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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王 慧
;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西安 <011.=>

摘要! 从阐释开发区 "特区# 运作机制$ "新经济% 型产业结构$ 配套住宅开发策略等特有

开发模式及内在结构特性入手! 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 以翔实的调研数据为支撑! 剖析了开

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之关联及其典型过程与效应’ 并通过开发区与

非开发区$ 新城与老城$ 新经济区与旧产业区之间在投资强度$ 发展速度$ 软硬环境$ 形象

面貌$ 经济活力与潜力$ 人口成分与素质等诸多方面分异对比日益鲜明的一系列事实! 论证

了开发区建设发展已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演变的机制之一( 研究

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评估 "开发区% &&&这一机制独特$ 存在广泛$ 极富改革开放

新时期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之影响与绩效)
关键词! 开发区’ 城市经济&社会空间’ 极化分异’ 西安市

0?! !!引言

经济&社会 *极化# 是指经济&社会系统 *中间状态或阶层 ;相对>!缩减削弱+ 而强
弱富贫等性质对立的两极状态或阶层 ;相对>!扩大增强% 的结构演化过程 @0:! 2A) 而因所谓
*中间% 或 *两极% 并非绝对$ 并无上下极限! 所以研究中大都是以经济&社会系统内部
分异增强$ 差距扩大来论证 *极化%’ 基尼系数$ 洛仑兹曲线$ 分异 ;隔离>!度指数等量
化指标所测度的也是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性 @BA) 地理学尤为关注的是经济&社会极化在不同
空间层面的映射&即 *空间极化%! 主要体现为经济社会资源在空间不平衡分配$ 流动$
组合所带来的不同区域之间差异强烈化$ 差距扩大化! 在资源辐合汇流中心往往伴有经
济&社会系统极核的形成或强化) 中国自 0=<C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的经济&社会深刻转型) 海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地理单元或行政
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差距拉大$ 不平衡性增强的现象予以关注和讨论 @DE0CA) 但对于同时期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过程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除了对其中不同收入阶层居住空间分异有
相对较多的论述外@0=E2DA! 其他方面尚鲜有触及! 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还很不充分) 而事
实上城市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结节中枢! 是经济与社会阶层组群最为复杂多样的区域!
全球$ 地区$ 城市经济&社会系统的 *极化% 效应会在城市区域迭加! 并表现在城市经
济空间$ 社会空间$ 物质空间等诸多方面! 而且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及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 不仅城市空间极化的机制在变化! 其效应也更为突出强化 @2:!2FEBFA) 中国正在
经历的经济&社会转型和极化! 也自然会折射在当代中国城市的演化重构过程中)

本文以西安市为实证! 以海外研究视野为借鉴! 从阐释开发区特有运作机制和内在
结构特性入手! 剖析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之关联及其典型过
程与效应! 以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开发区发展模式的影响与绩效$ 更好地把握和解读
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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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 !特区" 运作机制及其影响

开发区与一般性区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 !特区" 性质#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
别管理体制的区域$ 其中特殊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对优惠% 激励性的政策& 而特别管
理体制则是指相对精简高效% 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 超高授权% 超强自治的
区域管治体制%&!’#&()$ 除此之外& !亲商重商" 和 !激励创新" 的开发区文化% !一站式办
公" 和 !零障碍服务" 等高效率工作方式% 一整套专业化的投资促进与创业创新服务以
及高规格的基础设施等也是开发区的特色特质$ 而开发区明确划定的地域界线则将这些
相对优越的政策% 体制% 观念% 方法% 服务% 设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区段内& 使良
好的硬环境与优越的软环境在特定局部空间叠加在一起& 可令开发区内部 !小环境" 相
当鲜明地异于且优于周围 !大环境"& 乃至形成制度% 产业% 功能% 设施% 甚至心理意义
上的所谓 !孤岛效应" %&*)+笔者称之 !绿洲效应" ,$ 这种发展当然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途
径& 然而正如 -./0122/在评论英国 !34567879:6/;<46:" +类似于中国开发区=/政策实践的影
响效应时所指出的那样’ 在小片特定区域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等提升举措对于周围其他区
域具有 !天然的负面影响" #使其他区域因此陷入相对劣势境地& 潜在发展机遇因不平
等竞争而被无形剥夺& 甚至会因投资% 人才% 税源的流失 +向优势区位转移=/而陷入绝对
衰退%$!)$ 开发区这类 !特区" 的设立与运行& 等于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 !开发区" 与

!非开发区" 或谓 !特区" 与 !普区" 之分割对比 %&>)& 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境遇可导致不平
衡的发展& 从而可能制造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 开发区与 !非开发区" 之间的经济异速增长

