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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转型成效评价研究 

———以上海Ａ工业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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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历多年的发展，工业园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近年来世界经济、技术及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量既有工业园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发展疲态。因此，本文以成功转型的上海Ａ工业园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析法来判
断Ａ工业园年度综合竞争力，比较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Ａ工业园转型前后的综合竞争力指数，试图通过对其转型成效的评价来发
现工业园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为其他工业园区转型提供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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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园”是指建立在固定地域，由制造企业和
服务企业形成的企业社区。在该社区内，各成员单

位通过共同管理环境和经济事宜来获取最大的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１］。工业园区是我国

产业发展的集聚区，技术创新与扩散速度快，产品

竞争力强，往往成为一个地区主要的经济增长

点［２］。历经多年发展，工业园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

要动力与成长支撑，是企业参与国内或国际合作的

载体，同时也成为促进就业率的手段之一。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内外经济格

局快速演化，部分老工业园的竞争力开始下降，出

现诸如创新能力不足、核心产业不突出、规模偏小、

国际化水平低等问题。工业园要保持旺盛的发展

势头，就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适时进行转型。由

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差异，工业园处也处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发达地区的很多工业园

都已经经历过一次或几次转型，而中西部地区的工

业园大多处于转型前期。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工业

园的转型经验无疑能够给后来者提供借鉴。本文

针对上海Ａ工业园展开研究，通过分析其转型策略

６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２
作者简介：兰　勇（１９７７－），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农业大学副教授，湖南省涉农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

方向为农业产业组织。



兰　勇，等：工业园转型成效评价研究———以上海Ａ工业园为例

及其转型成效，为其他地区的工业园转型提供经验

和教训。

　　一　相关文献综述

经过多年发展，工业园区已成为上海经济发展

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增长极。上海工业园区也成为

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对象，围绕它开展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上海工业园区转型的研究。唐秀敏

（２００４）认为上海工业园区发展要充分借鉴世界工
业园区发展的经验，从市场化管理、园区规划、土地

开发利用、产业集群发展等方面不断提高发展质

量［３］。黄德锡（２００６）认为随着大都市要素成本提
高，上海市工业园区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应充分

利用中心城市人才、信息及辐射优势，及时调整工

业园区产业结构，推进园区产业发展［４］。邵建利

（２００８）认为调整和淘汰园区内落后产能与劣势企
业，大力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是工业园区发

展的一项重要任务［５］。目前上海工业园区内不少

产业在调整与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正面临着“二次

创业”的局面。陈基伟（２０１２）认为上海工业园区
土地面临可供增长空间有限的瓶颈制约，必须盘活

存量进行二次开发才能实现集约增长。他从拓展

发展空间与提升产业结构两方面对二次开发进行

了重新认识［６］。王云强（２０１３）认为上海工业园区
创意产业集群的不断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上

海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提高了上海城市的

形象和综合竞争力［７］。

二是关于上海工业园区评价的研究。谷人旭、

许波（２００２）从经济规模入手，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计
算出上海九大都市工业区经济规模状况的排序结

果，并据此对工业区整体经济规模进行分析［８］。丰

志勇、曾刚（２００６）在研究上海市工业园区的投资环
境时，综合考虑传统区位因子和现代工业园区布局

要素条件，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相关因素的

权重值，然后根据权重计算出上海工业园区投资环

境综合评价值［９］。马仁锋、沈玉芳（２０１１）以上海为
例，采用统计方法对比分析都市工业园行业发展现

状和制约因素，从创意产业和低碳经济视角针对都

市工业园转型建构了都市工业园转型的理念、路径

和规划策略［１０］。池友法（２００１）在研究上海市工业
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时，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相关理

