造业蓝

领就业职位的减少 （表６ ３１）。

表６ ３１ 美国１９８３～１９９３年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工人的变化

制造业 服务业

１９８３（千人） １９９３（千人） 变化 （％） １９８３（千人） １９９３（千人） 变化 （％）

总职位 １８８１８ １８１９１ －３ ５８０７５ ７６６７５ ３２

生产工人职位 １２２２８ １１５７６ －５ ８５１５ １０６３４ ２５

＃监管 ７７７ ６８４ －１２ ４５６ ５２７ １６

建筑工人 ２６７ ２１０ －２１ ２９２ ２８８ －１

机械工 ７８３ ７４０ －６ ２４８３ ２９４１ １８

检验员 ５６３ ４８０ －１５ ７７ １１０ ４３

金属工人 ６３２ ５９３ －６ ９３ ９６ ３

一般机械工 ７７７ ６５１ －１６ ２ １３ ５５０

纺织机械工 ９４７ ７６６ －１９ ６５ ７７ １９

制作工 １８７３ １９８２ ６ ２００ ３６７ ８４

汽车和辅助工 ２１２９ １９４３ －９ ４０４９ ５２４７ ３０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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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业的贸易贡献

对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增长有４种主要的解释：①技术改变；②贸易政策变化 （ＷＴＯ，贸易自由

化）；③国内政策变化 （放松管制）；④通常的供求影响，例如实际收入提高或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增加的

对于服务的需求。信息和通讯技术增强着服务的国际贸易性，其作用如同运输设施促进的货物贸易，信

息和通讯技术支持着服务贸易由 “商业形态” 向 “虚拟形态” 的转型。

世界服务贸易的总体特征是绝对增长，但相对缓慢，服务贸易比重几乎没有变化。ＷＴＯ一项研究

甚至表明，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即服务贸易增长不再显著超过商品贸易

增长，农产品贸易则由初级产品转向加工产品。这一结论挑战了一般认为世界商业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

品贸易的观点。数据表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下半期，商业服务贸易扩张确实快于商品贸易，但自１９９０
年开始，两种增长基本相同，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年均增长都在约６％，因此，服务贸易比重也停留在２０％
左右。这意味着，相对于服务业对ＧＤＰ的贡献占７０％并且继续上升而言，服务贸易对于国际贸易的作

用仍然非常小。服务贸易的这种状况，除了政治障碍，经济上的困难性在于：第一，许多服务是接近于

一种有形服务，例如宾馆、理发等；第二，这些服务并不能与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因此，许多服务必须

在所希望去提供服务的国家建立一种商业实体，以离消费者最近。

就服务贸易具体结构而言，属于 “其他商业服务” 的贸易比重从６３％上升为９４％，增长最快，

而运输服务从５５％下降为４５％。因此，服务贸易比重的停滞，可能是内部结构变化的结果，即一部

分新兴服务业贸易的增长，为另一部分传统服务业贸易的下降所抵消。

同样需要研究的是由世界服务贸易地区和行业结构变化所反映的世界服务活动转移问题以及服务业

全球竞争力问题。比较发现，２００２年与１９９５年相比，世界商业服务出口增长格局的特征，是由欧洲和

非洲向亚洲转移，而北美国家保持着稳定 （表６ ３２）。

表６ ３２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世界商业服务出口增长结构 （％）

国家和地区 年均递增 １９９２年比重 ２００２年比重

世 界 ５４ １００ １００

北 美 ５６ １９３ １９７

美 国 ５６ １７１ １７４

拉 美 ５０ ３７ ３６

西 欧 ４７ ５２０ ４８６

英 国 ７２ ６６ ７８

欧洲１５国 ４７ ４６７ ４３７

非 洲 ３６ ２４ ２０

亚 洲 ６９ １７９ ２０５

中国内地 １５８ １０ １５

印 度 １７０ ０６ １５

韩 国 １００ １１ １７

马来西亚 １１７ ０５ １０

资料来源：Ｗ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３

从出口行业分析，在其他商业服务中，出口份额增幅最大的是印度和西班牙，增值最大的是英国和

美国。而出口份额减幅和减值最大的是日本和法国；在运输服务中，出口份额增幅和增值最大的是丹

麦，其次是西班牙和韩国，而出口份额减幅和减值最大的是美国和法国；在旅行服务中，出口份额增幅

和增值最大的是中国，其次是土耳其和西班牙，而出口份额减幅和减值最大的是奥地利和意大利。这表

明，世界服务业生产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确实发生或者开始产生某种程度的转移，特别是在其他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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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发生的转移，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和政策意义。

四、服务业增长的结构特征与生产者服务

（一）服务业增长的结构特征

各个组织和国家对服务业的分类不同。国际组织的分类主要包括联合国、欧盟、ＩＭＦ、ＷＴＯ等。

联合国２００２年版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１ＳＩＣＶｅｒ３１） 主要根据经济活动划分，属于服务业的大

致包括１１类：①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摩托车和个人、家庭物品修理；②宾馆和餐馆；③运输、仓

储和通讯；④金融中介；⑤不动产、租赁和企业活动；⑥公共行政和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⑦教育；

⑧保健和社会工作；⑨其他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活动；⑩作为雇主的私人家庭活动和私人家庭无差异

的生产活动；瑏瑡境 （区） 外组织和团体。

联合国２００２年的产品总分类 （ＣＰＣＶｅｒ１１） 主要按照经济活动的产品 （包括可运输的商品以及

不可运输的商品和服务） 划分，属于服务业的包括５大类和３１个小类：①建筑服务；②分销贸易服务、

住宿、食物和饮料服务、运输服务、公用事业服务；③金融和相关服务、不动产服务、租赁服务；④企

业和生产服务；⑤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

ＧＡＴＩ确定的服务部门分类法ＧＮＳ／Ｗ／１２０（１９９１年标准） 将服务部门划分为１２大类和５４小类：

①企业服务，包括专业服务、计算机和相关服务、研发服务、不动产服务、没有经营者的租赁服务和其

他企业服务６小类；②通讯服务，包括邮政服务、快递服务、电讯服务、视听服务和其他服务５小类；

③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包括一般建筑物建筑工作、一般民用工程建筑工作、安装工作、建筑物完成工

作和其他５小类；④分销服务，包括代理服务、批发贸易服务、零售贸易服务、特许经营和其他５小

类；⑤教育服务，包括小学教育服务、中学教育服务、高等教育服务、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５小类；⑥
环境服务，包括污水处理服务、废弃物处理服务、卫生和类似服务，以及其他服务４小类；⑦金融服

务，包括保险和保险相关服务、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以及其他３小类；⑧保健和相关社会服务，包括医

院服务、其他人类保健服务、社会服务和其他４小类；⑨旅游和相关旅行服务，包括旅馆和餐馆、旅行

代理和旅游经营服务、导游服务和其他４小类；⑩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包括娱乐服务、新闻媒体服

务、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服务、体育和其他娱乐服务，以及其他５小类；瑏瑡运输服务，

包括海运、内河运输、空运、空间运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管道运输、其他辅助运输服务和其他９
小类；瑏瑢其他。

按特征服务业可分为：生产者服务、消费者服务和政府服务。其中生产者服务包括运输与仓储、通

讯、批发、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企业服务；消费者服务包括零售、膳宿、餐饮和其他；政府服务 （非

市场服务） 包括政府服务、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

发达国家服务业结构变动的总体特征是：增长最快的服务业行业是企业服务、通讯服务、教育和保

健服务，在一些国家还包括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而运输等传统行业在服务业中的重要性总体上在

下降，这种下降表明对于这些服务的需求趋于饱和，同时，这些部门相对快的生产率增长也会导致相对

价格的变化和这些部门产出和就业份额的下降 （表６ ３３）。

表６ ３３ ＯＥＣＤ国家服务业结构 （％）

国

家

年

份

行 业 批发、零售

及餐宿

运输、仓储

及通讯

金融保险、不动产

及企业服务

社区、社会

及个人服务
政府服务 （等）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澳大利亚 １９２ ２０１ａ ８０ ７８ａ ２２０ ２６２ａ １３５ １４８ａ ３９ ３９
加拿大 １２９ １１８ａ ６６ ６１ｄ １６４ １８５ｄ １１０ １２７ｄ ９６ １０４ｄ
法 国 １４９ １４７ ６０ ５７ ２０４ ２２９ ５２ ６２ １６４ ７４
德 国 ５４ｃ ５０ １１３ｃ １４０ １１１ｃ １０８
日 本 １３５ １２１ａ ６７ ６７ａ １６６ １７９ａ １６４ １９７ａ ８１ ８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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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年

份

行 业 批发、零售

及餐宿

运输、仓储

及通讯

金融保险、不动产

及企业服务

社区、社会

及个人服务
政府服务 （等）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７

韩 国 １４３ １１３ ７１ ７３ １２２ １７６ ５４ ７１ ６７ ８３

墨西哥 ２３３ １９７ａ ８７ ９３ａ １００ １５９ａ １０５ １２５ａ ４１ ５０ａ

英 国 １１７ １２５ｂ ７１ ７３ｂ １８８ ２２３ｂ ４９ ９６ｂ １２６ ９７

美 国 １６９ １６８ａ ６３ ５９ａ ２５５ ２８６ａ ９８ １１５ａ １１８ １１４ａ

注：（１）各国各行业分类略有差异，例如日本的生产者服务是归在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类别。（２）ａ：１９９６年，ｂ：１９９５年，ｃ：

１９９１年，ｄ：１９９３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Ｔｈ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ｕｍ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０，ｐ４２

服务业就业结构呈现相类似的变化，以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国服务业结构特征为例，从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到９０年代，传统的运输和公用事业、批发与零售贸易就业所占比重保持着稳定，甚至金融、保险与

不动产也呈现滞涨状况，因此，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几乎全部是由于其他服务业就业的增加 （表６ ３４）。

表６ ３４ 美国服务业占全国就业比重

行 业 年 代 ６０年代 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 ９０年代

全部服务业 ４８ ５１ ５７ ６１
运输和公用事业 ５ ５ ５ ５
批发与零售贸易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金融、保险与不动产 ５ ５ ６ ６
其他服务 １６ ２０ ２４ ２７

资料来源：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１９９６

但是各个国家的变化不同，不同时期的变化也不同。

美国服务业结构近期的特点是：①从行业结构看，２００２年与１９９７年相比，增长最快的是教育服

务、专业和科技服务、信息、不动产和租赁服务，这些行业比重都不同程度提高，而传统的批发贸易、

金融和保险等主导服务业尽管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服务部门，但它们所占有的份额在下降 （表６ ３５）。

表６ ３５ 美国服务业结构变化 （％）

单位数增长 收入增长 单位数比重 收入比重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批发贸易 －２５７ ７９ ８５６ ７８２ ３２６９ ２８６３

零售贸易 －０６１ ２８８ ２１１２ １９６７ １９８２ ２０７３

运输和仓储 １２７４ ２０１ ３３６ ３５５ ２５６ ２５０

信息 １９９２ ４５２ ２１６ ２４３ ５０２ ５９２

金融和保险 １３６５ １９０ ７４６ ７９５ １７７０ １７１１

不动产和租赁 １２９５ ４４４ ５４４ ５７６ １９４ ２２７

专业和科技服务 ２０２２ ５０６ １１７３ １３２１ ４７９ ５８６

公司和企业管理

行政保障以及水管理 －０１３ ３９８ ５２２ ４８８ ２３８ ２７０

教育服务 ２２１６ ５５５ ０７７ ０８８ ０１６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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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数增长 收入增长 单位数比重 收入比重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卫生保健与社会援助 １０２７ ３９４ １２１９ １２６０ ７１３ ８０７

艺术、娱乐与休闲 １２１４ ３１６ １８７ １９７ ０８４ ０９０

餐宿服务 ３１２ ３２２ １０２９ ９９４ ２８２ ３０３

其他 （不包括公共管理） １５０ １８５ ９８１ ９３３ ２１４ ２０６

服务业合计 ６７１ ２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Ｕ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ｅｎｓｕｓ

（２） 从地区结构看，在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服务业和保健服务呈现分散化趋

势，或者说向较小的州扩展。同时，传统农业和工业地区例如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服务业增长，

降低了纽约等地区服务业在全国服务业中的份额。１９７７～１９９７年，纽约州服务业占全国服务业ＧＤＰ的

份额下降了２个百分点，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纽约企业服务业占全国企业服务业份额由１４％下降为

８％。保健服务业同样如此。服务业增长快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服务业和保健服务业的增长，不

论是大州，还是中、小州都如此。服务业地区分散趋势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经济活动分散化。由于信息

技术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即一些服务特别是企业服务可以从其他地点提供，因此，企业服务的提供

者可以在位于一些生产要素例如办公场所等更为便宜的地区和在远距离服务市场。保健服务分散化的趋

势，则可能与人口向城郊转移和远离大城市相关。

（二）生产者服务业增长

生产者服务或者企业服务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是一种企业对企业的服务，例如咨询、法律和会计服

务。ＮＡＣＥ（北美产业分类） 企业服务的定义和分类：①计算机服务 （主要包括硬件咨询、软件咨询、

数据处理、数据应用）；②专业服务 （主要包括法律服务、会计和税务咨询、管理咨询）；③销售服务

（主要包括市场研究、广告）；④技术服务 （主要包括建筑事务、工程事务、技术测试和分析）；⑤租赁

服务 （主要包括运输和建筑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⑥劳动力招募 （主要包括劳动力招募和人事规

则）；⑦运转 （主要包括安保、工业清洗）；⑧其他 （主要包括秘书和翻译活动、包装、展览）。而根据

１９９５年 “欧洲企业服务”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出版） 的定义和分类，企业服务包括计算机、专业 （例如会

计）、销售、技术、出租和租赁、劳动力招聘、操作 （例如安保、秘书） 和其他服务 （例如会展）８大

类。

生产者服务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已成为发展最快的部门，以及成为其他部门变化和竞争力的催化剂。

生产者服务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增长最快和占有越来越重要份额的服务业行

业。１９９４年欧洲１５国企业服务增加值比重为１５３％，制造业为１１２％，企业服务／制造业之比为７２％
（表６ ３６、６ ３７），而美国分别为１９２％、１８０％和１０６％。同时，数据表明，企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

率最高。加拿大１９９８年与１９６１年相比，生产者服务ＧＤＰ增长了３３倍，１９９８年比重达到５４％，而消

费者服务分别仅为２倍和１９％，政府服务分别为１９倍和２７％。特别是ＯＥＣＤ的战略性企业服务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包括计算机软件和信息加工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销售服务、企业组织

服务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 近年来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方面呈现强势，年均增长达到１０％，１９９９年

总收入估计超过１５万亿美元 （１９９５年为１１万亿美元），１９９５年就业超过１１００万人。

表６ ３６ １９９４年欧洲１５国服务业结构 （％




）




增加值比重 就业比重 增加值比重 就业比重

制造业 ２１１ ２２７ 金融、保险




５７ ３１

能源与建筑业 １０３ ７８ 企业服务 １５３ ８５

０４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续表




增加值比重 就业比重 增加值比重 就业比重

农业 ２５ ５１ 社会、个人服务




１０６ ７１

批发和零售 １４８ １８７ 政府服务




１３２ ２１１

运输、通讯 ６４ ５９

资料来源：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Ｃｏｍｍ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１９９８

表６ ３７ 欧美主要国家企业服务业数据

企业数 就业 比重 增加值 比重 就业年均增长 增加值年均增长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奥地利 ３５４８４ １５１ ４５ ２０ １１８ ３６ １４６ ８８

丹 麦 ９０７４２ １５６ ６３ １８ １６６ ４１ ０６ ５４ ２９

芬 兰 ３１２５５ １２５ ６５ １１ １５６ ８５ －２５ ８０ －３１

法 国 ４２７０７４ １８１１ ８２ ２０２ １８０ ５８ ０３ ４３ ３８

德 国 ６４２３３９ ２８０５ ９８ ２２０ １４２ ４４ ５１ １５１ １１１

荷 兰 ８８３２６ ４９６ ９３ ４１ １６４ ６５ ４１ １４７ ６８

瑞 典 １０７２０５ ２６６ ６６ ２９ １７５ ７０ －１５ １６ １５

英 国 ３５９６８６ ２０１３ ９３ １４６ １９５ ０７ ４２ １０

小 计 ７６ １６２ ６０ １３ ８５ ４１

美 国 １２０５５ １０４ １０３８ １９２ ７６ ２１ ７８ ５１

注：德国、美国为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８０～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荷兰增加值为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

资料来源：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１９９８

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性同样反映在支出上。以英国为例，１９７０～１９９７年服务消费支出 （私人和政

府服务消费以及净服务贸易差额） 占ＧＤＰ的变化要低于服务产出波动。其中，１９７０～１９９２年呈现缓慢

向上趋势 （从占ＧＤＰ约４８％上升为５２％），而１９９２年后比重下降 （分别为约５２％和约４９％）。主要原

因是政府消费下降 （从约２５％下降为１８％左右） 抵消了私人消费的上升 （分别为约２３％和近３０％）。

服务消费增长相对低于服务产出，表明服务扩张的相当部分是在企业服务以及分销上。

生产者服务业之所以增长迅速，总体上是由于经济发展转向服务。企业服务业对于经济的作用体现

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层面：促进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第二层面：促进生产率、竞争、创新和就业。

第三层面：促进专业化、产品差异化、集中、改进组织、减少成本、提升质量、知识、技能与专长、新

技术和国际化。

最重要的原因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在无形活动方面的投资增长和知识管理重要性的增强，知识

经济的提升增强了对于专业服务投入的依赖；二是使用外部服务提供者需求的不断增加，例如小企业增

长，它们往往使用外部服务补充内部资源；三是适应企业内部更大灵活性的需求，以及许多领域专业化

和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分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制造业服务活动的 （资源） 外包。企业原有

的内部活动日益增长的外包，是企业服务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促进外包增长的因素包括一系列压力：企业把业务集中于核心竞争力的压力 （竞争力）、减少成本

和开拓外部的压力 （成本与效率），以及技术更有效率的压力 （专业化）。一项调查表明，６５％的企业外

包原因是考虑专业化，５０％是节约成本，３６％是为了改善效率。１９９７年美国年收益８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

公司的外包额达到了８５０亿美元，其中ＩＴ占企业外包额的３０％，人力资源占１６％，市场营销占１４％，

金融占１１％。总体制造业厂商占有外包额的近三分之二，信息和专业服务分别占１３％。在日本，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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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愿意外包的活动包括职业培训 （２０１％）、信息系统 （１９７％）、生产加工 （１７４％）、会计和税收

（１４０％） 以及研发 （１３７％）。推动外包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通讯技术 （ＩＣＴ）。外包促成了新

服务部门的增长、改进了服务质量和降低了价格。然而，不利的方面是，外包可能导致企业战略信息的

潜在泄露、损失能力和对外包活动的控制和减少对 “专有技术” 的购买。由外包促进的生产者服务业增

长，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企业非生产性制造业就业增长与制造业产品中服务内容的相对增加不相

对应，因此，制造业企业必须选择服务外包而不是雇佣服务人员；第二，在既定的服务业生产率缓慢增

长下，在制造业企业中，生产部门生产率增长要快于服务部门，因此，就业结构的稳定意味着制造业企

业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提供的服务投入。

（三）服务业细分

服务业细分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基础，也反映了服务业发展的结构和未来动向。以美国为

例，美国服务生产部门划分为６个主要分支：①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②批发贸易；③零售贸易；④
金融、保险和不动产；⑤服务；⑥政府 （公共管理）。占主要比重的是批发、零售以及金融和保险 （表

６ ３８）。

表６ ３８ ２００２年美国产业结构 （％）

企业总计 非雇主类 雇主类

数量 收入 数量 收入 数量 收入

公用事业 ０１ ２４ ０１ ０１ ０３ ２４

建筑业 １２９ ０６ １３８ １６５ １０９ ５６

制造业 ３０ １９５ １９ １９ ５４ １８９

批发贸易 ３７ ２２３ ２４ ４３ ６９ ２１６

零售贸易 １３８ １６５ １２２ １１２ １７４ １５７

金融与保险 ５２ １３５ ４４ ６３ ７ １２９

保健与社会援助 １０１ ６４ ９７ ６１ １１ ６１

专业／科学／技术服务 １５５ ５１ １７ １３８ １２２ ４５

信息业 １７ ４６ １５ １１ ２１ ４５

不动产与租赁 １０３ ２６ １２５ ２３２ ５１ １７

行政与支持服务 ７５ ２４ ８４ ３９ ５５ ２２

宾馆与餐饮 ３７ ２４ １６ ２ ８８ ２３

艺术与娱乐 ４６ ０８ ５８ ２９ １７ ０７

其他 （不包括公共管理） １３ ０６ １２ ０４ １７ ０６

教育 １８ ０２ ２３ ０７ ０８ ０２

运输与仓储 ４７ ０ ５４ ５８ ３１ ０

资料来源：Ｕ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ｅｎｓｕｓ

服务分支 （即第５分支） 则非常广泛，主要有１６个行业，包括某些农业服务 （例如园艺）、宾馆和

其他住宿、个人服务、企业服务、汽车服务、其他修理、动画片、娱乐、保健、法律服务、私人教育、

社会服务、博物馆和动物园、成员组织 （例如教堂和协会）、工程和管理服务、其他等。事实上，这里

的 “服务分支” 往往是标记为 “其他服务”，并不存在一个单一适用的概念。其可以是物理形态 （例如

修理），或智力形态 （例如教育），或感觉形态 （例如艺术），或体验形态 （例如娱乐）。这些服务分支可

以分为３大类：①企业导向服务 （４个行业），包括农业服务、企业服务、其他修理、工程和管理服务；

②消费者导向服务 （７个行业），包括个人服务、娱乐、保健、私人教育、社会服务、博物馆等成员组

织；③混合型服务 （４个行业），包括住宿、汽车服务、动画片和法律服务。数据表明，美国混合服务

２４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类就业份额最低，增长最慢；消费者服务类份额最高，而企业服务类就业增长最快。作为服务生产部门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ｅｃｔｏｒ） 的服务分支 （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间贡献了美国就业增长的一

半以上，其中来自企业的需求增长是关键因素，新增的有酬就业９７％以上是服务生产部门 （表６ ３９）。

表６ ３９ 美国服务分支就业增长情况 （％）

占服务分支就业比重

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增长幅度

企业导向服务行业 ３０ ３６ ８８

消费者导向服务行业 ５５ ５２ ４９

混合服务行业 １４ １２ ３４

资料来源：ＢｉｌｌＧｏｏｄｍａｎ，ＲｅｉｄＳｔｅａｄ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ｍａｎｄＲｉｖａｌ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ＤｒｉｖｉｎｇＪｏｂ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ｎｔｈｌｙＬａｂ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ＵＳ），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２

从结构分析，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企业服务和保健占美国服务分支就业增长的一半以上，是两个最大

的新增就业行业，分别新增５２２０（千人） 和２９９０（千人）。其中企业服务中就业增长最大的行业是人

事服务 （合同劳动力安排，２５３７千人） 和计算机服务 （１４２２千人）。消费者服务中就业增长最大的除

保健业外，是社会服务 （１３５１千人，其中主要的是日托和住宅维护行业），见表６ ４０。

表６ ４０ 美国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服务分支就业增长 （％）

产出中销

售给生产

者比重

产出中销

售给消费

者比重

产出中销

售给政府

比重

就业比重

就业增长占

服务分支就

业增长比重

就业占服

务分支就

业比重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０年 千人 比重 ２０００年

合计 ４８ ５１ ０２ １４９５６ ５９ １００ １００

企业导向服务 ８４ ５ ９ ６７７８ ８８ ４５ ３６

企业服务 ８６ ４ １０ ５２２０ １１３ ３５ ２４

人事服务 ９３ ３ ５ ２５３７ １８８ １７ １０

计算机服务 ７３ ２ ２３ １４２２ ２１１ １０ ５

工程／管理服务 ８６ ４ ８ １１８８ ５３ ８ ８

消费者导向服务 ７ １０４ －１１ ６８２８ ４９ ４６ ５２

保健 ３ １１２ －１４ ２９９０ ４２ ２０ ２５

社会服务 ４ ９２ ４ １３５１ ８７ ９ ７

混合服务 ４６ ５０ ２ １２０５ ３４ ８ １２

资料来源：ＢｉｌｌＧｏｏｄｍａｎ，ＲｅｉｄＳｔｅａｄ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ｅｍａｎｄＲｉｖａｌｓ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ＤｒｉｖｉｎｇＪｏｂ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ｎｔｈｌｙＬａｂ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ＵＳ），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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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提高城市能级水平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关系

城市能级水平是一种内在综合素质及其地位与作用的表征，主要表现为城市功能水平、城市现代化

水平、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和城市影响与控制力水平等方面。现代服务业发展与这些方面都有着紧密的关

系，成为提高城市能级水平的重要支撑条件。广州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是珠江三角洲乃至泛珠江三角洲

的中心城市，其能级水平相当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它确保泛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关键。

一、现代城市的基本职能依托于现代服务业

从城市的基本活动来讲，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和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只是其非基本职能，

而其基本职能主要是指区域性和跨区性的服务功能。区域性功能是城市职能体系的支柱，是城市中心地

位的基石，其服务范围为城市的腹地区域，由多种服务功能组合构成，主要是城市作为特定区域的中心

为其腹地所提供的各种物质、精神方面的综合服务活动。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性工业部门与腹地之

间的垂直和水平联系，区域性交通枢纽和区域商品批发中心对腹地交通组织和商品流通的作用，企业总

部和行政管理机构对腹地工业的组织管理和行政决策作用，城市为腹地提供的科技、教育、金融、信

息、咨询等服务功能等方面。广州对珠三角、华南地区提供的各项服务功能就是其城市职能。

跨区性功能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经济互补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城市与外围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手

段。其服务范围是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这类服务功能组合较少，但是功能影响尺度较广，主要表现为

超越腹地尺度的专业化工业服务功能、专业化商贸服务功能、专业化交通运输功能、专业化旅游功能

等。这一功能的培育和建设是以城市及腹地区域的优势为基础的，以专业化部门为支撑的，着眼于城市

及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分工，是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的根本所在。因此，只有通过现代服务业才能完全

实现现代城市的基本职能。大都市的集散功能、生产功能、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主要是通过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来实现的。城市服务业比重越高，现代服务业越发达，就越具有区域性和跨

区性的城市服务功能，广州的区域定位决定现代服务业在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二、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由现代服务业来体现

由于城市是现代化的中心，必然是现代产业和现代市场的空间载体。因此，城市能级水平在很大程

度上体现为城市的产业功能的发展方向与强弱。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互动关系。城市的发展与服务业存

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城市化加剧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离，从而强化了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生

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现代城市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即系统化、网络化和现代化。

而这些现代城市的特征，则是通过现代服务业才得以充分体现的。

现代城市经济是一个复杂巨大的系统，各子系统之间通过大量密集的要素、产品和信息相互联结，

并产生能量转换。合理的系统结构及其相互关联，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服务促进了要素、产

品和信息的流动，从而成为各系统之间关系的重要 “润滑剂”。从这一意义讲，服务业是连接、融合城

市经济各个子系统的基础产业。落后的城市服务业势必会严重影响其他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率。

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质等的全面改变和提

升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则是服务业在城市各方面、各领域的全面渗透。因此城市的现代化，从某

种意义上，是要求通过城市服务业的社会化、专业化和现代化来体现。

在当今时代的城市发展中，网络化的连通性越来越成为其本质特性。一般而言，城市的经济实力与

其所联结的地区的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城市所联结的空间区域的生产力越高，其经济实力就越

大。目前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位居最顶端的城市伦敦、纽约、东京等都位于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的非洲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地位也很低。这充分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出现较高等级

位置的城市，不仅仅取决于城市本身，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城市所在国家或所联结的区域生产力和经济发

展水平。一个城市的成功，日益取决于它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Ｓｔｏｒｐｅｒ提出 “城市生态群” 的概念，

重点强调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在孤立状态下单独的成功。Ｃｏｏｐｅｒｓ和Ｌｙｂｒａｎｄ在 “展望２ｌ世纪伦敦” 的研



究中，也强调了增强 “全球联系和联络” 的重要性。因此现代城市具有明显的网络化特征，是资源要素

空间聚集及其集中配置的重要节点。各种资源要素 （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 通过这一节点进行流

动及得到有效配置，呈现大规模的经济流量。在此过程中，现代服务业成为城市这一节点组织资源要素

流动，承担大规模经济流量的重要产业基础。

三、现代城市经济增长基于现代服务业的支撑

经济社会总量是构成城市能级的基础条件之一，其中城市人口规模是其总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的城市人口规模主要受到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约束。其需求函数可以简要表达为Ｄ＝Ｆ（１，Ｅ，

⋯），主要影响因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的进城意愿等；供给函数可表达为Ｓ＝ＧＣ（Ａ，Ｐ，Ｌ，

ｕ，⋯），主要影响因子是城市产业支撑的城市功能和提供的就业岗位、城市设施等。城市人口的集聚水

平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点。如果城市化供给不足，而其需求强烈，则造成 “过度城市化”，形成许

多发展中国家城市过度膨胀、“城市病” 问题突出。因此，要使城市人口规模扩大而又能避免大量失业，

就必须发展相应的产业，使之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服务业具有劳动密集、智力密集的特点，可

以大大提高就业容量。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来说，服务业发展尤为重要，只有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有效支

撑城市巨大的就业需求。

目前从国际经验看，驱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产业部门，主要是现代服务业。经合组织国家

（ＯＥＣＤ） 服务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１９６０年的５２６％增长到１９９５年的６８２％，服务业占就业的比重从

４３１％增长到６４４％（表６ ４１）。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经合组织国家净增的６５００万个就业岗位中，

９５％是由服务业提供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工业经济时代作为制造中心的城市发生着历史性的转

变。例如德国鲁尔工业区曾是世界上著名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基地。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到１９９６年，

煤炭工业就业人数已减至７万人，钢铁业失去了４万个工作岗位，造船业的就业人数减少２／３。目前，

鲁尔区的劳动力中仅有８％在煤矿和钢铁业工作，６３％在服务业工作。埃森市集聚了许多公司的总部，

成为一个企业管理中心；多特蒙德市已经变成了保险业和技术基地；杜伊斯堡成为一个货物集散和微电

子业中心，整个鲁尔区已经从重工业区转变成为一个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地区。

表６ ４１ １９６０～１９９５年ＯＥＣＤ国家服务业占ＧＤＰ和就业的比重 （％）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占ＧＤＰ的比重 ５２６ ５５７ ５５７ ６２６ ６５３ ６６２ ６７１ ６８０ ６８１ ６８２

占就业的比重 ４３１ ４８０ ５２１ ６０１ ６２８ ６２２ ６３１ ６３８ ６４２ ６４６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ＥＣＤ，１９９７

对于处于世界城市体系结构层级中最顶端的全球城市，其经济增长更是依靠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

融产品的生产。例如，纽约和伦敦的经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共同点表现在各自经济的转型和驱

动经济发展的产业上，这些产业包括金融业、与金融、企业和政府相联系的高级商务和专业职能行业、

文化艺术和娱乐业、通信和传媒行业等。此外，纽约和伦敦也是全球主要的商务和旅游目的地，旅游产

业的发展也为其各自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１９７１～１９８９年伦敦制造业失去了７０万个岗位，交通业失

去了４万个岗位，而金融保险和其他商务服务则获得了４６万个岗位。伦敦中心区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７年间生

产者服务部门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３１％上升到３７％，到１９８９年达到４０％，而其他行业就业人数则出

现相对或绝对下降的趋势。纽约市制造业就业比重从１９５０年的２９％下降到１９８７年的１０５％，生产者

服务业却从２５８％上升到４６１％。其中，法律服务、商务服务、银行业增长最快。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５年

法律咨询服务就业人数增长了６２％，商务服务就业人数增长了４２％，银行业就业人数增长了２３％。

１９８３～１９８８年东京事务所和银行用地面积从１１２９万平方米扩大到２８１６万平方米，增长了近１５倍。

四、城市影响与控制力借助于现代服务业的活动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服务性公司正利用其全球网络，向其任何可能的客户提供服务。尽管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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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公司的位置 （区位） 选择具有集中化倾向，但为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其仍然在全球遍

设子公司、分部，从而形成全球性的网络。其下各种子公司、分部构成的 “公司塔”，正是网络中的节

点。与城市相关的信息、知识、思想、人员、指令，正是通过这些节点流动的。因此，大城市的影响与

控制力是与 “先进服务，生产中心，全球网络市场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

所产生的影响与控制力，是通过生产和消费高级、先进的服务及其促进该城市发展，从而在全球网络中

发生联系得以实现的。

因此，作为一个具有影响与控制力的国际大都市，其状态的一个关键指标应该是：该城市是否有能

力为公司或者市场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管理和融资。不同生产服务领域的公司是否有全球网络的辅助

设施，该城市是否有明显的生产服务出口，该城市中是否有外国公司的总部，该城市是否有为跨界运营

提供融资的机构，是否有全球化的市场，是否是全球产权市场的一部分。

尽管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国际性大都市和商务中心，其吸引力和重要性日益增加。根据香港华南早

报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 的报道，台湾公司的ＣＥＯ们都认为，台湾在争夺跨国公司的人才

资源，特别是ＩＴ精英 （比如，软件工程师） 等方面，已经输给了内地如上海、广州等地。香港的一些

会计人才，特别是处于管理层的人才，他们要么是迁入广州或珠三角，要么是到上海去工作，尽管他们

会遇到大陆同类人才的激烈竞争，但是他们看中了内地较高的需求和具有竞争性的薪水。因为拥有现实

和预期的优势，广州必将成为东南亚具有吸引力的新商务中心。但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广州城市的影响

与控制力并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弱有关。

五、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从世界视野看，服务业起源于城市，起源于消费性活动。服务业在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中呈现出类似

Ｖ型或Ｗ型的曲线变动特征。在前工业化时期，城市大多属消费性城市，服务业在城市经济活动中往

往占有较高比重 （４０～５０％），但技术层次低；随着工业化的迅猛推进，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显著加

大，服务业比重刚有所下降 （３０～４０％）；其后，伴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及现代工业的兴盛，又催生了

服务于现代工业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快速发展加大了服务业贡献率和比重 （５０～６０％），使之逐

渐超过第二产业，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 “二三产业并重发展期”；最后，随着工业化步入成熟阶段，服

务业比重又恢复上升直至７０％以上，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中，在 “二三产业并重期”，由于各城市在

现代重化工业发展上的战略选择不同，服务业的曲线走势有所差异，一些城市由于现代重化工业高速崛

起而使工业再现活力，可能导致工业与服务业短时的博弈和胶着，使服务业比重出现停滞或小幅回落，

但这不会改变服务业比重总体上升的大趋势。

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征

（１） 运作网络化。这首先表现在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上高度电子化、网络化和虚拟化；同时，在空

间布局上，与工业园区集中化布局所不同，现代服务业也呈现出网络化分散布局的特征。

（２） 高增值性。据香港的一项研究表明，１９８５～１９９９年香港以知识为基础的专业服务平均附加价

值占到该产业产值的６６％，而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附加价值比重平均不到３０％。

（３） 高成长性。新兴服务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初期具有巨大市场，从而导致其高速增长，而经

过改造提升的传统服务业也可能再现活力。连锁商业、第三方物流、电信、软件网络业的高速发展均是

典型的例子。

（４） 高聚散性。现代服务业一般具有高度集聚性和强大辐射力，在我国，会展业的６０％以上集中

于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四个城市当中，金融功能则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在日本，东

京的广告额更占全国的６１％。

七、现代服务业的行业界定

根据现代服务业内涵界定和发展态势，结合广州的实际，现代服务业应涉及现代金融、现代商贸、

现代会展、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文化服务、旅游业、房地产、专业中介服务等９个代表性行业。

６４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四章 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评估

对广州现代服务业现状的考察，既应将其放在广州整个产业结构和服务业发展这一大系统、大背景

当中，也要将其放在国内尤其是区域主要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横向比较中，以全面把握其地位与特

点。

一、广州服务业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图６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间广州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均势图

１服务业在存量上为主体，增量上为主导之一

从现状情况看，广州服务业已占据 “半壁江山” 以上，稳步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但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广州服务业与工业一样，是 “双引擎” 格局。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服务业和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动情况看，在经济高涨时工业贡献率较高 （达６０％左右），而在经济低落时服

务业成为主要支撑 （达６０％左右），服务业和工业交替主导。

２广州服务业规模大，比重高，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图６ ２显示，广州服务业规模居国内第三，比重仅次于北京为第二，是国内仅有的增加值比重超

过５０％的三大城市之一。由此可见，剔除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因素，广州服务业发展已位于国内城市

体系的 “第一集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广州 深圳 北京 上海 天津 沈阳 武汉 重庆 南京 成都 西安

增加值比重 ５５７ ４０ ６２２ ５１ ４５５ ４７２ ４９７ ４１４ ４７９ ４５９ ４７２
从业人员比重 ４３ ４２ ５５４ ４８９ ４０８ ５２６ ４３６ ３１１ ４４１ ３５９ ３７３

图６ ２ 广州与国内主要中心城市服务业水平的比较

３广州服务业与国际大都市差距大，且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很不协调

从表６ ４２对比结果看，广州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后工业化的标准水平大约相差１５～２０个百分点，

与纽约、伦敦等老牌大都市则相差约３０个百分点。此外，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大都市，其服务业产值



比重与就业比重基本是协调的，而广州服务业就业比重则比增加值比重低了１０个百分点以上，是各城

市当中最大的，这反映出广州不仅整体服务业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而且服务业的就业容

量也是相对不足的，还有进一步吸纳提升的潜力，这个潜力就是现代服务业。

表６ ４２ 广州与主要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的比较

城 市

项 目 统计年份 一产比重 二产比重 三产比重

增加值 就业 增加值 就业 增加值 就业

纽约 １９９３ ０ ０ １３０ １３３ ８７０ ８６７
巴黎 １９８８ ０３ ０ ２７０ ２２１ ７２７ ７７９
东京 １９８８ ０２ ０６ ２７３ ２９４ ７２５ ７００

新加坡 １９８８ ０ ０ ３６０ ３５２ ６４０ ６４８
香港 １９９０ ０３ ０１ ２６５ ３６６ ７３２ ６３３
广州 ２００３ ３０ １８４ ４３１ ３８４ ５３９ ４３２

４从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看传统服务业下降，现代服务业上升

考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广州服务业内部行业变化势可以看出：增加值提高最大的是社会服务业和

房地产业，分别增长７３８和４４３个百分点，文教广电业和体育卫生业也分别增长了２９和１５７个百

分点。而比重下降的主要集中在金融业和流通部门的两个大项———交通运输仓储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

上，分别下降了１５８８、２５５和２０９个百分点。因此，在广州服务业构成中，以流通部门为代表的传

统服务业总体下降，而以社会服务业、邮电通信、房地产、文教广电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则呈上升之

势。

二、广州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分析

（一）分行业简况

１现代商贸业

商贸业是广州最突出的传统优势服务业，广州商业发展速度、餐饮业零售额、人均购买力等几项指

标均居全国十大城市之首，显示出强大的产业活力和突出的比较优势。然而，广州商贸业在 “现代化”

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集中表现为：一是龙头商业企业的单体规模偏小，在２００２全国连锁商业企业１００
强当中，广州只有２家上榜，且排名靠后，分别仅列第５０位和５７位；二是连锁商业的比例偏低，２００３
年只有１７％，低于上海的３８％和深圳的２８％；三是电子商务起步早，但发展缓慢，Ｂ２Ｃ的年交易额还

微不足道。

２现代金融业

受国家宏观调控、稳健性货币政策及广国投事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广州金融保险业一直呈低速

增长的态势，这使得广州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大幅下降。总体来看，广州金融业务总量大，金融

品种齐全，网点密度高，金融创新活跃，金融服务手段高度信息化，不失为国内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之

一。然而，广州金融业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证券业发展相对滞后，利用资本市场严重不足 （表６
４３）；二是国际化水平低，外资银行发展缓慢；三是金融中心城市建设落后，金融功能有待拓展。

表６ ４３ 广州与上海、深圳证券经营机构及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对比

城 市

项 目 证券公

司数

营业部

数

外资驻华代

表机构数

基金管理公

司数

上市公

司数

资本市场融

资额 （亿元）

上海 １６ ４５９ ４９ １３ １４０ １１６０
深圳 １８ ２０５ ９ １５ ７８ ６００
广州 ４ １１９ １ ０ １２ ５４
北京 ７０ ７２６

８４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３现代会展业

广州是我国会展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是中国三大展览中心城市之一，会展业也成为广州四大优势

产业之一。广州会展基础设施国内一流，市政府投入巨资兴建的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建筑面积达４０万平

方米，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广州市有展览经营权的专业展览公司有３５０多家，每年举办的各类展览

会上百个，其中国际性会展占三分之一强，并初步形成了广交会、广博会、留交会等一系列国内外知名

品牌。目前，广州会展业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政府管理不到位、重复办展现象严重、行业协调度低、会展

龙头企业少、专业展览人才匮乏等。总的来看，随着会展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预计未来十年广州会

展业有望保持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

４现代物流业

优越的区位条件、发达的交通系统和良好的信息技术装备水平，成就了广州物流业发展在国内的突

出优势和巨大空间。近几年，以宝供为代表的民营第三方物流迅速崛起，跨国物流巨头纷纷进驻 “抢

摊”，邮政、港口、铁路、航空、储运、物资等传统国有物流企业大规模转型升级，广州物流业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势头。２００３年，广州出台了 《广州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将现代物流业列为重要的

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提出了建设 “中国南方国际现代物流中心” 的战略目标。从现状看，广州物

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乱圈地” 严重、物流资源欠整合、第三方物流发展滞后、现代物流技术相

对落后等。

５信息服务业

广州信息服务业相对发达，２００２年底，全市已有信息服务机构近５０００家，基本形成包括数据网

络、资源开发、信息应用、咨询服务在内的完整体系。其中，电信业高度发达，已形成电信、移动、联

通、铁通、网通等良性竞争的格局，百人电话拥有量和市民家庭上网比例居国内大城市前列。软件产业

优势十分突出，２００３年，广州有２０家企业进入全国软件企业百强，软件和系统集成收入为２３０亿元，

仅次于北京。此外，作为信息服务业的示范基地，广州黄花岗信息园发展迅猛，成效显著，２００４年园

区技工贸总收入超过１００亿元。随着ＩＴ产业的复苏与升级、政府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和电信市场的扩大

开放，今后一段时期广州信息服务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６中介服务业

广州是国内中介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包括法律、会计、审计、公证、鉴

证、认证、广告、代理、拍卖、评估、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体系。广州一些专业服务业虽呈现高速发展的

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经营行为不规范、信用机制不健全、行政垄断倾向严重、行业

自律性差、多头管理等。

７文化服务业

根据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份研究报告，“九五” 以来，广州文化产业以明显高于第三产业均值的速度

增长，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按 “中文化” 口径计算，１９９５～２００３年文教广电出版业年均增

速达２０％以上，所占比重则由３９％上升为７１％，增加值估计约６０～７０亿元 （不含教育）。今后５～
１０年，随着广州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以及音像、

电影、演出、培训等领域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预计文化服务业将继续呈现高速增长之势头。

８旅游业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广州利用其旅游资源丰富、市场运作方式成熟的优势，不断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积极拓展新生代旅游品种，相继推出珠江游、工业游、广州一日游等特色产品，使旅游业呈现

稳步发展的态势。据统计，２００３年以旅游酒店、旅行社、旅游景点为主体，广州旅游业总收入为４５０
亿元，旅游业增加值估算约１３０亿元。广州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客源市场仍较狭小、行业集

中化程度低、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旅游产品和龙头旅游企业、有关政策与 ＷＴＯ规则仍有一定距

离、市场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等。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广州旅游业将保持平稳增长之势。

９房地产业

随着城市化的拓展和深化，广州房地产保持了稳步发展的态势，而广州房地产市场也是国内少数几

个较成熟的市场之一。随着广州 “南拓”、“东进” 战略的推进、城市郊区化趋势的出现以及环城高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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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的相继建成，广州房地产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预计今后在国家宏观调控背景下仍可保持平稳增

长之势。目前，广州房地产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公共配套滞后于房地产开发、土地 “囤积” 现象

严重、自有开发资金比重偏低、市场面临 “诚信危机”，违规开发、虚假广告、中介混乱、物业管理不

规范等现象大量存在。

（二）广州现代服务业的总体分析

综合以上，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整体状况如表６ ４４所示。

表６ ４４ 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情况表 （２００３）

行 业

项 目 增加值

（亿元）

就业人员数

（万人）

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未来几年行业增

长率预计数 （％）

现代商贸业 ６０ ＞１０ ３８ １０

现代会展业 ２０

现代金融业 １８５ ６６２ ２７９ ５

现代物流业 ６０ １５

信息服务业 ２００ ７７５ ２５８ ２０

专业服务业 ５０ ＞１０

文化服务业 ６０ ２８１ ２１４ １５

旅游业 １３０ ＞１０ １０

房地产业 １３４ ７０ ２１６ １０

现代服务业合计 ８７９

扣除重复计算后现代服务业合计 ６００～７００

占全部服务业比重 （％） ３１～３７ ２０～３０

从以上一个粗略的估算可以看出，目前，广州现代服务业的总量规模大致在６００～７００亿元，约占

服务业的１／３左右，就业人员估计占１／４左右。从行业增加值贡献、就业贡献、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其变

动趋势看，商贸、金融、旅游、房地产为当前的４大支柱，发展较快的是物流、会展、文化服务、信息

服务等新兴服务业，较有发展潜力的是专业中介服务业。

三、对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评估

１广州服务业所处的发展阶段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广州已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通过与国际上一些城市比较，目前广州

服务业相当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的东京、８０年代末期的香港和９０年代初期的汉城的发展水平。

２广州现代服务业在国内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目前，广州处于第一集团，基本与其经济中心地位相适应，具有一定的行业比较优势。从量化分析

结果看，广州服务业规模居国内城市第三位，增加值比重仅次于首都北京，人均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居国

内十大城市之首，无论从规模、结构还是质量看，在国内均处于领先水平，与其经济中心地位相适应。

从区域格局看，广州服务业发展是省内的龙头，华南的中心，泛珠三角的 “双龙头” 之一，国内二大服

务业枢纽型城市之一。从全国十大城市服务业发展对比看，广州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是物流业、商贸业

和包括信息服务等在内的社会服务业，这是广州今后应着力保持和巩固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些

发达中心城市相比，广州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处于明显劣势，这对其华南经济中心的地位形成了极大

制约。

３广州现代服务业在国际大都市体系中的地位

广州现代服务业基本符合国际标准产业结构，但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在国际大都市格局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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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偏后位置，世界银行将各国或地区按人均ＧＤＰ分为４个组别水平。中国内地整体属于下中等收入国

家，而广州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表６ ４５明显地看出，中国与国际标准产业结构的偏离度较

大，而广州与国际标准产业结构偏离度较小，表明广州的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更协调一些。尽管广州产业

结构与国际标准结构差异较小，但从服务业结构的国际比较看，广州服务业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

距，特别是在体现都市集聚辐射、综合服务与创新等功能性指标上 （表６ ４６）。从服务业国际比较看，

纽约、伦敦、东京等老牌大都市无疑位于世界 “第一集团”，香港、新加坡等新兴大都市居次，而广州

与曼谷、吉隆坡等能级相若，仅属于 “第三梯队”。

表６ ４５ 广州服务业比重与国际标准产业结构水平的比较

下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内地 上中等收入国家 广州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 ５３ ３３５ ６１ ５３９

服务业就业比重 （％） ４７ ２８６ ５６ ４３２

人均ＧＤＰ（美元） ７５６～２９９５ １１００ ２９９６～９２６５ ５８５０

表６ ４６ 广州与国际大都市专业服务功能的比较

城 市

指 标 外汇日交易额

（亿美元）

出口占世界份

额 （亿美元）

接待境外游客

（万人次）

外资金融机构

数 （个）

跨国公司总部

数 （个）

每万人口大学生

数 （人）

发表科技论文

数 （篇）

纽约 １９２０ １８００ ３１３ ４３５ ５１６ ８５５１

伦敦 ３０３２ ９９０ ４３０ ４７４ ５４０ １４０５１

东京 １２８０ ２２ １３６０ １１５ ２４２ ５８２ １１５８２

香港 ６１０ ３２ １０２０ １５７ ３８０ １１６

新加坡 ７９０ １９ ６７０ ２２０ ２１３ １７３

广州 ０１ ０３ ３６２ ７９ ＜１０ １３９ ２３００

４广州现代服务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从量化分析结果看，目前广州现代服务业规模占整体服务业比重大致为３０％～４０％左右，占全市

ＧＤＰ不到２０％，总体上表现为 “规模小、比重低、素质弱、影响微”，与现代大都市目标相去甚远。由

于广州金融业大而不强，中介企业普遍小、散、弱、乱，现代物流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加之外资企

业与本地服务业之间呈现出弱相关，广州现代服务业还不足以满足国民经济尤其是现代制造业的发展需

求。

５就业效应

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广州就业的主要增长点。从就业增长弹性值的年度对比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

来，广州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总体上是逐步减弱的，而服务业则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成为吸纳新增

就业的 “主力军”。从１９９０年以来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吸纳就业情况看，社会服务业、邮电通信业、房地

产业、文教广电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广州传统优势行业———商贸餐饮业是就业增长较快的行业，而这些

行业绝大多数为现代服务业，这表明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６对外开放

目前，广州服务业利用外资超过工业，但整体外向度仍较低。

四、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因素

１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 总体技术含量不高。除软件等个别知识性服务业之外，多数代表性行业的增加值率较低，如旅

游业、商贸业、房地产业的附加值率都难于达到３０％以上。许多行业在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服务模

式和手段上仍明显不足，如物流业、文化产业等。

１５４第六篇 国外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对广州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２） 行业集中度低，缺乏大型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除物流业和文化产业的情况稍好外，其他行业

普遍集中度低，大而不强，辐射力弱，缺乏大企业。商贸业是最突出的典型，而广州几十家大小证券商

加起来仍远不及高盛、美林等投资银行一家的实力。

（３） 内部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从现代服务业总体分析看，商贸、物流、会展、旅游、信息等

