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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议 园区形 成特 色产 业 ，健 全投 资环境 ；认 为应该把 园区建设纳入 社会持 续发展 的轨道 ；在 论证 园 区文化 

结构的基 础上 ，提 出从 园区社会 文化 建设 的全局 出发 ，建立持 久的创新 能力和创业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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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方 向 

我国高科技园区的建设，历来以考虑物 

质条件建设为主。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 

数园区是平地起步 ，从零开始。从开始的“五 

通一平”到今天的“九通一平”；从商务服务 

平台(财税 、工商)进园。到创业服务中心(孵 

化器)的兴起 ；从 国际制 造业 的引进 ，到科 技 

创业 区的发展 ，基本 上是外 延方式 。到 土地 

等物质资源用尽时，这种发展就似乎到了终 

点 。 

不少学者们提出了软环境建设的问题。 

软环境一般可分为 3个层次 ：介质环境、机 

构环境和调控环境。机构环境包括各种为园 

区内创新主体之间建立联系的机构和制度。 

这些 机 构 的规范 化和 制度 化程 度 在很 大 程 

度上决定着机构环境效力的发挥情况。调控 

环境是指政府的宏观调控情况。最为重要的 

介质环境则包括人们的文化水平 、心理素 

质、价值观念、社会风气等内容 。目前，在高 

科技园区软环境的营造方面 。主要集中在机 

构环境和调控环境上 ，不断优化各种服务机 

构的服务 ，如许多园区都在推行“一站式”服 

务 、“一揽 子”服务 。而对于处 于重要 位置 的 

介质环境的建设 ，尤其是对创新文化氛围的 

营造 ，还缺乏足够的重视。考察美国硅谷等 

园区发展 的经验和 日本 筑波 园区的教 训 ，不 

难发现，作为园区发展核心内涵的创新氛 

围、竞争意识 、企业家精神 、风险投资机制 、 

创业者人群关系等软条件的发展 ．对园区的 

长期、持续发展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 

应该建议园区着重考虑形成持续发展的动 

力。把抓紧园区文化建设提到 日程上来。 

作者把 园区的文化建设分解为 3个方 

面 ：即建设 园 区的社 区 文化 、创 新 文化和 创 

业文化。园区文化 3个层次的关系是：社区 

文化指地区一级的文化，整个园区或其中的 

产业区、创新区、孵化区等的文化特色；创新 

文化是园区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最能突出高 

科技园区的文化特色；园区创业文化是创新 

文化的一部分 ，是高科技园区持续发展的文 

化基础，是需要重点发展的部分。 

2 高科技园区的文化建设 

2．1 要 建设 社区文化 

(1)园区的“社区”化。学者们认为，今天 

出现的高科技园区是知识经济社会 的新细 

胞 ，是解决社会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实验 

区，是发展知识经济的最好社会单元。因此。 

高新园区是未来知识社会的雏形．是向未来 

社会过渡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 ，高新园区 

“社 区”化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 。 

高科技园区一般 占地十到几十平方公 

里。因此，它必然是该地区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然而，目前 

中国大多数园区是 “工业区”、“科技区”、创 

业区”，并且是靠政府的种种政策优惠才得 

以发展的“经济特区”。从长远的、社会持续 

发展的角度，园区不应该只是特区，更不应 

该总是特区。我们认为 ．应促进园区的社区 

化，使园区真正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 。目前 

有些高科技园区也正在向“社区”化方向发 

展 ，“建设和规划一个集工业、商贸、文化、生 

活于一体的区域”；“建设有较大规模、较高 

质量、较好配套条件f包括商业、学校 、医院 、 

文化 、体育 、娱乐等设施1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包括绿化、环卫、环保 、城管等方面)的现代 

化生活区。”这种趋势符合园区长期持续发 

展 的需要 。 

(2】要建设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建设是园 

区文化建设的基础环节 。要为创业者创造良 

好的生活空间。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 

园区需要提供就业人员衣食住行等基本生 

活方面的便利。有生活条件 ，才有实现创新 

等高层次需求的可能。解决了员工物质生活 

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充分调动 

他们创业的积极性。例如，某开发区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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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曾提倡建设无烟园区。因此在 lOkm 

