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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科技园区环境竞争力分析
张辉

（郑州轻工业学院 党委组织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环境竞争力的评价要素包括区位环境、制度环境与产业环境。郑州市科技园区在区位环
境方面缺乏合理的选址布局及完善的配套设施，在制度环境方面的主要障碍是体制不健全、法律有

缺位、制度不完善，在产业环境方面主要是园区缺乏统一规划、特色产业不明显，主导产业层次不

高，产业聚集能力较弱，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较弱，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郑州市科技园区应优化基础设施、提高区位环境竞争力，加强体制创新、提升制度环境竞争力，

构建特色产业体系、加强产业环境竞争力，从而全面提升园区环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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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园区是以智力密集为依托，以开发高技术
和开拓新产业为目标，促进科研、教育与生产相结

合，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科技成果

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综合基地。科技园区在我

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

力，成为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

量。科技园区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为在竞争和发展过

程中与其他园区相比较所特有的吸引、争夺和控制

各种关键性资源并通过创新将其转化为各种持续竞

争力的优势。环境是科技园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要素，是园区在资源聚集、产业发展、成果转化过

程中的核心竞争力。

相关研究表明，对处于不同地区的科技园区以

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园区来说，其核心竞争

力的内涵及评价标准有很大差异。Ｍａｓｋｅｌｌ等［１］认

为高新区的竞争因子主要包括环境因子、资源因子、

制度因子和知识因子４个层面，而环境因子在高新
区核心竞争力形成过程中起到最基础、最关键的作

用。迈克尔·波特［２］经过研究发现，产业主导、企

业集聚等国家政策环境有利于高新区核心竞争力的

形成。谢恩等［３］认为科技园区的竞争优势来源于

它所特有的资源和能力，而这些资源和能力是竞争

对手所不能复制和模仿的。孔德涌［４］认为，园区的

基础设施环境直接影响着园区价值体系的形成与核

心竞争力的提升，科技园区的环境建设主要包括产

业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建设。陈益升［５］认

为科技园区的系统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制度环

境、区位环境和社会环境等。事实上，科技园区在不

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它们获得竞争优

势所依赖的竞争要素也有所不同，从实现原始积累

到优化升级，竞争要素也应该从资源要素逐渐过渡

到环境要素。

在科技园区环境竞争力评价方面，伊丽莎白·

切尔［６］指出，科技园区的环境竞争力应从４个方面
进行评价，即基础设施、政府作用、创新支持系统和

企业家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孙万松［７］认为环境竞

争力来源于较完善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体系，

主要包括政府服务环境、政策法规环境、技术创新与

发展环境、产业配套环境和体制创新环境等。张英

辉［８］通过建立三级评价指标体系，从资源、环境、产

业和文化４个方面对科技园区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
综合评价。综上，现有科技园区环境竞争力评价方

面的研究通常是将资源、环境、制度、技术、品牌、文

化等要素纳入一个评估体系来考虑，未突出环境要

素在整个评估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前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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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技园区的环境竞争力，是吸引资金和资源的重

要前提，是园内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科技园

区自身实力的重要指标，决定着科技园区的凝聚力、

吸引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本文拟将环境因素单独

提取出来，从环境竞争力的视角分析郑州科技园区

的状况，以期有助于政府进一步改善园区的区位环

境、制度环境和产业环境，提升园区的环境竞争力。

　　一、郑州科技园区环境竞争力评价

要素构成

　　郑州市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郑州新郑港区、河南科技园区等４０多个科技
园区，在空间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企业聚集，带动了

区域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但与国内发展较快的科

技园区相比，整体实力还有差距。２０１０年郑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２１４．０７亿元，在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排名第３５位；排名首位的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６１７．８３亿元，
是郑州的７．８倍。根据《中国火炬统计年鉴２０１０》
数据统计，２００９年郑州市高新区有企业６１５个，年
末从业人数９６６４２人，总收入９８０５５亿，工业总产
值８５８．０７亿，工业增加值２６３７３亿；而２００９年陕
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企业达３４７１个，年末从业人员
３４５１４１人，总收入 ３１３６．６３亿元，工业总产值
２０１６．２亿元，工业增加值６４２．１亿元。