行业发展相对较好，优势较突出，而金融、物流、中介、文化等行业发展尚不尽如人意，与广州的经济

中心地位也不太相称。行业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如广州最具传统优势的商贸业，其连锁经营的比重却明

显偏低。

（４） 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关联度较低，对生产性服务业拉动力明显不足。广州在战略上确立了

以基础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思路，然而，根据调查看，广州以工业企业为目标的生产性服

务业却发展滞后，难于满足现代制造业的配套发展需求。

２主要制约因素

（１） 内涵式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城区环境和配套设施明显不足，特别是城中

村改造滞后所造成的城市内在素质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对环境要求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２） 服务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广州在２１世纪之初虽然对城市进行了新的大规模规划，但老城区服

务业过于密集和新城区服务业配套不足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不合理也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现代服务业发展。

（３） 对服务业投入不足制约了现代服务业发展。就许多高级服务业的发育而言，在发展初期必须依

赖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公共平台，如文化产业、体育、旅游业、物流业等都需要政府在相关基础设施上

实行大规模投入，而在这方面，作为中心城市而言，政府的投入或引导性投资是相对不足的。

（４） 传统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一些服务业行业的高度垄断和行政区割形象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这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 “通病” 和 “痼疾”，需要在政策和体制上进一步突破。此外，科、教、文、卫、

体等社会福利性行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也成为新兴服务业发育壮大的重大障碍。

（５） 现代服务业所需的尖端专业人才匮乏。这主要表现在投资管理、信用评估、风险投资、创业辅

导、审计等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还比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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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背景及战略意义

一、发展背景

１国际服务业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首先，从产业层面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界限越

来越模糊。其次，在服务业内部，以金融、文化、房地产、专业服务等为代表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迅速发展，比重越来越高，而批发、零售、餐饮和旅馆业却出现了负增长。最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

和制造业水平的提高，企业越来越专注于其核心能力的培育，而源于制造业企业的活动外置化正成为带

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２国家开始将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服务业成为就业主渠道的今天，我国

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与当前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产生了巨大矛盾。针对这一现实，我国政府开始从国

家战略高度上重视服务业发展。

３“入世” 后过渡期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对广州垄断性服务业产生影响。随着许多行业３～５年过渡

期的相继结束，其国内市场面临进一步开放的局面。广州虽服务业相对发达，市场运作基础较好，但市

场开放仍会对文化传媒、零售商业、出版、银行、电信、医疗等高垄断行业产生短期冲击。

４“泛珠三角” 经济圈的建立为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

议》 正式签署，其１０项合作领域中有７项领域都属于服务业范畴。因此，从很大程度上看，泛珠三角

的合作是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这一政策背景为广州服务业拓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５新一轮服务业的国际转移使具有地利之便的广州获得承接提升之先机。作为全球最大的外资吸

收国，新一轮国际服务资本向中国的转移趋势明显加速。在这种背景下，拥有服务业优势并处于 “桥头

堡” 地位的广州无疑具有先发优势，有可能通过积极承接国际先进服务资本提升服务业水平，提高服务

业国际竞争力。

二、战略意义

１有效扩大社会就业。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增量效应、平衡扩张效应和关联带动效应，从广

州现代服务业发展趋势看，现代服务业是未来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助于

缓解当前比较严重的就业压力。

２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势看，国民经

济的些微加速已造成了普遍而严重的煤、电、油、运异常紧张的局面，广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

此，中央政府适时作出了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的战略决策。而要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加速企业信息

化、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和减轻环境污染，就离不开研发、广告、培训以及高效率的物流系统等现代服务

业的支持。

３是广州建设 “现代化大都市” 的重要保证。从现实条件看，广州的服务业发展无论在规模上、

层次上，还是对外辐射能力上，与国际著名大都市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要实现建设 “现代化

大都市” 的宏伟目标，广州就必须以更高的起点、更大的力度加快发展高增值、强辐射的现代服务业。



第六章 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分析和趋势展望

（一）广州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要素

以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为因变量，以对服务业发展影响较大的人均ＧＤＰ、城

市规模、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等４个因素为自变量，采用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间数据，构建两个多元回归

模型 （表６ ４７）。

表６ ４７ 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相关变量表

因变量 城市化 人口密度 人均ＧＤＰ 人口总量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０１７０６４６ ０４２７２１９ ６２９４２８６ －７１５Ｅ－０５

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 －０１１６９５６ ０３０２２８１ －０５４２８０６ －３１６Ｅ－０５

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１） 广州服务业发展与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呈正相关，与人

口规模呈负相关。（２） 其中人均ＧＤＰ对服务业发展相关系数最高，影响最大，它直接决定了人均可支

配收入水平，而收入越高，对高端服务产品的需求越大，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拉动越有力。而人口密度和

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发展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表明其影响力次之，但从现实看，这两个因素分别决定

了区域的人气和服务业的有效需求规模，对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３） 在数百万人口的城市级

别上，人口规模变动对广州市的服务业发展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二）对广州市服务业发展需求因素的分析

（１） 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的大发展会对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强大需求。随着新一轮产业

结构调整，广州市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将会从整体上获得巨大发展。由于新兴工业服务含量较

高、服务需求较多、剥离趋势增强以及后续服务拉动力较大等，必然会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强大需

求。

（２） 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将会有效扩大服务需求。随着广州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加速，以消费类电

子及通讯产品、轿车、住宅为代表的新的消费热点开始出现，这些消费热点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对服务

业的带动系数较高。因此，这些消费热点将会对服务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

（３） 新一轮服务业体制改革将释放出部分服务需求。目前我国经济中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

业主要在金融、电信、教育、卫生、文化、信息传媒等行业中。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垄

断行业的改革，包括放宽准入领域，降低准入条件，培养多元化主体等，而这必然促进服务竞争，提高

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从而达到刺激和扩大服务业消费的目的。

（４）“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为广州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

（三）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趋势预测及展望

（１） 受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的Ｗ型规律所使然，广州 “二、三产业并重发展期” 还远远没有结束，

经济增长的 “双引擎” 格局依然持续，今后一段时期广州服务业比重有可能出现停滞或小幅回落。

（２） 由于重化工业的领先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源替代效应，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广州整体服务业发

展速度将有所放缓，大致保持在１２％左右的增长速度，而现代服务业部分受金融业、房地产等增长迟

滞性行业的拖累，整体上也只能保持略高于１５％的年均增长速度。

（３） 未来一段时期，在广州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变动中，以流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比重总体

上将进一步下降，以旅游、房地产、金融为代表的传统高级服务业的比重将维持现状或略有上升，而以

现代会展、信息、文化、中介服务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则有望保持快速甚至高速增长的势头，在服务业

中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二、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战略目标

（一）总体思路

紧紧抓住新一轮国际资本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重大机遇，坚持 “产业化、市场化、社

会化、品牌化、国际化” 的发展导向，以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为动力，以 “深化改革、扩大准入、加快

改造、优化布局” 为战略着力点，加快广州ＣＢＤ建设，大力发展 “总部经济”，积极承接国际服务资本

转移，加大国际现代服务资源的引进和聚集；合理确定服务业的政策导向，凸现广州现代服务业的区域

特色，重点发展物流、会展、金融、专业中介服务等四大生产型服务业，巩固提升商贸、房地产、旅游

等三大传统优势服务业，大力培育信息、文化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同时，以举办 “亚运会” 为契机，借

助城市 “南拓” 尤其是广州新城的建设，优化服务业空间布局，增加服务业投入，提升服务业档次，打

造一批对全市服务业发展有强大带动作用和体现广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点功能片区和新的增长

极。概括起来就是：①两大动力：以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为动力；②四大战略着力点：深化改革、扩大

准入、加快改造、优化布局；③五大发展导向：市场化、产业化、品牌化、社会化、国际化；④六大功

能集聚区：商贸业功能区、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国际枢纽性物流园区、科教文化集聚区、会展中心区、

信息产业聚集区。

（二）战略目标定位

１总体目标

到２０１０年，力争把广州建设成为国内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品牌众多、手段先进、特色突出、集

聚力强、辐射面广、外向度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先进示范基地。把广州的服务业发展成为

与制造业并驾齐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的重要产业。把广州建设成为全省乃至华南地区最具

影响力的服务业龙头城市，全国现代服务业的三大枢纽性中心城市之一，并且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二梯队

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服务业中心城市。

２区域定位

（１） 在广东省的定位：全省服务业的龙头城市。未来广州服务业的发展中要特别注重发挥省会城市

的优势，把广州建设实力雄厚、超前发展、带动全省的服务业龙头城市。

（２） 在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定位：随着ＣＥＰＡ的实施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深入，广州和香港可

并列为泛珠三角区域的服务业 “双龙头” 城市，广州市与深圳在服务业的发展中将是竞争与合作、功能

互补的关系。

（３） 在全国的定位：具有区域特色的三大服务业枢纽中心城市之一。广州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全国排

名第三，广州在相当多的服务业行业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有周边强大的城市群腹地作为支撑，面临

区域合作、举办亚运会、新机场、南沙港口、大学城建成等一系列发展机遇和新的增长点，广州服务业

将继续保持全国三大枢纽城市之一的地位。

（４） 在东南亚地区的定位：第二梯队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心城市。广州的发展目标是成为辐射华

南、影响东南亚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东南亚的主要城市中，广州服务业影响的区域较大，在商贸、物

流、会展、信息等服务业领域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广州正处重化工业迅速发展时期，生产型服务业

的发展空间大。在东南亚地区，广州服务业发展目标是成为第二梯队中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心城市。

３主要发展指标

今后１０年内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争取保持１２％～１３％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保持在５５％左右，争取达到６０％；到２０１０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

重，达到５０％左右。现代商贸业方面，把广州建设成为 “华南商都”，率先基本实现商业现代化，总体

上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城市商业水平；现代物流业方面，把广州建设成中国南方国际现代物流中心，

到２０１０年基本建成物流信息和物流运输两大平台，第三方物流占物流市场的比重达到２３％左右；现代

金融业方面，把广州建设成为泛珠三角区域的金融中心城市；信息服务业方面，把广州建设成为全国首

屈一指的数字化先导城市和三大信息服务聚集中心之一；会展业方面，发展成为 “中国现代会展之都”，

５５４第六篇 国外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对广州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并力争成为在东南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会展大都市；中介服务业方面，要逐渐建成国

内服务体系完整、境外中介机构云集、知名品牌众多、监管机制健全的 “中介服务枢纽型城市” 之一；

文化服务业方面，广州市要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和文化产业中心市场之一；旅游业方面，把广

州建设成国际化区域性的旅游中心城市。

６５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七章 广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和总体布局

一、广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重点

（一）现代商贸业

要加快国有商业企业改制转型的步伐，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打造一批在

全国有影响的商贸业 “航母” 集团。２００５年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３３７４亿，同期全国６７１７７亿

元，北京２９０２８亿，上海２９７２９７亿，广州居第三，要通过规划引导，推动连锁经营向更大范围、更

深层次发展和延伸，逐步确立连锁经营在商贸服务业中的主体地位，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连锁企

业集团。以构建 “立足大珠三角，辐射国内外” 的批发市场体系和形成 “广州价格” 为目标，制定高级

批发市场总体发展规划。在汽车、服装、产品、电器、钢材、图书音像制品、皮革皮具、美容美发用

品、玩具、花卉等行业建成以产业为支撑，集采购、展示、研发、信息发布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商贸采

购中心。

（二）现代金融业

广州要高度重视金融业的发展，加强和省里的沟通，尽早出台促进广州市金融机构运行发展、资本

市场发展、金融中心区建设、高级金融人才引进、设立业务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金融基础建设等方面的

扶持政策，为金融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以现有的强势金融企业为龙头，通过加大金融

机构兼并重组力度，筹建金融控股公司，做大做强金融企业，打造金融品牌。加强与港澳地区在金融领

域的合作，努力提升广州金融业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基

础工程。

（三）现代物流业

全面推进 《广州现代物流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加快物流园区规划的落实，在用地规模、建设资

金、运作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和落实，使广州物流园区的建设有突破性的进展。近期要加快南沙港口物

流园区的建设，尽快形成物流园区的功能，同时要加快其他区域综合型物流园区和物流配送中心体系的

建设。培育和组建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集团，对现有储运、运输、仓储、邮政等国有物流企业进行改

革、重组，加快大中型国有物流企业向股份制物流企业的转制，加速传统物流向以第三方物流为主的现

代物流转型。鼓励民营、外资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打造广州第三方物流企业的

“航母”。

（四）会展业

以中国第一展——— “广交会”（从２００７年起改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为依托，以新建成的广州

国际会展中心为重要基地，扩大广州博览会、国际旅游节、国际文化节、国际美食节、国际服装节、留

交会等会展品牌的影响，积极培育和提升汽车、珠宝首饰、皮具、建材、花卉等专业会展，打造一批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会展品牌。吸引国内外政府、组织和企业到广州举办各种类型的会议，“会议经济”

与 “展览经济” 共同发展。积极推进广州会展企业的战略重组，整合会展资源，组建大型会展企业集

团。以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装备广州的会展业，提高会展业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明

确政府在会展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将政府工作重点转到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上来。抓紧制定有关

会展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编制会展业发展规划，逐步建立有效的行业自律和协调机制。

（五）信息服务业

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第二产业，大力推进企业的信息化是广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也

为广州市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信息服务来推动广州市商贸、物流、会展、金融、文

化、中介、旅游等服务业的信息化建设和技术进步，为这些产业的持续发展拓展空间。依托现有的广州

科学城、广东光谷、天河软件园、黄花岗信息园、南沙资讯科技园等信息产业高科技园区，不断扩大产

业基地，提高园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为信息服务企业中各种生产要素的转移和重组创造便利条件。在



人才的吸收和储备上，广州市要做好战略规划，广纳贤才，为广州市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知识动力。

（六）中介服务业

中介服务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重点发展各类中介服务业，形成中介服务的品牌。中介服务

业的发展需要理顺管理体制，加强规范管理。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明确

各自的管理职责。规范中介组织的主体资格和职责，明确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对于经营性中介组织，

其独立经营的法律地位，唯有通过工商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予以确认。对于行业协会来讲，要加快

政府机构职能转变，明确划分政府与行业协会各自的职能。要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加快政府

业务让渡、服务购买的步伐，对专业性、技术性、程序性的事务应逐步授权或委托给行业协会。

（七）文化服务业

以 “文化强市” 为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加快文化、传媒产业改革开放的步伐，按照现代企业

制度的要求，以资本为纽带，组建多个文化产业集团。建立广州日报、广州新华书店和广州广播电视等

３个在国内同行业前１０名的大型媒体集团，争取把广州日报和广州新华书店建成在东南亚有影响力的

媒体品牌。创建２～３个在全国具影响力、辐射东南亚的杂志品牌，建立１～２个期刊产业集团，形成２
～３个音像制品连锁经营集团。发展电子出版物，建立若干个电子出版社，建设全国规模最大、辐射东

南亚的电子出版物交易平台。引入中介办好羊城国际粤剧节和中国音乐金钟奖 （广州） 比赛，继续做大

做强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广州之夜和广州假日文化周，打造具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八）旅游业

实现旅游产品的综合开发战略，打造广州旅游精品。把广州建设成为以历史文化名城为基础，以近

代历史为主题，以 “食在广州”、岭南民俗、购物天堂为烘托，以 “广州一日游”、周边区 （市） 特色游

为主打产品，城市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国际化区域性的旅游中心城市。在旅游产品的空间布局上 “以城市

辐射农村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相结合”，进一步开放旅游市场，加强区域合作。实施亚运旅游开发战略，

以亚运会为契机，促进广州旅游业乘势而上新的台阶。加快对酒店企业集团的培育，引进国际酒店品

牌，在服务、经营、运作等领域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整合餐饮资源，挖掘广州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形

成具有强力竞争力的餐饮集团。

（九）房地产业

广州房地产业的发展要继续实施品牌战略，大打 “生态牌”“文化牌”“体育牌”“教育牌”，营造

“地铁概念”“亚运概念”。锐意创新，运用先进科技，提高房地产业的技术含量，打造城市精品。政府

要切实强化一级市场的宏观调控机制，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和用地规模，完善房地产项目批建程序，建立

有效的监督机制。广州房地产业的发展要合理布局、优化结构，通过政策引导房地产开发商在不同档次

的房地产建设项目上形成合理的投资和建设比例。

二、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总体布局构想

（一）广州现代服务业总体布局的基本构想

１总思路

根据广州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定位、按照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的方向，根据服务业行业空间分布的一

般规律，对服务业进行科学规划，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合理布局 “三大圈层”，打造 “三港一网” 新

的增长极。

２服务业分布的基本构想

以中心城区为内核，按区域功能向外分３个层次展开：①核心圈：核心圈的范围是中心城区。中心

城区的现代服务业突出发展 “精、高、新、特”，即打造城市商业精品、建设金融中心区、发展高科技、

信息等新兴产业以及凸现城市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核心圈分布着服务业的３大中心区，即天河中心

区、北京路—上下九中心区、环市东中心区。３大中心区在功能上各有侧重，形成优势聚集、辐射功能

强大的核心圈。②中圈：中圈是环城高速公路以内的区域。中圈服务业的发展依托靠近中心区的地缘优

８５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势，大力发展中高档批发市场、物流配送中心、直接为工业区服务的产业服务业、大型郊野休闲购物中

心（Ｓｈｏｐｍａｌｌ），“承内启外”，扩大中心区的辐射功能。③外圈：外圈是指环城高速以外的区域。外圈

服务业的发展依托工业基地、港口、机场、陆路交通网络和生态资源，大力发展大型物流园区、直接为

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服务业、房地产业、生态旅游业等，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强化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和

辐射功能。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运作网络化，三个圈层只是从城市区域的功能进行划分，体现

各个不同区域的重点与特色。

３打造 “三港一网” 服务业新的增长极

“三港一网” 是指以南沙深水港为依托的 “海港经济区”、以新机场为依托的 “临空经济区”、以新

火车站为依托的 “陆港经济区” 和地铁沿线商业网。打造 “三港一网” 服务业新的增长极，是优化广州

服务业空间布局，形成整体发展优势，推动和支撑广州制造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重点打造现代服务业的六大功能区

１中心商贸功能区

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北京路商业区、天河商业区、西关商业区等核心商业区的功能，加快整治、改造

及配套设施的建设，打造成为南国商都的明珠，成为代表广州国际性城市第一形象的品牌商业区。

２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 或金融中心区

广州应该积极借鉴国内外ＣＢＤ建设的经验，加强对广州ＣＢＤ的区域定位、功能定位、发展规模、

发展特色及管理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加快ＣＢＤ的规划和建设。应特别重视珠江新城ＣＢＤ的开发与建

设，同时整合和提升环市东路、东风东路、沿江路等地商务中心区的功能。

３国际枢纽型物流园区

加快三大国际性枢纽型现代物流园区的规划建设。黄埔物流园区发展重点在于资源整合，真正形成

“一区多园”、功能侧重的国际物流园区。南沙国际枢纽物流园区以港口物流和临港工业为依托，建成中

国南方国际港口物流中心。空港物流园区的发展目标是建成高科技产品研发、生产与配送中心，打造国

内最大的航空物流基地之一。

４科教文化产业集聚区

科教文化产业集聚区重点是建设好广州大学城和广州科学城。广州大学城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全国的

重要科教节点之一、华南地区的高级人才培育中心及广州地区的科教核心和中央智力区。广州科学城重

点产业发展方向是，计算机及软件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光电子产业、新材料产业、环保设备产业等，

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科学中心。

５会展中心功能区

广州的会展中心功能区主要是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区和流花会展中心区，２００６年刚刚结束的第１００
届广交会累计成交额３４０６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１３８２亿，占４０６％，轻 工 产 品１１５５亿，占

３３９％，农产品１１亿，占３２％，有２０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９２６９１名采购商到会，欧美达６６６１７人。

广州国际会展中心要加快交通、通讯、商务、商贸、酒店等基础设施和配套工程的建设，把琶洲岛建成

为全国一流的、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型博览城。同时改造和提升流花会展中心区。

６信息产业中心区

主要是黄花岗信息产业园区和天河信息产品交易集聚区。以黄花岗信息产业园和周边地区的科技优

势为依托和核心，形成广州最重要的国际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集散地之一，并成全国最具知名度的信息

产业园区之一。天河信息产品交易集聚区荟萃了国内外最新的电子产品，形成了巨大的品牌效应，要尽

快解决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改善内部经营环境和条件，提高档次。

９５４第六篇 国外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对广州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第八章 推动广州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高度重视，规划先行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现代服务业在广州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看到广州

现代服务业具备了在全国率先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现代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广州

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也直接影响到广州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影响和辐射功能的发挥。要像重视制造业那样

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把现代服务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来发展。要切实加强对现代服务业的引

导，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要求的服务业管理体制。广州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坚持 “规划先行”，研究制定好现代服务业的总体发展规划，并加紧制定会展业、

金融业、中介服务业等主要行业的发展规划以及中央商务区、信息产业园区、临空物流园区等主要功能

区的规划，积极推进已制定发展规划的行业和功能区规划的实施。

二、深入服务业领域的改革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广州要以敢于探索的精神，积极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除

个别涉及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所有的服务行业都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外商、跨

国公司率先进入广州的金融、电信、物流、中介等高垄断服务业。

服务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明显滞后于工业行业，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

目标，使服务业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有突破性的进展。要积极支持民营、外资企业以控股、参股、收购、

兼并等形式参与国有商业、交通、会展企业的改革，组建大型混合所有制企业。积极推动文、教、卫、

体等传统公益性事业部门的改革，加快这些行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对于

一些在短时期内不能完全开放的行业，要尽快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逐步创造市场化的

条件。

三、培育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在现代服务业的主要行业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是广州市现代服务业取得重大

发展的关键，也是迎接中国进入ＷＴＯ后带来的严峻挑战的重大举措。“做大、做实、做强” 的出路首

先在于资源整合。整合商业资源，组成多种经营的战略联盟，培育在国内市场举足轻重的大零售商；整

合会展资源，打造国内一流的专业展览集团公司；整合物流业的资源，建设大型第三方物流集团。同

时，鼓励和支持组建跨行业、跨地区、产权多元化的综合性企业集团。重点整合广州市商业和旅游业资

源，积极推进商旅业企业集团的组建，力争把商旅业企业集团培育成广州服务业的一面旗帜；组建集会

展业、广告业、旅业于一体的会展集团公司；培育既有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又有其他咨询机构的综合型

中介机构等。

四、实施 “品牌” 战略

“品牌” 是对产业和产品整体内涵的集中标识，“品牌” 战略已成为服务业竞争的强大武器。服务业

的品牌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大的方面来说，要打造品牌行业、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旅游线

路、品牌功能区；从小的方面来说，打造品牌商店、品牌学校、品牌报刊、品牌节目。广州是历史悠

久、享誉全国的商贸城市，在服务业领域有众多的老品牌，如老字号的商铺、商业街、餐饮店、知名的

旅游点等，这是无价之宝，要特别注重对其保护和发掘，使之发扬光大。对于会展业、信息服务业等新

兴产业中已形成的品牌，如 “广交会”、信息产品交易市场等，要进一步提升和扩大影响，“把金字招

牌” 擦得更亮，在更多的行业上下功夫培育和创造品牌。

五、增加对现代服务业的投入

投入不足是广州现代服务业规模小、档次不高的重要原因。首先要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增加对现



代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建立政府的引导资金、支持有条件的服务行业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二是探索靠市

场机制筹集资金的服务业发展新机制。引导商业银行在独立审贷基础上，积极向服务业项目发放贷款；

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通过股票上市、企业债券、产业投资基金、项目

融资、资产重组、股权置换等方式筹措资金。三是重视服务业的招商引资，加快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步

伐。为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应在服务业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制定 《广州市服务业发展方向指导

目录》。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要加大服务业的科技投入。积极推进服务业的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

现有的信息主干网络平台，建立服务业信息服务系统和相关的基础服务平台，优先发展技术含量高、关

联度大的新兴服务业。

六、加强国际合作与区域合作

广州要抓住新一轮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历史机遇，主动寻求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吸引跨国

公司将研发中心、服务中心及地区总部设在广州，开拓在现代服务业各个领域的深入合作。香港是世界

上享有盛誉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在众多的专业服务领域都有着很强的优势，存在着向周边

地区转移和扩张的强烈冲动。广州要主动接受香港的辐射，加强与香港在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合作。要积

极改善与香港在服务业领域合作的环境与条件，加强合作机制的研究。

在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州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在服务业领域的全面合作。除了强化和提升在商贸、流

通、会展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外，需要努力开拓在金融、物流、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中介等领域

的全面合作。充分发挥发挥广州在港口、机场的优势，与周边省市开展海铁联运、海空联运、水水联运

等。

七、大力推进内涵式城市化进程

城市中心区应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信息化水平和技术含

量，形成市中心区现代服务业的中枢功能。对于不适宜在市中心区发展的服务业，应逐步迁移出去。同

时要加快旧城区改造的步伐，为中心区现代服务业发展腾出空间。对于新的建成区要大力推进内涵式城

市化，在产业布局上实行 “退二进三”，加快 “城中村” 改造，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提高建成区的内在

素质，营造适合于现代服务业生长的空间载体。对于规划建设中的新城区要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生活环境，吸引人们安居乐业。结合中心镇产业发展现状、区位优势、历史文化特点等，加快服务

业的发展，形成方便舒适的生活氛围，产生强大的人口聚集效应，引导农村人口向中心镇的转移。

八、营造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一是制定积极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完善消费信贷办法，扩大城乡居民消费。把汽车消费、住

宅消费、信息消费、文化体育消费、旅游消费市场的发展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领域。二是创造透明、公

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建立和完善服务业发展的法规体系。依法行政，规范审批程序，完善公开招投标

制度。加大对服务业市场监管力量的投入，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制定商贸业、现代物流、会展业等行

业的政策法规，健全食品安全监督的管理规定等。

九、构筑现代服务业人才高地

现代服务业是各类高级人才聚集地，广州现代服务业的高级人才和专业人才仍十分紧缺，要以超前

思维和战略眼光，加紧制定现代服务业的人才战略和政策体系。为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一是要充分发

挥广州的教育资源优势，有计划地在现有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增设服务业紧缺的专业，可以考虑在大学

城建立２～３个专业培训中心。对于紧缺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可以与国内外的高等学府或培训机构联合

办学。二是营造良好环境，引进国际上服务业的高级专业人才。利用毗邻港澳及区域合作的机遇，大力

引进香港高端服务业的人才。三是设立服务业人才专项基金，有计划地选拔资助一批中青年优秀专业人

才出国深造。四是逐步建立服务业的职业资格标准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

１６４第六篇 国外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律对广州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第七篇

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对广州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第一章 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背景

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总的来说还很不成体系。现有的经济一体化理论，观点纷呈，应该说还没

有比较权威或比较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一方面，现有的研究一体化理论的学者，大都是欧美等发达国

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角度都是从发达国家出发的，他们甚至得出过传统的关税同盟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的论点。另一方面，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只是从地

理经济角度进行研究。同时，我国研究区域经济也主要是在与行政区经济的边界或区别上入手，更多的

往往只局限在国内地区之间的区域分工问题上。作为一门学科来说，经济一体化还应该有自己相对独立

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一、一体化理论的演进

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里的国际经济就是区域经济。区域是包

括部分国家和地区 （一国内的部分或数国的部分区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精髓是国际贸易理论”，

这是较早时期的一种观点。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鲁普 （ＭａｃｈｌｕｐＦｒｉｔｚ），

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有相当推动作用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贸易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是毋庸置疑的。弗里茨·马克鲁普，从内容上

入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他认为，“一切市场上供应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充分流动，

以及无差别的待遇是一体化的必要条件，经济一体化的本质特征是劳动分工”。波兰经济学家斯坦尼斯

劳·查尔斯托斯基 （Ｃｈｅｌｓｔｏｗｓ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 曾评价说：“这是按国际劳动分工的要求来调整各国的经济

结构。” 马克鲁普则说，“这是一般的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同一时期，同样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贝拉·巴拉

沙 （ＢａｌｓａＢｅｌａ） 在１９６１年提出了 “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 的定义。他提出，“就

过程而言，他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差

别待遇的消失”。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体化应该定义为平等、自由、繁荣”。１９８０年，彼得·罗

伯逊 （ＲｏｂｓｏｎＰｅｔｅｒ） 则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比较趋向

于贝拉·巴拉沙提出的一体化是过程和状态的定义。

美国的经济学家贝拉·巴拉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和阶段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他较早的研究认

为国际经济一体化有５种形式：①自由贸易区；②关税同盟；③共同市场；④经济联盟；⑤完全经济一

体化。

１９６８年，里查德·Ｇ·李普西 （Ｌｉｐｓｅ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Ｇ） 提出国际经济一体化类型要在这５种之前增加一种

类型，即特惠关税制度———内部关税低于外部关税。事实上，特惠关税制度下，不同国家间商品贸易上

关税的差别只是有所减少，并没有消除，显然这不符合一体化。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都不赞同增加特惠

关税制度。到了１９８０年，英国经济学家阿格拉 （ＥＬ—ＡｇｒａａＡＭ） 在 《欧洲共同体经济学》 一书中，

将单一商品上的经济一体化，欧洲煤钢共同体，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第一种类型，将国际经济一体化

的类型增加到６种，这是一体化的经验总结，因而是正确的，但只能算是一个特例。

关于各国政府对一体化的作用，１９６５年丁伯根在 《国际经济一体化》 一书中指出，国际经济一体

化每种形式或阶段的实现，都与各国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政府的作用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

关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安确斯·因特 （ＩｎｔａｉＡｎｄｒａｓ） 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

合作的一种形式。而丁伯根则认为，超国家机构来集中控制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才是完全一体化。事实

上，国际合作的方式国家主权和政策的让度很小，而一体化这方面让度比较大。因此，我们说国际经济

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转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进入２１世纪，与经济一体化密切相关的世界经

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１跨国投资快速增长

进入２０世纪末，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加速，跨国公司的生产已占全球ＧＤＰ总量的４０％，对外直接

投资 （ＦＤＩ） 输入和输出存量之和占全球ＧＤＰ的２ｌ％。全球ＦＤＩ１４万亿美元中，跨国并购就占了１１



万亿美元。资本、管理、技术、信息等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大量的跨国界配置，劳动力要素由于各国交

往的便利，自然资源要素由于交通的便捷，这些都相当于空间距离缩短，推动了生产要素跨国界大规模

流动配置。

２知识经济快速发展

服务业大量兴起，推动了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加速了知识经济的到来。以知识为产业和以知识要

素相关的产业快速发展。知识以信息和其他产品或要素为载体在全球快速流动，在促进各国技术进步，

科学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３发达国家货币形态的财富快速增长

２０世纪末，全球ＧＤＰ３０万亿美元中，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就占了７０％左右。资本

在全球流动加速，金融创新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区域范围内，货币一体化已落后于实体

一体化。欧盟货币统一，深化了人类对经济一体化研究的实证补充，人们更加关注欧洲政治联盟或欧洲

联邦的发展。

４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全球原计划经济国家相继开始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随着这些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完

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入ＷＴＯ，全球在市场经济的统一运行机制下，各国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

进一步加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存在，相互融合，共

同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成功实践。这些都为国际政治一体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图７ １ 要素贡献随经济时代的变化

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经济发展的时

代特征使产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

级到高级不断变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

的到来，经济增长的形式和生产要素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也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

农业经济时代以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为 主，

工业经济时代以资 本 密 集 型 产 业 为 主，

知识经济时代以技 术 密 集 型 产 业 为 主。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生产要素对经济

的贡献越来越大 （图７ １）。

图７ １中，曲线ＯＧ、ＯＣ，ＯＬ分别

表示知识要素、资本要素、自然资源要

素对不同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贡献。曲

线的不同形状反映出不同时代各种要素的贡献差异。自然资源要素的贡献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呈缓慢下降

趋势；资金要素的贡献呈直线上升；知识要素的贡献以二次曲线形式出现，反映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成几何级数增长。在工业经济时代，曲线ＯＣ超过ＯＬ，说明劳动力等自然资源贡献的降低是以

资本要素贡献的增加为前提，这也正好说明了随着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资本替代劳动力，会造成劳动

力需求量的下降。在知识经济时代，曲线ＯＧ超过ＯＣ以后，知识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进一步替代了

劳动力，社会更加进步。另一方面，各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经济时代的演

进，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在第二产业中比重在初期阶段上升，在发达阶段下降；在

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则会逐渐上升。这些都加速了传统企业生产模式和交易模式的改变。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企业的无形资产、创新能力等日趋重要，与此相关联，全球

已进入投资导向阶段。这与前述的经济一体化理论学者所处的以贸易为导向的国际经济时代发生了很大

变化。

二、一体化理论架构

要专门研究一体化理论，会涉及诸多学科。从学科体系建设，到具体内容选择；从学科的方法论，

到内在的逻辑关系划分等。一体化理论至少要包括一体化贸易理论、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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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货币理论和一体化政治经济学。

（一）一体化贸易理论

一体化贸易理论包括完全竞争贸易理论，也包括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一体化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关

税同盟理论。关税同盟的建立，同盟国之间贸易增加，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同盟国原先与第三国的贸

易因建立同盟，而转向了同盟国之间，产生了贸易转向效应。

在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研究中，传统经济学以完全自由贸易为前提，认为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符合自

由贸易原则，贸易转向则相反。建立同盟往往贸易创造与贸易转向同时存在。对关税同盟联系实际的贸

易福利分析，基本上是静态分析，新的研究要突破局部均衡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增加用一般均衡的

方法解析关税同盟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增加贸易创造，而不是贸易转移，使得经济区域福利实现帕

累托最优的条件。另一方面的挑战，是在ＷＴＯ已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情况下，关税同盟是否还能

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普遍形式，关税同盟理论是否有必要继续相对独立的发展。同时，随着各国关税

的普遍降低，相对于关税来说，非关税壁垒上升为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这些都使作为实证经济学的关

税同盟理论前景未卜。

在不完全竞争的一体化贸易理论研究中，将不完全竞争的寡头竞争理论和关税同盟联系起来，分析

市场效应、价格效应、利润效应，研究贸易一体化中的利润创造和利润转移，分析区域内部经济和外部

经济等收益递增条件下的一体化贸易增长。国际贸易竞争力优势，往往不决定于单个企业的比较优势，

决定于行业的整体水平和行业规模经济。行业规模经济或区域规模经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非常重要

的。多种行业、产业、企业的区域集聚，可以实现区域一体化规模经济增长，这是因为：①专业分工的

细划分，工序的标准化流程，实现企业生产成本的节约；厂商的集聚，减少企业中间原材料的 “搜寻成

本”。②产业的集聚，可以实现产品的集聚，产品多品种、多样式，可以创造新的需求特性，提高消费

福利水平，实现消费范围经济的增长。③产业的集聚，可以实现产业链条的延长，各产业链条区间的缩

短，减少生产要素运输配置成本；产业链的增强和延长，提升产业附加值，实现生产范围经济增长。④
产业的集聚，可以实现企业虚拟价值链的共享，实现行业整合效应，产业创新效应，知识要素增速效应

等，从而减少产业横向增长的边际成本，推动经济增长。

当然，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有区域经济正的外部效应，也有负的外部效应。如果外部规模不经济

存在，也就还有逆一体化理论研究。

（二）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区位理论和内部化理论等。从一体化角

度研究理论的拓展方向和重点，仍然是从区域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两方面进行。对于区域完全竞争市

场有比较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重点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直接投资理论，包括以市场不完

全性为前提的内部化理论、折中范式理论等。由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个阶段，包括最高阶段形式的

完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区域相对于国家而言，无论是在国家主权的让渡集中，还是在区位交通的统一

布局；无论是在文化观念的 “本土化”，还是在消费习俗沟通等方面，差距都是很大的。不完全市场在

区域中的普遍存在，以不完全竞争为条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海默的导师金德尔

伯格就列出了市场不完全的几种形式：产品市场不完全、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和政治行为造成的

市场扭曲等市场不完全。市场不完全普遍存在，研究客体的差别就大，加之主流理论几乎都是以发达国

家的垄断性大企业为研究对象。强调企业跨国发展前的既有优势，认为已经具有的技术上的垄断地位、

内部化的组织管理能力等是推动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动力。这样就使得它们在认识和解释中小企业和发

展中国家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主流理论从企业的微观角度着手，从企业自身特

定优势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国家或区域着手，较少考虑区位环境及竞争对手的情况。海默的理论

如此，巴克利的理论如此，甚至弗农的理论也是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研究区域内各国的政治制度、

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税收等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而这些恰恰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很

少涉及的问题。理论的集大成者是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 （Ｄｕｎｎｉｎｇ），他把对外投资的目的、条件及对

外投资能力的分析结合起来，认为企业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能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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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是与一体化密切相关的，主要是指东道国所特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市场条件。区位优势包

括两个方面：①东道国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口、市场结构及其规模、收

入水平、基础设施；②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政策、教育水平、文化特征等。

区位因素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选址和整个国际生产体系的布局，往往与跨国公司对外投

资的动因密切相关。企业国际市场经营战略的优势选择类型如表７ １所示。

表７ １ 企业优势类型与国际经营方式

方 式

优 势
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 区位优势

技术许可 有 无 无

出口 有 有 无

对外直接投资 有 有 有

表７ １中，所有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内部化优势和各国区位优势是对外直接投

资的充分条件。

企业知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如果不能内部化，则只能采取技术许可或合同安排；企业不完全的外部

市场如果不能内部化，则只能采取出口或其他外部交易形式。这三种优势不仅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性

质，而且还影响其竞争对手的特征。邓宁把这 三 种 优 势 简 单 称 为 “ＯＬＩ” 优 势。在ＯＬＩ模 型 中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优势脱胎于区位理论，并列举了区位优势的变量。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也设计了一套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因素 （图７ ２）。

区位因素

Ⅰ建立对外直接投资 （和贸易）运行框架

有关进入和运行的条件

待遇标准

市场功能 （如竞争）

规则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透明性

Ⅱ经济因素

Ⅲ企业运行的便利性

信息 （获得和支持）

鼓励和优惠政策

经济方面的优惠

仲裁成本等

社会设施 （双语学校、生活质量等）

腐败

动因 东道国经济因素

Ａ

市

场开

发型

市场规模

市场增长率

关税、国民待遇条约和运输成本

产品当地化

当地供应商和分销能力

Ｂ

资

源开

发型

原材料可获得性和成本

劳动力成本

技能

Ｃ

战略

资产增

加型

技术或战略资产

当地能力 （人力资源、基础设施）

集聚 （主要指供应商、分销商等相关企业）

Ｄ

追

求效

率型

规模经济

投入品成本

基础设施

电信业

运输成本

母国东道国之间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

集聚 （主要指供应商、分销商等企业）

图７ ２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

资料来源：ＵＮＣＴＡＤ，Ｗｏｒ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９８

在图７ ２中，对应于不同的区位因素：建立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的运行框架，经济因素，企业运

行的便利性等。运用折中范式较好地分析了四种主要的国际生产方式：市场导向型 （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ｅｋｉｎｇ）、

资源导向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ｅｋｉｎｇ）、战略资产增加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以 及 效 率 导 向 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ｅｅｋｉｎｇ）。不同的国际生产类型，需要的区位优势是不同的 （表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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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 国际生产类型和区位决定因素

国际生产

类型
区位优势 （到哪里去投资） 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 适合哪些行业

自然资源

开发型

自然资源所在地；良好的交通和通讯

设施；税收优惠及其他优惠或减免

与竞 争 对 手 相 比，优 先

获取自然资源

（１） 石油、铜、锌、香

蕉、菠萝、可可等

（２） 出口加工业，劳动

密集型产品或加工业

市场开

发型

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特

征；政府政策 （如管制和进口控制，投

资优惠等）

保护 现 有 市 场，反 击 竞

争者；阻 止 竞 争 者 或 潜 在

的竞争者进入新的市场

电 脑、医 药、汽 车、烟

草、食品制造业、航空业

追求

（１）产品

（２）加工效率

（１）产品专业化和集中生产带来经济

性

（２）低廉劳动力，东道国政府对当地

生产的优惠和鼓励

地区或全球产品合理化

或获得加工专业化优势

（１） 汽车、电器、商业

服务和一些研究开发

（２） 电子消费品、纺织

和服装、照相机、医药等

追求战略

资产型

上述三类中能提供技术、市场和其他

资产与现有资产整合的因素

增强全球创新和生产竞

争力，获 得 新 的 生 产 线 和

市场

固定费用比例高的行业，

能够有巨大规模或综合经

济的行业

贸易和

分配型

接近原材料和当地市场；接近消费者；

售后服务等

或者 进 入 新 市 场，或 者

作为地区全球营销战略的

一部分

一系 列 产 品，特 别 是 那

些需要与转包商和最终消

费者联系的产品

辅助服

务型
获得市场，特别是那些重要顾客

全球或区域产品或地区

多样化

（１） 会 计、 广 告、 银

行、工业品

（２） 空间联系至关重要

的行业 （如航空和海运等）

资料来源：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３

邓宁的理论运用区位多种变量分析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具备的条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他

所坚持的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才能发生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以及对三种优势要素的分析停留在静态

的分类方式上，没有随时间变动的动态分析，都带有片面性。实际上，许多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的发

展中国家企业，已经开展了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进入了发达国家投资。这些都

是邓宁的折中理论无法很好解释的。究其原因，邓宁同海默、弗农一样，都是以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厂商

为对象来构筑其理论体系。他们都强调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首先在国内拥有独占性的技术优势，然

后才能开展跨国经营活动。这种观点对于阐述发达国家以夺取市场和攫取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跨国经营活

动是合适的，但并不适合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

（三）金融货币一体化理论

金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研究基础是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理论主张汇率制度选择必须有利于外部与内

部同时平衡，并给予相应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主张当一国难以实现其目标时，就跟其他国家组成货

币区，实行固定汇率制或共同货币。符合什么标准才能组成最适度货币区，理论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由于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的实践落后于关税同盟，更落后于国际收支，致使长期以来最适度货币区理论发

展缓慢。直到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才为最适度货币区的理论研究指出了方向。理论拓展的方向是系

统总结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研究区域货币一体化由较低形式向货币联盟转变，以及货币联盟的机制

及其特征，制定出最适度若干明确的标准，才能促使区域货币一体化组织的发展。

金融货币一体化理论的经济分析，要强调区域和国家在资本流动性、汇率稳定性、货币自主性方面

的动态平衡。金融货币一体化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不完全货币理论、联盟汇率理论和完全货币联盟的金融

货币理论等。

从欧盟实践的角度看，货币一体化比较完善的形态，只能是在实体一体化的基础上，从自由贸易区

到关税同盟，到共同市场，到经济与货币联盟。货币一体化必须伴随实体一体化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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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体化政治经济理论

政治 一 体 化 的 主 要 学 派，有 联 邦 主 义 学 派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ｔＳｃｈｏｏｌ） 和 功 能 主 义 学 派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ｃｈｏｏｌ）。前者完全从政治一体化出发，主张逐渐削弱国家主权，让渡给超国家的机构，最

终成立欧洲联邦。后者认为可以从非政治、技术层面来处理国际冲突，即不是直接从政治入手，依靠官

僚和政客，而是从功能上入手，依靠专家逐步达到政治一体化。以后又出现了新功能主义学派 （Ｔｈｅ
Ｎｅｗ—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ｃｈｏｏｌ），认为一体化过程既具有内在积累，又可以加速的特点。主张一体化从经济

领域开始，同时强调超国家机构的能动作用，它接受功能主义学派关于一体化是一个内在积累、溢出、

扩张、加速的动态过程的观点。这些都为以后欧共体经济一体化的经验所证实。

应该说，经济一体化本身就已包含了政治一体化的元素。经济一体化阶段或一体化的形式越高，所

包含的政治一体化元素越多，一体化组织就越需要建立各种超国家机构：这些机构拥有越多超国家权

力，就越接近政治一体化的目标———政治联盟。目前，欧盟已经拥有单一货币和统一的中央银行体系，

拥有常设行政机构（欧盟执行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议会。２００４年７月，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正式开

始建立欧盟军事装备局，开始着手组建欧盟宪兵部队。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欧盟２５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罗

马签署了欧盟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条约，欧盟宪法条约将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日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在

推进政治一体化方面又迈出大大的一步。

三、一体化动态均衡

（一）一体化的一般均衡

经济一体化主要的本质特征是，不同国家经济通过一定的规则，组合成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一体经济。一体化不同程度的外部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本质特性描述了一体化的目的或状态，外部表现

形式则描述了一体化的动态均衡过程。从过程和状态的结合点上看，任何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都

是一种动态的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一体化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任何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都是过程和

结果的动态均衡。

就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它是部门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经济一体化就纵向过程来看，一

般存在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五种阶段或形式类型。就横向

来说，从不同的部门和方面去考察，完全经济一体化，是部门一体化发展的结果。部门一体化包括市场

一体化、生产一体化、计划一体化、货币一体化、财政一体化、政策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等。这些划分

也是相对的，每一种划分根据需要还可以细分或归并。

就一体化的判定而言，标准也是相对的。除了国际经济活动的数量、质量标准统一和经济技术活动

的度量比较困难的原因外，经济一体化形式、阶段的看法不尽统一，也是重要原因。以市场一体化为

例，从动态和一般均衡分析应该以商品或生产要素平均价格水平趋同，或价格的协同变化作为区域经济

一体化中市场一体化的判定标准。但完全自由贸易学者则认为同质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是测定市场一

体化的准绳。也有学者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结果，认为区域经济、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区别仅仅是地理范围的大小不同。显然，实际结果不是这样简单。进入２ｌ世纪以来，区域经济

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并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超过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生产

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并行发展的形式正在全球蔓延。相对于经济全球化而

言，一般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应该具备相应的一些条件，如一体化的成员在地域空间上应当相邻，在

经济空间上应当互补，在人文空间上应当相近。人文空间主要指成员国之间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

文化习俗等。这些很多是涉及一个国家主权的内容，通常作为成员国之间一体化进程的谈判，往往会涉

及国家主权的让渡，这就使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多具有国家政府干预的经济外部性特征。一体化反映了

政府的意愿，服务于国家利益，并受各国国家机构的控制。国家利益决定了一体化进程的范围和深度，

各国政府保持着对一体化进程及相关机构的控制。主要目的是保护其地缘政治利益，如国家安全、国家

主权等。一体化既不是经由学习和溢出效应而开始的自然生长过程，也不是各种制度安排约束下的螺旋

发展过程。一体化是国家的理性行为和政治决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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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于国家机器的作用，就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具有停滞或加速发展的可能。从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近代发展分析，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市场运行机制的国家或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具有

较强的生命力。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呈现出多种动态均

衡。每种均衡都只能是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过程。

（二）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推进

对经济全球化大的进程起推动作用的，当推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ＧＡＴＴ）。这个由２３个国家于１９４７年在日内瓦签订，１９４８年生效的协定，其宗旨是减少关

税和贸易障碍，取消歧视待遇；充分利用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扩大各国交换，创造就业机会；保

证实际收入，增加有效需求。因而，关贸总协定在推动各国消减关税，促进贸易自由化，建立和维护公

平贸易秩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４８年，世界各国平均进口税率高达４０％。经过关贸总协定８
个回合的多边关税减让谈判，到１９９４年４月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发达国家平均税率已下降到３７％，

发展中国家也下降到１ｌ％，这是一种阶段性的相对均衡。这一阶段均衡，加强了国际贸易争端的仲裁，

进一步改善和维护了公平贸易秩序，推进了全球经济协调发展。第二次大的推动是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５日，

关贸总协定第８轮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又涉及了关税、非关税措施、争端解决、关贸总

协定体制的作用等１５个议题。先后有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经过约８年的谈判，于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５
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的关税总协定成员部长会议上，通过了 《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及４
个附件，连同部长会议宣言和决定，构成乌拉圭回合 “一揽子成果”，以 “单一整体” 义务和无保留接

受的形式，为１０４个政府代表所签署。

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是：在发展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按照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

度稳定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生产和商品、服务贸易；为了持续发展的目的，扩大对世界资源

的充分利用，并寻求对环境的保护和维护。这与关贸总协定的宗旨大体相似，但它更适应新时代需要，

就保护和维护环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巨大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全球化

的推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 它增强了各国履行无歧视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关税

减让原则、互惠原则、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透明度原则、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待遇

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和公正、平等处理贸易争端等原则的力度，从而推动了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的

逐渐形成。

（２） 它强化了贸易争端仲裁机制，从而构造了相对公开、公平的全球化的仲裁平台。

（３） 它推行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适应了进入２０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特点，加速

了新经济增长的速率，从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三）经济一体化的多层推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全球共有１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中欧洲５
个，拉美７个，亚洲２个，非洲４个，大洋洲１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增至２８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再

增至３２个，包括非洲增２个，北美增１个，另增一个跨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阿拉伯共同市场

（ＡＣＭ）。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达１００多个，拉美最多，非洲次之，北美殿

后。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总数上不断增加，但是，就经济一体化程度而言，发展是多层推进的，

呈现多层次的均衡。经济发展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呈现多重性。

（１） 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全球性还是区域性，都必须考虑有关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都必须促进

所有成员的经济发展。没有前一点，则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同处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或经

济一体化过程中。没有后一点，则有些成员便会退出经济一体化组织或经济一体化过程。

（２） 区域范围广、成员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以容纳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包括发达经济

与发展中经济） 的成员；但是，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或处在较高阶段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其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相当。

（３） 较低阶段经济一体化，不要求其成员的经济周期或表现趋同；但是，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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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要求成员经济周期或表现趋同。因而，若全球要达到较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必

须大大缩小，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

（４） 经济发展固然与经济一体化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两者不存在严格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

系。欧盟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范和先行者，但是，欧盟不是近３０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亚太地区是近３０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是，亚太经合组织刚迈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经

济一体化的每一步进展，或许要求有关成员在短期增长速度上作出一定牺牲，但在中长期则必定会促进

有关成员的经济发展。因而，欧盟一体化的成就，挑战着 “２１世纪将是亚太世纪” 的预言。

（四）经济多极化动态均衡

人类在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前，必须先建立多极均衡平等的经济格局。从目前已经形成的力量对

比来看，很可能是欧盟、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各为一极。与之相对应，是由这５极构成的动态均

衡的政治格局。人类近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经济和政治强权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也曾经出现过势均力

