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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与全球化: 我国西部典型
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
———以成都高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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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复合视角，以成都高新区为例，对我国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路径进

行梳理。从 1990 年代至 2005 年前后，成都高新区大体处于以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为主要能动主体的地方化

阶段，当地政府从行政区划、管理权、土地转换、园区规划等方面展开充分的制度设计，为地方化经济的发展扫

除障碍，进而实现了年均达 25% 的经济快速发展。2005 年前后，随着具有产业引领能力的旗舰跨国企业的入

驻，成都高新区加速融入全球生产及市场体系，进入全球化阶段。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典型，跨国企业为核心的

领导型企业结构在制造分工环节获得了成功，经济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一阶段。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出现

的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使得成都高新区面临再次转型的困境，地方政府主导开启的“三次创业”以及园区的新

城转型体现了制度回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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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Typical Development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Chengdu High － tech Zone

YANG Yongchun， LI Jianxin
( Institute of Ｒ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Western Environment Key Laborator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00，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osite of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taking Chengdu High －
tech Zone as an example，the paper clarifies the developmental trace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typical
high － tech development zone was western China． From 1990s to the middle of 2000s，Chengdu High
－ tech Zone was generally in the stage of localization taki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local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dynamic main body． The local governments launched the full system design in such as-
pects a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management，land conversion，campus planning，etc． ，which re-
moved barrier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achieved an average annual 25% of rapid eco-
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and after 2005，with the presence of Flagship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with industry leading ability，Chengdu High － tech Zone accelerated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market system，and entered the stage of globalization． Taking 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
dustry as the model，the structure of leading enterprises wit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s the core
succeeded in manufacturing division link，and the economic growth surpassed the previous phase．
The economic growth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since the post financial crisis era，which causes
Chengdu High － tech Zone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 position of re － transformation．“Three entrepre-
neurship”which local governments lead and open up and the new transformation of campus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turn of system．
Key words: localization; globalization; western China; development pattern; Chengdu High － tech
Zone

区域发展的模式与路径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不同尺度分析

了东欧模式［1］、拉美模式［2］、印度模式［3］、意大利模式［4］等典型发展模式。从我国区域发展实践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度设计和区域开发路径的空间梯度差，率先激发了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发

展可变性。自费孝通先生较早在 1983 年提出苏南模式［5］( p53 － 74) 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浦东模式等经

典的地区发展模式陆续被发现、提出［6 － 7］，并在不断变幻的时空环境下被反复论证。
已有对区域发展模式及路径的研究既有基于相对宏观的区域、城市尺度也有基于相对微观的工业

区、开发区尺度。早期主要是强调系列地方化力量的作用，西方学者关注点集中在专业化经济、集聚经

济以及地方作用集合体，包括地方企业与生产网络、地方学习与创新等方面［8 － 10］，而后地方制度以及大

企业角色成为新的关注点［11 － 13］。国内则关注制度改革与变迁的作用，如认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经

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等分权式改革背景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形成和转型的重要因

素［14 － 15］。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研究转而强调全球化力量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全球链接”会打

破区域原有发展路径［16 － 18］，国内学者也认可全球化对区域发展的“机遇面”，如刘云刚认为边缘地区应

从全球视野寻找地方定位，建立地方 － 全球联系，实现路径创造［19］。对温州模式的研究认为打造“内源

拉动”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双引擎”发展机制是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20］。
就我国而言，开发区作为地方化 /全球化作用的交汇点，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发生器［21］，也是承载各

类发展模式的主要地域空间。当前针对我国高新区的相关研究集中在全域层面的发展框架构建［22 － 23］、
二次创业提升［24 － 25］、未来发展探讨［26］等方面，案例分布在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综合来看，我们

认为仍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地方化与全球化可为解读高新区的发展路径及模式提供一个完整的时序

主线，但已有研究较少从该复合角度展开。其次，随着改革的时空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也逐渐融入全

球经济体系，并寻找到自身的全球分工定位，应当适时对中西部地区高新区给予关注。第三，在后金融

危机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偶发性因素导致的区域发展脆弱性被充分暴露，在此情境下以政府为领导者

的地方化力量如何应对也值得关注。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渐进制度改革进入攻坚阶段［27］，西部地区开始零星出现以各类国家级开发区

