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得不說的是，香港作
為一座資源、信息、技術

高度融合的城市，相較內地卻沒有喊得出
名的產業園區。對此，業內認為香港大可
多加利用自身優勢，並加強與內地合作，
不僅可以打造園區品牌，亦可充分參與
「一帶一路」建設。

任浩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稱，香港擁
有良好的營商環境，特別在資本供給、市
場信息及技術源頭方面具有頗多優勢，但
遺憾的是香港尚未形成具有品牌的產業園
區，建議香港不妨仔細梳理資源，形成具
有獨特優勢的園區發展模式和園區品牌，
並可複製、輸出其他地區和國家，從而打
造屬於自己園區發展的競爭優勢。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亦有同樣見解，其近期
一份報告提出，建議在香港設立「一帶一
路」智慧產業園，因香港在專業諮詢、投融
資、貿易物流、項目管理及法律等軟實力上
頗具優勢，可通過「一帶一路」將香港智慧
和內地及「帶路」國家項目對接。安永大中
華區金融服務主管陳凱認為，園區設立可由
政府統籌協調香港機構，內地與其他「帶
路」國家部門和機構開辦事處實行，還可以
在產業園內通過網上聯合辦公平台和機構進
駐模式。 ■記者 孔雯瓊

香港「隔山」發展產業園

■■產業園區在推進企業產業園區在推進企業「「走出去走出去」」上起到積極作用上起到積極作用。。圖為中資企業員工在圖為中資企業員工在「「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國家工廠內工作國家工廠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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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隨着房地產降溫，
金融業迎來整頓，使得服務實
體經濟為主的產業園區開始升
溫。承載各類產業集群的園區
板塊，最近用一系列數字證明
了它們的實力。
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的

《2017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
藍皮書》顯示，2016年全國共計365
家國家經開區和高新區，兩類國家
級園區的合計GDP為170,946億元
（人民幣，下同）佔全國GDP的
22.97%（見附表）。

園內企業質量具優勢
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任浩接

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產業園
區之所以能夠作出如此突出的GDP
貢獻，原因在於園區內的經濟優質
現象和政策扶持作用。園區內聚合
的產業和企業，質量明顯高於園
外，特別是國家級園區在招商時會
擇優選取，這是很重要的基礎條
件。除此之外，政府亦對入駐園區
的企業有指導政策，鼓勵了好產
業、好企業向園區集中，同樣增加

了園區的實力。
任浩稱，與以往園區只重視招商

不同，如今政策還惠及育商和安
商，使得一家企業能夠真正地在園
區內成長並穩定下來，如今園區內
走出上市企業的案例屢見不鮮，都
證明了優惠政策的過程延長。此
外，園區在服務企業上同時達成了
要素拓寬，諸如產業鏈增值服務、
產城融合、生活配套、投融資服務
等，這些都是園區內比園區外發展
快的主因，最終產業和企業的產出
也理所當然地反映到GDP增長上。

百強指標出類拔萃
在兩類國家級園區中，每年都會

評選出前100強的園區作為典型代
表，今次的百強榜中，園區無論在
經濟指標、創新指標、合作指標以
及服務指標上都有出色表現。
尤其是經濟發展指標平均分出現

逆轉增長，從2014至2016年的三年
間，同比增長率分別為-14.23%、
-10.82%及 8.89%，增長率轉負為
正，究其原因是稅收和總收入持續
上漲。

藍皮書顯示，2016年，百強榜園
區共上繳稅收19,725億元，超過兩
類國家級園區合計上繳稅收的三分
之二，貢獻出口創匯41,798億元，
超過兩類國家級園區合計出口創匯
的四分之三。
另外，百強榜產業園區在經歷過

長時間的發展後，還呈現出穩定格
局，其中73家產業園區連續5年進

入百強榜，14家產業園區連續5年進
入前20強，7家產業園區連續5年進
入前10強。5年來，連續進入10強
的7家園區分別為中關村國家自主創
新示範區、上海張江國家自主創新
示範區、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經濟
技術開發區、廣州經濟技術開發
區、武漢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和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

2016年全國國家
經開區和高新區數據

■ 合計GDP 170,946億元（人民幣，
下同）佔全國GDP的22.97%

■ GDP同比增加8%，高於全國6.7%增速

■ 合計上繳稅收29,327億元，佔全
國稅收25.31%

■ 合計出口創匯55,254億元，佔比
全國出口創匯40%

資料來源：《2017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藍皮書》
整理：孔雯瓊

■任浩解讀《2017中國產業園區持續
發展藍皮書》。 受訪者供圖

國家級園區貢獻全國GDP逾兩成

2017年產業園區湧現熱點
1 園區帶動產業集群走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2 國家將園區作為鼓勵利用外資平台

3 園區內土地首度出現「只租不賣」現象

4「飛地經濟」成為園區合作共建抓手

5 園區有朝特色小鎮升級轉型趨勢

6 政府協同社會資本開發運營園區

整理：孔雯瓊

產業園區成經濟重要引擎
帶路橋頭堡 助中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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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寸金尺土且樓價昂貴，難以騰出
大規模土地以建設空間需求龐大的產業
園區。不過，經過香港政府扶持及企業
試水溫後，香港已探索出和內地合作發
展產業園區的經營模式。目前來看，粵
港澳大灣區和珠三角地區皆是香港產業
項目熱衷落戶之處，尤其是近年來隨着
城市間的互聯互通不斷增加，香港在內
地產業園內的佈局和發展顯得更趨靈
活。
資料顯示，自招商局集團1979年在鄰
近香港的深圳蛇口，投資開發建設內地
第一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園區以來，就通
過產業園區這一平台加強了香港與內地
的經濟交流與融合。

