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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新技术产业开发带成长机理研究 

康 江 峰 

(宝鸡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系陕西721007) 

摘 要：论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构成要素，分析了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条件，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 

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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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构成要素 

与条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带作为一种孵化高新技术产业的理想 

平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许多发 

达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带。尽管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名称不 

同，但其在内容、构成要素、效应及成长规律 

方面却有着很强的共同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是指以地理、交通 

和产业关联为纽带，依托科技资源比较集 

中、经济技术基础良好的大中城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示范)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所 

发展起来的一种产业经济体系。它以交通干 

线为轴心，以地缘相近的大中城市为节点 ， 

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示范)区为依托，以高 

等学校与科研院所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企业 

为主体，以制度创新为特征，是拉动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构成要素一般 

有： 

(1)城镇体系与经济腹地。城镇体系通 

常由大型中心城市 、中型卫星城市 、小型城 

市和乡镇构成，形成了：大型中心城市—— 

中型行星城市——小型卫星城市——乡镇 

的体系。现代经济是城市经济，城镇是经济 

资源高度密集的区域和现代经济体系的主 

要支撑点 ，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因 

为技术．信息、生产、流通、消费等主要集中 

在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先导性产业为经 

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城镇体系 

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形成的必备构成 

要素。城市密集的人口、庞大的市场、完善的 

基础设施、发达的基础性产业、丰富的智力 

资源会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极其有 

利的条件，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理想温 

床，最终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发展提供 

强有力支撑。任何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 

如果没有城镇体系的支撑，是根本发展不起 

来的。这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关中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发展的实践可以得到 

佐证。除了城镇体系之外 ，辽阔的经济腹地 

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一个构成要素， 

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空间与舞台。辽阔的 

经济腹地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带的形成：一是高新技术企业回旋余 

地大，可以纵横捭阖；二是可以为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经济资源。 

(2)科技创新因子。高等学校是知识创 

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科研院所是 

进行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承载者。高等学校与 

科研院所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不可缺少 

的构成要素。此外，高新技术企业也是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带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快速发展说到底还是要 

靠高新技术企业来推动。 

(3)高科技产业发展平台。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大学科技园进 

行了大量的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为高新技 

术产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理想的平台。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带来的高科技产业之所以能 

够以高于其它区域的速度发展，高科技企业 

之所以适宜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内孵化， 

就在于它进行了制度创新，实施了一整套异 

于其它区域的管理体制，从财政政策、金融 

政策、产业政策到人力资源开发，进行了～ 

整套的制度创新。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创 

新，就不会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 

(4)要素通道。技术、资本、人才、信息、 

政策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是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带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要实现这些要 

素的优化配置就必须使之在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带内自由流动。这就需要建立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带与外界进行要素对流的 自由通 

道。如技术通道、资金通道、人才通道、信息 

通道和政策通道等。 

从目前国内外已有的高新技术产业开 

收稿日期：2oo3一O1一o7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资助科研课题(03JK028) 

作者简介：康江峰(1964一)，男，陕西兴平人 ，经济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 ，宝鸡市人 口学会副会长，宝鸡市经济学学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高 

科技产业。 

2004·10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85 



发带来看，一个地区要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带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1)生态环境良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个污染严重、生态 

灾害频繁的地区很难想象能发展起高科技 

产业，更不用说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 

了。 

(2)基础设施完善。发达的通信，便利的 

交通，完备的城市供水 、供电 、供气设施 ，教 

育、文化、科技、医疗、金融、商业等基础性产 

业的长足发展，这些都是建立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带所必不可少的。没有完善的基础设 

施，现代工业就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也就失去了基础。 

(3)智力资源密集。高新技术产业是以 

高技术人才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区是以 

人才为支撑的。从理论和逻辑方面看，密集 

的智力资源是决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建 

设成败的关键因素。 

(4)坚实的工业基础。高科技产业不是 

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工业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很难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就更不用说建设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带了。 

(5)高新技术产业要有相当充分的发展。 

从长江三角洲和关中地区的情况看，这二者 

都是在高科技产业经过 了 1O多年的充分发 

展之后才开始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 

在这两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示范) 

