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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摘 要 

改革开放后，鼓励开发区建设成为了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决策之一。由于政

策的倾向和制度的优越，开发区在集中生产要素和促进产业集聚方面有先天的优势，

在地区经济结构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北京市唯一国家级

开发区，在成立伊始不断招商引资，集中力量发展实体经济发展，为首都经济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了首都的制造业产业聚集区。目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

从一般发展规律的成长阶段进入了成熟期发展阶段。 

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逐渐相互联系、相互融合，这给我国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曾经依赖的出口外

贸给予了沉重打击。这使得我国经济告别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步入了增速下降、产

业亟待转型升级的“新常态”。自 2015 年 11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以来，供给侧

改革成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适应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帮助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后，也到了必须进行产业转型

升级的阶段。进行“供给侧改革”，解决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带动北京经济的持续

发展，成为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历史使命。同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还面临着

“京津冀一体化”和产业疏解等机遇和挑战，这也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何进行产

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课题。 

本文通过对供给侧改革等相关理论进行剖析，选择适合研究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

的理论视角；回顾和阐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及现状，通过数据分析，深入

研究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挖掘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

经验，并结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区域经济中特殊的地位，明确产业转型升级的发

展方向，提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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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Reform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up policy， encourag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y’s economy. Rely 

on the policy inclination and system superiority，  Development Zones have innate 

advantage in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promotion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istrict economic structure optimizing. As the only national 

level Development Zone in Beijing，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has been attracting businesses and investment， developing entity economy and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s Economy. Now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has grown from general law of development 

stage and stepped into the mature development stage. 

Constantly deepening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motes the gradually mutual contac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which has brought of opportunitie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s well as great challeng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as a 

heavy strike on the export trade which the economy used to rely on.  This results in the 

economic goodbye to 30 years of rapid growth and stepping into the “new normal” of 

growth decline and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s in the urgent need.  Since the 

Central Committee’s Leading Group for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in December, 2015, 

the supply-side reform has become the necessity way to solve the structural problem exist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to promote the industry towards 

the high-end, and to adapt the new norm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s well as 

to help our country across the middle-income trap. 

After the golden 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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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rea has come into the stage that must carry ou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implement the supply-side reform,to solve the bottleneck problem in its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economy has becom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Meanwhile，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is fac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which brings a new task of how to carry ou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and chooses the suitab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By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present 

industry situation of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this paper has 

done horizontal comparison and date analysis to study the existing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to analyzes the deeper reasons. By combing the special statues 

in the regional economy of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from other regions, this paper clear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oreover, it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Supply-side Reform, Beijing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Middle Income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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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开发区是“改革开放后，由国家划定的、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给予特殊优惠政策并承担

特定功能目标的经济区域”[1]。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开发区逐渐成为技术进步快、

产出效益好、体制改革超前的重要载体。开发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在当地也发挥着

“龙头”、“先导”带动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纳入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决

策；党的十八大报告又一次明确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作用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分工和产业

结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在经历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后，中国经济已逐步进入“新常态”

——不仅仅是经济增速下台阶，更注重的是经济质量上台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换。“新常态”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高的要求，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建设成为首都实体经济发展最快、

吸引外资最多、投资环境最优、制造业先进化水平最高的现代产业集聚区。近两年，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后，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目前，北京

市面临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问题。如何通过产业的转型升级来克

服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从而达到产业成功转型升级，成为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

及北京市亟待破解的新课题。作为支撑首都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

头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将解决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更为

其他区县乃至整个北京市未来产业迎接“新常态”发挥良好的示范效应。 

1.2 研究现状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对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系统研究较少。相对而言，国内对此

方面的研究较多，可谓是成果丰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外的开发区数量较少，中

国的开发区数量达到了上千家，从国家级、省级，甚至到市级、县区级，而且功能种类各

有不同。国外的开发区大部分属于自发性的，按照市场规律自然产生并发展壮大，其运行

规律从属于区域经济的研究范围，相关研究理论属于产业经济学。我国的开发区基本上都

是政府推动型，受政府的影响颇深，自发性的很少见，呈现出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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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因此，国内对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产业转

型升级的实践，同时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理论视角、不同的产业

转型升级实践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1.2.1 关于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 

Gray Gercffi（1999）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经济组织提高其进入更具技术能力、获

利能力经济领域的能力提升过程，是从生产劳动密集型经营模式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并且

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提升的过程[2]。Manuel Castells 认为开发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应该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再产业化，促使制造业转型升级，并带动主导产业的更迭；第

二个阶段是开发区逐渐发展成熟，影响力扩大，带动其所在经济区域的整体发展；第三个

阶段是提升该区域的创造创新能力，构筑协同发展的良好环境[3]。 

1.2.2 关于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石忆邵（2010）认为我国开发区还处在产业园区的阶段，应该向创新型产业园区转变，

建立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以及人文社区、科技社区[4]。贾建忠（2012）把由若干企

业的相互影响或协同行动，同步实现转型升级的效果，称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群效应，并分

为共生共享、供给链关系、共用生产平台和龙头带动的资源整合优势等四种类型[5]。蒋兴

明（2014）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由产业链转型升级、价值链转型升级、创新链转型升级、

生产要素组合转型升级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其路径主要有研发、品牌、标准、市场、政府
[6]。刘志彪、郑江淮等（2012）在《长三角转型升级研究》中指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在于首先启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只有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才能将中、低技术产业

从“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从而达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这一总体性目标[7]。陈

家祥（2014）提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模式选择，分别是产业链延伸拓展的“小转型”、新

型产业成为主导的“大转型”以及二者复合模式的“综合转型”[8]。 

1.2.3 关于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研究 

Peter Gwynne（1993）在深入研究东亚和东南亚等高技术产业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后，

指出高科技产业的集聚是开发区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9]。

Suma S. Athreye（2001）将剑桥高科技园区与美国硅谷进行比较研究，高效的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是美国硅谷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10]。盛朝迅、王忠宏（2012）对昆山、无锡等

开发区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进行了概述，找出其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基本情况、

可借鉴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通过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11]。谭晶荣

（2012）研究长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提出弱化或放弃低附加值制造，转而

向高附加值环节发展，逐步弱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转而依靠创新驱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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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经济的发展[12]。徐周舟（2011）描述了国外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划分为市场主

导型、政府主导型、自由放任型、产业延伸和产业更替的五种模式，并提出通过科技外溢，

寻找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方法[13]。曹春霞（2013）以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

提出了以产业的整合升级为重点，有机结合产业发展和空间结构，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

工业园区持续、快速的发展[14]。 

1.3 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对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总结出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并对

开发区在区域经济中特殊的地位进行分析，选择适合研究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视

角；其次，回顾和分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及现状，通过与进行横向比对和数

据分析，深入研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并分析深层次

原因；再次，对天津开发区、硅谷产业园区和韩国等开发区和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

进行阐述，将其发展历程与供给侧改革理论相结合，总结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最后指

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对策。 

本文分七章，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进行概括。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对产业转型升级理论、区域经济理论、供给侧改革理

论进行阐述，并将供给侧改革理论作为理论视角。 

第三章回顾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历程，并对其发展历程进行评价。 

第四章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并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第五章对天津、硅谷、韩国等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从中总结

发展经验及启示。 

第六章明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战略地位，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

的方向进行全面论述，并从发展规划、产业集群、重点产业和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出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具体对策。 

第七章总结本文的研究成果及研究中存在问题和不足。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 

1.4.1 研究方法 

一是将理论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本文从理论出发，阐述开发区转型升级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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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研究产业发展规律，探索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年

鉴中的数据为依据，对重点产业的发展水平做了定量分析，系统梳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各产业所处发展阶段，分析目前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差距与不足，为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规划下一步产业发展方向提供帮助。 

二是将文献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总结国内部分开发区和国外部分地区产业转

型升级的历程和路径，探索其中的发展理论，并从中得出经验和启示，为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提供参考。 

1.4.2 研究创新 

供给侧改革相关理论是近些年才在国内逐渐兴起。学术界对供给侧改革在产业转型升

级上的研究还只停留在国家宏观层面，将其应用到区域经济，甚至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

的研究很少涉及。本文将供给侧改革作为理论视角，选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

级为对象，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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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论基础和理论视角的选择 

2.1 产业转型升级理论 

2.1.1 产业转型升级的概念 

产业转型升级，即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

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15]。产业转型升级包括纵向和

横向两个方式的提升，以纵向的产业结构提升为主的方式称之为“转型”，而在纵向产业

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某个具体产业在产业链上的提升方式称之为“升级”。 

纵向产业结构的概念是费希尔和克拉克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来的，其主要思想

是依据加工对象的区别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三个产业。横向产业结构的概念源于以波特为代

表的产业链理论，其主要思想是“商品形成过程可分为规划设计、生产制造、整合(集成)

营销与专业服务等三个过程，同样一个具体的产业从横向也可分为研发产业、制造产业和

营销产业等三个子产业。”[16]
 

2.1.2 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如果将研发环节表示为“r”，制造环节表示为“m”，营销环节表示为“s”，从图 1 可

知产业转型升级存在 4 条典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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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路径
[17]

 

第一条路径，即产业间转型（1m—2m—3m）。这条路径表示产业从第一产业的制造环

节向第二产业的制造环节再向第三产业的制造环节转型。 

第二条路径，即产业内转型（2m—2M）。这条路径表示第二产业内部两个子制造业之

间的转型，从技术水平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低层次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层次转化。 

第三条路径，即产业的升级（2m—2r 或 2s）。这条路径表示某制造企业从制造环节向

研发或营销环节转变，实现产业内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和技术集约化，不断提高生产效率。 

第四条路径，即产业间转型升级（2m—3r 或 3s）。这条路径表示某制造企业从第二产

业向第三产业跨产业升级。 

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产业转型是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或统

一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升级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转

型不仅体现在产业升级上，同时更多地表现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上；产业升级也不是产

