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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发展阶段识别及差异化调控对策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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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献回顾及相关专家访谈基础上，提出开发区成长指数、成长速度、成长累积的概念，并设计出计算方法，以此对
湖南省开发区发展阶段及调控对策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划定几个临界值识别开发区发展阶段；然后说明湖南开发区发展呈

现的明显的不均匀性；最后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特征提出相关差异化调控对策。

［关键词］开发区；生命周期；阶段识别；差异化调控；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２２－０７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ＥＮＧＹｕｅｘ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ｔ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ｅｘ，ｇｒｏｗｔ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ｈａｄ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ｗａｙｓ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ｌｙａｎｄ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ｉｎ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ｆｉｒｓｔ，ａｆｅ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ｃ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ｔｈｅ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ｉｎＨｕｎａ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ｎｅｅｄ
ｔｏｂ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ｉｎＨｕｎａ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ｓ；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ｐｈａｓ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１５４７年，意大利热那亚湾雷格亨港设立，标志
着近代意义上的开发区诞生。国外对开发区的研

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化前、中期，受经济古典

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思想影响，开发

区主要以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形式出现；工业革命

到“二战”结束，研究集中在开发区的区位选择、产

业主体的空间组织及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工业化后期和知识经济时代，主要是关于高新技术

开发区、生态工业园区以及开发区发展规律的探

究。其中，马森·海尔瑞（１９５９）首次运用生命周期
观点来研究开发区企业发展过程，蒂奇（１９６５）等认
为集群发展应放在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周期中来考

察，汤普森（１９６６）提出“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
工业区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次序发展［１，２］。国外关于

开发区发展阶段的定量识别研究较少。国内开发

区建设则发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研究集中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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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综合评价、发展规划、生命周期、整合互动

等方面。梁育填、樊杰等以主成份分析法、聚类

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为基础，优化指标体系建

立开发区评价模型［３］；朱立龙、夏文元、郑国、

顾朝林等人就开发区与城市及区域发展互动、开

发区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开发区管理体制创新

等方面展开研究，探究开发区调控对策［４－６］；郑

静、薛德升、杨永平等认为城市开发区一般经历起

步、发展、成熟和分异等４个发展阶段，符合产品生
命周期规律［７，１５］；王兴平、朱凯、唐承丽、周国华等

以开发区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提出开发区群整合策略［９，１０，１８］，理论性和系统性

较强。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尝试提出新的识别指

数、识别方法，更为科学、系统地识别开发区发展阶

段，并以湖南省开发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

将综合评价、发展阶段识别、探究调控对策相结合，

探究开发区转型升级对策。

　　一　开发区发展阶段识别

（一）相关概念及计算方法

设计成长指数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ｄｅｘ）、成长速度
（Ｇｒｏｗｔ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和成长累积（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用以描述开发区发展特征，定量判断开发
区所处阶段。

１．成长指数（Ｇ）。指用来衡量开发区在某一
阶段基础设施、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区