为典型的国家政策的试点区，日益成长为驱动西部发展的增长极，如 1991 年作为首批 26 个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成都、重庆、西安高新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西部地区的高新区也开始摆脱原

先封闭的发展体系，日益受到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这一变化为对其经济进行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提供

了丰富的素材。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以及现有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将以成都高新区为案例，从地方化和

全球化的复合视角来探讨西部典型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时序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以期对相关研究领域做

相应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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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成都高新区是 1991 年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高新区。初期选址于成都市南郊的一片

农地，自成立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成为成都市最具活力的增

长中心。目前，成都高新区由南部园区和西部园区组成( 图 1) ，南部园区定位为“现代服务中心、高端产

业新城”，重点发展金融、商务、会展、研发、软件及服务外包等现代高端产业; 西部园区定位为“业态完

整的高科技工业发展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高科技制造业。
截至 2014 年，该区土地面积 130 平方公里，总人口 87． 87 万人( 含流动人口) ，产业增加值 1178． 2 亿元，

单位平方公里经济产出 9． 06 亿元，是四川省的 155 倍、成都市的 11 倍，人均 GDP3． 2 万美元①，已经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作为科技部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六家试点单位之一，根据科技部的排名，

2014 年成都高新区在全国 114 家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中位列第四，仅次于北京中关村、深圳高新区和

武汉东湖高新区。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1． 2 数据来源

为便于展开研究，笔者于 2015 年 12 月对成都高新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研。一方面获取

了部分一手资料，包括政府文件、政策文本、产业报告、媒体资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从高新区管委会地

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获取了《成都高新区地方志》及 2007 － 2015 年的《成都高新区年鉴》，二者基本

完整记录了成都高新区建区以来的发展轨迹，也很好地满足了统计性数据的需求。另一方面对高新区

管委会内设的发展策划局、投资服务局、经贸发展局等部门以及部分代表性企业进行了走访，对部分政

府官员和企业家进行了深入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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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及本文其他统计性数据主要直接引自或间接计算自《成都高新区地方志》及相应年份的《成都高新区年鉴》。



2 自上而下的地方化阶段: 1990 － 2005 年

成都高新区“白手起家”于一片农田( 位于成都市南郊的神仙树片区) 。自 1990 年正式成立以来的

大约 15 年，总体处在以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为主要能动主体的地方化阶段。当地政府主导下的制度设

计为园区发展奠定了决定性基础，伴随着政府制度设计过程，园区通过大量内资项目的引进实现了经济

的快速发展，同时在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演替、区域创新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整体上，地方

化阶段政府主导下的制度设计因素作用重大，区域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特性。
2． 1 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

199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西进”催生出成都高新区这一地方发展的“试验田”。未知的收益及风

险使得当权部门在早期对其态度微妙: 1990 年成立时政府赋予的开发面积为 2． 5 平方公里，仅占市域

面积的 0． 02%，以及设立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开发区管委会来推行“政府主导推进”的管理体制。
随着 1991 年获批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成都高新区成为国家顶级经济政策的践行者，也即获得了

国家层面的制度认可。其后，作为城市权力执掌者的省、市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干预，从地方层面展开充

分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配合了园区的发展。伴随着渐进式的管理权让渡和区划调整，不断强化了园

区的综合管理权限，扩大了经济发展的纵深空间。如 1991 年专门设立的高新区“省市共建六人领导小

组”确立了“凡涉及省、市上的经济管理权利全部下放高新区管委会”的决议; 成都市政府于 1996 － 2003
年先后对成都高新区进行了 3 次区划调整，将其面积由 2． 5 平方公里增加到 82． 5 平方公里，而区划调

整中乡级行政单元的介入也让成都高新区由单纯的产业开发区转变为具有行政区职能的开发区。园区

范围的扩大和管理权的综合化，实际上确立了其“地方行政主体”的地位。
另外，地方政府在初期阶段还进行了一系列核心制度设计，也对园区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如通过行

政操控对园区土地利用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仅 1988 － 1996 年，利益主体相对单纯的耕地和未利用地大

幅度压缩了 23． 26%和 41%，而对应基础设施建设的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则分别增长了 84%
和 90． 03%。经济载体建设方面，1990 － 2005 年通过调整、新建等方式共规划建设了 10 个设施完备、分
工明确的工贸园区。招商引资方面，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制定了阶段性招商引资战略，1990 － 1995 年注