的土地上只规划了 1家饭店、2家食堂 、1家 

小型超市。没有休闲娱乐设施、没有菜市场、 

没 有购物 中心等购 物环境 ．显然满 足不 了人 

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结果 ，区内企业的 

员工，尤其是最富有创新力的青年员工 ，都 

不愿 意在 园区内居住 ．自然 就 出现 了所谓 的 

“早九 晚五”现象 。位 于广东东 莞的工 业 区， 

因居住 环境 太差 ，吸 引不来 高 素质 、高科 技 

人才 ，只能作为一般的制造业基地；日本的 

筑波 高科 技城 、韩 国 的大 田园 区 ，没有 成 功 

的重要原因是园区没有提供基本的居住等 

生活条件。 

美 国硅谷 的情 况 比较 理想 。硅 谷 占地 

700多 km ．不仅具有现代城市的一切方便 ， 

而且 具有 校 园文化 和 田 园 区空间形 态 与景 

观。有大片的公共草坪 、众多绿树成荫的街 

心 花 园 、公共 泳 池 、运 动 场所 r篮 球 场 、网球 

场 、儿 童游乐 场等)、配有 优美 音乐 的购 物环 

境等，这些都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 

活设 施 ，生活环 境 。上海 张江 园区也开 始调 

整思路 ，环境建设分两块 ：尽快完善社 区管 

理功能；全方位地完善配套 ，使整个张江园 

区成为教育、科研、居住、商贸 、休 闲和娱乐 

多功能协 调发展 的现代 化科技新 城 。 

由此我们 可 以看 出 ．只有 充分建立 了物 

质文化 的基础 ，才有可 能进一 步创建 深层次 

的文 化 内涵 。于 是在 建设 社 区文化 的过 程 

中 ，我们 要首先 强调物 质文化方 面 的建 设 ． 

同时带动 其它层面 的文化 建设 。 

2．2 园区要发展创 新文化 

创新是高科技园区永恒的追求 ．所以创 

新 文化 的建设 应是 园 区文 化建 设 的核 心 内 

容。科技的高速发展需要创新思想的涌流． 

离不开创 新文化 的培育 。所 谓创新 文化 ．是 

科技活动中产生的与整体价值准则相关的 

群体创新精神及其表现形式的总和．是指有 

利于开展创新活动的一种氛围。创新是当代 

社会 文化的显 著特点之 一 ，是 当今 社会 文化 

发展 的一 种潮流和走 向 。良好 的创新 文化环 

境有利于催生创新灵感、激发创新潜能、保 

持创新活力。构建高科技园区的创新文化环 

境，就是要为创新主体营造一种创新欲强、 

敢于探 索 冒险 、勇于 标 新立 异 、善 于开 拓进 

取的环境 ；一种创新主体之间乐于团结协 

作、既竞争又能共享信息和成果的环境：一 

种能够容 忍失败 、能够 给创新者 自由的创新 

空 间的环境。 

园 区需 要的创新 火花要 不同行 业 、不 同 

学科的人之间的广泛交流，才能激发出来。 

园区就业人员需要一种更为宽松 自由、灵活 

多样 的氛 围 ，促进创 新思想 的产生 。借鉴 硅 

谷的成功经 验 ，单靠人才 、资金 、科 技基础 的 

聚集效应并不会产生持续的创新力 ，依靠 

“文化”这一极 为重要的 内生变量 的导 向 、约 

束、凝聚、激励和辐射作用，才是硅谷成功的 

关键 所在 。而我 国高 新园 区在发 展中遇到的 

创新 力不 强 的困窘 ．很 大程度 上是 由于“文 

化”阻碍。园 区的实验室或科技公 司，往往互 

相不来 往。人们 习惯于 守着 自己的家 ，很少 

主动交流 。这里 ，我们很容 易看 到中 国几 千 

年儒家思想——中庸之道的影响。提高对园 

区文化特性的认识．着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文 