敌，而相对稳定的多极经济和政治格局。

跨入２１世纪，人类将要建立的多极经济和政治格局，不同于以往多极格局的最主要特征是 “开放

和平等”。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与政治格局相联系，仍然存在着 “不平等” 或 “不对称”。

（１） 美国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不完全对称。美国虽然在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两方面均居世界第

一，但是，其政治实力与其经济实力不完全对称，前者得力于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以致美国在全球政

治中的影响力超过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刚结束，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曾希图凭

借美国在战争中显示的军事威力，重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经济新秩序，遭到日本和德国的拒绝。

（２） 日本和德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与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以国内生产总值计，日本

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单一国家经济体，若视欧盟为整体，日本便屈居欧盟之后，列全球第三。但

是，由于日本和德国均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加之军事实力都有限 （日本军事实力尤其有

限），所以，日本和德国都未能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

（３） 中国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都还不是很强大。中国自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

国际影响力大增。但是，中国本身的统一问题未完全解决，尤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

一个 “结”，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所以，中国尚不能完全算是全球经济的一极。中国与美国的

双边关系有很大改善，但还说不上 “平等而稳定”，中国与日本的双边关系也存在着隐忧。

（４） 俄罗斯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有待重整。俄罗斯以其目前的经济实力算不上全球经济中的一极，

它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固然因其仍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而超过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但也已今非昔

比。

目前，政治经济格局状况下，多极世界走向开放和平等的关键，仍然在于 “开放” 和 “平等”。因

为，经济水平相差悬殊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一体化障碍是封闭，封闭使经济一体化难以形成开放的统一

市场。然而，进入２０世纪以后，开放已成为几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开放已是当今世界潮流。

过去相对封闭的中国和俄罗斯都早已踏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样 “平等” 就成了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

键。这个问题的关键，又在于美国能否不以世界领袖自居；在于日本能否对其侵略史作出取信于天下的

深刻反省；在于有关各方能否共同遵守国际社会通行的游戏规则；在于国际游戏规则能否体现 “平等互

利” 的原则。从目前状况看，“平等” 的国际经济关系，必须经过弱势方对强势方有理有节的抗争才可

能逐步实现。在走向多极而平等的全球经济格局过程中，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跨洲区

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甚至于北美和东盟自由贸易区都全部为其所包括。虽然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包括的国

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利益差异非常大，可以预见它不可能如欧盟在经济一体

化道路上进展那么顺利。但亚太经合组织其成员之多，地域范围和跨度之广，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之大，这种情况都能长期坚持，不断发展，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广州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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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有多种，一方面是由于这一历史现象比较复杂，难以比较完善地表述。另一

方面，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至今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基于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研究，难免会得

出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更为主要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处于较快的动态变化中。

一、一体化主要类型

１９４９年，美 国 经 济 合 作 署 （ＥＣＡ） 署 长 保 罗·霍 夫 曼 （ＰａｕｌＨｏｆｆｍａｎ） 在 欧 洲 经 济 合 作 组 织

（ＯＥＥＣ） 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国际经济一体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他这里的国际经济

一体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应该是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的论述。对国际经济一体化

的定义有不同的表述，比较一致认同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 （ＢｅｌａＢａｌａｓｓａ） 于１９６１年提出的国

际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的定义。就过程而言，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元之间差别

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逐渐消失。

（一）区域一体化的形式

从国际经济一体化既是过程，又是状态的观点出发，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将一体化分成了具有阶段特

征的诸种类型，有五分法、六分法等等。比较一致的赞同贝拉·巴拉萨提出的五分法，即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

（二）区域一体化的条件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以具有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的文化、政治、

法律特征的国家和地区 （经济体） 为成员，相互之间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交由经济一体化组织统一协

调，形成成员国之间认同的跨国家的组织意志，共同推动组织向更高一级的更为紧密的形式发展的组织

形式。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不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的条件是不同的。

１地理邻近

从地域空间的角度看，一体化组织中的成员国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市场，必须地理上邻近，交通

方便，运输成本低，这样才容易建成成员国间的统一市场。从人文空间的角度看，地理邻近，文化习俗

才具有相通性，语言文字、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容易相通，信息的交流成本才比较低，文化、思想观

念整合才比较容易。从经济空间的角度看，地理邻近，才能够比较容易实现产业基础的配套共享，如产

业集群和产业分工等。地理相邻往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因此，人们也把经济一体化组织称

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作为广州，从地理邻近这个角度，首先要考虑加入大中华经济圈、东盟经济一

体化当中。

２产业结构互补

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否建立并稳定下来，关键在于成员国对一体化组织的依赖程度如何，而这种

依赖则意味着各成员国比较优势的不同，不同的比较优势才能使区域内各成员国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

每个国家才能获得分工带来的比较利益。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对于资源开发为主的国家往往是比较难

的。这是因为地理相邻往往资源禀赋也相近，这样就难免产业结构相同，不能形成产业互补。但是由于

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状况除了国家的自然资源状况外，还决定于国家主体对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和

国家制度选择。由于各个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制度的不同选择，就会使不同的国家对产业发展的优

先秩序不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就会造成国家间产业结构的差异，这样就使得不同经济发展模式

的国家，反而在产业结构上容易实现产业互补；产业结构的互补是区域内各成员国家经济利益的来源。

因此，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条件。

３彼此有利可图

每个国家参加一体化组织都是为了使本国获得经济利益，为此付出的成本是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如



果一体化组织仅对某个国家有利，而别的国家不会从中受益，或者所获利益小于所付出的成本，那么该

组织就难以维持下去。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之间按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一般

来说每个成员国都是能够获得产业分工的经济利益的。这是因为，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开放加大

了生产要素流动配置的速度，能够使生产要素实现相对合理的配置。对区域一体化组织以外的国家而

言，由于区域一体化组织对区域外的排他性，即区域一体化组织外的国家，不享受区域内国家的关税等

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区域一体化组织还可以采取共同的保护措施对付非区域一体化成员国的经济竞

争，从而实现区域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经济利益的共同提升。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之间，

一般来说实现互利往往比较容易。正是基于此，区域经济一体化在２０世纪末得到快速发展，各种形式

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大量产生。

４市场机制

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成员国之间要进行经济交往，就要有相互承认的经济运行规则，一种为大多数成

员国认同的规则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了共同遵守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生产要素才会在区域内顺

畅地流动。如果成员国实行不同的经济制度，或者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太大，生产要素就会因制度障

碍而无法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或者是流动的成本大于收益。因此，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国家往往

应该是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

５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一般认为，如果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太大，就会出现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实力较弱的国家在

一体化过程中会付出较高的成本，从而导致经济一体化组织难以为继。但是大量的实证材料又对这个通

常的认为进行了证伪。这是因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型要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技术创新、制度

创新、观念创新的原创性成本大，而模仿创新的成本相对于原创是非常低的。在同一区域内，存在着人

们难以发现的产业虚拟价值链，各成员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欠发达的成员国几乎不花成本，就可以

采集到发达国家在区域空间弥漫的虚拟价值链，学习较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吸纳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

制度，这样反而会使欠发达国家实现较快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墨西哥在与美国的经济合

作中获得了较大的比较利益，加快了墨西哥的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别

越大，欠发达的国家获得的技术和管理上的进步也就越快。同时，这种虚拟价值链的共享一般又不会给

经济较发达国家造成损失，反过来在与欠发达国家的区域合作中，发达国家往往可以在生产要素上得到

补充，或实现实物价值链的增强或延长，得到合作比较利益，使发达国家也得到较快的发展。这样就使

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双赢，这应该是进入２１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而且在不同发

展水平国家间也得到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一体化的发展

（一）区域经济合作

从２０世纪末开始，各国和各地区加强了联合与地区内协调，推进多元外交战略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多极化世界和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１９９２年开始出现了

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转折点，向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通报的区域贸易

协定累计数量直线上升，从１９９２年的７０项左右发展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５０项。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区域贸易

协定占总数的４５％以上，美洲、东欧和中亚占１６％左右，东亚地区和大洋洲分别占５％，其他地区占

１２％左右。区域贸易协定形式从简单到复杂，最简单的是双边协定，复杂的有三边、多边协定。传统的

区域贸易协定通常只涵盖商品贸易领域，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系规则逐渐扩

展到农产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等领域。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

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这些原有的划分标准，已经难以准确表达新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容。许多新的自由

贸易区协定不仅要求区域内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还要求区域内资本流动自由化，要求有共同的知识产权

保护规则，共同的环境保护规则、争端解决机制，甚至共同的劳工标准，区域内劳动力自由流动，政治

民主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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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达国家间一体化

１第一个发达国家一体化组织 “比荷卢关税联盟” 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革命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国际化，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在国际范围内以

更大的规模展开，私人垄断资本的国际联合逐步发展，发达国家贸易集团是垄断资本国际联合的主导力

量。这些贸易集团主要集中在西欧。西欧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但很多国家领土面积较小，人口稠

密，生产发展受国界局限。为了拓展国外市场，同时也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势力对西欧市场的入侵，西欧

各国加紧了国家之间的联合。二战后不久，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发达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

组织———比荷卢联盟诞生。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个小国商定，建立共同的对外关税、协调经济政

策，比卢两国还将他们的货币确定为等值，可以在对方国家流通。现该联盟已发展为比荷卢经济联盟。

２欧洲共同体的前身欧洲煤钢的建立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欧洲各国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不再成为战争的策源地，由法

国倡导，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一起响应，决定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以便将各国战略

物资的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一个共同的、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来管理。由于欧洲煤钢共同体

在恢复各国经济、发展生产方面收效显著，各成员国提出，扩大经济一体化的领域。

３欧洲共同体正式诞生

１９５７年５月８日欧洲煤钢的６个成员国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条约。因这两个条约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订，故也称这两个条约为罗马条约。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

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统称为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当时建立的目标是，经过１０年的过渡期

建成关税同盟。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盟。

４欧洲联盟出现

欧洲共同体改称欧洲联盟，是在１９９２年２月７日，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签订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由两部分组成：一是 《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另一个是 《政治联盟条约》，

其基本目标是建立 “更为紧密的国家联盟”。《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 的基本目标是，经过三个阶段的过

渡，成员国之间要实现统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 “欧元”，建立欧洲联盟的中央银

行。这样就使欧洲共同体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欧洲联盟。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欧洲统一货币开始启动，

２００２年，欧洲联盟开始发行 “欧元” 代替各成员国的货币。

欧盟区域一体化的规则主要体现在立法方面，涉及到国际贸易、共同市场、货币与财政、教育、研

究、文化、环境等９大领域，光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的立法数就达２３９７４项。

５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

在欧洲共同体成立后不久，１９５９年，以英国为首的７个国家，决定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当时

的成员国有英国、丹麦、葡萄牙、瑞典、瑞士、挪威、奥地利，此后爱尔兰和冰岛也加入进来，芬兰成

为该组织的联系国。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目标是，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贸易障碍，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

外不建立共同关税。其基本特征是开放性，即它不约束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政策，不搞逐步升级，

因而是水平较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６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欧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欧洲共同体提出建立统一大市场，进一步

又提出了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构想，对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与欧洲共同体于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在卢森堡达成建立欧洲经济区协议，并于１９９２年５月２日在葡萄

牙签订了 《欧洲经济条约》，提出自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的５年内，分三个阶段实现经济区内的商品、服

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不包括农产品）。它意味着，欧洲自由贸易区扩展到包括自由贸易联盟各

成员国在内的１９个国家 （实际是１８个国家，因瑞士全民公决没有参加）。这个自由贸易区北起冰岛，

南至希腊，拥有３８亿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的贸易额实现了自由贸易。

（三）发展中国家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取得政治独立的原殖民地、附属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需要加强相

５７４第七篇 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对广州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互间的贸易经济联系，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发达国家垄断，开始组建跨越国界的经济组织。

１《中美洲共同市场条约》 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诞生

１９６０年，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５国签署了 《中美洲

共同市场条约》。该条约规定，对内各成员国实行完全自由贸易，９０％的对外贸易产品实行共同关税。

基本目标是，通过经济一体化平衡本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１９９２年建立了中美洲自由贸易区。

２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立。

１９６０年，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立，后于１９８０年改名为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它的成员国有阿

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由

于该一体化组织成员比较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而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难以取得一致步调。

３安第斯集团成立

１９６９年５月，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创立了安第斯集团，后发展为安第斯

自由贸易区。１９７３年委内瑞拉加入，１９７６年智利退出。该组织的基本宗旨是取消成员国间的关税壁垒，

组成共同市场，以充分利用本地区经济资源，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平衡发展。１９９５年底建立了共同对外

关税，形成了商品、资本自由流动，并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安第斯共同市场。

４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６日，当时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４国总统签订了 《亚松森条约》，决定

于１９９４年底建立南方共同市场。规定在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的过渡期内，各成员国将相互取消关税

和非关税壁垒，实现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确立共同对外关税，制定共同的贸易政策，并且还要协调

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工农业、税收、货币、汇率等方面的政策及有关的立法。目前该一体化组织

发展势头良好。

５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发起

１９６７年８月８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５国的外交部长在曼谷签署了

建立东盟的宣言，宣告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立。其建立的宗旨是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科学和

行政管理领域内，促进共同有利的事业的积极合作和互助。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东盟各国加强了

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成立了一系列的促进经济合作的组织机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地区贸

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盟各国认为，有必要加强内部的经济合作，提高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扩大合作的

领域。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８日的东盟首脑会议发表了 《１９９２年新加坡宣言》、《东盟加强经济合作的框架协

议》 和 《有效普惠关税协议》，东盟决定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将成员国制成品、农业加工品和生产设

备三大类１５种商品的关税逐步降低，在１５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

６东亚区域一体化

相对于欧洲和美洲，亚洲尤其是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却滞后。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注重发展同东亚周

边国家 （日、韩和东盟１０国） 的睦邻友好关系，并积极推动中国同东亚国家间的区域经济合作。２００２
年中国与东盟达成要在２０１０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日—新自由贸易协定业已签署，东盟ｌ０国

与中、日、韩 “１０＋３” 自由贸易区也在发展中。

７非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许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组织了某种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非洲，主要有马拉加斯经济联盟，

该组织成立于１９７４年，其成员国有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多荷美、科特迪瓦、马里、毛

里塔尼亚、尼日尔、圣迭哥、多哥和布金纳；东非关税同盟成立于１９６７年，其成员国有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西非经济共同体成立于１９７２年，其成员国有象牙海岸、

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圣迭哥和布金纳；此外还有马格里布经济联盟等。尽管非洲各国之间签

署了许多旨在发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协议或条约，但是进展较小，所以吸引力不大。

８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在阿拉伯国家之间，也有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阿拉伯共同市场成立于１９６４年，其成员国有

埃及、伊拉克、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该组织原计划经过１０年的过渡，完全取消内部贸易的障碍，

建立对外共同关税，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该目标未能实现。

６７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四）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一体化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开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先例。美墨之

间的经济互补性强，墨西哥需要美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美国需要墨西哥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对墨西

哥来说，既增加就业机会和出口份额，又促进了产业调整，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尽管墨西哥的农业、机

械设备行业也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是受益远大于损失。

北美自由贸易区还促进了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为创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奠

定了基础。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日至２２日，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市举行。出席会议

的有除古巴以外的３４个国家的２１位总统和１３位总理，各国代表团成员达９０００多人。与会各方经过

三天的争论、协商，最后通过了 《魁北克宣言》 和一项行动计划，敲定要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正式启动美洲

自由贸易区。

（五）非机制的区域一体化

开放的区域一体化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形式。所谓开放性是指，这类经济一体化没有专门的

组织机构和机制化的贸易安排。成员经济体通过经济和贸易合作实现区域经济的相互依赖，促进各成员

经济体经济发展。其突出特点是对外不搞排他性，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安排，非成员经济体也能

享受。

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简称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

合组织产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时，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浪潮，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试图构建本

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然而由于该地区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以及利益共同

体的多元性，特别是一些国家担心某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能导致国家主权的削弱，因此，探

讨一种非机制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成为亚太地区的独特任务。１９８９年在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三国

的倡导下，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当时的成员国包括１５个成员经济体，１９９１年中国内地、中国台

湾加入，以后智利又加入进来。刚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类似于一个经济论坛。亚太经合组织有两大支

柱，一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二是经济技术合作。

尽管亚太经合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但其发展十分迅速，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成员经济体每年

都有新的进展，技术经济合作的措施逐步具体化。成员经济体之间相互贸易已经占该地区全部对外贸易

的４０％以上，其贸易总额已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４５％，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到世界总产值的近５０％，因

而该组织的吸引力不断增强。现在的成员经济体已经有２１个，他们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

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

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美国和越南。

亚太经合组织的基本特征是非机制性、渐进性、开放性，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互结合。非机制性

是指，该组织不建立固定的执行机构，成员国的主权不存在让渡给任何超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以渐

进性而言，亚太经合组织强调，成员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一体化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需要有一个符

合各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开放性是该组织区别于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

的明显特征，即成员经济体之间取得的某种贸易自由化的进展，非成员国也自动享受，因此没有排他

性。单边行动强调，各国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提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内容和相应

的时间。集体行动强调，一旦成员经济体做出某种决定和安排，就要统一步调，贯彻执行。

除此之外，一些新型的区域间经济合作也逐步发展起来。１９９６年３月启动的亚欧经济合作在亚洲

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及有关国家 （中国、日本、韩国）、欧洲联盟的积极推动下，正处在探讨合作领域和

加强合作的阶段。

（六）不同类型一体化组织分析

全球目前大约有６５个各种类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分析其发展状况，发达国家间的一体化组织发

展较快，发展中国家间的一体化组织发展较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一体化组织正在发展中。

１发达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组织发展较快的原因

（１） 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不致使某个成员国成为组织的负担，且还有助于成员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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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贸易，实现各成员国企业的规模经济。

（２） 各成员国对内部市场依赖性加强，有助于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凝聚力。

（３） 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总是从市场一体化入手，这与其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因为，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政府只能通过间接手段干预经济，所以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以区际贸易的一

体化为出发点，推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

２发展中国家间一体化组织发展缓慢的原因

（１） 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而缺乏进行贸易合作的物质基础。经济结构相类似，因而难以形

成产业间贸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还决定了成员国间缺乏产业内贸易的基础。

（２） 一些国家参加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目的，是在封闭的市场内寻求经济发展。然而当各成员国市场

比较狭小时，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不会给各国带来足够的市场规模，一些成员国就会在共同体以外，寻找

新的出路，由此造成一体化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减弱。

（３） 对于那些实行开放经济的国家，他们在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同时，也倾向与发达国家开

展贸易，以促进经济发展，出现离心倾向。

３发展中国家一体化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１） 各成员国经济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以便为经济一体化提供必要的条件。

（２） 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前途有赖于内部市场的扩大和经济互补性的增强。

（３）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不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一切组织模式的选择要有助

于各国的工业化。

（４） 区域市场一体化与产业部门一体化要能衔接，市场既要统一，又要在产业发展上成员国间能实

现合理分工，以加强内部的相互依赖性。

４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一体化组织成功的原因

（１） 一般来说，参加一体化组织的两类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相应的利益。从发达国家看，通过参加

这种一体化组织，可以充分利用发展中成员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的销售市场，使其在一体化市场内部

有优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在外部市场，也因为使用伙伴国低廉的劳动力降低了产品成本。

（２） 发达国家还可以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便利重新配置资源，将资本投向能够最有效使用的地

区。从发展中成员看，他们也获得了较有保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同时在引进外资的竞争中，取

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相应地也创造了一系列产业部门的就业机会。

（３） 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体化组织内，方便地采集发达国家的虚拟价值链，获得比较先进的生产技

术，实现低成本模仿创新，从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从上述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来看，广州应充分分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与北美、

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扩大广州的对外开放，将广州的经济纳入到世界经

济一体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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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广东与东盟、泛珠三角其他省市的区域合作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个地域区位相邻，文化习俗相通，经济发展相关的新的区域

经济合作体系正在成为一支新兴力量。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大相互开

放的力度。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又是东南亚最毗邻地区，东盟将是广州对外贸易、对外投资

的首选地，应加强研究分析，准确地选择好合作的重点，明确合作的目标，制定好合作的战略。广州与

东盟经济技术合作可分为三类：一是对优势自然资源的直接投资，主要针对那些资源丰富但经济不发达

的国家；二是对优势资源的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资源丰富但经济较发达国家，如马来西亚等国家；三

是对电子等技术行业的投资，主要对象是经济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等国家。

一、交通开发合作

广州与东盟地理位置相邻，海上和空中联系方便，但陆上交通联系欠发达。经珠江水运航道，货船

可扬帆南海便捷地到达东盟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广州白云机场和珠三角的

支线机场都可以为连接东盟各国航线提供方便，为广州乃至华南地区与东盟的合作奠定基础。这些交通

网络的形成和完善，还需要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加大与东盟合作的力度，继续巩固海上、空中联

系的优势，加强铁路、高等级公路的交通建设。

（一）工程建设投融资合作

我国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靠自身财力是不够的。除了争取国家的资金

外，较好的途径是把部分营运性公路推向市场，按市场规则运作。①推向国内资本市场，引进国内民间

资本投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②推向国际资本市场，如组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向国外发行债

券或股票筹集资金。由于地理因素及投资偏好，吸引东盟国家参与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吸引英、

美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性大。要吸引东盟国家，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较发达国家的一些

财团到我国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关键是要加强研究，做好陆上交通的线路策划、选址和设计，研究和制

定专门的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共建的办法。这种前瞻性的建设要以联通东盟为重点。

（二）大区域交通规划合作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共同发展不仅是国家层面的要求，也是地区层面的要求。我国西南地区

的广西、云南、贵州３省区临近东盟，以３省区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南贵昆经济区逐步形成，６省区的经

济合作也正在进一步拓展。云南省已融入澜沧江 （湄公河） 流域国家的次区域合作，进一步合作可拓展

到广西、贵州及西南６省区经济协作组织，形成泛区域的合作体系。而广东又与上述省区一起建立了泛

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就要做好泛区域内的交通合作规划。整合区域内的交通渠道，利用体系内各子系统

之间已经形成的交通条件，如做好广州与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四川之间的铁路、公路与水路联

系，广西到东盟国家的海路联系，云南到东盟国家的铁路与公路联系规划。调整好新的交通合作项目，

加快出国境的高速公路建设，尤其是加强广东与边境省区云南、广西的铁路、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打

造区域内的交通一体化网络，缩短我国到东盟国家的时空距离。

（三）交通技术合作

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交通技术合作的潜力很大。我国的交通建设技术很多可以说是国际一流水平，

东盟很多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的地形地貌与我国相似，这些国家经济实力较弱，道路状况较

差，施工技术也比较落后。目前，这些国家对交通建设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广东这些中国先进地区

一些技术比较过硬、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交通建设企业提供了商机，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工程承包、劳

务输出等方式进入东盟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既创造经济效益，又促进东盟国家交通条件的改善。

（四）通道经济建设合作

发展交通是为了发展经济。以交通为纽带，以资源开发为重点，发展通道经济，直接拉动经济增

长，已为各国所认识。我国的资源，如煤炭、铝土矿、磷矿等资源，目前已开始输往东盟，而东盟国家



的木材等资源还未大量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应加快资源开发，尤其是要加强资源深加工，如把煤炭加工

为焦炭或煤气，铝加工为各种铝制品及铝合金制品，磷加工为各种磷化工产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

济附加值，再输往东盟各国。适度地从东盟国家进口木材和其他资源，既丰富我国市场，又保障我国退

耕还林还草的顺利进行，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广东省广州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省、市，应在加强与东

盟、我国西南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中大有作为。

二、电力资源开发合作

东盟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电力资源的分布是不平衡的。能源较富集的国家主要有文莱、

印尼、缅甸等，而其他国家的能源相对贫乏；文莱国小油多，是东南亚主要产油国和石油输出国，国内

的石油与天然气主要用于出口；澜沧江—湄公河从我国发源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合

作开发澜沧江—湄公河的水能资源，合作空间很大，目前还存在一些环境、社会和技术问题。无论是已

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东盟国家如新加坡、泰国，还是正在走向工业化的东盟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或刚刚开始工业化的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都对能源特别是电能源有较大需求。

我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西藏、重庆等西南几省区及青海、甘肃、内蒙等省区与东盟国家

比较，水能资源的开发具有相对优势。其中，贵州由于水能资源与煤炭资源组合良好，因此，水力发电

和火力发电都具有比较优势，电力供应和输送可以做到水、火互济，调峰能力较强。近年来，贵州相继

开工建设了乌江渡、洪家渡、引子渡、构皮滩等大型水电站以及盘县电厂、黔北电厂、安顺电厂二期等

火电厂。贵州与广西共建了天生桥一级、二级电站，平班电站，龙滩电站，与云南、广西共建了鲁布革

电站，实施了西电东送战略。贵州电力资源已进入开发高潮。在西电东送中，西南几省的电能主要输往

广东。由于广东经济发展迅速，能源消耗迅速增长，２００５年经济发展中就碰到严重的 “电荒”“油荒”

问题，广州应积极加强同西南地区、东盟地区等电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合作，采取买电、电能开发

合作、电力设备技术合作、建设施工工程合作等保证东盟、西南地区对广东的供电，保障广东今后经济

发展的能源基础。

三、矿产资源开发合作

我国西南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矿产资源丰富，贵州的煤、铝、磷的储量居我国各省的前列；云南是有

色金属故乡；缅甸的宝玉石甲天下；老挝、泰国的钾盐非常富集；文莱、马来西亚、缅甸有丰富的石油

资源。目前，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向外大规模投资的能力还较弱，广州经济实力雄厚，民营资本对外

投资的趋向性强，可以同西南省份财团和与东盟当地企业合作联合组建资源开发外向型企业，组建工贸

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投资老挝的钾盐开发、投资缅甸的宝玉石开发、投资东盟产油国家的石油开发

等，都是大有可为的。广东是资源紧缺的省份，对于资源的利用要有战略性的考虑；利用自己的经济实

力，做好改革引导、规划策划、项目包装等工作，引导民间资本尤其是大财团投资于我国西南地区、东

盟国家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在矿产资源勘查、优势互补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开发设备技术合作、开

发项目合作等方面与西南地区省市、东盟国家加强广泛交流合作，以保障广州、广东省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供给。

四、农林牧传统产业合作

总的看来，东盟１０国位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都是农业国家，

其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菲律宾、新加坡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根据自身

的资源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农、林、牧产业有独自的特色。我国凭借自身比较

优势，利用两种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相关的产业，壮大经济实力。东盟国家中，越、老、缅、柬

等与广东相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资源丰富，人均耕地面积分别是广东的５～１０倍左右。广东的农林

牧产业与其相比，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利用这些互补优势，可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可以利用自然

资源发展农林牧产业———我国强调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种市场。广东人多耕地少。富余的劳动力资

源，特别是有一定农牧业开发专长的专门人才，可与上述东盟国家进行农林牧产业合作开发，将经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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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低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移到这些国家生产。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一些高附加值生物资源产

品，通过替代种植和置换种植，提高土地使用价值，实现国内国外两种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美国的经

验表明，广阔的土地资源，在大量资本、机械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下，能够实现集约经营，其产出

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一点，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增强，这种跨国利用土

地资源，使传统农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可能，但现在就得开始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土地资源开发

合作的综合研究，并以周边国家为点进行合作试点，这点广东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先行一步。此外

可以发挥相对技术优势推进农林牧产业化合作、畜牧业开发合作、传统和特色产业方面的合作，充分利

用东盟的土地资源，来提高与东盟的农业合作化水平。

五、科技创新及产业化合作

东盟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经济较为发达，其产业优势主要集中在

电子、电器工业和化工业。老挝、柬埔寨、缅甸、越南等国家经济欠发达。对东盟经济较发达的新加坡

等国的科技合作，除了输出一些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学习型投资能够更好地吸

纳这些东盟较发达国家的优势，提升我国科技发展水平。

（一）引进前瞻性的投资项目整合传统产业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与我国，地域空间相近，人文空间相融，经济空间相

通，但产业整体水平比我国要高，特别是饭店、金融、物流、旅游等第三产业项目，食品加工、饲料、

轻纺、玩具、电子、医药卫生、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等具有相对优势的第二产业项目。要加快我国新型

工业化步伐，就要大力引进东盟一些较发达国家具有发展前景，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或引进一些对传统

产业进行改造、延长产业链的项目，以此加快改造提升我国传统产业的速度。

（二）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 “走出去”

在大力引进来的同时，向东盟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输出我国具有相

对优势的产业项目，如矿产开发、建筑、化工、中药加工、矿山设备制造、低压电器设备、矿业运输、

工程承包等项目。重点以设备投入、品牌投入、专利投入和技术投入为主。同时，向新加坡、马米西亚

等较发达国家输出我国相对价格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资源，但事先要抓如劳务人员的培训，提高我国

劳务人员的素质。

（三）劳动密集型项目合作

在越南、印尼等国开办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越南等一些国家的劳动力识字

率比我国的一些省区还高，但劳动工资很低，在广州产业结构调整中，引进一些较高技术水准的产业，

引进一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调下来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考虑向越南等国家转移，降低生产

成本，使这些产业在新的目标市场上获得新生。

（四）联合开展与东盟的高新技术合作

利用我国的航空、航天、电子等军工科技优势，整合我国的微硬盘核心技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产

业、数字ＴＶ核心技术产业项目，使技术研发生产的优势，与终端产业定位，产品市场开发，产业形象

设计，营销，渠道构建等进行优势互补。广东应加强与国内省市的合作，整合几省的力量，在与东盟合

作的统一平台上，实现优势互补，形成整体合力，尽可能形成整机，形成综合配套能力，统一对外，与

东盟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产品的利润率。对一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作为环节优势，应

与东盟目标国同产业链上的劣势环节进行互补，提高技术的价值，获取整合利润，减少核心技术的流失

风险，实现双赢。

（五）开展学习型跨国投资

对第三产业中知识含量高的产业群，可采用学习型跨国投资形式，在政府的帮助下 “走出去”，学

习吸纳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改造广州的传统产业，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对

东盟欠发达的越、柬、老、缅等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充分发挥广州成熟的产业优势和利用过剩的

产业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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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挥成熟机械技术的品牌效应

长期以来，我国的很多机械产品质量稳定，如工程机械、手动电动工具、模具、热处理设备等，在

全球市场上，都受到欢迎。应借助这些名牌优势，打开东南亚市场，尽快让东盟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国

家，如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家了解我国在机械加工等方面的技术能力，以此为突破口，开展对

东盟各国技术项目的全面合作。

六、旅游产业化合作

旅游业是全球国际贸易重要领域，加强区域间的旅游合作，发展国际旅游是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趋

势。广东的旅游资源丰富，广州发达的会展业、商贸业对旅游发展作用很大，又处在我国的最前沿，为

广东开展对外旅游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东盟国家的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游客既可到新加坡感

受现代化工业和商业文明，也可去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领略热带风光和伊斯兰风情；既可去泰

国、柬埔寨、老挝感受佛教文化，也可以去越南、菲律宾沐浴沙滩、阳光和自然美景；整个东盟的旅游

资源也极有开发潜力。广东与东盟国家在旅游资源方面合作的关键是要对资源的开发形成一种线、点、

面的网络一体化共享。在合作、整合、优化上做文章，把旅游资源整合成旅游产业，优化旅游经济结

构，提升广州及周边区域的旅游产品档次，整合广州与珠三角、广东省的旅游资源，与香港的商贸休闲

旅游、澳门的博彩业旅游相结合，做好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旅游策划和线路组织，加强旅游基础设

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合作，加强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连接旅游线路，共同开拓旅游市场，开展旅游资源

产业化合作。

东盟国家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旅游开发经验比较成熟，广州可开展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如

采取承包经营、特许经营、ＢＯＴ等方式，向东盟国家开放旅游市场。通过健全旅游协作网络和信息交

流网络，组建联系更紧密的旅游合作网，加大横向组团接待和进行信息交流的力度。

七、生物技术方面的合作

广东花卉产业已有一定规模，但比较东盟国家而言，仍处于起步阶段，园艺、制种、基地建设等水

平都还比较低。要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提升花卉产业档次，提高产业化水平。利用东盟国家特别是经

济比较发达的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实力，开展生物资源开发合作。如在生物多样性研

究方面，可设立生物种资源项目库，实现资源信息共享等。加强野生药材培育，开展野生药材变家种和

代用品研究等。合作培养生物资源开发方面的人才，通过专家学者互访，进行学术交流，共同联合攻

关，建立科研实习基地等。广州企业可充分利用东盟资源和市场，到这些国家投资办厂，兴办两头在外

的企业。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资本实力较强的国家，可输出药用植物种植和提取技术，与这些国家

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办厂，开拓东盟国家市场，或共同开发新药，占领国际市场。

八、贸易进出口合作

我国与东盟地域邻近、文化相溶，在产业结构和消费习俗上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因此，从需求的角

度看，生产资料的需求和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存在很多替代性。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我国不同

省区与东盟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产业、产品生产周期呈现出不同的周期阶段。总体来看，我国的传统

产业，比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生产周期，要后移一个阶段，比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

等国又要前移一个阶段。从生产周期理论分析，这种情况贸易互补和发生产业转移是最有可能的。这一

点，随着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将越来越显露出来。过去的几十年，贸易和投资增长不快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非关税、非运输的交易成本，即政治关系的影响。这几年，随着我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不断

改善，我国与东盟的经济技术合作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

（一）周期阶段互补性产品合作

（１） 我国的建筑材料可大量向老、缅、柬、越等国出口。特别是钢材、高标号水泥、装饰材料、陶

瓷等。

２８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２） 我国相对过剩的大宗机械产品可大量向老、缅、柬、越等国出口。这些国家现在也在大规模搞

建设，电力机械，如发电机、输变电设备；林业机械，如采伐机、木制品加工制作机械；食品加工机

械，如碾米机、榨油机、酿酒设备；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收割机、抽水机等；轻工机械，如烟草复烤

机、卷烟机、食品加工设备；矿山机械，如选矿设备、冶炼设备等出口都是很有市场的。

（３） 我国需向老、缅、柬、越等国进口一些稀少的矿产品原材料，包括一些珍稀的木产品和珍稀植

物等。

（４） 可向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口一些补充我国同一产业但不同档次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生产需

求和消费需求的企业和个人的需要。

（二）比较优势互补产品合作

（１） 东盟国家的越、老、缅、柬是农业国，工业薄弱，对机电产品、小家电的需求较大，我国企业

可发挥技术优势，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销往这些国家。

（２） 根据东盟市场上很多国家对中药的需求情况，开发、研制适合东盟国家的中草药、中成药及苗

药、藏药等，加大对越南等国中药市场的开发力度。通过在广西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这

个平台，宣传推荐我国的中药产品。

（３） 加强商贸流通。通过互建物流网点，开展商品展销和贸易洽谈，开展市场信息、产品技术开发

等方面的合作，促进商品交易，扩大双边和多边贸易。

（４） 拓展泰国、越南等国的机电产业市场。泰国每年要进口约５０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而我国的出

口只占了１％左右，我国很多机电产品，是泰国等东盟国家需要的，要抓住这个空档，推进出口。

（三）开展潜在的贸易和技术合作

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大增。油价近年来不断上涨已冲击着我国及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致使开发新能

源成为不少国家追求的目标。中国与东盟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潜力很大。开发石油替代能源是我国与东

盟的巨大贸易合作商机。我国正积极开拓石油替代能源，东盟也一样都希望摆脱对中东石油的过分依

赖。我国与东盟很多国家一样，在生物能源的生产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开展潜力。东盟有自己的优

势，我国的生物技术也有不少技术储备，双方新能源领域合作的潜力是很大的。双方可共同开发可再生

的石油替代能源，如燃料酒精、植物柴油、太阳能、沼气、风能等。共同兴建关系整个东亚地区能源安

全供应的克拉克地峡运河或输油管工程，也是我国与东盟的政府、企业共同开拓的新的合作领域。

（四）共建与东盟的贸易大通道

进一步巩固发挥广州与东盟在海上、航空运输方便的优势，加强同西南省市的合作，积极参与纳入

到云南、广西与东盟建立的定期会晤机制，制定与东盟贸易的激励政策，向国家、省申请与西南省市、

东盟在铁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立项，通过硬设施、软环境的改善，共建与西南省市、东盟各国

的贸易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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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都市圈的城乡协调发展战略

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战略对广州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有重要影响。无疑广州及区域组成了以广州为中

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这个都市圈是广州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与起点。

一、都市圈是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率先发展区域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地区、城市之间的分工、交流、竞争和联合日益加

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产业配置与资本流动在全球范围展开，大城市以其经济集聚和设施完善在国际

竞争中占有先机和优势，并成为跨国公司支配全球经济命脉的主要空间载体。国家、地区之间的竞争越

来越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之间，特别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之间的竞争。以大都市圈

为代表的城镇密集区域，成为集聚国内乃至国际经济社会要素的巨大影响空间，广东省乃至华南地区的

国际竞争力体现在珠江三角洲的影响力上，而珠三角的影响力体现在广州的竞争力上。

都市圈是全球化形式下在一个区域内城市发展的新格局和新的城市化形式。都市圈的概念与以前提

出的大都市连绵区、城市群、城市地带的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多相近之处。都市圈是指一个或多个大的核

心城市，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相邻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城乡复

合体。除了常见的 “单核心都市圈” 外，还有一些以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 “多核心都市圈”，如荷兰

的兰斯塔德地区、日本的京阪神都市圈。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双向流动的结果，健全的

都市圈的运作是以内在的社会经济紧密联系为基础，以便利交通、通讯条件为支撑，以行政的协调领导

为保障的。都市圈是客观形成与规划主观推动双向作用的产物，其建立的根本意义是打破行政界限的束

缚，按经济与空间、环境功能的整合需求及发展趋势，构筑相对完善的城镇群体空间单元，并以此作为

更为广域空间组织的基础。因此，都市圈的建立与形成不仅具有空间形态和环境优化上的规划价值，更

重要的是区域内部经济高强度联系、一体化的产物。站在更高层次规划好广佛、港深、珠深为核心的珠

江三角洲都市圈，对于优化该地区的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该地区的综合竞争

力具有战略意义，符合国际化发展要求。

都市圈的首要特征是人口和城市密集分布，城镇规模和城镇分布密度都要高于其他一般地区。其

次，都市圈是以中心城市的近域扩散为主体的城市化，也是城市群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是由核心城市

及周围城市和乡村地域共同组成的联系紧密的一体化区域，在都市圈内城乡关系十分密切。第三，都市

圈是非农产业集聚的地区，产业具有明显的都市型特征，而且其农村和农业也都明显地表现为都市型，

如都市农村、都市农业。第四，都市圈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单元，随着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其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更加紧密，已经由原来的 “城市—区域” 中城市散点分布在区域上的格局，

转变为城乡交融、网络化发展的 “城市化区域”。第五，对都市圈中的城乡界定，城是指圈内的都市

（中心城市），而都市郊区及过去的县域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应该定位为都市型城乡经

济。这里有城市也有乡村，这里的城乡又包含在都市圈内。提出都市经济的概念取代过去的县域经济和

郊区经济的，在区域一体化的框架内发展这一特定地区的经济，它包括都市农业、都市农村、都市城

镇、都市卫星城。目前珠三角都市圈，广州明确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各县级市也相继定位为都市

农业基地、都市卫星城。

从都市圈的发展过程看，都市圈一般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①以集聚城市化为主的据点形成过

程。这一时期的地区开发一般表现为据点开发模式或增长极模式，通过着力培育城市的规模和集聚效

应，使人口与产业向这一增长极集中，形成人口、产业、资本、技术高度密集的大都市。②集聚与扩散

并行的都市圈形成阶段。一方面产业与人口急速向城市集聚，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中心区的高度集聚，

大城市中心区的用地拓展、环境恶化、人口拥挤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用地开始向用地潜力大的周边地区

发展，既有向外蔓延，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同时也有空间跳跃，在一定距离内沿交通干线建设新城，发

展新的居住区和工业区，成为中心城市的卫星城或辅城。这一时期的扩张表现为点—线扩张的模式。③
城乡交融一体的都市圈成熟阶段。这一时期，城市化向郊区和乡村地区扩展，城市之间形成密集的网络

化的空间联系，原来局限于市域内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在都市圈内城与城之间、城与乡之间自由流动，共



享圈内公共资源和外溢资源；城乡交融，使城市之间有着乡村绿色空间的隔离带，形成了优化的开敞式

城镇个体及群体空间的形态。都市圈实际上是不断城市化的地域，也是成为区域一体化的率先发展区

域。广州新机场布局花都，新火车站布局番禺，在南沙建立石化，钢铁、汽车生产基地，在花都建立汽

车城，在增城东部建设汽车产业基地，在番禺建立２０ｋｍ２ 的大学城，在番禺规划建设广州新城，规划

建设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铁网等举措都反映了以广佛为一核的珠三角都市圈已进入第二发展阶

段。

纵观国外的都市圈发展历史，如英国大伦敦、法国巴黎大区、荷兰兰斯塔的地区、日本东京圈以及

韩国汉城大都市区等，在都市圈发展到一定时期，几乎都不可避免地遭遇过中心城市膨胀、生态环境恶

化、城乡差异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以区域综合、城乡综合的方式看待城镇和乡村，紧紧依靠中

心城市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城乡合作和协调。如果说都市圈的初期阶段，是采用了增长极的

点轴模式，而都市圈的健康成长至成熟阶段，是离不开区域一体化和城乡协调统筹的发展战略。

二、都市圈的城乡协调发展战略

有些学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是城乡统一市场的建立 （甄峰，１９９８），其核心在于城市化，前者是目

标，后者是路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

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城乡协调发展，实际上是城镇城市化、结构非农化、农业

产业化和商品化、空间网络化的合一，偏缺一方都不行。要做到经济链接、社会趋同、空间融合的城乡

协调发展地区，必须大量地减少农民，富裕农村，使城镇和农村的发展与都市的发展水平进一步缩小，

否则城乡在巨大的落差之中是难以整合在一起的。减少农民，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做文章，即农业现代

化，减少土地对农民的束缚，推进城市化来增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承载容量。致富农民，发展农村，必

须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商品化；缩小城镇和都市的差距，又必须推进城镇城市化，发展空间网络化，推进

城乡整体现代化，使都市圈所有的地区都能具有同等的机会享受现代文明与现代服务。

１都市现代化

从现代化的角度给城市定位，首先需要给城市 “正名”，还城市的本来面目。城市顾名思义是市场

中心。过去在短缺经济年代城市成为经济中心是因为它是工业中心。现在工业制成品成为买方市场，工

业中心不再是经济中心，只有是市场中心才能成为经济中心。城市实现上述功能转变涉及城市产业结构

调整：第一是通过城市产业结构重组，将城市工业向周边小城市和城镇转移，金融、贸易、信息、服

务、文化教育等第三产业向大中城市集中。第二，积极吸引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公司总部及营销中心进

入城市，使城市由工厂林立转向公司林立。第三要抓住中国进入ＷＴＯ的机会，积极创造条件，以更加

开放的环境吸引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贸易企业、电讯公司和各类高科技研发中心进入中心城市。吸引

外国服务业进入的环境不仅仅是政策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和服务环境。城市越是开放，越是国

际化，现代化程度越高。广州充分发挥自己商贸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在中心城区及时推出 “退二进

三”，将工业往南沙、花都、番禺、增城甚至更远的粤北、粤东迁移，而加强中心区 “三年一小变，

２０１０年一大变” 的城市建设，强化了广州的服务中心地区，吸引了国际大公司的进驻。

２城镇城市化

城乡一体化的最重要的现实条件是将大量农民转移出来。城镇是都市与乡村的过渡，是调和城乡利

益的产物。城镇的发展，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一个相对低成本、高质量的转移空间。针对都市圈

内大部分的城镇绝大部分以工业立市，而 “市” 功能极其弱化的问题，要强化中心对外围的辐射扩散作

用。将城市功能向城镇扩散和转移，不仅是城市的制造职能，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服务职能、市场职能以

及设施功能扩散到城镇，使人们在城镇与城市具有同等的机会，能够享受到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经济生

活的气息，使城市化在都市区、城镇乃至乡村同时推进。广州的农村地区增城、从化、花都普遍推行农

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战略，积极组织农民培训，大量转移农民，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城市

化进程，同时广州在外围建立１０个中心镇，每年给１个镇投资１５００万 “今天的中心镇，未来的卫星

城”。广州市及周边县级市的发展战略有力推进了城镇城市化。

３结构非农化

结构非农化，即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降低农业比重。作为都市圈地域，必然是都市化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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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因而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区域，光靠农业是不可能支撑一个都市圈成长的。结构非农化的途径有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就是通过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 “墨渍扩散” 和空间转移，

把要素、资本、技术向都市以外的据点区域扩散，从而扩大非农化集聚的空间，降低农业的比重；自下

而上，是通过乡村经济的自组织嬗变，在农业基础上孕育非农产业，靠民营企业、乡镇合作社实现非农

化。考虑都市型城镇经济的特点，这些企业既可以发展制造业加工，也可以发展服务业和旅游业。从都

市圈产业集聚及生态要求出发，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产业基地 （集群），如大都市以现代服务业和

高新技术集群为主，中小城镇以制造加工集群和区域性服务为主。农业企业除了发展产业化农业，还可

以利用各种机会谋生，如在欧洲，许多农村就发展农庄假日游、风力发电等，而且，环境、自然和文化

遗产保护的社会价值正在不断增长，为农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就业机会。开发广州周边的生态资源 （如

白水寨省级风景名胜区）、文化资源 （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分布在市域周边）、农业资源 （农业生态游）

等，是广州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４农民市民化

即鼓励农民进城，成为真正意义的市民，允许农民进入城市参与建城。现在人们都强烈地意识到，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已严重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虽然户籍制度的改革正在逐步推

进，对 “户籍” 重要性的认知也在逐步降低，但是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措施没有跟上，使户

籍改革所带来的农民进城的成效并没有那么明显，如农民 “地权” 问题没有解决。加上城市经济活力没

有完全激化，农民进城面临着一系列就业、住房、就医等现实问题，缺乏经济社会安全保障。在推进户

籍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同时，要有切实措施解决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保障问题，探索以 “地权” 换 “资

本” 的可能性；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适应城市就业、生活的环境；缩小城乡收入与就业机会的差距，

使一部分农民就地安置，或就近进入小城镇。广州的 “三农” 问题解决就是投资组织农民的免费培训，

引导组织农民到广州及珠三角发达地区打工，一年转移农民上百万，有效地促进了广州农民市民化。

５农业都市化

都市圈范围内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发展都市农业。如上海提出３个ｌ／３的农业结构调整方向，即

１／３经济林地，１／３果蔬基地，１／３种源基地。都市化农业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意味着农业生产过程

日益工业化，即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投入各种工业投入物，以代替劳动力，这将极大地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提高务农收入。农业产业化顺应垂直一体化和契约农业经营的基本模式是公司加农户，即以

公司或企业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这种模式主要有：一是

以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市场特别是专业批发市场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带动农产品生产，实行农

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二是以各类中介组织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通过提供信息、资

金、加工、技术、销售等各项服务，带动农产品生产，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三是以各类技术

协会、科技实体为龙头，以农产品基地为依托，通过开展技术服务，带动某项农产品生产、加工或销

售，实行技术服务与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除了选择主导产业外，农业产业化中的其他要素是

生产基地、龙头企业、利益机制和管理制度。都市化农业也是商品化、高新技术化的农业，通过农业的

深加工度和附加价值，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提供合适的教育和进一步培训的机会，提高农业技术水

平，帮助农业拓宽收入来源或可供选择的办法。

６空间网络化

城乡的交融发展，必须靠日益高水平的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完备和完善才能得以实现。

通过优先发展交通、通讯、物流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之间形成网络化的便捷联系，使所有地区

具有同等的机会通达到交通基础设施和获取信息。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条件下，必须有快速便捷的交通体

系联系城乡，保证城乡的经济密切链接、城乡居民远距离就业可行性、乡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的便利

性。同时，通信网络的高质量服务可以弥补外围地区由远距离和低人口密度造成的乡村劣势。通讯技术

的革新，现代通讯技术普及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可以保证乡村企业享有与城市企业近乎同等的商业机

会，才能使居住在乡村的人们可以享受到与城市近似的生活质量。通过基础设施的更新，密切外围与中

心的联系，缩短城乡之间的 “空间距离”，结束乡村封闭状态，扩大城市市场，使城市空间走向区域化，

促进城乡空间融合，推动人口非农化与城乡人口融合，在发展水平上进入都市圈。

６８４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五章 广州与珠江三角经济一体化

当前，以谋求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提高竞争力为宗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

趋势。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区域经济合作，普遍认为这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区域综合

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当前，随着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的实质性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话题再

一次升温。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如何在加快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不断巩固广州

中心城市的地位，提升广州城市综合竞争力，是广州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形成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已基本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雏形，珠江

三角洲经济区的形成过程有以下几个因素的推动。

（一）市场化的推动

（１） 市场经济发育较早。改革开放之初，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

措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试验，这样就把广东推向了当时市场经济的前沿。对于没有多少计划

经济痕迹的珠江三角洲而言，计划经济不发达反而成了优势，没有计划经济的束缚和羁绊，因而市场经

济搞得更彻底、转型更快，对市场经济的领会也更深刻。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形成，就是充分得益于市

场经济的推动。应该说，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

求和发展规律把珠江三角洲各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从而促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雏形

的形成。

（２） 政府角色定位准确。本来广东人尊崇的岭南文化的精髓就是敢为天下先，思想不僵化、不固

化，再加上政府的弱干预、不设障，使得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成就应该归功于地方政

府角色的 “缺位”，正是地方政府适时地隐藏了这只 “有形的手”，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放手让市场去

调控经济运作，因而才有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形成。关于这一点就不同于欧盟的经济合作，欧盟从一

开始就是政府有意识的推动，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最初形成完全是一种市场自发力量的推动。

（二）工业化的推动

（１） 香港的产业转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香港由于经济发育程度比较高，加之土地、劳动力等

成本高居不下，因而大批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急需寻找境外生存的出路，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拥有

毗邻香港、文化同源的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承接了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上了工业化

的发展道路。而促使香港传统产业向珠江三角洲转移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当时在珠江三角洲兴办的大多数

企业都是 “三来一补” 企业，这些企业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只是加工生产环节在珠江三角洲。而珠江三

