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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时北京、苏州、西安 3个高新区和区内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福州市高新区和区内产 

业集群发展模式，以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时福州高新区目前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思考，提出应走内涵型、集约式 

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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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州高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与存在问题 

福州市科技园区创建于 1988年，下辖 

马尾科技园、洪山科技园、仓山科技园，于 

1991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成立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首期规划面积5．5kin ，其 

中马尾园 1．4km ，洪山园 3．6km ，仓山园 

0．5kin 。福州市科技园区经过 13年的建设发 

展 ，实际已开发面积为 8．5kin 。ill 

1．1 发展模式 

近几年，福州市科技园区取得了较大发 

展。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以“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为宗旨，紧紧围绕加快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这一主题。加强体制创新和机 

制创新 ，努力营造优良的发展环境；健全技 

术创新体系，大力开展创业服务；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积极培育地方特色和优势产业， 

为壮大我市经济总量、提高经济质量做出了 

贡献。至20o2年，福州市科技园区完成工业 

总产值 138．31亿元，比创建初期增长了近 

200倍，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l1％，成为福 

州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1)“地缘引进”式技术发展模式。福州 

市科技园区由于有海峡优势，大力引进了台 

湾工业项目、资金和技术，同时，加强与国外 

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科技合作，引进核心 

企业 ，进而吸引配套企业的聚集，通过不断 

招商形成连接上、下游的产业链和产业群。 

以马尾园区为例 ，注重引进“种子”企业 ，通 

过与“种子”企业的技术 、产品等配套，目前 

已形成以台资高科技企业为核心的 IT产业 

集群。同时，洪山园区创办初期拥有一部分 

乡镇企业 ，经过项 目引进 、技术引进与发展 ， 

逐步培育出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此外，马尾、 

仓山、台西园区还具有较强的科技孵化功 

能，在依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引进项目、引 

进技术后，已培育出一批在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新材料以及软件产业等高新技术领域 

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如实 

达 、新大陆 、创识 、华融、建榕 、金山制药、丰 

泉、榕基、宏智等企业(集团)。 

(2)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集群发展模式。 

以“地缘 引进”式技术发展模式为主的园区 ， 

以优惠的政策和地理优势，吸引了中华映 

管 、LG、NEG等世界著名企业前来投资办 

厂，通过不断招商引资形成连接上 、下游的 

IT产业链，同时，园内的民营高科技产业为 

其进行配套生产 ，使产业链不断延伸，进而 

发展成为高科技产业集群。因此，核心企业 

人住是园区发展的关键。从马尾科技园区的 

产业集聚过程来看，首先是吸引核心企业人 

驻，借此带动紧密层配套企业人驻；随着核 

心企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进一步带动松散 

层的配套企业进入，形成企业集聚；同时，由 

于配套企业的大量聚集，吸引了相近产业的 

企业人园。随着大型核心企业问的市场竞争 

和不断创新，带动了配套企业问的竞争和创 

新 ，促进产品技术更新换代，从而带动新一 

轮的企业协作 、配套，形成了更多企业的集 

聚，促进产品链和产业链的延伸和特色产业 

集群的形成，园区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展。例 

如，1994年华映光电在马尾科技园投资建 

厂，带动了宏吉电子、坚宏电子、允有电子 、 

顺明电子等配套企业人园，随着华映光电的 

产值从 1995年的0．15亿元上升为2003年 

的 56．3t2l亿元；又带动了JVC、LG、NEG等大 

型企业相继投资建厂；大型企业问的互补与 

创新进一步推动了华映光电产品技术的创 

新，进而促进了福州华映视汛有限公司、福 

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福州华映数码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福州兆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嘉溢电子的投资建厂，推动了TfTr—LCM 

和PDP大型攻关项目的实施，使马尾科技园 

聚合了包括爱普生、JVC电子 、东北理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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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一批世界知名企业，形成了强大的电子 