科技园区是置身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相对独

立的科技产业社区系统，因此，其发展离不开所依托

的城市地区及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智力资源、产

业基础等条件的支持。参考已有文献成果，结合郑

州科技园区发展现状，本文选取区位环境、制度环境

和产业环境三要素作为评价科技园区环境竞争力的

关键要素。

１．区位环境
区位是指园区所占据的场所或空间，科技园区

的区位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园区竞争力的强弱。

影响区位环境的关键因素有园区选址、基础设施的

建设及完善情况、交通运输使用及便利程度和数字

化、信息化建设情况。

郑州市地处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结合部，

是我国东西部转移生产要素的承接地，是我国陆路的

交通枢纽，是中原城市群城际轨道的中心，根据规划，

围绕郑州将形成１小时经济圈。郑州科技园区充分
依托郑州市“中”、“通”特点，毗邻道路交通的枢纽或

者节点而建，形成了园区的区位环境优势，从而有助

于降低生产成本，加快产业聚集，提升竞争力。

２．制度环境
科技园区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区位要素上是不够

的，制度环境关系到科技园区的长远发展。制度环

境包括优惠政策的吸引力、政策法规健全程度和政

策对外开放程度。在园区建设初期，制定优惠政策

是吸引高新企业和项目入园的必要手段与有效方

式，但随着园区的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也必然从

简单的优惠政策转移到完善的制度体系、自主创新

机制和开放的市场体制。

３．产业环境
产业环境决定着科技园区的经济活力和竞争优

势。产业环境包括主导产业、产业集群、智力资源、

孵化器建设情况、孵化企业毕业率及成活率。良性

的产业环境一方面能够提升科技园区的创新能力、

产业聚集能力和经济发展潜力，促进城市的创新和

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企业的支持体系，激发园

区内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郑州市目前有汽车、装备制造、煤电铝、食品、纺

织服装、电子信息六大优势产业，自然资源储量丰

富，冷冻食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４０％以上。郑州科
技园区应围绕优势产业构建产业环境，发展战略新

兴产业、现代轻工业、现代农业以及促进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培育园区主导产业，引导产业聚集和产业链

聚集。

　　二、郑州科技园区环境竞争力现状

及存在问题

　　郑州科技园区地处中原腹地，其发展受到诸多
限制条件的约束，尤其是其外部环境约束。在当前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大背景下，郑州科技园区应充分

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外部环境问题，并抓住这一有利

发展时机，实现科技园区经济总量和产品质量的飞

跃。从环境竞争力视角分析郑州科技园区现状，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区位环境方面
目前郑州科技园区在园区选址上基本分两种情

况：一种是位于郑州市郊，如高新技术开发区位于郑

州市西北部、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郑州市东南部、马

寨工业园区位于郑州市西南部等，这些园区毗邻高

速公路、绕城公路或国道，流通成本较低，但由于位

置偏离市区，园区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物

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集聚的资源共享体系还没

有完全形成，与市内资源结合不够紧密，数字化、信

息化建设还不健全；另一种是位于郑州市内，如位于

金水区文化路的河南科技园区、位于大学路的郑州

大学生创业园、位于金水路的古家园生态农业科技

园，这些园区位于市内繁华地段，依托完善的城市基

础设置和生活服务设施，聚集了大量的物流、人流、

资金流、信息流；但与此同时，园区大量的人流、物流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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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交通带来很大压力，园区自身也深受交通拥

