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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３０ 年来 ， 我国 国家级 产业 园 区 在经 济发展 、技术创新 、 产业结构优化和 升级等诸 多方面都 做出 了重要

贡献 。 本文运用关键词共 现与可视化技术 ，
构建 １９ ８４ 年 以来 国 务 院及有关部委 发布有关 国 家级产业 园 区政

策文本的 知识图 谱 。 结果表明 ，我 国 国 家级产业 园 区 政 策主题关键词主要集 中 在经济发展 、 创新 发展 、产 业

合作 、公共服务 和社会 发展 ５ 个方面 ，具体表 现为 ２ ３ 个主题关键词 ；政策 文本 的 演化发展经 历了 初始发展 、快

速发展 、稳定发展 、升级发展 ４ 个阶段 ，不 同 阶段具有不 同的 政策重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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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１ ９８４ 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挂牌建园 为标高度关注 。 早在 １ ９９４ 年林汉 川就从政策功能角 度

志 ， 中 国产业园 区建立迄今恰逢 ３ ０ 周 年 。 经过 ３０分析了经开区优惠政策的作用与 问题 ，并提 出 完善

年的 发 展 ， 我 国 产业 园 区 衍生 出 多种 形态 ， 截 至经开区优惠政策 的思路
［
３

］

；张艳和赵 民从政策效应

２０ １ ３ 年底 ，
全 国拥有 ４８２ 家 国家级产业园 区

， 其 中角度提出 政策资源要淡化空间类型及经济类型 的指

高新区 １ １４ 家 、
经开区 ２ １ ５ 家 ， 出 口 加工区 ６３ 家 、边向 ，应

“

聚焦
”

于研发 、创新及创业 活动
ｗ


；
徐伟 民从

境经济合作区 １ ６ 家 、保税区 １ ３ 家 ， 其他园 区 （ 新区 、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探讨 了政府政策在开发区建设与

保税港区 、
投 资 区 、保税物流 园 区 、旅游度假 区 等 ）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之间起到 的实际作用

［
５

］

；
郑国 从

６ １ 家 。 ２０ １ ３ 年
，

２ １ ５ 家 国 家 经 开 区 园 区 ＧＤＰ 为政策类型匹配角度分析了 经开 区 问题区域 、新产业

６ ９０６３ 亿元 ， 工业生产总值为 ２０ ０５９２ 亿元 ，
上缴税空 间与新城区 、创新空 间三种类型所各 自 需要 的政

收 为 １０９ ３２ 亿 元 ， 出 口 创 汇为 ４０６４ 亿美元 １ １ ４策体系
［
６

］

； 郭戎等从股权和分红 激励 等 角 度 ，
评价

家 国 家高新区 园区 ＧＤＰ 为 ６３ ０６４ 亿元 ，
工业 生产总国家 自 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政策 ，

着重分析政策

值为 １ ５ １ ３６７ 亿元 ，
上缴税收为 １ １ ０４３ 亿元 ， 出 口 创着力点 、实施效果 、存在 问题与建议 ［

７
］

。 此外 ，
汪涛

汇为 ４ １ ３ ３ 亿美元
［
２

］

。 经计算发现 ， 国家经开区和高等 以历史演变为视角 ，对 １ ９８ ８ 年 以来 国务院及 中央

新区这两大类产业园 区的合计 ＧＤＰ 占全国 的近 １ ／４部委发布的有关国 家高新区 的政策进行分析 ， 回顾

（ ２３ ． ２％ ） ，合计工业总产值超过全 国 的 １ ／３
， 合计政策 的延续 、创新与 缺失 、 矛盾共存的 现象

［

８
］

；
进一

上缴税收 占全国 的 近 １ ／５ （
１ ９

．
９％

） ， 合计 出 口创汇步地 ，
王方

［
９

］

对 １ ９８４—２０
１ １ 年间 出 台 的高新 区政策

超过全国 的 １／ ３
（
３７

．
 １％

） 。 可见 ，

３０ 年来 ，
我 国产进行功能分类 ，

并以此探析高新 区政策 的 特点及 未

业园 区在经济发展 、产业培育 、财政税收 、增加 出 口
、来趋势 。

技术进步等诸多方面都取得 了举世瞩 目 的成功 。可以看 出 ，
上述研究成果或基于某一类政策措

必须强调 的 是
， 国家相 关政策作为强有力 的工施 （ 财税政策为主 ）进行具体剖析 ；

或考察某
一类 园

具
，
有力 助 推了 产业 园 区 的健康 发展和持续进步 。区 （ 高新区较多 ） 的政策特点与变迁 ； 或探讨政府政

为此 ，学者们对产业园 区政策 的 研究
一直都给予 了策产生的作用效果 。 这不仅缺乏对 ３０ 年来中 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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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６３５ －

业园 区政策 的整体性 回顾与 认知 ， 也缺乏对 园区 政

策主题及其阶段层递关系 的分析与把握 。 基于此 ，
２ 政策文本的基本情况

本文 回溯 ３０ 年来 国务 院及有关部委发布 的关于 国

家级产业园 区的政策文本 ， 通过知识图谱 的方法 ，从２ ． １ 政策文本发布的 时 间分布

整体上把握和探讨国家级产业园 区 的政策主题及其图 １ 表明国家级产业园 区政策文本数量在上升

演变
，
明晰 中 国产业园 区的发展重点 与方 向

，
为今后中不断 波动 。 １ ９９ １ 年 的 峰 值 点 以 及 ２００２－２００ ３

进一步研究产业 园区 的政策协调机制奠定基础 。年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的两个高增长幅度 ， 将 ３０ 年 内 该