角洲与香港近在咫尺，交通运输方便，节省了运输成本，无论对于香港还是珠江三角洲都是 “双赢”。

工业化社会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需要一种大工业生产的氛围，需要开展合作，从而形成互补之势，

这样客观上就打破了农业经济那种封闭式的发展，逐渐形成开放式的经济，这也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

一定的制度前提。

（２） 外向型经济的带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形成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是它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

外向型特征，这种外向化的特点使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在改革开放伊始就迅速与国际经济接轨，成了国际

制造业的基地之一。广东省外贸一直独领全国风骚，占全国外贸出口的１／３，２００３年广东进出口贸易首

次突破２０００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２５％，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５个百分点，而珠江三角洲外贸

出口又占了广东省的９０％以上。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内所辖城市，由于外向型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为

顺应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也基本上都本着不设障的思想，推进地方经济乃至区域经济的发

展。虽然当时对区域经济发展并没有上升到目前的高度，但基于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共识也为珠江三角

洲经济区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客观基础。

（３） 专业镇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工业化进程的显著特点在于专业镇的发展，以及由专业镇而带动的



产业集群的形成，这种产业集群也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区别于其他经济区的鲜明之处。如果说专业镇最

初的发展阶段还只是把千家万户联系起来的经济组织形态，那么，发展到现在这种形式已逐渐进入了高

级发展形态，即由专业镇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本身也要求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在更大的区域

范围内不断使企业孵化、膨胀。目前，珠江三角洲专业镇的产品和服务基本都辐射到全国，有些已辐射

到国际市场，这本身就已超出了珠江三角洲地域范围。

（三）城市化的推动

（１） 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一体化的形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以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为核心的道路网络基本形成。在不断完善区域内道路网络的基础上，珠江三角洲也努力推进

与周边省份和区域跨境道路及出口建设。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完善、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科

学合理的道路网络不断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珠江三角洲地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为珠江三

角洲经济区的形成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没有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不可能形成今天这种区域一

体化的雏形。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以道路基础设施一体化为前提，但道路基

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不一定能保证经济一体化的实现，但毕竟为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物质载体。

（２） 城市连绵带的形成。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初始城市化进

程，迅速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并且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中心城市为核心的连绵的城市带。城市连

绵带的形成既为区域经济的空间整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更有力地推动一体化步伐朝着更加深入的层

面推进。此外，城市连绵带的形成同样有助于广州作为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并且实现

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四）政府力量的推动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最初是由市场自发推动形成的，但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推

动，力图借助政府力量使其能够跃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１）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这是广东省于１９９４年组织的第一

个大型经济区规划。当时编制此项规划研究的宗旨和目的是想重点解决珠江三角洲各市自身不能解决或

者解决不好的重大问题，力求通过以规划为龙头，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形成区域总体优

势，促进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广东省以政府力量

推动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全国也为数不多。虽然规划的实施并不十分理想，但毕竟为区域经

济合作与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在珠江三角洲各地政府强化了区域合作意识，这为日后提升珠江三角洲区

域经济合作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２）ＣＥＰＡ的签署。ＣＥＰＡ是充分运用政府的调控职能和优势，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作出的

最有力、最及时的制度安排。ＣＥＰＡ的签署实质上是以政府间的制度安排和正式体制去取代过去那种以

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按比较优势和市场选择进行产业配置、自由组合的区域合作模式。这将使中

国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产生一种质的飞跃，其效应即将超出香港与珠江三角

洲本身，会对珠江三角洲经济产生一种提速作用。ＣＥＰＡ的签署是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一次崭新尝

试，它表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在市场自发力量的基础上，一定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这样才

能使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新的高度。

（３）《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为促进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提升珠江三角洲整体

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广东省委、省政府与国家建设部于２００３年联合组

织编制了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０）》。城镇群发展规划也是广东省政府近年来组

织的一项比较大的专项规划。主要目的是制定珠江三角洲空间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特别是从空间资源

供需分析的角度，明确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空间整合的思路与措施。力求通过规划指引、政策区划、空间

管治、落实行动与政策保障等多种策略，实现 “目标规划” 与 “行动规划” 的结合。

（４）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为顺应当代经济发展的潮流，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央政

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于２００３年７月提出了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 的战略构想，

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和泛珠三角各省区及港澳的热烈响应。经过近一年的探讨、磋商，２００４年６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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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首届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 在香港隆重举行，会议签署了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

议》，使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２００４年７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洽谈会在

广州召开，与会客商达１５万人，签约项目共８４７个，总金额为２９２９亿元，标志着泛珠三角合作和发

展进入了实质性运作阶段。

乘着 “９＋２” 的东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６日，首届 “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市长论坛” 在广州召开。来自

泛珠三角九省省会城市市长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围绕 “充分发挥省会城市和港澳在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集聚、带动、辐射作用” 的主题，共同探讨和谋划地区间的合作与发展，签署了

《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协议》。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通过一致的正式体制去稳定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和

经贸发展，这些制度因素和政府推动因素将有利于区域合作在有序的条件下全面展开和稳步发展。

（五）都市圈的推动

越大的城市，辐射、聚集、带动的能量就越大，会影响整个区域。比如说，上海市郊区的县 （市）

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远远超出其他城市的郊县，这就是大城市带动的结果。与单个城市相比，大城市群的

带动能力会更大。都市经济圈的经济规模很大，有的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都市经济圈的

成功与否，关键要看有没有世界级的超级城市作为其内核，而这种超级城市除了能源、水源、机场等硬

件条件以外，新型机制和创新能力也是至为重要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经济圈的金融

业、信息业、交通业、制造业在全国都具有枢纽和核心地位，今后仍会继续发挥其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中的引擎作用。大型企业及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将向三大都市经济圈的核心

城市汇集。因此，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尽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把国内

竞争优势提升为国际竞争优势，是三大都市经济圈内核心城市面临的共同问题，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主

要是强化广州的现代服务业中心地位。

大都市连绵带上的经济发展往往最具活力。应根据连绵带梯度发展的特点，建立国土规划、区域规

划、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和乡镇规划所构成的空间地域综合规划体系，强化区域规划的横向协调作用，

变行政区经济为都市圈经济，使大都市连绵带成为国内外两个市场对接交融的过渡带，带动其他地区对

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二、广州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定位

广州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定位是：继续保持和巩固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实现广州

的率先发展，广州与珠江三角洲的协调发展，以及广州与泛珠江三角洲共同发展的目的。

（一）直接目标是促进广州率先发展

（１） 当好珠江三角洲招商引资的桥梁与纽带。广州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市的服务业在珠江

三角洲经济区各城市中最为发达，发达的服务业可以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提供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的桥梁

与纽带作用。即充分利用独特的现代服务业的优势，努力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市的招商引资，引进技

术、管理、信息、人才，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开拓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充分发挥

广州的服务与桥梁作用，建成珠江三角洲产品的 “订单” 中心、技术的研发中心、要素的集散中心、企

业的 “头脑” 中心和制度的创新中心。

（２） 构筑珠江三角洲重要的物流平台。２００３年广州物流增加值大约占第三产业比重的３０％，地位

举足轻重，广州物流业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中国南方国际物流中心。广州集海港、空港、陆港、信息

港于一身的优势是珠三角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广州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为珠江三角洲各市提供全方

位、多层次、现代化、国际化的物流服务，为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扮演物流出口通道、物流枢纽中

心、物流组织中心和物流配送平台。

（３） 构建珠江三角洲重要的资本市场。经过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发展和建设，广州初步建成了以银

行、证券、保险为主体，其他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的现代金融体系。广州将充分利用其独特的金融优

势、证券优势和风险资本优势、创业融资优势，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业、

进出口、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咨询和各类产权委托交易，对外项目融资等提供金融服务业务，提供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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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担保和结算等服务。努力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来广州设立营业机构，发展金融业务，建立覆盖珠江

三角洲地区的项目贷款和服务网络，使广州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银团贷款中心。

（二）重要目标是促进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协调发展

广州在与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除了要促进广州自身的快速发展外，要高度重视并促进与

珠江三角洲的协调发展，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１广佛都市圈

广州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首先要实现与近邻佛山经济一体化进程，因为两地在很多领域的合

作已融为一体，初步形成了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发展格局，为使这种格局长期持续下去，广佛都

市圈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推进：第一，在基础设施上的协调发展。事实上，无论是广州还是佛

山，都已经意识到基础设施一体化对两地的重要性，两地在考虑区域基础设施的对接上已形成了强烈的

共识，佛山已经开始打广州牌。但光停留在认识层面还远远不够，还要在地铁、城际之间的轻轨上继续

探讨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实际操作。第二，环境保护的一体化。为提高两地共同发展的竞争力，两地在努

力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上要携起手来，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就环境保护的预防、治理问题上保持步调

一致。第三，城镇群的协调发展。在广佛都市圈内，分布着若干星罗棋布的小城镇，这些极具发展潜力

和活力的小城镇是带动广佛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城镇群的协调发展，最主要的是作好规划上的

衔接，在空间发展形态上避免无序和重复建设，提高城镇化水平。

２广州与珠江三角洲

近年来，广州按照 “南拓北优、东进西联” 的发展思路，在努力发挥中心城市区域带动和辐射功能

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广州对珠江三角洲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２００３年广州生产总值占珠江三角

洲的比重达到３１４％，而珠江三角洲对国内周边地区的经济拉动也日益明显。２００３年珠江三角洲生产

总值、税收和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占全省的比例均超过８０％。为保持广州与珠江三角洲这种良好的发

展势头，作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广州，应主要侧重考虑两方面的发展：

第一，继续深入实施 “东进” 和 “西联” 发展战略。“西联” 使广州与佛山的经济一体化及城市空

间上的融合更趋于紧密，借助广佛都市圈，广州可以更好地辐射到珠江三角洲西部及粤西地区。“东进”

则借助广州东部新城区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东部产业带集聚的经济能量，并充分发挥广州开发区的龙

头带动作用，向东莞、惠州等地辐射。在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格局中，不断凸显广州的辐

射力和带动能力。

第二，广州重化工业与珠江三角洲轻加工业的协调发展。从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来

看，广州在重化工业上的实质性推进，逐渐拉开了广州与周边城市的产业级能，更进一步凸显了广州中

心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广州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可与珠江三角洲相对轻型化的产业结构形成互补

之势，使广州在与珠江三角洲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中，形成广州独具特色和独特殊魅力，并与珠

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差异化的产业结构，从而保持广州的强势竞争力。

３广州与香港

２００３年８月６日，在香港召开的第６次粤港联席会议提出，粤港共同推进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合作，

双方提出 “力争通过１０～２０年的时间，把大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中

心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香港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

重要的以现代物流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中心之一，形成新型的 “前店后厂” 关系。在这种新型合作

关系中，广州的目标选择和定位是：

第一，借助穗港合作，努力提升广州的国际化水平。香港的国际化和开放度比广州高，在穗港合作

过程中，一方面香港有大量的国际化人才会进入广州，广州要充分利用这些人才资源优势，努力提升广

州的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广州也要充分借鉴香港的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互利互惠的基础

上，利用香港的国际化平台，把广州推向世界。

第二，服务业是香港产业发展的强项，香港服务业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价格和成本，而在于服务水

平和增值能力。香港在今天完成了向服务业的转型后，将在新一轮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着重发挥服务

业的优势。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广州的重点产业，借此穗港合作的契机，提升广州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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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容易推进的现实步骤。

第三，本着穗港经济合作从最容易突破、最容易凸显成效的原则，广州与香港应该大力发展旅游合

作。香港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素来有着 “动感之都” 的美誉，广州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岭南文

化特色鲜明，两地在旅游上的互动，可以拉动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旅游消费，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

（三）最终目标是促进广州与泛珠三角区域共同发展

广州与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目前已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与支持，泛珠三角区域各级政府对此都表现

出了极高的热情，并且泛珠三角区域已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对各方面的合作都给予了原则上的解释与

说明。在这样的前提下，广州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应注重两方面的内容。

１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进行合作

第一，由于客观原因，广州腹地不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严重限制了广州经济发展潜力，限制了

广州对珠江流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因而，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可以拓展广州的城市腹地，而区

域面积广大的泛珠三角区域是广州拓展市场和腹地的理想之地。

第二，“９＋２” 的其他省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受交通、市场等各方面原因的限制，这些资

源优势没有能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而广州经过２０多年的高速发展，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已消耗得

差不多。另外广州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城市，因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能够把广州的经济发

展优势和其他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双方共赢式的发展。

２进一步推进省会城市之间的合作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下，广州与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分别签署了 《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

市合作框架协议》 和 《泛珠三角区域工商行政管理合作协议》。这两个协议的签署，将省会城市之间的

全方位合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此，广州要充分利用框架协议的推动力量，和各个省会城市一

道，共同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广州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随着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合作逐步向深层次推进，广州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合作也将进入到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要朝着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构

建合作框架。

（一）基础设施一体化

快速便捷、高效安全、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是实现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基础和保

证。珠江三角洲在建设各类基础设施时，既要考虑满足各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要从区域的整体需要

出发，在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布局中，要逐步形成以广州为中心，国际、区际、

区内、城市各层次配套的区域统一、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

（１） 公路。加强区际间高速公路、快速路、国省道建设规划和港澳路网发展规划的衔接，构筑和完

善区域公路交通运输网络。到２００５年底形成以广州为中心，建成放射状覆盖广东省的高速公路网，届

时广东省大部分地区都将处于３小时经济圈内；在２０２０年以前，投资千亿元建设６００公里长、以广州

为枢纽的珠三角轨道交通，使整个珠三角城市形成 “一小时经济圈”。

（２） 铁路。加快珠三角城际轨道的建设及与港澳的衔接，推进珠港澳大桥的规划、论证和建设进

度。打通广州到香港的直达火车，建设广武客运专线。

（３） 航空。加强各地航空公司间、机场间的合作，促进区域内客货快速运送，形成以广州新白云国

际枢纽机场为中心的区域机场群落。在香港、广州、深圳、珠海、澳门５大机场的协调与分工上，长远

目标是要把接驳港增加到２２个。

（４） 港口。港口布局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主枢纽港，比如广州、深圳等；第二层次是重要港

口，比如惠州、中山、东莞、江门等，这些港口所在城市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第

三层次是地方中小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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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运作一体化

珠江三角洲地区要努力建立能够实现资源共享的跨区域的市场体系格局，坚决打破区域内地区保护

主义，共同培育、建设并开放面向珠江三角洲区域和全国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统一大市场。

（１） 全面清理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对限制外地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

的、限制本地产品和服务进入外地市场的、专门针对外地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收取费用的、对外地

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地市场设定不合理许可或审批条件的，一律予以取消。与此同时，还将依法放开市场

主体准入条件，加强企业登记合作，鼓励区域内企业合作。

（２） 联合组建珠江三角洲区域产权交易中心。注重培育产权市场，促进企业跨地区的兼并、收购和

联合，积极培育和发展一批区域性的大型企业集团，通过经营规模化、功能多元化、管理科学化、营运

国际化，实现资本扩张和市场扩张。可以尝试把广州的产权交易市场扩大为区域性市场，与各地的产权

交易市场形成垂直关系；或者整合珠江三角洲现有产权市场资源，组建珠江三角洲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为企业提供集股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为一体的综合性产权交易服务。

（３） 建议组建珠江发展银行，帮助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小企业实现异地融资。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小企业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期，但困扰广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鉴于此，建议成立跨区域的民营性质的珠江发展银行，主要为广大中小民营企

业融资提供服务，解除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实现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４） 珠江三角洲城市之间可实行工商联手，互设商场、市场、连锁店、专卖店，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各种类型的交易会和订货会，加大商品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各地各类专业市场和特色市场继续形成合理

布局与分工的态势，并以壮大高科技产品和中高档商品市场、开发新型商业形态为主攻方向，进一步繁

荣农副产品市场，在广州形成各城市内外贸产品的储运基地。

（三）人才资源一体化

为顺应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推动区域人才资源开发与合作，建立珠江三角洲的整体

人才优势，要努力推动珠江三角洲人才资源一体化。

（１） 推动区域内人才资源共享。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健全区域内人才资源信息交流和发布机制，

逐步实现珠江三角洲人才信息联网，构筑畅通、快捷的人才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统一人才信息标准，汇

集各城市人才供求信息，在各城市间互动发布。借助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搭建人才资源交流信息管理平

台，形成人才信息、用人单位信息、大学生就业信息、人才招聘信息、薪酬信息、政策信息共享机制。

（２） 联合组建珠江三角洲人才和劳务市场。逐步实现城市间人才市场的相互开放，减少地方保护色

彩，形成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近期主要开展劳动力供求信息传递和劳务输出输入组织合作，促进劳动

力规范有序合理地流动，协调解决劳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保护和相关的日常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劳动力

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职业技能鉴定和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珠江三角洲区域内的劳动力素质。

（３） 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在积极推进人才资源合作的进程中，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由点到面、

由浅到深、由易到难、逐渐推进，立足各自实际，求同存异、共谋发展。根据目前情况，可以采取灵活

多样的合作方式，既可以是整体性的业务合作，也可以是单个项目合作；既可以是珠江三角洲全部城市

参加合作，也可以是部分城市的合作；既可以是注重经济效益的合作，也可以是谋求社会效益的合作。

总之，合作可以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形式，只要是对区域人才资源发展有利的，都要大胆进行实践和探

索。

（四）旅游产业一体化

如果从区域经济合作最容易突破、最容易取得成效的原则来考虑的话，旅游合作是一项容易推动一

体化的产业。第一，制定珠江三角洲区域统一的旅游产业开发与推介总体规划，结合区域内各种旅游资

源，制定统一的旅游产品推介、旅游形象推广、旅游市场开拓的发展规划。第二，建立区域旅游信息系

统。建立珠江三角洲统一的旅游信息库和旅游终端平台，把各市旅游管理部门和风景名胜区网络连接起

来，做到资源共享。充分挖掘区域旅游资源，联合开发旅游产品，对外树立珠江三角洲旅游的整体形

象，共同开展宣传促销和招商活动，共同组织国内外旅游客源。鼓励旅游宾馆连锁经营，推动区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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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整体发展。第三，构建区域旅游网络营销系统，创建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

区作为一个区域推介的品牌，整体打包进行强势推介。

（五）商务与贸易一体化

第一，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要努力加强信用建设，消除限制商品流通的地区障碍，建立健

康、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制定统一的区域市场信用建设规范性制度，使之成为各方遵守和实施的指

导性文件。在珠江三角洲营造诚实守信的大环境，建立包括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和个人在内的全社会

信用体系，积极探索和制定珠江三角洲 《企业信用制度暂行办法》、《个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城市政

府信用制度管理条例》 等规章和条例，规范信用数据的获取、信用评估及使用程序，保障信用信息的真

实性和全面性，建立 “失信成本” 远高于 “守信成本” 的惩罚机制。

第二，鼓励珠江三角洲区域内贸易的合作与发展。共同推进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 和 《内地与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依照内地与港澳 《安排》 的有关内容，在珠江

三角洲区域内推进工业制品和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标准和认证标准的互相认证，加强地方和企业

标准制订上的合作，互相认同法定检验单位出具的鉴定结果，促进商品自由流通。

（六）新兴产业一体化

按照已有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形成珠江三角洲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以及规模型、集约型的生产

体系。第一，形成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整合珠江三角洲区域内产业资源，共同提升技术水平，推进高附

加值产业的发展。积极发展污染少、市场需求大的都市型制造业，促进外向型产业的发展，增强在国际

市场的地位。第二，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中心。整合区域内的技术开发、成果孵化、融资中介、市

场拓展等功能，联合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尽快形成产业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第三，形成企业制度

的创新中心。通过产业整合、要素配置、制度建设等，使各种资源向优势企业、优秀企业家集中，培育

一批骨干大企业，形成更加高效的产业组织规模。共同优化区域内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大企业、国

内各类行业协会的进入，形成大企业和行业协会的集聚中心。第四，加强协调，营造公平、开放和富有

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建立透明、便利、规范的投资促进机制。支持区域内企业间开展技术、生产、投资

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协作配套、共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提高珠江三角洲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七）制度与政策一体化

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不同行政主体在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冲突和矛盾，是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而要解决好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必须

调整、补充与完善现行的区域政策体系，促进区域政策的法规化及区域经济管理和调控的法制化。

第一，在近期要努力做到各地要清理和废除妨碍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旧的政策、制度，

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要加强行政协调，努力构建

统一的制度框架的融合。要联手制定与协调各城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为多元化市场主

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要

统一政策，着力营造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无差异的政策环境。认真梳理各城市在税收等特殊优惠政策方面

的差异，对各种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地方政府统一执法和依法行政水

平，推动地方政府管理和调控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进程。

第二，在远期要努力做到制定一个珠江三角洲区域内各地共同遵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公约，内容包

括区域生产力布局原则、区域产业发展准则、开放共同市场、促进人才交流、建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

络，统一开发自然资源、统一整治和保护环境，建立协调的管理制度，作为促进本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共同行为准则，以强化地方政府调控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３９４第七篇 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对广州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第八篇

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和经济发展总体思路



第一章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系统，它不仅是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的综合，而且

城市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状本身就是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定义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或类似的名词在一些文献和研究报告中不时出现，学者饶会林用了一个很大的篇

幅来论述城市经济环境，在其行文中又以城市环境指代城市经济环境，认为它由城市自然环境、人工环

境和经济社会环境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城市建设环境、城市住宅环境和城市生态环境。学者张耀辉

等从软环境、硬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总体来讲，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城市所拥有

的经济、社会资源的综合，是城市经济发展赖以依托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基础，这些资源综合的优良

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城市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

二、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分解

根据深入研究的需要，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进行分解。

（１） 根据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把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分为自然环境、人工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三

部分。自然环境主要对应城市经济发展所依托的自然资源；人工自然环境主要是指与城市建设密切相关

的城市布局、城市绿化等内容；经济社会环境则包含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开放程度等。

（２） 按照环境因素构成的性质可以把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

（３） 从城市对经济要素吸引的角度，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则包括投资环境、就业机会和栖息引力三个

重要方面。

投资环境是指投资区域围绕投资主体所存在和变化的，并足以影响和制约投资效果的一切外部条件

的总称，它涉及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以投资环境泛指城市经济发展环

境，那样不利于分析和解释问题，因为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就业机会的优劣由就业岗位数量和劳动收入两个因素决定。就业机会与投资环境是相辅相成的，有

了丰富的资本投入，就可以提高劳动力效率，提高劳动力价格，从而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另—方面，

优越的就业机会促进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者聚集，而较好的人力资源结构和熟练劳动者的聚集是投资

环境优化的重要表现。

栖息引力主要取决于城市生活的舒适程度和便捷程度。它一般不直接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栖

息引力与城市投资环境密切相关。因为生活环境直接影响高素质劳动者的去留。城市劳动力供给者一般

要生活在城市，或者居住在市郊，只有优越的生活环境才能够吸引高素质的劳动者的栖息，这些劳动者

正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所稀缺的，因此，应充分重视生活环境的改善，提高城市栖息引力。

三、城市经济发展的硬、软环境

硬环境是指易于用统计数据反映的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利益的城市物质资源及社会经济基础因素。城

市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经济结构是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一）公共产品硬环境

公共产品 （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ｓ） 是指那些可供全体居民或部分居民消费 （享有） 或受益，但不需要或不

能够让这些居民 （受益者） 按市场方式分担其费用或成本的产品。一般而言，公共产品有两个重要的特

征，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斯蒂格里兹，１９８７）。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一给定的公共产品的产出水平，

增加消费者消费该产品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所引起的产品边际成本为

零。例如，海上的航标灯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将为所有过往的船只指示航向，增加过往船只的数量并不

需要增加额外的修建或维持航标灯的成本。非排他性是指某个人消费某种公共产品，不能排除他人也能

消费这种产品。非排他性表明，采取收费的方式限制任一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是困难的，甚至是不



可能的，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免费消费公共产品。例如，国防体系一经建立，就不能排斥该国某一居民的

国防受益。根据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程度，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

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与完全的非排他性，准公共产品具有局部非竞争性和局部非排他性。如国防、消

防、邮政、供水、供气、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气象预报、公共教育、医疗保健等都属于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硬环境的范围：第一，为生产服务的公共设施。这些公共设施可能完全是不收费的，如城

市道路，也可能是收费的，如自来水，但必须是各生产企业自身无法独立承担投资的。由政府提供这类

设施的目的是节约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投资的进入壁垒。这些设施往往是企业生产的必备要素，

包括通讯、交通、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由于这些产品大多带有自然垄断性，如果城市政府不有

效地组织提供这些产品，那么企业 （或私人） 或者无法生产这些产品，造成投资进入缺乏基础设施支

持；或者使得提供这类产品的企业从中谋取高额垄断利润，而这些产品的高额垄断利润是以其他行业企

业的成本大幅升高为代价的，这必然会抑制投资进入城市。第二，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公共设施。为生活

服务的设施对城市经济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首先，劳动力要素对企业成本影响很大，如果居民生

活成本很高，会间接提升企业成本。因为面对高的生活成本，劳动力供给曲线会向左上方移动，现实中

表现为劳动力要价提高，或者通过部分劳动力流出本地，劳动力供给减少，从而价格上升，最终结果都

是劳动力变得更为昂贵。其次，劳动力的流动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流出的劳动力

往往含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而城市经济发展最稀缺的就是人力资本高的熟练劳动者和创新研究人员，由

于低等级劳动力不能替代高等级劳动力，劳动力因生活成本高而从城市流出，会引起本市劳动力素质水

平下降，必然要降低城市生产效率。相反，优良的生活公共设施和舒适的生活环境，可以吸纳高素质的

人才。这些设施主要包括医疗卫生设施、公园和娱乐设施、旅游风景、草坪以及商业、饮食网点等。第

三，为要素流动和发展服务的公共设施。劳动者在争取得到更多的收益的同时，特别重视未来的发展；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企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收益；要素发展可以为企业和要素所有者提供较好的利

益预期；劳动者总是希望能够自由地流动，投资者则希望能随时调动自己的资金和随意处置自己的利

润。因此，优良的有助于要素发展、方便要素流动的公共设施可以产生吸引投资和其他要素的流入。这

些公共设施包括职业培训机构、产权市场、科技与企业家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不动产市场等。在知

识经济到来之际，哪里能拥有和发展更多有后劲的要素，哪里就能在未来取得竞争优势，为要素流动发

展服务的公共设施投资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决策。

（二）非公共产品硬环境

非公共产品硬环境不由政府提供，政府也不能直接控制和影响其发展水平，只能通过政策引导保

护。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环境、市场与经济结构等。

自然资源环境是指由天然条件构成的环境因素，如区位矿产、地形、气候、土质、河流、湖泊、森

林、沿海等。它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城市的产业优势。对于自然资源优势，

主要是考察它是否有合理的生产经营组合来将其转化为城市享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对于自然资源来说，

城市政府所能作为的不多。

市场结构直接影响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它直接为企业带来利益的增加和减少。对于企业来

说，它或者适应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决策，或者步入消亡。经济结构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城

市的发展方向、规模等对现有经济结构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城市现有经济结构往往决定着城市的性质、

功能和效应。人们常用一些指标来衡量市场结构，如主导产业集中度、行业分散度和行业进入壁垒等。

主导产业的集中度以行业的若干最大公司的销售额比例或市场占有率来衡量；行业分散度分析城市的主

要收入由多少行业提供；行业进入壁垒表明一个城市创办新企业和新企业发展的困难程度。

主导产业集中度高表明本地经济特征明显，由于城市企业经营方向集中，容易产生集聚效应，短期

内主导产业的带动作用大，但长期下去可能存在一定的产业衰退风险，并积累巨大的产业转换成本；同

时，主导产业集中也使竞争较为激烈，特别是在各企业规模较为接近又规模较小时，竞争尤其激烈。城

市行业适当分散则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进入成本过高会使城市经济缺少竞争，从而走向封闭。

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内容。经济越发展，企业对各种相关联的服务的

需求就越大。服务主要指政府提供的其他具有一般公共物品以外的服务，即城市第三产业，包括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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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商业零售、信息、家政、房地产等。如果城市第三产业不发达，特别是如果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

够完整，各种服务的专业化程度低，各企业不得不自己去兼营完成这些服务工作，会导致成本的大幅度

上升，极大地降低了城市经济效率，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且服务不同于其他生产要

素，它一般具有交易和消费同时发生的特点，它不能或难以从外地或邻近城市购入，所以城市第三产业

的发达以及产业体系的完整，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应鼓励优先发展第三产业，调整第三

产业内部结构，保证第三产业足以配套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同时，第三产业结构高度化是

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城市经济发挥增长极作用的重要前提，应特别注重金融保险、邮电交通及商业

贸易等行业的发展。

（三）城市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软环境由城市人文状况及管理等因素综合形成，具体是指由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政府行为等

影响企业利益的难以量化评价的因素。软环境对企业利益的影响有长期性、间接性和隐蔽性，有时也具

有决定性。

１法律、法规与政策

法律、法规与政府的政策虽然不像公共产品那样为经济活动带来直接的便利，但对于一个城市的生

产、投资与消费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非常重要的软环境。对于具体的城市

而言，这种软环境更多地表现为对法律的正确理解、执行和相应的政策。虽然城市政府可以根据国家法

律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一些立法，但在我国，城市政府的立法权非常有限。而在执法方面，各

地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执法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执法的严格与否，公正与否，对人们的行为具有

本质性的影响。因为人们通常会从对触犯法律而受 “宽恕” 的惯例中获得暗示，形成偏离法律要求的行

为预期。如果城市执法公正、严明，企业决策时可以有明确的依据，就会大大减少企业决策风险，使企

业的预期较稳定，有助于吸引投资和鼓励追加投资。相反，如果执法不严或者不够公正，则使城市法律

不稳定，会扩大企业风险，抑制投资。所以，在城市软环境中，执法比立法更具决定性。

２生产要素的可获得性

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所需生产要素获得的难易程度，考虑的因素包括要素供给的多少、种类、价

格，供给的弹性、运输的方便程度，要素品质及其信息等。对于优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来说，最重要的

是劳动力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供给情况。劳动力是否丰富决定了获得劳动力的便捷性，决定了企业对劳动

力雇用的灵活性和自由程度；劳动力是否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企业能否按需要选择各种工种的

合适劳动者；劳动力素质则构成企业人力资本；这些因素与劳动力的价格一起构成城市劳动力供给和成

本状况。因此对于城市劳动力，不能仅看劳动力是否丰裕，还要看其结构，最重要的是比较各地劳动力

效率工资水平。资金供给也相似，不能只看贷款利率高低，还要考虑信贷机构的多少，信贷种类的多少

和贷款条件的松紧；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发行股票和债券也逐步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途径，是否容易

发行股票债券，也是城市资金供给是否便利的表现。

３商业信用与商业道德

现代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银行信用及证券融资，商业信用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其发达程度如何，

往往反映着城市经济的现代化水平。企业销售和采购时常要求交货与付款分离，以提高交易效率；有时

也作短时期的资金融通，以缓解支付困难。发达的商业信用环境是城市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

件。

商业道德是商业活动应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即其行为是否符合行规，是否为多数人所认同。它一

般表现为是否有商业欺诈，是否讲信誉，质量是否合乎要求等。商业活动的许多责任和利益都无法以契

约明确表达出来，这些责任和利益只能依赖于商业道德的约束，城市的商业道德状况构成其商业道德环

境，它影响着城市的整体形象，因而也是城市经济发展软环境的重要内容。

４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由社会传统和文化因素构成的城市特有的软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单个企

业和政府的行为，是单个企业和政府决策的外生性变量，它对企业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企业必须尊重和

承认这一环境，挖掘有利资源，或获取当地社会文化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虽然社会文化传统一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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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劣之分，但是却有力地影响城市政府的政策取向和人们的行为习惯。保守落后的社会文化传统一般

会使城市政府的改革决策缺乏闯劲，制度创新不具有超前性，这样的政策取向对企业经济发展是非常不

利的。因此，社会传统偏于保守的城市政府尤其要勇于创新，勇于改革，抛弃陈旧的、束缚企业经济发

展的一切枷锁，与企业一道发掘、提高本地企业的文化竞争优势。

四、城市经济的 “自组织” 规律

饶会林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城市经济研究，认为市场机制是城市经济系统 “自组织” 的首要因素。

城市经济的自组织就是以成本效益为调节杠杆的经济合作与聚集：分散的经济主体为了追求低成本、高

效益，不仅为寻找低廉的生产要素和扩大商品市场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而且要服从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

规律，相互形成正的外部性，彼此间形成一种 “看不见” 的合作。既竞争又合作是现代经济 “自组织”

的两个方面和本质特征，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为什么农村的人、财、物会流向城市？为什么这个城市的要素会流向那个城市？在 “经济人” 假说

前提下，肯定是这种流动的结果会使参与这种流动的人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下，城

市产业的平均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高于农村；这个城市的资本收益又高于那个城市，或者，这

个城市的个人收入与生活舒适程度综合起来能带来的个人效用满足高于那个城市，“看不见的手” 指挥

着人、财、物的流向，从而决定和调节各个城市成长的快慢和规模的差异，这就是城市经济的 “自组

织” 竞争规律。

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城市之后，继续为追求利润而竞争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他们之间还有许多

共同利益。他们必须共用资源、共用道路、共用市场，必须相互毗邻，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必须相互

协商和有共同操作的规范。于是，要以城市政府来代表公众利益，起着管理和调节作用，制订城市发展

计划，进行城市规划。这是城市经济 “自组织” 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单个的经济主体 （包括企业与消

费者） 通过城市政府形成一种间接的合作。城市政府的管理和协调与纯粹的市场机制相辅相成，保证和

促进城市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

自组织规律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因，其作用机制是多方面的，集聚是城市经济自组织规律的直观

表现和重要机制。

１集聚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和正反馈模式

经济的集聚，或者说产业的集聚规模扩大，在一定范围内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普雷德、基

布尔与古多尔对这种力量的实现作了专门研究。他们发展了 “需求导向原理”，认为区域以输出为主的

支柱产业的发展产生３种直接的连锁效应：①增加地区人口与就业；②使地方为输出提供投入的企业

（产业） 扩张；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这些连锁效应的结果又以正反馈形式使得集聚经济效益增大，产

生下轮循环。

城市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优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启动集聚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

循环，并且在循环过程中不断、有效地优化城市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 （图８ １）。

２集聚经济效益

集聚经济效益亦称聚合经济效应，是指由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要素集

中与厂商集中是相辅相成的。城市集聚经济效益是从微观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推演而来的，马歇尔早在

其 《经济学原理》 中就阐述了 “为什么集中在一起的厂商比单个孤立的厂商更有效率的三个主要原因：

厂商集中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厂商的地理集中分布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共享；厂商的地理集

中有助于知识 （技术） 外溢”。同时，厂商的集中也可以提高劳动力就业的选择性和劳动力在不同企业

间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

许多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论著中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谢文蕙和邓卫将其分为同类企业的集聚

效益和各类企业的集聚效益。饶会林从８个方面较为详细地论述了集聚效应对城市经济的积极作用：①
便于生产协作、配套和专业分工。②便于利用城市公共资源、能源、水源，便于利用公共交通、邮电和

其他社会服务设施条件，节约大量开支。③可以强化社会接触，便于交流经济信息，促进互相学习和刺

激竞争。④可以大量节约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⑤减少运输距离，方便原材料供应和商品销售，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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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 集聚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与正反馈模式

短流通时间，加速资本周转。⑥便于资本的集中和积累。⑦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方便舒适的生活。⑧
便于提高管理的效能。

根据城市发展阶段性理论，城市化分三个主要阶段：初期阶段、中期阶段、晚期阶段。其中晚期阶

段一般出现在后工业化国家。当城市处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时，这种聚集效益一般都表现为正效应。特

别是在城市发展进入中期时，由于城市经济集聚效益和企业规模经济效益的耦合，会使各类城市之间出

现较大的规模等级差异。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从整体上说还处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

段，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已进入城市发展的中前期，但是即使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大都市 （中心城市） 也

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后期。从广州的城市化水平与质量看，仍处于中期。因此，城市经济集聚效益是促进

广州城市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内动力。在评价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时，必须充分考虑集聚效益这一因素的

影响。

当然，集聚效应也有不经济的一面，比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问题，但在有效的城市

政府的管理和协调下，这类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

３影响集聚规模的因素

要考虑一个城市能在多大程度上享用集聚效益带来的好处，就必须先弄清影响集聚规模的因素。影

响地区产业集聚规模的因素很多，这方面的定性分析研究也较多，我们借鉴现有成果，归纳主要因素如

下：①资源条件，如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劳动力等。②城市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的

承受能力，如交通道路运输能力、供水、供电、污水排放处理、通信系统的完备程度等。③城市的管理

水平、政府环境等。④居民的文化教育、观念、开放程度、素质和收入水平。⑤城市知名度及区位。⑥
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前５项因素的优化，是启动集聚经济发展循环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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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市发展环境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化成为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

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

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正如国内不

少研究强调的那样，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或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它对城

市发展也产生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在 “全球化时代”，城市政府必须努力寻求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对策。

（一）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动力的变化

全球化对城市发展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全球化时代外部动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城市经济腹地不局

限于传统意义的区域，而是超越区域甚至超越国家的范围，出现了世界性城市。因为国际市场变化的不

可控性和外商投资的流动性，这种外力具有无序性和不连续性特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尤其应注意这一

点，必须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把握国际产业转移机会，争取能够持续地得到外部动力的推动，否则将被

排除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之外。

１国际贸易更趋自由化，国际间贸易往来空前发展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世界贸易总额年均增长６２％以上，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３倍。城市经济发

展所依赖的市场扩散到世界范围，城市也不仅仅是区域内或一个国家的商品货物的中转中心了，而是世

界产品的集散地。城市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是依托于城市以外的市场需求和供给，尤其是依靠国外市场

来提升城市的地位。

２国际间的经济交流逐步由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向资金和技术的流动

１９９１～２００３年，世界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１８３％，是世界贸易增长率的２倍多。这就更加突

出了城市在一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为资金和技术本身比商品更加集中于各大城市及其重

要企业中，而资金和技术的接受地也必然是以城市为主。所以，国家参与国际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

以经济中心城市或重要企业为代表，进入世界的经济竞争之中。

３跨国公司、金融网络构架全球经济系统

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角是全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４万多个跨国公司及其２８万个

国外子公司，占有世界生产的１／３，世界贸易额的２／３，对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７０％，专利和技术转

让的２５％。跨国公司频繁的跨国界经营活动需要巨大而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支持，这又进一步刺激世界

金融网络的发展。跨国公司 （及其子公司） 和金融机构主要都集中于中心城市，并为这些中心城市的发

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４全球化对不同城市 （或区域） 发展的影响有明显差异

首先，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经济增长的好处并没有平均扩散到每一个国家。其次，全球化为发展中

国家带来的机会也不是均等的。最后，全球化对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或城市的影响也有明显的差异，其

影响的大小会因区域或城市所处区位、原有经济基础以及国家采取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政策等因素的不同

而产生明显的差异。

５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

全球化意味着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加速发展，世界经济通过全球

劳动分工来组织，形成一个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在全球化进程中，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和竞争，表现为控制全球生产、消费、

投资、金融网络的功能向全球核心城市的集中，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向全球城市体系分级扩

散。这种集中与扩散的主动权掌握在发达国家的发达城市，但是由于在信息与技术日益发达的条件下，

国际间城市与城市的直接交流增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较为优化的城市也有可能脱颖而

出，从而出现某些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与其所属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不平衡的特殊现象。



比如，英国的综合实力已明显下降，但这并没有影响伦敦作为一级世界城市的地位；又如，具有国际化

城市意义的曼谷出现在经济还相对落后的泰国。

（二）全球化加速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不再只是国内人口和经济移动的集中点，而是国际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中

点，各个城市之间通过由交通、通信网络等空间联系渠道以及商品、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的流动联

系起来，组成了全球城市网络。与全球化相伴的是信息化。在信息社会，城市的发展潜力取决于该城市

与全球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同作用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全球城市网络在通过

网络分享知识和技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多极化、多层次的世界城市体系。一些全球性资金、技术、信

息交易的节点城市发展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枢上的城市，它们是跨国公司总部、全球性金融机构、世界

性的国际组织以及生产服务业高度集中的地方，担负着协调整个全球城市网络的功能，被称为国际性城

市或世界城市 （ＧｌｏｂａｌＣｉｔｉｅｓ）。另一些城市则处于相对次要的节点位置，它们通过与这些城市的相互作

用，发挥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还有些城市则由于远离信息社会，被淘汰于全球化浪潮之外，沦为

衰落的城市。这样，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使全球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等级体系结构，即世界级城市、跨

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和地方级城市。而且，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相互

间联系的广泛性而越来越重要，城市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

（三）首位城市的作用日益明显

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新颖之处不在于经济活动的跨国扩散，而在于国际生产和贸易由代表工业和商业

资本核心国家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织 （Ｇｅｒｅｆｆｉ，１９９７）。世界范围的经济重构不仅形成了全球新

的经济空间结构，而且形成了新的权力空间结构，使全球经济实体多层次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银行、关贸总协定 （１９９５年后改为ＷＴＯ） 等国际性经济组织和欧共体 （后为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

等区域性跨国经济组织逐步成为世界 （或区域） 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这些组织机构的总部和主要分支机构一般都坐落于一些主要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加强了这些

城市对世界经济的控制，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的实体。经济活动的全球

化和城市的空间分散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活动最高层管理和控制的进一步集聚。因为在信息化时代，经济

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运行机制不需要太多的强有力的中心来控制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信息产业的生产

和信息传输需要发达的物质基础设施，这类设施所需的规模下限迫使一些城市成为信息网络中极度集聚

的节点，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一旦这样的过程开始，城市体系的极化作用就会加剧。在全球经济重建

过程中，经济活动、主要公司、各类市场和基础设施在一些重要的城市日益集聚，使这些城市成为重要

的出口加工区、贸易中心或 （离岸） 金融中心等，充当资本和技术全球转移的策源地。这种首位城市主

宰经济的趋势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全国城市体系中也已开始明显表现出来，在若干城市首位度极高的国家

和地区，首位城市逐渐主宰该国和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趋势已见端倪。

二、加入ＷＴＯ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

（一）中国城市的经济环境更加开放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深远变化。市场的开放，竞

争的加剧，市场规则的透明与规范，外资企业在服务和咨询等领域的进入，在不同程度上冲击国内的相

关企业，又在阵痛中不断提升城市为经济服务的水平，填补某些高层次领域的空白，完善城市的经济环

境。中国城市的经济环境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环境，而是在开放经济背景下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环

境。开放的背景在为每个城市创造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城市的管理、

配置、吸引各种要素资源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学者将中国加入ＷＴＯ称为继１９７８年后的第二次开放。开放经济具有国际规范的内涵，包括行

业和地域的开放、生产要素的开放、市场的开放、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等方面。中国加

入ＷＴＯ，必须作出开放的承诺，除降低关税外，还将逐步开放银行业、保险业、电讯业、旅游业以及

其他服务行业。如加入ＷＴＯ５年即２００６年以后，外资银行将逐步获得以下待遇：业务范围上，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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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为主转变为同时经营人民币业务、债务、租赁、投资组合、国内结算等；地域上，目前外资银行不

能跨省区开展业务，最终要取消地域限制达到全境开放；服务范围上，突破只能对三资企业进行外币业

务和部分人民币业务的限制，可以对国外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人寿保险公司外商持股比例可达

５０％，一年后，再提高至５１％。非人寿保险和再保险领域，外商将立即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

５１％的股份，并可在两年内成立全资分支机构。

（二）税收优惠的政策调整与城市引资环境

目前为吸引外资，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各城市竞相以税收减免为手段给外资企业以优

惠，这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根本上讲，税收方面的优惠并不能真正代表经济发展环境优劣的真

实水平。况且，大型跨国企业从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并不会只为一点税收优惠而作出投资的决策，它

们会更多地关注城市的投资环境的优劣。它们更欢迎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法规。所以说，没有经济环境

的支持，仅靠税收优惠只能进行低水平的外资引进。然而。这种对中小外资企业可能有一定吸引力的税

收优惠不再成为地方政府手中随意操作的利器。

中国加入ＷＴＯ，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守 ＷＴＯ的基本原则，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对外国企业和个人

采取与本国企业和个人一样的税收待遇，防止税收歧视。就目前现实而言，外资企业在税收上享受的是

“超国民待遇”，同样是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如对房产、土地、车船的征税，实行的是内资、外资两套

税法。同一征税对象，执行两套税法，虽然外资轻于内资，但从外商投资者的角度而言，两套税法，政

策、法规随意性很大，违背了ＷＴＯ的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原则，不符合国际惯例，缺乏可预见性。

（三）更多的外资进入加速城市生产要素的流动

逐步开放国内市场是我国加入ＷＴＯ所作出的承诺，意味着一旦加入 ＷＴＯ，国外大型企业将争相

涌入中国市场，对我国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使人才、资金流动的速度加快，空间加

大，城市间吸引资源的竞争加剧。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必须建筑更高的、富有吸引力的城市环境平

台。

加入ＷＴＯ后，我国逐步向外资企业开放金融业、零售业、批发业、房地产业、旅游业以及其他竞

争性行业，必然使外资进入的数量和规模加大，对人才的需求量增加，对人才的要求提高，使人才流动

的空间得到扩展。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融入东道国的经济和文化之中，必然会实

行人才本地化战略。对高级、中级管理人员以及普通职工分层次进行培训。对高级管理人员予以重金进

行全方位的培养，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外资企业因其较高的薪金、良好的工作环

境以及较大的发展空间而成为人才的首选，对国内企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如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

业、高技术产业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受到的挑战尤其显著。

外资企业的大规模进入，使人才流动更加频繁，人才情况将面临以下新的变化：

１生存的压力

进口商品和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冲击使部分人员失业，面临重新就业的挑战。加入 ＷＴＯ后，外

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企业将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展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

机制将无情地驱逐弱者。各种层次的劳动力将通过人才市场重新配置。

２外资企业对高素质人才和自由职业者的需求增大

除了企业自身所需的管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外，为经济服务的投资、贸易、教育活动，直接导

致对专业服务人员如律师、会计师、保险精算师等人才的迫切需求。

３高薪的诱惑

外资企业和其他薪金较高企业的存在，对拥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年轻人具有很强的吸

引力。同行业高收入者的存在和增多，对其他中低收入企业的人员流动起着诱导和示范作用。

４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宽广的发展空间

外资企业特别是著名的跨国公司较注重员工的培训和发展，将收益与业绩挂钩，有的企业的研究开

发水平处于国际前沿。这些对谋求长远发展的高级人才颇具吸引力。

５从业观念的变化

加入ＷＴＯ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将带来观念上的全方位的冲击和更新，其中人们的从业观念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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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变化。“从一而终” 的就业观点将不再现实，跨地区的就业和人才流动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正常

行为。

外资企业进入的增加，不仅加速了人才要素的流动，也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流和信息流，使资金的周

转速度加快，信息在更大的范围扩散和传播。外资的银行、保险、房地产等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必然会

扩大国内资本的规模，增加企业融资渠道，密切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另外，外资企业进入的增多，

涉外经济活动必然增加，在中国城市高档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良好条件下，各种全国性、国际性的会议

和展览将逐步增多；研究和开发活动的作用在竞争中将不断强化；市场营销的技巧和观念将进一步特色

化、国际化；咨询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包含了各行业的最新信

息，促进了城市信息的交流，创造了许多潜在的商机。与此同时，外商会充分重视开发和应用先进的信

息技术，并将其灵活地运用于金融业、零售业、房地产等行业的管理和商业运作中，提高了经济效率，

降低了成本，扩大了规模，增强了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外商在使用信息技术方面的 “技术外溢”

和示范效应会促进和刺激国内企业广泛运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运用将使信息的流量和速率进一步提

高。加入ＷＴＯ，中国的城市将面临人才、资金和信息在更开放、更广阔的空间内流动，在基本要素等

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存在着挑战和机遇，使经济环境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中，曾经的优势可能

会失去，甚至变为弱势，曾经的弱势因抓住机遇而得到改善，甚至变为优势。

三、加入ＷＴ０与中国城市的服务环境

服务环境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入ＷＴＯ后，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零售

业、房地产业等服务业将逐步开放，从而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才流动方面对城市的服务体系产

生冲击和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的进入，会对银行、商业等服务类企业自身产生很大的冲击，另一方

面又在某些方面填补了我国服务产品和管理的空白，有利于城市服务水准的细化和提高，对优化中国的

城市经济环境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金融保险服务环境的改善

加入ＷＴＯ后，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障碍逐步清除，境内外资银行将稳步增长，这对我国的中心城

市比较有利，这些城市外资银行的数目将有所增长。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中

国银行业竞争服务产品的创新，更倾向于 “客户中心主义” 而不是 “产品中心主义”。这预示着外资银

行将更加着眼于为本土客户服务。中心城市一般工商企业发达，对外资银行很有吸引力，可以凭借自身

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限制外资银行划区域准入障碍消除的机遇，尽快地争取一批有实力的外资银行进

入本地，提升自身的金融服务地位。与银行业相类似，保险业的开放也有利于中心城市服务环境的改

善。

（二）信息服务环境的改善

外资企业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各行各业，融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于一体，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

隔，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扩大了企业和行业的规模。加入 ＷＴＯ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将日益显著。我国中心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不算慢，但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

却不理想，加入ＷＴＯ将有助于这些城市企业加快信息化的进程。信息技术在行业和企业的广泛运用，

依赖于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关系到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加入ＷＴＯ后，信息技术将在世界范围内

传播得更快，这对国内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信息服务环境的改善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三）房地产市场和人居环境面临新的变化

房地产市场是生产要素的基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水平直接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形象，关系到城

市居民和投资者的生活质量的高低，影响投资者经营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居民环境反映了一个地区

的生活质量和舒适度，直接影响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

加入ＷＴＯ后，国内城市的房地产业将有以下变化。

１需求增加

因为 “入世” 使中国城市的涉外经济活动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外资企业的涌入必将扩大对房地产的

５０５第八篇 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和经济发展总体思路



需求。同时，随着关税的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下降，使居民的日常开支有所减少，使我国城市居民的可

