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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适应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我国自上个世纪8O年后期开始，先后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 

区。经过 lO多年的发展，它们已是良莠不齐、两极分化。根据聚集经济的要求，应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重点开发 

的对象，以保证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重点扶持，从而为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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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布局特 

点 

(1)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空间分 

布高度集中。大部分分布于东部沿海 l2个 

省市区，尤其是集中在广东、山东和江苏3 

省，共有 l5个国家级高新区，占全国高新区 

总数的28．3％。从理论上讲，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空问分布与该地区高新技术资源 

空间分布应基本一致。然而，就其拥有的在 

校大学生数来讲 ，广东、山东和江苏这 3个 

省仅占全国总数的 l7．7％，他们的县级以上 

政府部门所属研究与开发机构自然科学技 

术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总数亦只占全国的 

12％。可见，这 3个省的高新技术实力与其 

在全国高新区中的地位不太相称。我国高新 

区这种分布态势与国际上比较公认的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本国科技实力的原 

则有着较大差距。 

(2)南方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 

目略多于北方。以秦岭一淮河为界，南方诸省 

市拥有 23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北方诸省市 

有 2O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南多北少的 

局面。 

(3)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东西分布 

极不平衡。从沿海一中部～西部，国家级高 

新技术开发区数量比是 29：14：10。东部沿海 

地带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数 目比中部 

和西部两者之和的数目还多，而且主要集中 

在辽宁、山东、江苏和广东4省，其数 目占沿 

海地区的62％、占全国的34％。从东部沿海 

依次经中部地区再到西部，高新技术开发区 

的分布逐渐递减，而位于西部地区的西藏、 

青海和宁夏等省、自治区至今还没有一个经 

国务院批准的高新区。这与各地区高新技术 

资源空间分布基本一致。 

(4)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空问布局过于分 

散。从空问布局上来看，目前全国设立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有 53个，其它省级高 

新区更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然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群聚性 

而不是分散性，因为高技术企业的群聚更有 

利于配套产品的供应和技术信息的交流，有 

利于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美国拥有世界上 

最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但它们基本上集中 

在硅谷、波士顿 128号公路以及华盛顿 3个 

地区。其中硅谷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技术研 

究与制造中心。因此，作为借鉴，我国大可不 

必人为地设立那么多的高新区。 

(5)高新技术开发区目前已出现了“马 

太效应”。综合国内外的评价指标体系，按创 

新能力、经济实力、社会贡献、区位条件和对 

外开放程度，然后进行聚类分析，可以看出， 

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只有北京、上海、深 

圳和广州的综合发展水平较好，仅占国家级 

高新区总数的8％。发展水平～般的高新区 

有南京、武汉、石家庄 西安 、成都 、青岛、苏 

州、天津等 8个，占国家级高新区总数的 

l5％。而发展较差和极差的两种高新区之和 

却占国家高新区总数的77％之多。由此可以 

看出，绝大部分国家级高新区都处于相对弱 

势，表明我国高新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 

经出现两极分化。这种现象如不及时加以改 

变，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还会严重阻 

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 

2 聚集经济及高新技术产业聚群 

(1)聚集经济及其特征就是指特定的领 

域里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 

中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它是经济活动在空间 

上的非均衡分布而呈现出的一种局部的聚 

集特征。这种聚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与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对应，又彼此 

发生交互作用。与内部规模经济不同，它不 

是单一企业内部规模扩大所产生的经济效 

率，而是当聚集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它能 

对单一企业带来若干好处，使其更有效率。 

聚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地理位置集中；产 

业领域集中；相关人才集中；原料和产成品 

相对集中；行业信息集中；买者意向集中和 

配套机构与设施集中等，是特殊地域、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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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业文化、产业技术链和产业价值链 

