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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围绕工业园区产业升级,以昆山石牌工业园区为例,构建了园区产业升级基本模型,把规模变化、要素升

级、空间优化纳入分析度量体系,把产业政策、制度创新等纳入产业升级过程变量,解释了产业升级演化过

程。研究结果表明,规模变化、空间优化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特征,空间优化体现了企业资源能力重构和企

业价值网络拓展的过程;产业升级由低端向高端演进过程中,要素升级、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是加速升级的

重要辅助变量;产业政策、制度创新等共同决定了特定区域产业升级的路径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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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作为特定空间的工业园区产业升级,如何链接微

观企业与宏观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现有研究从不

同视角、不同尺度上形成了众多理论成果。但从方法

论来看,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1.国别比较研究以及不同国家背景下的动力、路
径、模式和政策等结构分析,是建立在不同国家或地

区在特定发展阶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特定土壤”之
上[1-4],未能对新土壤变化给予足够关注。

2.驱动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中,制度创新、技术

创新和产业政策等在小尺度的企业层面被作为外生

变量[5],但在结构变迁、区域增长等大尺度研究中则

作为内生变量,这些因素的传导机制还比较模糊。

3.忽视空间因素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现有研究

把研究对象高度抽象[6-7],空间制度、产业政策等如何

链接微观企业变化与宏观产业结构变化则略显不足。
本文从园区视角出发,结合典型案例,构建工业

园区产业升级的基本模型,分析相关因素在微观和宏

观链接的传导机制,拓展了产业升级的分析框架,为

地方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提供理论指导。
二、相关文献回顾

克鲁格曼揭示了产业在区域集聚形成产业集群

的国际贸易动力机制,解释了特定产业发展的历史动

因,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重要驱动

力[8-9]。价值链研究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升级指

引,Porter提出价值链理论以来,沿着价值图谱移动

成为企业升级的基本蓝图[10]。同时,企业在强化升

级中嵌入多重类型、多重数量的价值链[11]。从园区

角度来看,开发区产业升级与空间升级、功能升级之

间必须协调一致[12-13],开发区政策引导生产要素在同

一地区制造业内部以及不同产业间的优化再配置,有
效推动了区域制造业升级[14]。园区是连接产业升

级、微观企业升级和宏观产业结构变化的最佳尺度,
是外部环境与内部企业在空间约束条件下实现政策

传导以及产业链、价值链演化的中间载体[15]。从产

业政策来看,新结构主义学派揭示了国家或地区根据

要素禀赋变化确定优先发展重点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的理论和实践[2,16]。除了自身属性,产业政策还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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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时空特性,不同行政区的制度性变化,对产业升

级带来的压力、地方的承载力也是不一样的。不同时

空的产业政策互动进一步体现在空间上,低端的劳动

密集的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用工和消费水平较低

的内陆地区[4]。即使国家出台实施统一的产业政策,
但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同一产业在不同地方的产业

升级路径也有明显的差异[17]。从企业内部看,企业

自身创造、积累或引入的新知识在原有价值链或价值

链之间的流动能力,决定了企业升级的成败快慢,也
就是说要素禀赋和企业能力变化是产业升级成功的

重要因素。从升级路径来看,Humphrey提出了一种

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升级分类方法:一是

流程升级,二是产品升级,三是功能升级,四是部门间

升级[18]。
三、工业园区产业升级模型及路径

(一)工业园区产业升级基本模型

本文以园区作为分析单元,从时空场域角度分析

园区的产业升级过程。场域内的多个企业、多条产业

链,聚集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与区域外部环境互动关

联,企业与工业园区互为依存,企业升级与空间的联

动性,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吉登斯所

言,在高度现代性状况下的时空切割,为不同场合协

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基础,新的时空条件相

应地产生出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19]。本文认为,企
业在特定时空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做出的时空重组(图

1),包括四个方面:

图1 工业园区产业升级场景模型

  1.现有企业离开。这是指企业根据环境变化把

全部或者部分职能搬迁到工业园区以外的新区域,驱
动力包括:一是现有工业园区产业政策调整;二是工

业园区所在区域综合成本上升;三是企业寻找新市场

拓展空间等。
2.现有企业扩大规模。这是指企业发展壮大过

程中,在同样技术和产品水平背景下的规模扩张,一
是市场容量扩大带来销售增长;二是市场竞争过程中

企业胜出,从而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导致扩大规模。
3.新企业进入。这是指通过某种驱动力导致的