支配收入有所增长，居民对住宅的支付能力也将有所提高。汽车关税的降低有可能使汽车的价格回落，

这将使郊区房产销售量增加，使城市化的范围加大，步伐加快。

２融资渠道的有效扩展

目前国内城市的房地产融资主要依赖国内银行贷款，融资渠道单一。金融业的逐步开放，部分外国

财团的介入，将拓宽城市房地产的融资渠道。

３外商对房地产的投资规模将有所扩大

除上海外，在绝大部分城市，境外开发商的投资规模处于徘徊不振的状态。外商普遍认为中国的房

地产市场透明度低，尤其是地产市场游戏规则混乱，投资的非经营性风险过高。加入 ＷＴＯ后，必将增

强房地产市场的透明度，规范税收政策，有利于增强外商的投资信心。

（四）人才服务环境

人力资源在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加入ＷＴＯ将使人才以及人才市场的重要

性进一步凸现。关税降低，大量外国资本、商品的进入对我国不同行业的企业产生着冲击，进而对国内

城市的居民就业产生影响，这就需要人才市场将劳动力重新配置。

在加入ＷＴＯ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人才服务环境将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变

化。①国际化：“入世” 后，企业的竞争将加剧，猎头公司 （包括国际猎头公司的介入） 在人才市场上

将更为活跃。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促使国际人才的跨国、跨区域流动。加入 ＷＴＯ后，将

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各大城市的人才市场将具有国际化特征。另外，海外留学人员、跨国公司

总部人员及其他国际人才在大城市的人数增多，大城市专业人员的出境人数也会增加，这就要求人才市

场在中国与外国的职业资格的互认上作出努力。②专业化：人才市场的中介机构应进行专业功能的分

工，充分应用信息技术与人才市场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形成一套人才评估、人才考核、人才培训等相关

的服务体系。③信息化：网络技术极大地拓展了人才的空间，网络所拥有的巨大顾客群及上网者潜在的

知识背景，是一个范围更广、数量更多的人才储备。人才信息化的前景非常远大。④法制化：我国目前

的人事法规多由上级人事部门向下级印发，这种发文件的方式远不能适应人事多元化、国际化的要求。

世贸组织要求成员国和地区的政策法规透明，要求管理程序透明。“入世” 后，随着立法、司法功能的

完善，人们的法制意识逐步健全并融入日常就业活动中，人才市场供给方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大城市

的人才市场应将政策法规和管理程序置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让人才和用人主体了解政策、法规和管理程

序，并对政府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督，促进人才市场的规范化运行。

（五）商业消费环境

重点比较研究的国内７个中心城市，即上海、深圳、广州、大连、南京、武汉和青岛，消费市场都

比较庞大，加入ＷＴＯ后，这些中心城市的商业消费环境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 （表８ １）。

表８ １ １９９８年各城市城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较

城市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亿元）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排名 年增长率 （％） 排名

深圳 ４２３０５ ３６９ １ ２３６７ １

广州 ７５５２８ １８９ ２ １１９５ ３

大连 ３１５４２ １２０ ３ １０１４ ５

南京 ３１１１９ １１３ ４ １０４１ ４

上海 １１８５６１ １１１ ５ ６０８ ７

武汉 ４９１９４ ０９３ ６ １４４５ ２

青岛 １３２２４ ０５８ ７ ７７８ ６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已逐步开放，使外资企业更多地进入。商业消费是为满足

６０５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不同消费群体多层次的需求，使人们的不同偏好得以实现。影响商业消费环境的因素不仅包括商品的因

素，如价格、质量、数量、品牌因素，还包括获得这种服务的便利程度和商业服务所提供的精神愉悦程

度。对于国内中心城市而言，加入ＷＴＯ，将有利于这些城市的商业消费环境在面临挑战和竞争中得以

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市场的商品和服务将更为丰富多彩

加入ＷＴＯ后，将从多方面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幅度下降，将有更多

的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②我国政府对外国出口商拥有商品分销权的承诺，意味着包括批发、仓储、

配送、零售、售后服务等领域向外资企业开放。目前我国在流通领域市场准入方面只允许外商投资经营

零售业，且数量极为有限。③根据ＷＴＯ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东道国逐步降低对外资

工业企业产品出口比例的要求，减少投资中的贸易限制和扭曲作用，外资企业的产品将更多地以国内市

场为目标。中心城市一般都交通便利，经济腹地广阔，拥有优良港口，加入 ＷＴＯ后，商品的流入量将

有显著增长。加入ＷＴＯ后，中心城市的市场不仅是商品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各种档次、各

种品牌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提高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２消费者将从价格上获取实惠

商品的价格在很多情况下依然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直接影响商品的消费数量的大小和消费者

的满足程度。中档消费层的主导地位在我国市场的地位有稳定的增长，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和消费观念

的影响，价格仍然是人们决定购买商品的重要因素。加入ＷＴＯ后，国内中心城市市场的商品价格总体

水平会逐步有所下降。一是因为关税的降低将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作相应的下调；二是因为外资商业企业

的进入使商业企业的竞争加剧，优胜劣汰，效率提高，成本降低；更重要的是外资商业企业在零售和批

发行业的大规模运作方面驾轻就熟，往往通过连锁经营和低价渗透的方式，扩大市场份额。像沃尔玛、

家乐福与麦德龙这样的大型外商零售企业会本着 “低价采购，低价销售” 的原则经营，８５％以上的商品

来自中国当地，并以买断的方式进货，从而大大降低进货成本；另一方面，外资商业企业信息技术广泛

应用于财务管理、存货管理、品种管理等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

率。据统计，外资商品的零售价格比国内同类商店低１０％左右仍有赢利空间。在今后几年里外资商业

企业的扩张将是快速的。

３商业管理、技术和服务水平得到提高

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批发和零售业将逐步对外资开放。“入世” 以后，对外资的地域限制将逐步

取消，使各城市处于相对平等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扩大上海、深圳以外的一般中心城市如广州等吸引外

资的空间，引入国外更多的商业资本、提高商业管理水平。外资商业企业的进入将加速商业技术的提

升，计算机技术、营销技术、采购技术、现代配送技术等广泛应用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劳动生产率大

大提高，电子商务成为零售商业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空间的有效手段，网络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４推进商业业态以及功能的调整

国内的中心城市目前在商业业态方面，除综合商店外，已拥有以下３种主要形式的新型业态：较为

成熟的连锁超市、稳健起步的物流配送中心以及以电子商务形式出现的网上商店。城市的综合商店，即

大型百货商店，仍是零售业的重要业态，有着与超市不同的竞争优势。超市是新型商业业态中发展最为

成熟的，具体可分为以下３种形式：①大型卖场，主要以仓储式商场为主，服务对象为普通消费者和中

小零售企业。②５００平方米以上的连锁店，这是连锁超市的主体。③便利店，是在第二类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２４小时服务的小型超市。加入ＷＴＯ后，一些国外的商业业态、功能及经营方式将进一步进入国

内中心城市。购物中心、超市、专卖店、折扣店、便利店、仓储式超市等利用各自的优势参与争夺市场

的竞争，商业业态及其功能呈多元化趋势。为满足居民需求层次化和多样化的要求，为适应商业市场的

激烈竞争，商业企业必将根据城市不同地段、街区的情况，适应不同收入的消费群体，合理组织各种商

业业态。

５商业网络布局将更合理

零售商的商业布局应一方面与人口密度相关联，另一方面随人口的流动作相应的调整。目前在国内

中心城市，商业一般都集中于市中心地区，网点密集，占领了市内零售网点的布局优势。但是，随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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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开发向城郊拓展，商业网络的布局将出现疏漏和断层。外资商业企业将会避开与城市原有商业企业在

市内的正面交锋，利用其价格优势、规模优势和经营灵活的优势，以连锁经营和仓储式超市等发达国家

擅长的商业业态形式占领不断变化的市场空缺，并以相对价廉物美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吸引和争夺消费

者，不断扩展市场空间。这样在竞争中不断调整和完善商业网络布局，将使消费者购买商品、享受服务

更为方便和快捷。

虽然，加入ＷＴＯ客观上有利于优化国内中心城市如广州的消费环境，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实惠和

便利，也给商家创造了新的商业竞争环境和机遇，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①跨国公

司在规模、技术、人力资源及营销上具有优势，对广州的商贸业有可能产生冲击，使曾经的赢利企业的

利润下降；而资产素质较低的企业将加速倒闭和资产重组。②加入ＷＴＯ为城市商业消费环境创造的有

利条件并不为一个城市所独有，其他城市也会顺应国际化的潮流，努力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以吸引资

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入。因此，每一个中心城市只有利用已有的市场优势，对各种商业业态

的布局以及批发商业的分销体系早作规划，以积极的心态面对 “入世” 后的种种变化和挑战，才能在开

放的环境下更好地发展商业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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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外若干国际性中心城市文化环境介绍

城市作为人类聚居地，在环境塑造上充分体现了人的意志，而人是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城

市的外观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在文化上的追求。例如，商业文化发达的纽约就以摩天大楼而闻

名于世，而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则主要以历史建筑吸引世人，而且非常注重保持新建筑在风格上与老建筑

的统一性。城市外貌不单单反映了城市文化的特征，也综合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是城市审美能

力的证明。现代城市文化中体现出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在环境塑造上强调城市、人类和自然三者的协调

发展。大连、青岛等城市在规划建设时，不仅考虑到了城市的经济功能，也考虑到人们的居住、生活和

休闲需要对环境质量提出的新要求，使城市、人类和自然三者合一的思想成为其文化上的一个特色。一

个优美、和谐、绿色、安宁的环境不仅可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和旅游收入，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

中国和外国的许多著名城市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丰富的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并在此基

础上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文化环境，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一些著名城

市的文化环境也成了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北京：千年文明古都的力量

北京是中国最具有文化震撼力的城市，在世界上也是一个著名的千年文明古都，北京的城市文化与

文化环境对北京城市的竞争力有着最紧密的关系。

北京的城市文化意义与这座城市的历史难以分割，这座城市的历史又和她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

北京位于中国东部偏北的地方，与河北省和天津市毗邻。面积１６８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１００万。北京

的西部、北部和东北三面环山，越过山地，北部和蒙古高原相连，西部与黄土高原紧邻，东北通向东北

平原。在逶迤叠嶂的群山之中，由于山脉交接、断裂的缘故，形成了不少关卡隘口，如东北部的古北

口，西北部的南口镇，西部的青向口等，这些关口历史上是连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黄淮中下游地区

的重要通道，是汉、蒙古、满等各族人民南来北往的必经之道。北京的东南是伸向渤海的坦荡平原，距

渤海直线距离约１５０公里。北京的南面就是著名的华北平原，为中国三大平原之一。“负山带海”“龙蟠

虎踞”“南控江淮，北连大漠” 是北京地理位置的特点，也是构成千年文明古都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

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多个朝代在北京建都，以图 “北御胡兵，南制三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

背景，北京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汉人与少数民族长期混居而促成多种文化交流的比较典型的大都市。

元朝开始，北京就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当时也是最大的商业都市。元朝初年，大都城 （北京旧

称） 建成，已是规模十分宏伟的一座城市。城外廓长３０公里，呈长方形，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南侧，

北城墙在今德胜门，安定门外２５公里处，全城面积５０平方公里，人口约１１０万，有 “燕都百万家”

“京师人烟百万” 的记载。皇城宫殿位于风景优美、湖泊错落的城市中心区。城市布局井然有序，以南

北干道为主干道，次要街道垂直于主干道，主行排列，形成整齐的街坊。这种十分工整、科学的城市布

局曾给当时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北京的独特地理与历史的背景，造就了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宏大与悠久，一切都透着皇

家的恢弘与气度。所以，北京的建筑往往都特别宏大，街道也特别宽阔。北京的天坛占地４０００亩，由

内外两重围墙环绕，是世界上最大的祭祀建筑。北京紫禁城占地７２万平方米，屋宇小宫殿７０多座，可

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北京颐和园是中国现有也可能是世界现存的规模最大的皇家林苑，园内佛香

阁是全国现存最高的古阁，还有世界上最长的长廊，达７２８米。这些都是历史上的建筑。北京天安门广

场是２０世纪的建筑，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

北京的城市文化以历史人文见长，不论是宫阙、庙坛，还是园林、寺塔，或是居所、陵寝等文化古

迹，北京在世界上都算是一流的城市。所以，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时，打出 “人文奥运” 的宣传口

号，取得了成功。除了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和人文资源外，作为当代的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北京的城市文化已包容更多的要素。发达的教育体系是北京拥有的最丰富的文化资源之一。北京是全国



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城市，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完备性和水准，是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之相抗衡的。

北京拥有的著名大学是全国各城市中最多的。尤其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座全国最负盛名的大学都

在北京，仅凭这一个因素便使国内其他高等院校比较集中的城市，如上海、南京、西安，难以逾越其中

的障碍，在高等教育资源上赶上北京。在中国的大学中，著名的大学有几十所，若给这几十所著名大学

加以排序的话，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自然为 “第一方阵”，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６～８所学

校为 “第二方阵”，剩下的其他著名大学 （约１５所） 被列为 “第三方阵”。因此，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

校的影响力抵得上２０所一般重点大学的影响力。这一点不同于美国。美国第一流的著名大学有几十所，

处于顶尖水平的大学至少可以排列出１０多所。当然，北大和清华如此显赫地位的形成，也和中国特殊

的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无论如何，北京有众多的名牌大学，是吸引国际上大型跨国公

司，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选择北京作为投资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京也是全中国媒体产业和媒体市场最为发达的城市。尽管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媒体业

也相当发达，但和北京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新闻媒体机构，最有影响的新闻媒

体大部分都在北京，产业化程度最高或市场功能最显著的媒体一般也都在北京。据统计，目前已进入中

国的１７７家海外新闻机构中，有１６７家在北京办公。正因为北京的媒体业发达，媒体机构的办公区域已

经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特别是ＣＢＤ（中央商务区） 的规划和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北京宣武区正

在规划建设一条国际传媒大道，集中海内外的著名传媒机构，以提升本地区的知名度，进一步增强文化

含量和商业气氛，因为这里集中了新华通讯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商报》 等著名的媒体，

实际上这些媒体也是所在城区提升竞争优势的一笔宝贵资源。

北京还是全国最艺术化的城市。由于首都的独特效应，中国的第一艺术中心城市毫无疑问是北京。

全国各类艺术精英，无论是从事高雅艺术的，还是从事通俗艺术的，乃至画家、作家、作曲家、曲艺

家，要想在艺术领域里寻求更大的成就，提高个人的声望，都要到北京去发展。北京还是国际文化交流

的最大场所和市场，国际上的电影商、演出商、出版商、展览商如果要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首先则要

打开北京的市场，并通过北京的市场运作来缩短与全国市场的距离。所以，著名的 “三高” 演唱会选在

了北京，而且是假借故宫作为演出场地，可谓是将文化进行商业化操作的极致，也创下世界露天演出票

价的记录。一些在国际上畅销的书籍，通过精明的出版商在北京的先期运作 （主要是在中央电视台和其

他大媒体上的策划包装），书的中译本很快就在全国市场上流行起来。

北京就是这样一座城市，独特的城市文化是这座城市的最大资源，也是决定其城市竞争力的最大要

素之一。北京城市文化的丰富性、悠久性及其在某些方面的权威性，是吸引生产要素集聚于北京的一个

重要条件，尤其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二、香港：商业文化中的都市

香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商业城市，与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是世界上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按人均ＧＤＰ指标衡量，香港的发展水平早已超过了英国。香港的商业环境在世界上一直是为人称道的，

多次被评为国际最佳经营商城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公布的国家竞争力排序中，香港作为独立的一

个经济体，排在第二名的位置。

香港又是一个经常被人批评的城市，最大的批评称这座城市是 “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已经延续了

多年。香港人对这种批评最不能接受，自认为也是一座文化繁荣的城市。香港的确有自己的城市文化，

而且这种城市文化不同于任何一座城市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都市型文化，其繁荣程度也相当可观。

让人最能感受香港都市文化的是这座城市报刊业的发达和繁荣。香港每天印行报纸 （即日报） 的有

５０家，其中中文报纸３８家，英文报纸１２家。５０家报纸中，有３１家以报道香港和世界新闻为主，有４
家集中报道财经新闻，其余的则是娱乐报道。一个６３０万人口的城市，每天有５０家报纸出版发行，这

还不算隔天出版或一周出版一次的报纸，其中几份大的报纸日发行量达５０万份以上，平均每千人拥有

报纸３８０份，香港的人均报纸数是世界上最高的。有１２家英文报纸每天同时发行，这在亚洲不以英文

为母语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英文报纸数超过了东京和汉城。

香港的期刊更多。据统汁，香港现有期刊６１７家，其中中文期刊３４６家，英文期刊１５４家，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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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和其他文字的期刊１５家。绝大部分期刊是面向市场的商业性期刊，完全靠自身运作维持办刊经费。

期刊有周刊，如 《经济导报》、《壹周刊》；有月刊，如 《明报月刊》、《信报财经月刊》；有季刊，如 《恒

生经济季刊》、《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刊》 等；还有半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等。香港还是不少国际期

刊和报纸的业务基地，例如，著名的 《远东经济评论》、《亚洲周刊》（英文） 和 《亚洲华尔街日报》 都

把总部设在香港。

香港是亚洲地区一个重要的电影制作中心。１９９６年，也就是香港回归前的一年，港产的影片和录

影带共有６５７部，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内地全年生产的影片数。一个只有６００多万人口的城市，一年生

产的影片数量竟比１２亿人口的大国还要多，不能不称之为奇迹。由于本地影片产量众多，再加上香港

基本上能够在第一时间引进国际上的影片 （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电影），所以，到电影院看电影

是香港人的一大文化消费方式。香港的电影院多达１８０家，每年的电影观众约２８００万人次，这个数字

也大大超过了上海。

有关香港文化的话题，有一个专题及相关数据足以让 “香港是文化沙漠” 的说法难以成立，那就是

香港的教育基础和教育体系。香港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善的教育体系，很早就实行９年制义务教育。

香港约有１２０万名学生在全日制学校读书，约占香港人口的两成。香港学生在读完中三 （初中三年级）

后，大多数学生会继续升读两年制的高中课程；读完后可以参加第一次公开考试，即香港中学会考。香

港中学会考后，继续升学的学生升读两年制的中六课程，修满后便参加香港高级程度会考。高级程度会

考后，合格者便由大学录取修读三年制的学士学位课程，不读大学者可以修读两年或三年制职业课程，

修业期满可获得相应证书或文凭。

香港原来只有两所大学，即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其中香港大学创立于１９１１年，是香港历史

最悠久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１９６３年，由新亚学院、崇基学院、联合学院以及后来创立的逸夫

学院所组成。由于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政府也有足够的

财力兴办和资助高等教育，同时也为了增加这座商业性城市的文化内涵，所以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致力

于兴办新的大学，资助私立学院，最终使香港有了８所正规的大学。

除了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外，香港还有香港理工大学 （１９７２年成立，１９９４年升格为大学），香

港浸会大学 （原称香港浸会学院，成立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９４年升格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原称香港城

市理工学院，１９８４年成立，１９９４年升格为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成立于１９９１年），岭南学院 （１９６７
年成立，１９７９年转为政府资助，１９９２年起开始颁发学位）。香港的一些大学在亚洲乃至国际上已达到较

高的水准，如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很早就是亚洲的名牌大学，学术排名一直在亚洲前１０位。香港

科技大学虽然只有１１年的历史，但由于学校用重金吸引海外的学术精英来校任教，使这所年青的大学

发展迅速。据一项调查显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国际学术排名已排在第３７位，超过了国内任何一

所大学经济系在国际学术方面的排名。

香港既有非常商业化的演出、电影、报纸、杂志；还有香港赛马会这样的文化团体，完全是大众文

化，并且在香港城市文化中占了主流；同时又有良好的教育体系，有学术水准一流的大学。另外，香港

也有高雅文化的一面，有香港芭蕾舞团、香港科学馆、香港管弦乐团、香港舞蹈团、香港历史博物馆、

香港考古学会等。香港的高雅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城市高雅文化的区别在于：一是非职业化，如香港的许

多艺术团体均是由业余成员组成，不像国内的城市文艺团体成员是专门以艺术为职业的；二是没有出多

少大作家、大艺术家和著名的文化领袖。

香港城市的主要功能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是以大众文化为主，更加适应城市的商业、贸易和金融

活动的运行，文化创新和艺术竞争不是这座城市文化的主要任务。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可以使这座城市

的市民得到良好的教育，受到基本文化的熏陶，以及利用相应的文化设施 （香港的图书馆、博物馆、艺

术中心等文化设施并不算少），保证了较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和高级人才的充足。为了有良好的教育和

一定的高雅文化，香港的大众文化及其商业功能也有相应的贡献。香港科技大学是全香港设施条件最

好、风景优美的一座大学，完全建在山坡之上，可俯瞰美丽的海湾，耗资巨大，建造这座大学的一部分

资金来源于另一种文化类型———香港赛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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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黎：奢华的城市文化

世界上最有文化感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欧洲；在欧洲，最有文化感的城市当属巴黎。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位于北部巴黎盆地的中央，城市中间有塞纳河穿过。巴黎的城市含义有几种。

一是巴黎市区，指的是传统的巴黎城，面积约１００平方公里，人口有２４０万；二是大巴黎，指的是巴黎

城市群，即以巴黎市区为中心的城镇等集聚区，面积约１８００平方公里，人口９２０万；三是巴黎大区，

指的是以大巴黎为中心的方圆８０公里的地域，面积在１１万平方公里，人口１２００万。

巴黎并不像罗马、威尼斯那样的城市，有非常悠久的都市历史，但近３００年历史的巴黎却充满了令

世界瞩目的事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世界级的名人。１７８９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爆发于巴黎，使法

国走上了发达资本主义的道路。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公社又使巴黎成为１９世纪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中心。巴

黎出过的名人和文化大师数不胜数：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左拉、莫奈、罗丹

等，这一长串的名人名单中，每一个人都足以使一个城市知名昌盛。巴黎出过太多的名人，同时有更多

的名人涌向巴黎，许多名人一直在巴黎生活到最后一息，英国前王妃戴安娜也是在巴黎遇车祸身亡的。

在她遇难不久，一座戴安娜纪念碑在她遇难的地方立起，每天都有来自巴黎、法国和全世界各地的人到

这里献花凭吊，怀念这位民间爱戴的美人王妃，巴黎因此又多了一个旅游景点。

巴黎是名人辈出的地方，时尚总是名人引导的，所以巴黎又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时尚之都。人们称

巴黎为花都，是因为巴黎盛产美丽如花的时装、饰品、香水，还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以及销售这些时

尚之物的漂亮豪华的商店。巴黎是世界第一时装之都，有时装店２３００多家，每年推出新式时装３０００
多种，价格从数千法郎到上万法郎。由于时装业发达，研究和发布 “流行色” 成了巴黎的独特城市文化

现象。巴黎有专门的国际流行色研究机构，研究国际上流行色的发展趋势，并对外发布信息，在国际时

装界很有权威影响。巴黎的时装产业是这座城市最有声望的产业，为支持这个最有声望的产业的发展，

法国政府在罗浮宫专门新辟一层楼设立了一个时装博物馆。

巴黎不仅是出名人、艺术家的地方，不仅是著名的花都，也是科技教育十分发达的城市。作为知识

和文化集中的城市，巴黎在这方面集中度之高，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中不多见的。

法国大学众多，在校大学生数占了全法国的三分之一强，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也占了全法国的三分之

一。研究人员的数量集中度则更高，巴黎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占了全法国的一半以上。法

国的城市文化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如多得数不清的历史名胜、著名建筑：罗浮宫、凡尔赛

宫、枫丹白露、协和广场、三月广场、爱丽舍宫、波旁宫、圣母院、凯旋门、艾菲尔铁塔，这些世界级

的建筑名胜都在巴黎。巴黎的街道特别漂亮，街道两旁有漂亮的商店、咖啡店、酒吧、花店，构成独特

的街景文化。巴黎也是世界上花草最多的城市，拥有数以万计的花圃，使这座城市鲜花不断、草木葱

葱。

名贵、美丽、优雅、闲适是巴黎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这样一种城市文化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吸

引了全世界的艺术家、文化经纪人、商人和艺术崇拜者及旅游者来到巴黎，使巴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世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经济中心。

巴黎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的城市文化，使许多国际机构把其总部或分支机构设在这里，使众多的国

际学术机构、活动推广机构和社团组织在这里设常驻机构，巴黎又成了世界的信息中心。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总部设在巴黎，世界上著名的国际性学术团体在巴黎都有常设机构，世界各大银行在巴黎都有分

支机构，巴黎举办的各种展览会、博览会、文化周、艺术节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巴黎还是世界上

游客最多的城市，堪称第一大旅游城市。吸引全世界旅游者到巴黎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探访过去数百

年间形成的历史名胜，追寻最时尚的服装和流行文化，跟踪某个电影名人或艺术大师，欣赏大巴黎的美

丽景色，或就是为了坐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露天咖啡馆，一边品着法式咖啡，一边看着街上的人流。所

有这一切都是巴黎的文化引起的。巴黎今天已是世界级的大都市，也是国际经济中心，同时是国际文化

中心。对于巴黎而言，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功能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但如果要进一步准确地说，应

该主要是巴黎文化的繁荣造就了巴黎经济的繁荣，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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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纽约：无所不包的城市文化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如同世界上的其他大都市一样，纽约也有几

种地理概念。第一是纽约的市区，这个范围主要在曼哈顿区，人们通常对繁华纽约的理解也是这一区

域。著名的帝国大厦、中央公园、华尔街、百老汇，以及在 “９·１１” 事件中被飞机撞毁的世界贸易中心

双座大楼，都在曼哈顿区。曼哈顿是一个狭长的岛屿，长约２１公里，最宽处为４公里，曼哈顿的西面

是哈得逊河，东面是东河，与长岛相望，东河与哈得逊河交汇在曼哈顿的南部，形成纽约湾，是世界上

最优良的天然港湾。第二是大纽约市，除了曼哈顿区外，还有布鲁克林区、布朗克斯区、皇后 （昆斯）

区和斯塔腾岛。所以，纽约实际上是由５个区构成的。第三是纽约大都市区。纽约西面隔河相望的泽西

城，已经属于新泽西城，与纽约州并列，但由于与纽约连成一片，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西纽约，再加上附

近的一些城市和城镇，与大纽约构成了纽约的大都市区，面积在５０００平方公里以上。大纽约 （含５个

区） 的人口为７３０万，而纽约大都市区的人口在１５００万左右。

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最大的经济中心，这一基本特征也决定了纽约城市文化的特征：

商业性、多样性和包容性。

由于是一座最商业化的城市，纽约文化的特征首先凝固在最能体现商业特征的载体：一幢又一幢的

摩天大楼，而且每座大楼几乎都有一个商业的故事，通用汽车公司的主人与克莱斯勒公司的老板之间的

比阔斗富与商业竞争，留下了至今仍是游客游览观光去处的两幢摩天大楼：纽约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

厦。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的总部也设在纽约，也是一座摩天大楼，花旗银行大厦建于１９７８
年，建筑风格十分特别，顶部４５度的弯曲使它成为纽约数百幢摩天大楼中的一个记号，也成了纽约商

业大楼的杰出景观，所以许多有关纽约的航拍照片和图像中总有它的镜头。这座大楼的中厅和商店总是

挤满了人，因为每天在午餐时间都有免费音乐会，私人的商业建筑实际上成为公共建筑。曼哈顿著名的

商业大楼还有洛克菲勒中心、ＩＢＭ大楼、赫斯特杂志大楼、沃尔沃斯大厦等。联邦储备银行是美国的

中央银行，纽约并不是美国的首都，但联邦储备银行大厦却设在纽约。那里似乎也成了纽约文化的一部

分，在它的地下室里储存着十几万吨的黄金，并供游人参观。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社会，纽约更是一座移民的城市。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爱尔兰

人、波兰人，还有墨西哥人、菲律宾人、中国人１００多年来从世界各地来到纽约，寻求自己的梦想或是

躲避家乡的迫害。不同民族的人来到纽约，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一方面，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已经逐

步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由于纽约的包容性，少数民族的许多文化因此又保留了下来，并且

得到发展，使纽约城市的文化更加多样丰富。纽约有专门的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墨西哥人、华

人的文化区域，尽管其中有的区域已经演变成某种民族文化的象征，但由于保留了这种外来的文化从而

确保了纽约城市文化维持着多样性。小意大利是曼哈顿的一域，它是纽约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街区，也是

曼哈顿最安全的街区之一，尽管这里实际居住的意大利人已逐渐减少，但是，一旦家族有重要的事情

（意大利人的家族色彩也是一种文化），如婚礼、洗礼和葬礼时，住在四处的意大利人还是会回到这个街

区。平时，这里的著名餐馆、咖啡店、糕饼店充满了意大利的情调，把这个街区实际上变成了一座博物

馆。

纽约城市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她的广博性。无论是城市文化研究者，还是旅游观光者，如果想找到

某个有关知识和文化的答案，在纽约几乎都能找到。纽约的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多的。著名的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位于曼哈顿的上西区，是最能体现纽约文化广博的地方之一。博物馆占地４个街区，珍藏的艺术

品数量仅次于罗浮宫。关于这个博物馆珍藏品之丰富，一份宣传册是这样介绍的：本博物馆共有１８个

部门，共保存２００万件艺术品，如果要把每件艺术品都参观一遍的话，要花上一生的时间，然后再用另

一个一生去领悟这些艺术品在时空上的意义———这些艺术品涉及史前到当代，前后共５０００年，地理范

围包括远东、中国、埃及、希腊、罗马、非洲、大洋洲、欧洲、伊斯兰世界和美国。当然，这座博物馆

也是一个多世纪来美国作为一个商业帝国抢劫文明遗产的一个结果。纽约还有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美

国印第安人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城市博物馆以及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博物

馆。纽约的书店之多、之大显示了某种城市文化的含义，著名的斯特兰德书店位于曼哈顿的百老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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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拥有２００万种图书，书架连在一起长达１５公里，书店里还有一些名著的珍本和绝版本出售，售价可

能在一辆汽车的价格之上。

纽约可以说是世界上资讯最发达的城市，这里聚集了全美国最著名的通讯社、广播电视公司和出版

机构。纽约共有３００多家通讯社和广播电视公司，出版印刷企业有２ｌ０００多家，集中了全美国１／６的印

刷能力，全美有１／３的出版物出自纽约。加上著名的华尔街和百老汇，纽约是世界上生产知识产品最多

的城市。百老汇的演出市场，一年能为纽约增加６０亿美元的产值，纽约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创造的产值

就更加可观，每天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在纽约流转、结算、交易。同时，纽约还保持了相当高的工业生

产集中度。纽约在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占到美国全国工业部门就业人口的８％，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

例。美国的工业结构呈现高度的集中化，尤其以服装业、皮毛业、印刷业为主。在曼哈顿一个不大的区

域里，准确地说是在２８街到３０街之间和第６大道到第８大道之间，就是在这块不大的街区里生产的皮

毛服饰，却占到全美国的９０％。类似的，美国时装生产的１／３也是集中在纽约。凭借丰富的城市文化，

纽约作为世界第一资讯中心，决定了该城市经济和城市产业无所不包的本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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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外经济发展中环境建设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发达国家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经验

某一个或数个产业在一个地区内的集聚现象是市场对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的结果，也是以实现地区

内的规模经济为内在目的众多产业的必经发展历程，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趋势。对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不难看出产业集聚是产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它降低了生

产的社会成本，提高了分工程度，带来了规模效益。若一个地区或城市是某种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

生产地，那么它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上的工业化阶段到今天的科技产业发展，

美国的许多城市常常会以其主导产业的性质而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 “汽车城” 底特律，“钢铁城” 匹

兹堡，“飞机城” 西雅图等；其他诸如 “硅谷”、“１２８号公路区” 则集中了全美的微电子、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风险资本；纽约则集中了金融服务、广告、出版、多媒体产品及相关服务；达拉斯则是房产

开发商聚集的地方；而著名的好莱坞当之无愧地被称为 “世界电影之都”。不同的城市营造了不同的经

济聚集环境，高度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带来了高效率的产业发展结果。

在德国，以慕尼黑为主的南部地区是众多汽车制造商的总部所在地；而法兰克福则以化工业为主；

鲁尔地区因其丰富的资源而成为煤炭产业最为集中的地方，被视为德国工业起飞的发动机。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长期的 “贸易立国” 战略使其极为重视港口经济的发展，以便于获取原材料并

出口工业品，它的工业区主要集中在环太平洋的一些天然港口城市。这些城市间相互分工协作，逐渐形

成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

其余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

从各国的产业集聚来看，虽然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存在

一些特征是大部分地区产业集聚所共有的，有一定的规律性可言，产业聚集的经济发展环境，归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几点。

１要素的市场配置

产业集聚从本质而言是各种生产要素在谋取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结合，是专业分工的

结果。这些要素主要是资本、人才、技术等流动性较强的要素。一个常见的集聚模式可以表述为：一个

地区由于其本身的自然禀赋，或以某个特殊的偶然事件为开端，出现了一个或数个典型的企业。这些企

业凭借区位优势或一定的先发优势，不断发展壮大，提高了该地区的工资水平以及技术水平，并努力发

展相关的企业，进行分工合作。这时，就会吸引其他地区的资源向该地区集中，形成 “马太效应”。如

果一国的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话，这一过程就会不停地进行下去，直到该地区的要素边际生产率降至和

其他地区相同的水平。

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建立较早，各种机制比较完备，生产要素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在地区间转

移。以美国为例，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得资本、人才、技术的流动不但可行，而且较欧洲而言更为便利。

各州之间很少有限制要素流动的法律或行政命令，而欧洲各国虽然在经济上的合作不断加强，但各主权

国家间因利益冲突毕竟存在着一些障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能够超越欧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政府的政策扶植

城市的产业集聚通常由两种方式产生：一是在市场作用下自发形成的，即上面所讲的市场配置资

源；另一种方式则是由政府进行规划并加以实施的。经验表明，自发产生的集聚成功率往往较高，而以

政府行为产生的集聚却常常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以失败告终。虽然如此，但不能就此认定政府在产业

集聚过程中无所作为。在城市产业集聚的经济环境营造过程中，政府如果能做到体制创新，保证市场的

公正和效率，仍然能够获得成功。硅谷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完全的市场作用下的产物，是大批技术精英、

管理精英共同创建的高新技术创业园地。但是作仔细分析，仍不难发现，其中政府的作用随处可见，主

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该地区研究经费的增加；其次是政府采取各种政策鼓励资金、人才

和技术朝这一地区流入；还有较为重要的是政府对风险资本的管理和对新的技术公司上市的优惠条件，



极大地刺激了硅谷内企业的成长。另外，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各种信贷的支持都对企业的成长起到

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各国的成功实践表明，政府不应该主动取代市场，干预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而必须在市场机制的

作用下，因势利导，加强基础性建设，如公共设施的完善和良好交易环境的建立。这些对产业集聚都是

极为重要的因素。

３细致的专业分工

分工是产业集聚的必然要求。分工越是细致，所能产生的规模效应越是明显，集聚的社会效益和企

业效益就越好。几乎所有的产业集聚区域都不是企业之间简单叠加的结果，而是专业分工不断向纵深发

展的结果。好莱坞的娱乐产品制作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着绝对的霸主地位。在这里，纯商业的运作模式使

得一部电影完全成为一件商品，可以对它的各部件进行拆分，然后承包出去，最后由专业人员 “组装”

完成。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编剧、导演、演员经纪人、音乐家、声光特技公司，以及各种各样的专门人

才。长期的合作使得这里的人们知道出现了问题应该找哪些人来帮忙解决，细致的分工使得好莱坞生产

电影的效率远远高出其他地区，也使世界各地的娱乐产品生产商纷纷来这里投资或寻求帮助。

二、对我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各区域之间缺乏明确的产业分工定位，孤立地自成体系，行政分割严重，全国范围

内的产业规划不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组织实施的，产业集聚的规模效益和分工利益远远没有发挥出

来，从而营造不出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环境。如何推动我国的产业集聚，利用各地区的区位优势发展相

关产业，建设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已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性问题。

（一）继续完善国内市场体系，减少不合理的人为限制

资金、人才、技术的自由流动是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所必备的条件，我国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经济

体制改革，但仍存在种种不利于资源流动和要素集聚的限制。如户籍制度大大降低了人才流动的便利，

造成相当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再如资金跨地区的流动十分困难，异地贷款几乎不可能。因此，采取措

施使得资金、人才、技术能够高效有序地在地区间流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应该考虑调整银行系

统的建制与职能划分，逐步取消异地存贷的政策限制；加大对银行硬件设施的投入，做到全国范围内的

真正意义上的通存通兑，并实现跨行联机服务；撤销各地政府对资金流出的限制政策，使资金流动排除

行政的干扰。要逐步取消原有的户籍制度，允许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对各种中高级人才的流动，要允许

其进行自主选择；摒弃城乡孤立发展的二元论观点，取消人为的城乡差别，使人力资源得以真正地流通

起来。

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力度实施 《著作权法》、《专利法》 以及 《商标法》，使知识和

专业技术能够更好地按市场机制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起到 “知识外溢” 或 “技术外溢” 刺激产业集聚

的作用。

（二）明确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

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强政府”，其职能十分广泛，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政府在经济

运行中也起着头等的重要作用。一些政府部门常将几个企业 “整合” 起来组成一个产业集团，或者调集

资源搞各种各样的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区。实践证明这些决策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政府决不能去做本

来应该由市场完成的事情，考虑到市场行为可能导致非经济集聚、经济环境发展环境破坏等市场失灵后

果，因此政府职能应当更多地体现在为产业集聚创造环境上，主要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１转变职能，消除行政壁垒

政府必须退出经济运行中的竞争者角色，转变为 “裁判者” 和 “执法者”，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

落实政企分离。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地政府之间的权利应该得到明确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治理条块分

割的弊病。

２制定并维护市场规则

产业集聚是复杂的分工结果，参与分工合作的各方如何有效地完成交易行为，又如何分配各自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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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定，并在出现纠纷时，可依政府的公正判决来予以解决。政府

制定和维护合理的市场规则，有助于提高市场资源的使用效率。

３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 由于其所具有的 “非竞争性” 和 “非排它性” 使得没有任何私人愿意提供，而这些

“公共产品” 对产业集聚的经济发展环境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由政府向社会提供。这些

“公共产品” 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公正而合理的法律制度 （上面所说的市场规则也是一种公共产品）。二

是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道路、桥梁、通讯等。三是各种公共服务，如环境保护、社会福利、治安维

持、消防救灾等。对于城市政府而言，为某一个产业或若干个产业的集聚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是最好的

产业政策选择。

４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产业在特定城市、区域的集聚虽然由市场因素驱动，但却很难单靠市场维持其长期的竞争优势。政

府对本地产业的规划导向、规模调节、管理政策都将决定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政府应当制定

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科学战略的实施来增强城市的竞争优势。

（三）加强产业内部企业间的分工合作

中国的企业常见的弊病是 “大而全”，没有突出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之间的互补性不强，一个地区

的企业间很少能够做到紧密合作，这使得产业集聚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要实现产业集聚的规

模效益，就必须鼓励企业之间在纵横两个方向上进行功能细分，做到高度的当地化结合精细的分工。首

先，在宏观层面上，应该由政府提供稳定的外部交易环境和各种必需的公共服务，以降低交易费用，减

少企业的额外负担。在一个产业集群中，中小企业的数量占绝大多数，他们向龙头企业提供各种特色产

品或服务，由于规模小，这些企业易受到市场风险的冲击，如果没有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以降低他们的风

险和成本，就很少会有人乐意参与到这一集群的分工中来。其次，在微观层面上，企业之间的契约性合

作关系必须得到保障。在一个产业集群中，各企业间的分工合作是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这种契约关系

往往表现为一种信赖性利益。如果合作一方不遵守约定，必然会损害其他各方的共同利益。因此，保障

这种契约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我国的实践而言，仅仅依靠法律是无法全面保障这些契约关系的，必

须寻找到一种行业内自发的约束力量来限制企业的违约动机，例如通过建立行会，来加强行业的职能就

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营造良好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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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一、与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相关的指标体系研究综述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一般包括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土地资源、资本 （包括人力和资金） 吸

引和科技进步、城市建设、政府机构及服务、政策优惠及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虽然综合评价城市经济

发展环境的指标体系研究文献尚未发现，但是相关学科方面的指标体系研究可以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关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探讨从未间断过，目前

所见到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框架有：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提出的指标体系；②联合国

公布的指标体系；③世界银行提出的指标体系；④英国提出的指标体系；⑤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专家

学者提出的指标体系。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研究正在不断地进展，许多国外学者开始针对相对较小的区域设计可持

续发展指标体系，如克莱伯契和贝芬特 （Ｃｒａｂｔｒｅｅ＆Ｂａｙｆｉｅｎｄ） 以苏格兰高地为例提出一套山地可持续

发展指标体系。而且，出现了许多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方面的研究文献，学者张俊军等较好地综

述了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国内的曲福田、秦耀辰和徐铭杰、陈利顶和傅伯杰、王黎明和毛汉英也

开始探索更小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体系的设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如 “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能

力评价” 和 “我国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定量研究” 等。凌亢等探讨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基础与设计原则，并以南京为例运用其体系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研

究。在这些指标体系中，强调得最多的是以下７个方面：①人工资本积累；②人力资源支持能力；③科

学技术资源支持能力；④自然资源支持能力；⑤环境资源支持能力；⑥人口压力；⑦社会系统保障能

力。结合城市的研究，主要是增加城市布局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因素。

（二）区域和城市投资环境评价研究

为了保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并获得高额利润，投资环境评价研究在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初是从投资

者角度讨论受资国 （地区） 是否能满足资本增值的要求。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亟须外资发展经济，

开始注意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环境的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投资环境的研究，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国内学者开

始借鉴国外成果对我国一些地区和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量化评估的研究，建立了一些投资环境评价的指

标体系和数学模型。如鲁明泓对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刘亚苏的 《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价

模型及应用》、程连生的 《中国城市投资环境分析》、刘洪明的 《中国各地投资环境的对比分析》 和薛东

前的 《西安市投资环境优化对策的定量研究》 等。

他们的评价研究主要是集中在：①区域尤其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运输状况，用水用电条

件，邮政电信等。②区位条件，如是否港口城市，是否沿海地区等。③政策条件，如处于政策优惠的经

济特区，经济开放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其税赋水平是否较低，土地使用是否优惠等。另外有的学者注

意了国家配套资金投入和资本流动自由度对投资环境的影响。

（三）高新技术区发展的综合评价

高新技术区评价指标体系一般包括经济增长、高技术产品和产业发展、资本吸引和技术引进、新增

就业机会、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等几个方面。在美国，评价一个高技术园区的运行情况主要从如下８个

方面评估：①科研人员的流动性；②科研与公司转化中心间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组织；③风险资本的

流动性；④在发展母子公司中 “企业家” 精神的发挥；⑤园区设施 （如空间、设备）、服务和环境质量；

⑥地方政府的支持程度；⑦用于研究的公共财政支持程度；⑧公司和园区对国际的开放程度。

美国著名的ＤＭＪ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史密斯博士根据他们建设高技术产业园区的经验，认为开发

高技术产业园区时，区址选择是高技术产业成功的关键。高技术产业园区应拥有良好的交通条件，现代



的通讯条件，靠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尤其应靠近大学，国家实验室、图书馆，以及智力和信息密

集地区，并应拥有优秀的幼儿和中小学教学系统。

布鲁诺和狄波基 （Ｂｒｕｎｏ＆Ｔｙｅｂｊｅｅ） 早在１９８２年就提出１２个因子对高技术企业影响巨大：①风

险资本；②有经验的企业家；③技术熟练的工人；④供应充足便捷；⑤接近顾主与市场；⑥政府优惠政

策；⑦邻近大学；⑧土地和设施易得性；⑨交通便捷；⑩思想解放；瑏瑡服务业繁荣；瑏瑢具有吸引力的生

活环境。

马立基和尼卡波 （Ｍａｌｅｃｋｉ＆Ｎｉｊｋａｍｐ） 概括高技术园区的特殊区位条件为：①具有作为新技术活

动苗床的研究机构；②高素质熟练劳动力；③政府对新公司和开发活动的支持；④具有空间差异的风险

资本；⑤刺激和鼓励企业家的环境；⑥对新公司具有廉价的房地产市场。

张伟等将上述学者的观点概括为园区区位、风险资本、智力因素和内外部环境４个方面，选取了代

表这几个方面的８个评价指标对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外部环境进行评价。事实上，影响高新技术园区

（或企业） 发展的因素大部分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它们将是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指

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国家和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研究

最近２０年来，人们对竞争力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先是以国家和企业为研究对象，世界经

济论坛 （ＷＥＦ） 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 （ＩＭＤ）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发展了一套较完整的评价

方法，将体系表达为３８１项指标，其中２４９项为统计指标 （硬指标），其余１３２项为 “软指标”，是通过

对企业家问卷调查所收集到的。多妥佐斯 （Ｄｅｒｔｏｎｚｏｓ） 和波特 （Ｐｏｒｔｅｒ） 分别发表专著 《美国制造》 和

《国家竞争力》 以论述国家竞争力。中国参照ＷＥＦ和ＩＭＤ的方法，在１９９７年推出了自己的 《中国国际

竞争力报告》。

将竞争力概念引入城市研究的是克莱斯尔 （Ｋｒｅｓｌ）。克莱斯尔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推进和交

通、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城市间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大大提

高，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对城市乃至对其所在国家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和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

城市竞争力应是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城市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经济因素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ａｃｔｏｒ），二是战略因素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ａｃｔｏｒ）。经济因素包括生产要素、基础设施、城市区位、

经济结构和城市舒适度等方面；战略因素由政府工作效率、城市规划战略、公私部门间的协作和机制灵

活几方面组成。

二、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

（一）建立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的原则

城市经济发展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它涉及到经济与自然、社会等方面要素的此长彼消或协调发

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要评价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也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单靠一个

或几个指标往往难以作出正确评判。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投资环境的评价相似，要比较准确、客观地评

价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就必须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是建立在某些原则基础上的指标集合，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不是一些指标的简单堆积

组合，因此首先要确定建立指标体系的原则。对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国内外有颇为丰富的成果。

１９９０年前后，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ＷＣＥＤ） 和美英等国家推出世界或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期间，有相当多的学者参与了热烈的讨论研究。具体到城市，布罗特 （Ｂｒｏａｔ） 指出，制定城市可持续

发展指标时应注意层次性、科学性和数字化３项原则。马克劳伦 （Ｍａｃｌａｒｅｎ） 认为指标设计应体现综合

性、前瞻性、分布性、广泛性等４个原则。国内较早的并且有较深远影响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设计原

则是毛汉英提出的，即科学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完备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动态性原则等５项原

则。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以及据此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应具备描述、解释、评价、预警及辅助

决策的功能。为此，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的建立要遵循以下原则。

１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一定要建立在充分认识、系统研究的科学基础上，能较客观和真实地反映城市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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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并能较好地量度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建设水平。每个指标的名称、定义要有科学依据，每个指标

的解释、计算方法、分类等都要讲究科学、规范。

２可操作性原则

指标体系并不是越庞大越好，要考虑到指标的量化及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和可靠性。各指标内容应

尽量简单明了，通常以总量、人均、百分比、增长率等表示；这些指标要比较容易获取，不必为此做过

多的调查，没有稳定来源的评价指标不能采用；指标还要与往年 （纵向） 和与别的城市 （横向） 具有可

比性。

３数字化原则

即指标应该易于测度，同时便于分析和预测。尽量选择现存的统计指标，对于无法获得统计资料的

重要因素，可在定性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德尔菲法等方法打分加以量化。

４层次性原则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应按指标变量的性质分解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里可以包

含多个更小的子系统指标。这样，指标体系可由３～４层构成，能使指标体系结构清晰，便于使用。

５完整性原则

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但应该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出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和状况，而且

还要反映系统的动态变化，并能体现出系统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指标体系要能够综合地反映影响城市

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潜力。指标体系中以单项指标为主，但可根据分析的需要选用一些复合指标或根据现

有资料合成一些指标。

６可持续性原则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城市经济的近期增长目标往往与长远的增

长目标并不一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程度位次也经常变动。因而指标

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动态的变化特点，要能较好地描述与度量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此，我们需要一组可持

续发展能力指标。

（二）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结构

把经济发展环境优化这一目标分解成３个方面，即经济规模、经济素质、经济运行环境 （狭义的经

济发展环境）３个领域层，然后以若干具体指标来反映这一优化程度。经济规模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

值、工业总产值、外贸进出口总值、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等。经济素质包括三次产业结构、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总

额中所占比重、全员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速度、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投资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

比重等。经济运行环境包括城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结构、政策法律环境、市场功能配套和金融的可供

给、可监管程度。建立起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 （图８ ２）。在这个指标体系中，目标层就

是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程度。优化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领域层３个方面水平的高低，一个城市只

有拥有一个相对较大的规模 （包括人口、经济总量、城市面积）、相对较好的经济发展素质和较为优良

的经济运行环境，才能算是具备了优化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

在城市与经济规模的指标层中，选用城市面积、建成区面积、年末总人口、ＧＤＰ、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和地方财政预算收入、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反映城市的面积、人口、增

加值、消费、财政、对外经济和投资方面的总体规模。同时这些指标能够间接地反映出城市的经济集聚

程度，显示出城市经济主体能共享多少外部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反映城市的投资环境。

在城市经济素质和狭义的经济运行环境的指标层中，考虑城市的经济效益 （百元资金实现利税），

注重城市的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城市经济的景气情况 （ＧＤＰ增长率、人均ＧＤＰ） 和

地方财政用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能力 （人均财政收入）。

在狭义的经济运行环境的指标层中，因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投资环境和栖息环境最直接、最重要

的硬环境条件，所以着重考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选用下列指标以反映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万人拥

有公共汽车数、货运总量、人均用电量、人均供水量、人均液化石油气家庭用量、每百人拥有电话机

数、人均居住面积。同时，以人口密度、万名人口大学生数来代表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和人力资源结构状

０２５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图８ ２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结构

资料来源：张鸿雁编，《文明与繁荣———中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况，以人均年末储蓄存款余额代表金融的可供给性，以人均绿化面积、建成绿化覆盖率代表城市环境的

可持续性，以每万人病床数和每百人拥有公共图书数反映城市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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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广州与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比较