开发区 !特区" 机制及其 !孤岛 ? 绿洲效应" 影响作用下的城市极化分异首先体现
在开发区显著高于 !非开发区" 的经济异速增长过程中& 这在各地较高等级开发区 +如国
家级开发区=/中尤为突出普遍 %@A)$ 西安市经 $AA&B$AA@ 年最新一轮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现共
存有各级各类 !开发区" "* 个& 其中等级最高% 规模最大者依次分别为国家级西安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简称 !西安高新区" =% 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简称 !西安经开
区" =% 省级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开发区 +又称 !西安曲江新区" =$ 这几个主要开发区的各
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连年在 &AC以上% 有些甚至达 (AD或更高& 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一般

!非开发区"& 已成为西安市有目共睹的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 ">>" 年成立的西安高新区
在 $AAE 年度技工贸总收入水平已超过千亿元& 区内累计注册企业多达 (>&* 家% 从业人
员 $>.! 万人& "E 年来平均每天新增企业 ".! 家% 新增就业者 E(.> 人( $AAA 年才升格为国
家级开发区的西安经 开 区 目 前 年 度 技 工 贸 总 收 入 水 平 也 已 近 @AA 亿 元% 拥 有 各 类 企 业
"(AA 多家% 从业人员约 > 万人$ 虽然由于开发区并非一级行政区& 且随着规模不断扩大
而可能跨涉不止一个区县& 其经济社会统计数值也相应地被分解纳入到不止一个区县&
因而不易进行开发区与各区县发展指标之间的直接比较& 但从开发区经济社会数值占全
市总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实& 可以间接反映出开发区的 !异军突起" 以及一般 !非开发
区" 的相对弱势化$ 表 " 显示’ 在 !十五" 期间西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资吸引 +以实
际利用外资额反映=% 经济增长 +以 FGH% 工业增加值反映=% 开发建设 +以新增固定资产
投资反映=% 收益回馈 +对地方财政收入及就业增长贡献=/能力都快速提高& 占全市总量的
比重也不断扩大& 对全市 FGH 增长的贡献率达 @A.*D& 是拉动西安 FGH 增长的绝对主
力( $AAE 年两区 FGH 已占全市 $>.&D% 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D( 集中了全市历年引进
外资的约 (AD( 在城市原有老工业区企业大面积减产停产% 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之际& 两
个开发区则新创造了约 @A 万个就业岗位 +还不包括两区建设工地上 "A 万多建筑工岗位=(
即便实行了开发区超高比例税收留成政策& 两个开发区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已占全市财
政总收入的 "@D$ 而这些数字所隐含表达是一般 !非开发区" 在全市权重份额的下降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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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和影响力的相应弱化"
!"! 开发区与 !非开发区" 之间开发建设水平之对比

从 对 城 市 空 间
建 成 环 境 及 形 象 面
貌 影 响 巨 大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房 地 产
开 发 方 面 来 考 察 #
开 发 区 与 非 开 发 区
之 间 的 不 平 衡 发 展
态 势 就 更 为 显 著 "
从 表 ! 可 以 看 出 $
两 个 国 家 级 开 发 区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占 全
市 新 增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的 比 重 不 断 扩
大$ 说 明 各 种 来 源
的 开 发 建 设 资 金 日
趋 向 开 发 区 汇 聚 集
中% 据 全 国 最 新 一
轮 开 发 区 清 理 整 顿
期间调查结果$ 自 !$$! 年西安市第一个开发区 %西安高新区&#设立以来到 ’""’ 年末$ 西
安中心城市范围以 &开发区’ 形式新开发土地共计 ($)’*#+,’$ 而同一时期中心城市建成
区面积由 !$$! 年的 !-!# +,’ 扩大到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数字&$ 共增加了 -*#
+,’$ 不难算出开发区所开拓建设面积占同期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总量的 .0)-1% 到
’""0 年末$ 仅西安高新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就多达 (/$)/ 亿元* 累积开工建筑面积
!0!!). 万 ,’* 累计开发土地面积 %即已完成基础设施配套或全部建设项目的区域&# (()$.#
+,’% 表 ’* 图 ! 则分别显示了 !$$!2’""’ 年期间西安中心城市不同空间区段及主要开发
区住宅* 商务楼宇开发动态与分布% 其中$ 区段 3+明代古城墙以内传统市中心区, 区段
33+明代古城墙之外二环线以内 !$0"2!$." 年代期间形成的城市内环带$ 因面积大功能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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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西安市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指标值及其占全市总量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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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BB#&!CC! 年西安市不同区段商品住宅及商务楼宇开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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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细致划分为 $$%! $$&! $$’! $$( 四个亚区" 区段 $$$#城东老工业区" 区段 $)$曲江
新区" 区段 )$城南大学 * 文教区" 区段 )$$高新技术开发区" 区段 )$$$城西老工业
区" 区段 )$$$$经济技术开发区% 统计区域的外围界线则取至所有跨涉 &绕城高速路’
的街办( 乡( 镇的行政区域外围边界线% 图 " 中区段+则是指绕城高速路南段外侧( 西
安高新区以东区段) 受高新区发展( 大学城开发以及长安县升格为长安区的促进带动)
此区段最近几年开发建设也较快) 在媒体上常被称作 &长安新区’% 从表 , 可以看出* 随
着时间推移) 西安市住宅和商务楼宇开发项目均呈现从老城中心向中环#外环带新区扩
散的态势) 在 "--"."--/ 年间 0当时西安高新区成立伊始( 西安经开区和曲江新区等尚未
成 立 1# 三 大 主 要 开 发 区 所 在 区 段 上 2)$( )$$$( $)13 几 乎 没 有 任 何 开 发 项 目 ) 而 到