业结构水平绝对越高越好，它应与一个地区现阶段的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科技

发展水平以及未来发展需要等相适应。由于二者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甚至现实中经常同

时发生，故直接用“产业转型升级”这一提法。 

2.1.3 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工业 4.0 

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机械设备和工厂车

间，但随着亚洲制造业的兴起和美国先进制造业的挑战，德国制造业的相对弱项也逐步显

现出来，其服务服务研发环节相对较弱。虽然德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能够提供充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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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却没有充分挖掘产品的服务价值[18]。因此，德国开始着力进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提出了工业 4.0，其目的是借助工业 4.0 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保持全球竞争力。同时， 

德国将制造业领域技术的渐进性进步描述为工业革命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业 1.0。18 世纪末开始，通过水力和蒸汽机，淘汰手工劳动，转而用

机械进行生产，经济社会从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转型到以工业以及机械制造为主要产业

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式。制造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阶段——工业 2.0。20 世纪初，通过以电为动力，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分为零部件

设计、生产、装配等分工较细的生产流程，制定严格生产标准，从而实现大规模生产的新

模式。制造业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三阶段——工业 3.0。20 世纪 70 年代，通过电子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机器能够

逐步替代人类作业，制造过程不断实现自动化，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发展迅猛，

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逐步占据重要地位。 

第四阶段——工业 4.0。未来 10 年，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

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使人类步入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如果说从工业 1. 0 到 3. 0 都是生产方式的变革，那么工业 4. 0 则不仅仅是生产变革，

更是从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到市场销售、售后服务以及需求反馈整个价值链条和产业生态

的全面升级。[19]工业 4.0 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全新的产业蓝图：信息技术、大数据广泛应用，

物联网和务联网（服务互联网技术）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关键领域，传统的产

业界限将消失，制造业企业与互联网企业、生产型企业与服务型企业之间的边界趋向模糊，

生产方式向大规模定制、服务型制造、创新驱动转变。为了顺应产业变革大趋势，我国也

适时制定了“中国制造 2025”，其宗旨是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和工业化

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不仅要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还要实现

高端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 

2.2 区域经济理论 

2.2.1 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理论主要反应了某一区域产业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的经济景观。1990 年波

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产业集群做了有代表性的定义：产业集群是指某一特定领

域中，大量产业联系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机构，如行业协会、金融机构、职业培训

和科研机构等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更是一种适合于发

展中状态的战略方式，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构建国家与区域创新系统等重要的实现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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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作为城市特定的一个区域，是产业的集中区，与产业集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开发区是企业集聚、产业集聚重要的空间载体，促进形成规模经济，降低集聚区内企业的

生产成本，从而达到收益递增的经济效应，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特定的、集中的产业经济

活动，能够使相关生产要素在空间上集聚，从而为开发区带来经济效益，并产生技术外溢，

使得创新能力快速传递到开发区内的其他产业，提高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增长出现

质的变化。 

2.2.2 增长极理论 

1945 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首次提出增长极概念。佩鲁认为“增长并非同

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

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20]。增长极理论已逐步成为一种研究

区域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工具。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并非均匀地发生在地理空间

上，而是首先出现在一些区位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这些具有成长意义及空间聚集意义区域

就叫做增长极，或者增长中心。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某一个或几个产业会出现较高的增长

速度，其增长势头超过其它产业，这样的产业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 

开发区凭借后发优势，在资金、土地、劳动力要素供给方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在经

济发展区域中展现出集聚力，吸引各生产要素在开发区集中，从而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

同时，开发区的集聚效应能够带来技术溢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形成区域竞

争优势。开发区应该不断科学、合理配置经济资源，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经济发展要求，实现持续发展。 

2.2.3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没有采

取先发战略，而是继续鼓励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分工，当经济增长率出

现回落，难以寻找性的增长点，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

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有利于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份额，但自然演化循序渐进的

升级却需要较多的时间，还有可能被固化在产业升级的某个阶段。这种发展模式对外部的

资源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如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一旦外部世界发生动荡，往往会

严重影响本国经济的稳定。 

通过国家战略重点培育未来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产业，着力推动产业由价值链低端向

中高端跃升，推进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才能获取高额的附加价

值和经济回报，保证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从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使经济发展进

入一个更高的水平。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9 

2.3 供给侧改革相关理论 

2015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在适

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

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1]。随后，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逐步得到重视，其地位被逐步提升，被认为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

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

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22]。 

2.3.1 供给侧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相对应。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最早提出了“供

给创造需求”。他认为由于卖和买的紧密联系，新供给会创造出新的需求，因此生产者会

产生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生产水平的提高，能够创造和他人交换的价值，从而给市场带

来消费能力。因此，萨伊主张减少政府在市场中的管制，降低各种流通过程中的税收，阻

止垄断，让市场自行实现供求均衡。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发生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萨伊定理”受到了全盘否定。“凯

恩斯主义”得以流行。凯恩斯认为消费不足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国家“克服经济衰

退，政府就要对总需求进行管理，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23]，

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滞涨”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危机现象强烈威胁经济发展。

供给学派就是在此时期逐渐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因为他们的政策主张被里根总统用来

治理滞胀而广为人知。面对滞胀，总需求管理在西方国家经济政策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

战，因为它无法同时实现稳增长（消除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两个目标。供给学派则认为，

只要遵循萨伊定律，失业和通胀并存的现象自然会消失：供给自行创造需求，只要国家不

干预经济活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也就不会持续存在；政府人为刺激需求导致投资大

于储蓄，从而引发了通胀，所以只要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利率的升降会使得储蓄全

部转化为投资，也就不会产生通胀。为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等手段，

激励工人和企业家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稳定增长。 

在 80 年代以后，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没有公开宣称实行供给管理的手段去调节

经济，但基本上都减少了采用需求管理的手段去干预经济，财政政策出现中性化的趋向。

“供给侧改革”全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

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是我国本届政府提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主张，虽

然这一主张理论观点最初源于西方经济学界供给学派，但是把这一宏观经济改革主张推向

历史舞台的则是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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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我国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出现了逐年下降的情况，从

2010 年的 8. 7%下降到 2015 年的 6.9%，水泥、煤炭、钢铁等行业均出现了生产过剩。从

表面上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需求侧出现了问题，世界经济整体下行，我国出口下降，

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产值和利润进而下降。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的实质在

于供给侧出现问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从而造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长速度逐年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靠投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等大量生产要素来实现经济

的增长，属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但是，现在的国际分工正面临新的变化：一是新的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开始酝酿；二是发达国家开始推进再工业化；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加

快工业化建设。而在我国，随着要素成本的快速上升，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等这些比较优势

已经受到威胁。2015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 8000 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常关键的阶段，形势非常严峻。“依据国际经验，一些国家

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增长

动力不足，最终陷入经济停滞状态”[24]。我国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

竞争不过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依靠自身创造力来创造

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品又竞争不过发达国家。国际和国内市场的

双重萎缩，造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对停滞。仅仅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只

能在短时间维持经济的增长，其效果已经开始递减，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新常态意味着常态下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供给决定型经济’。

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和技术

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由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所决定”[25]。 

2.3.3 供给侧改革的政策选择 

一个国家的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客观情况，也会采取不同的经济

措施。因此，不论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产生其对经济的积

极作用，关键是哪一方可以更好地解决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当前，全球在经济

危机后采取的经济复苏对策效果仍不明显，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产品生产端，侧重发展实体

经济，强调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我国推行的供给侧改革，不能对美国供给学派相关理论简单照搬，必须立足于中国发

展的实际情况。近年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影响日趋扩大。按照新供给主义的观点，经济

的持续发展需要实现人口、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充分供给，解除对五大要素

的长期抑制[26]。这也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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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我国推进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

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其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优化要素

配置模式，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第二，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第三，促使政府、企业等社会机构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形成互动、互助的良性合

作关系；第四，政府仍然需要在经济管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所有政府干预必须以市场化

为方向，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2.4 理论视角的选择：供给侧改革 

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政府、产业、企业以

及其他相关机构都仅仅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份子。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是整个系统整体

运作，才可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工业 4.0 代表着整个价值链条和产业生态的全新形

态，其实施理念可以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之一。 

开发区作为企业集聚、产业集聚重要的空间载体，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着“增长极”

的重要作用。而且我国的开发区大部分属于政府推动型，在承接国家发展战略上起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发区“经历了‘一次创业’、‘二次创业’时期，本质上就是扩大

高技术产品供给、聚集创新资源、提升创新效能的供给侧改革，当前，开始正在进入

‘三次创业’的新时期，根据国家一带一路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需要继续引

领新时期的供给侧改革”[27]。 

本文选择供给侧改革为视角，主要原因是笔者认为在研究开发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产业如何转型升级，而应将研究出发点跳出开发区，与区域经济

甚至国家宏观形势相联系，这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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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的发展历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东部发展带上，在五环路与六环路之间，

距市中心 16.5 公里，距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25 公里，距天津新港 120 公里，沿京津塘高速

公路可达廊坊市、天津市。从下图可以看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便利，拥有较完善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网。 

 

 

图 2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理位置
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抓住了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国内市场开

放、首都城市总体规划与发展战略调整的机会，承担着国家战略的实施和首都战略功能的

定位，现已成为京津冀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纵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创业探索期、提升发展期和综合发展期三个阶段。 

3.1 创业探索期（1992 年—2000 年） 

3.1.1 经济建设开始起步 

90 年代初，鉴于开发区成为了各地对外开放的试验石和改革创新的策源地，北京市在

                                                   

①图片源自 http://www.bj.xinhuanet.com/zt/2012-07/25/c_1125311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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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成功举办后，正式提出要建设工业区，亦庄得以成为全市发展工业的首选地区。1991

年 8 月，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决定筹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1992 年正式开始建设。1994 

