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2006- 09- 06
作者简介 : 凌日平( 1972- ) , 女, 山西阳高人 , 太原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讲师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在读博士生 , 研究方向为区

域经济。

1 资源型区域高新产业特色发展的界定

1.1 地方优势产业是高新产业特色发展的基础

高新技术产业能够领先发展, 关键在于某一技术领域

的领先和突破 , 以及是否具有迅速商品化、产业化的实力。

地方优势产业是指那些专业化系数高、在地区发展中处于

优势地位的产业, 其优势地位经过长期产业代谢而形成 ,

尽管产业竞争力可能有所下降或需要技术强化 , 但往往具

有专门配套的工业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数量较多的专门

科研机构和技术人员队伍 , 且与区域内的产业体系、文化

教育、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 能够成为高新技术在当地进行

研发突破和技术转化的产业基础。

1.2 自主创新项目是选择特色高新产业的方向

在高新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过程当中 , 作为核心技术

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及主要工艺设备、关键零部件的生

产都由发达国家垄断 ,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还处于国际分工

的较低层次 , 在国际贸易和利润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 资

源型区域更面临着国际和国内双重经济技术差距 , 只有通

过自主创新、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 , 才能真正提

高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实力。

1.3 产品市场潜力是高新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产业发展必须具有一定的市场规模 , 高新产业具有高

风险、高研发费用的特征 , 从市场获得高额回报是高新技

术转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 只有那些市场需求很大或前景广

阔的高新技术才具有产业化的现实意义。我国已经进入以

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增长阶段, 经济发展对重型基础

产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 而新型工业化则要求科技含量

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

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增长方式, 资源型区域应主动在清洁

能源、污染防治设备、生物制药、新型材料、自动化控制等

新兴产品市场尽快占领一席之地。

1.4 具有地方关联效应是高新区产业发展战略的核心要

求

强化高新区作为增长极的辐射和扩散效应也是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的目的之一 ,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及其产业

链 , 能够更好地形成和发挥高新区的“经济发动机”作用。

从关联效应角度分析 , 资源型区域的高新特色产业首先应

是技术领先、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部门 , 要在传统产业新型

化和新兴产业规模化中具有示范效应 , 其次 , 必须和地方

经济及产业部门具有关联性 , 能够在物质技术联系当中实

现技术扩散。

2 资源型区域特色高新产业的选择

2.1 特色高新产业选择的原则

( 1) ( 区域) 分工定位、多维取向原则。在区域发展中 ,

高新区首先是促进地方技术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

育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 ; 其次 , 是带动区域经济结构

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 ; 同时 , 也是高新技

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高新区应该从国际分

工、区域分工、省内分工 3 个层次来定位地区优势产业 , 多

维度分析自身具备的产业优势和面临的发展机遇 , 做好特

色产业选择工作。

资源型区域高新产业特色选择研究
———以太原高新区产业发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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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产品) 细分市场、培植潜力原则。从世界范围内分

析高新技术及产业的发展态势来看 , 我国在核心领域和关

键技术环节上很难突破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 , 只能处在高

技术产业发展格局的边缘。经济技术欠发达的资源型区域

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上面临着同样的发展形势。自主技术

创新必须从地方具有优势或基础的技术出发 , 按照细分市

场原则对应用技术研发———试制———生产———营销的高

新技术产业化过程进行分析 , 寻找切入点 , 培植潜力技术

项目和潜力产品。

( 3) ( 技术) 承接转移、技术突破原则。承接国外高技术

制造业及研发环节向国内的转移 , 快速淘汰污染严重、高

消耗的落后工艺和装备 , 推广较低成本和采用无害、低害、

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新工艺、新技术 , 从而尽快转向更清洁、

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同时, 对一些战略性行业和关键技术

项目进行扶持 , 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 ,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使自主开发的技术和产品所占比重逐步增加 , 实现高技术