信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园区规模逐渐扩 

大。 

1．2 存在 问题 

(1)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 

业。纵观福州市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地缘 

引进”式技术发展模式，虽然推动了园区的 

发展，但相对忽视了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技术核心企业的培育。在知识经济时代 

中，经济的增长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 、传 

播和应用。知识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根本 

区别是知识成果成为生产 的支柱和 主要产 

品，知识和智能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也是园区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培 

育和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 

业，成了园区发展的动力。 

(2)同类企业集群化程度低。园区发展 

至今，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提供土地和优 

惠政策吸引企业人园，形成企业聚集的，但 

企业之间缺少横向联系，龙头企业没有形成 

“羊群效应”。这种企业的聚集仅仅是一种 

“物理”上的集中，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聚 

集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新区数量的增 

加，政策空间日益缩小 ，靠优惠政策生存的 

理念已渐渐成为过去 ，因而这种聚集的脆弱 

性暴露无疑。 

(3)园区环境建设与集群发展缺乏同步 

性。目前，科技园区环境建设还停留在基础 

设施建设上，缺少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 的 

各种高水平设施建设，如各种公共技术的专 

业实验室、检测室等。同时，对于环境如何与 

集群的技术类型相匹配、环境的最低容量和 

饱和容量、环境的动态变化等问题还未引起 

注意。即某种环境并不是适合所有技术类型 

的企业，在集群发展过程中，环境在各阶段 

的状况和作用也有所不同。 

(4)“产学研”共同体尚未建立。大学、研 

究所等科研机构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 

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知识的溢出效 

应为集群企业的形成、培养和发展提供了必 

需的人才、技术等条件；另一方面，它们的创 

新成果和科研能力往往是集群内高新技术 

企业创新的基础，会极大地刺激创新，从而促 

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高。同时， 

科研人员又在与企业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创 

新的激情和动力．在促进企业获得经济效益 

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产学研共同体 

在产业集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从福州 

市科技园发展来看，真正的产学研聚集体尚 

未形成。 

上述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制约福州市 

科技园区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改变 

目前这种状况，促进园区可持续发展，合理 

选择福州市科技园区今后的发展模式已是 

当务之急。 

2 关于福州高新区产业集群发展模 

式的思考 

科技园是高新技术企业集中的地方，园 

区中的企业对创新和市场开拓有更高更新 

的要求，因此科技园的管理和发展必须用新 

的策略来定位。目前，福州科技园区的发展 

主要以引进技术、资金 、项目和企业为主，大 

多数企业类似于硬性嵌人园区的独立单元， 

而不是根植于园区的社 区网络中，企业与企 

业之间也没有形成一种协作与竞争交织的 

良性关系。这种状况导致科技园区发展模式 

必定是外延型的、粗放式的。 

外延型、粗放式的发展是指园区片面追 

