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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高新区是我圉建设创新型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构建
国家高新区的创新环境则是国家高新区建设创新型园区的基础。
陈家祥的《创新型高新区规划研究》以创新型园区的相关理论和国际成功典型案例分析为立足点，运
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构建园区的综合功能定位和空间发展对策；分析、运用主体人群需求等理论作
为软件园等专业园区规划的理论基础；研究创新型园区的生态化建设；对创新型园区的规划编制、规
划管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最后，本书还对中国高新区的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书可供城市与区域规划、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及学生参考，
也可供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各类开发园区的管理者、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城市与区域规划部门
的管理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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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知识创造和知识产出方面，国家高新区拥有263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60个开放实验
室、417个产业技术检验检测平台、175个技术转移中心。
在培育创新和孵化企业方面，国家高新区已经建立了3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并集聚了上千家创新创
业服务机构。
在促进创新的价值实现方面，国家高新区汇集了各类创新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并设立了技术贸易市
场123个。
在促进技术转移和信息交流方面，国家高新区拥有上百家技术转移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
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服务网络和平台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完善了区域创新体系，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提
供了有力支撑。
　　5）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器　　。
许多城市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现代新城的发展目标。
由于高新区选址大多在城市边缘，某种程度上它是城市的延伸，在道路、供电、供排水、邮电通讯、
供热、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商贸、文化、教育等城市公共设施规划建设方面起点高、功
能全，对于加快城镇建设步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老城镇在积极为高新区配套服务的同时，加
速了自身的改造，推进了城市外在规模的扩大与城市布局的优化。
　　陈建明（1998）认为，高新区等各类开发区有力促进了城市社会全面发展。
因为传统城市化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城市化功能的片面性，该片面性严重限制了城市应有作用的发挥，
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
建立高新区，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加强城市规划、运行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优化了投
资软、硬环境，推动了城市功能的建设。
同时，高新区土地与产业开发同步，城市功能建设与社会发展同步建设，既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需要
，又为城市化提供了强大、持续的动力，为加快城市化速度和原有城市化质量的改进提供了有力支持
。
当然高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城市功能的完善又是高新区及社会全面发展良性循环的新起点。
　　因此，中国高新区及各类开发区的规划建设，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创新。
它不仅能够发展地方经济，更能起到改造旧城、建设新城，是地方经济的增长点、城市发展的新空间
，是地方加快发展经济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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