一、国内３０个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评价

首先根据因子分析模型，对３０个城市的因子矩阵数值加以计算，其中主因子１为城市经济规模和

城市聚集度，主因子２为经济运行环境 （基础设施水平和资金供给），主因子３为城市规模 （人口，面

积），主因子４为城市生活舒适度，主因子５为产业结构优化，然后累计各个主因子上的分值，得出综

合得分，并加以排序。

３０个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中心城市和大部分省会城市。对这３０个城市作了一个初步的得分排

序 （表８ ２），广州排第４位。

表８ ２ 因子矩阵得分及综合得分排序

城市 主因子１ 主因子２ 主因子３ 主因子４ 主因子５ 综合因子得分 排序

上海 ４５２１ －００７８ －０６７５ ０１１１ －１７１４ １３８６ １

深圳 －０１１８ ５１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１５４ ０５２１ １２７３ ２

北京 １７７７ －０５４３ ０９９９ －０４２８ ３０８２ ０７１４ ３

广州 １０４８ ０３２２ ０１１５ －０３１３ １２３８ ０６７４ ４

天津 ０６１０ －０２５３ ０５５１ －０３０８ ０２７５ ０１７８ ５

杭州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７ ０１８５ ２３４６ －０８７８ ０１５７ ６

沈阳 －００７２ －０２４１ ０５４５ ０５２１ １３４６６８ ００８１ ７

大连 －０１０８ ０１６４ ０３０７ ０２７４ ０４８１１ ００７９ ８

成都 ０１１５ －０２４４ ０３８７ ０７８９ ０５９５ ００２６ ９

重庆 －０４９２ －０１９０ ４５０９ －１０３５ －１０８５ ００２４ １０

哈尔滨 －０２９９ －０１９２ ０５９５ ０９２２ ０２９６ －００４３ １１

武汉 －０２５３ －０５２６ ００９３ －１１７０ ０７７８ －００４９ １２

福州 －０３３５ ０２０４ －００７５ ０３１５ －１０４１ －００６９ １３

南京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７ －０７６９ －０５６２ ０３８７ －００７７ １４

昆明 －０３４９ －０１４４ －０２０１ ２１０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２ １５

宁波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５ －０１５６ －０５７１ －１７７５ －０１１９ １６

济南 －０１４８ －０２３８ －０１７０ ００３４５ －０５８４ －０１５４ １７

长沙 －０４０２ －０１１３ －０４５９ １１９９ ００４０ －０１６１ １８

青岛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９ －１０５４ －１３５６ －０１８５ １９

石家庄 －０３７４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９ －０１０６３ －１２４１ －０２０４ ２０

郑州 －０３８ －０２２６ －０３４３ ０３５８ －０３５８ －０２１８ ２１

长春 －０５２ －０３０９ ０２６９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０ －０２４４ ２２

西安 －０３６１ －０４７３ －０２６２ －００４４ ０４６２ －０２４６ ２３

厦门 －０３１８ ０１３１ －１４７６ －０８３０ －０１３８ －０２６１ ２４

太原 －０５２７ －０３３０ －０５３８ １０３２ ０５５３ －０２８３ ２５

合肥 －０５８６ －０２２１ －０８７９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３７３ ２６



续表

城市 主因子１ 主因子２ 主因子３ 主因子４ 主因子５ 综合因子得分 排序

兰州 －０５８９ －０３７３ －０５８７ ０１３２ ０４３８ －０３７７ ２７

南宁 －０７０８ －０３６８ －０５７４ －０３１９ ０７９８ －０３７７ ２８

南昌 －０５３６ －０３９７ －０７２６ －００９７ －０１１５ －０３８０ ２９

贵阳 －０６７７ －０４２５ －０５８５ －０７６７ ００２２ －０４８９ ３０

各主因子的得分由安德逊—鲁宾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ｏｂｉｎ） 法直接给出，为了抓住重点，只列出前５个

主因子的得分情况。根据因子得分与各因子的贡献率计算出各城市的综合因子得分，然后根据综合因子

得分进行排序。尽管因子分析法是一种比较可靠的系统评价方法，但不能排除因子分析模型也会出现某

种偏差。因此，在因子分析法的基础上，要结合专家系统的评估，以便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果。有必要

对主因子的贡献率作出适当的调整。根据专家法评估，对前３个主因子的贡献率进行调整。所以，根据

安德逊—鲁宾分析法得出的因子矩阵再给专家作评论，得出３０个城市的综合得分及排序如表８ ３，广

州仍排第４。

表８ ３ 修正后国内３０个样本城市得分及排序

城市 原综合因子得分 修正后综合因子得分 折算后综合得分 （％） 排序

上海 １３８６ １４４７ １４４７ １

深圳 １２７３ １３４８ １３４８ ２

北京 ０７１４ ０６９９ ６９９ ３

广州 ０６７４ ０６８６ ６８６ ４

天津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６ ６６６ ５

杭州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４ ６５４ ６

沈阳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３ ５７３ ７

大连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３ ５６３ ８

成都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４ ５１４ ９

重庆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７ ４９４ １０

哈尔滨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０ ４８４ １１

武汉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３ ４７４ １２

福州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８ ４６３ １３

南京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６ ４５０ １４

昆明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３ ４３９ １５

宁波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４ ４２９ １６
济南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５ ４１５ １７
长沙 －０１６１ －０１５５ ４０５ １８
青岛 －０１８５ －０１８６ ３９１ １９

石家庄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１ ３７９ ２０
郑州 －０２１８ －０２１７ ３６８ ２１
长春 －０２４４ －０２２６ ３５７ ２２
西安 －０２４６ －０２５１ ３４５ ２３
厦门 －０２６１ －０２６１ ３３４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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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原综合因子得分 修正后综合因子得分 折算后综合得分 （％） 排序

太原 －０２８３ －０２８０ ３２２ ２５

合肥 －０３７３ －０３６０ ３０４ ２６

兰州 －０３７７ －０３７４ ２９３ ２７

南宁 －０３７７ －０３７５ ２８３ ２８

南昌 －０３８０ －０３７６ ２７３ ２９

贵阳 －０４８９ －０４８８ ２６１ ３０

表８ ３比较直观地显示３０个样本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优化程度的等级差别：上海、深圳为第一

层；北京、广州为第二层；天津、杭州、大连、沈阳、成都、武汉、南京、哈尔滨、福州、重庆、昆明

和宁波为第三层；其他的为第四、第五层。该方法的使用以及各城市的因子得分，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

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水平的排序上，得分上的差距并不严格代表实际的差距。折算后的综合得分完全是技

术处理的结果，其目的在于直观反映各城市的排序情况。例如，上海为１４４７分，南京为４８４分，仅

表明上海居首位，南京居第１１位，并不表明南京的经济发展环境水平只有上海的３３４５％。与此同时，

根据南京大学一项专家调查，请各方面的专家根据自己的认知为各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打分排序。

被调查的专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门研究城市经济问题的专家，这里面既包括学术研究单位的城

市经济研究专家，也包括一些专门的政府研究部门的工作者；第二类是外国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机构、

管理机构的负责人或他们的委托代表，这部分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第三类是部分著名上市

公司的负责人。此外，也向部分经济类的新闻媒体发放了调查问卷。调查问卷一共发放５０５份，回收到

有效问卷１０４份。被调查专家根据问卷的设计内容，分别对２０个中心城市的区位与交通、金融与商业

服务、人才与劳动力、基础设施供应、政府服务、市场规范程度、生活环境等７个方面的问题书面回答

了自己的意见。经必要的处理和分数换算，形成了一个专家系统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排序 （表８
４），广州仍排第４。

表８ ４




专家系统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排序




城市 得分 排序 城市 得分 排序

上海 ８５０ １ 厦门




７５７ １１

深圳 ８３８ ２ 武汉




７５５ １２

北京 ８２６ ３ 宁波




７４４ １３

广州 ８１０ ４ 重庆




７４０ １４

大连 ７９６ ５ 西安




７３５ １５

天津 ７７５ ６ 成都




７３３ １６

珠海 ７７４ ７ 济南




７２７ １７

青岛 ７７３ ８ 哈尔滨




７２３ １８

杭州 ７６４ ９ 沈阳




７１６ １９

南京 ７５９ １０ 长春 ７０５ ２０

根据指标分析和数量模型系统严格计算出来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情况排序，与专家系统的排序情况

相比，二者有一致的地方。两个系统中排在前４位城市的情况完全一致，均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和

广州；排在前１０位的城市中有７个城市是重合的。以数量模型系统为主，结合专家意见系统，按照两

个系统中每个城市的排序取值，即列第一位的取２０分，列第二位的取１９分，列第三位的取１８分，以

此类推，两个系统中的排序得分加以一定的权重 （数量模型系统设置０６权重，专家意见系统设置０４

４２５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权重），加以综合计分，最后得出排在前１５位的中心城市序列 （表８ ５）。（由于两个系统中有６个城市

不重合，因此取１５位城市是比较合适的）

表８ ５ 综合两个系统后的１５




个中心城市排序




城市 模型得分 模型排序 模型排序得分 专家得分 专家排序 专家排序得分 综合得分 最终得分

上海




１４４７ １ ２０ ８５０ １ ２０ ２０ １

深圳




１３４８ ２ １９ ８３８ ２ １９ １９ ２

北京




６９９ ３ １８ ８２６ ３ １８ １８ ３

广州




６８６ ４ １７ ７９６ ４ １７ １７ ４

天津




６６６ ５ １６ ７７５ ６ １５ １５６ ５

大连




５７３ ７ １４ ７９６ ５ １６ １４８ ６

杭州




６５４ ６ １５ ７６４ ９ １２ １３８ ７

南京



４８４ １１ １０ ７５９ １０ ９ １０４ ８

武汉




４９４ １０ １１ ７５５ １２ ９ １０２ ９

成都




５１４ ９ １２ ７３３ １６ ５ ９２ １０

沈阳




５６３ ８ １３ ７１６ １９ ２ ８６ １１

重庆




４５０ １４ ７ ７４０ １４ ７ ７ １２

哈尔滨




４８４ １２ ９ ７２３ １８ ３ ６６ １３

青岛




３９１ １９ ２ ７７３ ８ １３ ６４ １４

宁波 ４２９ １６ ５ ７４４ １３ ８ ６２ １５

二、７个中心城市经济发展环境比较分析

（一）依据因子得分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分析

运用因子得分分析的原理是，通过综合因子得分的对比，可以看出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整体优化

程度；通过城市自身各个主因子得分的对比，可以得出该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中主要的优劣势所在。

重点分析南京、上海、深圳、广州、大连、武汉和青岛等７个中心城市。这７个城市在因子分析法

中的因子得分参见表８ ６。

表８ ６ ７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因子得分

得分排序 城市 主因子１ 主因子２ 主因子３ 主因子４ 主因子５ 综合得分

１ 上海 ４５２０ －００７８ －０６７５ ０１１１ －１７１４ １３８６０７

２ 深圳 －０１１７ ５１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１５４ ０５２１ １２７３０４

４ 广州 １０４８ ０３２２ ０１１５ ０３１３ １２３８ ０６７３７５

８ 大连 －０１０８ ０１６４ ０３０７ ０２７４ ０４８１ ００７９４１

１２ 武汉 ０２５３ －０５２６ ００９３ －１１７０ ０７７８ －００４８９２

１４ 南京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７ －０７６８ －０５６２ ０３８７ －００７６７８

１９ 青岛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９ －１０５４ －１３５７ －０１８５９１

（１） 南京：在城市经济规模、城市聚集度与产业结构方面有比较优势，因为它的主因子１与主因子

５的得分为正数。在城市规模上则处于较为明显的劣势，对应城市规模的主因子３的得分为－０７６８，

是主因子中得分最低的一个。反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资金供给的主因子２的得分虽为负数，但数值很

５２５第八篇 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和经济发展总体思路



小；实际上已是居中了，说明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供给都是与南京经济发展的要求大体均衡的。

（２） 上海：在城市经济规模、城市聚集度上有非常大的相对优势，这一主因子的得分为４５２，在

城市舒适度上也较为优越。相对应的，其他方面则显得有所不足。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城市规模因素

也成了比较劣势，我国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推行的城市发展政策是限制大城市 （特别是特大城

市） 的发展规模，上海由于区位、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其经济规模迅速膨胀，经济聚集程度也飞速膨

胀，但是在国家城市发展政策的控制和上海对外来人口的限制下，它的城市规模显然没有其经济规模和

聚集程度增长那么快。

（３） 深圳：比较优势明显地表现在经济运行环境上，经济运行环境这一主因子上的得分高达

５１５９，同时，其产业结构优化上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４） 广州：广州是发展比较均衡的城市，其每个主因子的得分都为正数，在经济规模、经济聚集程

度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处于全国领先位置，所以它在这两个主因子上的得分显示出它的比较优势。它的

比较劣势可以认为是在城市的规模增长上和城市生活舒适度方面。

（５） 大连：从因子得分能够观察到，大连的比较劣势在经济规模总量与经济聚集程度上，因为各因

子得分的离差不大。

（６） 武汉：在城市经济规模、经济聚集度和产业结构优化上有比较优势，从统计指标也能明显看出

这一点。例如，１９９８年武汉的第三产业比重为４７５％，而南京的为４４２％；武汉的ＧＤＰ为１０１５８９
亿元，南京的为８２５１３亿元。相比之下，武汉的城市生活环境和经济运行环境则处于比较劣势。

（７） 青岛：目前，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中，青岛经济发展环境的综合优化程度较低，但运行环境

（主因子２） 比较理想，因子分析显示的不足是它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滞后，其因子得分中，代表产

业结构优化程度的主因子５的得分最低，为－１３５７，事实上，青岛１９９８年的第三产业比重仅为

３７６％。

（二）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聚集程度

１城市经济聚集程度

城市经济聚集程度主要表现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和消费水平，它包括很多的经济变量指标，可选用

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运总量、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地方财政预算内

收入等６个经济变量来对比分析７大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和消费水平。从表８－７看，上海、广州、深

圳为第一层次，南京、大连、青岛、武汉为第二层次。第一层次的城市在这些指标上明显较高，表明这

３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及实力在我国众多城市中首屈一指。如果仅从总量看而不考虑结构及功能等，那么

可以认为上海、广州、深圳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了。不难判断，上海现在仍然是我国最大的

工业城市，其总体经济实力很强，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各项人均指标与深圳相比都偏低，广州经济总量

居第二，深圳已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对广州构成竞争压力。

表８ ７ ７城市的经济规模和消费水平指标 （１９９８年）

城市
ＧＤＰ（亿元）

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 （亿元）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亿元）

货运总量

（万吨）

当年外商直接投

资总额 （万美元）

地方财政预

算收入 （万元）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上海 ３６８８２ １ １９９５０２ １ １１８５６１ １ ４２０９６ １ ３６３７８６ １ ３９２２２００ １

广州 １８４１６ ２ ６４０２３ ２ ７５５２８ ２ ２４１７６ ２ ２７１６０８ ２ １３２１９３４ ３

深圳 １２８９ ３ ４５４６ ３ ４２３０５ ４ ４０５６ ７ １６６３５７ ３ １６４９０６７ ２

南京 ８２５１ ７ １６９３３ ５ ３１１１９ ６ １０９９９ ６ ７４９４５ ６ ５０７７９８ ６

武汉 １０１５９ ４ ３９２５４ ４ ４９１９４ ３ １４６９３ ５ ４５３９７ ７ ５０７７４３ ７

大连 ９２６３ ５ １４３３２ ７ ３２５４２ ５ １８３４８ ３ １２３７５２ ４ ６４３５２４ ４

青岛 ８８８４ ６ １６２６２ ６ １３２２４ ７ １７０２４ ４ ７８３２１ ５ ５６３１３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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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城市规模和城市聚集程度

城市的聚集程度和城市规模的度量指标主要有建成区面积、人口密度、每百人拥有公共图书和城市

面积、年末总人口。其中前三个指标反映聚集程度，后两个指标反映城市规模。从表８ ８可看出，广

州建成区面积第二，城市面积居第５，从２００１年广州行政区划调整后，其面积已扩大到７０００ｋｍ２。

表８ ８ ７城市集聚程度和城市规模的度量指标 （１９９８年）

城市

建成区面积

（平方千米）

人口密度

（人?平方米）

城市面积

（平方千米）

年末总人口

（万）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上海 ５５０ １ ２０６１ １ ３２４９ ２ １３０６５８ １

广州 ２７５ ２ ９０７ ２ １４４４ ５ ６７４１４ ４

深圳 １２９ ７ ５８８ ６ １９４９ ４ １１４６ ７

南京 １７９ ５ ８０７ ４ １０２６ ７ ５３２３１ ６

武汉 ２０４ ４ ８６４ ３ ４７２７ １ ７３１７９ ２

大连 ２３４ ３ ４３２ ７ ２４１５ ３ ５４３２４ ５

青岛 １１４ ６ ６５７ ５ １１０２ ６ ６９９５７ ３

（三）基础设施和城市舒适度

基础设施的结构、数量和形态已经成为影响城市功能及其自我调节的导向性因素，城市生活的舒适

程度则直接关系到人才的去留，只有舒适度较高的城市才能有较大的栖息引力。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城市舒适度的指标包括人均绿化面积、人均用电量、人均液化石油气家庭用

量、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和每万人拥有病床数 （表８ ９）。广州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南京的经济发展

环境中是相对较为优越的方面。广州在人均居住面积、人均绿化面积、每万人拥有电话机数等指标上的

数值都不低，在重点比较的７个城市中的排名表明广州处在上游水平。

表８ ９ 七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舒适度指标 （１９９８年）

城市

人均绿化

面积 （平方米）

每万人拥有

病床数 （个）

人均用电量

（度）

人均液化石油气家庭

用量 （吨）

每百人拥有电话

机数 （部）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上海 ０７ ７ ５４９ ５ ４３５５ ３ ９６４３ ５ ５９ ２

广州 ８１ ２ ６２５ ３ ６５５９ ２ １４０５５ ３ ４７ ３

深圳 １６１５ １ ７５０ ４１ ２３７９４ １ １２５５６ １ １０７ １

南京 ３５５ ４ ５８７ １ ３５４８ ５ １５２０１ ２ ４６ ４

武汉 １０３ ６ ４８２ ７ ２６７８ ７ ７８６５ ４ ３５ ６

大连 ３８３ ３ ６７９ ２ ３２４３ ６ ７８６５ ６ ３６ ５

青岛 ２９７ ５ ４８５ ６ ３７４３ ４ ５０４５ ７ ２８ ７

（四）资金供给与资本市场利用

资金实力表明在财富的生产、创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资金要素的供给与获取能力。资金的投入和

积累是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资金供给是一切投资行为的基础。根据因子分析模型中的结果，结合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人均财政收入、人均ＧＤＰ、人均年末储蓄存款余额等变量来分析一个城市的

资金供给，然后通过对比１５个副省级城市及上海对资本市场的利用情况，分析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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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资金供给

从衡量资金供给因素的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来看，广州的排序处中上游 （表８ １０），说明广州

在资金供给方面的实力相对较强。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排名依次是深圳、广州、上海、大连、南

京、青岛、武汉。广州１９９８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在７个城市中居第３位，人均ＧＤＰ在宏观经济学中可

以分解为投资＋消费＋税收，也就是说，资金供给和税收都来自它，它可以作为反映资金供给的指标，

广州这一指标排第３。另外，在因子分析模型找出的变量之外再重点分析城市内的上市公司数和金融机

构存款余额两项指标。广州有上市公司２２家，在７个城市中排第４，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较小 （上海与

深圳应另当别论），表明广州上市融资的能力属于中等水平。广州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排在第２，说明

广州的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资金供给能力处于上等水平。

表８ １０ ７城市的资金供给指标 （１９９８年）

城市

指标

人均地方财政

收入 （元）

人均居民储蓄存

款 （元）

人均ＧＤＰ
（万元）

上市公司数
金融机构存款

余额 （亿元）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上海 ３７５５ ２ ２２７１６ ３ ２８２ ２ １４７ １ ７０９７２２ １

广州 ２８９０ ３ ３７１６５ ２ ２７３ ３ ２２ ４ ４１０３４５ ２

深圳 １４７２０ １ ７６９３３ １ １１３ １ ８９ ２ ２５５８４５ ３

南京 １６０１ ６ １５４２１ ５ １５３ ５ ２０ ５ ２５５８９９ ４

武汉 ９１０ ７ ８８７３ ７ １３９ ７ ２３ ３ １７１４２５ ５

大连 ２２２１ ４ ２０２１５ ４ １７１ ４ １９ ６ １２３０ ６

青岛 ２０２７ ５ １２９７３ ６ １４２ ６ ８ ７ ８９７ ７

２资本市场利用能力

根据１９９９年上市公司年报的数据统计，把广州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经营业绩和大连、深圳等１５
个副省级城市以及上海进行了多指标的对比 （表８ １１）。

表８ １１ 广州与１５城市的资本市场利用能力主要指标对照表

城市
上市公司

总数

平均总股本

（万股）

平均总资产

（万元）

平均利润总额

（万元）

平均每股净

资产 （元）

平均每股净

收益 （元）

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大连 １５ １９４０８ ９６８４７ ８２５４ ２８４ ０３６ １２７６

广州 １１ ４８６１２９ ２７５７３０ ２４１７１ ２５３ ０３１ １２１１

杭州 １３ ２４７２０ １５４１４０ ９６６１ ２５８ ０２９ １１２８

南京 １５ ３６０４０ １７６２６０ １０７８０ ２３５ ０２５ １０２８

武汉 ２１ ２９７４６ １２７２１０ ９８３７ ２３６ ０２５ １０６６

西安 １６ １９１５９ ９２３６４ ５２８８ ２３８ ０２３ ９４９

哈尔滨 １６ ２７２０４ １３９２００ ９５１５ ２７８ ０２６ ９２３

深圳 ６４ ３５０９２ ２６６７５０ ９２６７ １８８ ０１７ ９１５

长春 １７ ３４９２７ １５２２３０ １０１５６ ２５４ ０２２ ８５７

厦门 １４ １９８３７ １２０２７０ ５４１３ ２７０ ０２２ ８１０

青岛 ７ ３５３１０ ２０２９４０ １１５９８ ３１９ ０２４ ７６７

８２５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续表

城市
上市公司

总数

平均总股本

（万股）

平均总资产

（万元）

平均利润总额

（万元）

平均每股净

资产 （元）

平均每股净

收益 （元）

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沈阳 １７ ３０１４３ １９８８１０ ８６１３ ２４５ ０１８ ７４１

上海 １１７ ４７７０８ ２３３４５０ ９４０６ ２２８ ０１５ ６７１

宁波 １０ ２１０６６ ８７１０９ ３７０６ ２３４ ０１４ ５８５

济南 ７ ２７２７８ １１７６８０ ３６３９ ２５８ ００９ ３４９

成都 １９ １４６０１ ６４１５５ ７５００ １７４ ００３ １７９

加权平均 ２４ ３４８０８ １８９６６０ ８８８４ ２３０５ ０１９ ８１４５

广州名次 １２ １ １ １ ７ ２ ２

综合看来，广州上市公司的质量均属于中上等。反映公司业绩和盈利能力的平均利润总额、平均每

股净收益、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主要指标排序，广州均位居前列，不仅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而且明显超

过了股份制改造最早、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市。在１５个副省级城市及上海的上市公司比较中，还发现

上市公司总体最好的不是东南方的深圳或上海，而是北方的大连。大连的上市公司在体现公司业绩的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每股净收益和平均每股净资产指标排序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一、第二。

（五）城市经济素质与国际化开放程度

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素质的经济变量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际。城市经济的国际化

（开放） 对未来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从表８ １２可以看出，广州的产业结构相对比较优化，利用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居上游水平，但

也反映１９９８年广州产业轻型化的特点，所以之后广州开发南沙新区，建立石化、汽车、钢铁等重化装

备工业基地，增加第二产业比重，目的仍是优化产业结构。

表８ １２ ７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国际化程度指标 （１９９８年）

城市

指 标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
的比重 （％）

外贸进出口

总额 （亿美元）

外贸依存度

（％）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

资 （亿美元）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数据 排名

上海 ４７８ ３ ２６０４６ ２ ５８ ３ ４８１６ １ ３６３８ １

广州 ５０３ １ １３０６３ ３ ５８ ３ ３０４５ ２ ２７１６ ２

深圳 ４８７ ２ ４５２８ １ ２９１ １ ２５５２ ３ １６６４ ３

南京 ４４２ ５ １７１３ ７ １７ ５ ８３６ ７ ７４９ ６

武汉 ４７５ ４ １８４ ６ １５ ６ ８３６ ５ ４４５ ７

大连 ４３７ ６ ７４６ ４ ６７ ２ １０５６ ４ １２３８ ４

青岛 ３７６ ７ ５８９７ ５ ４９ ４ １４１ ６ ７８２３ ５

２国际化开放程度

国际化开放程度体现了一个城市参与世界分工的深入程度，也体现着一个城市对周边区域的吸引力

和扩散、辐射作用的大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来说，城市的国际化开放程度与城市经济发展环境

的优化程度是成正比的。一般认为，经济开放包括对外贸易、吸引外资 （包括借款和外商直接投资） 和

对外投融资。从对外贸易看，广州处在７个城市前列。

表８ １３和表８ １４是７个中心城市几个重要指标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上半年） 的比较情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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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表，可以看出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势。

表８ １３ ７城市若干重要指标比较 （２０００年）

城市

指 标

ＧＤＰ（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亿元）

外贸出口总额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上海 ４５５１１５ １ ４９７９ １ １７２２２７ １ ２５３５４ ２ ３１６ １

广州 ２３８３０７ ２ ２０００７ ３ １１２０９７ ２ １１８１８ ３ ３１１５ ２

深圳 １６６５２４ ３ ２２１９ ２ ５３８１７ ４ ３４５６３ １ ２９６８ ３

南京 １０２０ ７ ９２６ ４ ４１９８１ ６ １７８６ ６ ９８７ ６

武汉 １２０７ ４ ６９７７ ７ ６０６ ３ ６３７ ７ １３ ４

青岛 １１５１２ ５ ８００１ ６ ３０７７ ７ ６１１４ ４ １２８２ ５

大连 １１１０８ ６ ８０９ ５ ４８８７ ５ ５２ ５ — —

表８ １４ ７城市若干重要指标比较 （２００１年上半年）

城市

指 标

ＧＤＰ（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亿元）

外贸出口总额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亿美元）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上海 ２３０２９４ １ ３０２５４ １ ９０６９９ １ １３７４６ ２ ２０７６ １

广州 １１５３３２ ２ １１４７９ ３ ６０３０９ ２ ５４４２ ３ １３５９ ３

深圳 ７９８０１ ３ １２２０２ ２ ２９３４７ ３ １７０９６ １ １５４４ ２

南京 ５３５９６ ６ ５２５８ ４ ２２９５９ ５ １０３８ ６ ４２６ ７

武汉 ６３４８２ ４ ３９４６ ７ ３２６３５ ４ ２９ ７ ６６４ ５

大连 ６１２０５ ５ ４６４２ ５ １６８５ ７ ３３４５ ４ ７８ ４

青岛 ５００７ ７ ４５７ ６ ２２９１ ６ ３３１ ５ ５８ ６

０３５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七章 新时期广州内外部发展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分析

一、新时期广州内外部发展环境与趋势

（一）大都会带———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大都会带指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大都

会经济带已成为各国高科技产业、外贸与信息、金融的基地与创新之源。这个新的空间发展趋势，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框架：①世界经济趋向于少数都会经济区的极化发展；②世界城市及国际城市

网络的形成；③跨境地区的形成；④国际网络发展对都会经济区的促进。

亚太地区出现的都会经济区体现了这个发展趋势。泛珠三角经济区将加速珠江大都会带的形成。珠

江大都会带将成为物质流、资金流、商品流、人才流、信息流和文化流的集成与传输、集成与辐射的经

济区。从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背景考虑，珠三角乃至 “泛珠三角” 范围内将形成以广州为核心，

逐步向周边呈放射状辐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特点上存在差异的核心圈、内圈、外圈及外围圈等４个

经济圈层，形成大都会带。

（二）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方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的全球化越来越明显，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共同的和

普遍的机遇，世界各国或地区对于资源、市场的争夺将变得更加激烈。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方向

为：①开放的、信息化、技术化的系统；②生产的全球化扩散与管理的高层次集聚；③生产的全球性扩

散，引起了城市的全球化职能分工；④全球化城市系统网络的形成；⑤城市竞争力方面的竞争加剧，城

市成为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 “代言人”。全球产业转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广州产业结构的

升级换代，这要求广州促进产业集群化以提高竞争力，不断推动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向广州转移，从而在

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发挥其核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

（三）跨国公司全球性渗透与价值链扩展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担当着最重要的角色，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承办者。为了投资安全和获

取高额利润，跨国公司通常都会首选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作为他们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大公司、大银行

的广泛聚集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一般特征和趋势。由于中心城市所具有的包括科技开发、信息沟通、

行政管理和政策制定等在内的一系列功能优势，许多国内外的大公司、大银行尤其是来自国外的跨国公

司都倾向于将其总部或关键办事机构设在中心城市，从而形成聚集优势；与此同时，由于这种聚集，中

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和国际影响必然随之提高，进而演变为国内外经济的决策和管理中心，并通过控制更

多的制造业来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跨国公司对市场的开拓和效率的追求日益迫切，其价值链网络也在

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嫁接、延伸和扩张，具体体现在生产、营销、研发、采购等环节的本地化。

（四）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重置

（１） 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和层次正发生变化。高素质劳动力、技术水平和知识创新能力以及投资环

境已成为更为重要的因素。跨国公司大多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产业转

移，具有技术层次高、知识含量高、高新技术产业程序化高的特征。

（２） 日资正成为外资对广州新一轮投资热点。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将会出现如下趋

势：①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非制造业为主，并逐步转向制造业；②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将会上升；③加强研

发领域的投资。日资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研发中心是在广州加强研发投资的一个新趋势。

（３） 转移产业以制造业及加工业为主。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地区的投资涉及３０多个行业，其中主

要集中于电气、电子及电信设备制造，食品、饮料制造及加工，机械、仪表及交通设备，石油化工、化

学原料、化学制品、金属制品等制造及加工业，电力、能源、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等行业。

（４） 为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和提升竞争力，石化产业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

化将对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广州应该按照自己的资源禀赋，找准自己在分工链条上的位



置，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在珠三角的加工组装型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从当地庞大的生产

能力来看，存在如下三个发展方向：作为世界劳动密集轻工产品的生产基地继续扩张；劳动密集型加工

工业向上游的发展，沿着生产链向上游的零部件、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攀升，增加加工工业的附加值，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是珠三角和广州未来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吸引重化工业方面的投资。

（五）世界城市生态化趋势与未来城市竞争力

世界城市生态化趋势已日益明显，当今世界全球城市竞争已经呈现出绿色竞争的特点，生态环境对

城市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将越来越大。国际城市竞争的生态化趋势对广州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城市竞争是

城市参与世界资源竞争、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手段。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使得当前的城市竞争日趋生

态化，主要表现为竞争背景、竞争制约条件和竞争内容的日趋生态化趋势。国际城市的生态化对广州的

竞争条件和竞争前景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必须及时把握城市的发展动向和竞争格局，找准并塑造影响城

市竞争力的战略因素，以求在新一轮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注意到以下趋势：①城市竞争时代背

景的生态化趋势；②城市竞争制约条件的生态化趋势；③城市竞争生态化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趋

势。因此，广州未来生态城市建设的趋势是：①强调和谐性，要求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协调，人与

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②强调高效性，要求能源和资源高效、循环或层次利用；③强调持续

性，要求以可持续思想为指导，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当代和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要求；④强

调系统性，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整体效益；⑤强调区域性，要求城市融入区域中，实现城乡结合。

（六）ＣＥＰＡ、泛珠三角经济区与广州都市圈经济腹地的拓展

２０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其变化表明：地缘政治时代终结，地缘经济时代

已来临。其基本特征是：地缘政治和地缘轴心从军事性向经济性转移，正由欧亚大陆转移到亚太地区；

经济区域化、板块化、地缘因素、地理因素、区位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文化、文化圈因素增强影

响加大；国际权力政治向国际经济政治转变。从全球地缘格局演变趋势看，世界经济的区域化，板块化

的力量对比正取代大国极性力量的对比。ＣＥＰＡ、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是这一

趋势的反映。广州应充分利用 “９＋２” 的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省市和香港、澳门在交通、能源、生

产、流通、科技与旅游六大领域的合作。经济中心城市与腹地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经济中心

城市通过产业转移为腹地提供综合服务，带动腹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中心城市通过对腹地优

势要素的积聚作用不断强化自身的增长极地位。腹地是经济中心城市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撑。腹地对经济

中心城市的影响取决于腹地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联系的紧密度。加强经济中心城市与腹地的联系是

使整个经济区域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广州应具有在国内外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实现商品和要素的集

聚与扩散能力，作为全国经济循环和对外经济交往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真正形成为华南地区商品、

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的集散中心。尤其要凭借其优越的港口条件、与港澳毗邻的区位条件和华南

陆、空交通中心的枢纽条件，以现代化大市场体系为依托，在大力发展中心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上，争取成为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物流产业，尤其是第三方物流服务，加强其作为华

南航运中心和口岸中心的地位，成为沟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要通道和进出口货物的中转枢纽。

（七）城市新经济革命兴起

中国沿海四次经济结构调整，实质上每一次后面都有着一深层的社会经济技术变革。第一次经济结

构调整的后面是新中国工业经济的革命；第二次是开放经济的革命；第三次是城市环境革命；第四次是

全球经济的信息革命。

（１） 中国第四次经济调整刚露出苗头，是新世纪的知识经济。高新技术、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网络

技术对所有生产、生活领域渗透形成重大影响。新的生产力体系对传统产业的挑战、重塑、变革、整合

而形成的智力资源开发产生了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

（２） 新一轮的开放态势、发展大势与第一轮不同。在第一轮开放中城市资源、市场具有绝对空间，

只要有政策放开即可；第二轮开放面对资源、市场两个相对空间，只有政策放开是不够的，还要有智能

资源组合、知识经济优势与干部综合素质的提高几个方面的准备。新一轮开放，要用知识经济造大品

牌，用组合创新牵动大项目。

２３５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３） 流量经济已成为城市新经济革命另一个显著特征。一个企业的价值取向主要看它的现金流，一

个城市的价值取向主要看它的价值流。一个城市以相应的平台和条件，吸引区外物资、人力、资本、技

术、信息、服务等资源要素向区内集聚，通过各资源要素的重组、整合在循环往复中不断扩大规模和持

续增长，从而提升城市竞争力。新的开放态势是关系到大局的一场城市新经济革命，其中包括开放经济

的市场革命、服务经济的新产业革命、知识经济的技术革命与生态经济的环境革命，竞争的手段、方

式、技术载体、效率、成果都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广州为此应抢抓机遇，将广州有限资源与智能无限

资源及政策资源结合起来，以激活广州知识经济开发市场与资源潜力。因此知识经济不仅要用高新技术

开创工业新局面，还要用人文创建服务经济新格局。

（八）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和新格局的形成

中央的决策———确定未来２０年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确立了我国的新兴工业化道路，这些

都会影响到广州的发展目标和城市定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四次区域政策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２年对广东和福建实行

“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令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第

二次调整始于１９９０年的浦东开发开放，上海重现国际大都市的雏形，长三角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第

三次调整始于１９９９年底中央决定推行西部大开发，但到目前成效不甚明显。在２００３年，中国的区域发

展重点有所调整，即第四次区域政策调整，东北和泛珠三角地区成为优先突破的区域。

中国区域政策发生作用的逻辑如下：中央的政策提供区域发展的启动机会，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决

定区域发展的速度，市场原动力的形成决定了政策调整的成效，而外向型和内源性经济的良性结合将是

区域优势能否持续的关键。

由于广州在制造业、技术、创新机制上有优势，可以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过程，既为国家西部开发

规划的完成做出自己的贡献，又为本地产业转移，产品市场开发找到更多的机会。广州应加快在泛珠三

角地区经济腹地的拓展。

（九）环境与文化立市已成为城市新经济革命的重要因素与趋势

环境是城市一切发展条件的基础，也是发达、成功的国际城市走向成熟的综合要素与条件。环境问

题涉及到城市的战略目标、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发展规划与文化风格，也涉及到政策空间、创新道路

与软实力基础，还涉及到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

环境立市的基本思路是以城市环境创造一个综合经济平台与人文家园，借助所有能够充分借助的资

源、智能、市场、技术来孕育城市新经济革命因素，实现城市新经济突破的历史飞跃。

环境立市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新的发展观念与生活观念；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新的政策空间

与资源空间；新的管理方式与机会成本；新的目标集合与战略抉择。

环境立市的城市大环境战略抉择，包含环境转化为效益的新经济革命动向，也包含环境转化为文明

动力与城市文化风格的新人文变革动向，即环境形成功能形式、文化形态与文化风格，创造美好人文家

园。城市治理结构是新城市革命的重要趋势。管理城市就是管理发展。城市发展能力建设的核心是城市

竞争力建设。要求广州政府的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是：从权力管理到权威治理，从行政审批到政务公

开。一个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城市是和一个负责任的、高效率的政府机构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城市文明特

色与风格已成为城市环境的另一重要因素与趋势。全球化进程对广州市城市发展提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

的客观要求，因为文化产业与城市竞争力正在形成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创造

性激发了城市的活力，并直接构成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竞争在城市层面上展

开的走向更趋突出，文化产业的繁荣在城市。如果说全球化进程强化了城市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竞争，那

么，文化产业既从中获得了坚实的支撑，也成为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及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十）国际人才与企业家已成为城市创新的灵魂

随着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深化，各国的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在世界经济已连成一片、形成网络

的情况下，各国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不取决于自然资源因素等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势，而是取决于人为的相

对优势，即取决于科技和人才的优势。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和人才的竞争：①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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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要求人才国际化。随着经济全球化，人才成为 “资源流”，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高新技术的发

展，促使人力资源取代物质资源，成为新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②国际人才竞争的加剧，必然要求人才

国际化。高层次人才是国际社会共同的稀缺人才，对这部分稀缺人才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因此，新世

纪人才战略必须是高度开放的，通过实施 “人才国际化” 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才有可能取得

相对优势。③国际化的发展目标，必然要求人才国际化。从这个标准来分析，“人才国际化” 是国际化

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创造其他条件的基础。④企业家已成为城市活力的灵魂。一个城市的繁荣与这个

城市能否培育出或能否培育多少个世界级、国家级、地区级企业家直接相关。一个大企业家就能造就一

个大企业，而一个大企业就能造就一个城市。不仅如此，优秀的企业家还是城市经济的发动机和孵化

器，它不仅改变一个城市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更重要的它将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价值取向，

并且能够克服传统惯性引导政府建立起新型的适应企业竞争需要的现代思维模式。

二、广州发展面临的重大阻力与制约条件

（一）“短缺经济”结束与轻型加工业的过剩及竞争

广州轻型化的外向型经济，无论是外贸出口还是利用外资，都面临后劲不足的严峻挑战。珠三角趋

同的 “轻型化” 产业结构使广州工业产品市场面临激烈竞争。改变这种过于 “轻型化” 的产业结构，以

重型化为方向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这是新阶段广州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和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

的必然选择。

（二）科技创新能力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待提高

一方面体现在主导产业技术含量的不足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缺乏持续创新能力上，这非常不利于

广州的产业提升和经济持续发展。广州高频率变动的生产结构，未跨越传统阶段而向高科技结构过渡。

广州高新产业的发展即使在省内也并不处在先进的地位。广州整体科技创新水平还不高，特别是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强。

（三）面临其他城市强有力的竞争

与深圳、上海等城市比起来，经济增长速度稍慢。２００４年，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在上海、北京、深

圳之后。在珠三角内部也面临和来自周边城市各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与上海、北京相比，广州对周边地

区的综合影响力和协调带动能力差距还很大。广州在本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地位远未巩固，目前尚处于

发展过程中，并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首先，经济功能发育不全影响了综合竞争力，主要反映在

产业转换力较弱方面。其次，区域内城市群的发育呈现离散化倾向，产业布局和发展无序，相互之间未

能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合理的功能分工，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再次，城市职能调整与转型需求不相适

应，特别是城市建设与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需要，综合环境素质不高，影响了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

投资环境的改善。跨国公司来穗投资，特别是设立总部或地区分部不够活跃。最后，宏观管理体制与中

心城市的成长及发挥作用存在矛盾，主要是制度、政策的供给不足，依法治市的责权利不配套，未形成

统一的、有权威的行政执法主体，管理和调控职责的实施受到很大约束。

（四）外贸出口优势弱化，投资环境与结构有待改善

现阶段，广州外贸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程度的生产国际化。据最新数据，广州的外贸总量

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水平已落后于长三角的一些核心城市。园区规划建设、项目用地不足、出口退税

严重滞后、投资软硬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外贸出口优势减弱，要优化出口结构。

（五）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

城市化高速发展与城市生态建设滞后之间产生矛盾，目前广州环保产业的政策与运行机制、发展规

模、资金渠道和投入力度等，都远远不够。工业高速发展与环境保护落后之间产生矛盾，伴随城区工业

向东南方向转移，带来城市空间布局重大调整，城市人流、物流、交通流将重新分布。随着广州东南部

发展战略的实施，海港的建没，海洋产业的发展，近岸海域的开发对海洋生态环境带来威胁。人民群众

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与生活环境恶劣之间的矛盾。资源的大量开发利用与资源的迅速耗竭之间的矛

盾，广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加大资源需求和开发强度，城市的污染负荷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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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增加，生态环境问题将更为突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周边地区的污染输

入将加重广州环境的压力。

（六）人才引进和存量与国际大都市需求与目标差距较大

国际化的人才开发理念没有在全社会真正树立起来，构筑 “人才高地” 作为一种观念已经在全社会

范围内得到认识，但局限于国内人才高地的范围内，没有真正从全球经济发展来考虑国际人才资源高地

建设的问题。人才国际化的空间很大，但离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很远。留学生归国工作取得一

定进展，但与社会总体需求仍有很大的差距。引进外国专家工作有所起步，但还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在引进国际学术、技术和管理顶级外国专家方面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而我们的国有经济部门在引进外

国专家方面也很少有所作为，这给广州的高新技术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特别是国有经济的运行质

量、提升广州的城市管理水平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广州人才有三个 “不适应”：首先是素质不适应。

在现有人才中，普遍缺乏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普遍缺乏通晓国际经济的 “游戏规则”，普遍缺乏跨文

化操作的能力。其次是技能不适应。现有人才对现代化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一般的工程技术，普遍缺

乏包括金融、证券、保险、会计、律师等专业知识。三是人才结构不适应。各行各业都缺乏适应 ＷＴＯ
的各类人才。

三、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趋势及目标总体判断

（一）工业化发展进程阶段与趋势

经过改革开放２０多年的高速发展，广州经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时期和加速时期，正处在工

业化的成熟期，向工业化后稳定增长阶段迈进。从工业结构变动来看，广州工业经过结构轻型化发展阶

段、进入重化发展阶段。广州工业化进程步入以新型重化产业为先导的跨越式发展阶段。从增长方式

看，广州经济正处于由数量扩张到提高产业素质的阶段。从产业结构看，广州经济正在进入产业调整和

产业升级的新阶段。从现代化进程看，广州目前已经初步实现现代化，正接近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整

体上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下游水平。

（二）广州工业未来方向、目标的判断和预测

工业在广州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中，仍然是支撑广州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部门之一。外向型工业的

发展已经创造了使开放政策继续实行下去的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外资在广州工业发展中将会起更大

作用。广州工业的产品结构虽有升级换代，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型产品仍不多。广州工业布

局向新区和县级市扩散转移，是前一阶段广州作为大城市向外扩张的结果，也是广州调整重塑中心城市

功能的未来需要。

（三）广州城市发展目标与定位

根据广州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所形成的发展优势和积聚的发展能量，根据世纪之交的国内外战略环境，

广州未来发展战略的总目标应是：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科技进步和美化城市环境的前提下，

以制造业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以广州都市区为核心层，以珠江三角洲为外圈

层，以泛珠三角经济区为经济腹地，以国际市场为导向，近期将广州基本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多功

能的华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远期建设成为环南海经济圈的增长极，东南亚地区区域性国际经济中心城

市：①“大珠三角” 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综合性中心城市。②“大珠三角” 的基础工业和机械装备制造业

中心 （基地）。③区域科技研发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④中国南方国际物流中心。⑤中国南方大商

都和现代服务中心。⑥港口与滨海大都市。⑦区域性的金融中心。⑧区域性的国际信息中心。⑨世界最

重要的大文化、大体育消费市场和产业基地之一。⑩广东省行政中心。

（四）经济发展主要目标

（１） 实现广州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换，实施 “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和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战略。

①广州应该坚持二三产业并举的方针，过去一段时间投资过分向第三产业倾斜的情况应该得到遏制。具

体而言，就是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积极推动第三产业的高端化。②向知识型产业和环保型支

柱行业倾斜。大力发展知识型产业，抢占制高点；加快环保型主导产业发展，加强其带动效应；培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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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工业产业。③推动第三产业的高端化，促进广州对周边地区辐射能力的增强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２） 建成广州大工业基地体系与重化工业中心。

（３） 广州经济国际化发展目标：推进广州经济国际化，必须顺应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

三个提升。一是生产领域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出口商品要从初级产品

向高附加值产品提升，企业向跨国经营提升。二是资本领域要从引进外资向引进与输出资本并重提升，

从吸引直接投资向在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多元化提升。三是流通领域要从开放商品市场向开放金融、

保险、旅游、技术、人才、劳务等市场扩展，实现与国际市场接轨。推进广州经济国际化的目标取向

———市场国际化。实现广州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接，国内市场国际化，实现市场全面开放。资本国际化。

建成广州区域性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成为国外资本投资内地的桥头堡和国内企业向外投资中介，成为国

内外资本的聚集地。产业国际化。实现广州产业升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开放的、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产业结构。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实现资源配置国际化。城市功能国际化。建立现代

化的基础设施，形成符合国际规范的服务体系，实现国际间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流动。

（４） 建设高起点、高标准基础设施，形成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基本框架。

（５） 形成以泛珠三角经济区为腹地的广州大都市圈：①逐步实行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相结合的分工

贸易模式，建立合理的 “分工价格” 体系。②加快促进次区域经济中心的形成，促进省会城市之间的经

贸交往。③积极开展制度创新。④建立以广州为中心构筑泛珠三角物流圈。⑤建设广州在泛珠三角金融

中心地位。

（五）广州社会发展目标

（１） 建立协调和谐发展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包括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政治和谐、文

化和谐、代际和谐、生态和谐等内容。和谐社会的内在机理为利益整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执

政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主体；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方式。

（２） 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的有世界影响的山水生态城市。广州市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概

况为：人本、高效、清洁、循环型、系统化、市场化。实现几个方面的转变：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

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由污染型经济生产模式向清洁型经济生产模式转变；从工业型产业结构向

“非工业化” 产业结构转变；由单向型经济运行模式向循环型经济运行模式转变。

（３） 发展文化产业，形成与现代化相融、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

重点，加快建设具有岭南特色的新文化中心，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的改革，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创造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岭南文化。重点为：①要逐步建成和改造一批文化设施，造就具有广州特

点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氛围。②形成一个好的政策机制和投资机制。③基本形成全国和亚太地区

有较强辐射力的文化市场。④基本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管理体

系、法律法规保障体系，营造出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⑤广州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发展音像业、文

化旅游业和艺术培训业；优先发展演艺业、电影业、艺术品经营业和实用美术设计业；加快发展文化会

展业。

四、顺应发展趋势的战略重点与对策研究

（一）广州都市圈空间结构与整合发展战略

１广州都市圈核心层构建趋势与对策

核心区三个新发展极应加快形成：①加快中心商务区 （ＣＢＤ） 珠江新城建设；②建立自由贸易区；

③广佛都市圈的拓展。

２广州都市圈内圈层构建趋势与对策

主要是满足 “珠三角” 国际化都市圈城市的产业功能定位。

３广州都市圈外圈层构建趋势与对策

外圈层包括肇庆、惠州、江门等地区。该地区具有较丰富的湖泊、名山、沙滩、海岛、森林的自然

风光为特色的旅游资源，未来应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的大郊区和旅游度假区，以开发旅游资源、发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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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型 “三高农业” 作为主要的经济特征。在广州都市圈外圈层拓展过程中，下述几个城市和地区具有重

大意义：肇庆———广州开拓西江流域的门户；江门———广州向粤西拓展的起点；惠州———广州沿京九线

拓展的支点；清远———广州开发 “山区经济圈” 的起点，广州的后花园、生态圈。

（二）广州都市圈经济腹地区域整合与拓展战略

泛珠三角与广州都市圈外围层范围：广州应充分利用 “９＋２” 的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各省市在交

通、能源、生产、流通、科技与旅游６大领域的合作。

根据对泛珠三角经济区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分析，广州都市区间接腹地的拓展应从以下方向拓展。

（１） 开拓西江流域，建立西江产业走廊。开发西江的战略是：①建立外向型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

以及部分技术密集型的 “西江产业走廊”。产业以电子、机械仪表、纺织、食品饮料、医药、日用轻工、

建材、陶瓷等为主。②在沿江建立一系列优质、高产、高效外向型农业基地和农业地理区。

（２） 京九线点轴开发与广州经济腹地拓展。广州及珠江大都会带可把其资本、市场、信息传与沿线

地区，形成良好的市场机制，使京九带成为其真正有效的经济腹地。

（３） 粤闽赣经济协作区与广州经济腹地的拓展。最终建立起的粤闽赣经济协作区将不仅从地理意义

上，而且从经济意义上而言，成为联结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洲的枢纽。

（４）“红三角” 经济区与广州经济腹地的拓展。粤北、湘南和赣州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是以广州、

香港为中心的珠江大都会带的 “大后方、后菜园、大郊区”，地处京广线南段腹地的湖南具有接受其产

业转移的条件和独特优势，具备作为广州 “大郊区、后花园” 的条件。

（５） 京广轴线北进与广州经济腹地的拓展。红三角经济区开发的同时，在京广轴线上广州可从以下

几个开发空间考虑对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北进开发：衡郴轴线是广东向湖南省重点发展轴线。岳阳—长沙