域因素等综合情况，与以城市化水平衡量城市化发

展程度类似，对应于生命周期曲线纵坐标。一般而

言，开发区都将经历从产生到消亡的历程（在消亡

前成功培育第二曲线［７］除外），在不同发展阶段，成

长指数相应不同，一般来说，开发区发展水平越高，

其基础设施配套、产业结构等越合理，经济实力、创

新能力等越强，成长指数越大。

可选取开发区基础设施、经济实力、产业结构、

创新能力、企业贡献程度、生态环境、区域因素等指

标，建立识别体系评价开发区发展水平，计算成长

指数值。

２．成长速度（ＧＶ）。用以衡量成长指数变化
程度，对应于成长指数在时间上的微分 ＧＶｉ＝ｄ
Ｇｉ（ｔ[ ]）／ｄ（ｔ）］，即生命周期曲线某时刻的斜率。

在不同发展阶段，开发区成长速度不同。一般来

说，在开发区成长阶段，成长速度较大，而在早期、

成熟阶段以及分异阶段的消亡期，成长速度很小，

甚至为０或为负数。
首先对某开发区时间序列上的成长指数值进

行定量计算，再对所得若干个成长指数值进行曲线

化拟合，最后根据拟合曲线某一时间段斜率值判断

开发区成长速度。

３．成长累积（ＧＣ）。本文将开发区生命周期曲
线与时间轴所夹面积定义为成长累积，即成长指数

在时间上的积分值［ＧＣｉ＝∫
ｔ２

ｔ１
Ｇ（ｔ）ｄ（ｔ）］。一般来说，

成长累积与时间成正相关，随着开发区日益完善，

开发区经济实力、创新能力不断积累，成长累积增

大（在分异阶段的衰亡期，随着时间推移，成长指

数、成长速度下降，甚至为负时，之前积累的实力也

日益消退，成长累积值可能减为０或为负）。
在对成长指数进行曲线拟合后，根据公式计

算某 一 时 间 段 曲 线 与时间轴面积即为成长

累积值。

（二）识别指标体系及识别模型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区域产业政策调整、市场

规模和市场结构变化、市场竞争的变化、区域综合

实力的消长等因素都可能使得产业群体由某一阶

段跨越至另一阶段［８］。在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群体

呈现出不同特征。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结

合影响开发区发展的因素，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层

次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的原则，并参考已有研究

成果［１１，１２，１３］，建立识别指标体系（见表１）。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采取 Ｇｉ ＝

∑
２０

ｊ＝１
ＸｉｊＷｊ；ＧＶｉ＝ｄＧｉ（ｔ[ ]）／ｄ（ｔ）；ＧＣｉ＝∫

ｔ２

ｔ１
Ｇ（ｔ）ｄ（ｔ）

（ｉ＝１，２．．ｎ；ｊ＝１，２．．２０；Ｗｊ为各项指标权重，Ｘｉｊ
为各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计算目标值。

（三）开发区生命周期特征分析

１．早期阶段。开发区主要任务是完成要素聚
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中，成长指

数、成长累积值较小，成长速度较慢。开发区发展

动力来自政策驱动，政策导向主要体现在对开发区

的科学规划、产业发展定位、硬件环境建设、政策优

惠方面。

２．成长阶段。开发区区位优势不断显现，产业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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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断巩固，环境配套基本完成，主导产业开始

出现，成长指数、成长累积值骤升，成长速度加快。

政策导向主要是产业集群、科技支持以及投资环境

优化等方面。

表１　开发区识别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８项） 二级指标（２０项）

开
发
区
发
展
水
平

开发区基础设施（Ｘ１）

开发区经济实力（Ｘ２）

开发区产业结构（Ｘ３）

开发区规模（Ｘ４）

开发区创新能力（Ｘ５）

开发区贡献程度（Ｘ６）

开发区生态环境（Ｘ７）

区域因素（Ｘ８）

基础设施投资额（Ｘ１１）

技工贸总收入（Ｘ２１）

企业利润总额（Ｘ２２）

规模工业增加值（Ｘ２３）

累计固定资产投资额（Ｘ２４）

招商引资额（Ｘ２５）

产业集聚率（Ｘ３１）

工业企业数量占总企业比率（Ｘ３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Ｘ３３）

土地开发面积（Ｘ４１）

企业数量（Ｘ４２）

高新技术产值（Ｘ５１）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Ｘ５２）

高新技术从业人员（Ｘ５３）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率（Ｘ５４）

税金额Ｘ６１）

从业人员 （Ｘ６２）

主要污染物排放达标企业个数（Ｘ７１）

执行环保“三同时”项目数（Ｘ７２）

所依托城市区位优势度（Ｘ８１）

　　　注：区位优势度以所依托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实现程度表示。

图１　湖南省开发区生命周期模型
　　注：（１）Ｌ１为开发区通常的生命周期曲线，Ｌ２为开发区生命周期第二曲线；（２）Ａ、Ｂ、Ｃ点分别为开发区由早期阶段进

入成长阶段、由成长阶段进入成熟阶段、由成熟阶段进入分异阶段的三个临界点，Ｇ１、Ｇ２、Ｇ３为相应时刻成长指数，ＧＶ（１）、

ＧＶ（２）、ＧＶ（３）为相应时刻的曲线斜率，即成长速度。

　　３．成熟阶段。开发区原有特殊政策优势不断
减弱，入驻企业数量开始达到平衡，成长指数值较

大，成长速度减慢，成长累积变化缓慢达到高峰。

政策导向主要在创新体制机制、发挥产业集群优

势、发展开放外向型经济等方面。

４．分异阶段。随着开发区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
成长提高、土地资源稀缺、企业竞争加剧，可能出现３

种情况：其一，遵循Ｓ型曲线末端发展，产业转型失败，
成长速度变为负数，成长指数、成长累积都急剧减少渐

趋为０，最终走向衰亡；其二，成长指数突然降低，但成
长速度还保持缓慢增长，开发区功能向城市功能完善，

进入城市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其三，在刚进入衰退阶

段时及时转型，虽然成长累积有一定降低，但很快又获

得新的发展，成长指数、速度、累积都进入另一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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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即图１中生命周期第二曲线Ｌ２。要通过重新建
立开发区企业准入机制，合理引导企业兼并重组，建立