年 8 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期规划面积 15.8 平方公里。从 1992

年资生堂作为首个合资项目开工起，和路雪、四通松下、航卫通用电气、福田电子、乐天

四通、可口可乐等项目陆续开始入驻开发区。截至 2000 年底，开发区累计入区企业 703

家，累计投资总额 28.19 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 200 家，累计投资总额 21.87 亿美元，占

投资总额的 77%；内资企业 503 家，累计投资总额为约 7 亿美元。 

 

 

图 3   1994 年-2000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①
 

 

3.1.2 政策实施情况 

国家和北京市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开发区的发展，例如对进驻园区的企业实行

税收优惠和减免、最大程度的进行招商引资政策等等。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 年

－2010 年）》及《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1991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北京市重点卫星城镇和新兴产业的重要基地，产业政策以“高新技术、出口创汇、利用

外资”为主。1992 年 6 月 1 日，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北京市鼓励外商在亦庄工业区投资

若干政策暂行规定》，鼓励外商在亦庄工业开发区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

                                                   

①数据来源于《1990-201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事记》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地区生产总值 1 1.1 1.9 4.2 8.7 13.8 26.4

工业总产值 1.6 5.3 16.4 26.2 33.5 45.3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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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外资企业，对这三类投资项目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1994 年 8 月 25 日，国务

院批准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政

策，即与全国 32 个国家级开发区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在企业所

得税和增值税的缴纳予以了较大幅度的减免。 

在发展初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招商引资的主导部门，并没有对产业进

行明确的划分，发展主导产业的思路也不是很明晰。开发区依托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政策优势和低成本土地投入，吸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外资工业企业在地理上的聚

集，但尚未形成正式的主导行业。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

阶段发展的比较缓慢，招商引资工作开展的并不顺利，只有诸如资生堂一类的企业来开发

区投资建厂。这与天津、上海等全国先行的开发区比，无论是工业规模，还是经济实力都

相差甚远。20 世纪初期，天津、上海等地的开发区区域生产总值均突破 200 亿元，相比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3.2 提升发展期（2001 年—2007 年） 

3.2.1 经济发展逐步加速 

2001 年至 2007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经济指标和管理体制

都出现较大成果。2007 年，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了 482 亿元和 2111 亿元

（详见图 4）。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增大，由

2001 年的 7.6%迅速跃升 2007 年的 40.22%。在此阶段，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抓住了国际产

业转移、民企进京、北京实施“退二进三“战略的机会，以诺基亚、奔驰等为代表的外资

入驻和以中芯国际等为代表的国内企业迁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初步形成电子

信息、生物技术与医药、汽车、装备制造四大主导行业发展格局。尤其是星网工业园的建

立，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群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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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1 年-2007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①
 

 

2001 年，诺基亚进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诺基亚以产业龙头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

聚集诸如威讯联合、三洋、揖斐电半导体等 20 多家国内外知名零部件生产商和供给商，

形成包括芯片、集成电路板、机壳、显示屏等各个生产环节的星网工业园。星网工业园能

够促进原材料和产品的零库存，生产与海关监管同时进行，大幅缩小时间、空间和资金的

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带动投资规模与知名品牌的聚合效应，实现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集

聚。2007 年，星网工业园工业总产值达到 1420 亿元，占全区三分之二。 

由于相对超前和严格的招商引资政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发展起点较高，高

耗能、高污染且低产出的企业较少。四大主要产业集群基本建立完整的产业链，电子与信

息技术和机器生产也得到普及，生产效率较高。以诺基亚进区为开端，中芯国际、京东方

等一大批名牌企业共同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获批为国家级电子信息产业园；北京奔驰

成为戴姆勒全世界惟一集前驱车平台、后驱车平台和动力系统平台为一体的企业，与德尔

福、康明斯、江森、李尔等一批世界 500 强或知名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构建一条完

整的汽车产业生产链，逐步形成集汽车制造与零配件生产于一体的汽车产业集群；德国拜

耳、美国通用医疗集团、同仁堂等知名企业的先后入驻，形成具有创新能力和规模效益的

“北京药谷”；以博世力士乐、施耐德、SMC 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集群，含盖激光技术、

微电子、数控机床、印刷机械等生产部门。 

                                                   

①数据来源于《1990-201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事记》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地区生产总值 71.6 124.6 130.7 156.7 246 385.2 482.6

工业总产值 423 406.3 451.2 535.2 1150.4 1660.3 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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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政策实施情况 

在此期间，政府制定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入驻园区的政策，鼓励创新，并为入驻园区的

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1999 年 1 月 8 日，国家科技部批准北京市新技术

产业开发试验区调整区域范围的请示，批准设立“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亦庄工业

园区”，界定开发区的一部分划入试验区，定名为“亦庄科技园”，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之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首都地区唯一一个同时享受国家级开发区和高新区政策的特殊

经济区域。开发区亦庄科技园内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税率征收。2001 年 11 月 9 日，北京市政府发布修订后的《北

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

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成果项目转化。在人才吸

引方面，设立“博大贡献奖”，颁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大贡献奖实施办法（暂行）》，

奖励为开发区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及团队。同时，颁布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鼓励

高级人才入区的规定》，鼓励各类高级人才来开发区从事研究、生产和创新工作，并对其

户口进京、居住、配偶（子女）安置、创业等给予支持。 

由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的优惠政策，入驻园区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开发区的

一期规划面积仅为 15.8 平方公里，土地空间不足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开发区做大做强的重要

因素。在此背景下，北京市政府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积极向国家申请扩大开发区

土地范围，并于 2002 年 8 月 8 日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得以向京津塘高速公路以东和凉

水河以西两个方向扩大 24 平方公里。至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 39.8 平方公里，

加上北侧绿化隔离带和京津塘高速公路两侧、凉水河东岸绿化代征地，实际管辖面积达到

46.8 平方公里。 

同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注重采取制度、政策等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整，

以管委会的名义完善土地、环境、行政管理制度，制定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和促进发展的政

策措施，形成较好的法制环境，相继建立和完善招投标、行政事业收费、干部管理等数十

项工作制度。 

3.2.3 存在的问题 

在此阶段，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发展硕果颇丰，但仍然出现了一些问题，并留

下后患。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把主要力量放在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对高附加值服务业的扶

植，导致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科技扩散

辐射地带，但并没有实现向多功能综合性产业区进行转变。重视宏观经济指标，而忽视经

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部分产业缺乏关键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的知识产权，在价值链中仍处于

低附加值环节，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制于技术掌握者和国外市场。这些问题也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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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难以保持持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3.3 综合发展期（2008 年至今） 

3.3.1 经济遇到发展瓶颈 

2008 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从美国国内的局部危机演变成了国际性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最初只是金融领域的“次贷危机”，但随后逐渐扩大，危及到全球的实体经济。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外向型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受到较大影响。2009 年全区工业总

产值只有 1966.9 亿元，比 2007 年下降了 6.8%（详见图 5）。电子信息产业遭遇发展瓶颈，

生产和销售持续下降，工业总产值占全区的比重由2008年的67.3%下降到2014年的24.9%。

以三星和苹果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异军突起，诺基亚终端销售渠道受阻，市场占有率逐年下

降，丧失手机行业的领军地位，从而使整个星网工业园及相关电子企业遭受重创。 

 

图 5   2008 年-2013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①
 

3.3.2 政策实施情况 

2007 年 1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复《亦庄新城规划(2005-2020 年)》，明确提出以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功能区的亦庄新城是北京东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和重点发展的新

                                                   

①数据来源于《1990-201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事记》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地区生产总值 554.8 592.5 698.6 782.5 827.7 913.5 997.4

工业总产值 2022.8 1966.9 2228.7 2285 2187.9 2292.9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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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之一。经过近 20 年的高速发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不足、

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的软肋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成为掣肘之痛，解决这些问题迫在眉睫”[28]。

为了解决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2010 年北京市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

发区和大兴区合二为一，推行行政资源整合，促进协同发展，并将其定位为南部高技术制

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品牌、政策、产业等优势，大兴

区则发挥土地资源、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优势，双方从此进入一体发展阶段。2012 年，

北京奔驰二期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并投产。凭借新生产线的投入，北京奔驰可

以引进新项目，大规模扩充生产能力，从而带动汽车产业集群的迅猛发展。汽车及交通设

备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区的比重由 2008 年的 4.8%增长到 2014 年的 37%。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企业造成的冲击，2008 年 12 月 29 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颁布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扶持和鼓励办法(试行)》，通过一次性奖励、房租补贴、参照企

业缴纳所得税标准给予的财政奖励等方式，扶持和鼓励对区域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和做

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帮助企业克服订单减少、市场不振带来的经营困难。 

在鼓励创新方面，2008 年 12 月 18 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施行《开发区科技创

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该办法是开发区建区以来第一个支持科技创新的区域政策，对区

内符合要求的创新企业予以资金支持。在人才引进方面，2010 年 12 月 20 日，发布《大兴

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二五”时期人才发展规划》，并下发与之配套的《中共北京

市大兴区委、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关于深入推进人才工作的意见》《关于鼓

励高层次人才来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创业的意见》以及《北京市大兴区、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专项服务工作的意见》，以此鼓励高层次人才来

新区发展。 

3.4 经验教训 

3.4.1 过分依赖“扶持优惠”型的招商引资模式 

从发展历程来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国内大部分开发区一样，在享受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建立的招商引资模式更多是通过加大政策扶持性杠

杆（如政策优惠、土地优惠等，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分配权），以此提升对大型国企、企业

集团、跨国公司和外企的吸引力，并协助企业实现规模的扩张，带动开发区经济的快速增

长。如 2000 年，诺基亚入驻建设星网工业园，无偿为其提供规模的工业用地；2009 年开

始，开发区累积给京东方科技投入 36 亿元；“十二五”时期，通过挂牌方式出让给奔驰

汽车 198 公顷工业用地。 

过分依赖“扶持优惠”型的招商引资模式，在发展的初期，经济稳定增长的周期阶段，

能够快速实现产业落地，形成产出规模。但是，持续性的自主创新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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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未能解决发展质量、经济效益和产业安全等问题，导致园区难以形