新企业进入。有两种类型,一是地方政府的招商引

资,引入新的产业;二是创业企业发现新的细分市场

机会,通过创业形成新的企业。
4.场域升级。这是指随着园区内的企业不断更

新,企业数量、企业规模、产业链条等发生变化,城市

功能配套和服务业配套升级,为产业下一步持续升级

打下基础。
(二)产业升级的驱动力结构

Gereffi提出了消费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其隐

含前提是政府作为“守夜人”,不参与市场出清[7]。对

于新兴前沿产业,产业政策依然有很强的干预性,对
于工业园区来说,政策驱动更加明显,也就是通过产

业政策引入特定的、与现有产业没有产业链关联的企

业,在扩大产业整体规模的同时,丰富了产业结构。
无论是消费者驱动、生产者驱动,还是政策性驱动,都
需要借助技术创新的手段,消费者驱动会促使企业采

取技术创新手段来实现消费者对更低成本和更好功

能的新产品追求,生产者驱动体现了企业家风险精神

以及面对激烈市场竞争环境所做出的变革。外部技

术环境通过与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链接,宏观政策通

过园区的产业政策进行链接,由此构成园区的产业驱

动力与外部驱动力的闭环。这一产业升级驱动力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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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具有典型的参照系价值,不同视角、不同时空的产

业升级,都可以通过调整上述结构中的参数来实现对

特定时空、特定行业和特定视角的个性化分析。
(三)园区产业升级路径

在上述三类驱动力的作用下,园区的产业升级行

为可以概括为以下基本行为、事件或现象。从企业规

模和竞争力看:由小变大;由小变专;由大变强;由专

变强。从价值链看:沿着组装、制造、设计、服务、品牌

等向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转变;从低附加值产品

向功能更多、性能更好的高附加值产品转变。从产业

链环节变化看:企业从生产一种产品向多种产品转

变,从产业链某一环节向上下游环节切换。从产业间

转换看:基于技术创新积累、人力资源能力积累、资本

网络积累等向新的行业拓展,通过资本市场进行产业

兼并重组,在更大视角整合创新资源和市场资源。从

空间优化看:空间规模拓展,企业空间转换,空间功能

调整。
园区产业升级,在不同行为的组合中形成了不同

的升级路径和升级效果,体现在外延上就是:第一,产
业链层面,企业数量增加带动单一产业规模扩大以及

配套需求;新企业进入进一步推动产业链延长。第

二,产业结构层面,新产业进入会形成新的产业链,逐
步扩展新产业的规模和提升新产业的竞争力;竞争力

下降的老企业转移或消亡,产业从低端向高端演进,
产业结构在宏观层面发生显著变化。第三,功能升级

层面,企业扩大规模、新企业进入,进一步优化园区空

间布局;在空间持续稀缺的情况下,老企业的外迁或

消亡,为原有存量空间布局再优化提供新的空间。无

论是在产业链层面、产业结构层面,还是功能层面,产
业升级会遵循以下原则:在同一产品细分市场,沿着

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演进;在生产经营活

动环节,沿着制造、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向设计研发、
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演进;在产业结构上,沿着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

演进;在空间优化上,沿着空间功能单一向配套环境

功能体系演进。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园区产业升级演进路径

  四、案例研究

(一)案例选择及方法设计

本文探索园区产业升级的内涵、外延及其路径这

一实践性很强的问题,选择基于历史分析的案例研究

非常适合,对于构建模型具有重要具象化作用。本文

采取单案例分析,一方面能够突出案例研究的深度,
另一方面通过案例开展模型构建分析,不仅仅停留在

对模型的检验,也有对概念模型的进一步探索。本文

选取昆山市石牌工业园区案例,主要考虑:(1)过程典

型性。昆山市是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之首,园区发展

历程相对较长,对其他园区的产业升级发展具有典型

借鉴意义。(2)背景适配性。昆山市紧靠上海、苏州

市区等经济发达城市,产业发展深深嵌入到周边地区

的产业链中,有明显的全景性特征。(3)空间普适性。
石牌工业园区是昆山市普通的产业承载地之一,从乡

镇工业园演变成工业集中区,市场和行政烙印明显,
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数据获取途径主要有:(1)文献资料。通过互联

网获取相关新闻报道及已有研究,形成初步分析判

断,为进一步访谈构建背景知识。(2)档案资料,包括

昆山市相关规划、产业政策、园区企业的基础性信息

等。(3)实地访谈。作者从2017年底围绕石牌工业

园区的转型升级方向,确定采访提纲,对园区管理人

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本文的数据信息分析过程包

括:(1)访谈纪要。对访谈过程信息梳理和总结,将现

场访谈问题信息及其他信息进行结构化整理。为保

证访谈资料真实和完整,一般在访谈后12小时内完

成纪要。(2)数据分析。采用时间序列和模式匹配分

析相结合方法,遵循工业园区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惯

例,分析产业发展脉络和产业升级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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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昆山石牌工业园区基本情况

