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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新区(亦被称为“科学园区”)是20世纪世界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形式。
中国一直把发展科技产业视为一项战略性任务。
1990年代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准了8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此作为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增长
极。
但是。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高新区呈现出“高增长与低创新”的特征，与国家创办高新区的政策
初衷具有较大落差。

除西藏外，每一个省(区、市)都至少有一个高新区的现状，就表明中国的高新区发展不是一个市场的
选择，而是政府怎样构建高新区的问题。
它从理论或实践上都与美国硅谷那样的参照系有很大差别，因而用自由市场经济的“服务者”的理论
来解释我国高新区发展问题难免隔靴搔痒。

因此，汤志林编著的《治理结构与高新区技术创新(中国高新区发展问题解读)》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视角，从我国高新区特定的治理结构出发，探讨高新区管委会角色行为的制度原因和生成机制，亦
即央一地关系和高新区两级治理对管委会行为偏好、资源权限和行为对象的影响，构建了“纵向治理
一角色生成一行为特征”的分析框架，分析和解释了目前我国的高新区为什么会是“高增长、低创新
”，并通过大量实地调研和数据资料研究，对相关研究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

《治理结构与高新区技术创新(中国高新区发展问题解读)》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高新区发展历史做
出了合理的理论评析，更在于对未来高新区发展的完善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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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高新区管委会的保姆式作为　　在行为意愿强而政策权限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下，高新区管
委会会采取优势政策替代劣势政策的策略。
高新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目标企业不仅需要高新区管委会的直接优惠政策，还对市场社会政策有
需求。
而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社会政策权限小，满足不了要求，只能通过直接政策干预来选择性满足目标企业
的市场社会政策需求，即针对某些企业的选择性作为。
实际运行中，高新区管委会采取“一事一议”、“特殊照顾”、“上服务”、　“书记市长项目”等
保姆式服务（陈玲等，2010），解决目标企业的行政审批、市场准入、融资、产品销售、人才需求等
问题，而不是通过制定公平合理的市场社会政策来构建园区的市场社会网络机制。
　　现有体制下，项目从高新区管委会引进到实际投产销售，需要一系列行政审批和市场准入审查。
显然，高新区管委会自身没法彻底改变这一整套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而是针对特殊项目（企业）采
取特殊方式来解决。
高新区管委会亲自出面帮企业“跑”相关职能部门，取得地方领导支持，实施“一事一议”的方式来
帮助企业营造较好的行政和市场环境。
例如，某省发改委某处长谈到，省政府组织的高新区大项目的招商引资协调会的情景。
“园区引进的战略性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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