产业某些领域的重点突破 , 抢占产业技术的制高点。

( 4) ( 产业) 链式锁定、集群发展原则。高新技术产业具

有先天的竞争优势 , 但要想发挥高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

就必须完善高新区优势产业和地方产业体系的链条 , 建立

以特色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技术关联机制 , 使不同产业

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 , 从而加强新经济中产业结

构的整体性 , 形成以高新技术扩散为机制的产业集群。

2.2 特色高新产业选择的技术路线

首先 , 用专业化系数比较的方法确定地方优势产业 ,

同时 , 与资源型区域已选择培育的市场潜力产品相结合 ,

这样可以体现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两个趋势: 一是对传统产

业部门的升级改造 , 二是加快新兴技术领域的产业化。其

次 , 对选定的产业部门进行技术创新能力分析 , 确定技术

创新能力强、有持续发展实力的候选产业。最后 , 分析和地

方产业体系的关联效应 , 选择能够建立技术关联机制的产

业部门作为近期重点发展的特色高新产业和远期该区域

的优势产业 , 形成地方优势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 ( 见

图 1) 。

图 1 资源型经济区域特色新产业选择的技术路线图

3 太原高新区高新产业特色选择分析

3.1 地方优势产业部门和潜力产品

根据产业部门在全国、中西部和省域 3 个层次的区位

熵比较分析 , 太原市地方优势产业部门是:煤炭采选业、炼

焦和焦化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

造业、金属制品业、烟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等高新

技术产业。

根据山西省政府产业优化升级实施意见 , 确定 20 类

潜力产品进行重点培育 , 包括: 电铝联产及铝材加工产品 ,

特殊钢及钢材产品 , 电子信息产品 , 汽车零部件及专用车

产品 , 磁性材料产品 , 精细化工产品 , 高效化肥产品 , 清洁

能源产品 , 特色纺织产品 , 生物制药产品 , 卷烟、酒、旅游、

绿色农产品、新型建材和高标号水泥。

应该注意到 , 高新技术产品市场的发展趋势是 : ①随

着信息化工程在全社会的实施 , 电子信息产品市场将转向

应用软件、信息网络服务和相关的元器件及设备开发方

面 ; ②随着环保和节约理念在全社会的推广普及 , 绿色环

保型、节能高效型的产品和技术服务将走俏市场 ; ③随着

重化工业经济阶段的到来 , 消费热点趋向于耐用消费品和

住房 , 原材料和能源将面临巨大的需求缺口 , 给新材料和

新能源的发展带来市场机遇。

3.2 技术创新能力比较

从 2004 年太原高新技术产品统计数据来看 , 产品技

术水平达国内领先以上的为 234 项 ( 见表 1) , 其中 , 电 子

信息和光机电一体化分别占 1/4, 前者以计算机软件产品、

通信设备和其它类居多 , 后者集中分布在仪器仪表、监控

设备及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机械设备和先进制造技术设

备 4 个小类上; 新材料领域和其它高技术领域位居其次 ,

分别占 13.2%和 17.1%, 新材料以无机非金属材料、有机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和其它新材料为主, 其它高技术领域主要

是建筑施工技术服务 ; 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

刚刚起步 , 所占比例均低于 8%。

应该注意的是 , 有 10 项产品居国际领先水平 , 分别是

仪器仪表 3 项 , 医药 1 项 , 食品 2 项 , 环保 1 项 , 新材料 2

项和电子元器件 1 项 , 表明太原高新区在机械设备的自动

化、智能化产品和有关生物、化学技术的消费产品的开发

上具有技术优势, 而且这类产品在新型工业化阶段具有规

模巨大的市场前景。

从太原高新区自主创新的思路出发 , 结合国家优先发

展领域和太原高新区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分布特点 , 可重

点考虑技术突破的产业创新部门是 : 煤焦化 , 仪器仪表和

机械设备加工 , 高效节能、环境保护及建筑技术服务业 ; 可

重点考虑技术功能细分的产业部门是 : 医药和食品加工 ,

现代农业 , 都市加工业及计算机软件产业等。

3.3 地方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太原市面向“双新”基地建设 , 近期着力培育不锈钢生