成梯次增长结构，外源性发展风险来临时，主要企业遭受到危机，从而影响了产业链处于

上下游关系的企业，甚至是整个产业集群。金融危机以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行政

资源整合，凭借大兴区的土地资源优势，仍然采用利用土地资源扩大生产的老办法。虽然

表面上保持住了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但实质上并没有提升生产价值链，没有实现创新驱

动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巨大压力。 

 

3.4.2 缺乏淘汰机制 

经过 20 年的快速发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然形成了路径依赖。由于追求经济增

长的规模和速度，强调外源性的产业引进，却没有形成淘汰机制，一些本该被淘汰的企业

靠刺激政策存活下来，占据着资源并形成了产能过剩。这些企业延续着有量无质的生产，

没有借助危机进行重组、改造和升级，以至于缺乏创新和活力。 

同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现行政策的针对性和导向性明显不足，在企业入驻、办公

用房补贴等具体政策优势还不明显，推进服务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尚

未形成。虽然招商引资的门槛较高，但还是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处于低端价值链的企

业进入开发区。 

忽略从“供给侧”推动产品品质提升，使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面对国内外市场大

幅萎缩的局面时，很难再通过刺激需求的办法促进区域经济形势的好转，致使经济增长率

出现回落。在开拓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或服务的高成长市场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步履维艰，难以寻找新的增长点，无法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产业发展的问题也就逐渐

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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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成因分析 

4.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调查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81.4 亿元，同比增长 8.4%，二、

三产业比例为 63.9：36.1。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没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始终占据着主导

地位。 

4.1.1 第二产业发展调查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产业增加值 690.7 亿元，同比增长 8%。其中，工

业增加值占比达到了 95.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①实现工业总产值 2555.5 亿元，同比增长

5.6%。 

四大主导产业工业总产值为 2282.5 亿元，占全区的比重为 89.3%。其中生物工程和医

药、汽车及交通设备两大产业比重不断提高，2015 年分别完成产值 321.7 亿元、895.7 亿

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12.6%、47.2%，占工业总量比重分别为 13.8%、35%；电子信息产业

受诺基亚的影响，仍然处于下降状态。（详见表 1） 

 

表 1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四大主导产业工业产值情况
②
 

产业分类 工业产值（亿元） 同比增速（%） 
占工业总量比重

（%） 

四大主导产业合计 2282.5 6.3 89.3 

电子信息产业 601.9 -24.6 22.6 

装备制造产业 463.2 1.1 18.1 

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 321.7 12.6 13.8 

汽车及交通设备产业 895.7 47.2 35 

 

4.1.2 第三产业发展调查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产业增加值 390.8 亿元，同比增长 9.2%，高于整体

                                                   

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 

②数据来源于《新区（大兴－开发区）统计年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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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0.8 个百分点。从比重上看，传统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的比重占据半壁江山，现代

服务业中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比重分别达到了 10.8%

和 10.4%；从增速上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技

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增速均在 7%以上。（详见表 2） 

 

表 2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产业增加值情况
①
 

行业 增加值（亿元） 同比增速（%） 比重（%） 

第三产业 

批发和零售业 

390.8 

213.2 

9.2 

11.2 

100.0 

54.6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42.2 7.1 10.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0.7 14.6 10.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8.5 9.7 7.3 

金融业 20.5 -7.8 5.3 

住宿和餐饮业 17.2 7.3 4.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3 2.6 3.4 

房地产业 7.6 10.4 1.9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2.2 6.1 0.6 

教育 1.4 14.5 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2 18.3 0.3 

卫生和社会工作 0.8 18.6 0.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4 13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1 9.1 0 

 

在新兴产业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性服务业完成收入 1782.4 亿元，占全区第三

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63.9%。其中，流通服务比重高达 86.5%。（详见表 3） 

 

 

 

 

 

 

 

                                                   

①数据来源于《新区（大兴－开发区）统计年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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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情况
①
 

项目 营业收入（亿元） 比重（%） 

生产性服务业 1782.4 100 

流通服务 1541.9 86.5 

信息服务 77.1 4.3 

金融服务 1.9 0.1 

商务服务 31.9 1.8 

科技服务 129.5 7.3 

 

文化创意产业完成收入 841.4 亿元，占全区第三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24.7%；作

为首批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开发区 5 家电子商务企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39.9 亿元，

同比增长 7.6%，占规模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②营业收入的比重达 33.2%。 

4.2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出现的问题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凭借着传统比较优势持续，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随着土地、能源、劳动力成本以及人民币汇率的不断攀升，我国制造业成本低的优势受

到大幅削弱，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下降，部分地区和产业出现了供需失衡的问题。受国内外

大环境影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发展也出现一些问题。 

4.2.1 工业产能水平较低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生产仍未完全进入工业 3.0 阶段，部分企业甚至还在 2.0

阶段。就产业链分工而言，大部分工业企业仍属于生产性企业，研发和营销实力较弱，总

体上处于低附加值的发展环节。从收入结构来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2014 年企业技术收

入所占比重仅为 6.1%，新产品销售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从 2010 年的 29.9%持续下降至

2014 年的 19.2%（详见图 6）。虽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两年开始重视工业机器人等智能

技术，但其整体上还处于实验和发展探索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作

用有限。在全球结构性调整进程中，原来赖以支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快速增长的一些企

业，不再符合开发区发展定位，成为夕阳型企业。这些企业对市场反应滞后，产品线更新

                                                   

①数据来源于《新区（大兴－开发区）统计年鉴－2016》 

②规模以上商业企业是指年商品销售额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和年商品销售额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零

售业企业（单位）。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23 

迟滞，经营逐步陷入困境，入区发展 10 多年的诺基亚公司便是典型案例。 

 

 

图 6   2010 年-2014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产品收入和技术收入所占比重（单位：%）
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四大主导产业也存在规模实力较弱、缺乏龙头企业等问题。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全年在 100 亿元以上的企业不足 5 家，大部分企

业的规模较小。除了汽车产业集群中的北京奔驰和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中的京东方，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以及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集群并没有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匮乏，产业集群内

就会缺乏辐射带动效应，阻碍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扩大。同期相比，天津开发区的八大

主导产业中，有五个产业的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 500 亿元以上。相对来说，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只有汽车及交通设备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工业生产总值达到了 500 亿元以上。汽车

及交通设备产业因奔驰聚集了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大型企业，带动相关配套企业汇集

开发区，形成实力强、规模大、产业链完整和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

汽车及交通设备产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产值保持增长的主要动力。自从诺

基亚退出智能手机市场以来，电子信息产业就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始终没有新的龙头企业

带动发展。装备制造产业同质化竞争激烈，利润率较低，发展疲软，没有展现强势的增长

势头。虽然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近些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与其他产业相比整体规模

较小，难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4.2.2 企业库存逐步提高 

由于用工等成本的价格上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的生产成本在逐步加大，劳动

                                                   

①数据来源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http://www.zg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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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企业生产的低端产品竞争不过相对落后的地区，而中高端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在与发

达国家竞争时，也处于劣势，导致企业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造成亏损。2015 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年末存货合计为 388.6 亿。2015 年下半年以后开发区企业进入新一轮生产扩张

周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货的同比增速由 7.8%上涨到 14.5，产成品的同比增速由 0.2%

上涨到 14.7。虽然生产规模扩大了，但市场销售不及预期，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1%，

低于产值增速 1.5 个百分点，导致目前库存处于较高水平，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只

能面临经营上的亏损（具体情况见图 7）。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共有 280 家，其

中有 76 家企业处于亏损状态，亏损比重达到了 27.1%。 

 

 

图 7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货同比增速（单位：%）
①
 

 

经营亏损影响企业投资和创新的热情。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84 亿元，占开发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为 46.3%，显著低于工业占整体

经济的比重（以 GDP 计，2015 年为 64.9%）。2012 年以来，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连续三

年持下降态势，但 2015 年有所回升。（具体情况见图 8） 

 

                                                   

①数据来源于《新区（大兴－开发区）统计年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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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历年工业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①
 

 

从图 8 中可以发现，从 2009 年开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有

个快速攀升，在 2011 年达到顶点。这与国家的 4 万亿投资政策有很大关系，而到政策效果

逐渐减弱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企业内在增长实力较弱的问题逐步体现出来。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的资源占有量和利用效率上相对有限，资金也不充足。投资不足，新

项目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开发区工业的可持续增长。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区内的富士

康、富泰京等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以配套加工为主，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较低，缺乏核心

技术，只能走低水平组装加工路线，使整个产业位于价值链的低端。随着诺基亚市场竞争

力的下降，市场份额的降低，这些企业难以拿到更多订单，遭遇困境时，持续发展举步维

艰。 

4.2.3 资源成本出现瓶颈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撑，但是随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不断发展，区域土地资

源的承载能力以及电力、水资源等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在诸多资源约束中，土地问题尤其严重，“用地难”、“项目供地不足”等在不同程度

上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未来发展的瓶颈。在开发区建设初期，为了加快招商引资的步

伐，过度的放大土地杠杆的作用，导致土地权属、产权等问题严重影响到土地回收再利用，

提升了区域空间更新的成本。随着国家土地宏观调控政策的紧缩，开发区项目用地紧张的

问题越来越凸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区域的土地已经开发殆尽，各园区规划已经成

型，现有企业欲发展新的生产线、引进研发机构会受到现阶段整体规划的限制，难以进行

大范围的重组整合，这就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困难。而且北京市土地资源稀缺，土地

                                                   

①数据来源于《新区（大兴－开发区）统计年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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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26 

价格较高，征地拆迁工作难度大，限制了部分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进入。一些掌握核