领域 的政策演 变历程划分为 四个 阶段 。 其 中 ，

１ ９ ８４

１ 数据搜集及研究方法－

１ ９９ １ 年为初始发展阶段 ， 这一阶段共建立各类 国

家级产业园 区 ４８ 家 ， 其 中经开 区 １ ４ 家 ，高 新 区 ２７

１
．
１ 政策 文本选择家

，保税 区 ３ 家 ，其他园 区 ４ 家 ， 启 动 了 中 国 产业园

本文政策文本 的选择仅 限于国 家层面 ， 即 由 国区 的发展事业 ； 这一时期发布的政策文本较少 ，
共为

务院 以及各部委等单独或联 合颁 布 的各种 政策文１ ２ 件 ， 占 总量的 １ １ ． ７ ％ 。 １ ９９２－ ２ ００２ 年 为快速发

件
， 不包括地方政府政 策 。 政策 内 容 主要是 针对 国展阶段 ，这一阶段新增各类国家级园 区 １ ３６ 家 ，其 中

家级经开区
、高新 区

、
出 口 加工区 、保税 区 、边境经济经开区 ４０ 家 ，高新 区 ２７ 家 ，保税区 １ ０ 家

， 出 口 加工

合作 区
；政策形式主要涉及规定 、规划 、通知 、

办法 、区 ２５ 家 ，
边境经开 区 １４ 家 ， 其他 园区 ４ 家 ，

我 国产

决定 、意见 、纲要 、指南 、方案等
；
政策数据包括北大业园 区事业得到迅速推进 ；

这一时期共发布政策文

法律信息网 、 国 家法律图书馆 、商务部和科技部网站本 ２９ 件 ， 占 总量 的 ２８
．
４％

。
２００３－ ２０ ０８ 年 为稳定

四个来源 。 由此 ，本文筛选出 １ ９ ８４
－

２０ １ ３ 年间 国 家发展阶段
，
这一阶段 国务院 开始对全 国各类产业园

级经开 区政策文本 ２ ８ 份 、高新区政策文本 ４ ３ 份 以区进行清理整顿 ， 仅仅新增 ５４ 家 国家级产业园 区 ，

及其他类型 国 家级 园 区政策 文本 ３ １ 份
，
并 对总计其中 国 家经开区和高新 区仅仅增加 １ 家 （ 宁波高新

１ ０ ２ 份政策文本进行整理分析 。区 ） ，
出 口加 工区增加 ３ ５ 家 ，

其他园 区增加 １ ８ 家
；
这

１ ． ２ 政策 文本编码
一时期 共 发布 政策 文 本 ２６ 件 ， 占 总量 的 ２ ５ ． ５％ 。

本文采取双盲式编码方式 ，逐一 找 出 每个政策２００９ 年至今为升级发展阶段 ，
这一阶段 国家 对产业

文本所涉及 的主题关键词
，
然后对其进行编码 。 对园 区实行 了 新

一轮 的升级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末全国 新增

于不
一致的关键词和 编码 ，通过专家会议讨论并达２４４ 家 国家级产业园区 ，

其中经开 区 １ ６ １ 家
，
高新区

成一致
；
否则 ，

将 回 溯原政策 文本 ， 进行再次编码 。
５９ 家 ， 出 口 加工 区 ３ 家 ， 边境经开区 ２ 家 ，其他 园区

对于同义但不同 名 的关键词 进行合并 ，
如

“

土 地集１９ 家
；这一 时期共 发布政 策文本 ３５ 件 ， 占 总量 的

约利用
”

与
“

土 地利用
”

合并 为
“

土地利用
”

，

“

循环３４ ． ４％ 。 图 ２ 反映了不 同 阶段的 国家级园区 拥有数

经济
”

与
“

绿色园 区
”

合并为
“

绿色园 区
”

等等 。 经讨量和所 占 比例 。

论后有 ９ 篇文本所涉及主题关键词需要 回溯原政策２ ． ２ 政策 文本发布的主体构成与部门分布

文本 ，

一致率 达 ９２％
， 符合 基本 信度 指标 的 阈值 。从政策发布的 权威 主体来看 （见 图 ３

） ，
由
一个

在此基础上 ， 共生成 ２３ 个政策主题关键词 ， 最后对主体制定发布的文本 占政策总数 的 ６９％
， 但在联合

这些主题关键词进行编码和分析 。发文颁布政策文本 的 主体 当 中 ，
以 ２ 个主体颁布的

１ ． ３ 研究方法与工具政策文本为 主 ，
占政策总数的 ２ １ ％

，

３ 个主体和 ４ 个

本文主要采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的方法进行主体颁布的 政策文本数各 占 政策文本总数 的 ５％ 。

研究 。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一种 内 容分析技术 ， 通过在制定政策文本的 部门 中 （ 见图 ４ ） ， 主要以 科技部

分析关键词共现频 率发掘相似 词组间 的 关 系
［

１ °
］

。和商务部为主 ，分别 占 到总政策文本数量的 ３ ５％ 和

关键词共现知识 图谱将
“

知识
”

和
“

关系
”

清晰地可１ ９％ 。 科技部主要 制 定 了 国 家高新 区相关政策 ， 约

视化呈现 ，
突显具有相似特性 的知识 ， 能够识别分析占整个国 家高新区政策总数的 ８ １ ％

 ；商务部主 要制

对象的主题
、
趋势和结构特征 ［

ｎ
］

。 本文的分析主要定 了国 家经开区相关政策 ，
约 占整个国 家经 开 区政

借助 社会 网 络分 析 软件 Ｕ ｃ
ｉｎｅ ｔ

６ ．０ 中 的 Ｎ ｅ
ｔ
ｄｒａｗ策总数的 ５７％ 。

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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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 发展 快速发展 稳定发展 升级发展
ＥＺ２３ 经开区ＥＳ３ 高新区＿辑 累计 各类园区数Ｍ ４ ． 占全部园匕数设的比例