重项目数量的积累，累计引进项目数达 494 个，1996 － 2001 年随着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三大

主导产业的形成，转而注重完善产业链，2002 － 2005 年则以招大引强，升级产业链为目标。与此同时，

成都市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先后出台了多达 10 余份文件( 表 1) ，从税收、资金、土地等多方面对符合条

件的入驻企业给予丰厚的政策支持。
表 1 1991 － 2005 年成都高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年份 发布机构 文件名称 优惠政策类型

1991 市政府 《成都高新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 资金、土地、信贷

1992 市政府 《关于鼓励外商在高新区投资的若干规定》 税收优惠

1992 管委会
《关于外来投资者和开发区内高新企业

实施优惠待遇的补充暂行规定》 税收、资金、土地、信贷

1992 市政府 《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高新区工作的暂行规定》 创新创业

1992 管委会 《关于实施鼓励重大产业项目税收优惠的规定》 税收

1997 管委会 《成都高新区重点纳税企业奖励的办法》 企业奖励

2003 管委会 《关于实施产业用地优惠政策的办法》 土地

2004 管委会 《关于实施鼓励投资重大产业项目优惠政策的办法》 税收、土地

2004 管委会 《关于实施创新创业优惠政策的规定》 创新创业

2005 管委会 《关于实施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创业的扶持政策的规定》 创新创业

注: 数据整理自《成都高新区地方志》，表 2 同。
2． 2 地方企业主导的内生经济发展

地方化阶段，政府制度设计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自 1996 年展开系统经济统计以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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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 1996 年的 189101 万元增加至 2005 年的 1409204 万元，年均增

长率高达 25%。同时，内资企业占到绝对比重，截至 2005 年，成都高新区登记的 1． 08 万户企业中内资

企业占 96． 06%，因此该阶段成都高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本地企业为集聚主体的内向型新型产业空间。
2． 2． 1 主导产业的形成与转型

地方化阶段，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先后经历了一次形成阶段和一次转型阶段。形成阶段发生在第

一次区域范围调整之前的 1990 － 1995 年，由于缺乏工业基础，其策略为通过招商项目的“大推进”以解

决“立区”矛盾。根据成都市政府《关于推进成都科技密集开发区建设》，当时共确立了新材料、光机电、
生物、微电子和计算机应用、中成药开发、传感、激光、核技术应用、光纤通讯等九大重点产业领域。该阶

段累计引进项目达 494 个，其中内资项目比重占绝对主导的 70． 04%，工业总产值由 1990 年的 6651 万

元增加到 1995 年的 36． 9 亿元，翻了 55． 48 倍，并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优势产业。但该

阶段产业体系庞杂、企业技术门槛低，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高新产业集群。
随着 1996 年区域范围调整，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体系随即开始转型，其策略为通过产业精简实现

“高端突破”，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被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新的产业体系更为简洁且符合发

展潮流，成都高新区通过“吸引、改造、淘汰、迁走”等方式，改变了过去杂而小的产业体系格局，不断向

新的主导产业要求靠拢。随着产业氛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提升，园区吸引了大批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国内企业入驻，并开始零星出现跨国制造企业的分支机构。至 2005 年，成都高新区工业总产

值达到 62． 67 亿元，比 1995 年又翻了 1． 70 倍，规模以上企业 279 家，世界 500 强和国际知名企业设立

分公司 28 家，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制造三大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增加值分别占全区的

43． 6%、29． 6 和 7． 6%，合计占 80． 8%。
2． 2． 2 地方创新的深化

高新技术企业是成都高新区最重要的创新载体。自 1991 年开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以来，成都

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 表 2) ，由 1991 年的 23 个增加至 2005 年的 812 个，占全省比重常年

保持在 50%以上，占成都市 60% 以上。入选企业集中在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如 2005 年 812
家高新技术企业数中从事软件类企业 86 家、系统集成服务类企业 95 家、生物医药类企业 150 余家，三

者比重合计超过 40%。同时，由于创新门槛较低，该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多为具有专利的民企，仍存在