"---4,55, 年间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所在区段 2)$( )$$$1#已成为全市单位面积上房地产开发
项目最为密集地段" 曲江新区成立于 "--! 年) 因其功能定位是旅游度假开发区) 所以区
段 $) 按 规 划 商 务 办 公 楼 宇 较 少( 以 旅 游 度 假 设 施 及 低 密 度 高 档 住 宅 开 发 为 主 ) 但 其
"---4,55, 年间住宅开发项目也已多达 "! 个) 西安市最早的一批别墅项目多半位于其中%
与此形成对比反差的是) 老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数量增长日渐趋缓( 占全市的比重显著
下降) 城东( 城西两个老工业区内的开发项目更是寥寥无几) 是一直以来西安房地产开
发和销售最冷清的区段%

而从 ,556 年以后房地产开发最新动态来看) 开发区与老城区 2尤其是老工业区13之
间的差异则更为显著2表 61% 在 ,556 年以后开盘的 "5! 个新商品房项目 "5737,6 套住房当
中) 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所在的 )$( )$$$ 区段就分别有 6-3 77-( 653 5,/ 套) 占 到 总 量 的
!78-9) 远远多于其他区段) 而且其中主力户型平均面积也较大 2仅次于曲江新区1" 曲江

图 "##西安中心城市空间区段划分以及主要开发区分布

:;<83"33&=>?;>@3ABC4D;E;A;FG3FH3 ?IJ3KJG?L>@3K;?M3FH3N;O>G#>GD# ?IJ#D;A?L;CB?;FG#FH#P>QFL#DJEJ@F=PJG?#RFG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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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作为规划中的低密度住宅区" 新开发商品房也多达 $%&’ 套" 主力户型平均面积达
!’()*+,%# 老城区各区段 -.$ ..$ ...$ /$ /..0+内房屋开发总量及单元户型面积均明显较
小" 合计仅有 %’+1$% 套" 还不及高新区或经开区一个区段之开发量# 在 %""2 年以来新开
发的 $( 个商务写字楼 3或写字楼群0项目当中" 也有 2" 个 -即 $"4(50#项目是分布于高新
区和经开区这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这 2" 个项目当中有 %$ 个项目的建筑面积可知" 共计
达到 %%14(! 万 ,%" 规模已相当于过去 !" 年中 -!((%6%""% 年07西安市区商务办公楼宇开
发总量 -*’(4*! 万 ,%0#的 224!8#

2## #开发区的 &新经济’ 区特征及其影响

!"# 开发区的 !新经济" 区特征

&新经济’ 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的
综称" 具有先进技术与专业知识密集$ 技术与制度创新驱动$ 兼跨第二第三产业并以服
务业居重$ 高度外向而趋于全球化$ 成长迅速$ 发展前景广阔$ 战略意义重大的特性#
第二产业中的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及第三产业中的现代商务服务业是公认最主要 &新经
济’ 产业组群# 开发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新区" 而是以发展具有上述特性的朝阳型

&新经济’ 为主要目标的新型经济区" 担负着改善区域经济结构$ 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功能
使命" 而且不同类型开发区在主导产业及发展目标定位上各有所不同# 这样就要求开发
区一方面须尽力将政策$ 市场$ 技术$ 资本$ 专业服务$ 先进基础设施等创新体系要素
配置整合在一起" 营造出格外有利于 &新经济’ 成长的 &栖息地生境’% 另一方面则须围
绕目标产业方向" 对入区经济活动的性质$ 类型$ 等级$ 档次等进行 &过滤筛选’# 在开
发区运行中" 这种 &过滤筛选’ 可通过 &刻意的’ 和 &自发的’ 两种途径形成! 刻意的
过滤筛选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倾斜导向$ 入区项目审核$ 已入区项目复检以及城市规划的
限定引导等措施% 而一旦目标产业及相关资源在园区形成聚集之势" 在聚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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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2  7 0   1865  90.1 21.6 39.9  60.1 17.6 131.6 