石牌工业园区从一个作坊式企业起步,发展形成

了相对密集和相当规模体系的产业园区,包括空港产

业配套基地、仁宝光电产业园、京阪科技工业园和汽

车零部件产业园等四大载体。截至2016年底,共有

运营企业715家,其中消亡、外迁等企业123家,实际

注册运营的各类企业共有682家,按照国民经济统计

分类,一级行业16个、二级行业36个。欧美、日韩等

外资企业38家,港澳台企业95家。
五、案例讨论

昆山石牌工业园从1981年首家作坊企业起步,
从单一行业到多种行业融合,共同的特征是大部分产

业的企业数量都呈现了萌芽、起步、快速增长、平缓增

长的规律。这些变化本质上是产业升级过程,它是如

何展开的? 有哪些规律性? 外在特征是什么?
(一)企业数量规模扩张是产业升级的度量

产业升级是以企业数量的绝对增长作为前提的。
某种程度上说,园区的产业发展,沿着企业数量、企业

规模和产业门类三个方向展开。从静态来看,A行业

的企业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宏观层面A行业在园区内

相对优势;从动态来看,园区A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

也意味着特定区域A行业竞争力的增强。企业数量

增加,体现在宏观层面就是产业结构变化,以1999
年、2004年、2009年、2014年、2016年为时间节点的

行业企业数量来看,大部分行业企业数量都呈现数量

增加的基本规律(表1)。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园区某一行业的产业内升级,首先是行

业企业数量增加的过程,是生产者驱动的典型表现。
在企业规模既定的前提下,企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代

表了行业规模。从园区产业结构来看,数量增加或行

业规模增加,在宏观层面体现了园区的产业结构的变

化,在动态竞争层面体现的是园区产业竞争力增强。
表1 不同时间节点不同行业新企业数量分布 单位:个

年份
金属冶

炼加工

纺织

服装

化学

制品
建材

电气

制造

电器

制造

电子

信息

金属

制品

汽车

制造

通用

设备

专用

设备

文体

用品
服务业

1999 0 9 1 1 1 0 1 8 1 0 0 0 5

2004 8 35 8 14 2 4 7 46 6 5 5 10 16

2009 15 50 28 22 8 9 19 79 11 16 25 29 28

2014 21 67 58 30 12 15 38 167 22 35 54 54 41

2016 22 80 66 32 15 18 47 196 26 39 64 60 41

存活 21 60 52 24 13 15 45 156 25 31 47 53 41

  (二)要素升级是园区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

不同产业发展所要求的要素资源差异较大,产业

升级过程一般遵循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低加工度到高

加工度的路径,前期发展的产业为后续产业发展提供

必要的要素资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可

以跨越空间实现资源配置,但从产业链角度来看,较
强的产业配套和服务配套,有助于降低产业布局和投

资风险。从石牌工业园区来看,其产业发展也基本遵

循了这一路径,不同产业出现和发展时序,明显体现

了这一渐进性特征。本文以某一产业具有五个企业

作为评判依据,石牌工业园区的产业遵循了产业内规

模持续扩展与产业结构递次升级的特征(表2)。产

业递次升级体现在:从服装纺织行业起步,沿着金属

和塑料配件加工———机械设备零部件———电子电器

配件———电器元器件———终端消费电子等路径演进。
这个演进过程有两大特点:(1)单一产业本身沿着自

身路径发展,体现在企业数量和规模的扩大;(2)产业

间发生链接,产业从单一向多元化升级演进,体现为

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制造从低端配件向组

装环节升级,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升级的典型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先前发展的产业为后续产业发展

提供劳动力和产业配套两大要素支撑,特别是金属加

工、五金设备、文体用品等通用行业发展,有助于加速

产业升级步伐。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2:园区产业间升级,是一个要素逐步升级

的过程。要素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因素,低端产

业、低加工度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高端产业、高
加工度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积累了必要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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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低端产业和低加工度产业自身发展带来产 业配套能力提升,有力支撑了产业向高端升级。
表2 工业园区不同行业数量变化与产业间升级路线 单位:个

      注:“1”代表该行业首个企业诞生;“>5”代表该行业企业数量超过5个。

  (三)空间迭代是园区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

空间迭代沿着两个维度演进:一是空间扩张,二
是空间优化。空间是所有产业升级得以实现的前提,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一直回避空间对于产业升级的影

响,把空间异化为土地纳入成本分析范畴。在特定情

形下,空间与成本并不存在连续的线性函数关系,特
别是产业政策对于产业的不同偏好,产业的空间成本

曲线异常陡峭,如某一行业属于禁止进入园区范围,
则意味着空间成本为无限大。实践中,受制于工业用

地指标限制,即使某一产业属于非禁止行业,但受工

业土地指标约束无法快速发展。由此可见,产业升级

的过程就体现为空间迭代过程。早期建设用地和工

业用地指标双宽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空间扩

展变得日益困难,空间布局从扩张向优化转变。从石

牌工业园区来看,2000年以来,随着产业升级过程中

企业消亡和新生迭代加速,新生企业对空间的需求日

益增加,但受制于土地指标限制,新增土地供给日益

变得困难。新生企业大多通过租赁厂房(分为原有企

业和专 业 化 厂 房 供 应 商),空 间 的 迭 代 比 例 超 过

50%。特别是从2007年以来,每年租赁厂房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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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租赁厂房的新增企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从

