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型系统的效率 , 以其强大的功能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向前

发展。

文化 动 力 是 区 域 经 济 发 展的 深 层 动 力 。当 今 世 界 ,

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 , 相 互 渗 透 , 文 化 的 作 用 越 来

越 突 出 , 经 济 的 发 展 不 仅 需 要 “硬 实 力 ”, 也 需 要 “软 实

力”, 而“软实力”的核心表现形式就是文化。文化结构和

经济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同构关系。文化是重要的经济资

源 , 可以转化为巨 大 的 生 产力 和 显 著 的 经 济 效 益 。文化

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是通 过 激 励 、导 向 和 凝 聚 力 实现 的 ,

缺 乏 其 中 任 何 一 种 功 能 , 或 者 其 中 哪 一 方 不 适 应 , 都 会

给区域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区域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

色 , 对地区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至 关 重 要 。技 术 只 是 一 个平

台 , 先进的区域文化才能 使 区 域 经 济 的 发 展 具 有旺 盛 的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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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是指选择一定的地域载体 , 在

财力、物力和技术资源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优势 , 通过一定

的优惠政策 , 利用本地的资源禀赋 , 营造局部优化的环境 ,

以着力开发高新技术 , 吸引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逐步聚

集 , 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效益的区域。自从美国的“硅谷”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 诸多国家都把兴办高新区作为加速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 提高产品国际竞

争力的重要举措。

湖北省近年来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不断增长 , 高新技

术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增加 , 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 占 工 业 增 加 值 的 比 重 , 已 由 1998 年 的 16.5%提 高 到

2003 年的 27.1%。2005 年 , 湖北省 13 个高新区呈现良好

的发展态势。据初步统计 , 2005 年 , 全省高新区完成技工

贸总收入 1395.5 亿元 , 同比增长 19.8%; 实现工业增加值

441.7 亿元 , 同比增长 29.2%。其中武汉东湖高新区完成技

工贸总收入 700 亿元 , 工业增加值 122.8 亿 元 , 分 别 较 上

年增长 20%、25%; 襄樊高新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340 亿元 ,

工业增加值 88 亿元 , 同比增长 82.7%和 80%; 宜昌、荆门、

葛店等高新区也发展较快 [1]。

1 高新区与区域经济发展

1.1 增长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政府为了合理配置有限资源 , 提高区域竞争力 , 逐渐

安排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在一定空间集聚 , 形成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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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当要素的高度集中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经济优势时 ,

其自身的经济绩效将对相邻地区产生辐射作用 , 并因此带

动周边地区经济的梯次发展。这个集聚区域就形成了一个

地区的增长中心 , 即经济增长极。经济增长极的实质是主

导产业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一特定地理空间上的聚

集。由于高新技术、高素质人才、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和

产业间较强的关联效应等经济优势,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

着示范和带头作用 , 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 并逐步带动

区域内各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 促进整个区域的协调发

展。

1.2 高新产业是增长极的基石

增长极本身就是相对完善的经济科技一体化的有机

体系 , 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空间概念 , 而构成这一经济地理

空间的物质内核则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由于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高度的关联性、产

品需求收入弹性大和投资收益率高的特点 , 满足这一选择

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也构成了增长极的物质内核。

1.3 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区域经济的新增长极

高新区以智力和知识的聚集为依托 , 以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为目标 , 推动高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 促进科

技成果产业化、国际化 , 是高新技术产业形成的基础。高新

区具有产业结构高度化、产品高附加值化、生产工艺高技

术化、产业管理高效化、员工技能高素质化的优势 , 在区域

经济发展中起着重大的牵引作用 , 成为新的增长极。高新

区是先进技术聚集的经济空间或“力场”[2]。

图 1 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

2 湖北省地理优势及高新区布局

湖北省是长江流域的经济大省 , 沿江 29 个县市国土

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28.1%。湖北沿江地区城市密

集 ,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 是全省科技、经济的重心 , 且具有

明显的区域性特色。自然资源赋存条件好 , 开发潜力大 , 建

设沿江经济的前景十分广阔 , 在全省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中居重要的战略地位。湖北省沿江高新产业带内 , 各种运