-./ -,0� (II�)  3  2 0   1341  62.0 13.3 19.9  34.3  9.3  47.4 

 -,1� (II�)  4  4 0   2066 103.4 31.1 43.1  58.7 13.1  98.4 

 -,2� (II�)  6  0 0   3978  94.5 16.8 28.3  41.4 10.0  51.3 

 -,3� (II�)  3  4 0   4804  80.3 19.9 29.4  41.6 14.8  51.1 

). ,0+45� (III)  6  0 0   8130  96.0 21.0 27.4  36.8 12.3  49.2 

| 678� (IV)  2  5 1   5287 179.6 52.1 86.6 139.7 29.4 396.0 

9./ ,1:;� (V)  3  3 0   2376 118.3 21.3 37.1  58.1 12.2 117.0 

 2<�8� (VI) 13 14 0  39559 134.6 35.7 54.1  80.3  8.7 164.8 

 ,2+45� (VII)  4  0 0   2892  94.5 16.4 27.1  43.2 11.6  49.6 

 2<=�� (VIII)  9  1 0  30024 115.8 20.6 34.2  49.7 15.1  79.7 

 ><8� (IX) 10  0 0   3202 100.7 14.4 23.3  35.5  7.4  72.5 

�? / (�()/@’(AB 65 40 1 105523 (105.9) (23.7) (37.5) (56.6) [7.4] [396.0] 

* C1  DE�FGF2<�HIJKL (http://www.800j.com.cn/) M�NJKOPQRSC2  T����U��%&!�VW
X��-Y����ZU%&�![\�(]QT����)ZU%&�![Z^_V‘X��)%a��� bc%&
de� f! (g�HI��hfijk�de� �!lmMnOop)]qrVX����)Z%&st�!u QT�
�)��U�![^_V����� bc��de� f!SU%��![vVw%x��� bc%�de� f!]
yzX��)Z%�st�!u 

表 ! $%&!’$&&( 年西安市不同区段新开发商品住宅数量及价格

)*+" ! ),- ./0+-1 *.2 3145-6 78 9,- .-:;< 2-=-;73-2 ,7/64.> 4. 2488-1-.9 *1-*6 7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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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经济效益! 需求与供给等经济学规律以及自组织效应! 协同效应等系统科学规律的
支配下" 与目标产业内在关联! 互补! 或竞争性经济活动也会自发地趋于集结成群 $即所
谓 #产业集群$ 过程%&"’" 亦可谓 #物以类聚$ 过程(" 从而也可对入区经济活动形成自然
的 #过滤筛选$ #聚类组合$ 效应% 开发区 )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已发展成为各地吸收
国际资本! 涉外经济活动! 新型体制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及关联服务! 创新体系要素最
为集中的区域%&*’&

以西安市为例" 基于 +**+ 展开的西安市 ’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 电子数据库资料
中各基本单位空间地址信息" 本研究将 ",,"-+**" 年间城市 ’新经济$ 产业群系中 ’高新
技术密集制造业$( ’技术密集公共服务业$ 以及 ’生产者商务服务业$ 三大主要组群
./0! 个新增活动单位在西安市不同空间区段分布情况统计整理为表 &%&+’& 表 & 数据显示)
古城墙内市中心区 )区段 1(( 西安高新区 )区段 21(( 大学 3 科研单位密集的 114 亚区( 以
及西安经开区 )2111(#是 ’新经济$ 单位增加最多的地带& 再结合西安第五次人口普查数
据计算出各区段相对于每一万人新增 ’新经济$ 单位数量 )表 & 最右一栏(" 结果则更清
晰地显示) 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所在 21( 2111 区段是相对于人口而言 ’新经济$ 增长强度
最大的区段" 也是西安市 ’新经济$ 活动聚集增长最快的地带" 集中了全市 ,*5以上经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市中心区 )1(#及大学 3 文教区 )2#67 114(#居于其次* 几个传统老工业区
段 )118( 111#6#119( 211#6#11:( ’新经济$ 增长则最为稀少%

同样基于西安市 ’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 资料" 利用地理学家所熟知的 ’区位商$

)亦称 ’专门化指数$ (#公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研究还分别按产业

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数量计算了西安高新区在各类产业方面相对于西安全市的 ’区位商$
值 < 与 <=" 以分析高新区的产业结构及从业结构相对于全市的比较特征% 结果显示 < 和
<= 值均大于 ">* 的产业类别 )意味着这些产业类别在高新区内具有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集
中程度(7为) 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 )<7;7&>*!" <=7;7+>?!(( 电信业 )&>+?" .>0.(( 计算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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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I)   20  9  33  4 245 269  31  19  80  710 21.63 

