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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區政府重獎納稅超億元樓宇企業

■在福田區繳納國地稅合計億元以上的商務樓宇有50棟 游文堅 攝

■今年高交會期間，又有一批「服務經濟」重點項目落戶。

集聚了諸多港人港企的福田區位於深圳市中心城區，

是深圳市的行政、文化、信息、商務、國際會展和金融

中心。自1990年10月建區以來，福田經歷高速發展的

20年，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連續多年經濟指標高位

運行，福田也面臨㠥土地資源和產業空間匱乏的瓶頸。

為了突破這一瓶頸，福田區把發展樓宇經濟作為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突破口，積極推動福田經濟發展從規模、

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初步建立「以服務經濟為主導方

向，總部經濟和現代服務業為主要形態，樓宇經濟為主要載

體」的經濟發展總體框架。目前，樓宇經濟和現代服務業的發

展已經成為福田經濟發展中的新增長點和新亮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冉勇

福田樓宇經濟集聚產業優勢，提升城區品位，初步形成了
「雙輪雙驅」的發展模式，即以總部經濟和現代產業為雙
輪，引領樓宇經濟高端發展；以專業特色和精細服務為雙
驅，搶佔樓宇經濟制高點，探索出一條中心城區實現提質增
效的新路徑。目前總部經濟和現代服務業為福田經濟發展提
供了強大的驅動力，在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福
田區委、區政府還相繼出台了《福田區扶持發展總部經濟實
施細則》和《福田區扶持發展現代服務業實施細則》。
據悉，前三季度福田區總部企業共實現增加值472億元，

增長9.2%，佔地區生產總值的30.9%。現代服務業實現增加
值1,002.84億元，增長9.0%，佔地區生產總值的65.6%。其
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對福田經濟質量
提升和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高新技術產業實現增加
值107.63億元，下降0.5%，佔地區生產總值的7.0%；文化產
業實現增加值99.50億元，增長10.2%，佔地區生產總值的
6.5%。CBD和環CBD高端產業帶作為福田經濟的重要載
體，伴隨福田經濟發展，所承載的經濟總量也不斷攀升，
共實現增加值975億元，佔地區生產總值的63.8%。

服務經濟是區域經濟極具潛力的新增長點，是彌補
地區發展差距的主要方向和加快轉型、率先轉型的重
要路徑。福田區委五屆十二次全會明確把服務經濟模
式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導策略。記者了解
到，福田區在經濟總量平穩攀升的情況下，第三產業
的優勢不斷凸顯。
據介紹，前三季度福田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528.93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8.5%。其中，第一產業實現增
加值0.42億元；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131.02億元，下降
2.8%；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1,397.49億元，增長
8.9%。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同期的0.04：11.18：88.77
調整為0.03：8.57：91.40。
與全市經濟發展情況相比，福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

佔全市三產增加值的33.1%，居全市八區之首，第三

產業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也較全市高出40個百分
點。從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看，在第一產
業、第二產業增長下降的情況下，第三產業佔據絕對
主導地位。在第三產業內部主要行業中，從增長速度
看，排名首位的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實現增
加值58.40億元，增長11.1%；從對經濟增長貢獻率
看，排名首位的是金融業，實現增加值535.95億元，
增長9.8%，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8.0%，拉動經濟增
長3.2個百分點。
記者發現，高產低耗不光在億元樓中得到體現，在

全區也得到較好印證。萬元地區生產總值建設用地
3.70平方米，下降7.8%，僅為深圳平均水平的38.3%；
萬元地區生產總值水耗8.07噸，下降11.9%；萬元地區
生產總值電耗323千瓦時，下降9.8%。

福田區面積僅有78.66平方公里，在土地資源和產業空間處處受限，但
轄區高層樓宇林立，為其提供了絕佳的發展樓宇經濟的基礎。記者

了解到一組數據，2010年，在福田區繳納國地稅合計億元以上的商務樓宇
（簡稱「億元樓」）有50棟，繳納稅收合計311.46億元，這50棟樓宇總佔地面
積僅為50萬平方米，不足1平方公里。2011年前三季度福田區GDP地均集約
度為16.65億元/平方公里，高於香港65.7%，高於新加坡3.7%。
福田區委書記劉慶生指出，深圳作為一個窗口城市，或者說改革的試

驗地，福田作為中心城區如果能走出一條新的發展路子，它的意義不限
於福田，也不僅限於深圳，而是對未來中國發展都有一種示範意義。
事實上，福田區提出的地均生產總值、地均稅收、萬元地區生產總值

建設用地等指標和經濟的概念得到不少專家的認可。在日前福田區政府
舉辦的「福田未來發展專家諮詢會」上，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裴長洪就指
出，城市經濟創新出現了稅收的「億元樓」和總部經濟的提法，福田有
50棟「億元樓」，這實際上非常符合經濟發展，他提出，在當前的發展
趨勢，福田將是中國深度城市化的一個典型。