开发区企业退出机制；与周边开发区合并、进行行政区

划调整、寻求与其他区县合作设立“区外区”等方式解

决土地约束问题，主动转型升级才能使开发区发展进

入另一高峰［１４，１５，１７］。

　　二　湖南省开发区发展阶段识别

（一）湖南省开发区发展概况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长沙科技开发试验区（长沙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前身）成立，标志着湖南省开发区

建设的开始。截至 ２０１３年底，湖南省共有开发区
１２３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１３家、省级开发区６６家、
省级工业集中区４４家。从开发区的性质来看，有高
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物流区、工业

园区及生物医药园区等类型［１６］。经过 ２０多年发
展，湖南开发区已经成为全省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在

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目前，全省开发区累计已开发面积

８８２．６平方公里，入园企业２６１４０个，从业人员２４３．９
万人。２０１３年，湖南开发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

２４４５３．９亿元人民币，上交税金７４４．２亿元人民币；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８０４．４亿元人民币，占全省比重
２６．１％；实际使用外资４３．６亿美元，占全省比重的
５０．１％；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１０７１７．２亿元人民
币，占全省８３．２％。尤其是７９家省级以上开发区，以
约占全省０．３％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占全省１６．８％的
地区生产总值、４２．７％的工业增加值和４５．５％的规
模工业增加值，发挥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

用。同时，湖南开发区发展两极分化严重，也存在发

展质量不优，园区规模化、专业化、低碳化、高新化亟

待提升等问题。由于省级工业集中区大多设立不

久，缺乏公开、可靠、可比的统计系统和统计数据，故

本文研究对象限于７９家省级及以上开发区。
（二）测度结果与统计分析

各开发区Ｇ、ＧＶ得分如表２。（ＧＣ暂未进行讨
论；通过计算若干年成长指数值，再根据拟合曲线斜

率判断成长速度是计算成长速度值的理想方法。但

是，７９家省级以上开发区中，部分开发区是“十二
五”初期才得以创建，因此本文采取计算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各开发区成长指数的变化率来代替曲线在２０１３
年末这一时间节点的斜率，即成长速度值）。

表２　湖南开发区成长指数、成长速度评价得分情况表

序号 开发区名称 成长指数 成长速度 序号 开发区名称 成长指数 成长速度

１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０．７７１ ０．１１７ ４１ 长沙天心经济开发区 ０．２５１ ０．１３２
２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７４９ ０．１３８ ４２ 岳阳临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０．２５０ ０．１５２
３ 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０．６１９ ０．１４７ ４３ 邵东经济开发区 ０．２５０ ０．１５３
４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０．５６３ ０．１５８ ４４ 衡东经济开发区 ０．２４９ ０．１４６
５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４７３ ０．１５１ ４５ 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 ０．２４６ ０．１４７
６ 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４７２ ０．１５３ ４６ 汉寿经济开发区 ０．２４６ ０．１８０
７ 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０．４３５ ０．２４３ ４７ 临湘工业园区 ０．２４５ ０．２３１
８ 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０．４１７ ０．１８５ ４８ 湘乡经济开发区 ０．２４２ ０．１３９
９ 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０．４０１ ０．１５６ ４９ 临武工业园区 ０．２４１ ０．１６５
１０ 岳阳绿色化工产园区 ０．３８５ ０．１４１ ５０ 桃江经济开发区 ０．２３９ ０．１１９
１１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３７９ ０．１５１ ５１ 祁阳经济开发区 ０．２３８ ０．１３４
１２ 湘潭天易经济开发区 ０．３６５ ０．１５７ ５２ 洞口经济开发区 ０．２３６ ０．１９２
１３ 宁乡经济开发区 ０．３６３ ０．１７２ ５３ 益阳长春经济开发区 ０．２３５ ０．１９９
１４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３６２ ０．１６１ ５４ 湘潭岳塘经济开发区 ０．２３３ ０．１５９
１５ 娄底经济开发区 ０．３５４ ０．１０８ ５５ 临澧经济开发区 ０．２３３ ０．１５０
１６ 资兴经济开发区 ０．３１６ ０．２５９ ５６ 武冈经济开发区 ０．２２１ ０．１１１
１７ 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 ０．３１４ ０．１６１ ５７ 长沙暮云经济开发区 ０．２１３ ０．１２１
１８ 桂阳工业园区 ０．３１０ ０．２９３ ５８ 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０．２１１ ０．１２５
１９ 永兴经济开发区 ０．３０８ ０．２３８ ５９ 安化经济开发区 ０．２１１ ０．１１２
２０ 醴陵经济开发区 ０．２９７ ０．２１２ ６０ 衡山经济开发区 ０．２０８ ０．１３０
２１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２８８ ０．２０４ ６１ 沅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０．２０７ ０．１２３
２２ 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０．２８１ ０．１０３ ６２ 嘉禾经济开发区 ０．２０７ ０．１７９
２３ 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 ０．２８０ ０．１７２ ６３ 涟源经济开发区 ０．２０６ ０．１０７
２４ 常德经济开发区 ０．２７９ ０．２３６ ６４ 怀化经济开发区 ０．１９６ ０．１５５
２５ 双峰经济开发区 ０．２７８ ０．１２９ ６５ 湖南宁远工业园区 ０．１９５ ０．１２０
２６ 茶陵经济开发区 ０．２７３ ０．１５１ ６６ 湖南澧县经济开发区 ０．１９４ ０．１４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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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开发区名称 成长指数 成长速度 序号 开发区名称 成长指数 成长速度