输设施齐全 , 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等各种运输方式

构成带内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 , 形成了高新产业带必不可

少的润滑剂 , 是整个产业带布局中重要的区位因素 [3]。

湖北省沿江高新技术开发带建设的具体布局就是构

建“两点、两线、一走廓”的高新技术建设格局。“两点”是指

黄梅小池和蒲圻赤壁。主要利用京九铁路和赤壁长江大桥

的兴建使之成为湖北 “南

北交汇”的要道。“两线”是

指武汉—黄石和荆州—宜

昌两条高新技术带。“一走

廊”是指襄樊—武汉的汽

车及精细化工产业走廓 [4]。

自 1991 年以来 , 湖北

省陆续建立了武汉东湖和襄樊两个国家级高新区 , 又在黄

石、葛店、宜昌、荆州、十堰、孝感、黄冈、荆门建立了 8 个省

级高新区 , 在仙桃、武穴、石 首 建 立 了 3 个 高 新 技术 产 业

园 , 高新园区的总数达到 13 个。其范围包括宜黄高速公路

和长江湖北段经由的市县 : 宜昌、枝城、荆州、潜江、仙桃、

武汉、黄冈、鄂州和黄石等地 ; 以及汉水湖北段、汉十铁路

沿线经由的市、县: 孝感、襄樊和十堰等地。其建设布局是

以宜黄高速公路、长江和汉水为纽带和基本走向 , 以武汉

为中心 , 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襄樊高新技术开发

区 2 个国家级开发区和 8 个省级开发区为高新技术产业

增长点的带状区域。初步构筑了以武汉为龙头, 以沿江、沿

线城市边缘地带向外逐步扩散的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基本

框架。建立了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新材料和光机

电四大领域的高新技术龙头产业 [5]。

图 2 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带分布

3 高新区与湖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

可能性框架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过程看 , 高新技术产业先集中

于少数点 , 即增长极。区域布局框架正在形成和完善的地

区 , 高新带所涉及的“点”(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区域发展的

主体 , “轴”是区域发展所依托的基础设施。随着经济的发

展 , 增长极的增多以及经济联系的加强 , 点与点之间必然

会建设各种形式的交通通讯线路使之相联系 , 这些线路即

为轴。这些轴线先是为点服务而产生 , 但它一经形成便对

人口和产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使之向轴线两侧集聚 , 并

产生新的点。增长极与增长极之间由于资源优势的不同及

政府重点发展的先后顺序, 将会形成不同层级的竞争力 ,

不同层级的增长极形成优势互补、相互竞争的网络结构 ,

进而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在“面”上不断发展。根据这样一种

演进方式 , 本文构筑了一个高新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战略的可能性框架(见图 3), 针对湖北的具体环境 , 可分

为 3 个战略阶段。

图 3 高新区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

余军华: 高新技术开发区与湖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可能性框架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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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 4 湖北省区域优势梯度扩散的过程

( 1) 第一阶段 : 利用沿江区位优势建立高新技术开发

区。

湖北沿江高新带位于湖北省的中轴线地带 , 即以东西

走向的长江干流和宜黄高速公路以及西北—东南走向的

汉十铁路、汉水为轴线, 两轴线交汇于省会武汉 , 构成横卧

的“Y”型结构。这个地带拥有发达水域、公路和铁路交通

网络体系 , 拥有近百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武汉是整个

湖北省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 基础设施较好 ,

科技实力强 , 优势明显。黄石、宜昌、荆州和襄樊的工业门

类齐全 , 基础设施较好。通过交通条件的明显改善 , 首先在

若干“点”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 , 形成区位优势 , 吸引资金、

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这些点位聚集 , 这些点将逐渐发

展为新的增长极, 见图 4 中的 a、b。

湖北高新区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力场 , 对周边区位产

业带动效应 , 其对邻近区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 3 个方

面:

①吸附效应。高新区是先进技术、人才、信息、资本高

度集中的特殊经济地域空间 , 一般以所在区域的中心城市

为依托 , 利用有限资源形成比较经济优势。湖北省沿江高

新技术企业集中布局的开发区形成后, 将成为经济增长中

心的组成部分 , 成为吸引优势资源和要素在区域内趋于集

中的“磁极”。在科技进步的促进下 , 高新技术产业因其产

品高科技含量而获取较高的产品附加值 , 较高的投资收益

率及良好的投资环境 , 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本的流人 , 从而

在更大规模上促成经济科技一体化进程。湖北省是一个人

才和科技大省 , 高新技术开发区一方面可以留住大量的人

才 , 增加就业 ; 另一方面 , 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 , 可以促进

科技成果的“孵化”, 加快了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价值化的步

伐 , 为企业扩大再生产获取和积累科研和投资资本。而且,

企业集聚程度越高 , 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往往越发达 , 衍生

公司就会越多 , 许多衍生公司的产生扩大了开发区的规

模。

②乘数效应。高新技术产业以知识为载体 , 以科技、信

息为媒介 , 可以获取比投人资本大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

倍的产出价值。高新技术产业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知识密

集型的产品制造模式, 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

长的首要因素。与其它产业相比, 同量的投人可以获得高

得多的效益。并且 , 产业的科技含量越高 , 其乘数效应就越

大。乘数效应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投资收益率的提高, 增加

了企业的利润 , 从而也导致了政府税收的增长。武汉地区

发展比较突出的软件和光电子信息产业, 其所投入的实物

资本是很小的 , 主要是以科学技术为载体 , 以创新效应和

知识的溢出效应为基础 , 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有较高的产

品附加值。

③协同关联效应。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日益临近 , 作

为先进技术聚集地的高新区充分发挥网络效应 , 在经济竞

争中取得明显的优势。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的集聚必然

会带动与其产品有前向和后向联系的产业的发展, 吸引相

关产业向区内集聚 , 或者是促使相关产业扩大生产规模。

比如说作为湖北省四大重点产业之一的新医药行业 , 该产

业的发展势必带动药材种植业的兴起 , 那么药材资源比较

丰富的十堰和鄂州 , 就能在该产业的发展中获取相对优

势 , 从而促进本地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样, 武汉和襄樊的汽

车产业 , 也能带动钢铁、橡胶和汽车零部件等相关行业的

发展。NEC 手机扩产 , 带动东湖高新区光电子产业由投资

类产品向移动通信、光存储、光显示等消费类光电子领域

延伸。

( 2) 第二阶段: 高新区集聚形成增长极。

根据增长极理论 ,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集中了区域

主导产业和创新企业, 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区

域经济运行中 , 增长极具有两种效应 , 即极化效应和扩散

效应。

①极化效应。在增长极上 , 由于区域主导产业和创新

产业的建设和发展 , 将会对周围地区的劳动力、原材料及

资金、技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 使得这些要素不断向增长

极集中 , 从而使增长极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迅速扩大 ,

这个过程就是极化效应。湖北省沿江 Y 字型 3 条轴线上

的高新技术区不断壮大 , 由于运输成本的优势 , 必然会沿

主要交通干线的点轴状系统向周围地区梯度扩散 , 由点发

展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片状结构 , 密集带的雏形日益显露

出来 , 它对湖北省沿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

单个开发区的作用见图 4 中的 b、c。

②扩散效应。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主要是技术、资金、产

品等经济要素由中心向外围地区梯度扩散 , 并由此带动周

围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增长极是一个成熟的技术创新

源 , 高新区的扩散效应源于技术势差 , 即在同一时点上不

同地域在技术水平上的差异, 通常由技术的高势能向低势

能方向发展。而随着创新的完善和产业的成熟 , 创新必然

产生扩散 , 从而引起产业空间分布的重大变化。作为建立

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高新技术产业, 只有通过技术创新的

扩散 , 才能使其产业化和商品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壮

大 , 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湖北省沿江高新产业的发

展将对老工业形成较大的势差, 高新技术企业利用较大的

技术势能 , 将其优势技术分梯次地扩散到与其有一定技术

势差的老工业区 , 获取较高的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促进了

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 必然为企业积累更高的技术势能创造

条件。这种条件反过来进一步加快技术扩散的力度和广

度 , 最终盘活了老工业区 , 促进整个区域的技术进步。同

时 , 由于产品周期的作用, 当新技术产业进入成熟期后 , 增

长极城市由于产业成本的增加 , 必然转移到周边低梯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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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重新获得竞争优势 , 从而带来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的升

级。

( 3) 第三阶段: 层级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图 5 层级增长极扩散示意

根据张建军( 2006) [5] 的定义 , 层级增长极网络模型就

是指由处于不同层级的增长极组成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内

在有机联系的开放型网络 , 这个网络显现出不同的层次

性。在区域开发过程中, 由于区域内各增长极的经济发展

水平、科技创新能力、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基础设施等条

件的差异, 导致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也不同。从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 各个增长

极处于不同的地位和层级 , 依据他们“磁场”效应的大小 ,

可以把它们分为核心增长极、次核心增长极、边缘增长极 ,

不同层级增长极之间组成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开放型网

络。

湖北省现有 2 个国家级开发区 , 依据园区规模和入住

企业数来看 , 都走在全省的前列。因此可以把这两个国家

级开发区作为核心增长极, 其它的 8 个省级开发区可以作

为次核心增长极 , 仙桃、武穴、石首以及武汉市各区设立的

开发区作为边缘增长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国家级开发

区带动省级开发区 , 省级开发区带动县区级开发区的层级

模型。2 个省级开发区以汉十铁路作为交通轴线 , 相互之

间可以交换信息、技术和原材料。8 个省级开发区之间以

长江、汉江以及公路运输为轴线 , 相互之间可以共享资源 ,

其它县区级开发区之间由于密布的交通网络 , 同样也能够

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利用的格局。武汉东湖高新开发区作

为具有科技和经济实力的国家级开发区, 同时还必须承担

着向市区各开发区扩散的功能, 各市区开发区可以作为东

湖高新的原材料输入地。三级开发区之间利用前向和后向

关联效应, 以及旁侧联系 , 通过密布的交通枢纽 , 形成了一

个遍及全省的交互式网络 , 由这个网络逐渐向外辐射 , 带

动湖北整体区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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