—株洲—衡阳—郴州是以京广线为主轴的工业带。此地区应加强与珠江大都会带的 “三资企业”，尤其

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联系。岳阳一武昌轴线，在流通领域合作方面，广州将发挥外贸企业在国际采购、

海外销售、资信和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和湖北企业联手开拓国际市场。在科技领域合作上，两省将加速

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的双向转让，加强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

（６） 粤西开发与广州经济腹地的拓展。可从区内主要几个城市打开缺口，建设粤西到海南岛，甚至

到西南、东南亚的经济带。可以发展港口城市和北部湾经济为重点，走小跳跃性开发的道路。建设广州

—阳江—茂名—湛江经济带。

（三）广州都市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与方向

１广州市产业发展方向与定位

广州产业结构的调整长远总体方向是：坚持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同时以有限度发展重化工业和重点

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手段，推动广州城市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和国际综合服务型方向发展。目前，应

加强重化工业，发展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以广州目前工业化水平，将很大一部分支柱产业集中在第三产

业是不恰当的，这是广州支柱产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表明，国际大都市都是经

历了其自身的 “后工业化” 阶段之后才有发达的第三产业。

广州都市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与方向是：①产业的重新配置、转移与产业新高地的建立。广州应对原

有的产业进行重新配置，适时地进行产业转移，为产业新高地的建立腾出空间，积蓄资源。广州在建立

产业新高地的过程中，必须将一些无成本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周边其他城市或中西部地区，从而腾出空

间，集中资源发展主导产业，战略产业和城市型产业。②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是限制和淘汰污染

严重、耗能耗料高、没有发展前途的行业和企业，扶持深加工、知识密集型的主导产业和行业，实行资

源优化再配置。③推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创产业新优势。加大对科技要素的投入，以

核心技术提高城市产业国际竞争力。④科学确定产业新高地准入门槛，实现其对外开放和对内发展的均

衡。科学确定广州产业新高地准入门槛的原则主要包括：一是必须符合广州经济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指导

政策；二是必须具有较大的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三是产业技术层次至少国内领先，鼓励国际领先技术

上马；四是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不危害城市公共利益。⑤应充分考虑广州现有产业结构现状的实际情

况，并立足于把广州放在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的角度来考虑其今后发展方向及其产业结构，使之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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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⑥广州发展现代基础产业不仅可以起到珠三角重化工业产品需求的进口 （包括从

国内其他地区输入） 替代作用，降低珠三角制造业的原材料运输成本，进一步提高珠三角加工业的国际

国内市场竞争力。⑦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科学发展观来衡量，广州现行的经济

增长方式仍带有明显的粗放型痕迹。存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６大 “病

症”。广州今后的发展思路要充分体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开

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广州各有关部门的工作重心。⑧要把依靠科技进

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要加快调整优化广州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

构、能源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内外源型经济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力。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

的综合产出率，向知识型产业和环保型支柱行业倾斜。⑩大力发展知识型产业，抢占制高点。应把握当

前信息技术革命的时机，认真走好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瑏瑡培育生态工业产业，

加快环保型主导产业发展，加强其带动效应。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是解决产业结构性污染和区域性污染、

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实现新型工业化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纺织印染等行业推行清洁生产。

２广州重点产业的战略选择

①电子信息技术产业；②汽车产业；③石油及精细化工和配套产品；④机械装备产业；⑤临港工业

与造船业；⑥生物工程技术及生物制药产业；⑦环保技术和设备制造业。

（四）广州经济国际化趋势与发展新战略

１广州与国际全面接轨的新思路

广州要想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步伐，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全面加快与国际经济

接轨，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从以下方面开创发展的新思路：①选择市场国际化作为推进广州经

济国际化的突破口。发挥广州优势，首先实现商品市场国际化，进而全面实现市场国际化带动资本和生

产实现国际化；广州应当从过去主要依赖香港地区转口贸易加快转换为借助香港进行离岸贸易、主要依

靠自己独立开拓世界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远洋贸易，以提高广州对外贸易的效益。②塑造更优软环境，

加快国际化进程。③加强企业组织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体制。④完善海外投资的金融体系。

⑤重新调整吸引利用外资的思路，加快引进日资，培育广州支柱产业。在继续做好吸引中小资本的同

时，把重点转向引进国外大财团、跨国公司和各种基金会的投资。另一方面注意吸引跨国公司把广州作

为区域性营业总部、科技开发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等基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除了直接投资

外，还要积极拓展融资的新渠道，扩大通过创办海外投资企业利用外资的途径，以及通过境内外证券市

场发行股票、债券。广州吸引日资的战略由注重总量增长效应向注重结构升级效应转变，创造吸引日资

的有利投资环境，引导日资投向符合广州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⑥实施多元化战略。实现投资模式的多

元化，首先实现跨国投资方式的多元化转变，跨国投资方式要从当前的单一的开设新厂向多元化的方向

转变。还要合理选择独资与合资经营。要在对外贸易格局上实现新的突破。要努力构筑出口贸易、技术

合作、服务贸易、对外经济和利用外资等方面组合发展、联动发展、互补发展的新格局。在拓宽出口领

域上实现新的突破。

２寻找契机对外拓展

（１） 以举办亚运会促进广州国际化。

（２） 发挥临海港口优势。

（３） 拓展东南亚、西亚、非洲海外市场。

（五）城建主导的投资新战略

城建主导经济已成为世人公认的经济发展模式，城建主导经济的最大特性是城建投资不仅是经济消

费与公共消费，还是通过环境的改观与对城市经济活力的诱导，积累创造先进生产力体系，使固定资产

的投资变为对环境与发展的投资，变为城建主导型生产性的经济投入与增长性的开发建设。以绿化、环

境建设为先导，以基础设施超前建设为辅助，走城市化与现代化复合构型、双向并进的经济、社会、文

化成长模式与发展道路。在招商引资的城市资本运作体系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地区，要对全球经

济市场空间的提升与产业体系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现代化发展上，通过城市化全面牵引现代化，尤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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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经济、文化死角与边缘———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小城镇的发展、田园城市的建设

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品牌的营造与对集约经济的投资，城建主导的投资新战略，是在

城市经济中将城市变为一个经济变量，不断将其增值。

（六）国际化人才战略

人才的竞争机制，将是我们进入全球经济时代，挑战国际前沿目标的关键所在。人才新战略主要是

能制造出最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创造最具活力的用人机制。要引进人，用好人，培养人，为人才的成

长、使用与发挥创造最好的 环境与条件。

（１） 提高城市资源配置率。培养一批以城市为经营战略有世界影响的投资银行，培养一批有世界影

响的新一代金融实业家、资本战略家、城市化经营大师；培养一批懂金融、会谋划资本、能操作资本市

场的镇长、区长与能迅速将环境、资源、资金转化为资本、项目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新经济能手。

（２） 通过资本市场培养新一代企业家。建立企业国际资本评价体系，从财务效益、资产状况、偿债

能力、发展潜力和领导班子考察干部群体素质。在量化指标及基础管理工作的国际资本构成体系中加强

企业国际性经济建设，培养新一代具有国际市场抗风险能力与战略操作能力的企业家，以企业为载体打

开环境资源与资本市场，形成开放经济的国际金融主体性建设的优势与攻势。

（３） 人才素质国际化。广州现有的人才状况，还难以适应国际化的要求。应实现广州人才素质的国

际化，即发现和培养一批走在世界科技前沿的杰出科学家、工程师和理论家，组成广州的核心专家群

体；选拔和培养一批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学术技术带头人，组成广州的重点专家群

体；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在各学科领域起骨干作用的中青年专家，组成广州各行业的技术带头人。

（４） 国际人才引进战略。人才引进信息化。建立海外高级人才信息网络，对留学人才的信息进行收

集和不断更新，加强与旅居海外的留学人员的联系并保持与相关用人单位一定频率的接洽。人才引进多

元化。鼓励和支持各方力量参与人才市场。进入ＷＴＯ后，国外的人才交流机构也将陆续进入广州；新

世纪广州的人才市场，将形成国家、民间、合资多元化的人才市场格局，这也将使更多的留学人员关注

广州。人才引进产业化。促使人才市场成为一种产业，人才市场的产业化包括人才交流的产业化，人才

派遣的产业化，人才信息的产业化，人才培训的产业化，人才评价的产业化等等。人才引进制度化。研

究制定聘用海外留学人才的具体办法，发展和规范引进海外留学人才中介组织；加快制度改革，积极推

进人才 “柔性流动” 机制建设；采取定向引进，进一步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加大引进外国专家力度形成

四个方面突破：拓宽培训资源，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培训；完善配套服务，大力发展各类人才服务的中

介机构；建立能充分体现人才价值、灵活有效的薪酬机制，为国际人才来穗工作提供动力保障；加快人

才信息化建设，尽快建立国际人才市场，加快人才信息化建设。

（七）广州都市区生态化与生态圈发展战略

（１） 确立生态政绩观消费观和绿色ＧＤＰ观。

（２） 广州生态城市规划的原则：①广州生态城市规划的５项原则：生态保护策略 （包括自然保护、

动、植物区系及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生态基础设施 （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续支持能力） 的完

善；居民的生活标准；文化历史的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这５项原则中提到了人的生活标准和对文化

历史的保护。②广州生态城市空间形态发展战略：一是构筑生态核心，珠江及沿江开敞地区作为整个

“网络型城市” 的 “绿心”。二是实现生态整合，在区域的范围内重点保护南海海洋生态保护区，在南部

建立一条生态通道，同时又贯穿多条生态隔离带，形成一种 “山、城、田、海” 的自然特征，将广州建

设为 “园在城中，城在园内” 的生态城市。三是实现都市区的功能整合，形成亦城亦田的空间结构；完

善、高效的园林绿化系统；多团多核的组团分布格局。四是形成 “山、城、海、田、江、河” 多自然要

素类型和规模的多样性，并特别注意保留发挥广州都市型生态农业位置和功能。

（３） 抓好广州都市区生态保护区布局。

（４） 注重广州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开发。

（５） 促进广州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６） 实现珠江三角洲生态圈的协调与城市职能合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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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会和谐发展战略

实现利益差异的取长补短和发展目标的总体趋同。以公平的信念创造 “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的

激励和分配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以法律、道德、政策和舆论的力量，建构

多层次调节社会利益的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鼓励强者，帮助弱者。

（１） 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

方针，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扩大就业空间，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就

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落实对就业和再就业的财政、信贷、

税收等扶持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的信息引导、管理服务，促进农村富余劳

动力转移就业。逐步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劳动保障执法检查，维护员工特别是外来员工的

合法权益。

（２）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群众生活。逐步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符合保障标准的城乡

居民应保尽保。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的覆盖

面。实现社会保险市级统筹，加强基金监管。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加快实施企业年金办法和建立

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

（３） 实现向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下，政府是服务政府，实现以公

民为中心服务型转变；政府也是开放政府，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既让政府这个最大的信息中心充分发

挥利用价值，又使政府在公开和公平中坚守廉洁；政府也是责任政府，要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承担政

府的行政责任。

（４） 把握规律、化解群体性事件。建立健全解决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预

警制度；建立健全解决群体性事件的领导责任制；加强基层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依法规范信访

秩序，避免引发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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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改善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对策

一、社会经济环境评价的基本理论

（一）广州城市定位

根据城市群中城市分工的进化理论，对广州的城市特征进行分析，在第一层次上，将广州市定位为

特大型区域中心城市。即一个服务于整个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特大型现代化服务性城市。其次，按照城

市进化理论，将广州的城市功能定位为泛珠三角的５个服务中心，即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中介服务中

心、信息中心和技术中心。广州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建设，要以拥有强大的５个中心功能的现代化服务型

中心城市为目标进行。

（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定义

图８ ３ 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构成

参 考 对 国 际 国 内 相 关 研 究 成

果，一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的内涵应适应３个最基本的特征：

动态性、系统性、最优性。即在科

学发展观下系统地研究社会经济发

展环境，使城市的各项资源合理配

置，从而使总体产出最大。城市社

会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城市所拥有

的经济、社会资源的综合，是城市

经济发展赖以依托的物质和非物质

基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又分

为基础制度环境和一般环境两大部

分 （图８ ３）。

本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

对基础性制度环境的评价主要基于

市场化角度考虑；对一般环境则从

软、硬环境两个角度分别评估，其

中软环境主要指社会人文氛围、商

业氛围、社会保障与安全等，硬环

境主要是从基础设施、经济结构等方面展开评价。根据评估结果以及广州 “十一五” 的城市发展定位，

找出广州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提出政策建议。

（三）评价指标体系定义

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中大类上分为基础性环境与一般性环境两大部分，反映基础性环境

的因素包括５个方面：所有权结构的市场化程度、竞争性价格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环境的市场化程

度以及政府行为的市场化程度和微观主体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一般性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部

分。前者指与经济生产有着密切、直接关系的各种投入要素构成的总和，包括各要素的数量、质量及配

置等。从经济社会系统生产函数来看，一般硬环境是内生性技术的一种直接的投入要素，通常这类因素

易于用统计数据反映。一般软环境则指与经济生产无直接关系却又起重要影响作用的文化、社会、政府

服务等因素的总和，其对经济社会系统生产函数而言就是一种间接的投入要素。

二、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现状

总体而言，广州市与广东省内的发达城市相比，在基础性制度环境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在城市



一般环境上则呈现一定的优势。与北京、上海相比，在基础性制度环境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却在一般环

境上处于劣势。

（一）基础性制度环境现状

１广州市与广东省内部的比较研究

在广东省各地区的基础环境测定中，选择广州与佛山、东莞和深圳进行对比 （图８ ４，图８ ５，

图８ ６）。基本数据研究表明，广州市的水平在广东省内来看并不特别理想。数据分析显示：在全部５
个大项指标中，广州市在所有权和竞争性价格形成制度方面，４个城市中数值最低；在反映政府对经济

的介入程度方面的政府行为指标方面，仅仅比佛山市稍稍占优。首先，在所有的反映非国有经济发展程

度的单项指标中，广州市列于４个城市的最后，显示出非国有经济比重偏低。在资本市场的非国有银行

存款比例和贷款比例方面、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劣势。其次，政府行为方面：政

府占用社会资源指标系列中的公务员比例，广州市为１％，表明广州市政府行政方面占用资源过大。再

次，市场环境部分广州占有一定的优势。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指标上，在珠三角中处于第一的位置。各

种的产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贡献明显。最后，在微观主体追逐利益最大化方面，广州

市的表现也较为理想，仅比深圳市略差，比东莞和佛山有较大的优势，体现广州企业家整体素质较高。

图８ ４ 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比重

图８ ５ 贷款市场化速度

图８ ６ 政府规模 （公务员比例）

２４５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２广州与北京、上海的比较研究

广州与北京、上海作为中国等规模的城市的比较，可以从全国范围内更好地描述广州市的社会经济

环境特征 （图８ ７，图８ ８，图８ ９，图８ １０）。数据研究表明：广州市基础性制度环境方面在３个

城市中处于最高的位置。尤其是相对于北京来说这种领先优势较为明显。首先，在所有权结构方面，广

州市比上海落后而比北京市有优势。３者的指标值分别为０８５、１和０９１。数据显示，广州劣于上海的

主要原因在于产权保护的劣势。在竞争性价格形成制度方面，广州市与上海市的指标得分都为１，优于

北京。其次，在市场环境方面，广州市处于最优。３者的指标得分值分别为０９０、０９３和１。广州市的

优势来自于广州浓厚的商业环境。再次，在反映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程度的政府行为指标上，广州市也处

于一个优势的地位。这种优势的地位，主要来自于广州市在政府规模和政府占用社会资源上的双重优

势。最后，在市场微观主体行为的指标上，广州市相对于北京市较为明显。优势来自于企业追求利润最

大化意识。在产品与服务质量方面，广州市比上海市稍稍落后。

图８ ７ 产业协会发展程度

图８ ８ 所有权结构

图８ ９ 政府行为

总之，广州市在基础制度环境中，整体上处于稍稍领先的地位，处于一种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转换

阶段。在市场环境上，广州占有一定的优势，各种产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贡献明显，

商业气氛浓厚，企业界整体素质较高。在竞争性价格形成制度方面，广州市占有明显优势，表现广州市

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取得很大成效。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程度上，广州市也处于一个优势地位，这种优

势的地位，主要来自于广州市在政府规模和政府占用社会资源上的双重优势。与省内的深圳、东莞、佛

山市相比，可以看到广州市的主要差距在于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够充分，在所有反映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

的单项指标中，广州市列于４个城市的最后。广州市相对于其他珠三角城市而言，非国有经济比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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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０ 微观主体行为市场化程度

低。与国内的重量级中心城市上海、北京相比，则在产权保护和市场发育方面表现滞后，同时审批手续

相对繁杂，市场进入比较困难等。

（二）社会经济发展一般环境现状

１广州与同等规模城市北京、上海的一般环境比较

首先，在一般硬环境方面，广州市与北京、上海相比，有比较明显劣势。数据分析显示：在人力资

本方面，广州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和配置三方面都比较缺乏，竞争力偏低。在众多最低层次指标中，广

州除了在创业人员指数上占优势以外，其他所有考察指标都落后于其他两个城市，特别是在高级人才获

得便利性，以及专业人员不足上的差距引人注目 （图８ １１）。

图８ １１ 京沪穗３市人力资本环境比较

在金融资本方面：广州在资本获得便利性，以及金融资本质量都是较为乐观的，不过在金融数量和

控制力上落后。外资金融机构数和内资金融机构数都处于明显略势。但是，广州金融服务多样性则具有

比较明显的优势 （图８ １２）。

图８ １２ 京沪穗３市金融资本环境比较

在科技创新方面：广州在科技创新方面与京沪两市差距较大，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广

州在这方面的所有指标均低于这两城市 （图８ １３）。

在经济结构方面：广州经济结构的综合指数排在第一位，在经济结构转换速度和产业集聚程度上有

明显优势，且在经济体系健全度上也表现良好，基本逼近排在首位的上海水平。但是，从业人员中高科

技从业人员比例过少同样要引起注意 （图８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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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３ 京沪穗３市科技创新环境比较

图８ １４ 京沪穗３市经济结构环境比较

在基础设施方面：广州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明显。市内基础性设施、对外基础性设施和设施使用

成本下的小指标全部低于北京、上海，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无论在规模和使用成本上都不尽如人意 （图８
１５）。

图８ １５ 京沪穗３市基础设施环境比较

自然资源方面：广州拥有出色的内部资源，却缺少良好经济腹地资源 （图８ １６）。

图８ １６ 京沪穗３市自然资源环境比较

在城市生态方面：广州的城市生态优势明显。优势主要来源于城市自然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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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源质量上的得分很低，这说明广州市声源污染控制乏力 （图８ １７）。

图８ １７ 京沪穗３市城市生态环境比较

综上所述，广州除了在经济结构、城市生态上略胜一筹以外，其他指标都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突出

的问题在于科技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这又和软环境息息相关。另外还隐藏着一个协调的问题，比如

资金、人才与科技的配合、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整合以及基础设施结合城市环境，如果能达到一个较好的

配置，比量上的优势会更有意义。

其次，在一般软环境方面，广州市具有较大的优势，总体上与上海接近而胜于北京。数据分析显

示：在商业文化方面，广州创业精神、创新意识还是交往操守都和其他两城市不相上下，突出的表现是

强烈的商业意识。在教育培训方面，广州教育培训的发达程度处于３市最低，突出表现在教育发达程度

的落后和教育规模小。广州在３城市中生活卫生质量最优，有较高的人均收入、万人拥有医生数和生活

保障程度。在政府服务能力上，政府服务方面广州优于北京而劣于上海，良好的创新能力是广州政府服

务能力的优势；不足存在于政府的服务和执法能力，包括办事效率、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都略逊一筹，

同时执法严格性、监管有效性都有待提高。在政府审批与规制方面，广州劣势明显，在社会治安方面，

广州市劣势明显，显示其治安形势有待进一步改善 （图８ １８）。

图８ １８ 京沪穗３市在政府服务能力上的比较

总的来看，广州市的软环境处在一个相对满意的程度，最大的欠缺在于教育培训的发展水平上面，

也正是这个后备力量的不足使得硬环境中的科技、人才等因素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缺少发展

后劲。应该看到，大力发展教育是一个亟待解决并且有长远意义的根本之策。另一方面，广州市在政府

服务方面办事效率、办事态度尚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政府审批和管制上，则更加需要改进。

２广州与广东省内城市一般环境比较

在与省内最发达的几个城市比较中，广州市的一般环境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在一般硬环境的比较

中，可以明显看出，广州在金融资本质量、民间及风险资本可获得性、Ｒ＆Ｄ投入量、服务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市内基础设施等方面有比较优势 （图８ １９）。尤其在服务业比例、市内基础设施方面的优

势明显，同时，在对外基础设施这一指标上 （图８ ２０） 具有竞争力。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

管广州的Ｒ＆Ｄ投入量在４城市中是最高的，其产出———科技成果数却并不是排在第一，这说明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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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资效率还有待提高。同时，广州的产业集聚程度在４城市中是最低的。

图８ １９ 京沪穗３市一般环境比较

图８ ２０ 对外基础设施

总之，在发展一般环境方面，广州相对北京、上海这两个本国的重量级城市而言，还有一定的改

善、提升空间，尤其是硬环境方面。但与省内较发达几个城市的比较中，则优势还是明显的，体现了广

州作为省府所应具备的条件。

（三）结论检验

在分别对基础性环境制度与一般性环境制度进行分析后，将两大部分内容综合可以看到，广州的社

会经济发展环境无论在省内还是在国内等规模城市之间，都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尚不为最好 （图８
２１，图８ ２２）。

图８ ２１ 省内４大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比较

图８ ２２ 国内３大等规模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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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省内广州的社会经济环境总的来看与深圳还有一些距离，从国内来看，广州的社会经

济环境与上海还有一些距离。广州社会经济总的优势与劣势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方面。

１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集中优势

（１） 广州的市场环境有明显优势，律师与会计师人数比例较高，投资业与商业从业者的商业意识浓

厚，市场意识具有明显优势。

（２） 市场微观主体行为比较乐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意识显著，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比较令人满

意。

（３） 广州的经济结构有着良好的势态，在经济结构转换速度上有着明显优势，服务业的比重比较

高，在经济体系健全度上也表现良好。

（４） 城市基本生存环境的优势比较明显，绿化率比较高，生活卫生质量好，人均收入、万人所拥有

的医生人数和生活保障程度都比较高。

２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薄弱环节

（１） 人力资本劣势明显，广州市在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与人力资本的配置上与上海、北京、深圳

相比都存在明显的差距。

（２） 金融资本的实力落后，金融资本落后的主要症结在于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力与金融资本的数量值

偏低，虽然在金融资本获得的便利性与稳定性上比较乐观，但是总体金融资本市场并不乐观。

（３） 非国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广州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虽然与北京上海相比，其非国有经济

在经济中的比重并不落后，但是相对于改革开放进程的角度考虑，其发展落后于深圳、东莞，作为珠江

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来讲，值得深思。

（４） 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相对缓慢，广州的市场环境相对良好，但是中介组织与产业协会作用相对比

较滞后。

３政府对广州社会经济环境的服务状况

优势表现在政府具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学习提高能力、政策执行的灵活程度都比较高、公务员守法

自觉程度高、执法比较公正。劣势表现在企业创办的难易程度、政府监督的有效性、行业准入限制度等

方面。广州市政府的公务人员基本素质比较高，具备良好的创新能力。广州市的商业环境、居住环境都

比较良好，但是在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监督的有效性上与公务员高素质队伍产生反差。

各界的专家一致认为制约广州未来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人才因素。大部分专家对广州未来的高科技

产业的发展表示担忧，认为政府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改善生活环境，完善司法环境，

尽最大可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才能支撑广州未来的新一轮高速发展。

三、广州经济发展环境的主要特征

（一）综合环境较为优越

广州是一个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城市，综合各种生产要素的功能较强，在适应

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环境方面具有相当强的优势。

广州的区位条件，包括地理位置、气候、地形、水文等方面都比较优越；产业体系比较完备，特别

是第二产业内部门类比较齐全，且结构较为优化；市场结构比较适宜，大、中、小企业能够平衡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在规模和档次上都有一定的优势，能较好地满足企业生产和市民生活的发展需要；经济景

气程度较高，经济和消费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持续增长，商品和服务市场都较为繁荣；人力资源充足，人

才数量大，质量高，且人才成本相对较低；经济辐射范围较大，而且辐射区域的经济要素供给较为丰

裕，要素供给结构也较为完整，因此，广州具有较强的生产要素可获得性。商业道德环境总体良好，商

业信用较为发达，历史上的移民城市特征也决定广州不会产生一种排外的意识；悠久的历史文化，培育

了广州优越的社会人文环境。这些因素的结合，塑造了广州较强的综合功能和较为优越的综合环境。

（二）基础设施具有优势

经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始的城市建设，特别是经过 “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 的建设期，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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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广州在能源动力和给排水系统方面的建设已达到较

高的发展阶段，用水、用电、用煤气都比较方便。人均居住面积、人均绿化面积、人均液化石油气家庭

用量、人均用电量等，数值都比较大，广州的邮电、通信 （包括计算机网络） 设施的建设也走在全国比

较领先的位置。

经过数年的建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广州的市内和通往市外的交通状况，尤其是公交系统和交通指

示系统已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地铁建设快速推进，广州与周边省市实现了高速公路畅通，３小时可到周

边省，与全省的地级市实现了高速公路联网，新机场、新南海港口、新火车站的建设更是强化了它的基

础设施地位。

（三）产业结构比较完整

由于广州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就开始大力发展工业，经过５０年的建设，广州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

完整的工业结构体系。从石化、汽车、钢铁工业、造船到电子、轻纺、食品工业，广州的产业比较齐

全，这有利于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相互提供需求和供给，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聚生产要素。

广州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轻型化，近几年在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相当的进

步，门类也比较齐全，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尤其是在商贸方面，广州已经形成一批有影响、有实力的商

贸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教育与科研产业上也因结构完整而显示出较大的优势。新型服务业，如旅

游、金融、保险、中介、咨询服务等也居于国内领先水平。

（四）商贸市场比较繁荣

广州是华南地区的商贸中心，这一地位已不容置疑，历年来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品流通中

心和市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广东乃至华南地区的商流、客流、资金流、信息流都在广州交汇。

（五）人才资源充足，人力成本较低

广州是全国少数几个人才资源比较充足的城市之一，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积累和培养了众

多的技术人才，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外地的人才也在不断地注入广州。

（六）对市外企业有相当吸引力

从历史上看广州是个移民城市，有利于吸收外来的一些文化。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居民，广州都无

排外的意识，比较有利于外来企业投资和外来人员在广州就业。广州的日常公众用语是普通话或近似于

普通话，而不是像上海那样以本地方言为日常的交流用语，可以方便各界人士的交流与合作。

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造就了广州诱人的历史景观，形成了广州浓厚的文化底蕴，增添了广州的

城市吸引力。广州交通便利，气候宜人，淡水资源丰富，其生活环境在国内中心城市中也有独特的一

面，对吸引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要素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外地到广州投资办厂的企业，实际上已

经享受到与本地企业一样的 “市民待遇”，广州对这些企业还是有相当强的吸引力的。

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得最早，也走得较快的城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城市，广交会就

是中国最重要、最盛大的对外贸易洽谈会。

（七）创新环境有待优化

广州在制度创新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先进一步，但是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显得相对滞

后，没有充分利用好广州的科技人才资源，在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方面，手段和办法还不够多，意识

不够强，致使不少的科研成果只是停留在课题报告或学术论著的阶段，没有很好地发挥科学技术对广州

经济的促进作用。结果，广州在信息、通讯、软件、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发展落后于上海、

深圳，某些方面还不如苏州，导致广州对高新技术人才的容纳能力相对不足，造成许多高新技术人才的

流失。

四、全面改善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政策建议

为了将广州市建设成为泛珠三角的现代化服务型中心城市，从城市市场化进程、城市主要功能强

化、政府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社会治安等方面提出部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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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推进市场化进程，提供完善的基础性社会经济环境

（１） 推进公有经济的民营化改造。与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城市相比，广州在经济的投入、产出、就业

等比例上都显示出国有经济占有很高的比例。经过２０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已经退出了商业和竞争

极为激烈的行业。在这一个阶段完成以后，市场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留下来的问题更加具有复杂

性。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推进公有经济的民营化是必然的选择。目前广州面临着第二阶段的民营化，由

于所面对的资产垄断性，已经不存在过去的第一阶段中出现过的市场淘汰型被动式民营化道路，因此，

政府的政策选择对于第二阶段的民营化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上讲，推行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产权改革是

改革的基本方向。将能够民营化的公有资产尽快实现民营化作为一个基本政策实行，政策上可以考虑将

这些资产的出售与购买企业将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移到广州市的条件捆绑在一起综合规划后实施。这

样，在促进民营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广州市公司总部经济的发展。

（２） 减少市场进入的审批障碍。广州市在清理政府审批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效

果。但是，与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说在企业注册、项目立项等方

面，来自于政府审批和其他规制的阻力还比较强。与世界一些知名城市相比，则有一定差距。相对较多

的规制和行政审批，其带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就是降低了企业创业和社会资金注入的活力。

（３） 加强市场监管，引导建立诚信的市场信用体系。政府重点要强化商业信用监管、食品医药监管

和环境污染监管。普遍缺乏商业诚信的问题已经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建立社会经济诚信信

息体系，加大对商业欺诈的监管和处罚。政府应直接介入微观经济运营的部分，有意识地调整包括公务

员在内的资源，强化市场监管部门。而且，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成效形成一个社会监督和第三者评价的制

度，以推进工作的改善和进步。

（二）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服务能力，树立高素质、高能力、高效率的政府形象

政府提供充分而高效的公共产品，是改善经济社会发展一般环境之软环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

政府被要求扮演的另一方面的主要角色。

（１） 按照服务社会经济的宗旨对政府部门进行重组。到现在为止，广州市政府已经进行过多轮的政

府机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应该继续进行政改，应该

以服务社会经济为宗旨进行，而在机构设置上摆脱与上级政府机构一一对应的传统。政府扮演的社会经

济角色主要有财政、税收、司法、法院、公安、教育与科技、经济与贸易管理、城市发展与政策、劳动

与社会保障、国土交通与城市建设等方面，新的机构改革应该围绕这些功能来进行，市政府下属机构应

尽可能精简。

（２） 实行政府合署办公制度。在推行了行政机构改革以后，再推行相关政府部门合署办公制度。即

使没有任何的政府机构改革，推行相关部门合署办公制度也能够大大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合署办公制

度，一方面可便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另一方面也便利于市民享受政府的服务。分散的办公现

状，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极容易出现而不受到监督约束，最终受到损害的一

定是包括企业和市民在内的民间利益。这恰恰违背了政府赖以存在的服务社会的宗旨。

（３） 推行政务公开，强化公共信息披露。随着电子政务的推行，政府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

信息披露，但程度上还不够，而且速度上也不够及时。现时的公共信息披露基本上都是政府各个部门在

市政府的要求下进行的自主披露。自主披露毕竟是基于部门的自觉性，难免会出现不足。建议政府将公

共信息披露制度化、法规化，规定政府各有关部门披露公共信息的内容、程序、时间，等等，如统计信

息，工商局企业登记信息等，凡是不涉及到政府机密和民间主体机密的信息原则上都应该及时地、全面

地对外公开。

（三）强化５个中心功能，建设现代化的魅力广州

广州市被历史和现实赋予泛珠三角特大型服务性城市的重任，这是广州市努力的方向。无论是出于

广州市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发展的需要，强化广州市５个区域服务中心功能是关

键。

（１） 加强金融中心建设。金融乃经济的血液，对区域性中心城市而言，由于经济的总量更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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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广州作为华南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环境、区域优势以及城市基础设

施等方面都具备了发展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条件。目前，广州市的金融产业规模与上海、北京相比差

距较大，但是广州市具有发展大规模金融中心的良好基础，主要根据在于广州市的存款余额非常之大，

资金供给上没有什么障碍。另一方面，广州和周边以及经济腹地有着大量的工商企业，资金需求上也不

存在什么问题。不管历史如何，鼎力发展金融产业都是广州市未来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必须不遗

余力地发展广州的金融产业，能够做多大就多大，能够做多强就多强。

（２） 建设更加强大的贸易中心。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发达的贸易

中心，可以认为是一个由贸易带动形成的典型城市。广州市应进一步强化已有的优势。在对外贸易方

面，应该大力鼓励民营的大型商社企业的发展，为外国企业在广州设立采购中心提供方便，以及强化以

广交会为代表的面向国外的展览会的开展。更加要重视Ｂ２Ｂ、Ｂ２Ｃ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的进步。在国内贸

易方面，主要是要推动大型的批发市场建设，更要推动省内外大型商业批发企业在广州落地生根。而在

物流产业上也必须跟上，利用广州市在泛珠三角的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在海陆空河交通运输条件一应

俱全而且得到大幅改善的情况下，发展物流产业必将大有可为。现在的关键是要推动大型的面对全国的

物流企业的诞生和成长，包括普通物流和速递物流。

（３） 建设中介服务中心。广州在中介服务业中具有比较优势。但现有的中介服务，一是企业规模偏

小，二是服务水平偏低，三是服务范围基本上只是限于广州本地。这些情况与广州市作为广东省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并不相称，可以说是导致广州市聚集大公司总部弱势的原因之一。作为推动中介服务

业在广州的成长的选择，充分利用ＣＥＰＡ机遇，引进香港的中介服务业应该是一条捷径。对广州市而

言，一方面引进香港的中介产业，另一方面，培育本地中介产业的创业与成长。此外，通过政府的中介

服务引导中介服务产业作大作强。

（４） 建设信息发行中心，重点是媒体信息产业、时尚产业。中心城市的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信息中

心功能。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各种媒体产业和时装、艺术、其他消费流行创造的产

业。高度的信息发行功能对于创造和维持中心城市的形象和影响力极为重要。广州市是拥有互联网使用

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但是广州本地有影响力的网站几乎没有。互联网的连接速度也亟待提高。应该扶

持本地的网站达到有全国影响力的程度。另外，政府要将电子政务信息网的建设作为重点突破口来抓。

在这个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大规模进步的城市，将可以为其经济社会发展争取到比较明显的先行优势。

（５） 建设技术研发中心。在制造业逐渐退出大城市以后，企业的研发部门通常会留在大城市。广州

市从现在开始，也将走上同样的一条道路。因为大城市的比较优势在于人力资本而不是土地，其周边的

中小城市，或者农村地带拥有土地资源优势。广州市在技术研发上的影响力，与其作为珠三角、广东

省、泛珠三角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地位有一定距离。可考虑的措施包括：一方面，加大广州市对于科学研

发的投入。与上海、北京相比，广州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太低，需要一个较大的补课。另一方面，利用较

大量的科研技术开发资金投入，引导落后体制下的研发部门的结构、体制改造。

（四）推进超前性的城市规划，打造特色大都市

（１） 强化城市发展的超前规划。规划是政府调控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对国家

和地区的未来发展方向起重大引导作用。广州政府在这方面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未来的城市发展。强调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大力增加城市绿化面积，营造和谐、生态的城市环境。

（２） 城市建设强调功能分工。首先，城市规划必须坚持功能分区。其次，调整广州市的行政区域结

构将有利于城市的规划与发展。广州市应该重视保护老城区的市容市貌。在城市转换成服务型城市以后

的阶段，传统的老城区的观光价值将会凸现。实质上会成为城市文化底蕴中最精华的部分。对于已建成

的商业繁华区，可通过适当的手段将住宅功能分流出去。此外，公交系统建设应该具有引导性。

（五）推动重化工业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广州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来看，广州市产业转型还是比较顺利。作为一个长远发展趋势，特大型中心城

市产业的服务主体化转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对于产业基础并不特别雄厚的广州市来说，推行三

产与重化工业转型齐头并进依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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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继续推进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转型。继续推进现在正在进行中的重化工业化转型，尤其是其

中的汽车及关联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建议政府在适当时机出售手中的汽车工业产权，以吸引国内众多的

愿意进入汽车行业的民营企业到广州落户。政策上鼓励市内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民营企业独资或与外资企

业合资参入广州的汽车产业。政府有必要着手培养扶持一两家类似于现在的奇瑞公司一样的企业，以图

长远的发展和成功。另外，造船、石化和钢铁尤其是前者也是发展的重点。鼓励民间企业通过入股方式

参与重工业的发展，至少可以通过与民营企业共同投资，并签订政府保有的所有股份在企业发展到一定

的成熟阶段后转卖给共同投资企业。可以引导民营企业参入重化工业的发展，防止经济发展的效率受到

影响。

（２）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长远来说，广州市的产业发展在于高新产业。目前，广州市在高新

产业的发展上，落后于国内的上海、北京、深圳、苏州等大城市，这是广州市的一块短板。其实在整个

珠江三角洲，除了深圳市产业成功向高科技转型以外，其他城市大部分依然以传统工业为主。广州市就

人力资本而言，虽然比不上北京、上海、苏州等国内大城市，但是相对于深圳却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

势。应从政策上对高新科技产业继续倾斜，包括政府贴息贷款、税收优惠、鼓励风险投资基金的成立和

重点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政府的高科技发展基金资助等一切可用的政策都应该推行。由于包括软件开

发、芯片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的前景非常广阔，而且对其他产业的正的外部性非常强，政府必须坚定不移

地对该产业倾力投入，要有一种支持民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勇气。

（３） 建立网络化市场。广州作为中心城市，开放市场以吸引各类资源向城市中心集中，是持续发展

的保证。作为中心城市，同时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广州有着极强的消费能力，同时自己又无法满足。

为了本身的发展，也为了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广州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市场环境优势在城市环境调节中

的作用，与深圳、佛山等联合，倡导各区域彼此间市场的相互开放，为区内外经营者提供平等竞争的经

营环境，以市场带动经济发展，迎合世界经济服务业转移的浪潮，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远

洋运输、内河航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相互配套、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快区域信息网络体系建

设，实现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实现社会信用数据库联网。

（４） 发挥经济结构优势，弥补集群弱势，建立优势主导产业群。广州过去的产业集群侧重于产业基

地和产业区的建设，缺少区域内及区域间产业的价值链关系，没有基于价值链上的产业链条或企业分工

协作网络。通过中心市场的带动作用，建立现代制造产业链、旅游产业链、商贸购销产业链、文化休闲

产业链、住宅产业链、诊疗服务产业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六）寻求保障社会治安环境良好的有效制度，根治治安环境问题

广州市外来人口过多，与上海和北京相比，治安问题显得更加严重。严重的治安问题，对于社会经

济环境的影响比较大。要保证广州市向一个现代化的区域中心城市转变，良好的社会治安必不可少。为

了强力改善广州市的治安环境，政府要极力探索比较好的社会治安保障制度。比如导入日本式 “交番”

制度是比较好的方式之一。

（七）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广州城市的整体功能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中最重要的硬环境条件。一个城市要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控制、

服务中心，就离不开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道路、环保、文化、科研、医院等基础设施。

现代化、多元化、网络化、高效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一能降低城市的极化成本；二能降低城市的扩散成

本；三能降低城市的资源配置成本。近些年来，广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紧紧围绕着 “一年一小变”“三

年一中变”“２０１０年一大变” 的城市建设目标，以城市道路交通建设为重点突破口，以解决薄弱环节、

提高供给能力为主要目标，加快水、电、公交等公用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城市基础设施条

件和城市居民生活环境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构建了广州作为中心城市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体系。在新形

势下，广州应在现有基础上提升目标，转向以全面提升广州中心城市功能为主，要继续完善广州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

广州是华南地区、中西部地区连接东南亚乃至世界市场的结合部，是该地区商品、资金、技术、信

息等与世界市场双向流动的咽喉。强化这一枢纽功能，是广州增强城市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重要一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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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进一步优化广州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策略。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国际航运、国际通讯，发展连接中

西部与东南亚的水陆运输，大力抓好港口、交通、通讯、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形成四通八达的

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网络，使广州真正具有汇集华南地区物流、人流、信息流、金融流的枢纽功能。

广州在能源动力和给排水系统方面的建设已比较突出，广州的邮电、通信 （包括计算机网络） 设施

的建设也处在全国比较领先的位置，相比之下，更为紧迫的是道路、交通的进一步优化和城市中心商业

区的建设。因此，广州应在继续努力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的同时，加紧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１） 发展公共交通，改善城市客运。尽管广州的公共交通在过去几年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仍然没有

赶上人们对便捷的出行需求的增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广州的公共交通在原有不高的比例基础上大幅度

下降，私人交通反而大大增加。因此，广州城区客运在规划上，应以大容量公共交通为主 （主要包括公

共汽车和地铁），以出租车、小汽车为辅，允许自行车并存，限制摩托车发展。在加快发展大容量公共

交通的同时，要以市场化手段对私人交通的增长进行适当的调节和限制，比如可以增加对各种私人交通

工具停车泊位的收费和车辆使用管理费用等。

（２） 利用综合交通优势，提升交通枢纽功能。加快南沙港口的现代化建设、加快新白云机场的建

设、加快新火车站的建设、加快广州市域及以广州为中心的轨道交通建设、加快完善广州至周边省市、

至全省各地级市的高速公路网建设，以提升广州的交通枢纽功能。

（３） 发展城市中央商务区，凸现中心城市功能。广州要强化城市分区功能，有意识地规划发展本市

的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或商贸中心区 （ＣＣＢＤ）。广州城区应该明确分成城市中央商务区、古典文化区、

现代化建设集中区、城市中心风景区、城市郊区风景区以及城市新区等功能性分区。特别是要高起点地

规划发展广州的ＣＢＤ，让高附加值商业活动高度聚集，让商业、金融、保险、邮电、大公司总部、政

府部门等商业性、服务性和管理性机构在空间上高度集中，塑造广州城市中心的繁华地带，便于各部门

之间充分享有外部经济性。以珠江新城为中心建设广州新的ＣＢＤ。

（八）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增强广州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

经济中心城市应该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中心，必须具有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区内外

和国内外资源、要素、产品、劳务都能在这里自由、公平交易。广州的经济中心城市地位要求市场体系

进一步完善，以增强广州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尤其是要加强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

和人才市场的建设与完善。

（１） 金融市场：这里说的金融市场包括银行、资本、保险及其他金融市场。广州的金融服务业尤其

是外资引入方面并不具有多少明显的优势，而金融市场的发达是现代经济最重要的服务支持。广州要抓

住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机遇，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企业入驻广州，促进广州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抓住

国家把跨省区的商业银行分行设在广州和部分国内金融企业把跨省区的管理总部设在广州的机会，加快

金融市场法规的完善，把广州培养成为跨省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同时，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外资银行

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会加快，这对广州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通过加快引入外资银行分行把广州构建

成一个开放性的金融城市。

（２） 产权交易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广州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今

后必须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国

有企业改革这一攻坚过程中，产权交易市场的作用极其显著。明晰企业产权，盘活大批的国有资产，搞

活这些国有企业，都要借助产权交易市场的中介作用。广州有必要在政府的牵头下，发展起有别于股票

和债券市场的产权交易市场。

（３） 房地产市场：广州房地产市场应特别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①切实调整房地产业的市场结

构，通过制定更为合理的产业政策，降低发展商的退出壁垒，适当提高房地产市场的进入门槛，实施大

规模的企业并购并和资产重组，使房地产业市场适度集中。②搞活房地产的二级市场，特别是住房的二

级市场。③健全和完善土地市场，促进土地产权 （指使用权） 流动，建立适应房地产业发展的土地产权

制度。④改革房地产市场管理体制，注意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防止房地产大起大落，促进房地产市场的

持续稳定发展。

（４） 人才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的条件是人才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优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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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这就要求人才市场具有良好的运行机制。但是目前广州的人才市场仍存在供求主体没有真正到位的

现象，供求衔接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解决的办法，一是要转变观念，承认人才的劳动能力归劳动者个人

所有，消除人员流动的行政阻力；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把用人权真正还给各企事业单位；三是改变人才

市场中介组织的政府附属机构性质，使人才中介机构多元化。

（九）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增大广州的中心城市能量

广州的历史背景和现有实力状况，决定了广州可以建成在全国有足够影响力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

的综合中心城市，但是就目前而言，广州的城市影响力还明显太小，中心城市能量显得不足，扩大城市

的影响力显得非常紧迫。广州可以借助科技人才资源优势、交通及区位优势和历史文化名城优势，重点

突出广州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势，使广州成为外国商社的理想之地，国内大公司总部的理想之地。

围绕重大活动如广交会的开展，广州要组织好商贸、旅游、文化等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和城市综合环

境，展示广州积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努力建设现代化的良好形象。

（十）发展新兴第三产业，构筑广州经济发展的服务体系

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服务体系的支持，一个城市要承担所在经济区的服务、带动和辐射功

能，就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信息、商贸、交通、通信、旅游、保险、房地产、咨询等第三产业。广州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在全国主要中心城市中排名显得有点偏后，应制订相应的产业政策以大力

扶植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逐步成为广州的支柱产业。同时，应注意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着重发展

知识、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新兴第三产业等，以构筑广州的服务产业体系，提升广州的经济中心功

能。

广州是一个高级人才供给充足的城市，所以广州发展第三产业不是要搞人海战术，而是应重点发展

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新兴第三产业，这些服务产业主要包括金融、保险、信息、航

空、旅游、咨询及现代商贸等。这些新兴第三产业的市场范围是跨区域的，甚至是国际性的，广州应主

动逐步开放这些新兴第三产业市场，使广州这类产业在开放和竞争中逐渐成长。

（十一）调整相关政策，建立人才高地

（１） 加强人才的服务工作，加大引进优秀人才的力度。明确经济建设重点人才的范围和对象，发挥

人才市场的人才资源配置的主渠道作用，抓好重点人才的引进配置。在必要时，对重点人才，政府部门

要负责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确保人才及时到位。对亟须人才，在专业、学历、职称等条件的掌握上

适当放宽，并确保用人计划指标。对优秀人才，可以低职高聘，以充分发挥其专业才干。

（２） 创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改革企业家激励制度，国有企业经理的报酬应主要与其经营业

绩挂钩，而不是参照职工平均工资，或者参照政府公职人员的级别工资，可以引入期权等多种多样的方

式以激励最优秀的人才投身于企业经营。鼓励现代企业文化的形成，减少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干预。

（３） 形成灵活的人才流动和晋升机制。对重点人才的政策保护需要有新的举措，不能像过去那样采

取限制人才流动的方法来保护人才。只有宽松的人才流动环境，才能吸引更多的高级人才。对人才的吸

引，更多的是靠优厚的物质待遇及健康、愉快的精神享受和良好的个人发展环境，要破除论资排辈的思

想，对优秀中青年人才要在晋升职称时给予政策倾斜。

（４） 制定有效的人才激励办法。①建立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机制。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

合，鼓励推行技术入股和协议工资制度。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利润包干分成、损益分成赔偿制；对科技人

员实行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利润增值分成制；对经纪人、中介机构人员实行遵纪守法条件下的佣金

制。②积极做好重点人才的行政奖励工作，做好以政府名义开展的或与有关部门联合组织的奖励表彰工

作，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５） 加强人才的业务培训。政府部门要与有关部门一道，举办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以提高重点人

才的业务技能。各单位要为重点人才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提供机会和帮助，政府部门要加强继续教育工作

的检查监督，对不履行继续教育的情况要及时纠正。

（十二）加快房地产业发展，优化人居环境

良好的人居环境有利于提高城市的栖息引力。人居环境的优劣由许多因素构成，如气候条件、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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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居住状况和城市美化、安全程度、教育医疗体系等。广州有必要通过改善居民的居住状况和提高

居住舒适度来优化人居环境，因为和其他城市相比，广州在人居环境的其他因素方面并不算差，有的还

具有一定的优势，如城市美化、风景与城市文化、安全程度、教育医疗体系等。住房价格是制约居住状

况的根本性因素之一。很多人都说广州的房价太高。根据经济学规律，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

的，当需求较旺，而供给较少时，价格自然就会上升。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主要是由于住宅建设量不能

满足需求的增长，导致广州的房价居高不下。根据建设部 《１９９７年度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分析 （表８
１５），广州的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略高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与深圳、厦门、成都等城市相比有一定差

距，说明广州的居住状况仍有待改善。

表８ １５ 全国部分同类城市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人）

城市名称 全国平均 深圳 厦门 成都 广州 杭州 宁波 苏州

人均居住面积 ８８３ １０１８ １００２ ９７４ ９５５ ９４ ９０８ ８８４

结合提高居住舒适度的要求，广州增加住宅的供给要有整体的规划，这应通过鼓励住宅小区的建设

来实现。广州目前的住宅小区建设水平还不算太高，不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居住环境水平，今后必须改变

住宅建设零星划地的做法，减少见缝插针现象，抓紧建设上规模、上档次的住宅小区，以便在住房的数

量上和居住舒适度上都能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还要美化城市景观，增加娱乐设施，改善生活居住的配

套设施，从整体上、根本上提高广州的生活舒适度。

（十三）加强政府服务和中介服务，优化城市软环境

广州的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较强，对本地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

州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直接干预和管理上。但在新时代的要求下，经

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是政府的服务性支持。因此，广州要经历一个由管理 （干预） 经济主体向服务于经济

主体的转变，加强政府服务功能，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政府服务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①对于需要鼓励的产业的审批事项，尽量简化审批手续；②对于必备的审批事项，尽可能采取承诺

制，政府应规定较短的审批答复期限，超过期限没有答复则视为通过审批，以此迫使各办事机构提高效

率；③对于一些重点项目的审批，可以采取集中办公审批的方式；④建立公众信息网络中心，为企业提

供信息咨询服务；⑤组织一些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为企业提供产业指导。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各种中介服务还较欠缺。广州应在加强政府服务的同时，鼓励和引

导民间的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在必要时，可以先设立一些半官方的中介服务机构，但最终的目标应是培

育发达的民间中介服务业，如人才、房地产、法律、咨询、会计等方面的中介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

广州是广东省的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城市功能，这是广州经济发展环

境建设再上台阶的重要基础条件。在软环境方面，以开放竞争为突破口，进一步加快体制创新，改善综

合软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优势。在新一轮对外开放高潮中，各地利用外资的优

惠政策将被严格遵守 ＷＴＯ基本规则，尤其是公平竞争的原则所代替。广州要加强对 ＷＴＯ规则的研

究，加快政府行为的调整和规范，形成办事讲效益、讲效率、讲信誉的工作氛围，形成有利于开放型经

济发展的工作环境。在营造城市总体环境的同时，要创造有利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局部小气候，包括加

