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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1年以来，我国先后批准建立了54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改革开放和持续技术创新的推动下，54个国家高新区一直保持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孵化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器。
作为一个崭新的城市空间和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极核，国家高新区不仅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
模的产业基地，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和空间结构。
尽管54个国家高新区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对照国家建设国家高新区的宗旨，国家高新区在现实
发展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其宗旨和功能并没有完全实现，而是现了一些偏离和异化
，影响了国家高新区作用的发挥。
因此，本书选取国家高新区的功能创新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国家离新区的发展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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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国家高新区的预设功能评析为基础，揭示了国家高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现实功能与预设功能相
比出现的功能异化、偏离的现象，探讨了这一现象出现的经济、体制和机制等动因，构建了创新型高
新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提出了功能偏离系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根据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新要求，从功能创新的角度阐述了国家高新区功能回归与提升的基本
导向、内涵和目标，归纳并梳理了国家高新区功能创新中的基本功能、一般功能、特殊功能和网络功
能的逻辑关系，提出了国家高新区创新环境培育、创新制度构建、创新空间优化等功能回归与提升的
对策；并以南京高新区为例，对其发展条件、发展历程、功能演化、功能创新和发展策略进行了实证
分析，富有创意地总结了高新区三种集群创新模式，对国家高新区和其他园区有一定的普适意义。
    本书可供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
也可供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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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国家高新区功能创新的概念辨析　　1.1　国家高新区功能创新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1991年以来，我国先后批准建立了54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改革开放和持续技术创新的推动下，54个国家高新区一直保持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孵化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器。
2005年，53个国家高新区（除宁波高新区成立于2007年1月）实现技工贸总收入26 392亿元，工业总产
值21 611亿元，上缴税金1189亿元，出口创汇727亿美元，分别为1991年的303倍、304倍、305倍和404倍
。
工业增加值5553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8.8％，增加幅度高于全国工业增加幅度约20个百分点。
在一些地方，国家高新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长春、苏州、西安等国家高新区工业产值已
占所在市的1/3以上。
西部12个国家高新区为推进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7个国家高新区集中了大部分老
工业基地改造项目，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注入了活力。
国家高新区作为一个崭新的城市空间和带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极核，不仅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
模的产业基地，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和空间结构。
　　1.国家高新区的功能异化与偏离　　国家建设国家高新区的宗旨是：创造局部优化的环境，培育
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而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
这既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问题，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紧迫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确保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争的战略抉择。
尽管53个国家高新区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是我国国家高新区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多种因
素的影响和干扰，其宗旨和功能并没有完全实现，而是出现了一些偏离和异化，影响了国家高新区作
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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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新区功能创新研究》以国内外高新区功能研究评析为基础，构建了从国家高新区预设功
能、功能异化和偏离、功能回归和提升、功能创新和南京高新区功能定位研究等包括评价分析、目标
对策、理论实证在内的高新区功能研究的框架，思路清晰、结构严谨、内容系统、论述深入，对同类
园区功能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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