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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西现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个及数个省级开发区，这些开发区是陕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依托。然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效应却制约着园区效能的发挥，消除园区孤岛效应是园区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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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高新技术分布 

密集的地区．是区域发展的增长极。陕西现 

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个及数个 

省级开发区．这些开发区是陕西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重要依托。然而，由于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 区 与区域 之 间的 多重二 元结 构所 致 的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效应却制约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区域经济发展 中效 

能的发挥。因此．消除园区孤岛效应是园区 

效能发挥的必要前提 。 

1 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是陕西实现 

跨越式发展 的重要依托 

缩 小 地 区差 距 是发 展中 国家 面临 的 区 

域发展 问题 之一 。从发达 国家f地区1及我 国 

部分地区的发展实践看 ．落后地区要缩小与 

发达地区的差距，必须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而跨越式发展道路多是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 展得 以实现 。美国的西部开发 、日本 的北海 

道开发，都是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取得了成功。 

陕西是个科教大省，省内有西安 、宝鸡 、 

杨凌 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发 

展 高新技术 产业 的有利条 件 。另 一方面 ．陕 

西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东 

部 沿海省份 的差距 日益拉 大 ．在西 部 12省 

区中也位居中后 。发展态势不容乐观。若按 

常规发 展 。现 有 的差 距不 但不 能缩 小 。反 而 

会继续拉大 ．因此 ．必须立足于发挥高新技 

术产业的先导作用．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 

道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其便利的区位 

条件。灵活的体制及人才基础成为高新技术 

产业化的基地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的建设 ．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到新 

加坡、印度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园都 

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亮点．是新经济的典型示 

范区和先行区。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带动和影响着陕西区域经济的 

发展．其效用主要表现如下： 

(1)区域 经济增长 的带动效应 。高新技 

术具有强劲的增长力。其发展相应地拉动了 

与之配套的基础产业、基础技术和应用开发 

技术的发展，促成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 ．并 

为传统产业的改造提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 。 

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带动下，形成区域合理的 

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 

(2)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效应。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随着 

其发展实力的壮大 ，开发区有限的空间已不 

收稿日期：2003-06—17 

作者简介：姚蓉，女，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经济研究所讲师，理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180 科技进步与对策·1月号·2004 

能完全容纳原有产业的发展需求．势必形成 

原有产业的扩张 。这种扩 张是 高新技术 产业 

自我积累能力提高的结果 ．使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 区的影 响 力波及 园 区外 ．并从技 术 结 

构、产业结构、体制、文化等多个层面辐射整 

个区域。 

(3)创新示范效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是先进的管理体制 、运行机制及文化的聚合 

区，新技术、新观念、新模式所引发的示范效应 

使区域产生相应模仿。加快区域创新的进程。 

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效应 

制约着园区效能的发挥 

孤岛效应原是生态学上指生态系统内 

的子系统与该系统其它组分间缺乏应有的 

物质交换与能量循环。不相协调发展的封闭 

现 象。这一概念后被广泛地引 用于无线 电通 

讯、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效应主要 

是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其腹地间在产 

业 、技术 、体制等层面二元结构明显．相互之 

间缺乏对 接通 道而 出现 的 园区与 区域 发展 

相脱节的状况。 

纵观 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 区的发展历程 ． 

我们不难找出园区孤岛效应的成因。以西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例，该园区创建于 



1988年 5月．1991年 3月晋升为国家级高 

新区。创建初期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之下 ，因其不同 

于 区域 的全新 的管 理体 制 和市场 化 的运 行 

机制而快 速成长 ，形成 园区 内外 明显 的二元 

化体制 。随着 区域经 济的不断 发展 ，这 种二 

元化体制 并未消除 ．严重制 约着 开发 区与区 

域的协调发展。一方面是区域内传统计划经 

济体制的烙印依然存在，区域不能为园区的 

辐射扩散提供适宜的环境 ，不利于园区辐射 

效能的发挥 ．园区与区域间缺乏应有的协 

作 ，导致园区在区域之外寻找合作对象；另 

一 方面 ．区域旧有体制也 在不 断侵扰着 园 区 

的全新体制 ．使园 区发展 体制环境 变质 ，园 

区活力不足 。体制性差异 的“围墙 ”将园 区内 

外相隔离 ．不利于开发区示范效应和辐射效 

应的发挥。区域发展缺乏增长极 ，园区发展 

无坚实的腹地支持 。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效应不仅 

体现于体制层面．同时．也表现于产业结构、 

产业技术结构等层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中的高新技术产业多是以电子信息产业 、医 

