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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以关联发展、成链发展、集聚发展为方向，各类开发区在其区内逐步

建立了特色突出、功能完善、成长快速的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特色产业园区不仅有利于形成顶端优势产业，

更能有效地推动开发区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因此，以产业集群作为理论基础，界定了特色产业园

区的内涵，并阐述了其基本特征；重点探讨了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支撑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分析

确定了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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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特色产业园区是各类开发区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必然产物。古典经济学最早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模糊性的

定义。此后，国外学者对企业集群、产业集群展开了深入、

系统的研究。马歇尔指出在产业集聚区域内，技术扩散速

度更快，更有利于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波特［1］认为产业

集群是指在地理集中的空间范围内，由一定领域内联系密

切的企业及其它机构形成集聚，在产业链上形成延伸，实

现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

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对集群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和探讨，不同学派对产业集群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了定义［2］。国内学者对于产业集群从外部经济、区域经济、

社会关系网络、创新网络、地理空间等角度展开了一定的

研究，但对于特色产业园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其研究成果

更多地集中在特色产业方面，并主要是从资源禀赋、比较

优势等方面定义特色产业。陈四辉［3］认为，特色产业是指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独特的资源为基础，以独特的生产

技术、生产流程和管理组织方式为支撑，提供特色产品与

特色服务的部门或行业。肖媛［4］认为，发展特色产业是从

本地区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出发，根据本地区在某一个阶

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根据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源、要素及其

它发展条件，选择有优势的产业、产品等特色产业进行发

展。王世营［5］在特色产业园区研究中指出，产业集群是在

一定的区域内，由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企业、供应商、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以及政府和其它中介机构组成

的产业集聚体。范晓屏［6］在对开发区与特色产业园区比较

研究中指出，特色产业园区是以区域特色经济为基础，以优

势企业为主导，促进现代产业分工协作的专业化产区。随着

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发展特色产业园区是实现开发

区产业升级的有效路径，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是承

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更是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

的重要平台。因此，本文在产业集群的视角下，试图界定特

色产业园区的内涵与特征，探讨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支撑体

系，分析确定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 

1 特色产业园区的内涵与特征 

按照集群发展的思想，我国很多地区在产业集聚的基

础上，出现了以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等为代表

的集群现象。为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各地方政府非常重视

各类开发区的发展。而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暴露

出重复发展、集群布局不合理、特色产业不突出、资源配

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发展特色产业园区已成为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关于特色产业园区的定义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特色产业的内涵，将特色产业园区定义为：以区域特色资

源为基础，以区域内优势产业为轴心，以特色产品企业为

主导，通过价值和地理位置的关联，行政上的有序相谐以

及文化上的兼容相通，实现具有园区特色的产业集群的专

业化产业区。对于特色产业园区的内涵，我们可以从 3 个

方面来理解。一是产业集群与特色产业园区之间的关系。

产业集群是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基础，特色产业园区是产

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特色产业园区则是在新

时期、新形势下适应产业集群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二是

对特色产业与优势产业概念的理解。特色产业园区是由独

特性产业和优势性产业两部分所构成［7］。特色产业园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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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产业是具有独特性的产业，而这种区别于其它工业

园区的独特性必然创造竞争优势，也就是说特色产业一定

是优势产业，而优势产业不一定是特色产业。从特色产业

园区发展实践来看，其所确定的特色产业必须满足两个基

本条件：一是该产业在该地区中的 GDP 比重较大，对该地

区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二是该产业是具有较好

市场前景的高成长型产业。根据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

任一经济区域中都存在高梯度区和低梯度区。开发区由于

在资源配置、产业分工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经济发展和

产业结构水平上形成了一定的阶梯差距。随着产业转移、

资源整合、发展特色，即形成了特色产业园区。从特色产

业园区的形成机理看，将区域特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形成实力雄厚的产业基础条件，大力发展园区特色企业及

其关联企业，通过全方位的支撑作用，形成区域内的特色

企业集群(如图 1 所示)。 

 
图 1 特色产业园区形成机理 

特色产业园区一般出现在各类开发区体系内部。开发区

本身就具有地理区域集中性的特点，且很多开发区常常采取

“一区多园，一园一主业”的发展思路。区域高集中性是特色

产业园区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产生外部规模经

济的基础。按照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结合特色产业园区的

发展实践，本文认为特色产业园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资源要素独特性特征。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完全