规模偏小、创新能力偏低的问题，如 2005 年从事系统集成服务的 95 家企业中，规模较小的三级、四级企

业达 83 家，从事生物医药类的 150 余家企业，也仅有 25 家通过 GMP 认证。
区域创新水平的提高与当地政府部门采取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密切相关。一是通过优惠政策吸引高

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1992 年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出国留学人员来高新区工作的暂行规定》，

至 2005 年，成都高新区已吸引留学人员 222 人，这些具有高学历及外企工作背景的高级人才在成都高

新区创办的在孵企业达 184 家，成为园区自主创新的重要主体。其次是通过地方财政增加创新资金供

给，1997 年以来成都高新区陆续建立了科技三项费、科技计划、战略性新型产品培育专项等一系列科技

资金扶持政策，有力促进了科技型企业的起步和发展。另外，2004 年成立的政府主管的成都高新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对中小企业开展股权投资、投融资服务、战略发展、股权管理等科技金融业务，带动了中

小企业的创新步伐。
表 2 1991 － 2005 年成都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表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 家) 23 42 35 18 18 23 31 36 69 101 115 83 162 115 112

实有高新技
术企业( 家) 23 65 116 134 152 175 206 242 272 378 493 524 605 700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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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下而上的全球化阶段: 2005 年以来

早在 1990 年代初，成都市政府便试图通过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把成都高新区建设为全市对外开放

的“窗口”，推动其向外向转型。但空间上内陆的区位劣势以及时序上落后于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进

程，使得成都高新区的全球化进程长期滞后，如 1999 年全区外贸出口额为 2020 万美元，仅相当于沿海

地区的乡镇水平。直至 21 世纪初期以来，在全球生产网络加速重组、中国加入 WTO 等多重背景下，以

最早的英特尔( 2003) 及随后的友尼森( 2004) 、宇芯( 2004) 、莫仕( 2005) 等大批知名跨国公司的集中入

驻并在 2005 年左右形成产能为起点，成都高新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转型。又由于市场因素在

此过程中起支配作用，因此区域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征。
3． 1 跨国企业主导与全球化转型

跨国投资不断增多。2003 年，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宣布投资 3． 75 亿美

元在成都高新区设立半导体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在产业生态系统尚且薄弱的情况下吸引到世界知名企

业入驻迅速引发了众多跨国资本的关注，随后产生“蝴蝶效应”吸纳了大批集成电路设计、研发、芯片封

装测试等上下游配套跨国企业到成都高新区办厂。如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迅速聚集了英特尔、友尼森、
美国芯源、德州仪器等 100 多家 IC 企业，并吸引了莫仕、BOC、林德、梅塞尔、联华等众多配套企业。以

电子信息产业为突破口，此后成都高新区跨国投资不断增加( 表 3) ，仅在 2009 年因受大地震以及国际

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
表 3 2006 － 2014 年成都高新区实际利用外资统计表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实际利用
外资( 亿美元) 6． 51 9． 08 12． 29 7． 97 9． 02 11． 97 16． 15 21． 18 21． 40

注: 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成都高新区统计年鉴》，表 4 同。

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受制于区位、改革等因素，成都高新区长期以来都未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仅

有不多的跨国企业也多以占据当地市场为目的，导致出现上述提及的外贸水平长期滞后的问题。直至

2005 年以来，主要跨国公司将成都工厂定位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并将大量“成都造”商品供应至全

球，成都高新区才开始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2001、2003 年国务院相继批准在成都高新区南区、
西区建立出口加工区以及 2010 年批准建立综合保税区为园区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及空间

载体保障。在此背景下，成都高新区外贸出口额整体增长强劲( 表 4) ，由 2006 年的 7． 01 亿美元增加为

2014 年的 177． 50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 49． 77%。以富士康的 ipad、英特尔的笔记本电脑芯片及处

理器、德州仪器的半导体圆晶等产品为代表，少数跨国核心企业的“成都造”产品成为全球商品链的重

要组分。
表 4 2006 － 2014 年成都高新区外贸出口额统计表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外贸出口额( 亿美元) 7． 01 10． 63 20． 06 26． 88 36． 00 116． 10 174． 40 170． 38 177． 50