心技术或者处于快速成长期的小型企业和处于萌芽期的企业，碍于资金的压力，而不会选

择开发区进行发展经营。 

同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还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配套的民生建设也要

逐步跟上，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直接影响到开发区的产业转型升级。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区域内的居民要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改善居住环

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文化生活等领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面临着完善公共事业、

满足民生需求的重要责任。同时随着拆迁工作的进行和保障房的建设，更多的配套设施也

成为新的民生需求。 

4.2.4 产业支撑存在不足 

过去二十多年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重点方向一直以产品制造为核心，其基础

设施、服务配套、人力资源结构都是以制造生产为核心配置的，这就造成了开发区落实国

家战略任务、推动区域创转型时，不得不面临由于商务服务供给不足、科技服务环境缺失，

以及要素结构不匹配造成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 

从产业结构上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产业发展迅速，产值逐年攀高，而第三产

业却发展较慢，大型企业数量少，经济比重远低于制造业，没有形成产业集群。虽然近些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增加值比重也逐年提高，但是以商业为主

的传统服务业的比重占据了一半以上，而信息服务、科学技术研究、金融业和物流为代表

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尤其是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整体规模都比较小，

所占比重只有 5%和 7%（具体情况见图 9）。物流业服务还停留在传统的运输、仓储等服务

项目上，很难满足工商企业的现代物流服务需求。从营业收入上看，生产性服务业虽然比

重较高，但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流通服务。而金融服务和科技服务所占比重很低，难以支撑

区内企业的金融需求和研发需求。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27 

 

图 9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产业中各行业所占比重（单位：%）
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产业比重较低，而且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较为缓慢，层次不高，缺乏具有区域标志的主导行业和发展特色。开发区的大部分制造业

企业出现了服务内置化现象，大量本应由服务型企业承担的市场化服务变成制造业企业内

部自供式服务，这严重压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服务业与制造

业没有形成融合、联动的格局，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缺乏与之配套的生

产性服务业的强有力支撑，将影响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29]
 

4.2.5 外向型依存程度高 

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重要功能，外商投资对开发区前

期经济增长和产业集群化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外商投资是一柄双刃剑，过分的依赖会带

来极大的潜在风险。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15 年，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

资企业共有 149 家，工业总产值达到 1972.3 亿元，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 77.2%，占据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详见表 4） 

 

 

 

 

                                                   

①数据来源于《新区（大兴－开发区）统计年鉴－2016》 

批发和零售业
55%

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业
11%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11%

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

7%

金融业
5%

住宿和餐饮业

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

房地产业
2%

其他
2%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 

28 

表 4  2015 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企业性质
①
 

企业性质 
单位数量

(个) 
比重（%） 

工业总产值 

（亿元） 
比重（%） 

合计 280 100 2555.5 100 

内资企业 131 46.8 583.2 22.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5 12.5 316.5 12.4 

外商投资企业  114 40.7 1655.8 64.8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招商对象侧重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也没有针对内资企业

的优惠政策。因此，开发区内入区内资企业相对较少，而且投资规模小。在全球经济危机

到来的时候，大部分外资企业受国外形势的影响，整体收入和利润大幅下降，而且内资企

业实业相对较弱，这就造成开发区经济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内生发展的推动力和抵抗风

险的能力不足，在不利外部环境中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阻碍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4.2.6 部分产业面临转移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北京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基地，根据北京市增量产业发展禁限

目录确定的发展重点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要求，必须面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般性制

造业、一般性生产环节转移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不具备要素成本优势的工业化量产

制造环节和已经实现技术、产品等代际迭代的生产制造环节退出发展。2014 年，北京市政

府发布并实施《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 年版）》，明确新增产业的底线。

2015 年 4 月经初步修订，更为严格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2015 版）也已出台。严格的产

业限制政策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汽车产业和装备制造产业影响明显，分别有 80%和

38.7%的企业在“禁限”的范围中。作为汽车产业的龙头——北京奔驰，将被限制生产和

项目的扩建，不利于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给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的发展带来阻力。 

4.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出现问题的成因分析 

4.3.1 产业政策出现失误，产业同质化严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地区政策上的差距日益缩小，依靠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吸

引企业入驻园区的“集聚”就表现出根植性的缺失。当开发区之间的土地成本、劳动力价

格等区位优势及税收优惠政策呈现较大的差异时，部分企业就会考虑向那些更加优惠的开

                                                   

①数据来源于《新区（大兴－开发区）统计年鉴－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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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迁移，或将新的投资移向更加优惠的开发区。这种流动最终导致各开发区之间产业结

构乃至形态上的趋同，从而带来各开发区之间在低水平上的恶性竞争，进而导致优惠政策

的底线一破再破。 

经过 20 年的快速发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然形成了路径依赖。为了追求经济增

长的规模和速度，强调外源性的产业引进，产业发展政策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加快大企

业入驻，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走的仍然是“鼓励招商引资——给地建厂——扩大生产规

模——GDP 上涨”的老路。虽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宏观经济指标上形成了较好的“成

绩单”，但是企业并没有与相关的支撑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导致产业集群层次较低，创新

能力较弱。在资源和政策因素趋紧的情况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无法通过技术突

破，构建新的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产业自然演化循序渐进的转型升级需要

较长的时间，导致现阶段开发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陷入经济停滞的状态。 

盲目的引进新兴产业，而忽视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也造成产业同质化现象非常严

重。在鼓励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国家给予开发区较高的自主权。因此，各地开发区都

在采取多种手段发展本区域的经济，提升产业水平。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成为各地开发区

竞相引进的目标。为了吸引投资，而且各地开发区都在采取多种手段发展本区域的经济，

高端产业项目自然成为各地开发区竞相引进的目标，导致开发区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愈发激

烈，很难培育出本地区特色的产业基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形成的四大产业集群，与

距离较近的天津等地开发区产业结构趋同，产业优势不足，地方性园区产业特色不够明显，

造成地区间产业重复建设和竞争的加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其他开发区没有形成有力

的互补和协调，趋同的产业没有竞争优势，又缺乏产业的自主培育，阻碍产业的良性发展，

产业分工体系也难以形成。 

4.3.2 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供给端水平低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初期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外商投资，过度依赖“主干”而

缺乏对创新型产业“根系”的培养，即使开发区在项目带动层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持续性

的自主创新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未能解决发展质量、经济效益

和产业安全等问题。在给予外资企业土地、税收、政策等方面政策优惠的同时无论是园区

发展机制还是资金投入效果都形成较大的机会成本，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挤出效应，创

新能力得不到有序积累和长足发展。同时，外资企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占据比较大的

比重，导致企业的产品销售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而国内市场需求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开

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双重萎缩，产品无效供给过度，而有效供给不足。企业生产的产品

卖不出去，库存处于较高水平，造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的相对停滞。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通过资源要素

驱动进行发展，即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比较成本优势，进行招商引资，吸引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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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企业入区经营，将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出去。虽然引进、模仿一些新的

技术，但还只是承接产业链分工中相对低端的那一部分。在发展初期，利用要素或资源的

比较优势，获得比较经济的利益，加入国际分工的产业链条，从而工业化和产业发展的好

处。但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比较成本优势极容易被更加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地域所

取代。入区企业在遭遇经济周期、政策调整、市场迭代、同业竞争等风险致使其陷入困境

时，往往首先选择实行外生性的战略调整或者直接关闭退出，而不是通过内生性的自主创

新发展，重回增长之路。 

4.3.3 各产业发展不平衡，创新能力较弱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三产业主要以批发零售、房地产等业态为主，对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具有直接支撑作用的信息服务、科技研发服务、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态发展滞

后，咨询、财务、法律、设计等高端服务尤为欠缺。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不足、业态不丰富

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瓶颈。自成立以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被赋

予高端制造业聚集地的功能定位。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也以工业企业为重点目标，优先

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而忽视与先进制造业配套的第三产业的协同发展，没有对进

区的第三产业给予太大的政策优惠。尽管发达国家企业将生产线等制造环节转移到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但其服务环节、研发环节、物流与营销等环节依然留在国内，并没有随生

产线一共引进到我国。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资企业，绝大部分只是单纯的加工工厂

和生产车间。尽管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本土企业学到了一定的先

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但仍然缺乏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这使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的运

营发展模式，还是依靠数量规模的增长，在国际化的生产分工和价值链处于较为次要的环

节，依旧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由于过度依赖原有的发展模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尚未有效建立国际交往功能，对

区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难以开展国际产能竞争、建立国际标准与国际化品牌。

许多核心技术是以跟踪和模仿的形式获得，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和标准。产学研结合机制

尚未有效建立，企业主体与院所、高校的合作程度还不够，没有利用好首都优越的教育和

科研资源。同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缺乏大规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支持手段和公

共服务，将科技成果转移到生产应用的水平比较低。 

4.3.4 社会职能负担增加，政策优势弱化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创立之初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了精干高效的“小政府，大

社会”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使开发区获得许多蓬勃发展的比较优势，如政策优势、人

才优势、体制优势、创新优势等一系列先行先试机会。然而，一方面，随着开发区规模的

不断扩大、入驻企业的不断增加，开发区俨然成为一个“五脏俱全”的地方机构，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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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其最初的经济发展职能，还要担负起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如文教

卫生、劳动就业、环境治理、治安纠纷等。各种事务的纷至沓来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也

出现了机构臃肿冗员增加的体制痼疾，管理体制的优势不断弱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区域内的居民要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改善居住环境、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文化生活等领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还要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

完善公共事业、满足民生需求的领域中，这就相对减少了产业发展的投入。 

另一方面，为摆脱地方政府干预，提高工作效率，部门条线管理不断强化，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以前独享的一些政策优势、体制优势、创新优势、职能权限等不断弱化、一些

职能也被逐步上收，如工商、税务、金融、社会保障等机构先后实行垂直管理，开发区越

来越向一般行政区体制退化。还有，较之一般行政区，开发区还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其在财