流动性是各类特色产业园区产生的根本原因。特色产业园

区的市场表现形式为特色企业生产的特色产品或服务。这

些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则是依靠对某类特色资源的开发利

用。对特色产业园区来讲，特色资源的稀缺程度越高，独

占性越强，其产业特色越突出，越具有竞争优势。因此，

资源要素独特性特征是特色产业园区的基本特征。 

(2)生产过程的独特性特征。特色产业园区一个显著的特

征在于其拥有生产特色产品或服务的独特生产过程。这种独

特性体现在生产流程、技术方法、运作过程等方面，它们为

生产特色产品或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研究表明，在特色产

业园区的发展过程中，园区所掌握的共性技术独特性越强，

园区所提供的特色产品或服务越具有市场竞争力。 

(3)比较优势特征。比较优势是指具有明显的区域比较

优势，是特色产业园区的经济特征。特色产业园区以其独

特的资源和生产过程，提供特色产品或服务，具有显著产

品优势或市场优势，并且这些优势能给园区带来顶端效应。

比较优势特征主要表现在相比区域内其它产业更具竞争优

势，更能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8］。 

(4)特色产业高集聚度特征。特色产业园区中的企业群

是指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联系密切，并具有强互补性的

同类产业的大量企业集聚。具体表现为以行业龙头企业为

主心骨，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不断延伸产业链，以形成

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特色产业集群。根据增长极理论，

特色产业园区中至少有一个具有强大推动效应的龙头企

业，它是整个园区的中心或极；通过发射向心力和离心力，

在整个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溢

出效应。特色产业的高集聚度是特色产业园区的本质特征。 

2 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支撑体系 

特色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它对

于延长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均具有重要

的作用。根据特色产业园区的定义和功能定位，其主体行

为要素主要包括：企业、企业群、政府、科研机构、中介

机构、金融机构等。本文根据行为主体要素所组成的网络

结构，构建了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支撑体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特色产业园区发展支撑体系 

知识是特色产业园区发展重要的资源。园区知识存量

越高，知识扩张速度越快，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就越强。

园区知识并不是各行为主体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主体

知识的有机融合。根据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需要，我们把

园区内的知识划分为一般性知识和关键性知识。这里所说

的关键性知识是指与园区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相关的知识，

它对推动特色产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园区各主体行

为要素之间彼此都存在一定的知识落差，知识总是从知识

势能高的主体方向知识势能低的主体方发生转移。在特色

产业园区内关键性知识转移效果越好，越有利于特色产业

的发展。在整个知识转移支撑系统中，科研机构是知识创

新的主体，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发挥作用，为建立在其附近

的特色产业集群源源不断地输出知识成果。在知识转移的

过程中，相比显性知识而言，隐性知识的输出与输入更为

困难。因此，在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良

好的知识转移支撑系统，有效推动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显隐

性知识转移。 

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

特色产业园区发展主要的技术供给力量，其创新过程可分

为：新技术成果选择阶段、导入阶段、本地化开发阶段、

示范阶段、推广阶段和产业化经营阶段［9］。技术创新支撑

系统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群。按照技术创新系统主体，我

们把特色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分为：单企业创新活动和集

群式创新活动。单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技术创新的基础

性活动，能有效地带动整个企业群的技术创新活动。集群

式创新活动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减少交易费用，防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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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降低创新风险和成本。在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实

践中，很多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常常遇到人才、技

术、资金等难题，甚至是龙头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

过程中，有时也会面临一些困难。因此，主要依靠集群式

创新活动来解决特色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问题。通过研究

表明，特色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依赖

性(如图 3 所示)。本文认为在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要

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基础，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整合各项

资源，积极开展合作创新，推动整个园区技术创新活动的

开展。 

 

图 3 特色产业园区技术创新外部性示意 

特色产业园区的发展离不开技术扩散系统的有力支

撑。技术扩散支撑系统是指由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

孵化器、科技咨询评估机构、技术交易机构、投融资服务

机构等专业化服务机构所组成，为特色产业园区发展提供

技术扩散、成果转化、科技评估、资源配置、知识产权服

务、法律服务等专业化服务的支撑体系。增强特色技术在

园区内的扩散能有效推动特色技术与园区产业发展的结

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扩散，促使特色技术在园区企

业的广泛应用。通过实践表明，在特色技术扩散系统支撑

作用过程中，我们必须解决“缺位”问题。一是解决政府缺

位。通过准确的政府角色定位，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特色

技术扩散方面的辅助作用；二是解决自身能力缺位问题。

通过激活技术扩散系统的活动能力，延伸其作用的广度与

深度，推动特色产业共性技术与关键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特色产业园区的发展主要依靠以特色资源禀赋为基础

