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DP超千亿元国家产业园达48个 中国园区经济步入新赛道

本报记者 陈靖斌 广州报道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全国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在建

项目和“十四五”时期重大项目建设的

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推动基础设施领

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健康

发展，盘活城市基础设施存量资产。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该《规

划》提出，到2025年，城市建设方式和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基

础设施体系化水平、运行效率和防风

险能力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市“城市

病”得到有效缓解，基础设施运行更加

高效，大中城市基础设施质量明显提

升，中小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加快补齐。

到 2035 年，全面建成系统完

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

的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方式基本实现绿色转型，设施整体

质量、运行效率和服务管理水平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事实上，为了让基础设施运行

更加高效，大中城市基础设施质量

明显提升，以及中小城市基础设施

短板加快补齐，位于广东北部生态

发展区的清远、韶关、河源、梅州以

及云浮等地，也在围绕“绿色经济”

这一关键词，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

内生动力，激活绿色发展优势。

然而，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仍任重而

道远。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孙文

华博士对此建议，由于我国各地城

市的发展现状不一样，城市发展的

目标不一样，需要因地制宜，从顶层

设计入手，以“公园城市”、海绵城

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为目标，解

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规划》的出台，为协调区域

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加速绿色低

碳转型步伐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

向。事实上，这也是广东一直以

来的工作重点与难点。

2022 年的广东省《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区域发展不协调问

题还需加大力度解决，城乡发

展差距依然较大，促进共同富

裕任重道远。生态环境仍需持

续改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有待

加快。

《规划》则指出，要强化区域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基础设

施跨区域共建共享、协调互动，加

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

同发展。建立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事项、重大项目共商机制。

强化区域性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

处置。

要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

施一体化发展，统筹规划建设区

域交通、水、能源、环卫、园林、信

息等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协同建

设区域生态网络和绿道体系，促

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

享。还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构建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体

系以及生态网络体系，促进城乡

基础设施的衔接配套建设，提高

一体化监管能力。

事实上，为了推动城市群都

市圈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广东

将清远、韶关、河源、梅州以及云

浮等地规划发展成为北部生态发

展区，作为广东省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领头羊”标杆。

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

指出，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把北部生态发展区打造成更具持

续力的生态发展新标杆。这也是

广东补齐中小城市短板，缓解珠

三角城市广州、深圳等超大特大

城市“城市病”的典型。

那 么 ，广 东 又 如 何 在 北 部

生态发展区的建设过程中，既

缓解了特大城市“城市病”，又

将 中 小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短 板 加

快补齐？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广东将加快北部生态发展区

绿色发展步伐，完善生态补偿机

制，支持各市壮大县域、镇域经

济，因地制宜发展水经济、清洁能

源、绿色矿业等，积极发展农产品

种养和深加工、乡村旅游经济，打

造生态经济发展新标杆。深化新

一轮省内对口帮扶，引导珠三角

产业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梯度转

移，推动各功能区深化产业统筹、

项目对接。

事实上，通过建立区域协调

体系。以及推动绿色产业转型，

广东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中已有

所收获。

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亦指

出，2022 年广东已建立“三线一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完成

造林与生态修复192万亩，实现矿

山复绿 693 公顷，治理违法建设

2.5亿平方米，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点1077处，整治削坡建房风险点

近4万户。同时大力推进绿色制

造、清洁生产，加快能源结构调

整，新投产海上风电549万千瓦、

光伏发电 225 万千瓦、抽水蓄能

70万千瓦。

盘活城市基础设施存量资产 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成“标杆”

把“短板”变成“潜力板”

事实上，广东之所以得以在

北部生态发展区推动绿色转型，

将地区“短板”变成“潜力板”，也

得益于地方政府敢于招商引资，

“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模式。

为最大限度提高土地综合使

用效率，位于广东省清远市的水

头镇引进中国核工业集团旗下中

核汇能公司，发展全镇域20万千

瓦农光旅综合体项目。该项目是

水头镇首个农、光、旅三产融合项

目，占地 1300 亩，主要分布在王

田、新联、铜溪、桂元、桂田、西田、

新 7个行政村。

据了解，该项目为清远市佛

冈县中核汇能乡村振兴农光互补

光伏电站（一期），位于水头镇和

迳头镇，由中核汇能公司投资，占

地面积约4000亩，总投资约10亿

元。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

20204.7万千瓦时，每年营业收入

9153万元，年均税收1900万元左

右，每年股息分红100万元左右，

带给参与项目农民土地及劳务收

入每年6000元以上。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

最大的亮点是“农业+光伏发电+

旅游”有机结合，做到“上能发电、

下能种植”，还有一个亮点是旅游

效应。同时作为新能源项目，积

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投产后能节约燃煤 7.2 万吨。“光

旅一体化项目建成后，能更好地

发挥我们王田村环境优美、靠近

圩镇、人流量大等优势。”