２７ 耒阳经济开发区 ０．２６９ ０．１５６ ６７ 新化经济开发区 ０．１８４ ０．１６３
２８ 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 ０．２６９ ０．２４９ ６８ 常宁水口山经济开发区 ０．１７９ ０．１４５
２９ 常德鼎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０．２６８ ０．１２４ ６９ 零陵工业园区 ０．１７８ ０．１４２
３０ 宜章经济开发区 ０．２６７ ０．２４５ ７０ 株洲建宁经济开发区 ０．１７７ ０．１０３
３１ 平江工业园区 ０．２６６ ０．１２４ ７１ 祁东经济开发区 ０．１７６ ０．０９４
３２ 冷水江经济开发区 ０．２６５ ０．１０８ ７２ 南县经济开发区 ０．１７３ ０．１１７
３３ 衡阳西渡高新产业开发区 ０．２６３ ０．１５１ ７３ 蓝山经济开发区 ０．１６７ ０．１３１
３４ 汝城经济开发区 ０．２６２ ０．１８５ ７４ 吉首经济开发区 ０．１６６ ０．１０７
３５ 湘阴工业园区 ０．２６０ ０．１３４ ７５ 新邵经济开发区 ０．１６１ ０．１４４
３６ 湘西经济开发区 ０．２５８ ０．０６５ ７６ 张家界经济开发区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６
３７ 怀化工业园区 ０．２５６ ０．２０６ ７７ 石门经济开发区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１
３８ 江华经济开发区 ０．２５４ ０．１３７ ７８ 东安经济开发区 ０．１５４ ０．０８３
３９ 郴州经济开发区 ０．２５３ ０．１５４ ７９ 永顺经济开发区 ０．１４４ ０．０７５
４０ 邵阳经济开发区 ０．２５２ ０．１８６ 　 　 　

　　７９家开发区Ｇ、ＧＶ值呈现出明显的统计分布
规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发展层次。

０．６＜Ｇ ＜０．８区间，共有３家。分别为长沙
高新技术开发区（０．７７１）、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７４９）、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０．６１９）。其
中，ＧＶ皆小于０．１５，分别为０．１１７、０．１３８、０．１４７。
０．２５＜Ｇ ＜０．６区间，共有４０家。衡阳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Ｇ＝０．５６３）位列全省第４，ＧＶ＝
０．１５８，邵东经济开发区（Ｇ＝０．２５０）列第４３，ＧＶ＝
０．１５３。在 ４０家开发区中，２９家开发区 ＧＶ位于
（０．１５，０．２９）区间，占７２．５％；１１家开发区 ＧＶ位
于（０．１０，０．１５）区间，仅占２７．５％。
０＜Ｇ＜０．２５区间，共有３６家。衡东经济开

发区（Ｇ＝０．２４９）位列全省第４４，ＧＶ＝０．１４６，永顺
经济开发区（Ｇ＝０．１４４）列第７９，ＧＶ＝０．０７５。在
３６家开发区中，２９家开发区 ＧＶ位于（０，０．１５）区
间，占８０．６％，７家开发区ＧＶ＞０．１５，仅占１９．４％。