图 １ 中 国国 家级园 区发展政 策的年 代发布图 ２ 中 国 国家级 园 区不 同发展 阶段的数量分布

二个主体四个主体税务局 ２％安委会 ２％其他 ５ ％

５％
￣

＼［５％文化部３％
、

＼

、
＼ 上

＾■
｜

１

：国资部
３ ％

佳设部
３％
 ｖ＼

发改委 抓
＿利拉部义

两个主体ＭＷ

Ｉ廳 ７％

、

Ｈ
文财政部 ７％商 务部

１９％

环保部 ８％ 一
—

＾ｉ
＇３

图 ３ 政策颁布 的 主体构成图 ４ 政 策颁 布 的部 门 分布

域 中 占有重要 地位 。 图 ５ 反 映 了３ ０ 年来我 国 国家

３３０ 年政策文本 的主题关键词分析级产业园 区政 策文本主题关键词及其关系 。 其中 ，

排名前 １ ０ 位的 主题关键词分别是 ：
企业 自 主创新 、

３ ． １ 政策 文本 的主题 关键词及关 系产业集聚 与结构优化 、金融支持 、区域合作与协调 、

通过 内 容分析
，
本文将 １ ０２ 个政策 文本 的 主题进 出 口 与 国 际化 、 人 才队伍建设 、高 新技术 与产业

关键词编码归类 ，
运用 定性 的 因 子分 析法 将政策文化 、创新创业 氛 围 、 管理体制 、现代服务业建设 。 它

本的主题关键词 归 纳 为 ２ ３ 个类别 ，
分别 是 ： 基础 建们在图 中 不仅节点大 ，

占据 图 的 中心位置 ，
且彼此之

设 、土地利 用 、 金 融支持 、 吸引 外 资 、进 出 口 与 国 际间 以及与其他关键 词 之间 的关联性也强 ｓ 这说 明

化 、企业 自 主创 新 、 高新技术 与 产业化 、 创新创业政３０ 年来我 国 国家级产业园 区 的政策 文本的 内 容 比

策 、
创新投入 、知 识产权 、 区域合作与协调 、 创新合较集 中地触及这些层面 。

作 、产业集聚与结构优化 、 园 区 间合作 、 园 内融合 、管３ ． ２ 政 策文本的主题关键词解读

理体制 、
平 台建设 、现代服 务业建设 、人才 队伍建设 、从政 策关键词及其具体 内 容来看 ，

表现为基础

和谐 园 区 、 绿 色 园 区 、 创 新创 业 氛 围 、 就业 与 社会建设 、 土地利用 、金融支持 、 吸引外资 、进 出 口 与 国 际

保障 ｅ化的相关政策 比较关注经济发展 ，
构 成产业 园 区持

本研究利 用 Ｕ ｃ ｉｎｅｔ６ ．０ 中 的 Ｎｅｔ Ｄ ｒａｗ 功能 展 现续发展 的基础
；

表现为企业 自 主创新 、高新技术与产

高频关键词共现相 似矩阵 的共现关系 。 节点 为关键业化 、创新创业政策 、创新投人 、 知识产权的 相关政

词
，
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 的 出现频次越高 ； 连线为两策 比较关注创新发展

，
构成产业园 区持续发展 的源

个关键词之间 的共现关系 ， 连线粗细 为 联系 的 紧 密动力 ；表现为 产业集聚与结构优化 、 园 区 间合作 、 园

程度
，
连线越粗关系越强

，
关键词越处于 中心位置则内 融合的相关政策 比较关注产业合作 ， 构成产业 园

表示该关键词是网络 中 最重要 的节 点 ，
亦 即 在该领区持续发展 的有效方式

；
表现 为管理体 制 、 平 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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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３７
‘

设 、现代 服务业建设的 相关政策 比较关注公共服务 ，的政策最 少 ， 涉及 的政 策 频数为 ４５
， 仅 占政 策总频

构成产业园 区持续发展 的 支撑条件 ；而 表现 为人才数的 １ ５％
， 见图 ６ 。 其原 因可 能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

队伍建设 、和谐 园 区 、绿色园 区 、创新创业 氛 围 、就业（
１

） 创新发 展包含 的 内部政策 工具分 布不平 衡 ，
特

与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 则较 为关注社会发展 ， 构成别 是涉及 到创新投 人 和知 识产权 的 政策较 少 ； （
２ ）

产业园区持续发展的外延扩张 。 可见 ，
本文所涵盖经开区的建设早于高新区 ，

所以 积 累 的经济发展政

分析 的 ２３ 个主题关键词 可 以 划分为经济发展 、创新策频数要高 于创新发展政 策 频数 ；
（ ３

） 科技 部制 定

发展 、产业合作 、公共服务 、社会发展 ５ 个方面 。的高新 区发展政策 ， 不仅包含 创新发展政策 ，
同样包

其中
，
关于经济发 展的政策数量最多 ，

涉及 的政括经济发展政策 。

策频数为 ８ ６
，
约 占 政策总频数的 ２８ ％

 ； 而创新发展

图 ５３ ０ 年发展政策 的 主题及其关系

１
００

－

｜「

０ ． ３域 协调

＾Ｌ ０ ．２８＼进出 口与？际化

：
１ ！議 ：

：：：

０Ｉ＾Ｌ｜ 〇｜
？

｜

７ 娜麵賴賴絲±廳其关 系

经济 发展 公共服务 社会发展 产业合作 创新发峡

■ａ■ 政策频数 一？－ 占政策总数 比率关键 同 主要 集中在金融支 持 、进 出 口 与 国际化两 个

图 ６３０ 年发 展政 策主题的 领域分布方面 。 初 始 发Ｍ 阶 Ｉｋ 的政 ？ 主 要：

比照经 济特 区 ， 对

国 家产业 园 区 的建设实行政策倾 斜
，
普遍采 用 了 税

收
、
人 才 、

土地
、
金融等方面 的各种优惠政策 ，

以 吸 引

４ 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文本主题关键词分析国 内外 资本
，
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 从具体政