论，构建工业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以开

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化为目标层，以土地利用现状、

用地效益、管理绩效为准则层，分别对土地开发程

度、用地结构状况、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监管绩

效等方面选取相应指标给予评价，并采用层次分析

法确定指标权重，得出集约利用程度指数［１１］。

对于上海工业园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多文

献，尤其是对其转型方向和竞争力评价研究比较

多。本文是在充分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

上采取因子分析法对上海 Ａ工业园的转型成效进
行延时评价，探讨工业园转型策略的持久性和适

应性。

　　二　上海Ａ工业园的发展瓶颈与转型策略

（一）上海Ａ工业园的发展瓶颈
上海Ａ工业园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在２００５年

出现了增长速度放缓趋势。该工业园当时面临以

下瓶颈：

１．扩张成本上升，管理能力不足。由于房地产
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政府支持力度的下降，导致Ａ工
业园扩张成本增加。另外，随着工业园的扩张，工

业园管理机构的社会事务增多，财政负担加重，管

理效率下降，行政运行成本上升［１２］。

２．高新技术企业比例偏低，未形成产业体系。
与国内外高技术开发区相比，Ａ工业园的高新技术
企业偏少，没有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３．历史包袱过重，整合空间受限。Ａ工业园成
立时，原有部分企业基础设施陈旧、厂房简陋、绿化

景观较差，这些包袱使得园区发展受到诸多限制。

４．产业外资依存度高，缺乏内生动力。外商投
资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工业园成长初期外资能够

快速提高园区建设水平和竞争实力，但其受国际形

势和国家政策影响大，资金逐利性更强，流动性

更大［１３］。

（二）上海Ａ工业园的转型策略
上海Ａ工业园在遇到发展瓶颈时没有采取等、

靠、要的手段，而是从改革内部管理入手，采取了优

化园区投资结构、改善园区软硬件环境提升园区公

共服务能力等策略，在２００８年前完成了转型。具
体转型方式包括：

１．转变增长方式，提升综合实力。Ａ工业园加
快向上海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转变，加快形成民用

产品生产领域产业群。

２．深化体制改革，促进项目投资。Ａ工业园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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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转换体制机制，推动园区内老旧企业的转型，引

入现代企业。

３．发展公共事业，提升创新能力。Ａ工业园通
过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提升园区卫生事业水平、储

备优质人才、推进信息化建设等手段提升创新

能力。

４．调整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通过转变政
府职能、深化园区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行政

效能建设等方式促进工业园顺利转型。

５．强化节能减排，实现永续经营。在完成老旧
企业改制同时，Ａ工业园在企业引入及产业扩张上
充分了考虑了转型后的持续性发展问题，在资源利

用上留有发展余地，并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工作，保

证工业园的永续经营。

　　三　实证模型

因子分析法是从一组具有复杂关系的变量出

发，把原始变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变量共

同具有的公共因素（简称公共因子），另一部分是各

变量独自具有的特殊因素（简称特殊因子）。对于

工业园竞争力评价而言，因子分析法具有如下优

势：（１）因子分析法能够有效利用工业园多年统计
数据；（２）因子分析法有利于避繁就简对工业园进
行直观定量分析；（３）因子分析法既能全面兼顾各
种指标，保证评价结果客观。

（一）指标的选取

本文首先针对２０１３年的统计数据分步骤进行
评价，以此详细介绍上海工业园综合竞争力的评价

过程。根据因子分析法基本原理，以统计年鉴中工

业园全部经济指标：区内单位总数、年末从业人员、

工业总产值、出口交货值、年末资产总计、年末负债

总计、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亏损总额等９个经济指
标构建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这９项经济指标
能够全面反应工业园各年度的综合竞争力。上海

工业园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如表１。
（二）数据处理与建模

１．原始数据标准化。利用ＳＰＳＳ软件中的因子
分析程序首先对２０１３年上海Ａ工业园的９个经济
效益指标的原始数据样本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得到