（三）湖南省开发区发展阶段性划分

根据７９家省级以上开发区成长指数、成长速
度得分统计，本文尝试提出发展阶段划分标准（表

３），并对７９家开发区进行了初步划分（见表 ４）。

第一层次的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均为国家级开

发区，是我省建立最早、发展水平最高的开发区，基

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合理，生态环境优越，开发区

规模、经济实力、创新能力、社会贡献能力已成为全

省核心，并都位列中国大陆开发区百强榜，成长指

数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开发区，已步入生命周期的成

熟期；第二层次的开发区主要成长指数得分较高，

成长速度非常快，发展条件较好，处于生命周期的

成长阶段；第三层次包括其余３６个开发区，园区综
合实力最弱，尚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如湖南

省永顺经济开发区、东安经济开发区、石门经济开

发经济实力、创新能力等都处于较低水平，全年技

工贸总收入仅１亿元人民币左右，规划面积仅几平
方公里，而实际利用外资、高新技术产值、出口额等

指标几乎为０，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基础、区位条件
等多方面的劣势，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此外，根据

生命周期理论，如果某开发区基础设施、经济实力、

创新能力等都走向衰退，则说明其正处于衰亡阶

段，可以根据ＧＶ＜０判断，湖南省尚不存在该层次
的开发区。

表３　湖南省开发区发展阶段划分标准

开发区发展阶段 成长指数区间 成长速度 开发区数量

早期阶段 Ｇ＜０．２５ ０＜ＧＶ＜０．１５ ３６
成长阶段 ０．２５＜Ｇ＜０．６ ＧＶ＞０．１５ ４０
成熟阶段 ０．６＜Ｇ＜０．８ ０＜ＧＶ＜０．１５ ３

分异阶段　　　　衰亡期 Ｇ＜０．８ ＧＶ＜０
另一个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

　　　　　　　第二曲线 ＧＶ＞０．６ ＧＶ＞０．１５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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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湖南省开发区发展阶段划分

发展阶段 开发区名称 数量

早期阶段

衡东经济开发区、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汉寿经济开发区、临湘工业园区、湘乡经济开发区、临武工业园区、

桃江经济开发区、祁阳经济开发区、洞口经济开发区、益阳长春经济开发区、湘潭岳塘经济开发区、临澧经济

开发区、武冈经济开发区、长沙暮云经济开发区、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化经济开发区、衡山经济开发

区、沅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嘉禾经济开发区、涟源经济开发区、怀化经济开发区、湖南宁远工业园区、湖南

澧县经济开发区、新化经济开发区、常宁水口山经济开发区、零陵工业园区、株洲建宁经济开发区、祁东经济

开发区、南县经济开发区、蓝山经济开发区、吉首经济开发区、新邵经济开发区、张家界经济开发区、石门经

济开发区、东安经济开发区、永顺经济开发区

３６

成长阶段

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湘潭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岳阳绿色化工产园区、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湘潭天易经济开

发区、宁乡经济开发区、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娄底经济开发区、资兴经济开发区、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桂

阳工业园区、永兴经济开发区、醴陵经济开发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长沙雨花经

济开发区、常德经济开发区、双峰经济开发区、茶陵经济开发区、耒阳经济开发区、衡阳松木经济开发区、常

德鼎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宜章经济开发区、平江工业园区、冷水江经济开发区、衡阳西渡高新产业开发区、

汝城经济开发区、湘阴工业园区、湘西经济开发区、怀化工业园区、江华经济开发区、郴州经济开发区、邵阳

经济开发区、长沙天心经济开发区、岳阳临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邵东经济开发区

４０

成熟阶段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

分异阶段 ０

　　三　湖南省开发区差异化调控对策

影响开发区发展水平的因素在不同发展阶段

具有差异性效用，需要在识别开发区所处阶段的基

础上，采取差异化调控对策，合理引导开发区生命

周期，才能促进开发区可持续发展。

（一）早期阶段开发区调控对策

湖南省早期阶段开发区，所依赖的区域主要为偏

远地区，投资环境有待改善，产业集群尚未形成，但有

较好的资源优势以及国家的扶贫攻坚政策优势，基础

设施的集中投资、地方政府政策的扶持作用明显。

１．充分发挥本地资源造血功能。合理分析区
内经济发展特点，找出本区域内的优势产业，依靠

特色经济的比较优势，在某一产业上形成经济增长

极。有选择性地壮大发展矿产品加工产业、农林产

品加工、旅游商品产业；利用劳动力优势，加快承接

沿海产业转移，重点就服务外包、现代物流、商贸会

展等领域开展项目对接。

２．加大基础设施投入。重点完善路、水、电、
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投资环境，积极吸纳