而水头镇现有28个乡村振兴

重点项目，目前，已完成镇文化站

基础设施建设、水头镇乡村振兴

公益项目等6个重点项目，正在推

进农光旅光伏项目（第一期）、魔

芋产业项目、动漫IP现实基地、绿

道网建设等22个重点项目。

接下来，水头镇将全力以赴

在强党建、旺产业、美生态方面下

功夫、出实招，拼出“水头速度”，

助推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同

时，还将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和有效做法，发挥水头镇的示范

作用，辐射带动其余乡镇推动乡

村振兴工作，努力探索更多的“水

头经验”“水头模式”。

而这些新模式的探索经验，

也正符合“十四五”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规划的发展基调。

孙文华认为，“十四五”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与过往的基建不

同，它“以人为本”推动基础设施

的完善和完备。尤其注重“绿色

智能”，注重体系完善，同时它也

充分考虑了现代化城市治理的难

点和痛点，系统化解决问题。“我

国城镇化率已高达 64.72%，城镇

化规模第一，城镇化速度第一，在

新时代的背景下，原来粗放型城

市发展转向绿色智能化发展。可

持续成了重要的支撑点。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趋于稳定，基础设施

的能级逐步提升，此次‘十四五’

规划，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转型

升级的一个方向性政策。”

尽管此次“十四五”规划的出

台更趋“人性化”，但孙文华建议

地方政府在施策过程中，仍需根

据“顶层设计”来因城施策。“我国

各地城市的发展现状不一样，城

市发展的目标不一样，需要因地

制宜，从顶层设计入手，以‘公园

城市’、海绵城市、生态城市、低碳

城市为目标，解决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

绿色基建广东案例

本报记者 王登海 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在借鉴经济

特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国家高

新区、各级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

竞相涌现。经过四十多年的探索

和发展，我国园区经济取得了巨

大成就，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重

要支撑。

日前，赛迪顾问园区经济研究

中心发布《2022园区高质量发展百

强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百强园区

中，GDP 超过 1000 亿元的园区共

有 48 个，以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

高新区为代表的两类园区 GDP 总

量达到 29 万亿元，占全国 GDP 比

重达25.3%。

赛迪顾问园区经济研究中心

总经理孙晓利在接受《中国经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国家高新

区和国家经开区为代表的产业园

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不过，当前国内的经开区和

高新区存在两大特征，一是高新

区和经开区出现了趋同化现象，产

业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二是园区

发展呈现“极化”特征，非百强园区

和百强园区之间在产业吸附能力、

产业承接能力、产业竞争能力等方

面将形成巨大的鸿沟，且差距将越

来越大。

孙晓利表示，在以园区为核心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发展经

济主要模式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各

类园区有序发展的问题十分重要，

而对于一些发展滞后的园区，能够

解决好与区域发展之间的矛盾，突

破虹吸效应，加快融入都市圈、城

市群、经济带，加快承接产业转移,

实现协同开放发展，是其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园区经济是区域经济的核心组

成，以国家高新区和国家经开区为

代表的产业园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

压舱石、对外开放的稳定器、创新发

展的主引擎、转型升级的风向标、区

域协同的先锋队，正在迈向“标杆引

领”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日前，赛迪顾问园区经济研究

中心公布的百强园区中，共有53家

国家级高新区、47家国家级经开区

入榜。

赛迪顾问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21 年，国家级高新区共计 169 家

（含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级经开区

共计 230 家。2022 百强园区中，

GDP超过1000亿元的园区共有48

个，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 300 家

的园区共有 65 个，进出口额超过

500 亿元的园区共有 40 个。其中，

53家入榜的国家级高新区，企业营

业收入达334773亿元，占所有国家

级高新区企业营业收入的78%。47

家入榜的国家级经开区，实际利用

外资达 318 亿美元，占所有国家级

经开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52%，

马太效应正在释放。

数据还显示，2021 年，两类园

区 GDP 总量达到 29 万亿元，占全

国GDP比重达25.3%，比2012年高

近五个百分点。

2022 年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

中，区域分布不平衡问题依然突

出。按四大区域划分，东部区域占

比最多，超过50%，处于绝对领先地

位，但与去年相比呈下降趋势，西部

地区则有增长。按 19 大城市群划

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占比最大，其

次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

按照省份来看，2022年园区高

质量发展百强中，江苏省占 19 席，

其后依次为浙江省、广东省、山东

省、湖北省，入榜园区数量分别为9

席、8 席、7 席、7 席。青海省、海南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以及西藏自治区未有园区入榜。