(II�)   24  2  15  3  62  50  16  11   9  192  4.87 

(II�)   86  9  60 15 139 180 100  32  19  640 16.55 

(II�)  109  6   7  1  40  45  13   1   6  228  6.26 

BCD 

(II�)   48  1  13  0  40  38   4   4   8  156  4.46 

(III)  126  1  10  2  44  35   6  11   5  240 13.74 

(IV)   50  4   8  3  19  34  10  15   5  148  7.65 

(V)  119  6  26  5  65  81  22   7  19  350 20.42 

(VI)  368  2  24  2  60 103  75   4   6  644 27.52 

(VII)   54  1   2  0   8   9   2   4   2   82  9.71 

2C 

 E 

FCD 

(VIII)  244  6   3  5  81  44   5   2   6  396 34.08 

.# (G) 1248 47 201 40 803 888 284 110 165 3786  

HIJKLMNOPQR#STOPQUVWXYZ[\]^�_‘abc * YdeYf2gT����	
����^
hij�� (kl8m 27)no,pq�� (36)nr�rst�� (3772l)nut�� (39)n�_%vtw�� (40)n�
_xyzpq�� (41)n{	|t/|d/}�pq�� (42) �~:�c 

表 ! "##"$%&&" 年西安市不同空间区段新增’ 新经济’ 产业单位数量 (个)
*+,- ! ./+01+2 314051,60178 79 0:; 8;<2= 18>5;+4;3 ?8;< ;>787@=? 68104 18 A1?+8 36518B "##"C%&&"

"*"!



!"#! 王 慧! 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软 件 $ 办 公 设 备 零 售 %!&"’" !&(’)# 金 融 * 保 险 +!&"," !&-!.# 信 息 * 咨 询 +!/0"" !/,1)#
计 算 机 应 用 服 务 +(/2," (/(,)# 市 场 管 理 $ 中 介 代 理 +!/12" !/(")# 科 学 研 究
+!/20" (/0")# 综合技术服务 +2/,-" 2/,()" 显然都是些与高新技术产业关联性强# 知识与
技术密集的 $新经济% 类产业&
!"# !新经济" 区形成发展加剧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的机理

+!)3 $新经济% 的强势崛起及其伴随的城市经济系统分化重构’(新经济% 与一般传
统产业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产业门类和活动领域的差异" 更重要地是在于产品或服务的
新技术含量与专业化水平) 生产和经营的组织模式及制度形态# 外向度与国际化水平等
深层次结构性差异4(-53((6* 内在的结构性优势使 (新经济% 产业相较于一般传统产业具有更
高成长性) 更高扩张力) 更高效益水平特征" 日趋成为人才) 资源) 财富聚集流向的主
要领域* 而与此同时" 知识与技术含量低) 创新能力弱) 组织与制度形态僵化低效) 与
国际市场经济相脱节的一些传统 (旧工业% 则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诸多困
境" 效益下滑) 财富流失) 竞争力弱化" 在城市与区域经济体系中日益衰微淡出 +即西方
学者所谓 789:;8<=>?:@A:B@>:C;D.* (新经济% 的强势兴起与 (旧工业% 的衰微淡出两个反向
对比过程并存" 成为当今世界城市经济结构演化重构的最基本特征" 城市经济系统的极
化分异在加剧*

E2.# (新经济% 从业者的社会学属性特征及其影响下城市社会系统的分化重构+由于

(新经济% 产业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密集) 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特点" 使得 (新经济%
行业对高知识学历) 高技术职称) 专业化人才需求较高) 吸纳较多, 而由于 (新经济%
产业的高成长性) 高扩张力) 高效益水平的特征" 使得 (新经济% 行业从业者经济收入
也普遍升速较快) 水平较高, 因而 (新经济% 发展首先会带来 (新经济% 类行业与其他
行业之间从业者素质) 成分) 收入水平的对比分异" 由此带来城市社会系统的组群分化
和阶层重构& 表 F 是 (新经济区% 特征较为显著的西安高新区 2""F 年 21&, 万从业者受教
育水平与西安全体市民及全部单位从业人员的比较结果" 从中清晰可见高新区从业者当
中 (高中及以下% 低学历者明显较少" 而 (大学本科% 及 (硕士及以上% 高学历者比重
显著较高& 至于 (新经济% 行业从业者能否被认为是社会 (富裕阶层% 在国际学界尚存
在争议! 以 G&3G@==9;3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 (新经济% 发展创造出了一个以技术专家)
专业人士) 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社会新富裕阶层" 形成当今社会分化中的 (高层% 一端 426,
而 H&3I@J;9>> 等则认为这一群体被定义为 (新中产阶层% 才更为贴切" 因而 (新经济%
增长只是带来社会就业结构的 (专业化% 而不是中产阶层相对减弱的社会 (极化% 4(FK(’6&
G@==9; 与 I@J;9>> 观点之分歧" 或许是由于两者实证分析主要对象分别是经济+社会性状
有所不同的美国城市和欧洲城市& 但 (新经济% 行业从业者收入水平总体较高) 高于平
均" 应该说还是当今中外城市社会相当普遍的事实" 其证据不仅存在于纽约) 伦敦) 东
京 426" 也 存 在 于 多 伦 多 ) 赫 尔 辛 基 ) 阿 姆 斯 特 丹 ) 悉 尼 ) 新 加 坡 ) 香 港 等 其 他 城
市 42’L3-FL3(0KF26, 从网络上查到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中国城市 (行业收入排行榜% 资料
也反映出同样情形& 据陕西省统计局公告数据" 2""- 年陕西省平均工资最高前十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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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业者受教育水平的比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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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依次分别为软件业
$ 在 岗 职 工 平 均 年
薪 %&# ’%( 元 )! 计
算机服务业*’’+,&’
元 )! 高 等 教 育 *&’#
’%- 元 )! 航 空 业