求企业数量的增加，不顾企业的质量及其相 

互关系。这种发展方式 ，致使企业间缺少产 

业关联性，不能形成良好的分工与合作，导 

致各个小企业都是封闭的大而全的生产系 

统，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都很高，产品市场 

竞争优势不强，企业发展受到抑制；同时，又 

由于人园企业缺少高水平的分工与协作，新 

企业的衍生、繁殖都非常困难，致使原有企 

业集群缺少新鲜力量。因此，采取内涵型、集 

约式的发展模式是福州市科技园产业集群 

发展的一项战略选择。 

内涵型、集约式的发展是指园区根据现 

有产业基础，以引进其配套企业和相关产业 

为主，构建高效产业链，逐步实现产业集群 

化发展。园区内的企业在展开激烈竞争的同 

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与合作，相互 

学习，形成一种协作与竞争交织的良性关 

系，真正实现企业及产业的持续增长，进而 

依赖内部的合力推动科技园的持续发展。企 

业与园区互动，构成一种双向正反馈的良性 

关系，推动企业与园区的共同发展。这种发 

展模式能够促进园区形成区域创新网络和 

高效产业集群，园内的企业同园外的对手竞 

争时表现出显著的竞争优势，如生产成本优 

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市场竞争优势等。 

内涵型、集约式的发展模式显然更具有 

发展的潜

业与企业 、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发展 ，还要 

求企业与园区之间协调发展，呈现出企业、 

产业与科技园区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即通 

过一部分核心企业的发展来吸引和带动周 

边企业的发展，企业群落的壮大又将促进园 

区的成长；反过来 ，园区的发展也将进一步 

吸引企业的集聚而带动产业群落的生成，促 

进企业的高速发展，从而实现企业与园区在 

可持续发展上的双赢。但归根结底，企业是 

园区发展的核心要素，所以企业的发展是根 

本问题，也是核心问题。 

从内涵型、集约式的发展模式来看，由 

企业集聚带动园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 

有 4条：一是新生企业的大量繁衍出现 ；二 

是外部企业的进驻；三是现存企业的渐进性 

增长 ；四是龙头企业的快速扩张。园区的初 

期发展强调吸引外部企业的进人 ，为园区的 

发展提供核心要素和基础，但是，这也是引 

发科技园区问题的症结所在，即企业不能植 

根于园区发展 ，企业与企业 、企业 与园区间 

缺乏互动。集群式园区发展主要依赖的是路 

径一和路径三，即新生企业的大量繁衍和现 

存企业的渐进性增长。这两种发展途径形成 

的企业集群有两个特点：一是企业与企业之 

间的关系紧密，信息渠道畅通 ；二是企业共 

同关注相近产业，专业化特点突出，能产生 

集群效应，形成高效率和高创新性。 

结合福州科技园现有的特点，要逐步选 

取一些有条件的园区以新生企业的大量繁 

衍和现存企业的渐进性增长为主要的发展 

路径，以内生发展为目标，提升自主创新的 

力度：实现内涵与外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因此，应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2．1 在科技园发展过程中明确政府定位 

首先 ，政府不应以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 

的动机与方式介人园区管理，因为这样会破 

坏企业与企业间的平等竞争与协作关系，切 

断政府与企业间信用及联系链条。其次，政 

府应通过高质量、低成本的要素支持，如风 

险资本的投人与退出机制的建立，高质量的 

生产 、生活设施 ，高素质 、专业化人才等投 

人，从外部为园区构造一个生存、发展的平 

台。第三，政府还应通过对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的投人，鼓励高校与研究机构的成果向科 

技园区转移，推动园区企业间研发的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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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推动科技园区的知识积累与创新能力 

提高，使晦榱科技研究开发能力与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均衡提高。政府还应加强园区之间 