策 来看 ， 国 务院和 中 央各部 门就金 融支持和产 品进

４ ． Ｉ 初始 发展 阶段
（

１兆４
一

１ ９９ １ 年
）出 口 两 个主要方面制定 了相关法 规规章 ，

以 促进产

从图 ７ 可 以 看 出 ， 初 始 发展 阶段 国家政 策主 题业园 区初始 阶段的建设和 发展 。 例如
，

１ ９ ８ ４ 年 国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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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出 台 了 《关 于经济 特 区 和 沿 海 十 四 港 口 城 市减新技术产业 开发 区 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 的条件 和办

征 、免征企业 所得 税 和工商统
一税 的 暂行 规定 》 ；法 》 、 《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 的规定 》 ，

１９ ８７ 年 中 国人 民银行 、 国 家 计划 生 育委员 会 、 财政等等 。 虽然 这一 阶段政 策较少
，
但 这些法规规章成

部 、 国务 院特 区办公室联合发布 《关于对经济特 区
、
为地方产业 园 区 制 定投资 优 惠 、企 业登记 、劳 动管

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性贷款实行差 别利率和贴息的理 、土地管理 、技 术引进等方 面 的依据 。

规定 》 ；
１ ９ ８ ８ 年海关总署发布 《对经济技术开发 区进４ ． ２ 快速发 展 阶段 （

１ ９９２
—

２００ ２ 年 ）

出 口货物管理规定 》 ；

１ ９９ １ 年 国 家科 委发布 《 国 家高

图 ８ 快速发展阶段发 展政 策主题及其关系

从图 ８ 可 以看 出 ， 快速 发展 阶段 国家政 策 主题是 ， 这
一阶段国 家开始重视园 区 的土地利用 ， 要求在

关键词除 了 金融支持
、
进出 口与 国 际化之外

，
主要集招商引 资 中要重视土地的集 约利 用 ， 完善农民 失地

中在管理制 度 、现代服 务业建设 、产业集 聚与结构优补偿 制 度 ， 合 理分 担 失地 农 民 就业 责 任等 ， 比如

化 、基础建设等方面 。 在园 区管理制度方面 ，
由 于政１ ９ ９７ 年 国家科委 出 台 了 《关于严格控制调整 国 家高

策优势的 不断弱化 ，
国 家在快速发展 阶段提出 各产新技术产业开 发 区 规划面积的 通 知 》 。 同样 地

，
国

业园 区要全面 推进园 区产业创 新 、体制创新 、技术创家在本阶段实施调 整 的 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 ， 使得产

新和 招商创新等方面 的提升 ，例 如 １
９９６ 年 国家科委业园 区经济资源 和相关要素在 相对稳定 和合理的结

颁布 《 国 家 高 新 技术 产 业开 发区 管理 暂行办 法 》 。构下发挥作用 ， 例 如 ，

１ ９９７ 年国 家计委 、 国 家科委 印

因此 ， 这一阶段的关于 园 区管 理制 度 的 主体关键词发 《 国 家高新技术 产业 开发 区基本建设银行贷 款投

急剧上升 ，
而现代服 务 业建设政策 主体关键词正是资计划 管理暂行规定 》 ，

２００ １ 年财政部关于 印发 《 中

园 区管理制度完善 的外在体 现 ，
所以这一阶段 出 现西部地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基础设施项 目 贷款

频数也较多 。 在产业集 聚与 结构 优化方面 ， 为 防 止财政贴息 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

“

开发 区热
”

， 国家颁布 了严格 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４ ． ３ 稳定发 展 阶段 （

２００３— ２００ ８ 年 ）

开发 区 的相关政策
，
鼓励 吸引 外 资兴办工业 、农业

、
从图 ９ 可 以看 出 ， 稳定发 展 阶段延续 了 金融支

旅游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项 目 ， 例 如 １ ９９３ 年 国 家持 、进 出 口 与 国 际化 以 及管理制 度 等政 策 ， 同 时
，
国

科委颁布 《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高 新技术产业家政策主题关键词 突 出 了企业 自 主 创新 、 高 新技术

开发 区 的通知 》 ，

１ ９９ ８ 年财政部颁发 了 《关于财政支与产业化等创新发展政策 ，
严格要求 了 园 区的 土地

持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示 范 园 区 的若干意见 》 ； 另 外 ，利用 ， 并开始意识到 园 区间 的合作 问 题 。 在创新发

国家要求各地产业园 区 由 单纯注重产业积聚逐步关展政策方面 ，
为顺应国 际技术转移新形势 的要求 ， 国

注产业集群 ，
提出

“

产业链
”