*&’# ".. 元 )! 电 信
及其他信息传输服
务 业 *"/+ &(( 元 )!
银 行 业 *"/+ ",,
元 )! 铁 路 运 输 业

*".+ ’(" 元 )! 石 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 *"(+/-/ 元)! 电力及热力的生产供应业 *"(+’.. 元)! 科技交流推广服务
业 *"!+%,( 元)" 不难看出除少数垄断性资源行业之外! 收入位于前列的都属于知识技术
密集型行业*表 !)#

当然" $新经济% 行业从业者并非全是高薪富裕者# 但由于 $新经济% 所创造的就
业岗位一般集中于顶端和底端两组人群& 一批高技能! 高学历! 从事主要业务! 高薪的
技术与管理白领和一批低技能! 低学历! 短期雇佣! 从事杂务! 为前者服务的低薪工人"
而这两个群体之间基本不存在可相互联通的所谓 $事业阶梯%" 因而 $新经济% 行业内部
的阶层分化与收入差距也远比一般产业显著" $新经济% 带来的就业机会并不能使社会
各阶层均等受益! 并不能消弭缩减不同组群之间收入与社会地位差距" 而会削弱 $中间
阶层% 的相对权重! 突出城市社会的两极分化" 这也是 01023345 等学者认为 $新经济%
发展会加剧城市社会系统极化分异的另一重要依据6&7#&!8’

*’)#强势 $新经济% 与弱势 $旧工业% 的区位分离" 当今城市与 $新经济% 强势兴起
形成反向对比的经济结构演化动态主要是一些传统 $旧工业% 的衰微淡出" 因两者分别
伴随着以白领知识精英为主体的 $新 *较)#富裕阶层% 的形成和以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

$新贫困人群% 的产生" 从而也成为导致当今城市社会系统极化的两个基本过程’ 而由于

$新经济% 与 $旧工业% 在发展条件! 劳动力需求! 技术级别! 专业领域! 产品市场! 服
务对象等诸多方面均缺乏共性 $交集%" 因而 $新经济% 与 $旧工业% 在活动区位及关联
人群上都存在 $错位% ($新经济% 发展所需要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尤其是先进信息通讯
设施)! 高水平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适宜的政策体制" 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开放的社会文
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等6-’9-!8" 非一般旧工业区条件所能满足) $新经济% 所需要的高文化
素质! 高专业技能劳动力" 也非 $旧工业% 下岗失业工人所能顶替’ 因而 $新经济的发
展与旧工业的衰落是同步发生! 却出现于不同地带地段! 影响着不同人群的现象% 6&!8"
$新经济区% 一般与 $旧工业区% 空间相互分离’ 也因此 $新经济区% 的形成发展一般并
不能缓解抵消产业结构陈旧老化区域的衰落" 而会使人才! 资源! 财富! 收益越来越集
中于局部区域" 区域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经济社会的空间差异对比往往因此而增强’ 而像
开发区这类划出特定区段! 辅加特别政策及规划等手段刻意营造出的 $新经济% 区" 更
是人为地引导促使了新经济活动 *强势产业)#和新经济从业者 *较富裕阶层)#的空间聚集!
加剧了其与城市其他经济社会组群的空间分化隔离" 城市空间极化分异因而显化增强’

%## #开发区配套商品住宅开发及其影响

我国各地开发区大都配置有 ’,:;%,:的居住用地’ 从本文视角出发" 开发区作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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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西安市不同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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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慧! 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地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 是率先并且彻底实行土地及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区域" 区内新
开发住房都是面向市场公开发售的纯粹商品房" 因而通过开发区住宅开发不仅直接带来
城市人口居住格局的改变" 更是通过 房 屋 销 售 价 格 对 入 区 居 住 人 口 形 成 一 种 #准 入 门
槛$" 而形成一种比较纯粹的 $ 全产权私有住房拥有者 $ 聚集区" 凸显加剧基于经济收入
差异的居住分异隔离% 在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 以 #单位大院&’ 分配公房为主的
市民居住形态 #模糊& 了旧中国城市原有的不同阶级居住分异格局( 但改革开放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 土地市场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 使地价和土地
竞标机制以及市民个人住房消费意愿与消费水平等市场力机制开始发挥对城市居住空间
的组织调控功能" 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隔离随之又开始在中
国城市显现%!&’()*" 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