一心一軸佈局 四個超60%發展
福田區發展樓宇經濟有㠥得天獨厚的優勢，轄區10層以上的樓宇有

1,800餘棟，其中商務樓宇300多棟。稅收超億元的樓宇共計50棟，總佔
地面積46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456萬平方米。目前還有一批在建和改
造中的商務樓宇，如深交所大廈、平安國際金融中心等，預計2011年稅
收超億元的樓宇將達60座。
目前福田區的 「樓宇經濟」以50棟納稅超億元樓為主體，形成「一

心一軸」佈局，呈現「四個60%」的發展成果。「一心一軸」即以CBD
為中心，以深南路為分佈軸，形成全市的稅收高產聚集區。「四個
60%」，即億元樓稅收佔轄區稅收比重超60%、億元樓稅收增長貢獻率
超60%、總部經濟佔億元樓稅收比重超60%、現代服務業佔億元樓稅收
比重超60%。2011年7月福田區政府出台了加快發展服務經濟的「1+3」
系列扶持政策，突出支持發展樓宇經濟，力爭到2015年，億元稅收商務
樓宇達到70棟，其中10億元稅收商務樓宇達到10棟以上。

高產低耗 高端產業聚集明顯
據悉，2010年福田區50棟億元樓實現稅收311億元，佔全市稅收的

12.5%，佔全區稅收的60.5%。其中，招商銀行大廈2010年納稅65億元，
是全市稅收貢獻最大的單體樓宇。目前福田區億元樓入駐的產業以金融
業為主，批發和零售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房地產業、
租賃和商務服務為輔，智力密集、資金密集、服務密集型高端產業聚集
明顯。其發展的高產低耗特點顯著，2010年50棟億元樓單位佔地面積稅
收6.76萬元/平方米，是全區地均稅收的103倍，而50棟億元樓單位稅收
水耗和電耗僅相當於全區平均水平的4.9%和12.5%。
而億元樓宇在集聚高品質經濟體的同時，也承載了高端人才，以招商

銀行大廈中的招商銀行為例，員工中擁有本科以上學歷佔55.9%，2010
年在崗員工人均工資達17.31萬元，充分顯示出樓宇經濟是名副其實的
高收入、高質量經濟。

服務經濟引領發展

福田經歷高速發展的20年，取得了驕人的成

績。展望未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之

下，福田區既面臨㠥機遇，也面臨㠥諸多制約與

挑戰。十年之後的福田將如何發展？對此，福田

區政府日前舉辦「福田未來發展專家諮詢會」，

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聚首深圳福田，通過思

想的碰撞與交流，為福田區的未來發展與規劃提

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推動實現「首善之區、幸

福福田」這一發展目標。

未來拉動福田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以下六個

方面，一是大量新增的基礎設施和市政工程建設

投資。二是城市更新改造的建設投資。三是商業

中心形成的更大消費拉動。四是商品進口貿易和

物流等新興服務業、研發中心和服務型製造業

（總部經濟）等新興產業的增量。五是教育、醫

療、文化、體育等領域部分產業化形成的經濟增

量。六是公共服務，也就是市、區、街道、社區

中的第三方服務。

福田的產業發展和未來轉型，要開始推動金融

的發展，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服務，同時要建

立一套監管機制，讓這些透明化、陽光化的民間

資本來支持實體經濟。未來的福田將是一個科技

企業發展的重要基地，要扶持中小科技企業，需

要建立一個股權投資的多層次的股權投資鏈，要

有資金的支持方式、金融的發展模式，而不是簡

單的銀行貸款。

另一方面，消費性的服務業的發展應該成為福

田未來發展中間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消費性的

服務業涉及養老、旅遊、健康、保健等，老年

人、年輕人、白領、藍領等在這些方面都有很多

的需求。

建議以福田區的定位和目標作為出發點，規劃

若干所、若干類型小而精的學院，可以在不同的

街道，配合它的定位跟實施，創建專業院校。同

時在這些學院周圍搞一些配套的文化設施，同步

建設跟它類型相關的研究單位、創業產地、居住

小區配套，形成把學習、工作、生活融合在一起

的知識型社區，用於培養、吸引和留住人才。

連接福田與香港的河套地區，我認為是福田最

有價值的一塊土地了，應該考慮怎麼利用好這塊

土地，讓它成為創新資金、創業資金的一個樂

土，讓香港的大學能夠在這裡建立起他們的校

區，開辦他們的研究設施。

福田是深圳的「首善之區」，各方面基本上就

代表了深圳的一個窗口，但也面臨㠥國際化程度

不高、欠缺高新技術產業，它的核心技術和創新

能力、總部經濟國際影響力不足、現代服務業在

創新和效益上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等現狀。建議

打造一個「創新鳥巢」，匯聚天下英才；搭建國

際交流平台，加速國際合作；加強集成電器設

計，打造「手機之都」。

裴長洪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外專家建言福田發展
福田未來發展專家諮詢會上

吳家瑋
香港科技大學榮休創校校長

皮薩諾．馬克
美國南加州大學政策規劃與發展學院教授

曾憲章
美國玉山科技協會創始人

左小蕾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雙輪驅動作用強勁 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產業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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