( 3) 少数核心跨国企业主导产业体系。英特尔的成功引进，使得成都高新区开始拥有真正具有产

业支撑力的全球性企业。此后，以电子信息产业为典型，跨国企业凭借其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在产业

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逐步形成“国际企业主导 + 国内企业配套”的“领导型”企业网络。如集成电路产

业方面，呈现出英特尔和德州仪器引领下的“双核驱动”发展态势，随着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加入，产业聚

集度迅速提升，目前已形成一个由 IC 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及配套企业组成的完整产业链。软件产

业方面，在 IBM 服务外包业务中心和美国新聚思中国研发中心的带动下，目前园区已集聚 6 家全球软

件十强企业，从事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的企业达 1200 余家，成为国内重要的软件及服务外包基地。
生物医药和精密机械产业缺乏具有产业领导力的跨国企业引领，受全球化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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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全球化转型的价值链特征

借鉴已有对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的研究［28］，结合企业投入产出状况以及实地调研情况，对成都高

新区核心跨国企业的价值链特征进行分析( 图 2) 。可以发现，成都高新区跨国企业总体处于以生产分

工为主的较低价值链环节，即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中部的生产环节。同时由于成都高新区中后期以来

定位于高端产业，对项目接纳设定了一定门槛，因此不少企业参与的是价值链制造环节中附加值尚且较

高的高端产品制造环节，典型如英特尔、德州仪器、戴尔等。除高端产品制造，成都高新区也有一些规模

较大的从事一般产品制造及代工生产的跨国企业，如莫仕连接器公司生产相对低端的电子连接器，2014
年产值 22． 8 亿元。代工生产企业以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为典型，该基地已形成以鸿富锦公司为核心，

睿志达、鑫成、业成等配套的大型代工生产基地，2014 年拥有员工十万余人，生产苹果平板电脑三千多

万台，实现产值 732． 2 亿元。

图 2 成都高新区主要跨国企业的价值链特征

3． 3 全球化转型期的地方化配套

全球化是嵌入在地方经济和制度环境之中的，即地方独特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产

业氛围对各种全球的商品、资金、信息、生产要素等各种“流”有黏着作用，因此在全球化转型阶段，地方

依然是经济要素空间区位的重要基础［29］。在全球化转型期，成都高新区以地方企业以及地方政府为主

体参与者的地方化力量积极参与、配合了园区的全球化转型。
( 1) 地方企业的配套。全球化转型期跨国公司在成都高新区设立生产及少量研发基地，并迅速建

立以之为核心的“领导型”企业网络，而已具备一定发展基础的本地企业则很好地补充了该网络。体现

在: ① 消化产能。本地企业通过承接外包或代工业务来帮助消化跨国公司产能。② 组建产业链。大

批当地企业及国内迁移企业迅速以各自领域的跨国企业为核心，组建上下游配套产业链。③ 分享产业

氛围。随着三大主导产业陆续形成国内甚至国际影响力，大批国内相关企业为分享良好的产业氛围入

驻园区。
( 2) 地方政府的配套。以包括园区管委会在内的地方政府部门为主要决策者，始终在配合成都高

新区的全球化转型。① 早期阶段试图通过效仿新加坡等地开发区的外向发展模式来实现快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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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获得一定发展基础后，通过“尺度上推”寻求获得更高级别政权机构的“西部”特殊支持，典型如 2006
年成为全国 6 个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单位之一。③ 利用自身权限，通过“尺度下推”在区

划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招商网络、优惠政策等方面实现经济秩序的自我强化。

4 全球化转型的脆弱性与一个未来新模式的探讨

4． 1 全球化转型的脆弱性

2005 年以后的全球化转型，成都高新区一方面持续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由 2006 年的

182． 15 亿元增加至 2014 年的 1178． 2 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26． 38% 的高水准。但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2008 年以来其经济增速已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 图 3) 。

图 3 金融危机后成都高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

注: 数据计算自相应年份的《成都高新区统计年鉴》。

除受 2008 年大地震这一突发因素的影响外，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其

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改变。首先，发达国家为全面调整其国内制造业而纷纷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进