从西安来看" 开发区内商品住宅开发建设对于触发和带动不同收入社会阶层居住空
间的分化隔离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通过各开发区之间以及开发区与老城不同区段之间房
价和房型分异所形成的过滤分选机制" 基本奠定了西安市居住 + 社会空间分异的架构格
局% 例如" 以西安市 !&&!’(""( 年间 ,(, 个新增商品住宅项目为考察样本" 分五个价格档
次和 , 种房屋类型" 计算出各类住宅项目在西安市不同空间区段的分布比重如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不同档次 + 类型住宅在城市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 利用常用的 )隔离化指数&

公式 ! .#
"

# . !
! $% ! &% ( 可量化计算出各种档次 + 类型住宅空间分布的不均匀程度 /表 -

最末行数值0" 该 #隔离化指数 /!0& 中 $% 是第 % 个区段某一类别住宅占同类别住宅的百
分比" &% 则是第 % 个区段内其它类别住宅的百分比( 当某类别 /如第 ’ 类0#空间分布完全
均 匀 时 /即 在 各 区 段 分 布 百 分 比 相 等 时 0" !’ .# "( 而 当 其 空 间 分 布 极 端 隔 离 化 时 /即
!""1集中于某区段" 而在其它区段分布为 "0" !’ .#!""( 所以 ! 值在 "’!"" 间变动" ! 值
越大意味着空间分布越不均匀’ 空间隔离现象越突出%,-*% ! 值计算结果显示出! 居于最高
最低两极的住宅 /高档与低档’ 别墅与安居工程0空间隔离度最高’ 对应 2 值最大( 而中
等价位普通商品住宅的空间隔离度最低’ 对应 ! 值最小" 意味着其空间分布相对最均匀%
可见影响西安居住空间隔离化程度的最关键因素是房价" 居住空间隔离主要体现在最高
最低档次住宅的区位分离% 从表 - 可以看出" 其中低档’ 中低档住房最主要分布在二环
线以内的老城区 /区段 3’ 330( 城市东’ 西两侧老工业区内住宅开发项目数量稀少" 尤其
是没有中高档以上住宅( 高档’ 中高档住宅则大多集中在三个新兴开发区内 /区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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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各类住宅开发项目在西安市不同区段的分布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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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高端的别墅类项目则完全集中于三处# 高新区及其南邻的秦岭南麓一带$
经开区东北方泾! 渭! 浐! 灞河交汇口一带$ 以及曲江新区"

而从上述表 ’ 所反映的西安市 ())’ 年以后房地产开发最新动态则可更清晰地看出#
三个主要开发区以及人文社会环境较好的大学 * 文教区 +区段 $#,# %%-&#不仅是新开发商品
房最多的区段$ 而且是主力户型平均面积! 平均房价! 最高房价全市最高地段$ 既反映
出这些区段住房规格和住区综合环境的相对优越$ 也意味着这些区段居民收入水平! 生
活水准! 社会层级的相对高位" 其中曲江新区 +%$&#主力户型平均面积达 "./0!#1(* 套! 最
高房价达 ’/!0) 万元 * 套$ 为全市之最% 高新区 +$%&#是西安新商品房开发项目最多! 建
设规模最大区段$ 在主力户型平均面积! 平均房价! 最高房价方面仅次于曲江新区$ 以
已婚育中上白领阶层为主要市场的大中户型公寓房居多$ 是开发商和市民心目中 &白领
知识精英’ 集中之地$ 区段形象上佳$ 是一直以来西安商品房开发和销售的旺地" 表 2
是笔者对西安曲江新区 /3 户别墅小区住户! 西安高新区 "4’) 户普通商品住宅住户之居
住(生活状况问卷 * 访谈调研的部分结果$ 从中可见这些开发区住户业主大多在一些高收
入行业从业$ 事业成功者和白领专业人士较多$ 其居住(生活状况显然优于西安市的平
均状况 * 水平$ 非一般工薪阶层力所能及"

城北西安经开区 +$%%%&#平均地价和房价低于曲江新区和高新区! 也略低于大学 * 文
教区 +$#,#%%-&$ 这与经开区以制造业和物流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关 +即 &工业区’ 的形
象&! 也与该地段从前在市民心目中的脏乱差 &贫民区’ 负面形象惯性犹存有关$ 尽管西
安经开区的开发建设已极大地提升了这一区段的空间面貌与形象$ 但该区段对于注重生
活品味和文化氛围的富裕阶层以及中上白领阶层的吸引力至今还是不太大$ 因而入区居
民是以具有购房能力的中等收入工薪阶层为主体% 有趣的是$ 因该区房价不是太高而交
通甚为便利从而成为西安邻近地区一些外来 &较富阶层’ 移民西安的主要汇集地"