政、税收、土地、外贸、环保、劳动用工等方面享有的特殊优惠政策一旦取消，原有的以

经济管理为主的体制将面临着转型的必然。 

4.3.5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反思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可以较好的解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

陷入停滞状态的原因。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阶段类似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

美和东南亚国家，具体表现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为经济增长找到新的动力，

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的扩张，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严重，产业结构升级缓

慢；二是对外依赖严重，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作为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要素

主要是丰裕的资源和低成本要素，技术、品牌、营销等高端要素匮乏；三是在新产品开发

和品牌创新等方面的研发投入较低，缺乏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尖端技术与核心技术，企业、

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高技术企业难以从高校、科研机构获得稳定的

技术供给来源，科研机构缺乏与企业的协同合作，其科研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现实的产业

竞争优势；四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智能化、网络化水平依然较低，技术创新

的制度、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软件”依然亟待完善[3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分依赖产业扩张和政策红利保持经济的增长，

没有形成有效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和可持续性的内生发展动力。在内部发展出现问题、外部

环境不利的影响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处于调整结

构的“阵痛期”，担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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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国内外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借鉴 

无论是其他国家还是国内的开发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受

到内部因素和发展调教的制约，要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都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本章主要选取三个转型升级成功的典型案例，分别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硅谷产业

园区和韩国，总结它们成功转型的经验，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经验借鉴。 

5.1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天津开发区）成立于 1984 年 8 月，毗邻天津卫

星城市塘沽市区，东临渤海湾，临近港口，交通很发达。在起步阶段，天津开发区引

进的企业规模小，产业的随机性比较大，生产以纺织、建材、医药、塑料等出口和进

口替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企业独立发展，产业链松散，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虽然经济得到了增长，但也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随着我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规模向我国转移生产

能力，天津开发区借机采取多种措施着力于产业的转型升级：针对性有选择的吸收外

资，集中资源，优先做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自身产业发展水平；提出“科

技兴区”战略，大力引进科研机构和高级人才；率先提出并开始推行“新九通一平”

的新概念，包括“信息通、市场通、法规通、配套通、物流通、资金通、人才通、技

术通、服务通和面向 2l 世纪的新经济平台”[31]，突出开发区的新竞争优势。 

2015 年，天津开发区实现生产总值 2905.6 亿元，同比增长 10.4%。其中，第二产

业增加值完成 2164.6 亿元，同比增长 10.8%；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740.9 亿元，同比

增长 8.8%。二、三产业结构比为 74.5：25.5。 

目前，天津开发区已经形成八大主导产业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以三

星集团、松下为代表的电子通讯产业；以一汽丰田、长城汽车为代表的汽车和机械制

造产业；以葛兰素史克、诺和诺德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以顶新、可口可乐为代表

的食品饮料产业；以膜天膜、京瓷太阳能为代表的新材料新能源和生态环保产业；以

维斯塔斯、东汽风电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以渤海钻探、长城钻探为代表的石油化工

产业；以新一代运载火箭基地为代表的航天产业”[32]。2015 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八大行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5902.4 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71.6%。（详见表 5）。天津开发区现阶段产品结构种类繁多、附加值较高，并且在国内

外有一定的竞争力。其中电脑芯片、移动通信、汽车和新一代运载火箭等在国内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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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地位。 

此外，天津开发区还重视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协调发展，特别是工业服务业、金

融保险业。2015 年，金融业的增加值 223.2 亿元，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了 30%（详

见图 11）。天津开发区采取资本运作手段，吸引风险投资，努力打造企业融资服务平

台，并且大力扶持科技研发、企业孵化、咨询服务等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成长，为投资

人和创业者搭建创业、投资、技术转让的综合平台。同时，管委会主动筹划 6+1 模式，

即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保监局、证监局、银监局、天津市人民政府、滨海新区政

府、开发区管委会的磋商机制，制定以保持市场稳定为目标的适度监管制度。 

 

图 10  2015 年天津开发区第三产业中各行业所占比重（单位：%）
①
 

 

5.2 硅谷产业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 

硅谷产业园区是全球闻名的，具有高创造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自上世纪 50

年代创立后，硅谷产业园区孕育了一大批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

现今，硅谷产业园区拥有 6000 多家企业，以及将近 40 万高技术员工。 

在创业初期，硅谷产业园区凭借将园区土地仅１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出租给创业

企业，吸引一批创业型的企业入区，利用冷战时期大量的国防订单，在园区内聚集发

                                                   

①数据来源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门户网站:http://www.ted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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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半导体制造业。随着电子工业的兴起，硅谷产业园区抓住此机遇，聚集发展计算机

等微电子产品。园区规模迅速扩大，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硅谷产业园区电子公司的

销售额占到了美国全年 GDP 的 4％。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的电子工业开始崛起，而硅谷产业园区由于各类成本

的上涨，原有的微电子制造业开始外迁，很多企业开始到成本更低的中南部以及亚洲

建设投场。这时的硅谷产业园区进入了一个低谷期。但也正是这个时期，硅谷产业园

区逐步由生产型向研发型转型升级，形成了以高科技产品及软件的研发、设计为主导

的创新型产业园区。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硅谷产业园区

把握这一机遇，大力发展与互联网相关的产业，涌现了一批如 FACEBOOK、雅虎等

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开始了快速发展时期。 

硅谷产业园区在发展初期，也是通过土地价格低廉等比较优势进行招商引资，随

着比较优势的丧失也经历过发展低谷，但是硅谷产业园凭借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保

持产品的竞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处于优势地位。硅谷产业园区能够拥有强大的

技术创新能力，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一是硅谷产业园区拥有全球领先的创新环境。硅谷产业园区有一批世界级的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这些大学和科研机构非常鼓励科技人才进行创业，企业也把其研究

机构建立在园区内，并对进行成果转化的研究进行大力投资，促进了硅谷产业园区高

技术产业的发展。健全成熟的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机构，为创新研究提供风险投资。

据估计，全美一半以上的风险投资金融机构将总部设立在硅谷产业园区。这些风险投

资基本上全部投入到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创业型企业中。 

二是硅谷产业园区成功的抓住了发展机遇。硅谷产业园区没有单独的管理机构，

以市场化为主导进行管理，这给企业带来提供充足的自由发展空间，使得这些企业能

够及时感技术和市场的变化，从而跟上发展的步伐。从硅谷产业园区发展的历程上看，

它能够使用保证可持续增长，并成为全球创新中心，都是因为抓住了发展机遇，并利

用各种激励手段，吸引投资者，促进园区的蓬勃发展。 

三是硅谷产业园区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资源。硅谷产业园区非常重视人才的重要

作用，采取行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全球的高端人才，对海外人才特别是高科

技领域海外人才实施十分开放的政策，放宽其及家属的移民限制，创造了良好的人才

环境。 

5.3 韩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 

二战以后，韩国政府审时度势，根据国内经济资源基本情况和国外经济形势的发

展变化，制定产业政策，不断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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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初期，韩国的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出口，绝大部分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生产以

纺织品为主的轻工业产品。随着韩国经济的恢复和过分依赖出口负面作用的显现，韩国将

产业发展的方向转为资本密集型，大力发展汽车、钢铁、轮船、石化等重工业部门，为其

提供了丰厚的政策和金融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垄断性生产，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进入到上世纪 80 年代，韩国把握住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机遇，将高水平工艺和高端技

术广泛运用到各个产业领域中，不断推动高附加值的产品出现。韩国已经把技术密集型和

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了产业发展的重点，着力培育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光电技术、纳

米技术和电子游戏等五大新兴产业。（详见表 5） 

 

表 5 韩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与技术特征
[33]

 

时间 产业 要素密集特征 

1961- 1972 轻纺、服装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1973- 1980 汽车、重型机械、钢铁、石化、造船 劳动、资本密集型 

1980-1990 半导体、精密化学和仪器 技术密集型 

1995 至今 信息、新材料和生物 知识密集型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韩国经验”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国家有明确的产业

转型升级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计划；推动产业集群和技术创新，并给予政策上、

财税上和金融上的大力支持；注重培育重点产业中的龙头企业，鼓励企业集团化，扩

大大型企业对整个产业的影响和辐射作用；注重通过立法保护知识产权，鼓励技术转

让和科技成果转化；注重对传统行业的改造，大力改善纺织行业的产品结构，并成立

专门的开发研究中心，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问世。 

随着工业 4.0 理念的兴起和传播，韩国也对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引起重

视，并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制造业创新 3.0 战略实施方案》，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

产业转型升级方案。首先，明确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将工业与信息技术相融合，促

进新一代产业的诞生；其次，先进行试点，采取大型企业、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型企业

的发展，弥补中小型企业研发实力弱、生产效率低等不足，待局部成功后再向全国扩

散；再次，搭建公平、健康的企业发展平台，提供良好、和谐的产业发展环境，通过

资金投入，扶植智能汽车、智能医疗、无人机、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建立“智能工厂”；

最后，重视人才培育和储备工作，创造便利条件，吸引设计、研发等创新型人才。 

5.4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可借鉴的经验 

1.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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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开发区作为所在“母城”的产业拓展空间，

不能只把眼界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能只关注开发区区内的资源配置，而是

要跳出界限，站在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崭新的思路审视自己的发展定位，充分利用

各方面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找出一条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硅谷产业

园区也是抓住各阶段的发展机遇，通过调整供给端的生产效率，及时提高产品的科技

含量，满足了现实的需求和潜在的需求，才能够发展持续发展。韩国在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的过程中，将先进理念与产业发展政策向结合，表现出较好的前瞻性，尤其是在

工业 4.0 理念兴起后，及时探索产业转型升级方案，明确转型升级的目标和方向。 

2.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加强产业集群效应 

规模效应递增能够促进产业规模的壮大和经济效益的增长，但最重要的是它能够

产生知识外溢的效果。通过知识外溢，使先进的生产技术迅速扩散，从能带动整个行

业，甚至整个区域生产水平的提高。天津开发区以八大主导产业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