“区域不平衡是国家的国情，园

区不平衡是区域经济的缩影，百强

园区区域分布不平衡跟当前的国情

符合，越发达的地区，园区数量越

多，园区发展实力也越强。”孙晓利

介绍，一直以来，百强园区区域分布

不平衡问题一直很突出。但是，近

些年来，中西部园区进榜的数量在

增多，特别是中部的实力有明显的

上升趋势。

不过，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也有

一定的差异。例如按照 GDP 排名

来看，山东的GDP总量远远超过湖

北，2021 年山东省 GDP 总量为 8.3

万亿元，湖北的GDP总量是5万亿

元。而在赛迪顾问发布的百强榜单

上，山东共有 6 地 7 个园区入围百

强，其数量与湖北持平。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湖北的

园区经济发展质量较优。孙晓利认

为，这与地方对园区发展的重视程

度、产业在园区的集聚程度有较大

的关系。

区域分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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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多年跟踪园区经济

之后，孙晓利发现，当前，国内

的经开区和高新区存在趋同化

现象。

“国家设立高新区和经开区

时，对这两种园区的定位不同，

高新区主要是发挥科技创新功

能，经开区更多地发挥对外开放

的功能。但在地方实际发展过程

中，这两类园区的发展界限并不

明显，很多高新区发展中不一定

完全布局高新产业，经开区的产

业也不见得是外向型的产业，产

业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孙晓利

介绍。

“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近几年也在不断优化整合，

有的将高新区和经开区合并，打

造一个高能级的产业平台，例如，

2020年，长沙市推进了浏阳高新

区和经开区合并；有的从政区合

一的角度来整合，2019年，成都经

开区与龙泉驿区实行‘政区合一’

管理体制。”孙晓利表示，在高新

区和经开区趋同的背景下，地方

已经着手推动高新区和经开区有

序发展。

在百强之外，也有一些产业

园区发展不尽如人意。2019年，

酒泉经开区被予以退出国家级

经开区序列，成为35年来国家级

经开区首次被“红牌罚下”的开

发区。2020年，石嘴山经开区也

被“摘帽”。这2个被退出国家级

经开区序列的园区也成为非百

强园区的典型案例。

西北地区一家省级开发区相

关负责人也坦言，当前，该开发区

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机

制尚未建立，加之促进园区发展

的专项配套措施不完善，仍然以

“以地引资”为主。

“从整体的产业来看，产业

链条延伸不足，工业产品科技含

量高的产品少，还处在中低端、

低层次生产阶段。”上述负责人

进一步介绍，当前，该开发区还

存在新开工项目少、规模小、支

撑弱,直接影响区域投资后续稳

定增长等问题，并且与邻近的园

区发展模式相近，存在同质化竞

争的现象。

那么，这类发展水平较低

的 产 业 园 区 如 何 实 现 高 质 量

发展？

对此，赛迪顾问园区经济研

究中心给出了百强园区迈向高

质量发展的五个重要经验：一

是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二

是 以 集 群 化 发 展 引 领 产 业 治

理，三是坚持在改革探索中守

正出新，四是新型工业化和新

型城镇化相互融合促进，五是

对标对表力促营商环境持续迭

代升级。

孙晓利认为，对于一些发展

滞后的园区，能够解决好与区域

发展之间的矛盾，突破虹吸效应，

加快融入都市圈、城市群、经济

带，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协同

开放发展，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途径之一。

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欠发

达的园区，自身能够做的改善投

资环境。“在产业、科技创新呈现

出强者恒强的局面下，投资环境

是非百强园区唯一能够和百强园

区抗衡的一个指标。”

百强园区经验借鉴

按19大城市群划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占比最大，其次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在我国园区经济在取得一

系列成绩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

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此前，就有专家指出，当前，

我国的产业园区存在数量过多、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布局不合理

等问题。

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

文喜表示，在国家正加大力度调

控、整改，加强统筹布局、科学规

划，指导园区经济走向专业化、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这种问题虽

然依旧存在，但是已经在发展中

逐步弱化，“各园区往往都已经

成为当地经济要素的高度聚集

区和经济总量的重要产出区，也

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

的发展极，以及产业与城市协调

发展相互融合的新城区”。

而在孙晓利来看，产业园区

多并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

让各类产业园区有序发展。

“以园区为核心带动区域经

济发展是地方发展经济的主要

方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

方为了发展经济，都要建设各

类园区。”孙晓利进一步举例说

明，当前有 80 多个城市同时设

立了国家级经开区和国家级高

新区，虽然商务部、科技部对两

类 园 区 的 考 核 各 有 侧 重 。 但

是，在同一个市级政府的管理

下，固定资产投资则是较多地

方政府考核园区的重要指标之

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高新区和经开区招商引资“捡

到篮子里都是菜”，因此，如何

推动产业园区有序发展的问题

更为重要。

那么，在区域经济竞争日益

激烈的今天，园区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

柏文喜认为，未来产业园区

的发展趋势和机遇一方面在于

科技创新和产业聚集塑造的产

业与科技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还

在于产城融合带来区域经济发

展机遇。非百强园区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途径同样也是一方面

要引导生产要素聚集，以招商和

产业落地来促进科技创新和产

业聚集，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加入

产城融合大趋势，推动园区发展

成为产业新城目标的实现。

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高新区和经开区趋同的背景下，地方已经着手推动高新区和经开区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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