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Ｒ（见表２）。

表１　上海工业园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符号 单位

园区内企业总和 Ｘ１ 个

年末从业人员 Ｘ２ 万人

工业总产值 Ｘ３ 亿元

出口交货值 Ｘ４ 亿元

年末资产总计 Ｘ５ 亿元

年末负债总计 Ｘ６ 亿元

利润总额 Ｘ７ 亿元

税金总额 Ｘ８ 亿元

亏损总额 Ｘ９ 亿元

表２　各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 １ ０．３５１０．４１１０．３６９０．４３５０．４４１０．２４２０．２５４０．３５９
Ｘ２ ０．３５１ １ ０．３１８０．０４８０．６４７０．１５２０．３３８０．２８５０．１９３
Ｘ３ ０．４１１０．３１８ １ ０．２９８０．４７７０．５８９０．４２８０．２７４０．３４２
Ｘ４ ０．３６９０．０４８０．２９８ １ ０．４８５０．２０６０．４４５０．２７９０．３２６
Ｘ５ ０．４３５０．６４７０．４７７０．４８５ １ ０．２９３０．２４５０．３２４０．５２９
Ｘ６ ０．４４１０．１５２０．５８９０．２０６０．２９３ １ ０．２４４０．２３８０．４５１
Ｘ７ ０．２４２０．３３８０．４２８０．４４５０．２４５０．２４４ １ ０．３３５０．４２５
Ｘ８ ０．２５４０．２８５０．２７４０．２７９０．３２４０．２３８０．３３５ １ ０．３７２
Ｘ９ ０．３５９０．１９３０．３４２０．３２６０．５２９０．４５１０．４２５０．３７２ １

　　数据来源：２０１４年上海市城市统计年鉴

２．提取因子。相关矩阵 Ｒ值和特征向量的特
征值与贡献率，即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由

相关系数矩阵可知，各指标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

系，故需找出公共因子（如表３所示）。
表３　公共因子的特征值和贡献率

公共因子 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Ｙ１ ３．７９２ ３８．８７３ ３８．８７３
Ｙ２ ２．７８ ２６．４８９ ６５．３６２
Ｙ３ １．７８ １６．５３３ ８１．８９５
Ｙ４ ０．４６１ ５．５８３ ８９．１８８
Ｙ５ ０．２５２ ３．１９３ ９２．４８１
Ｙ６ ０．１４４ ２．１８５ ９４．６６６
Ｙ７ ０．２２５ １．６４１ ９６．６０７
Ｙ８ ０．１７５ １．３４３ ９８．４８
Ｙ９ ０．１２４ １．７２ １００

　　这９个常见的经济指标反映在共同因素上的
贡献率，以及几种常见的共同因素相对应的信息反

映原始数据的累计贡献程度。一般来说，累计贡献

率达到８０％，即是满意指标，从表３中可以看出，前
三个共同因素的累积贡献率达到８１．８９５％，这可能
反映了前三个共同因素指标８１．８９５％的信息量。

因此，上述９个指标，可以集成到的主要因素
为：Ｙ１、Ｙ２和Ｙ３。对Ｙ１、Ｙ２和Ｙ３进行正交旋转可
以得到的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表４为上海Ａ工
业园２０１３年经济指标在归因后正交旋转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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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因子分析原理，三个主因子之间具有不相

关性，而每个因子与其所包含的变量之间具有高度

相关性，一个因子包含的诸多变量之间也具有高度

相关性。表４中的系数为旋转因子载荷估计值，其
统计意义就是变量与因子的相关系数。

表４　正交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Ｙ１ ０．８９６０．８９３０．８３３０．３６１０．２１２－０．１６４０．１２８０．１３５０．１１４
Ｙ２ ０．３８３０．２８９０．２５７０．８８３０．８９１０．８８５０．３４１０．２７３０．１５２
Ｙ３ ０．２８３０．１７２０．４０５０．１８８０．３８１０．４６６０．８０７０．８４８０．８５９

　　３．因子变量的命名。依据因子分析法，对表４
进行以下分析：以相关系数大于０．８为标准，可以
看出Ｙ１与Ｘ１，Ｘ２，Ｘ３相关，即：企业总数、从业人
员和工业总产值，这三个指标表达的是工业园区的

规模，所以称 Ｙ１为规模因子；Ｙ２与 Ｘ４，Ｘ５，Ｘ６相
关，即：出口交货值、年末资产总计和年末负债总

计，这三个指标表达的是工业园区的资产情况，所

以称Ｙ２为资产因子。Ｙ３与 Ｘ７，Ｘ８，Ｘ９相关，即：
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和亏损总额，这三个指标表达