招商 、
集群发展等策 略 ，家 出 台 了 支持和鼓励引进 先进技 术 、加强 引 进消 化

例如 １ ９９９ 年科技部印 发 《 关于加速 国 家高新技术产吸 收和再创新 、提高企业的 自 主创新能力 和 核心竞

业开发 区发展 的若 干意见 》 。 此外 ， 园 区 基础 建设 、争力 的相关政策 。 例如 ，
２００７ 年科技 部 、发改委 、 国

进出 口 与 国 际化仍是此 阶段 的 主 题 。 值 的
一提 的资部 、建设部 印发 《 促进 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 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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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３９ －

进一步 发展 增 强 自 主 创新 能 力 的 若 干 意 见 的 通流
、商品检验检测 、

研发设计等生产性 服务业发 展 ，

知 》 ；

２ ００７ 年科技部 印发 《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 化及其并积极发展服 务外包 产业 ， 促进 产业结构 的 优 化 。

环境建设 （ 火炬 ）

“

十一五
”

发展纲要 》 〇 稳定发展阶此外 ， 为缓和土地供需 矛盾 ， 切 实保护耕地 ， 促进集

段针对国 内 产业园 区开始 由单
一

的经济功能 向 多功约 化发展
， 国家实施了 最严格 的土 地保护政策 ，

出 台

能综合 型城 区转 变这
一局势 ， 国 家 出 台 了 《 促进 国了 《关于暂停审批 各类 开发 区 的 紧 急通知 》

、
《关于

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发展 服务 外包产业 的指导意见 》清理整顿各类开发 区 加 强 建设用地管理 的通知 》 、

等相关政策 ，
明确指 出应大力 发展 面 向 生产 、面 向 明《关于严格按照标 准 和政策 界限抓 紧清理 整顿现有

生 的服务业 ，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 务业有机融 合 、互各类开发 区 的 函 》 等政策 ， 通过盘活存量 、扩大增量

动发展
；
同时要求各 园 区根据 自 身需要 ，

大力 拓展 与等途径缓解土 地要素制约 ，提高土 地使用效益 ，
促进

新城区配套及产业发展需要 的 现代服务业 ，
突 出 物产业园 区集约 化发展 。

图 ９ 稳定 发 展 阶段 发 展政 策 主题 及 其关 系

４ ． ４ 升级发展 阶段 （

２００９ 年至今 ）

地利 用

图 １ ０ 升级 发 展阶段发 展政策主题 及其关 系

从图 １ ０ 可 以看 出
，
升 级发展阶段 国家产业 园 区区建设等政策 ；此外 ， 国家 开 始重视 园 区软环境的建

政策主题更加 全 面 、 多元化 除 延续前几个阶段管设 ， 政 策主题涉及 到创新创 业氛 围 、和 谐 园 区 、就业

理体制 、现代服务业建设 、产业集聚 和结构优化等 主与社会保障等政策 。 在 区域 合作 与 协调方 面 ， 由 于

题外 ，这一 阶段还特别强 调 区域合作与协 调 、 绿色园东 中西部 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 ， 国 务 院大量扩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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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级产业园 区 ，
让更多 的 中 西部产业 园 区享受 国速发展阶段强调 园 区 的产业集 聚 、 结构优化以 及 内

家级政策优惠 ，
并要求 园 区要为 国家区域发展 战 略部管理制 度

；
稳定发展 阶段突 出 了 园 区 创新发展政

规划提供战术上的 支撑 。 在绿色园 区建设方面 ， 国策 ，延续园 区管理制 度 、金融支持 等政策 ， 并规 定 园

家要求 园 区改变传统高消耗 、高污染 、末端治理的 发区土地的合理利 用 ；
升级发展 阶段政策主题 更加全

展方式 ，
推行 ＩＳ０ １ ４０ ０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工作 ，面 、多 元化 ， 除延续前几个阶段 的 政策 主题外 ， 这一

例如 ２００９ 年环保部发布《关于在 国家生态工业示范阶段还特别突 出 区域合作与协调 、
绿色园 区 以 及园

园 区 中加强发展低碳经济 的通知 》 。 在管理 体制方区软环境建设 的政策主题 。

面 ， 国家出 台多项政 策要求 园 区要不断推进改革创此外
，
本文仅仅搜索 了 国家层 面相关部委的政

新 ，持续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
从根本上加快转 变经济策文本 ，

缺乏对省市级产业园 区政策的考察 ，
在对政

发展方式 。 这一阶段 ， 由 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 的策文本主题关键词的编码和相关统计分析 中不可避

发展需要多个部 门 的 系统支持 ，
各部委联合发力 制免地受到 主观 因素 的影 响 。 同 时 ， 政策文本的收集

定了大量关于示范 区 和实验 区 的试点科 技创新 政难免会出 现遗漏 。 因此 ，本文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 ，
并

策 ，截至 ２０ １ ２ 年底 ， 中 央各部委共 出 台 ９３ 项政策 ，将在后续研究进
一

步改进与完善 。

包括股权和分红激励 、 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管

理 、支持企业 自主创新税收 、科研项 目 经费管 理 、 科参考文献 ：

技金融 、创新型人才等政策 ，
以调动示范区不同创新［

１
］２〇 丨 ３ 年国家级经济技 术 开发 区统计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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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程凌华 ，
李享

，
牟 丹飯 ， 等 ． ２ （５ １ ３ 年 国 家 高新 区 综 合

２〇 １ １ 年和 ２〇 １ ３ 年商务部 、 教育部 、人保部联合发布＾

展 与数据分析报 告 ［ Ｊ ］
． 中 国 科技产业 ，

２〇 １４
，

（
９

） ：

了 国家经瓶＿校毕业 生隨招聘会的通知 ’
２〇 １ １

［
３ ］ 概川 ． 论开发 区陳紐策⑴ ． 财蘭究

，
觸

，

年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 布 《关 于开展国 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职业健康工作现状调查的通知 》 ，
等等 。［