产与深加工、重型机械设备、重型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制

药、新材料、旅游、物流 8 个成长性产业集群 , 形成优质冶

金、重型机械装备、现代服务业、都市型工业、高新技术产

业和清洁能源 6 大主导产业; 远期形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

的“三高一优一多”的主导产业 体 系 , 即高 层 次 都 市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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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加工度装备产业、高新技 术 产 业 、优 质 金 属 制 品业

( 不锈钢深加工) 和多样化的都市型工业。

考虑与太原主导产业及产业体系的关联效应 , 高新区

特色产业可从 3 个方面衍生 : 一是煤炭、冶金、机械、中医

药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 , 如煤炭行业的安全生产监测设

备、洁净煤技术等 ; 二是适应区域产业体系需求的关联产

业 , 包括延伸产业和辅助产业 , 如煤炭深加工 ; 三是有发展

潜力的新兴高科技产业 , 如电子信息产业、环保产业。

4 太原高新区产业特色发展的建议

4.1 太原高新区可选择的特色产业

机电一体设备制造业 : 主要包括煤炭采掘设备、数控

机床、高档铸件、载重汽车及零部件、环保机械、输变电设

备等产品的生产和研制。

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主要是航空仪器仪表、光纤产

品等新型电子元器件制造、光电仪表制造、通信设备和广

播电视设备等。

新材料产业:包括新型发光材料、高档油墨、镁合金、

纳米材料、特种钢、永磁材料、新型墙体材料、高科技耐火

材料的生产和研制。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服务本地政务、基础资源数据

库、电子金融、电子商务、企业行政管理市场、各类应用软

件开发。

生物医药产业:优势中成药品的现代化生产加工和品

牌化学药的研制和生产。

环保和新能源产业:环保型新型胶粘剂、清洁甲醇汽

柴油、烟气和尾气监测技术、生活垃圾能源化技术、

中央空调动态消毒系统等。

教育和技术研发服务产业 : 提供技术转移、复

合型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能人才的培训服务 ; 建立

技术研发、咨询、示范应用网络 ; 以特色产业部门为

服务对象的特需技术服务。

4.2 太原高新区产业特色推进的思路

太原高新区产业特色发展 , 一是应坚持与传统

优势产业结合“保特”, 二是应坚持从优势自主创新

中“强特”, 三是应坚持在产业环境中“创 特 ”。“保

特”指抓住全省传统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的机

遇 , 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传统 产 业 素

质 , 使传统优势产业新型化经营 ; “强特”是集合人

力、财力、技术不断完善具有竞争优势的自主创新

产品 , 使其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 市场份额不断扩

大 , 不断增强企业规模化经营 ; “创特”指围绕核心

企业的协作生产、聚集生产以及上下游生产关系 ,

挖掘市场潜力大、具有产业基础的新兴产品 , 与原

有产品的生产互补 , 形成产业群效应。3 条路径应相

互联系 , 互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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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原高新区技术水平领先产品的分类统计表

行业类别 产品类别 产品统计 所占比例( %) 备注

电子与信息

产业

电子计算机 4 1.7 国际领先 1 项

信息处理设备 5 2.1

计算机软件产品 19 8.1

微电子、电子元器件 3 1.3

光电子元器件及其产品 4 1.7

广播电视设备 5 2.1

通信设备 8 3.4

其它电子信息技术 11 4.7

生物医药技

术

医药卫生 7 3.0 国际领先 1 项

轻工食品 4 1.7 国际领先 2 项

其它生物技术产品 4 1.7

新材料

金属材料 7 3.0

无机非金属材料 11 4.7

有机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9 3.8 国际领先 1 项

其它新材料技术 4 1.7 国际领先 1 项

光机电一体

化

先进制造技术设备 11 4.7

机电一体化机械设备 14 6.0

仪器仪表 18 7.7 国际领先 3 项

监控设备及控制系统 14 6.0

新能源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9 3.8

环境保护 大气污染防治设备等 7 3.0 国际领先 1 项

航空航天 2 0.8

其它高技术 40 17.1

总计 234 100

资料来源: 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统计分析报告(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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