2004年的4家,逐步增加到2014年的65家,新进入

的中小企业只有通过租赁厂房才能解决产业发展的

空间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同时发挥力

量,共同推进了产业空间的迭代效率。地方政府会根

据存量空间的使用效益情况,出台相应的工业用地再

利用政策,支持企业腾退空间,或者通过回购的方式

来收回土地再出让,或者通过补贴政策鼓励新企业与

原有企业开展兼并重组,实现空间的再利用。为此,
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3:产业升级是空间载体逐步优化的过程。
空间的稀缺性决定了产业必须向更高层次演进,如此

才能补偿不断上升的空间成本。这个过程体现在两

个方面:通过空间优化,实现了产业空间与产业方向

的再优化;通过空间优化,实现了产业布局的再优化,
进一步降低产业成本。

(四)产业政策在园区产业升级中起主要作用

对于园区来说,产业政策、制度环境影响更为显

著。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升级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促进

产业规模扩大,二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特别是招商

引资政策,对于地方政府倾向发展的产业,会给予有

利于企业发展的产业资源,如降低企业获得产业资源

成本和降低企业投资后的运营成本。对于不同行业、
不同投资规模、不同技术先进性、不同就业税收贡献

的企业,地方政府会分类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尤其

体现在外资企业的特殊优惠政策方面。从石牌工业

园来看,外资企业数量虽然相对较少,占比约12%,
但产值占比达到53.8%,对地方产业发展的贡献较

大。除了支持性产业政策,环保和土地等约束性产业

政策同样发挥作用。石牌工业区在巴城镇城市总体

规划中紧邻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敏感更高,江苏省

263行动计划、节能降耗规划,以及围绕太湖流域的

水污染治理,对企业的水、大气、固体垃圾的处理要求

进一步严格,会增加企业污染物处理的成本,会导致

企业在空间布局上调整。由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4:产业政策在产业升级中扮演引导促进角

色。产业政策有助于引导企业的布局选择,引导产业

升级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招商引资政策,会在新兴产

业发展方面起到突破口和引爆点作用,埋下未来发展

的种子。土地环保等约束性的产业政策,也会加快企

业在空间的重新布局,加速产业升级步伐。
六、结论

本文构建了园区产业升级基本模型,把规模变

化、要素升级、空间优化纳入分析度量体系,为进一步

检验产业升级和指导产业升级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把产业政策、制度创新等纳入产业升级过程变量,有
力解释了产业升级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发现,规模变

化、空间优化是产业升级的重要特征,空间优化体现

了企业资源能力重构的过程,也是新的企业价值网络

形成的一个过程;产业升级由低端产业、低加工度和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高端产业、高加工度产业、技
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演进过程中,要素升级、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是加速产业升级的重要辅助变量;产业政

策、制度创新等共同决定了特定区域的产业升级的路

径与方向,诱发新企业进入和创业企业的进一步发

展,形成了对空间的新需求和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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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ndustrialUpgradingModelandPathofIndustrialParks:
ACaseStudyofKunshanShipaiIndustrialPark

QIANYanwen1,WANGJunli2,GUYuanxun1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BeijingJiaotongUniversity,Beijing100044,China;

2.SchoolofContinuingEducation,AnhuiRadioandTelevision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FocusingontheindustrialupgradingofindustrialparksandtakingKunshanShipaiIndustrial
Parkasanexample,abasicmodelofindustrialupgradingintheparkwasconstructed,incorporatingscale
changes,factorupgrades,andspatialoptimizationintotheanalysisandmeasurementsystem,andindustrial
policyinnovationintotheprocessvariablesofindustrialupgrading,whichillustratestheprocessofindustrial
upgradingandevolution.Theresultsofthestudyshowthatscalechangeandspatialoptimizationare
importantfeaturesofindustrialupgrading;spatialoptimizationreflectstheprocessofenterpriseresource
capacityreconstructionandenterprisevaluenetworkextention;intheprocessofindustrialupgradefromlow-
endtohigh-end,factorupgradingandSMEinnovationareimportantauxiliaryvariablesforaccelerated
upgrading;industrialpolicyandinstitutionalinnovationalldeterminethepathanddirectionofindustrial
upgradinginaspecificregion.

Keywords:industrialparks;industrialupgrading;case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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