４
］ 张艳 ，赵 民 ． 论开 发 区 的政策效 用与调整——国 家经

济技术 与高新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探讨 ［ 〗 ］
． 城市规

５结 语划
，

２ ００ ７
， （

２
）：

１ ８
－

２４ ．

［
５ ］ 徐伟 民 ． 科技政策

，
开发 区建设与 高新技 术企业全要

本文采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的方法对我国 国素生产率一来 自上 海的证据 ［ Ｊ ］
． 中 国软 科学 ，

２〇〇 ８
，

家级产业园 区 ３０ 年来发布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 ，
得

＿

１４ ７ ＿

．

＾［
６

］ 郑 国 ． 基 于政 策 视 角 的 中 国 开发 区生命周 期研 究
＇

［ Ｊ
］

？ 经济 问 题探索 ，

２００ ８
， （

９
） ：

９
－

１ ２ ．

［
７ ］ 郭戎

，
薛薇

，张俊芳 ， 等 ． 国 家 自 主创 新示 范 区 科 技创
国 家级产业 园 区发展 的 政策主题共涉及 到 经济 发新政策评价研究 ［

Ｊ
］

． 中 国科技论 坛
，

２０ １ ３
，

（
１ １

） ：
 １ １

展 、创新发展 、产业合作 、公共服务 、社会发展 ５ 个领＿

１ ５

域 ， 具体表现为 ２３ 个政策主题关键词 ，其中前 １ ０ 位［
８

］
汪涛

，
李祎

，

汪樟发 ． 国 家高新 区政策 的历史 演 进及

主题关键词为 ？

． 企 业 自 主创新 、 产业集 聚与 结 构优协调状况研究 ［ 〗 ］
． 科研 管理 ，

２０ １ １
， （

６
） ：

１ ０８－ １ １ ５ ．

化 、金融支持 、 区域合作与协调 、进 出 口 与 国际化 、人［
９ ］ 王方． 我 国 高 新 区 政策 变 迁历程 及 发展 趋 势研究

才队伍建设 、高 新技术与 产业化 、 创新创业氛 围 、［
Ｊ

］
． 科技 进步 与对策 ，

２〇 １ ３
，

（
９

） ：
３ １

＿

３ ６ ．

管理体制 现代 月艮务业建设 。
Ｙ ｏｏｎＢ

’
Ｌｅ ｅＳ

，ＬｅｅＧ ．Ｄ ｅ 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ｔａｎｄａ

ｐｐ
ｌｉｃ ａｔｉ ｏｎｏｆ

（
２

） 从政策文本演化 的趋势来看 ，

３０ 年来我 国
ａｋｅ

ｙ
ｗＯＴｄ＿ｂ ａｓ ｅｄｋ胃

ｌ
ｅｄ

ｇ
ｅｍａ

ｐｆＯＴｅｆｆｃｅ ｔｉ ｖｅＲ＆Ｄ

国家级产■区发麵政織齡单－经济麵 向
Ｐ

ｌ ａｎ ｎｉ ｎ
ｇ［ Ｊ ］

，Ｓｃ
ｉ
ｅｎｔ 〇ｍｅ ｔｒ ｉｃ Ｓ

，２０ １０
，８５（３）：

８０３

多元化的政策主题转变 ， 金Ｓ４支持 、管理制度 、进 出
［

１ １
］Ｌｅ ｅ Ｂ

； ｊｅ ｏ？ｇ
Ｙ Ｉ ．Ｍ ａ

ｐｐ
ｉ？
ｇ
Ｋ〇ｒｅａ

－

Ｓ ？ａｔ ｉｏ？ａＩ Ｒ＆Ｄ ｄｏ
－

口 与 国际化等政策都保持了很好的 延续性 。 ３０ 年ｍａ ｉｎｒｆｒｅ ｂｏｔ ｔ ｅｅ ｌｍｏｂ
ｇｙ

ｂ
ｙ

ｕｓ ｉ ｎ
ｇ

ｔ ｈｅ 。 。
＿

ＷＣＴｄａｎ ａｌ—

来
，
政策发展经历 了不同 的政策重心 。 初始发展 阶 ｔ Ｊ ＬＳｃ ｉ ｅｎ ｔｏｍｅ ｔｒｉ ｃ ｓ

，

２ ００８
，
７ ７

（
１

＞ ：
３

－１９ ．

段政策集中在税收 、 财政优惠和产品进出 口方面
；
快 （

下转第 １ ７ １ ４ 页
）



＿１ ７ １４
？

科 学 学 研 究第 ３３ 卷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ｗａｒ
ｄａｎｄｎｅｗｐｒｏ

ｄｕｃｔｃｒｅａ ｔｉｖｉ ｔｙ ：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ｏ ｌｅ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ｏｒ 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Ｘｕ
１