的是工业园区的盈利情况，所以称Ｙ３为盈利因子。
４．计算因子得分，构建综合竞争力指数。在

对规模因子、资产因子、盈利因子，即 Ｙ１、Ｙ２、Ｙ３的
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的分析可以了解工业园在规

模上、资产上及盈利能力上的竞争能力。而综合竞

争力Ｙ可根据三个因子根据各自贡献率为权数进
行线性加权平均而得。其综合竞争力指数求值方

程如下：

由表３可知，因素Ｙ１的贡献率为３８．８７３％；因
素Ｙ２的贡献率为２６．４８９％；因素 Ｙ３的贡献率为
１６．５３３％。因此，综合竞争力指数Ｙ的取值为：

Ｙ＝（３８．８７３％Ｙ１＋２６．４８９％Ｙ２＋１６．５３３％
Ｙ３）／８１．８９５％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研究结果

评价工业园转型成效必须要对比工业园转型前

后的竞争力指数及相关因子。根据工业园年度综合

竞争力评价方法，本研究通过统计年间收集了上海

Ａ工业园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的经济指标数据（如表５所
示）进行分年度因子测算和综合竞争力测算。

表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上海Ａ工业园经济指标汇总表

年份 单位数（个）
年末从业

人员（万人）

工业总产

值（亿元）

出口交货

值（亿元）

年末资产

总计（亿元）

年末负债

总计（亿元）

利润总额

（亿元）

税金总额

（亿元）

亏损总额

（亿元）

１９９９ １１５ １．４４ ２７．０５ ７．９ ３７．１３ １９．７９ １．４４ １．０９ １．１１
２０００ １３５ １．４７ ３７．２ １２．１１ ４６．５８ ２５．７３ ２．１９ １．６８ ２．１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２ ２．４３ ７６．３４ １５．９３ ７３．３７ ３７．４１ ６．２１ ３．０１ １．４５
２００２ ２０１ ３．５７ １２７．０５ ３２．９２ １５８．５ ７６．８２ １０．６９ ３．９ １．５８
２００３ １９９ ３．６８ １８７．６８ ４３．８ ２１４．６７ １１９．６１ １５．３４ ５．６３ ３．０９
２００４ １６１ ４．４２ ２３５．８１ ６１．７８ ３０３．８３ １４９．７５ ２１．４３ ５．０３ １．６３
２００５ １８１ ３．９ ２７０．０４ ８０．６３ ４３８．１７ ２４３．５９ １１．９２ ７．０６ １０．１４
２００６ １７６ ４．０３ ３２９．４２ １１８．５９ ３５２．５９ ２１４．５７ １０．６４ ６．９９ １５．６
２００７ ３４２ ７．３ ５０８．９５ １９９．８９ ５４４．３２ ２９９．７７ ２９．３１ １２．９６ ８．０６
２００８ ３７５ ７．４１ ６５８．１３ ２１３．２１ ７２６．６３ ４５０．１６ ２９．６７ １９．６２ ２４．２６
２００９ ３４９ ７．１６ ５６９．４４ １４４．６４ ７１１．５９ ４３５．２１ ３１．９７ １８．５６ ２６．５５
２０１０ ３２２ ７．０５ ６７３．２９ ２１０．９ ６９６．４１ ３９３．０３ ７５．３１ １７．４７ ４．８７
２０１１ ３１１ ８．８７ ９４６．７４ ２６５．０５ １００１．４７ ５９０．２８ ８２．６７ ２２．７４ １０．７９
２０１２ ２７１ ９．０３ ９２７．０４ ２６９．０２ １０４５．３３ ５８２．３５ ８１．２１ ３０．１８ １１．１６
２０１３ ２７１ ８．５８ ９２６．７６ ２３４．３９ １０９０．６７ ５９０．２６ ９９．３３ ３６．６９ ４．６１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根据表５中统计数据，运用年度综合竞争力因
子评价法，进行测算可得出Ａ工业园成立以来各年
主要因子和综合竞争力的变化情况。如表６所示：

根据历年综合竞争力指数测算结果，可绘制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上海 Ａ工业园的发展趋势图，见
图１。