药制造业等为主，产业孤立技术和产品较 

多，与区域间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 

构等方面相错位。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未 

从 区域产 业发 展现状 出发而 制定 相应 的发 

展 目标。区域现有 的基础性 产业体系和基础 

性人才与园区产业发展的要求并不吻合 ．应 

用开发技术体系薄弱，致使园区的技术扩散 

难 以辐及 园 区以外 ，从 园区而 言 ．园 区成 为 

技术、产业孤岛。同区域之间在技术结构 、技 

术布局方面落差过大。这一现象存在于不同 

类型、不同等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 

如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该区现已成为 

全国自主知识产权最密集、最具发展活力的 

高新区之一 ，却仍然存在园区发展与区域发 

展脱 节的现象 。从 区域 角度而言 ，以西 安为 

核心的关中地区加工工业基础雄厚．科教优 

势明显，理应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 

供 良好的技术协作体系。然而，包括西安在 

内的关中产业区的现代加工工业体系主要 

形成 于“一 五”、“二 五”及 “三线 ”建 设 时期 ． 

是 以大 中型 国有企业 为主 。 目前 ．大多 数国 

企 自我发 展能力不 足 ，企业技 改步伐 缓慢 ． 

缺乏对高新技术的广泛及时应用 ．企业的技 

术水平并未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提高，对 

高新技术缺乏提供有效需求的能力 ．加之高 

新技术与传统产业升级的技术要求亦存在 

距离 ．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孤军作战 ，不能 

满足传统工业改造的技术需求的局面，高新 

技术产业的效能难以发挥。由于国企的不景 

气 ．产业工人缺乏技能提高的动力，技术工 

人大量 流失 造成基础性 技术人才 的缺乏 ，园 

区与区域间缺乏合理的人才结构。由于上述 

问题的存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区域问 

迟迟难 以步人 良性互 动的轨道 。 

3 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孤岛效 

应的对策思考 

以高新 技 术产业 开 发区 为增 长极 带动 

区域发 展是陕 西 “一 线两 带”建设 的重要 内 

容 ．也 是陕西实 现跨 越式发展 的依托 所在 。 

因此，必须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 

效应．增进园区与区域的融合 ，加强相互间 

的协作。 

首先 ．应重视园区制度创新 ．通过制度 

创新．强化园区辐射力。制度是一种行为规 

则 ，涉及社会 、政治、经济行为，合理的制度 

安排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著名经济 

学家吴敬琏曾经指出制度重于技术，重于资 

金。对陕西而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必须 

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为园区发展提供相应 

的制度保障。陕西省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开发区所处的时代背 

景 和发展水平 与发展初期大 不相 同 ．原有 的 

体 制 和机制 不 能完全 适应 园 区的持续 发 展 

需求。在这些制度安排之下，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借助技术 、人力资本和资金等的投 

人 ，并不能实现园区的强势扩张。因此．园区 

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制度创新 ，建立一系列符 

合发展需求的制度，以此为动力推进园区发 

展 。制度创新的 内容应涵盖与园 区发展有关 

的诸多方面，如科技管理体制 、人事管理制 

度 、分配制度、奖励制度 、社会保障机制等。 

制度创新应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及 WTO相关 

规则，本着以人为本的思路来推进。对陕西 

而言，应进一步完善科技管理体制，转变政 

府职能 ，改变那种以计划配置科技资源的管 

理体制，强调以市场为主配置科技资源的管 

理体制 ，政府的角色定位应侧重于为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 提供服务 。发挥人 的创 造性 ．应 

着重人事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创新．如建 

立以股权多元 化为基础 的法人治理 结构 ．引 

人年薪制、期权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此 

外．对于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运作更需 

要市 场化的制度安排 ，如改变过去 的直接投 

资 ．建立新型投融资体制 ，建立创业投资机 

制 、信贷担保机制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 

产权 交易市场等 。 

其次．加强园区与区域的协作与沟通。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孤岛效应主要源自园区 

与 区域在体制 和产业两方面缺乏对接通道所 

致。因此．加强二者间的沟通与协作是实现良 

性对接的前提。要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 

立足于区域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力求为区 

域产业结构调整 和技术升级服务 ；另一方 面， 

区域 内的传统产业要加快技改步伐 ．重视基 

础工业体系 、基础性人才 队伍及应用开发技 

术体系的建设，为园区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技 

术需求和产业基础。此外，园区内外应推行统 

一 的发展政策 ，消除政策差异造成 的园区 内 

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引力差异，拓展园 

区发展空间。同时，加强区域文化建设，倡导 

开拓创新及不断进取的精神。 

除上述 两点外 ，区域 内城 镇群 、基础 设 

施 及 环境建 设也 是 消除孤 岛效 应应 考虑 的 

方面。区域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腹地．区 

域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着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提高区域发展水平必须加快陕西城镇 

化的步伐。对于陕西而言，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大都聚集在关中，所以提高关中发展水 

平必须加快关中城镇群建设 。关中城镇群建 

设要 突 出西安 、宝鸡 、咸 阳等 中心城 市 的功 

能，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关中小城镇建 

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布局在交通 

干线附近，紧邻人才聚集的大学城或大城 

市，以利于信息获取和对外交流 ．要求具有 

优 质的生态环境 。区域环境 和基础 设施 的建 

设恰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的发展提供 

所需的区位条件 ，因此必须重视区域环境的 

建设，提高区域与园区之间的快速通达能 

力 ，创建优质自然环境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法制环境 、服务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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