，

ＬＩＵＸ ｉｎ
－ ｍｅｉ

２

（ １
．Ｓ ｃｈｏｏ ｌｏｆ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

，
Ｘ ｉ

＊

ａｎＪ ｉ
ａｏ

ｔ
ｏｎ

ｇ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
Ｘ ｉ

＊


ａｎ ７ １００４９

，
Ｃｈ ｉ

ｎａ
；

２ ．ＴｈｅＫ ｅ
ｙ
Ｌａｂｏｆ ｔｈ ｅＭ ｉ ｎｉｓ ｔｒ

ｙ
ｏ ｆＥ ｄｕ ｃ ａｔ

ｉｏｎ ｆｏｒＰｒｏｃ ｅｓ ｓＣｏｎｔｒｏ ｌ＆Ｅ ｆｆｉ ｃ ｉｅｎｃ
ｙ
Ｅｎ

ｇ
ｉｎ ｅｅｒｉ ｎ

ｇ ，Ｘｉ

＊

ａｎ７ １００４９
，Ｃｈ ｉｎａ

）

Ａｂ ｓ ｔｒａ ｃｔ
：
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ｖｅｋｎ ｏｗｌ ｅｄ

ｇ
ｅ ｒｅｗ ａｒ ｄｄｅ ｓ ｉ

ｇ
ｎ ｉ ｓｃ ｏｎｄ ｕｃ ｉｖｅｔｏｎｅｗ

 ｐ
ｒｏｄｕ ｃｔ ｃ ｒｅａｔ ｉｖｉｔ

ｙ
，ｕ ｓｉ ｎｇ 

２０９Ｃｈｉ ｎｅｓ ｅｆｉｒｍｓａｓ ｔ
ｈｅ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ｏｂ

ｊ
ｅｃ ｔｓ

，

ｆｉ ｒｓｔ ｔｅ ｓｔｔｈ ｅｄｉ ｒｅ ｃｔ ｅ ｆｆｅｃｔ ｏｆｋｎｏｗ ｌｅｄ
ｇ
ｅｒｅｗ ａｒｄ ｓ

ｙ
ｓｔ ｅｍｏｎｎｅｗ

ｐ
ｒｏｄ ｕｃ ｔｃｒｅａｔ ｉｖｉｔ

ｙ ，ａｎｄ ｔ
ｈ ｅｎ ｆｕｒｔ

ｈｅｒａｎａｌ

ｙ
ｓ ｉｓ ｔｈ ｅｍｏｄｅ ｒａｔ ｉｎ

ｇ
ｒｏ ｌｅｏｆｅｎｔｒｅ

？

ｐ
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ｏｒｉ 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

，ｌ ｏｎ
ｇ

－

ｔｅｒｍ ｏｒ ｉｅｎ ｔ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ｔｈｅｉ ｎｔ ｅ ｒａ ｃｔ ｉｏｎ ｏｆ ｔｈ ｅｍｉｎｔ ｈｅ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ｈｉ

ｐ ｂ
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ｗａｒｄｓ

ｙ
ｓｔ ｅｍａｎｄ ｎ ｅｗ

ｐ
ｒｏｄ ｕｃ ｔ

ｃ ｒｅａｔ ｉｖ ｉ
ｔｙ

．Ｒ ｅｓｕｌ
ｔｓ ｓｈ ｏｗｔｈａｔｋｎｏｗ ｌ ｅｄ

ｇ
ｅｒｅｗａｒｄｉｓ

ｐ
ｏｓ ｉｔ ｉｖｅ ｌ

ｙ
ｒｅ ｌａｔ ｅｄｔｏｎ ｅｗ

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ｃｒｅａ ｔｉｖｉｔ

ｙ ，ｅｎｔ ｒｅ
ｐ

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ｉ ｎｔ ｅｒ
？

ａｃ ｔｉ ｏｎｏ ｆｅｎｔｒｅ
ｐ
ｒ ｅｎ ｅｕｒ ｉａｌ ｏ ｒｉｅｎｔ

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ｌｏｎ
ｇ
－

 ｔｅｒｍｏｒｉｅｎｔ ａ ｔｉ ｏｎ
ｐｏｓ ｉ

ｔ
ｉｖｅｍｏｄｅ 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 ｌａ ｔｉ ｏｎｓｈ ｉ

ｐｂ
ｅｔｗｅｅｎｋｎｏｗ ｌ

ｅｄ
ｇ
ｅｒｅｗａｒｄａｎｄｎｅｗ

ｐ
ｒｏｄ ｕｃ ｔｃｒｅａ ｔｉ ｖ ｉｔ

ｙ
．Ｈｏｗｅｖ ｅｒ

，


ｌ ｏｎ
ｇ 

－

 ｔｅ ｒｍｏ ｒ ｉ
ｅｎｔａｔ ｉ

ｏｎｈａｓａｎｏｎｌ ｉｎｅａｒ
，
ｉｎ ｖｅ ｒｓｅＵ

－

 ｓｈａ
ｐ
ｅｄｍｏｄｅｒａ ｔｉ ｏｎｏｎｔｈ ｅ 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 ｓｈｉ

ｐ
ｂｅ ｔｗ ｅ ｅｎｋｎ ｏｗ ｌ

？

ｅｄ
ｇ
ｅ ｒｅｗａｒ ｄａｎｄｎｅｗｐ

ｒｏｄｕ ｃｔｃｒｅａ ｔｉｖ ｉｔ
ｙ

．

Ｋ 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 ｎｏｗｌ ｅｄ
ｇ
ｅｒｅｗａｒｄ

 ；ｎｅｗｐ
ｒｏ ｄｕｃ ｔ ｃｒｅａ ｔｉ ｖｉｔ

ｙ ；ｅｎｔ ｒｅ
ｐ
ｒｅｎｅｕｒｉ ａｌｏｒｉ ｅｎｔａ ｔｉ ｏｎ


； ｌｏｎ

ｇ

－

ｔｅ ｒｍ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 ｏｎ
； ｉｎ ｔｅ ｒａｃ ｔ ｉｏｎ

（
上接第 １ ６４ ０ 页

）

Ｔｈｅｍ ｅｓａｎｄ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ｅｃ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 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 ｉａｌ