从图中可以看出历年来 Ａ工业园综合竞争力

的变化情况，根据趋势图也可以进一步对其转型成

效进行评判。

（二）结果分析

上海Ａ工业园从２００６年开始针对其发展中遇
到的瓶颈，通过近三年的时间实施了一系列的转型

策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表６和图１，通过
因子分析法对其历年的综合竞争力分析可知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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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如下：

１．转型期综合竞争力提升效果显著。２００６年
Ａ工业园的综合竞争指数只有０．１５６，经过多年的
发展也只是仅仅高于园区建设的第一年和第二年，

工业园遇到的发展瓶颈使工业园竞争力出现了下

降趋势。２００６年 Ａ工业园实施转型策略之后，综
合竞争力得到了连年快速增长。２００７年综合竞争
力指数达到０．６２，与上年相比增加了０．４６４，增长
了２９７％，几乎翻了四倍；２００８年综合竞争力指数
达到１．０４，与上年相比增长了６７．７％虽然增速减
慢，但综合竞争力指数增长的绝对值与２００７年相
仿达到０．４２。两年的高速增长使得上海 Ａ工业园
的综合竞争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表６　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上海Ａ工业园随时间发展的得分
情况

时间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

１９９９ ０．１２６８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７１４８２８０９
２０００ ０．２５３２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５０４ ０．１２９８９８５３７
２００１ ０．４３７７ ０．２９２５ ０．１８８１ ０．２８６１４８９４６
２００２ ０．４３９１ ０．３３８２ ０．１３２９ ０．２９１１７３２２１
２００３ ０．４３７９ ０．４１５８ ０．１９８１ ０．３２２６４２０４９
２００４ ０．２４４６ ０．２５７７ ０．１２９５ ０．１９０３０６９２１
２００５ ０．２９０６ ０．２７７１ ０．１４３１ ０．２１６２２６０４７
２００６ ０．１３５７ ０．２０８７ ０．２７９１ ０．１５５９４６４０４
２００７ ０．７３６９ ０．９２６７ ０．４１５６ ０．６１９７６３４７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７５２ １．６４８７ ０．９５２６ １．０４１２５６３３９
２００９ ０．８９０８ １．２３４１ ０．６１４２ ０．７９８５４９１７３
２０１０ ０．８９３４ １．１４６９ ０．６４３２ ０．７７９３６３８２３
２０１１ ０．７５５６ １．１５４５ ０．７９７７ ０．７５０２３９８６３
２０１２ ０．７６１２ １．１４２１ ０．７８１２ ０．７４８４５９１５４
２０１３ ０．７８２２ １．１４６５ ０．７９２７ ０．７５９３６５４３３

图１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上海Ａ工业园发展趋势图

２．内涵式转型可持续发展效果明显。Ａ工业
园在此次转型中注重产业调整、重视高科技企业的

引入和产业集群的建设。同时从园区政府职能、环

境及公共措施入手提高园区的内涵和品质。通过３
年的转型使得园区综合竞争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并在转型后续几年的综合竞争力评价中得到体

现。从２００８年开始，虽然工业园受到了世界范围
的经济危机影响但是综合竞争力一直保持高位，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该园区综合竞争力指数平均达到
０７６７，这个数值仍然是转型前的数倍。而且从细
节上看２０１３年综合竞争力达到０．７６高于２０１２年
水平，虽然一年的数据分析难以判断产业园内涵式

转型给工业园带来的经济自愈能力。但不可否认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Ａ工业园在转型后几
年都能够保持较高的综合竞争力与其内涵式转型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３．转型中规模扩张的带动作用凸显。２００６年
Ａ工业园的综合竞争力虽然几乎达到谷底，但是作
为一个转型新起点这年 Ａ工业园主要的转型工作
就是进行原有老旧企业的清理和集体所有指企业

的改制。概念的规模因子相对于上一年度反而出

现了大幅度降低，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２９下降至 ２００６
年的０．１４。也可以这样理解，２００６年 Ａ工业园内
近半数企业进行了调整变革。２００７年 Ａ工业园启
动二次招商工作在规模上得到了有效的发展达到

０．７４，相比上年度增长了４２８％，随之当年的综合竞
争力指数也呈现出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速。当年，投