堵的困扰。此外，科技园区之间缺乏相互联系的快

速通道。

２．制度环境方面
目前我国科技园区未来前景的主要障碍很大程

度上还是体制不健全、法律有缺位、制度不完善。郑

州科技园区的创办主要依靠政府直接投资，通过政

府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导向吸引企业形

成空间聚集，缺乏内在机制和产业关联，没有建立起

以市场为主导的运行机制和创新机制；大多数科技

园区资金进入方式有限，亟待建立起有效的投融资

机制，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对创新创业和优秀项目的

扶持。此外，郑州科技园区还需要健全完善产学研

合作机制、产业孵化服务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等，以提高科技园区制度环境的竞争力。

３．产业环境方面
一是园区缺乏统一规划，特色产业不明显。近

几年，我国发展较快的科技园区大多已建立起十分

鲜明的特色产业。如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园以

动漫为品牌，动漫作品生产总量持续保持国内首位；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骨干成

员；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致力于打造亚洲最大笔

记本电脑基地。相比之下，郑州科技园区大多缺乏

统一规划，产业分工不明确，产业特色不明显，很多

科技园区不考虑实际情况，“一拥而上”地发展一般

性的新材料、新能源等项目，致使产业结构趋同。

二是主导产业层次不高，产业集聚能力不强。

郑州科技园区普遍缺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品牌产业

和品牌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成长优势的新兴

产业更是严重匮乏。大多数园区缺乏有实力的高科

技主导产业，产业聚集能力有限，技术创新能力不

足。此外，大多数园区企业关联程度不高，协同效应

不强，产业链短，很难形成产业集群尤其是能够产生

产业链集聚效应的集群。而国内先进的科技园区基

本上都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各自的产业集群，如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信息服务产业、长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无锡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的光伏产业、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

光电子产业等。

三是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

偏低。郑州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普遍偏低，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合作攻关能力不强，企业技术

创新主体地位不明显；不少园区过于重视眼前利益，

忽视孵化器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功能，有很多孵化

器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对象有限，部分园区孵化场地

和孵化基金不足。当今国内外先进科技园区都将园

区发展的驱动力转向技术创新和内生增长，加大科

技园区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孵化能力，培育新兴

先导产业，打造核心技术和企业品牌。如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孵化了著名企业联想和百度，杭

州国家动画产业园孵化了中南卡通、盛大边锋，大连

软件园孵化了东软集团和中软国际。

四是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郑州市有

５４所各类高等学校、１１家研究生培养单位和２１家
中央驻豫科研院所，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但

多数郑州科技园区缺乏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良好

的合作机制和合作氛围，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没有

能够成为科技园区创新的重要外部支撑，也没有成

为科技创新始发性资源的重要供应源。

　　三、提升郑州科技园区环境竞争力

的对策建议

　　１．优化基础设施，提高区位环境竞争力
加大便捷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郑州市城市交

通网络发达，但科技园区之间快速联系通道需要完

善，尤其要打通科技创新孵化基地、产业基地和商务

中心之间的通道，加强信息交流，降低流通成本，便

于资源整合，以促进科技产业带的形成和发展、促进

科技园区与周边区域形成高效的产业互动，从而充

分利用便利的交通网络带动产业扩散。

加强科技园区的配套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的跟

进。目前郑州科技园区基本上实现了基础建设的

“五通一平”，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投资软硬环境，

促进高新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实现本地产业化。要

加大园区会展中心、商务酒店、金融机构等配套商业

设施建设，实现科技园区全覆盖的数字化、网络化的

信息服务，同时逐步开通网上政务通道。要加强园

区服务建设，提供完善的物业服务和物流服务，提供

入园企业注册、税务登记、基础建设、劳动用工、人才

引进等“一条龙”服务，营造亲商、安商的良好氛围，

吸引企业投资，方便企业入驻。

２．加强体制创新，提升制度环境竞争力
郑州科技园区要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要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的管理体系和市