發展邁向產城融合
去年位於深圳前海的深港設計創意產
業園啟動後，引發市場熱烈反響，該園
區既是深港合作的重大舉措，同時是香
港文創設計產業拓展空間之舉。還有新
近獲批通過的珠海橫琴粵澳合作中醫藥
科技產業園，設立目的亦為對接港澳台

科技創新創業資源。另外，佛山正在規
劃中的「香港城」，甚至已經超越了單
一的產業園區，正向園區最高模式的產
城融合方向發展。
十九大報告中就提出，香港和澳門的
發展與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
和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
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及
澳門的互利合作。業內稱，從粵港澳大
灣區和珠三角的產業園區強調對接香港
資源來看，可認為是香港跨越空間發展
產業的一種極佳途徑。

善用人才管理優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諸多優秀的

產業和資源，除了輸出「近水樓台先得
月」的臨近內地城市之外，亦有輸往內
地中西部地區城市。例如貴州和重慶等
地在近年來的一些產業園中，均有和香
港企業合作的項目。對於那些地方來
說，香港在人才和管理方面皆有着不可
或缺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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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都由

建設產業園區、招商引資而起，配套齊全、行業集中、

新興或專業技術密集的產業園區擔當着當地經濟發展引

擎的重要作用。有研究報告指，2017年國家級產業園

區總計GDP佔全國的GDP逾兩成。現今隨着「一帶一

路」建設的推進，越來越多中資產業園進駐「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橋頭

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產業園區通過延伸到境外的經貿合作，在推送項目和企業「走
出去」上起到積極作用，同時還成為了利用外資的極佳平

台。據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發佈的《2017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藍
皮書》統計，截至2017年3月，「一帶一路」沿線20個國家已建
有56個經貿合作區，佔所有在建境外合作區總量的72.7%，累計投
資超過180億美元，入區企業1,082家，總產值506.9億美元。

學者：輸出國東道國共贏
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任浩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要探
索內地園區走向「一帶一路」國家話題，有必要理清走出去的步
驟：上世紀80年代大量內地產品踏上出海征程；90年代中隨着反
市場壁壘的需求，內企相繼出海。但上述兩個步驟，也遇到外匯持
有量加大卻無法合理利用、單個企業出海特別是往「帶路」國家的
不確定因素增加等難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帶動一批企業的園
區出海模式就此開啟。「產業園區的『走出去』是內地發展的必然
階段，亦為重要階段。」
談及園區走向「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政治及經濟效應，任浩強調
「作用非常明顯」：就政治而言促使輸出國和東道國合作共贏，目
前不少產業園區的股權模式為兩國共同持有，如「帶路」東南亞國
家新加坡，在蘇州、重慶等地都和中國政府及中資企業有股權合作
的園區項目；就經濟效益而言，產業園區的出海大大降低企業基礎
設施配套和產業配套的成本，使企業走出去的性價比提升至最高。

助力拓展「帶路」商機
一些單個企業如今也憑借園區平台成功出海「一帶一路」國家。
上海張江產業園區近年湧現出一批因園區助推而往境外拓展市場的
企業，如上海奧威科技開發有限公司2017年2月與白俄羅斯市政機
車廠共同研發生產的18米超級電容城市客車，成為「中白工業
園」首個真正由中白合作完成的產業化成果。
此外，初創公司亦享受到園區平台提供的出海機會，上海木蟻機
器人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12月前往「一帶一路」西北部延長線
上的芬蘭拓展商機。木蟻機器人CEO錢永強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表示，因為園區內孵化器的推動獲得前往芬蘭Slush創新大會的
機會，使得一家內地創業企業可以和國際知名公司諸如谷歌、微軟
等進行面對面的交流。
同樣，很多「一帶一路」國家亦通過產業園區落戶內地，目前世
界500強企業中很多跨國公司總部、研發中心、實驗室等，都可以
在內地多個園區內覓得身影，園區的橋樑作用使得內地自產成果既
能向外輸出，外部的優秀資源包括資金也能順利進入內地市場。

政府鼓勵成為外資平台
園區吸引到越來越多的外企，國家以在去年連續出台多項政策來鼓
勵園區利用好外資。從商務部最新數據來看，2017年的1月至7月，
全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7,703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4,854.2億
元人民幣，其中，219家國家級經開區的實際利用外資額佔比20%。
由於園區的引資效應，2017年上海、江蘇、浙江、河北、山東等

20個省區市相繼出台配套政策，在政策賦權、合作共建和環境優化
上作出改善。
對於園區增加對外吸引力建設上，還有專家提出制度建設問題。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主任趙啟正稱，制度建設是園區作為「一帶一
路」載體的關鍵驅動要素，涉及到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形成
科學合理的管理制度以及改善生態環境監管等關係，分別對應園區
和地方政府、和企業社區、和自然環境的關係。

■■上海張江園區俯瞰上海張江園區俯瞰

■■蘇州工業園區蘇州工業園區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阿里巴巴杭州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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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為本港少有的產業園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