老城市中心区 +%&#虽地价最高且以高档公寓项目居多 +即单位面积房价并不低&$ 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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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开发区居民居住!生活状况的比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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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慧! 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单元户型大都较小 $以一居室" 二居室小户型居多%# 因而平均房价和极值最高房价均低
于几个主要开发区$ 其主要目标市场是老城原著居民以及未婚育的青年白领职员% 几个
传统老工业区段 $城东城西工业区 $&&&" ’&&%#及其与老城之间的过渡带 (&&)" &&*%+以及内城
北段铁道沿线运输仓储工业区 (&&,%%#内不仅开发项目数量少" 规模小$ 尤其是没有中高档
以上住宅$ 单元户型为全市最小" 单元房价为全市最低$ 这与老工业区内产业结构老化"
企业普遍效益不佳" 职工收入水平低" 居民消费能力弱有关$ 因而房地产市场疲弱& 除
此之外$ 根据 -"". 年西安市城镇低保家庭住房情况普查结果$ / 城区中尚有无房户和住
房困难户 (即人均住房面积 0+1- 以下家庭%+共计 !-+22. 户$ 也都分布于老城旧区$ 构成
城市居住分异的底层群体&

王兴中课题组 $-"""%+根据对西安市典型邻里社区问卷调查所获得的 ’西安市居民

$工资%+收入空间分布结构( 模式结果也同样印证出! 高收入居民阶层主要分布在西安高
新区和曲江新区所主导的二环线以外城市西南和东南两个扇区) 中低收入阶层主要分布
在老城中心区以及城东老工业区) 最低收入阶层主要分布于城西老工业区以及城市西北
和东北郊区边缘带) 该课题组基于居民欲望迁移率高低所得出的 ’西安市生活质量空间
差异( 模式结果也显示! 高新区* 曲江新区* 文教区* 经开区为西安市最高质量或较高
质量生活区$ 而几个传统老工业区段则为西安市较低质量或最低质量生活区3.45%

综上可基本勾勒出 ’高收入者多居于开发区新城* 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旧区* 而中
等收入阶层居住相对分散均匀( 的西安市居住空间分异大致格局% 在开发区较优质住宅
和住区环境吸引及其较高房价的过滤筛选机制作用下$ 拥有最强住房购买力和 ’迁移力(
的较富裕人口率先离开旧城而移居开发区新城$ 由此拉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
化% 再结合上述有关开发区从业者职业* 学历* 收入特征分析$ 不难看出几个主要开发
区正趋于成为西安市较高学历较高收入阶层工作* 居住* 活动的主要空间$ 这自然会对
相应区段文化* 消费* 形象* 社会服务种类档次* 社会活动形式形态等产生影响$ 继而
造成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更深层次分化&

.++ +结论与讨论

$!%+自 -" 世纪 4" 年代以来兴起的 ’开发区( 建设$ 导致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总体
发展态势是! 开发区 6 新城 6 新经济区正成为各种发展要素资源辐合汇集的区域极化中
心$ 因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非开发区 6 老城 6 旧工业区% 这不仅如一些海外
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因设立时间及政策力度的差异而成为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
机制之一3!78#!/9!45$ 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开发运作机制及内在结构特性而成为强化凸显当代
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分异的机制之一%

(-% ’开发区( 作为一种区域发展策略的基本思维其实就是以 ’增长极理论( 为基石
的 ’不平衡发展战略(% 虽说依据该区域发展理论$ 增长极核与周边区域差距扩大的空间
极化效应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 会随着 ’溢出效应( 的增强而逐渐消失$ 但由于增长
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实践应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所期望的区域整体发展结果并非总能
如愿实现$ 而极化效应的持续强化则 可 能 蕴 蓄 区 域 经 济 社 会 诸 多 矛 盾 和 隐 患$ 所 以 从
!20" 年代末以来对增长极理论的批评与反思越来越多 3.28# /"5% 开发区实践对于区域之间及
城市内部极化分异的强化凸显效应* 尤其是其中 ’政策力( 因素的影响作用$ 同样值得
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7%#缓和消弭开发区 6 新城 6 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 6 老城 6 旧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
济,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 : 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 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
向老城 6 老工业区的分流) ; 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 比如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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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所跨涉城区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 新区开发部分收益向旧城更新改造方面的转移机
制等" $ 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开发区税源! 提升
开发区整体经济水平! 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 改善开发区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 而且还
可以扩大开发区就业面% 使开发区发展能够惠及更多领域更广泛阶层的劳动者" % 增强
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 &广谱性’$ 使更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 处于职业生涯
不同阶段者有机会共享开发区较优越的软硬生活环境$ 也有利于创建出更具活力% 结构
更为丰满健康的开发区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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