资因子也实现了同步增长达到了３４３％。而盈利因
子虽然实现了增长，但是在当年建设时期很多新建

项目开未开工盈利，因此增长速度相比其他因子增

速较缓。２００７年后，随着企业改制、招商引资的工
作结束，规模因子的增长进入缓慢期，但随之而来

的投资因子和盈利因子的快速增长保证了２００８年
园区综合竞争力指标达到峰值，并长期处于高位徘

徊。规模因子转型过程中的带动作用十分显著，凸

显了园区企业升级、规模扩张的价值。

４．转型有效地避免了经济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８
年Ａ工业园转型完毕，综合竞争力达到峰值，但同
时在当年也爆发了次贷危机。该危机从美国开始

波及到全世界，我国也不能幸免。很多生存方式单

一，产业链层次较低，对外资依赖程度高的企业一

夜间纷纷破产倒闭。Ａ工业园在转型之前该类企
业所占比例巨大。但在２００６年进行企业改制，从
新进行招商引资后，该产业园注重园区的产业结构

和企业经营水平，利用有利的区位提高了企业进入

的门槛，并在园区中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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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企业协作联动的态势。在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之
后，虽然该工业园综合竞争力受到影响，但没有出

现巨大的波动。综合竞争力仍然保持在高位徘徊。

这充分证明此次转型使得该工业园的产业结构更

加合理，园区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综上所述，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判上海Ａ工业
园的转型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不

论是从短期综合竞争力提升，还是从长期可持续发

展来看，Ａ工业园的转型都达到了其初始的目的。
在工业园土地扩张难度越来越大的今天，内涵式的

规模发展对工业园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研究上海 Ａ工业园的转型策略及其
转型成效，形成以下主要结论：

１．工业园建设要有前瞻性，需考虑可能遇到的
瓶颈。通过前文的研究发现，工业园的建设必须要

考虑长远发展，必须要考虑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威

胁，要充分考虑可能会遇到的瓶颈。如产业园招商

引资盲目，只考虑企业数量没有考虑企业质量，低

层次企业比重过大，产业集群难以实现。这种现象

在Ａ工业园发展初期表现明显，这直接导致了工业
园发展动力不足。在２００６年Ａ工业园进行转型期
初期老旧企业的改制直接导致其规模因子突降，使

得其综合竞争力跌入谷底，这对于再次招商引资会

造成影响。

２．工业园采取内涵式转型能够长期保持其综
合竞争优势。工业园区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并不能

单纯依赖于本地区特有的资源和条件，而因从挖掘

自身潜力入手进行内涵式发展。通过对上海 Ａ工
业园的研究发现，工业园区以增强园区生命力为目

标，在自然、产业、人文等方面同步发展的路子是能

够长期提高园区综合竞争实力的。同时，内涵式发

展还能够有利于形成良性的产业生态系统，提高园

区的抗风险能力。Ａ工业园在内涵式转型后虽然
直面经济危机，但其受到的影响十分有限，使得其

综合竞争力能够长期保持在高位，这能充分说明内

涵式转型的重要性。

３．对工业园转型成效进行延时评价，结果更加
客观。本文站在今天的角度，运用因子分析法对 Ａ
工业园转型前后多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比较，能

够全面客观地评价其转型成效。首先，如在转型结

束即２００８年对工业园转型成效进行评价，数据显

示结果将十分乐观，那么这种盲目乐观的结论可能

会导致其他工业园区跟风复制，这会使得一些工业

园区只看到Ａ工业园转型的表现，而无法冷静分析
其内涵式发展的长远目的。其次，后延式评价能够

得到转型是否达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的。工业园

的转型在政府特殊政策的助推下很容易取得短期

成效，但是并不能代表其可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只

有通过后延时评价才可能得出工业园转型的成效

是否具有持续性。最后，通过后延时评价能够对产

业园转型的适应性进行判断。产业园生存环境不

断变化，转型后产业园是否适用环境的变化需要经

历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出来。Ａ工业园接受了经济
危机的洗礼任然保持较高的综合竞争力充分就能

充分说明其转型后环境适应能力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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