ｐ
ａｒｋ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ＹＥＪｉａｎｇ
－

ｆｅｎｇ

１

，ＲＥＮＨ ａｏ

２

，ＺＨＥＮＪｉｅ

３

（
１ ．Ｓ ｃｈｏ ｏ ｌｏｆＢｕ ｓｉｎ ｅ ｓｓ

，Ａｎｈ ｕｉＵ 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
Ｈｅ ｆｅ ｉ２ ３０６０ １

，
Ｃ ｈ ｉｎａ

；

２ ．Ｓｃｈ ｏｏ
ｌｏ ｆＥｃｏｎ ｏｍｉ ｃ ｓａｎ ｄＭａｎａ

ｇ
ｅｍ ｅｎ ｔ

，Ｔｏｎ ｇｊ ｉ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Ｓｈａｎ ｇｈ ａ ｉ ２００ ０９２

，Ｃｈ ｉｎａ
；

３
．

Ｂｕ ｓｉｎｅ ｓｓＳ ｃｈｏ ｏｌ
，Ｅａｓｔ Ｃｈｉ ｎａＵ 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

ｙ
ｏｆＰｏｌ ｉｔｉ ｃａｌＳ 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ａｗ

，Ｓｈ ａｎ
ｇｈ

ａｉ２ ０ １６ ２０
，
Ｃｈｉ ｎａ

）

Ａｂｓ ｔｒａ ｃｔ

：Ｃ ｈｉ ｎａ



＊

ｓ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
ｌｐ

ａ ｒｋｓｈ ａｖｅｍａｄｅｇ
ｒｅａｔｃｏｎ ｔｒｉｂ ｕｔｉ ｏｎｔｏｔｈ ｅｅｃｏｎ ｏｍｉｃ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ｔ

，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

ｌ ｉｎｎ ｏｖａｔ ｉｏｎ
，ｔｈ ｅ

ｏ
ｐ

ｔ ｉｍ ｉｚｉｎ
ｇ

ａｎｄ ｕ
ｐｇ

ｒａｄｉ ｎ
ｇ

ｏｆｔｈｅ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ｉ ａｌｓｔ ｒｕｃ ｔｕ ｒｅａ ｎｄｏｔｈｅ ｒａｓｐｅｃｔ ｓｉ ｎ ｔｈ ｅ
ｐ

ａｓｔ３０
ｙ

ｅａｒｓ ．Ｂａｓ ｅｄｏｎｔｈ ｅｃｏ
－

ｏｃｃｕ ｒｒｅｎｃ ｅｏ ｆｋｅｙ
ｗｏｒｄ ｓ

ａｎｄｖ ｉ ｓｕａｌ ｉｚｉｎ
ｇ

ｔ ｅ 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 ，ｔｈ ｅ

ｐ
ａ
ｐ
ｅｒｃｏｎ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ｓｔｈｅ ｍ ａ

ｐ ｐ
ｉｎ

ｇ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ｄｏｍａ ｉ ｎｓｏ ｆ
ｔ
ｈ ｅ ｐ

ｏ ｌ
ｉｃ
ｙ

ｔｅｘｔｓ ｏｆＣｈｉ ｎａ
＊

 ｓｎａ ｔｉ ｏｎａｌ
ｉ ｎｄｕ ｓｔｒｉａ ｌ

ｐａｒｋ ｓ

ｆｒｏｍ１ ９８４ ｔｏ ２ ０ １ ３ ．Ｔｈｅｒｅ ｓｕ ｌ
ｔ ｓ ｆ

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 ｅｔ
ｈｅｍｅｓｏｆｔｈ ｅ

ｐ
ｏｌ ｉｃ ｉｅｓａｒｅｍａｉ ｎｌ

ｙ
ｃｏｎｃ ｅｎ 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ｖ ｅａｓ

ｐ
ｅｃｔｓｏ 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

ｍｅｎ ｔ
，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 ｏｎ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ｕ ｓｔｒｉａ
ｌ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 ｏｎ
，ｐ

ｕｂｌ ｉｃｓｅｒｖ ｉｃ ｅｓａｎｄｓ ｏｃ 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
ａｎｄ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３ｔｏｐ

ｉ ｃｋ ｅ
ｙ
ｗｏｒｄｓ ．

Ｉｎａｄｄ ｉｔｉ ｏｎ
，
 ｔｈ ｅｅｖｏｌ ｖｅｄｄ ｅｖｅ ｌｏ

ｐ
ｍ ｅｎｔ ｏｆｔｈｅｐ

ｏｌ ｉｃ ｉｅｓｃａｎｂｅｄ ｉｖ ｉｄｅｄｉ ｎｔｏｆｏｕ ｒｍａｉｎｓ ｔａ
ｇ
ｅｓ

：ｉｎｉ ｔ ｉａ
ｌ

，ｄｅｖｅ ｌｏ
ｐ

ｉｎ
ｇ ，ｓ ｔａｂｌ

ｅ
，

ａｎｄｕｐｇ
ｒａｄｉｎ

ｇ

ｓ ｔａ
ｇ
ｅ ｓ

，

ｏｗｎ ｉｎ
ｇ

ｖａｒｉ ｅ
ｇ
ａ ｔｅｄｆｏｃｕ ｓ ｉｎｔ

ｈｅ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
ｈ ａｓ ｅｓ ．

Ｋｅ
ｙｗｏｒｄｓ

：ｉ ｎｄ ｕｓｔ ｒ ｉａｌｐ
ａｒｋｓ

； ｐ
ｏ ｌｉｃ ｉ ｅｓ

；
ｍ ａ

ｐｐ
ｉｎ

ｇ
ｋｎ ｏｗ ｌｅｄ

ｇ
ｅｄｏｍａ ｉｎ 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