企业入驻，壮大开发区发展规模。

３．加大政策支持。尤其要全面落实财税优惠
和税费减免政策，在科技项目申报、院企对接、科技

创新、贷款贴息、出口担保等方面加大帮扶。

（二）成长阶段开发区调控对策

成长阶段开发区，基础设施配套初步完成，企业

不断集聚，但产业规模还较小，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重大产业集群的培育、创新能力的提高非常重要。

１．加强产业调整。调整开发区产业结构，避免
产业雷同，引导和支持开发区产业多样化和差异化

发展；提高产业集聚率，扶持差异化主导产业发展，

突出产业特色；注重开发区产业配套的发展，发挥

各产业间的协同关联作用。

２．不断优化开发区软硬环境。继续完善水、
电、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以及

生活型服务业等配套建设，优化开发区投资环境，

提高开发区服务水平。

３．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力度清理、减少
和规范关于产业园区的行政审批事项，对涉及企业

注册、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的事项，试行容缺办理、

同步办理等办法，切实解决好审批多、环节多、效率

不高、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全过程优化政务服务。

（三）成熟阶段开发区调控对策

成熟阶段在开发区，经济基础好，市场需求旺

盛，此时要着重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合理调整产业

结构，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城市包容水平。目

前，湖南省仅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位于成熟阶段。

该阶段开发区已解决基本硬件供给问题，基础设施

建设因素的影响日渐减弱，此时要在聚焦优势产

业、发展创新型外向经济等方面加强。

１．壮大优势产业集群。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要全力发展工程机械产业，做大做强汽车、电子信

息、临空产业等三大战略型产业，积极培育中央商

务产业与现代农业为新兴增长点；长沙高新区重点

发展高端制造、新材料产业、软件与电子信息、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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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物医药产业等主导产业；株洲高新区要围绕

打造中国动力谷核心目标，着重发展轨道交通、航

空航天、新能源汽车３大动力产业。
２．打造技术创新集聚区。聚焦长株潭两型社

会建设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强化技术创新功能

和“孵化”功能。

３．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空间。坚持更高水平地
“引进来”，通过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优化外

资产业结构，壮大产业能级，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现代产业高地。

（四）构筑不同发展阶段协同发展框架

长株潭地区位于成熟阶段、成长阶段、早期阶

段的分别为３、１０、６个，分别占全省各阶段开发区
数量的１００％、２５％、１７％，而对于湘西、怀化、邵阳、
永州等地开发区，大多位于早期阶段，这与不同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资源禀赋等条件

有关，需构筑协同发展格局。

处于成熟阶段的开发区，将会对周围地区的劳

动力、原材料、资金及技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使得

这些要素不断沿着长株潭主要交通干线的点轴系

统向增长极集中，进一步促进自身发展。同时，长

株潭地区开发区技术、资金、产品等经济要素由一

级中心向二级中心益阳、娄底、衡阳、岳阳、常德等

地区梯度扩散，并带动二级中心向张家界、怀化、永

州、邵阳、郴州等地处于早期和成长阶段的开发区

梯度扩散。欠发达开发区可以立足于各自的资源

特色，利用好前向、后向关联效应，以及旁侧联系，

在产业结构上互相补充，在创新机制上形成合力，

由点发展构筑关系密切、内在有机联系的开放型协

同网络，最终带动湖南省整个开发区体系的发展。

此外，对于分异阶段开发区，应及时采取调控措施，

促进开发区转型升级。

　　四　结语

初步构建开发区成长指数、成长速度、成长累

积的概念，定量计算了成长指数、成长速度值，对成

长累积进行了初步分析，可基本判断开发区发展阶

段。不同发展阶段开发区主要特征、面临问题和政

策导向不同，需采取差异化调控对策。湖南开发区

整体处于较低层次发展阶段，应实行差异化调控对

策，促进湖南省开发区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旨在为开发区阶段划分提供方法参考，所

以并未对成长累积进行严格数学意义上的积分计

算，成长累积的概念和计算主要用于笔者关于“四

维结构模拟开发区成长路径”项目研究之中。所选

择的识别指标主要基于湖南省特定区域，所划定的

４个临界值（Ｇ为０．２５、０．６、０．８；ＧＶ为０．１５）适用
范围尚有一定局限性。如何优选识别指标，扩大识

别模型所划定临界值的适用范围，科学设计数学方

法定量分析成长累积，以及更为形象地模拟成长轨

迹，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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