的分工、协作与协调，使园区之间的合作在 

更高层次上展开，同时还应采取各种方式推 

动本省园区与省外园区的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拓展园区的发展空间。 

2．2 努力探索福州市科技园区新型的管理 

模式 

科技园区的管理模式是关 系科技 园区 

发展的重要命题。成功的管理模式带来园区 

与企业的联动发展，使竞争优势在企业之间、 

企业与园区之间两个层次 同时体现。基于 

集群战略的全球科技园区的管理模式主要 

有4种：一是政府管理型，如我国的大多数园 

区实行的管委会管理制度，台湾地区的新竹 

科学工业园也是政府管理型的；二是大学管 

理型，如英国的剑桥科技园由剑桥大学圣三 

一 学院管理 、美国的斯坦福科技园由斯坦福 

大学管理；三是公司管理型，如英国的阿斯顿 

大学科学园由伯明翰技术有限公司来管理； 

四是政府、大学、企业联合机构管理型，如美 

国以三所大学为顶点构成的三角形地带中 

央的北卡罗来纳三角科技园，园区由政府、学 

校、企业等各方代表组成的基金会管理。这 

些管理模式展示出丰富多彩的形态，它们各 

有成功的案例，如采取官、学、产共管模式的 

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采取政府管理 

模式的日本关西科技城；与我们同根同源的 

台湾地区采取的是政府管理型的模式，通过 

这种模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 

新竹科技园区管理模式注重的是创新氛围 

的营造，企业生态链条的构建，科技信息的跟 

踪和科技成果 的转化 ，但我们现有的园区管 

理目标体系却还普遍停留在招商引资、土地 

开发、技工贸收入等，这些显然急需以成功园 

区的管理模式为借鉴进行变革。 、 

2．3 明确各园区的定位 ，调整各园区的发展 

规划 

理清各园区的作用和发展方向，首先要 

突出马尾园区的龙头地位，将马尾建设成综 

合性园区。作为整个福州科技园的主体园 

区．马尾园区应重视现有相关高新产业的网 

络体系的建立，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 

完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造局部竞争优 

势。同时，扩大园区面积，吸引更多大型企业 

入驻园区，突出培育与发展优势产业与产业 

集群的功能，构建综合性园区。洪山、台西两 

个园区则要依托高校和大学创新创业的特 

点，突出转化科技成果，孵化科技企业，培养 

高科技企业人才的功能，形成专业孵化园 

区。仓山园区则应在现有企业基础上 ，加强 

园区软环境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相关企业入 

园，不断完善特色企业链，发展成有特色的 

专业化高新园区。 

2．4 建立分工协作的产业网络体系 

对福州市高新区的产业布局要坚持以 

分工协作，本地结网，形成产业集群来安排 

项目。努力促使大中小企业紧密结合，形成 

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针对现有 

高新区产业配套能力弱的现状，可以以大中 

型科技企业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 

衍生出一批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 

这样既可以大量增加新增企业数，又可以增 

强企业的根植性和竞争力。企业之间通过分 

工与协作可以更好地共享信息，发挥协同效 

应。每个园区应围绕一、二个主导产业进行 

重点建设 、配套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高科 

技产业集群 。 

2．5 加强高新区产业集群文化的根植性 

硅谷成功的经验表明，一个成功的高新 

区产业集群需要有一种与科技企业发展特 

征相容的区域文化来支撑，而产业的集聚又 

促进了产业文化的升华。集群的诞生使经济 

主体之间容易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产业关 

联和共同的产业文化，并且创建出一套行业 

规范，使企业共同遵守。在行业规范的指导 

下，企业相互信任和交流，从而加快了新思 

想 、新观念 、新信息的扩散及创新 速度 的提 

高，节约了

群文化既根植于产业集群，又是产业集群形 

成发展优势的制度来源和保障。 

2．6 加强园区产业集群配套环境建设和中 

介服务机构的建立 

一 种环境并不是适合所有技术类型的 

企业，或者说，对不同技术类型的企业，环境 

的最低容量和饱和容量都是有差异的。因 

此 ．根据园区内产业集群 的发展状况进行园 

区环境相应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另外，要建 

立一个良好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健全的中介 

服务体系是必不可少的。高科技企业在发展 

的过程中需要各种服务机构，如在高科技发 

展前期需要市场分析、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 

中期需要制定、测试和市场检验，后期还需要 

推广销售、技术服务、物流配送等等 这都要 

求在集群企业内加强技术转化、信息咨询及 

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中介服务体系。国外高新 

技术产业的成功经验表明，风险投资企业的 

聚集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是至关重要 

的。因此，福州市科技园的成长亦需要大量的 

风险投资公司进入区内。一方面要积极吸引 

国外风险投资资本，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 

国内资金来源，成立更多的由多元投资主体 

构成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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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Model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 Hi—tech Development Zone in Fuzhou 

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model of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s in Beijing。Suzhou．Xian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he zone，the paper thinks about developing model of Fuzhou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at present，and puts forward the way of intensive developing mod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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