等因素的集合，其实质是竞争、合作、交流、 

知识共享和文化共通。 

(2)产业聚群是聚集经济的典型形式。 

产业聚群是相关产业在一个地 区的集 中和 

以多种环节联系在一起。这种集中需要特定 

的地理、资源、政策和人文条件。高技术产业 

聚群是指应用面广、辐射作用大的高技术， 

如微电子、电脑和网络 ，在应用过程中会不 

断开辟新的需求和产业，发展新的技术和产 

品，在其周围汇聚大批相关企业，当高技术 

企业群达到临界数量时，在一个地区就会形 

成产业聚群，成为类似硅谷的高技术园区 

产业聚群已经成 为产业经济发展 中的典型 

现象，是产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表现，是产 

业的关联性和外部经济性等经济规律共同 

作用的结果。 

在我国现有的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 

发区中，多数开发区并不是完全按照以产业 

分工为基础、产业问互动发展为核心的原则 

来建立的。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 

严重。产业聚群的直接原因只是高新区优惠 

的土地、税收政策。因此，这种产业的空间聚 

集只不过是企业的盲目堆砌，而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产业聚群。因而难以实现真正的聚群 

竞争力和 良性发展势头，也就不能长期 、稳 

定、持续地推动科学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 

进程。 

3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布局的 

合理化方案 

在目前资金、技术等资源十分有限的情 

况下，应把有限的资金、技术集中投放在具 

备发展高新技术条件的少数地区进行重点 

开发 只有如此，才能起到投入少、见效快的 

效果 而这些少数地区应该是智力资源密 

集、经济技术发达、基础设施完善、信息资源 

丰富 、生活环境优越的城 市化地 区，而且这 

里高新技术企业大量聚集，初步形成以产业 

分工为基础、产业问互动发展的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这样既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 

产值、技术创新的迅速跨越 ，又可减少生产 

要素空间转移的交易成本和摩擦成本，同时 

还有利于建立地区问的经济技术联系，发挥 

高新技术增长极的聚集和扩散作用。 

(1)建立以北京 、上海 、深圳 、西安和杨 

凌高新区为重点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增长极。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影响力覆盖 

全国，具备世界级科技资源，所以应以国际 

一 流水平的标准加快建设，使之尽早发展成 

为智力资源密集型的高新区，成为我国高新 

技术的最大辐射源；上海、深圳、西安和杨凌 

高新区分别作为不同类型、不同地区高新区 

的杰出代表和西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核心基地，应以国际水平的高新区标准加 

以建设。其中，上海作为生物和信息产业发 

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基地；深圳作为香港与内 

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纽带、国际融资窗口 

和南方信息产业基地，充分发挥政策环境和 

对外开放的优势，重点发展知识与技术密集 

产业，产品应主要面向国际市场，逐步形成 

有 自己特色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工基地； 

西安和杨凌可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技术创新 

基地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 

(2)要抓好武汉、天津、沈阳、南京、苏 

州、青岛、杭州、广州、重庆、成都等区域性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中央宏观政策指导和 

专项资金支持下，加大改革力度，创造良好 

环境 ，提高办区质量，以国际科技工业园区 

的标准进行

实现国家高新区整体发展质量的大幅度提 

高。 

(3)其余的原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已 

演变为具有省区意义的高新区，依靠各省区 

政府和经济集团的实力进行开发，形成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极。坚持对原有省级高新 

区或地方高新区进行全面整顿，不具备发展 

高新技术开发区条件的省区不应设立高新 

区，避免“遍地开花”式的重复建设所造成的 

资源浪费。同时，在发展方向上应做好这些 

省级高新区的合理分工，以便更好地发挥各 

自的优势，建成各具特色的高新区，以高新 

技术产业带动所在省区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建议只保留北京、上海、深 

圳、西安和杨凌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从 

而形成高新技术产业资源的集中投入，充分 

利用上述地区已有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 

规模．实现上述地区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 

促成环渤海高新技术产业带、长江三角洲高 

新技术产业带、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带 

以及沿欧亚大陆桥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快速 

崛起，并将这些地区早日建成带动全国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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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acial Distribution of 

High—Tech Developing Parks in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hi【gh—tech development tendency，53 state level high—tech developing parks 

had been set up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later period of 1980s．There are better and better as well as worse and 

worse high—tech developing parks in our country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development．According to the accu 

mulative economy，only a few parks in which high—tech industries have been developed well now could be cho‘ 

sen to be the growing pole of high—tech developing parks，therefore it is guaranteed to concentrate high—tech re— 

sources on fostering emphatically and create an atmosphere to develop the high—tech industry rapidl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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