的优势资源转换为产业优势。政府作为特色产业园区的行

为主体之一，在园区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政策支撑。特色产业园区

由于资源禀赋的地域特点，受产业发源地政策的影响非常

明显。政府是园区发展的政策供给者，其通过在金融、财

税、土地、人才等方面制定适合特色产业发展的政策，形

成宽松的政策环境平台，对于拉动特色产品市场需求和推

动特色产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基础设施支撑。

政府通过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可以大大降低区内企

业的日常经营成本，为特色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硬

环境支撑；三是减少负的外部效应。通过政府采取的积极

措施可以有效地消除因特色产业高集聚发展所带来的如生

态环境恶化、园区发展思想禁锢等负的外部效应。 

除了上述 4 种基本支撑条件外，特色产业园区的发展

还与特定的园区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特殊形态的园

区文化在园区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与特色产

业园区发展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特定的园区文化直

接影响园区各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同时，各项经济活动

推动特色产业园区特定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因此，本文认

为特定的园区文化在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促进

作用［10］。 

3 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素整理基础上，本文运用层

次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围绕知识转移、技术创新与技术

扩散、政府作用 3 个方面建立了主要影响变量层次结构模

型(如图 4 所示)。 

 

图 4 特色产业园区发展影响因素层次结构模型 

采用 1—9 标度法，通过逐对比较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构造判断矩阵。通过层次分析，并经过一致性检验，得出

各指标相对于总指标的最终权重，如表 1 所示。 

表 1 指标最终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相对 

权重 
指标最终权重 

A 

A1(0.65) 
A11 0.66 0.429 
A12 0.11 0.072 
A13 0.23 0.150 

A2(0.27) 
A21 0.57 0.153 
A22 0.31 0.084 
A23 0.12 0.032 

A3(0.08) 
A31 0.61 0.049 
A32 0.27 0.022 
A33 0.12 0.010 

通过层次分析方法，计算得出指标权重大小顺序依次

为：知识吸收能力、技术创新投入、知识转移环境、成果

转化服务、知识传授能力、政府政策环境、合作创新程度、

基础设施水平、其它政府作用。本文选取前 4 个指标作为

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 

知识吸收能力：是指园区各行为主体要素获取、同化、

转换和利用新知识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其内涵有两个

方面，一是园区知识的存量及对知识存量的配置协调能力；

二是园区对知识利用的能力。在特色产业园区内部，各行

为主体都可能成为知识的接受者，知识吸收能力是各主体

要素提高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因此，提高主体要素的知

识吸收能力是特色产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技术创新投入：是指园区在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中所投

入的人力、财力等资源总量及资源配置结构、效率等。目

前，我国众多特色产业园区已初步形成了人才、资金、技

术等资源的集聚效应，相比国外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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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其主要问题在于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

入的缺口较大。因此，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对于提高园区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知识转移环境：是指园区内能有效推动知识转移的系

统组织结构、文化氛围等知识转移机制。具体来说，知识

转移环境包括了系统组织结构、园区文化、转移意愿、参

与程度等。其中很重要的是在园区建立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积极创新的文化氛围，从而有利于促进特色产业园区

的进一步发展。 

成果转化服务：从广义上讲，成果转化服务是指包括

中介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房地产服务以及专业和

综合技术服务在内的园区产业化公共服务体系；从狭义上

讲，主要是指科技中介服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成

果转化服务体系仍处于初级阶段，成果转化服务能力亟待

加强。成果转化服务能力越强，越能有效降低创新风险和

成本，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为特色产业园区发展

提供更好的支撑性服务。 

4 结束语 

发展特色产业园区有利于集中人才资本、土地资本等促

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形成区域内的产业顶端优势，推动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本文的分析表明，知识转移系统、

技术创新系统、技术扩散系统以及政府作用系统在特色产业

园区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确立并分析了

影响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 4 个关键影响因素，为特色产业园

区的发展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与对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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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ideas, and with the direction of associate development, chain development 

and gather development, kinds of development zones have gradually established features outstanding, functional and fast-growing 

featured industrial parks in its area. Developing featured industrial parks not only helps to form top leading edge industries,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development zones’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fore，on the basis 

of industrial cluster theory, the paper defines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eatured Industrial Park. And more important, 

the paper probes into development supporting system of featured industrial park, through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t 

determines key influence factors in featured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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