支撑，现阶段产品结构种类繁多、附加值较高，形成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产业集群，为产业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工业 4.0 的发展蓝图中，“单个企业生产过程和模式的纵向整合，同一产业不同

企业间不同生产过程的横向整合，不同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叉整合，最终将实现

制造业端口的全面标准化、联通化，彻底打通设计、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全产业链

和各个环节”[34]。工业 4.0 要求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全部升级，包括设计研发环节、

采购生产环节、销售售后环节等，在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

间进行紧密联系，并全面同步提升，因此工业 4.0 要求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加强，从

而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 

3.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创新驱动发展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在有

限资源条件约束下，创新型成果能够使技术进步速率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替代技术进步

速率低的传统产业，从而形成新型经济发展方式。硅谷产业园区在发展初期，也是依

靠廉价的土地吸引企业进区，并在发展过程中，因比较优势的丧失而进入低谷期。但

它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以创新驱动发展，将研究成果迅速应用到实际的产品当中，

实现“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其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韩国在促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积极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培育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4.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各产业协调发展 

随着开发区不断发展，与母城的融合程度不断增强、化学反应不断加剧，所属产

业也会与母城进行全方位对接。当制造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其产业结构急需优化的

时候，及时发展服务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将有

利于开发区其他社会功能的不断强化，从而促进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不断融合，形成具

有活力、功能完善的经济发展区域。硅谷产业园区正是依靠健全成熟的金融投资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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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机构，为其创新研究提供了风险投资，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天津开发区在

发展制造业的同时，重视工业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在金融、物流和科技等方面给予

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充足的动力。 

5.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 

健全法律法规，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推动企

业创新，优胜劣汰。[35]政府建立高效创新的管理体制，能够提高办事效率和社会化程

度，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地环境。产业的转型升级也需要配套的长效机制提供制

度保障，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重点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人才的引进、培养、激励

和合作等机制。硅谷产业区采取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管理模式以及积极的人才引进机制，

通过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

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为了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韩国在立法、

政策、财税和金融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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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和对策 

6.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和优势 

1.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北京市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同时享有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双重政策的经济区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市重

要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2015 年工业总产值其占到了全市的十分之一，是北

京经济重要的“增长极”。随着我国经济告别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步入了增长速度下降、

产业有待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首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

重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集聚效应能够带来技术溢出，引领整个经济区域产业的转型

升级。 

2.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沿阵地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对北京新的战略定位。一流的科研机构、著名的高等院

校、大量的图书资料和科技信息中心，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提

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虽然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仍然需要把“实验室”

成果转化的实体经济基地。由于产业构成的特殊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方面具有独

特的战略地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科技扩散辐射地带，是北

京新技术产业的开发试验区，承担着把中关村好的企业引入孵化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责

任，对首都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产生关键支撑作用。 

3.京津冀一体化的桥头堡 

中央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加强京津冀以及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协作。通过合理分

工与合作，使京津冀各个地区能以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来获得“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区

域经济效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京津冀交汇处，作为连接的一个枢纽区域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在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战略中成为桥头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将有机会承接高

端产业项目和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将其他处于价值链中下水平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天津、

河北等周边区域，从而加强优势互补，促进产业及跨行业的资源整合机制，打造与周边区

域产业对接协作的协同发展前沿区。 

6.2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首都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区，在新的发展阶段下，赋予

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极、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沿阵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桥头堡的新定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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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建设科技新城发展的新目标要求。推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是引领新常态、打造高精尖、服务京津冀，

进一步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关键。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

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区别于“三去一降一补”，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有所调整：去产能的核心应该是腾退低效产能，提

高存量经济的发展质量；去库存的关键是提高创新能力，优化资源配置；去杠杆的实质是

提高管理水平，防范化解发展风险；降成本的重心是控制成本，培育新兴产业；补短板的

目标是弥补不足，推动经济社会整体升级发展。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是在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上下游高端配

套环节为支撑的产业园区建设模式下，促进四大主导产业向价值链分工中的高端环节进行

提升；推进服务业扶持政策，完善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良性互动；推动高端

要素创新发展，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构建创新驱动发展体系；培育、引进新兴产业发展，

突破一批重大核心关键技术，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6.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有“内外兼修”的战略思维，对内稳步推

进供给侧改革，深入挖掘现代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以技术创新驱动重塑新的

增长动力；对外要认清当前全球“工业 4.0”产业革命发展趋势，调整国际化发展模式，

积极应对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 

6.3.1 制定科学的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加快低效腾退存量改造 

“供给侧改革不仅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是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

再造创新，而且是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我们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决不是简单重复‘里根经济学’概念下供给学派

主要强调减税的思路、主张，而是着眼全局、长期、综合的系统工程或宏大命题着眼全局、

长期、综合的系统工程或宏大命题。”[36]因此，在以供给侧改革为视角来审视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跳出界限，站在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崭新的思路审视开

发区的发展定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借鉴韩国的经验，制定科学合理、具有前瞻性

的产业转型升级规划。这就需要详细掌握区内企业的存量情况，减少无效供给，为增加有

效供给腾出发展空间，从而避免供给端的盲目性，实现提质增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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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1 编制科学的负面清单 

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商业模式与新兴业态

不断衍生。制定科学合理的负面清单就需要充分调查研究开发区的基本情况，摸清产业分

布、发展状况和各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进而分析出现有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同时，负

面清单要做到动态调整，及时更新限制类新建项目和淘汰项目，在有效保证市场准入的基

础上，全面提升开发区产业发展效率。 

6.3.1.2 制定并落实存量腾退改造实施计划 

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

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37]为有效供给腾出足够的

发展空间，这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保证。 

一是要提高产业准入的水平。严格要素投入与引入的门槛，有效利用市场上的咨询机

构与智库资源，对投资与引入的项目进行发展前景、产业环节、产出贡献与资源消耗等方

面全面评估，将政府财政投资投向经营效率更高的企业、发展前景更好的行业。 

二是要完善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与监管体系。对在负面清单内的行业、主体、资本，

要减少行政审批，采取腾笼换鸟、协同疏解等方式加快其退出发展，并且对新增项目进行

有效监管，防范新增项目进入开发区后并未按照准要求发展。 

6.3.1.3 抓住工业 4.0 发展机遇 

工业 4.0 是继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技术之后，迎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

革命与之前几次不同，它是制造业与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生产和服务将全面向着信息化、

数字化和智能化革新。我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要求“通过特殊政策和制度优

势，突出创新驱动，依靠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打造中国品牌，形成中国创造，突出中

国质量，完成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38]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抓住机会，

充分挖掘自身优势，紧跟发展浪潮，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赢得先机。同时，积极利用各方面的智慧和经验，由政府发起，组织专家和企业家等

各方力量组成调研组，通过对开发区产业布局现状和发展基础进行全面分析，将开发区的

产业发展现状和《中国制造 2025》相结合，重点研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

路线设计、发展体系和空间布局，并提出包括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完善配套政策等方面在

内的保障措施。 

6.3.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培育创新集群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创造有效供给来匹配国内没有很好被满足的需求和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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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促进社会资源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产业；其主要任务是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充分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供给端活力，降低我国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依赖。[39]我国经济发

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市场失灵、经济环境威胁和“中等收入陷阱”等不稳定局面发

生的可能性增加。在未来的发展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改变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促

进产业集群由生产制造基地向科技创新基地转变，释放供给端活力。同时，避免盲目引进

项目，培养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 

6.3.2.1 促进四大主导产业集群升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努力避免“集”而不“群”的现象，加强科学，促进产业集群

有序发展。现已形成的四大产业集群，能够降低集聚区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产生技术外溢

现象，形成规模经济。因此，开发区要制定四大主导行业升级发展路线图，引导和推动四

大主导产业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市场营销、总部运营环节升级，坚持发展

生产链中的高端环节，使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售后服务取得的利润超过组装制造本身，

提升价值链分工和核心竞争优势。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

龙头企业会以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带动同产业中小企业的专业化集聚，并鼓励通过兼

并、联盟、重组等多种方式壮大产业实力，构建完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 

6.3.2.2 培育战略新兴业态集群发展 

第一，实现以技术转化为导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深入合作，围绕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鼓励那些具有工业 4.0 萌芽的科技成果在开

发区转化实现，特别是智能制造、通用航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已有发展基础的领域，把

握“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成果转化+产业化项目+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加大综合性的

政策投入支持，着力引进一批产业技术研究院、扶持一批技术成果转化团队、聚集一批产

业化项目、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创立智能工厂的试点，使其成为先进制造技术和现场管

理方法不断改善的“现场实验室”，从而以点带面地推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整体转

型升级。 

第二，坚持产品创新的发展思路。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生物医药、产业互联网、

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物联网等重点领域，采取项目支持、研发投入扣减、政府采

购等倾向性支持方式，促进区内企业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区外企业新产品运营

落户，重点打造一批体现“亦庄创造”品牌特色的成套产品、系统总成产品、核心部件产

品、集成服务产品，带动一批创新型企业群发展。 

第三，发展绿色产业集群。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重点鼓励

支持绿色环保、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发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必须抓住此次良机，以循环

经济、自主创新为核心，大力发展精密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通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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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软件及集成电路、资源与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积极构建绿色

制造体系，培育绿色产业链，建立绿色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6.3.2.3 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需要提升产业集群全方位的创新能力，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力

引擎。首先，立足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优势，加快制定四大主导产业的发展路线图，构建高

效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使资金链、产业链与创新链之间的阻碍消失，不断提升协同运作

能力。其次，要树立“研发设计、工艺制造和品牌营销一体化”思想，努力进行产品和工

艺创新，改变部分产业只能组装加工的现状，围绕突破制约主导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技术