一步引发全球制造业的重构，也客观上导致成都高新区招商环境恶化甚至出现部分制造类跨国公司向

本土回流，在调研走访中负责招商工作的投资服务局也肯定了这一不利因素; 其次，全球经济下行引致

的消费市场不振抑制了外向型企业的产能，如 2014 年三大旗舰企业英特尔、富士康、德州仪器产值分别

下降了 9． 73%、3． 17%、3． 10% ; 再者，部分制造企业或制造环节出现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或地区转移的趋势，典型如成都富士康基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其已开始分散投资至东南亚，员工数由高

峰时期的三十余万人下降至目前的不足十万。由此可见，成都高新区制造业目前实际上既面临发达国

家从高端向中端延伸的竞争，也面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低端向中端发展的竞争。
除却后金融危机这一宏观背景，成都高新区长期以来以“要素补区位”、“政策补区位”的发展模式，

其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并发也是另一潜在原因。结构性矛盾可能源于: 首先，主导产业过于集中。自

1996 年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精密机械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以来，成都高新区形成了长时期的三大产

业主导的格局，大量国内外企业和新企业如潮涌之势集聚，而政府为之量身定制的产业生态环境则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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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了其余产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如服务业地位不断下降的怪像①。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部分原主

导产业的发展前景趋于黯淡，导致经济发展在面对危机时的回旋余地有限。其次，跨国企业过分处于主

导地位。跨国企业的进入具有产业引领、知识溢出、塑造形象等多方面正向效应，但同时跨国企业在市

场环境中展现出的全方位优势也将会一定程度上抑制本土企业的发展，导致本土企业长期处于“从属”
和“追赶”的角色。实际上，以压缩成本或放大利润为目的的跨国企业，多数仅将其西部工厂作为全球

生产和制造基地，也是继东欧及我国沿海地区后的再次区位替代，即使在面对危机时其仍有区位选择余

地。扎根当地的本土企业应当负起更多的责任，但跨国企业过分主导下的本土企业在危机面前显然尚

力不从心。第三，中低端价值链锁定。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对全球生产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构建内部价

值链分工体系，将其产业链条中的部分工序转移至海外子公司。成都高新区的跨国企业虽多为技术、资
本密集型，但其转移的多仅为劳动力最为密集的工序，如电子信息产业的封装测试、圆晶制造以及最终

的产品组装等。另外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十分有限，造成产业发展的中低端价值链锁定，影响了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4． 2 一个双重驱动新模式的探讨

全球化转型以来定格于全球制造环节的成都高新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已显现出了各种新问题和

新趋势，原有的发展方式、产业体系和技术选择模式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劣势和弊端已经加速显现，尤

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因素下，既暴露了外向型经济的脆弱，也显现出本土经济的不足。在此背景

下，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制度回归”举措，尤其是“三次创业”的开启对于将发展轨道引导至一个

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驱动模式，即重塑地方发展模式起到关键性作用。
4． 2． 1 新的主导产业体系模式

根据《成都高新区“三次创业”产业发展规划( 2013 － 2020 年) 》，成都高新区确立了“4 + 1”主导产

业体系，分别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节能环保和生产性服务业。可见成都高新区的产业体

系将伴随着多样化、升级化和本土化而发生转型。五大主导产业的确立将有利于化解长期存在的因主

导产业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而从原有庞杂的主导产业中甄选出更高技术创新性的产业部门作为新

的主导产业，如将电子信息产业替换为下一代信息服务产业，将精密机械制造产业替代为高端装备产

业，则更好地契合了未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另外，节能环保及生产性服务业首次纳入到主导产

业，从实际状况来看，这两大产业规模较小且未受全球企业的过多牵制，因此反映出的是地方政府正试

图通过修正产业蓝图来培育本土产业和本土企业，以缓解外企过强带来的结构性风险。
4． 2． 2 新的产业空间模式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培育以发展高端服务业、信息文化等现代“轻型”产业为主的新产业空间是大

都市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按照“三次创业”产业空间规划，成都高新区将形成一个产业空

间新模式，包括了大源和中和两大新产业空间组团( 图 4) 。新产业空间的兴起将缓解发展过度依赖跨

国企业集聚的传统制造业空间，尤其是英特尔、TI、戴尔等所在的综合保税区。其中，大源组团用地面积

约 20 平方千米，规划居住人口约 37 万人，包含了多个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大源商务商业区、国际