化环 境 ，对高 科技 园 区的持 续 发展 至关 重 

要 。 

创 新是 高科 技 园发展 最 根本 的 内在 动 

力。创新离不开人的参与。研究表明：创新大 

多源于人们的非正式交流与沟通。随着社会 

的发 展 ，非 正式 交流 正 以其 自 由宽 松 的氛 

围、高频率、多渠道、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具有 

宝贵价值的隐含经验类知识、未及编码化知 

识的传播主要通过非正式交流方式、等优势， 

促 进着创新活动 的发生。即只有通 过提高人 

与人的交流，尤其是不同学科背景 的人们之 

间思想碰撞的频率 ．才能提高创新的活化 

能。因此高科技园区要增加入气 、增加人们 

之间非正式交流的机会和频率，需要提供方 

便交流的物质条件．建立各种协会、学会 、沙 

龙 、俱乐部等非正式群体，促进人们的沟通 

和交流 。推行 创新 文化 的建设 ．营造 良好 的 

园区创新文化环境 ．是高新园区持续发展的 

根本所在 。 

2．3 园区要 建设创业文化 

在文化建设 中 ，创 新精 神的发扬 已开始 

得到 重视 。许多 园 区都把 “鼓 励创新 宽容失 

败 ”写到 文件里 ，挂到墙 上。但 是 ，在研究 硅 

谷 现象时 ，人们 都注意 到一个 重要事 实 ．这 

里的创业精神很强。在美国青年的身上，有 

一 种 成 为创业 者 的素质 以及 对钱 的渴望 和 

自己试一 把 的勇气 。几 乎人 人不 服输 ，“他 

能。为什么我不能”。 

对于“中庸 ”思想重 的中 国人 而言 ．学 习 

和发扬创业精神 ，更值得提倡 。在研究中国 

开发 区建设 中 。有人 提 出：北京 中关村 的“鼓 

励 创新 ，容忍 失败 ”氛 围 ，鼓励 了北 京 的“老 

板 文化”。反观上 海 ，似乎 是“白领文化 ”，更 

多人愿意做所谓的“高级打工崽”。如果人们 

的血液里缺乏创业的冲动和勇气 ，那么，就 

是有了外部条件 ，也难有创业的事实。需要 

多一 点 冒风险 的精神 ，创 业的 冲动 。它 来 自 

于社会的鼓励 、亲友 的支持 、朋友 的榜 样。这 

就是社会 的创业氛 围 。因此 ，创业 文化是 园 

区文化 的最深层 是 目前我 国园 区建设 中最 

值得强 调的地方 。 

3 用系统的管理措施。强化园区文化 

建设 

(1)创建学习 型组织 。创新文化 的持续动 

力是 学习文化 。学 习型组织 、学 习型社会 是 

有效的方法。倡导学习，形成学习条件和学 

习氛 围 ，将 有利 于重新塑 造人们 的精神 面貌 

和价值观。 

(2)采取系统的管理措施，进行长期的努 

力。①针对园区的评价标准，加入文化建设 

的内容；②树立管理目标，针对园区文化的 

不 同方 面(社 区文化 、创新 文化 、创业 文 化)， 

分层次(物质层 、制度层 、心理层)、分阶段实 

施；③政府制订扶持政策，进行引导和支持； 

中央到地方政府在政治 、经济 、文化各方面 

采取支持政策，进行推动、促进和奖励；④具 

体的推进方法：形成监督和控制的组织结 

构；建设硬件条件；不断完善软件。 

(3)提高教育力度。创新和创业需要有关 

成员的主动参与。只有理解并接受创新与创 

业文化，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自觉行动起来。 

因此 ，只有通过社 会化 的创新和 创业教 育 、 

培训 ，才能形成抚育创新，扶持创新 。推动创 

新 ，激励创业 的社会 氛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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