限制，加大力度研发并引进相关的核心技术环节，构建覆盖产业各个环节的技术链，形成

优势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再次，补充主导产业创新升级的薄弱环节，设立专项资金，对

产业集群中技术创新成果予以重点支持；最后，整合产学研创新资源，改造提升工程实验

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持续组建产业创新联盟等方式，实现合技术研发、产品设

计、产品制造与测试、品牌经营等环节的优化整合。 

6.3.2.4 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体系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挥开发区的产业优势、挖掘区位价值，以园区间合作为载体依

托，加强产业链协同，在京津冀范围内构建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推进开发区低效的代工生

产环节、一般制造环节向京津冀园区转移发展，构建“亦庄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津冀产

业化应用+工业化量产”发展格局。同时探索跨区域合作发展利益共享机制，通过实施跨

区域间的政府采购方式，以服务购买的形式，利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京津冀跨区域产业

转移、项目输出的发展收益共享。 

6.3.3 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降低发展成本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机制转型的系统工程，在改革深

水区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怎么攻坚克难，怎么把硬骨头啃下来。经济社会转轨升级的问题，

离不开系统的、有效的制度供给。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有效制度供

给问题。[40]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采取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机制，在管理方式、土地制度、

公共等方面提供制度供给，降低创新型主体的发展成本，加快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区域承

载能力。 

6.3.3.1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和西方供给学派主张的共同点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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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特色在于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我国的制度更不完善，更能够通过财税改革、金融

改革、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破除垄断和简政放权等改革释放制度红利。[41]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发挥企业在创新过程

中的主导地位，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建立实施有效的保障机制，促进

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要进一步下放权力，持续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政府机

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构建发展新

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形成企业自主经营、

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6.3.3.2 建立可更新的土地投入机制 

由于土地资源的紧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根据当下土地要素投入与利用的问题，

建立可更新的土地投入机制。在制定腾退用地回收机制的基础上，对于存量用地与新增用

地，要利用弹性出让、回收约定、以租代售等模式，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一是系统梳理土地资源。建立开发区产业用地台账。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

政务云平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系统梳理开发区产业用地，明确地块位置、权属关系、

租金成本、周边产业等信息，在掌握产业空间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有效促进开发区存量土

地的调整、与增量土地的优化配置。 

二是探索工业用地空间的流转发展。把握政策调整机遇，建立低效率用地回购再利用

的模式，采取规划指标置换、政府收回再开发等方式，推进开发区腾退工业用地的更新发

展。同时，鼓励现存企业对原工业厂房进行改造扩建，促进企业从生产制造环节向技术研

发、产品创新和市场营销、总部运营两端升级发展。 

6.3.3.3 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补公共服务短板的基础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把握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和

文化中心的战略机遇，创新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制定引导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建设、

运营、管理的措施和办法，提升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探索公共服务的政府采购机制，强

化政府的付费和监督职能，淡化服务供给者的角色，实现公共服务举办向市场购买的转变。 

同时，构建结构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基础教育服务的同时，大力引进国际高端

教育培训，做强高端教育培训服务，形成市场与服务提供良性发展态势。 

6.3.3.4 降低企业发展成本 

新兴业态集群发展具有较高的成本敏感性，难以承担高成本发展。因此，资源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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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短板问题，已经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制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降低企业的发展成本。 

一是要落实国家普惠政策。全面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供给侧改革、简政放权、完善

政府治理、创新创业要素政策等改革发展要求，确保普惠性政策在亦庄开发区快速落地，

整体降低企业发展的制度成本，构建率先落实的制度优势。 

二是要优化服务机制流程。通过简政放权、下放审批事项、清理非许可审批事项等措

施，尽可能减少政策机制中人工操作的环节，简化操作步骤，提高办理的便利性，降低企

业业务办理的时间成本。 

三是要利用好政策杠杆。通过低地价提供、土地租赁等方式，吸引和培育一批亦庄开

发区的旗舰型企业，使这些企业可以使用足够的资金运用到产品开发。同时，完善融资、

运营、办公、人力资源等企业发展的商务环境，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扩

张发展能力和成长能力。 

6.3.4 完善创新发展产业体系，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机制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

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42]在新的

发展阶段，开发区政府需要转变工作方式，创新发展模式，以包容创新，鼓励创业的宽松

氛围的营造，软环境的提升，推动要素聚集，打造区域创新品牌，促进开发区转型升级。 

6.3.4.1 打造合理的产业体系 

从国际经验来看，服务业不仅是支撑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润滑剂，更是促进制造业转型

升级和产业集群发展的驱动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要辩证地看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关系，摒弃一味聚集工业项目的发展思路，从根本上改变“重二轻三”的传统观念，充分

把握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整体趋势，高度关注制

造业本身的服务化趋势，高度关注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高度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

持续融合的发展态势，构建二三产融合互动的发展机制，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

把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两手抓、两手硬，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 

加决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助推制造业升级、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必由之路，也是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赢”发展的战略选择。[43]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流通服务能够使企业在更广阔的范围合理配置资源；信息、科技服务有利于企业提升产品

的科技含量和服务价值；金融服务能够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为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撑；

商务服务能够拓宽企业的分销渠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制造业

企业分离非核心业务，发展科技研发、系统集成、总部运营等高端业态，进一步提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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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业企业的发展水平。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抓住北京建设大兴国际机场的机遇，积极利用现有的优势资

源，发展与机场港口相关的物流业，参与临空经济圈的建设。积极推进现代物流基地建设，

大力发展临空综合物流，促进传统物流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升级，加快现代物流业的

发展，并引进和培育知名物流企业。 

文化中心是北京的四个功能定位之一。北京的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全国独有，而且创

意研发力量雄厚，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

借此优势，通过政策支持、产业融合和人才引进等方式，全力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圈，

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 

6.3.4.2 构建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政府的基本功能是提供公共品，比如好的制度、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基本的社会保

障，还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教育和科研，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和基础性的

科研是有外部性的、引领性的，企业很难去做，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去做。[44]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自成立至今，园区发展氛围一直以产品制造为主，开发区管委会也把主要力

量投入到招商引资的工作中，对科研体系的构建重视不够。在新的发展阶段，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应当按照“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交易+创新孵化+科技投资”一体发展的思路，完

善科技创新中心主阵地创新发展生态体系，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带动创新要素聚

集，促进转型升级。 

第一是建设产业创新平台。推进重点实验室建设，开展重点领域关键共性产业技术的

攻关研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引进一批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院士工作站发展；在重点发展领域，支持区内企业牵头，联合国内企业、国际企业共同组

建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 

第二是搭建技术转移交易平台。支持技术转移机构发展，培育发展科技集成转化服务

商，探索基于互联网的在线交易服务模式，面向产业集群和开放协同发展需求，为企业提

供技术转移与推广等服务；依托北京技术交易市场，引入技术交易市场网络，整合机构资

源，搭建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推动高新技术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加速成果转移转化发

展。 

第三是完善科技服务平台。科技服务是链接技术研发和技术产业化、工业化制造的中

间环节，是促进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对接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要围绕科技创新型企业

发展需求，运用“互联网+”，搭建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的科技服务平台，集成信息、专利

检索、展示交易、知识产权、法律、财务、政策、咨询等内容，为创新创业主体及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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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3 激发各类创新驱动发展要素 

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需要充分激发各类创新驱动发展要素主体的活

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当在在人才、知识产权、创新资本等方面积极开展体制机制改

革探索、先行先试，适应创新型产业主体发展需求，激发创新发展活力，提升创新驱动发

展能力。 

第一是完善高层次人才发展机制。围绕技术研发型人才（团队）、国际高端商务人才、

高级精英管理人才、高端理论人才的引进发展，系统落实国家、北京市关于人才引进的重

点工程，进一步完善开发区人才引进机制；通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服务机制，探索建

立科技创新人才绿卡，完善“绿卡”、签证、外国人就业许可等办理机制，提升对人才的

吸引力；发挥市场主体在人才引进、发掘、培育方面的作用，加快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育

机制，提升人力资源结构水平；第四是加快构建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创新活

力，并以此带动开发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二是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机制。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专利池建设，

培育一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通过搭建知识产权专利托管平台，完善知识产权服务，提升

专知识产权的转化效率，促进多形式的知识产权运营发展。 

第三是健全激励创新的资本投入机制。完善基金运作体系，发挥政府投资母基金、与

亦庄国投的作用，引导创业投资基金、创新发展风险补偿基金、知识产权基金等发展，构

建体系完善的产业投资基金体系，有效提升政府母基金运作效率；促进科技信贷创新发展，

针对不同的创新主体类型，发展多层次的科技信贷融资模式；把握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需

求，推动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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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总结与展望 

从国家整体发展阶段来看，开发区从基于政策优惠的外资吸引功能，到促进产业

集群发展的区域经济拉动功能，已经发展到基于高端要素聚集的创新驱动功能阶段。

在此前的发展时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政策优惠和招商引资，利用“比较优势”

进入到了全球产业发展链条中区，逐步成为了首都区域经济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经济增

长点。但随着“比较优势”的丧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保持着的多年持续发展的态

势已经岌岌可危，目前已经到了产业亟需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头。 

“供给侧改革”给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导性

理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应结合“供给侧改革”从更长的发展周期来审视亦庄开发

区的发展，需结合首都的发展战略，着手解决历史累积问题，着力突破制约开发区产

业转型升级的短板因素。 

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产业和企业的协同运作，需要政策、

资金、技术和人才各方面的资源。在新的时期，面对新的常态，供给侧改革对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需要充分的认清其所面临的外

部环境和自身所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不能单纯注重外部项目落地和资本输入，而要从

战略高度重视内生性产业集群培育不足的问题，集中精力提升园区优质企业的根植性，

加大力度解决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发展能力欠缺的瓶颈，才能化挑战为机遇、扬长避

短，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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