快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使开发区成为全市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

在硬环境方面，要从建设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的高度，高标准地调整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明

确广州的城市功能定位，加快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步伐，努力把广州建成一流的省会城市，使广州成为

在周边有较强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心城市。启动建设一批

具有长远和战略作用的基础设施项目，继续拉开框架，把广州进一步做大、做美、做强。

总之，广州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必须形成新的优势，全面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重新树立

广州在省内外和国际上的新形象。要以主动开放的姿态，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基

础和优势，构筑广州作为全省和珠三角、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重要发展极，形成强大的生产要素集聚功

能和经济能量辐射功能，使广州成为一流的省会城市、经济影响力较大的中心城市和具有最佳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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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创业和生活的城市。

五、优化广州经济发展环境的几项重要措施

作为重要的中心城市，广州的经济发展环境在整体是比较优越的，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吸引外来

的投资，但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应当着力加以完善优化，使广州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加有利于城市的

发展，更加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一）树立城市竞争意识，通过优化经济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

在开放的条件下，一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生产要素的集聚与资源的配置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城市之间，既有布局上的分工合作，相互促进发展，也有一个相互竞争、相互均

衡的关系。从一个相对静态的角度看，当生产要素总量和市场容量既定的时候，城市之间更多的则是竞

争的关系。这种竞争主要表现在集聚生产要素方面的竞争，城市产业对市场的竞争，以及城市的经济辐

射力和影响力的竞争等等。城市之间的竞争有国际间的竞争，如纽约、伦敦等国际性大都市在建立国际

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方面存在着竞争的关系；有本国内部地区间的竞争，如深圳和厦门在利用外资方面

存在着竞争；甚至还包括同一地区内部的城市竞争，广州与深圳客观上存在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竞

争。中国的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之中，城市对要素配置的需求最为迫切，

城市对经济腹地的辐射作用也在明显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城市间的竞争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态

势十分明显。

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如经济结构、产业基础、创新能力、环境支撑等，其中，

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又包括基础设施、市场体系、人

才供给、政策机制、政府服务、生活舒适度等多方面的内容。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和优化，不仅能够完

善城市功能，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而且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广州应当明确地

树立城市竞争的意识，并通过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来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应把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与

确定广州作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城市之一这个目标定位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力争

使广州的经济发展环境在全国处于优良城市的行列。

（二）完善综合优势，突出特别优势

与其他中心城市相比，特别是与上海、深圳、南京、大连、武汉、青岛比较突出的中心城市相比，

广州在经济发展环境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方面有着有利的一面。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市场体系、产业配套

以及人才供给、社会稳定等方面，广州具有综合性较强的优势。但是，广州的经济发展环境又缺乏某一

方面特别突出的优势，很难说某方面的环境建设特别突出，在全国处于同类中心城市的最前列，城市经

济的个性不是很强烈。例如，与深圳相比，广州的基础设施并不落后于深圳，产业基础及其完备性还要

优于深圳，但深圳在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环境建设方面，以及构筑按国际通行规则运行的经济机制方

面，特别是在吸引科技人才和经营人才等稀缺性生产要素方面，在全国却有突出的优势。大连的产业基

础、经济规模在全国并不十分突出，但大连却在城市环境美化、市场培育以及在城市影响力的塑造方面

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因而也集中了较多的生产要素。在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广州一方面应该

保持和加强综合性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城市各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着力提升某方面的特别优势，

使广州在某些环境领域在全国形成有特别突出的优势。经过努力，广州完全有可能在全国形成一些特别

突出的环境优势。例如基础设施的功能完善方面，随着新白云机场、南沙港、地铁网、新火车站等一批

重大基础设施的竣工，广州的大型基础设施支撑城市经济运行的功能将进一步显现，城市交通的优势可

能在全国同类中心城市中处于比较突出的优势地位，构造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基础环境将会凸现出来。此

外，广州也有可能在建设更加繁荣的商贸市场以及国内优良的人居环境等方面在全国形成比较突出的优

势。

（三）在进一步开放中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建设和优化还要考虑到开放因素的影响。随着生

产要素愈来愈多地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组合、配置，经济全球化要求各个国家和城市建立起一套采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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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通行规则的经济运行机制，使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具有开放性、国际性。在构建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

环境体系方面，广州近年来在硬件环境建设方面发展迅速，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优势，应当在进一步完

善硬件设施的同时，着力加强软环境尤其是开放的软环境的建设。在软环境的建设方面，广州应当着重

加强两方面的努力：一是要尽可能地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推进市场制度的建设，包括市场准入制度、

人才流动制度、交易管理制度、竞争制度等；二是要以开放的姿态，采用实施经济国际化的战略、吸收

和集聚各种优质的生产要素，包括国际上的优质生产要素，原先一些不适应国际生产要素集聚的政策规

定和限制做法要尽快加以消除。此外，在各种服务环境和服务设施的改善和建设方面，也要有开放和国

际化的意识，使广州的经济发展环境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国际化标准。

（四）力争建成国内最佳人居环境城市

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环境中，人居环境 （生活舒适度） 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城市集

聚生产要素的能力。广州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自然环境也比较理想，拥有白云

山、南越王、陈家祠、上下九、北京路、西关大街、镇海楼、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农讲所等一大批

名胜古迹、旅游胜地和风光景带，在国内有相当的知名度。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基础设

施的改善，广州的城市综合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是一座有可能建成国内最佳人居环境的城市。改善和

优化人居环境，把广州建成国内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发挥城市的比较优势，能够在优化整体环

境方面形成特别突出的优势，增加广州在全国各中心城市中的竞争力。与上海相比，相对于产业基础、

国际影响力等差距较大的因素，广州在人居环境建设方面具有相当强的比较优势，即这一方面即使存在

差距，差距也比较小；而与周边城市和华南地区其他中心城市相比，广州在这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绝对优

势，通过这方面的建设可以尽快地优化广州的整体环境，提升广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

营造国内最佳人居环境，广州应在多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城市的服务功

能，尽快改变广州第三产业中现代化服务业相对落后的局面，并在发展第三产业过程中增加就业机会，

提高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水平也是影响人居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采取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的

繁荣，高标准、大规模地发展适宜２１世纪居住标准的住宅项目，并调整政策因素，减少费用，适当控

制房地产价格。第三，建设一批高标准、标志性的文化重点设施，如亚洲第一高电视塔、亚洲第一大会

展中心、亚洲第一大大学城，进一步增强广州的城市文化功能。第四，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

民出行的条件，放开私人轿车消费。第五，大力整治环境污染，提高城市的空气质量。第六，开发广州

的滨江风光带，使广州真正成为山在城中、江从城中穿过的 “山、田、城、绿、海、河” 城市形态，同

时多方位、多层次、多样化地美化城市。

（五）优化环境与发展城市产业相结合

在优化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发展与管理、建设与维护的关系，要在发展和建设

中加强管理与维护，同时，更好地管理与维护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才能实现。例如，广州是一

个报业相当集中的城市，报刊杂志销售点遍布大街小巷，这一方面繁荣了文化市场，增加了就业机会，

但另一方面又给城市环境管理带来困难。这种现象持续多年，也引起不少矛盾，但始终没有解决好。处

理好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建立报刊零售的良好秩序和发展规范的城市报刊流通服务业很好地结合起

来。可以由相关的管理部门，联合几家有实力的企业，共同发起组建一家专门经营报刊杂志、连锁配送

的专业化公司，在全市建设一批统一标准、统一形象的报刊亭，专门招聘下岗职工零售各种报刊，这样

既保证了报刊零售人员的基本收入，又美化了城市环境。实行报刊零售连锁配送，一定要由有实力的企

业来经营，并采用由多元投资主体构成的公司运作方式。先由这家公司出资兴建一批具有一定标准的报

刊亭，再招募以下岗职工为主的社会人员进亭销售，或租赁给个体业主经营，公司靠规模经营和连锁配

送优势得到稳定的收益。同时，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支持，共同促进报刊零售连锁配送业态

的健康发展。国外有许多城市，街头和城市广场的报刊亭本身就构成了城市一景，上海也在这方面取得

了成功的经验。

类似于此，广州还应大力发展许多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一方面，居民离不开这些服

务，另一方面，城市环境又需要加强管理、美化。为了能使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比较好的途径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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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居民日常生活与发展现代城市服务业很好地结合起来。现代城市服务业可以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

发挥规模优势，合理配置有效资源，提供符合标准的服务。现阶段发展现代城市服务业的难点在于市场

调节机制较弱，单凭市场调节无法吸引一些较具规模的企业进入。自发进入的企业全是小企业，由于企

业规模太小，从一开始就难以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不具有现代服务业的特征，结果仍停留在零散杂乱经

营的阶段。政府应当积极引导，运用政策杠杆吸引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参与现代城市服务业，同时

适当推进服务业企业的联合重组，由过去的以完全散乱的个体经营为主逐渐形成具备现代城市服务业特

征的公司化经营为主的格局。广州市在利用政策杠杆加快出租车车型换代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其实这也

是以一种发展现代城市服务业的理念促进城市环境的改善和美化，这种理念还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服

务业。

六、优化广州经济发展环境的主要突破口

广州的经济发展环境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在全国中心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综合性环境方

面的优势。但与先进中心城市相比，特别是与另外６个中心城市中的上海、深圳、大连相比，还有一些

较为明显的薄弱环节，需要着力完善与优化。

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广州要做的事情很多，近期内要寻求几个方面作为主要突破口，通过紧

紧抓住几个带有关键性、全局性同时也是相对薄弱的领域加以突破，带动其他环境方面的改善，可以使

整个经济发展环境得到尽快的优化。

（一）营造创新环境，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

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在于其创新的能力。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个城市

的创新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是多方面、多层次、整体性的。从层次上看，至少可

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城市发展的理念和思路上的创新，即要把所在城市建成什么样城市以及相

应的途径，这种目标和途径可以跟在其他城市后面亦步亦趋的，也可以根据城市的特点独创出一条新的

道路来。事实证明，往往是走创新的道路比较容易成功。第二层次是城市发展具体政策的创新。为实现

所确立的目标，具体的城市必须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撑和配套，能否在具体的政策上加以创新，这也

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第三层次是城市产业的创新。城市的发展依赖于相应的产业，并通过产业

的发展构成一定的城市经济规模，产业的创新成为城市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的时代背

景和体制特征下，城市产业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的服务业。第四层次是城市建设

的创新。城市建设是城市面貌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城市建设的水平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

创新能力。这方面的创新又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建设的新规模；二是城市建设的新创意，后

者更多地反映了一个城市在建设方面的品位、意境和质量，也更能体现创新能力。一个城市在城市建设

方面的创新是受规划、建设、管理等众多因素所决定的。第五层次是城市形象的创新。每一个城市都应

该有自己的形象，善于创新的城市都力求构造自己独特的形象，实际上也是完成了一次城市的创新。

分析比较国内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与广州相比的其他６个中心城市，其中有几个城市在创新方面是

十分突出的。例如上海在许多方面均走在全国城市前列，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

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在城市建设方面实施了大手笔、高规格的规划和建设，最终实现 “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在吸引人才方面又着力构筑人才高地，吸引全国乃至世界上的优秀人才。深圳自特区成

立起始终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城市，先是在开放和利用外资方面有很好的创新举措，接着又在全国率先实

施市场模式的经济运行机制，近几年又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连的条件并不算特别好，但过去十几

年在城市建设方面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乃至于全国都在学大连的城市建设。此外，大连在塑造城市形象

方面也很有创新意识和措施。相比较而言，广州在城市发展上总的说来并不算落后，在均衡性上还有优

势，但与上海、深圳、大连等城市相比，广州在城市发展的创新能力方面显得较弱。在上述五个层次的

城市创新能力上，广州还很难说在哪一个层次上拥有比其他城市明显的创新能力。有关城市建设和发展

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举措，在全国属于首创的，广州还不多，创新的色彩不够浓，这也是为什么广州在

综合环境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又缺乏某一方面突出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广州首先要着力营造创新环境。应当在全市提倡创新的意识，增强创新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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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鼓励创新的举措，发展创新的事业。不久前，广州市在 “十一五规划” 和 “十年发展规划纲要” 中

提出了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科技进步和美化城市环境的前提下，以制造业为基础，以高科技

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以广州都市区为核心层，以珠江三角洲为外圈层，以泛珠三角经济区为

经济腹地，以国际市场为导向，近期将广州基本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多功能的华南地区经济中心城

市，远期建设成为环南海经济圈的增长极、东南亚地区区域性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现在迫切

需要围绕这一目标在体制、制度和政策上加以创新，用适应现代化中心城市发展的新体制、新政策来支

撑城市的发展。例如创新一些产业政策、产权政策、人才政策、城市建设政策等，形成一个创新的城市

经济运行机制，使广州的经济发展环境具有强烈的创新功能，使广州成为一个创新的城市。广州若在创

新环境方面有所突破，将会大大优化广州的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广州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集聚生

产要素的吸引力。

（二）优化人才环境，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往往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发展理念，以及把这些理念付诸实施的人才。城市的素

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城市所集聚的优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和上海、深圳相比，广州在创造

人才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才方面还显得有些薄弱。上海较早地认识到集聚人才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

逐渐消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各种人才进沪壁垒，近年来又开始实施构筑人才高地的工程，有意识地

吸收其他城市的优秀人才，并把吸收人才的目光放在了世界范围内，国际上的各种人才在上海就业、工

作、创业、投资已达到一定规模。深圳的人才完全来自于其他地区。深圳在完善人才环境、吸收各地优

秀人才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而且采用了多种途径。例如，随着近年来上海及其他沿海开放城市的迅速

发展，深圳在吸引人才方面的特殊优势有所减弱，深圳市政府就有意识地通过在深的一些大企业 （如华

为） 在全国各地大规模招聘高学历人才，做好深圳人才的储备。广州的人才供给相当充分，但留下来的

比例不算高，吸收外地优秀人才的数量偏少。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大部分毕业生流向了珠三角地

区。

为了集聚更多的优秀人才，广州应在完善和优化人才环境方面作较大的努力，使广州不仅成为一个

培养大量人才的城市，而且也成为一个吸收和使用大量人才的城市。在优化人才环境方面，除了改革现

有的一些人事政策外，更多地应在基础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广州在人才环境方面的缺失主要是基础性环

境方面的不足，例如，整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就是人才的基础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技术迅速发

展的条件下，优秀人才总是朝着创新能力强的城市聚集，愈是创新的城市，愈能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

才。此外，一个城市的人均收入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才基础性环境，广州的人才收入偏低与珠江三角

洲和长江三角洲相比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在广州的集聚。

广州还应着力完善人才的创业环境，使优秀人才通过在广州的创业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以增加对

广州的亲近感，并带动更多的人才来广州创业、投资、就业。总之，广州在优化人才环境方面，除了出

台一些吸引优秀人才的优惠政策外，更多地要在创新观念、收入制度、财产制度、创业制度等基础性环

境方面加以完善，使之能够更加有利于集聚人才。

（三）扩大城市影响力，集聚更多生产要素

作为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广州的城市影响力还显得偏小，主要还是局限于珠三角及华南地区一部

分城市，目前是属于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城市。与上海、深圳、大连等中心城市相比，广州的城市影响力

还没有构成城市经济发展环境中有利的一面，准确地讲，还是广州经济发展环境中相对比较薄弱的一

环。广州要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在国内都比较领先的中心城市尤其是广州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应把扩大

广州的城市影响力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主要突破口，以此来提升广州的城市地位，集聚更多的生产

要素。

扩大广州的城市影响力，关键是要找准目标定位和采取合理的途径。在目标定位方面，广州应当逐

渐从区域性的影响力坐标扩大到全国性的影响力坐标，并初步形成在国际上的一定影响力。新经济时代

的推进，以及随着交通等区位条件的变化，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迅速加快，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扩大，广州

应当在现有的影响力基础之上，加大在全国的影响力。广州目前是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这主要是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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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所处的区位条件和经济辐射能力所决定的。从区位条件看，一个城市完全可以在原先的区位环境基础

上形成全国的影响力，例如深圳、大连就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这个城市的影响力所决定的，至少后者是决定前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广州目前的城市定位是区域

性中心城市，但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形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城市，并通过在全国的显著影响来提升自

身的中心城市地位。

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往往是由这个城市的城市规模、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市场体系、要素和信息

流、文化建设以及媒体关注程度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有的城市在影响力的各个因素上都有突出的优

势，其影响力是全方位的，如上海；有的城市在影响力的某一二个因素上有突出的优势，形成某一方面

的影响力比较突出，例如深圳和大连。广州和深圳、大连相比，广州在城市影响力的一些基础性因素方

面并不算落后，有的还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要素流、信息流以及媒体关注程度方面有所欠缺。究其原

因，一是如上所述，广州的创新能力与先进的中心城市相比显得有些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要素流

和信息流；二是广州最近一二十年缺乏连续的、可以影响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大型国际性事件发生，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流和媒体的关注。广州曾成功举办过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艺术节、全国音乐

金钟奖等，但毕竟几年遇一次，影响力不够连续，也不够大。相比而言，上海、深圳、大连则十分注重

连续举办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型活动，以适应 “注意力经济” 的发展。杭州近年来也十分注重这方面的

工作，成功举办了西湖博览会，扩大了杭州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作了专题报道）。广州要有计划、有目

的地围绕扩大广州的影响力这一主题，增加广州的信息流，策划和举办一系列在全国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事件，如引起国内外信息流与媒体关注的博览会，全国性的大型运动会，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官方和非

官方会议、论坛、展览等等。近期应发挥２０１０年亚运会召开的机遇，扩大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优化开放环境，提高广州的国际化程度

城市的开放环境是构成整体经济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的开放环境与投资环境有密切

的关联，开放环境与投资环境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但又不完全相同，开放环境更多地体现了一个城市

的开放程度，以及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所积累的条件、基础和文化价值观。广州的开放环境和一般城市相

比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和上海、深圳相比，则有某些方面的弱势，应该把优化开放环境作为优化整体经

济发展环境的主要突破口之一，进一步提高广州的国际化程度。

优化广州的开放环境，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提高全市各个领域、各

个部门和行业的开放意识，真正做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通过观念的高度开放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全面开放。二是尽快适应国际惯例，迎接ＷＴＯ对城市经济发展提出的机遇和挑战，采用按照国际通行

做法的城市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体系、行业规范、报酬制度等。第三是培育广州高度开放的

城市生活环境以及相应的服务产业体系，其中应着力营造达到国际标准的境外投资者、企业家和专业人

士在穗生活的小环境。例如，广州高规格的宾馆饭店较多，但适宜于外国人 （也包括本地人与外国人之

间） 交际、休闲的场所并不多，广州尚缺乏具有国际标准的商务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不仅与上海相

比有很大差距，也比不上深圳和大连。在房地产开发方面，广州应有意识地规划、开发适宜境外投资者

和专业人士居住的生活区。广州的媒体十分发达，报业集中，电视台、电台众多，但至今英语报纸和杂

志不多，而上海则在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媒体上都有主要面向英语读者的媒体，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广州的开放环境和开放城市的形象，应该尽快加以完善和优化。第四，广州应在人才的流动和

集聚方面确立开放的眼光，加大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人才的力度。近期应当在高新技术产业、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法律会计、管理咨询等领域扩大开放，引入国际上的专业人才。这一方面可以促进这些领域

的对外开放，培育国际化的城市服务产业，另一方面又可以尽快改善城市的开放环境，因为这些领域的

服务是比较直接的。同时，引入上述领域的人才比较容易，能够在较短时期内见效。优化广州的整体经

济发展环境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如果抓住了几个主要突破口，取得实质性的进程，就能够在一个不

太长的时间内促进经济发展环境全局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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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广州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研究

一、新时期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广州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

１来自国际和平与国内稳定发展大环境的机遇

从国际上看，当今世界的主流环境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这种判断主要依据在于：一是综合国力竞争

取代冷战，二是世界的多极化和多样化及其相互制约。从国内看，稳定、快速、健康发展是中国经济社

会的发展大势。一是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发展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理性与自觉的

发展阶段，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环境、国内经济社会

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为广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２来自国际间投资与贸易日益活跃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ＷＴＯ的建立。ＷＴＯ规则的完善和成员国 （地区） 的增多，将大

大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以跨国公司活动为主体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间产业转移日益活跃。各

国之间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赖。ＷＴＯ环境下国际间投资与贸易的日益活跃，一方面，有利于广州加

快港口和机场建设，加快发展物流、运输、仓储、贸易服务等配套产业，将广州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

贸易大通道式的港口城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广州继续引进国际资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

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３来自亚洲崛起的机遇

中国、印度和越南等亚洲国家，近些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对外贸易日益活跃。中国—东盟 （１０＋
１） 自由贸易区的逐渐形成，将大大优化区域内的资源配置，激发区域内的市场潜力，加速亚洲的经济

发展。因此，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将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亚洲迅速崛起

的局面，有利于广州加强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有利于广州加强同印度、越南等市场潜力巨大、

且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互补性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开拓广州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利于 “将广州建设成

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 目标的实现。

４来自建设泛珠三角的机遇

由内地九个省区和港、澳地区共同组成的 “泛珠三角” 经济区域，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

前正在推进的泛珠三角的建设，有利于广州加强区域内的城市合作，特别是区域内的省会城市合作，建

设 “泛珠三角” 都市圈，有利于建设区域统一市场，实现区域产业合理分工配套，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

力。同时，也是广州拓展城市腹地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５来自大珠三角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发展的机遇

大珠三角在经过近２０多年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大发展后，已经到了实行资源整合、协调发展，以

实现一体化发展和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阶段。各市对区域间的基础设施相互对接、产业合理分工和协

同发展、区域市场的一体化等方面的合作，不仅感觉到了一种来自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在主

观层次上达成了共识，正通过政府层面的规划、推动和市场的自组织机制，推动上述要求的实现。国际

经验证明，区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区域资源整合的结果，必然要形成一个以最有凝聚力的中心城

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在华南地区，无论是从地理区位、历史积累、现实发展，还是未来潜力，广州都

将成为这一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之一。一个 “大广州都市圈” 必将形成。

６来自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机遇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如近年来重化工业增长速度比其他产业高、重化

工业比重在提高、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比第三产业高、高增长行业主要表现在重化工业行业、即使是民营

资本也开始看好重化工业的前景等。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产生一个广阔的重化工

业产品的需求市场，这一市场是广州发展重化工业最有力的支撑。



７来自ＣＥＰＡ的机遇

ＣＥＰＡ出台，给香港发达的服务业敞开了进入内地的大门。香港服务业主要的辐射的对象依然是珠

江三角洲。与制造业不一样，金融保险、贸易、物流、会展、管理咨询、专业服务等服务业一般只能生

存在城市中，尤其是中心城市中。广州是内地的三大经济中心城市之一，也是珠江三角洲的最大中心城

市，所以，香港的服务业进入内地，广州应该是首选城市。

８来自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其城市化的进程中，必然会产生若干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国际性

大都市。广州作为华南最大的中心城市之一，从其区位条件和产业结构看，最有条件和机会发育成为一

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二）广州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１来自世界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的挑战

世界不稳定性因素增多 （如突发事件、石油资源争夺与控制、恐怖主义威胁、宗教冲突、政治、经

济与军事霸权等）、贸易摩擦频繁、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现象，对对外依存度高的广州经济来说，容

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特别是广州在今后的发展中，选择了发展重化工业的战略，也将继续选择外

向型经济战略，因此，上述摩擦和冲突也必然是广州今后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不利因素，是广州新时

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２来自亚洲国家同构竞争的挑战

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迅速发展，给广州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首先是亚洲

的一些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等人口大国、市场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扩大开放，会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引资竞争。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基本上与广州同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广州出

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３来自城际竞争的挑战

国内省内其他中心城市的高速发展，造成了激烈的城际竞争。兄弟城市的快速发展，给广州带来了

全方位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包括对资本资源的竞争、人才资源的竞争、港口、航空等物流资源的竞

争、大型高档次产业项目的竞争、会展资源的竞争等多方面的竞争。

４来自激烈产业竞争的挑战

ＷＴＯ过渡期的结束，国际市场的产品将更大量地进入我国，将在品种、价格、质量上对广州的传

统轻工，以及汽车等支柱产业产品形成一定竞争、冲击和压力。此外，各地产业的同构化，也将要对汽

车等产品形成一定竞争压力。

５来自城市管理的挑战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有大量人口涌入广州中心城市，必然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包

括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的压力，提供义务教育条件的压力，社会保障的压力，社会治安的压力等。

二、新时期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思路、发展目标与实施重点

（一）发展阶段

１决定广州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主要因素

准确判断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是明确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战略的前提。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有多种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但是，那些理论只适应对具有明显独立的经济体系，特别是

对具有明显独立的工业体系大国的分析。所以，不能简单套用那些理论来判断广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阶

段，而应该以那些理论为分析工具，紧密结合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充分考虑广州周边的区域 （珠江

三角洲、泛珠三角） 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资源条件

等，来判断广州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基于这种考虑，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分析决定新时期广州经

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因素：首先，从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理论的角度，对决定广州新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内部因素作一分析。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波特 （ＭＰＯＲＴＥＲ） 提出了经济发展四阶

２６５ 国内外大城市发展规律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启示



段论，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广州目前以及在今后至少１０
年左右的时期内，还是处于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并存的 “双动力” 阶段。从投资驱动来看，其理由主要

体现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大量投资方面。从城市建设来看，广州的城市建设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

水平相比，差距还非常大，广州城市建设不仅需要新城建设、卫星城建设这样的外延扩张，也需要进行

大量的城市道路、地铁、港口、环境治理、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这些方面还需要进行大量的

投资。从产业的发展看，广州目前的产业基础还不是很雄厚，发展后劲还不足，特别是能够带动、促进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现代制造业体系还不完善和强大，因此，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布局，既包括产业

结构的调整，如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装备制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生产力骨干项目，也包括进行大规

模的空间布局调整，大力建设相对集中的东、南、北三大产业园区。投资驱动是当前和今后至少１０年

左右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

创新驱动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方面，创新成为新时期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具

有必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从技术层面看还是从制度层面看，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

越来越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能源、交通运输、土地资源、环境容量、法制体系、政策体系、宏观调控

方式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保持

社会的健康发展，广州需要依赖大规模和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要通过技术创新来节约能源，

降低土地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要通过体制创新，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公正、透明，提高社

会效率，减少社会摩擦，增强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创新成为新时期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也具

有可能性。广州在过去的２０多年中，积极实施市场经济导向的体制改革和 “科教兴市” 战略，在科技

发展和体制革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技术的进步和体制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广州经济社会的发

展。从经济技术层面看，广州的科技、教育基础进一步得到了加强；高新技术产业无论从规模和水平

看，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传统产业，特别是对科技吸纳容量巨大的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有了长

足的发展，这些都为更高水平上的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从制度层面上看，广州是先行改革开放的地

区，也是进行综合性改革试点的城市，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这为体制的进一

步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决定广州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外部因素包括：其一，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

段的事实，决定了广州这一华南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必须在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重

化工业的进程。其二，中国正处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阶段的事实，决定了广州必须注重转变增长方式，

必须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战略；必须发展节约型

经济和循环型经济，走高新技术产业、资金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产业和传统优势工业并举的新型工

业化道路。其三，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事实，决定了广州必须从城市发展战略上考虑走向

１０００万以上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和以广州为核心 “广州大都市圈” 的必然性。其四，珠江三角洲将

要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和正处于结构转换阶段的事实，决定广州要发展能为周围区域进行产业

配套的基础性重化工业 （原材料工业、机械装备制造业等） 和相关服务业。其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

展顺利的趋势，决定广州必须要借机扩大城市腹地，努力将广州建设成为泛珠三角最重要的核心城市之

一。其六，中国加强同东南亚合作的战略趋势，决定广州必须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与合作，使广州

成为中国同东南亚联系的核心城市、前沿阵地。

新时期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第一，从发展战略看，广州将不仅要成

为珠江三角洲和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也要成为泛珠三角最重要的核心城市之一，成为对东南亚有重要

影响的现代化大都市。第二，从产业发展看，广州还处于需要继续发展重化工业和机械装备工业，继续

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阶段。第三，从城市建设看，广州还处于需要大规模地进行

城市的外延扩展和提高城市内涵并举阶段。因此，还需要大规模外延扩张，以适应城市新的空间布局和

城市的预期规模拓展。

２新时期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主要战略取向

根据上述分析，以及结合前面对广州今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判断，从 “十一五” 规

划到２０２０年这１５年间，是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起飞阶段结束后的持续稳定发展阶段时期。这一时期

３６５第八篇 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和经济发展总体思路



的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将进入国际发达行列，作为区域性现代化大都市的基本功能基本形成。从总

体上看，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划分为前５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和后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两个不同的战

略阶段。

（１）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奠基阶段。这一阶段，也即 “十一五”

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围绕把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宏伟目标，在改革开放２５年来，特别是近１０年

来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城市建设和产业建设的基本布局，为现代化大都市建设奠定基础。这一

阶段的基本发展战略取向是：城市规划布局组团化与生态化，在城市规划布局方面，广州要以南沙开发

和中心镇 （卫星城） 建设为重点，将广州布局成为一个组团化与生态化的、倚山滨江临海的、田园风光

式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化与网络化，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广州要结合 “２０１０年

亚运会”，继续在城市交通、环境保护，以及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

大投资力度，使之配套化和网络化。城市产业结构重型化与高科技，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广州要继续

推进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广州的产业结构实现重型化与高科技化，为今后广州产业结构

的更加高级化奠定基础。服务业始终是广州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壮大服务业也是广州产业结

构的演进方向，广州最终要同国际上的经济中心城市一样，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服务中心城市。但是，在

“十一五” 规划时期，要重点地推进重化工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只有首先将广州建设成为

中国，甚至国际性的制造业中心，才能成为航运中心、物流中心，才能成为金融中心，才能为服务业的

大发展奠定基础。城市管理人本化和制度化，要以人本化和制度化来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所谓城市管

理的人本化，是进行城市管理的理念，就是要将以人为本的观念贯彻到城市管理当中，将广州建设成为

一座充满人本主义文化的城市，将广州的每一个城市社区建设成为充满人情、充满温馨、充满关爱的居

住小区，要让每一个到广州来的创业者和居住者，都感到温暖。所谓城市管理的制度化，就是要在城市

管理的过程中，将责任、权力、利益、监督、奖励、惩罚，以及机构、机制、程序等，上升到制度层

面，要用法规、政令来进行约束。

（２） 第二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全面建设现代化大都市阶段。中心城市组团化、生态化的空

间布局基本完成，作为城市骨架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形成配套化和网络化，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动力和

后劲的产业结构已经按照预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实现了重型化和高科技化，作为适宜创业、适宜居住的

“两个适宜” 型城市重要体现的城市管理，已经基本实现人本化和制度化。在这一起始条件的基础上，

依托改革开放３０多年发展成就，将广州基本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一阶段的基本发展战略取

向是：城市建设内涵化———在 “十一五” 城市建设空间布局基本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实现配套

化和网络化的基础上，城市建设从总体上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城市建设内涵式发展包括两个

方面的含义：第一，从城市空间来看，城市的发展不再主要是依靠空间外延的扩大，而是主要依靠在原

有空间的基础上，提高空间的开发质量，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包括对改造老城区，改造 “城中村”，

对新城区、中心镇 （卫星城） 的基础设施进行完善、配套等。第二，从城市的运行效率看，城市的效率

提高不再是主要依靠外延性地扩张基础设施，而是主要靠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的利用效率等等。当然，对于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来说，走内涵式城市建设道路，并不意味完全停止外

延式扩张，并不意味不需要进行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心镇 （卫星城） 的建设、广州新城、地铁

网络的建设，并不是在一个五年规划内就可以完成的。只是相对而言，大规模地投资城市建设，城市空

间大规模地扩张，暂时告一段落。这也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产业结构服务化———到２０１０年以后，广州将进入服务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是产业结构演变的

一般规律。广州现代重化工业、机械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发展，以及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的大发

展，构成了广州服务业发展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广州将大力发展贸易、物流、会展、金融、保险、信

息、咨询、专业服务，以及教育、科技、文化等服务业。在这一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广州的传统产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仍然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仍然是广州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的基本体现。

尽管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相对比重会大幅下降，但其绝对量会保持上升，而且仍然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动

力。特别是低耗高效的高新技术产业，将还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城市发展国际化———建设在国际上有强大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是广州的发展目标。从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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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广州的城市基础设施基本配套 （如国际机场、国际港口、

国际会展中心等），国际性制造业布局基本完成 （如国际性汽车制造基地、国际性造船基地等） 的前提

下，广州应全面推进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包括全面建设国际一流的国际航空港和国际海港，利用国际

航线将广州与世界各大城市紧密联系起来；吸引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跨国财团和国际机构的总部、地

区总部或代表机构进驻广州；吸引更多的国际性会议与展览在广州召开；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来广

州求学、就业、创业甚至移民于广州，容纳世界各种先进文化扎根与发展等等。

（二）总体发展思路与目标

“十一五” 规划时期，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战略目标是：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新时期的重要战略机遇，以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为主线，全面提升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要通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营造

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文化生产力，全力建设适宜创业发展、适宜生活居住的和谐广

州。要通过创新经济体制，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科技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设生产力骨干项目，

努力营造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辐射功能强大的活力广州。要通过全市人民在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领域里坚持不懈的努力，将广州精心打造成为经济中心、文化名城、

山水之都。为到２０２０年将广州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奠定坚实的

基础。

为了实现上述总体发展思路与战略目标，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关于 “五个统筹” 的要求，通过实行

五大核心措施来推动广州经济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①以推进农村 “三化” 为核心统筹广州城乡协调发

展。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求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依然在广州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今天的广州仍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现象。没有农村、农业的现代

化，就不可能有广州真正的现代化。“三农” 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将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广州 “三农” 的现状，必须加快农村、农业的发展，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而要实现城乡协调发

展，就必须实施农村 “三化” 战略———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②以加速 “南拓、北

优、东进、西联” 为核心统筹广州区域协调发展。广州制定的 “南拓、北优、东进、西联” 战略规划，

体现了广州各个区域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第一，广州的南部地区有着优良的发展条件，适宜广州城

市居住区与产业发展区的向南开拓。第二，广州的东部地区处于珠江东岸的 “黄金经济走廊”，交通发

达，产业集聚，是新时期广州城市产业集聚扩展的理想之地。第三，广州的北部地区是重要水资源保护

区、城郊农业区、城市生态平衡区，也是广州的国际航空港所在地，是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条件优越的

区域。第四，广州的西部地区直接与佛山相连。是广州与佛山联手建设广佛都市圈的主要地缘体现。因

此，实施这一规划，就将实现广州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③以坚持 “三个文明” 建设并举为核心统筹广

州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全面小康

社会的基本要求。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须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三个文明建设” 即物质文明建

设、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广州要建设现代化大都市，就必须以 “三个文明” 建设并举为核心

统筹广州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④以坚持 “可持续发展” 为核心统筹广州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学发展

观要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新任务和新目标。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１９９９年广州提出了 “两个适宜” 的城市建设目标，这一目

标本身就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容。在 “十五” 期初，广州就提出把 “可持续发展” 作为城市发

展的战略之一。在新时期，广州要继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人与自然在更高水平的和谐发展。包

括要高度重视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通过经济活动的整体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物质消耗；要

按照 “食物链” 原理，探索建立循环经济；要有符合生态规律的城市设计；要引导居民的生活方式朝着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等。⑤以实施 “双源并进” 为核心统筹广州依托本土资源与扩大对外开

放。相对外源发展战略而言，内源发展战略有如下特征：一是更能够充分发挥本土的各种资源优势，因

而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抗波动的能力。二是当后发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实行了外源发展战略，并积累了相

当的发展能量之后，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施内源发展战略就显得更为重要。三是内源发展与外源发

展两种战略可以同时并存。四是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两种战略可以相互促进。在 “十一五” 规划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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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要着力实行 “双源并进” 战略，也即既要继续发挥对外开放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外源性经济，也要

积极拓展内源性经济。在发展外源性经济方面，要注重质量，要考察所引进的外资对本地产业结构的提

升、对本地企业的带动等方面的作用，要把发展外源性经济的落脚点放在促进内源性经济上。最终达到

以 “双源并进” 战略来统筹广州依托本土资源和扩大对外开放。

（三）发展目标

１城市国际化目标

城市国际化目标就是要使广州成为在国际上有较高知名度、在亚洲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２０１０年，进驻广州的跨国公司数量要有较大增长。国际金融机构要明显增多。国际贸易量要大幅

度增长。经济国际化程度要明显提高。２０２０年，进驻广州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分支机构数量要显著增长。

广州作为重要的国际制造业城市、重要的国际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城市、国际旅游城

市要基本建成。

２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目标

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目标就是要使国民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发展，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广州作

为全国三大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的地位进一步巩固。２０１０年，广州的ＧＤＰ总量达到８０００亿元以上，人

均ＧＤＰ达到约１万美元。到２０２０年，广州的ＧＤＰ总量达到２００００亿元以上，人均ＧＤＰ达到约２万美

元。“十一五” 时期，广州 “总部经济” 要有显著发展。到２０２０年，广州要成为珠江三角洲、泛珠三角

经济区甚至全国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的重要基地。国内的重要金融机构的总部或地区机构，要绝大多

数进驻广州。广州要成为立足华南、影响全国的企业决策中心、指挥中心、财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

３城市产业竞争力目标

城市产业竞争力目标就是要使广州成为在亚洲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制造业和国际服务业基地城市。

到２０１０年，要基本完成现代重化工业体系布局。要把广州建设成为华南的汽车产业基地 （生产、销售、

服务），成为国内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之一。到２０２０年广州成为国内重要的并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

机械装备和汽车制造的研发基地和制造基地之一。到２０１０年，广州要成为国内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到２０２０年，广州在科教兴市战略的支持下，要成为国内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基地之一。到２０１０
年，要基本完成广州传统产业主要行业的主要企业的改造升级，高新技术要得到广泛应用。到２０１０年，

要基本形成农业产业化框架，土地集中、集约使用要普遍推广。到２０２０年，要形成现代化的、都市型

的农业体系。到２０１０年，在工业高速发展和ＣＥＰＡ的推动下，广州的商贸、物流、金融、会展、旅游、

专业服务要有较大发展。到２０２０年，广州的现代服务业要处于国内领先行列，要成为国内服务业最发

达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要成为泛珠三角主要的商贸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和专业服务

中心。

４城市建设与管理目标

城市建设与管理目标就是要使广州城市建设布局实现组团化、生态化、网络化，城市管理实现人本

化、制度化，基本建成 “两个适宜” 型城市。到２０１０年，基本完成城市 “组团式” 发展规划建设。卫

星城 （中心镇） 建设要大见成效，南沙新区要初成规模。到２０２０年，完成１０个左右卫星城 （中心镇）

建设，广州新城要初成规模。到２０１０年，完成地铁网的主要干线，总线路长达２５０公里左右。完成城

市的港口基本设施、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和环境保护等主要基础设施配套。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完成

地铁远景规划建设。建成南沙深水港等。到２０１０年，基本实现 “青山、绿地” 和 “蓝天、碧水” 计划，

基本建成 “山水之都”。城市管理方面，到２０１０年，要建立起广州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有效的体

制和机制。城市管理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５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

政府管理高效廉洁，国有资产战略调整全面完成，市场中介组织健全发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框架基本建成。到２０１０年，政府各项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要大见成效，到２０２０年，要形成一个与市场

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国际接轨的高效政府。到２０１０年，基本完成国有资产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任

务。到２０１０年，基本完成市政、园林、环境卫生，以及城市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等城市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方面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十一五” 时期民营经济要有显著发展。到２０２０年前，民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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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十一五” 时期要积极推进社会中介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到２０２０年

前，全面建设与国际接轨，与现代化大都市相适应的社会中介体系和信用体系。

６人民福利目标

人民福利目标就是要建立就业促进机制、社会保障网络、扩大公共服务，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

平显著提高。要建立起成熟的就业促进机制，提高就业水平。要保证广州的就业在总体上处于全国的先

进水平。“十一五” 时期要确保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步于或高于经济增长。各项社会公共服务事

业要有较大的发展。要随着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事业的支出比例，改善公共服

务业的服务质量。到２０２０年，公共服务事业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十一五” 时期要大力推进社会保障

网络的建设。到２０２０年前，要建成统一的、协调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网络。

７社会发展目标

社会发展目标是：“民主、法制、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公益”深入人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发展，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建成一个繁荣和谐的广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深入到各项工作中。全体

市民的基本素质 （包括现代道德价值观、现代科技知识、现代文化艺术知识、现代交通意识、现代环保

意识、现代综合身体素质等） 显著提高。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明显进步。民主法制建设有重大进展。

到２０２０年，广州要成为我国著名的教育之城、科技之城、文化之城。

（四）实施重点

（１） 推进以中心镇 （卫星城） 建设为重点的城市新体系建设。建设中心镇是构建广州中心城市新体

系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广州中心城市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极，也是改变广州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有效途径。

（２） 完善以道路交通、环境保护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广州是处于城市发展的猛烈扩张

期，城市的基础设施始终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是已经开始建设的基础设施有许多方面还没有配套化和网

络化。二是还急需建设一些新的城市基础设施。三是规划建设的南沙新区、广州新城和１０多个中心镇

（卫星城），将需要一大批新的交通和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总之，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 “十一五” 规划

时期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３） 强化建设以南沙、东部、花都汽车城为代表的优势产业园区。广州要实现工业发展的预定目

标，必须规划建设若干个在国际国内有较大影响的优势工业产业园区：如广州东部工业园区群、南沙开

发区工业园区群、花都区工业园区群。

（４） 继续大力推进重大生产力骨干项目建设，提升产业竞争力。广州目前所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都将

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应对这种竞争，广州唯一的对策就是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一方面，要继续紧

紧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通过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合作，引进若干个大型骨干项目，特别是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机械装备、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的骨干项目，壮大广州的

支柱产业的阵容。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骨干项目，通过壮大企业规模、推进技术创新、降低生产经营

成本等手段，提升产业竞争力。

（５） 大力拓展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内源性经济。拓展内源性经济是广州增强发展后劲，保持长期稳

定增长，提高抗风险、抗波动能力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拓展内源性经济的本质是要开发本土资源，弘扬

本土文化，包括培育本土优势企业，培育本土名牌产品，提高本土研究开发能力，开发本土市场等。而

发展民营经济，则是当前拓展内源性经济的主要内容。与发达的地区比较，广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有不

小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企业规模小，管理水平比较落后、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差等方面。如果广州民营经

济的发展不能有一个大的突破性发展，就会影响广州在新时期里的快速、稳定发展。

（６） 促进以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事业的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之一。经济发展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但社会事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

的，也将从根本上保障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广州的社会事业发展有长足的进步，但与现代化的目标相

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上学难、看病难、文化与体育基础设施缺乏、社会保障网络还不完善等问题，已

经影响和制约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通过加大投资和相关制度的创新，促进以教育、文化、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事业的发展。

（７） 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首先，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是广州建设 “适宜创业、适宜居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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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其次，城市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是衡量现代化大都市的重要尺度。再次，全面提

高城市管理水平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在新时期，随着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在结构、

布局上的战略大调整的推进，对城市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保证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

实现，全面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显得非常重要。

三、实现广州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战略保障措施

（一）城市腹地保障———积极参与推进大珠三角资源整合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

大力拓展广州中心城市腹地

以珠三角、大珠三角资源整合为契机，推进区域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包括深化新时期穗、港、澳的

基础设施合作、服务业合作、高新技术合作、金融合作等，为建设复合型的、世界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

市圈而努力。积极推进珠三角 “一小时经济圈” 建设，努力将广州拓展为 “大广州都市圈”。加快建设

“广佛都市圈”。营造珠三角产业生态圈。以建设泛珠三角为契机，加强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合作，建设泛

珠三角城市圈，将广州建设成为泛珠三角的中心城市之一，包括开展社会资源合作、产业资源合作、金

融资源合作、人力资源合作、自然资源合作等。

（二）优势区域保障———继续调整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培育有竞争力

的优势区域

深化区域发展规划，包括发挥各区的优势，进一步明确各区的发展定位；逐步实现人口、产业向东

南部集中；培育具有强大竞争力优势区域等。注重区域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包括利用汽车制造、石油化

工、造船等产业链条长的特点，发展纵向产业联系的企业群和利用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软

件制造等产业容易扎堆的特点，发展横向集群型企业群。

（三）基础设施保障建设结合２０１０年 “亚运会”，继续强化城市基础设施

深化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包括结合２０１０亚运会，做好城市重要基础设施规划，深化基础设施的配

套化和网络化规划。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包括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领域，创新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的方式。

（四）城市管理保障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创造和美化 “两个适宜”的人居环境

在继续改革和完善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的同时，进行城市管理手段的探索和创新。因地制宜，

分类对待，建立和完善居住区管理模式，包括标准型居住小区的管理、老城居住区的管理、城中村的管

理。加强对城市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管理，包括建设施工的管理、市场秩序的管理、社会治安的管理、

交通秩序的管理。加强对应急事件的管理能力建设。要利用先进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提高城市管理

效率。建立和完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提高依法管理城市的水平

（五）城乡协调保障———大力推进中心镇 （卫星城）建设，有效加快农村 “三化”进程

从长远看，大力推进中心镇 （卫星城） 建设，是消除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二元结构现象，解决

“三农” 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农村 “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 的有

效结合点。要从如下几方面推进中心镇 （卫星城） 建设：制定发展战略，明确发展定位；利用行政区划

的力量推动中心镇发展；用科学和超前的规划引导和规范中心镇的建设；灵活运用与中心镇建设相关的

各种政策；充实管理权限与理顺利益关系。

（六）发展动力保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协调

发展，增强中心城市发展动力和发展后劲

提高支柱产业骨干项目的规模竞争力，主动引进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进驻广州，并通过横向集群和

纵向集群，形成产业配套，降低生产成本，壮大汽车制造、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电子信息等支柱产

业骨干项目的规模竞争力。加强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提高传统产业产品的技术含量。重视逐步

培育支柱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能力，包括注重引进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机构进入广州，提升本地研究开

发实力。要将逐步培育更多本土企业进入支柱产业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来抓。要重视本土名牌工业产品

的培育。加强同香港服务业的合作，结合支柱产业的发展，推动国际航运、国际会展、国际物流、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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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服务等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以建设现代都市农业圈为目标，结合都市生态保护带的建

设，继续大力发展 “绿色食品” 产业和旅游观光农业。

（七）对外开放保障———提升外源性经济水平，加快广州经济国际化进程

逐步使经济社会运行全面与国际接轨。要大量增加广州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流量，推进建设国际性

移民城市，积极培育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人才，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独联体国

家的贸易往来，并逐步实行 “走出去” 战略。

（八）本土资源保障———进一步拓展内源性经济，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

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内源性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要采取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帮助民营企

业提高和培育核心竞争力，引导民营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培育本土优秀企业家等措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

展。

（九）制度创新保障———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促进政府机构、职能的改革与转换，加快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加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

制建设，加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介组织、信用体系的建设，推进公共服务行业的社会化、市场化改

革。

（十）人力资源保障———做好人才发展规划，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建设广州人才高地

同步制定人才发展规划；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分配和激励机制；改进和完善人才评聘任用机制；建

立和完善市场化的人才竞争机制。

（十一）文化品位保障———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弘扬岭南文化特色，推进文化经济

融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整合广州历史文化资源，弘扬岭南文化特色；重视城市环境文化建设；要推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包括大力发展文化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倡导提升企业及其产品的文化品位；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壮大

文化产业，包括建立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大文化管理体制，确保政府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积极推

进国有文化企业的改革，加快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

（十二）社会安全保障———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形成改革与发展的社会

安全网络

逐步增加政府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开支的比重。以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为重点，强化扩大社会保

险面。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障体

系，便于人才流动。解决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工伤、大病医疗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做好与社会保障关系

密切的其他配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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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大城市现代化指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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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指标项

国际

城市
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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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项

国际

城市





































































中国城市

经

济

类

社

会

类

文

化

类

教

育

类

人均ＧＮＰ ２万美元 ５０００美元

第三产业占

ＧＮＰ比重 ７０％ ５０％～５５％

高新技术产品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 ７０％ ２０％～２５％

恩格尔系数 ＜１５％ ＜２５％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５０人 １３人左右

婴儿死亡率
低于

０７％
目前为

１３％～ｌ５％

人口平均寿命 ７５岁 ７２～７５岁

社会保险覆盖率 ９５％ ９５％

文化支出占

生活支出 ４０％

人均图书占有量 ３０本 ２０本 （深圳）

家庭彩色电视机

普及率 １００％

电话普及率 ９０％ ５０％（深圳）

家庭电脑普及率 ５０％
２０部?每百人

（武汉）

家庭上网率 ３０％
５００户?每万人

（武汉）

人口文盲率 低于３％

劳动力文化指数 １５年

以上
１２年以上

（深圳）

青年人受高等

教育比重 ７０％

１２年义务教育

普及率 １００％

教育投入占

ＧＮＰ比重 ５％ ５％

科

技

类

居

住

类

基

础

设

施

类

环

境

类

每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 ２００人 ５００人

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 ７０％ ５５％

每年市级科技经费占预算

内财政支出比重 ５％ ２％（广州）

技术开发费用占企业

销售收入的比重 ５％ ２５％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比重
８０％

人均居住面积 ３０平方米 １５～２０平方米

每万人轿车拥有量 ４００辆 １５００辆 （武汉）

每万人商业服务网点 ７００个

人均道路面积 ２５平方米 １０平方米

（广州）

燃气普及率 １００％

人均生活用水 ４００升?日 ３００升?日

（深圳）

人均生活用电 ２５００千瓦时

?年
５００千瓦时

?年

人均绿地面积 ３０平方米 １０平方米

人均公园面积 ２０平方米

二氧化碳年日均程度
低于０００６

毫克?立方米

悬浮物年日均程度
低于０００６

毫克?立方米

污水排放处理达标率 １００％ ９５％

建筑物平均密度 低于１００米

无氟冰箱、空调使用率 １００％

住宅小区园林化率 ８０％ ３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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