场化的服务体系，有效规范市场主体的政策法规环

境，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进一

步发挥高新区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优势。

一是强化园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企业

要坚持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销售收入作为研发费

用。要强化科技园区的创新创业孵育功能，促进科

技企业孵化器的主体多元化、功能专业化、形式多样

化，鼓励有条件的国内外机构、大中型企业、民营科

技企业创办各种类型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孵化

器，推进孵化器的多样化、多元化、网络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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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二是大力发展服务于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

中介机构组织。要大力鼓励和发展风险投资保险机

构、投资顾问机构、科技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信用担保机构、人才培训中心、技术交易

中心等中介机构，使其进入科技园区，为区内企业提

供优质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三是健全管理机制，完善相关法规。郑州市的

科技园区要根据精简、高效的原则，因地制宜地设立

各区的管理机构，坚持依法行政。要创新管理体制，

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推动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改

革，建立产权激励机制，通过体制创新激励技术创

新，以增强创新创业的内在动力，促进高新技术企业

不断发展壮大。要建立完善的支撑服务体系，构建

创业平台，整合服务资源，为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郑州市人大和政府要做好立法和政策制定工

作，明确科技园区的法律地位和权限，针对科技园区

的主体法人资格、管委会的管理权限等问题作进一

步的规范，明确高新区管委会与创新型科技园区管

理机构的权责分工，为科技园区建设和技术产业发

展提供法律保障。要制订扶持科技园区及园区企业

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人才引进与人力资源管

理建设、资金扶持以及风险投资机制建设、知识产权

和科技创新机制建设等各方面，具体推进和落实科

技园区建设的各项工作。

３．构建特色产业体系，加强产业环境竞争力
一是发展优势产业。科技园区要围绕郑州优势

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及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发展

消费品工业及现代轻工业、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等，构

建特色产业体系，将具有支撑和带动能力的大项目

引进园区，培育支柱产业，发展主导产业群。如杭州

路都市工业园区以思念和三全食品产业为依托，建

设以食品工业为先导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郑东创新

工业园区以信息产业、创意产业、科技研发和软件园

为依托发展特色产业。所有园区之间要统筹安排，

合理规划，分工明确，避免重复建设。

二是形成集聚效应。郑州科技园区要建立起较

为牢固的产业链，一方面有利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

发展，便于产品就地消化、加工；另一方面可以避免

因为某一市场的短暂波动而导致整个园区产业链条

全盘崩溃。例如，马寨食品工业园区将食品加工作

为主导产业，已经吸收了河南食品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康师傅（郑州）食品工业基地、郑州天方集团入

园，如能再吸收面粉加工、棕榈油加工等上游产业以

及饼干、糕点、八宝粥等方便食品、速冻食品、烘焙食

品及其他关联产业入园，加长产业链，形成集聚效

应，产业环境竞争力就会大幅提高。另外，科技园区

的布局要注意使产业地理位置相对集中，以支柱产

业为依据进行划分，方便产品交换运输，降低成本，

增强竞争力。

三是充分利用智力资源。郑州市智力资源丰

富，中央驻豫科研单位在郑州有２１家，研究领域涉
及机械、煤炭、通信、船舶、农林水利、地球物理、核工

业和工程技术等，是我国重要的技术创新基地，具有

很强的科研开发水平和产业化能力。此外，郑州市

有高等学校５４所，在校学生７８．３万人；研究生培养
单位１１家，在校研究生１．６万人。郑州科技园区的
建设要鼓励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进驻园区或进入企

业，充分发挥中央驻豫科研单位、科研机构、高等学

校的科研优势，形成专业性研发中心，为企业、园区

和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四是提高孵化能力。郑州科技园区要把重点放

在研究开发、孵化、商品展示和信息服务上，充分发

挥科技园区的孵化器功能，通过提供公共技术平台

和统一服务，使初创产业能够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

进行研发，以度过创业艰难阶段。鼓励各高等学校、

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在科技园区建立自己的

生产制造基地，促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提

倡园区抬高选项标准，吸收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

符合市场发展方向的朝阳产业进入园区，以有利于

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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