会展中心、天府软件园区、金融后台服务园区，以及五个配套居住区。中和组团用地面积约 20 平方千

米，规划居住人口约 35 万人。位于中和南组团的新川创新科技园作为“一号工程”载体，用地面积约 10
平方千米，将盯准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大力发展创新型都市产业，打造国际化产业合作平台，主要包括

综合性创新科技研发区、生物产业聚集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集区、高端装备和节能环保等产业培

育区、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区。
4． 2． 3 新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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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6 － 2014 年，成都高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34． 21% ，占 GDP 比重由 42． 69% 增加为 75． 94% ; 第三产业年均增

长率为 23． 43% ，占 GDP 比重由 51． 60% 下降至 24． 05%。



图 4 成都高新区新产业空间规划图

来源: 根据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局提供资料绘制。

在“三次创业”规划中，加强自主创新被摆在突出位置，反映出成都高新区正试图把经济发展进一

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上来。首先，实施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工程，包括支持企业与本地科研院

所展开研发合作，推进本土企业高水平研发机构建设及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支持跨国企业设立研发机构

以促进国际先进技术的跨国转移等。其次，实施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如引导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新型创新组织，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转移途径等。
第三，实施科技金融创新工程，主要包括优化完善由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上市融资

等构成的梯形融资服务体系，积极探索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机结合的新机制和新模式。第四，实施人

才强区工程，如加快培育和聚集符合技术创新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科技人才，并鼓励企业引进海内外

高端管理人才等。
4． 2． 4 新的园区定位模式

早在 2008 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就作出全面推进成都高新区南区天府新城建设的决策，拉开成都高

新区由传统产业区向综合新城转变的序幕。在其后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天府新城建设若干政策的意

见》中，天府新城被定位为成都未来的现代商务中心和高端产业新城，由此，其设立时作为功能单一的

产业园区的定位已发生变化，开始向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新区转变，即由“产”向“城”的转变。其后，随

着地下空间、综合交通系统、综合管廊系统、水系绿地链、特色街区等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天府

新城已在行业总部、高端产业、商圈、文化休闲设施等方面形成一定集聚力。而近年来国家级新区———
天府新区的提出及落实为成都高新区的新城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在 2015 年国务院批复的《成都市

城市总体规划 2011 － 2020》中，成都未来将形成“一区双核六走廊”新格局，其中天府新城将作为“双

核”之一，由此足以看出其在当地全域发展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5 结论

地方化和全球化为研究区域发展转型路径提供了很好的复合视角。本文将成都高新区视为经典案

例，对西部典型高新开发区的发展转型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成都高新区模式的形成是地方化和全球化

相互渗透、相互配合的产物。文章尝试归纳出成都高新区完整的转型路径( 图 5) ，并得到以下三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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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首先，1990 年代催生于政策环境的西部高新区，其发展动力最初来源于政府政策层面的渐进式供

给，在此基础上以地方企业为主体的园区经济迅速活跃，形成一种相对“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西部”阻碍在 2005 年左右被打破，全球知名跨国企业的相继入驻使得西部开发区

开始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但以寻求成本最低为根本目的的跨国企业“西进”，多数仅将其作为生产、
制造基地，实际上也是继东欧及中国沿海地区后的再次区位替代。在这一阶段形成了相对复杂的市场

力量为主、制度设计为辅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第三，全球金融危机这一突发事件充分检验出过度依

赖全球化经济的脆弱一面和本土经济尚且薄弱的一面，动荡的局势下如何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未

来会不会出现跨国企业为寻求更低成本而再次转出的问题，值得思考并提前应对。成都高新区的做法

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地方化力量的“回归”，将发展模式转向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双重驱动上，具体即借

助“三次创业”将主导产业推向多样化、高端化、本地化，同时实现开发区由“产”向“城”的转变。

图 5 成都高新区的转型路径

在中国渐进制度变迁过程中，西部的开发区率先打开了政策的缺口，是西部地区地方化力量和全球

化力量激烈交汇和博弈的场所，并日益成长为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也引领着城市空间的重构。
然而，城市是一个复杂多变系统［30］( p1 － 2) ，作为城市系统中高度活跃组分的开发区，其发展模式、路径则

更为复杂。本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研究对西部发展关注的不足，扩大样本区范围及尺度以及关

注开发区内部的复杂系统等还有待后续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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