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科技园、星火技术 

密集区等的长足发展，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带的建设奠定了雄厚的产业基础。 

2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发展规律 

从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发展 

历程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成长具有很 

强的规律性。这主要体现在 4个方面： 

(1)聚集生长规律：高新技术产业最初 

往往容易在那些区位状况良好、智力资源密 

集 、工业技术基础坚实 、基础设施完善的区 

域发展起来，并对周邻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 

强烈的吸纳作用，使之在这些空间点上聚集 

共生、相互渗透，形成规模优势。 

(2)点轴布局规律。高新技术产业最初 

总是在个别空间点上聚集发展起来的，然后 

再扩展到一系列空间点上 ，以交通干线或产 

业关联串点成线，集线成面。如关中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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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开发带最初就是先由西安、杨凌、宝 

鸡、咸阳、渭南、铜川等点开始发展，以陇海 

铁路、宝渭高速公路为干线，以线串点，集线 

成面，从而形成了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带。 

(3)高政策投入规律。与其它区域相比，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 

是高政策投入。在资本、技术、信息、土地、劳 

动、政策这6大要素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带对政策投入的要求尤其大。它要求政府与 

厂商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出台新的政策 ，建 

立新的管理模式。可以说，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带是政策密集型的。这从我国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带的发展过程就可以得到印证。在高 

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科技 

园和星火技术密集区内，国家实施 了一系列 

特殊的优惠政策 ，如人事管理、财政支持、金 

融支持、科技要素互动合作机制、风险产业 

投融资体系等方面新政策的出台就极大地 

驱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建设。 

(4)高风险与高成长相伴生的规律。高 

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大，成长速度快这是人 

所共知的。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成长的过 

程中，高风险与高成长相伴生是一大特征。 

这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发展过程即可得到佐证。 

3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效应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效应主要有： 

(1)中转加压效应。高新技术在转移扩 

散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定的阻滞，其能 

量不断衰减，速度逐渐降低，影响逐步减弱， 

就象池塘中扩散的涟漪一样。高新技术在传 

播的过程中，能够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内 

及时得到能量补充，实现中转加压，从而增 

强高新技术对周邻地区的冲击力，加快高新 

技术转移扩散的速度。这对于缩小经济区域 

之间的技术差距，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技术进 

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2)示范引导效应。高新技术产开发带 

内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 ，将会凋整开发带 

所在地区的产业结构 ，优化产品结构 ，提升 

技术结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带在建设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念更新、 

体制创新和发展战略创新无疑会启发周邻 

地区的思维，开阔他们的视野 ，并为其提供 

宝贵的经验。 

(3)吸纳辐射效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带发展到一定阶

我发展”的现象，对区域外的人才、技术、信 

息、资本产生强烈的“磁吸效应”，使之从其 

他区域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这种“磁 

吸效应”无疑会进一步强化开发带的高位势 

差，将人才、技术、信息、资本向周边地区扩 

散 ，通过增大对周边地区产品的需求 、到周 

边地区投资办厂、输出技术与人才等途径推 

动周邻地区的经济增长。 

(4)提升拉动效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带一般都是当地工业十分密集的区域，建设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可以使一个地区的高 

新技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然后用已发展起 

来的高新技术改造冶金、机构、汽车、能源等 

传统产业，以便提高这些产业的产品质量， 

增加产品功能，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科技 

含量和附加值。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 

迅速发展本身就能够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 

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9O年代以来，我国的 

信息产业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科技进步 

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5O％。高 

科技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 

动力之一。这就充分证明了高新技术产业的 

提升拉动效应。 

(5)孵化催生效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带实质上是一个平台，带内大大小小的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技术密集区和大学科 

技园是一种高效孵化器。这种平台和孵化器 

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 

评估事务所、专利事务所、风险投资公司、资 

讯公司、企业策划公司、工商税务机构 、金融 

中心、培训中心、网络中心、商务谈判、学术 

成果交流、项目鉴定、社区服务等机构，具体 

有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综合服务的功能。这 

种极具创新性的平 台可以孵化催生大量的 

高科技企业，以壮大本地区的高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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