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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现阶段国内外城市开发区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国内城市开
发区研究主要集中于开发区时空特征研究、开发区产业发展研究、开发区效应研究、开发区与城市
关系研究、开发区评价研究、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开发区管理体制研究．国外城市开发区研
究侧重于企业、产业、技术扩散等微观层面上�如科学园研究集中于科学园与大学关系、科学园内外
部企业比较分析、科学园关系研究、科学园企业及产业研究等．最后比较了国内外城市开发区研究
的差异�并对我国城市开发区研究的未来趋势和重点领域作一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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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贸易的深入推进�欧美、亚太等区域逐步建立起多种类型、功能多样的开发
区．世界多种类型开发区的产生与发展�为推动自由贸易、国际分工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城市开发区已有二十几年发展历史�1979年7月�国务院相继批准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
五个经济特区．1984年�国家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
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兴办了我国第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国家批准了我国首个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截止2010年�我国共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16个�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67个．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土地、政策等多方面的优势�开发区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开发区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本文试图分析国内外开发区研究进展�总结现有研究内容�梳理研究脉络�探讨我国城市开发区未来一
段时间内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
1　国内城市开发区研究进展
　　开发区是指在城市或其他有开发前景的区域�划出一定范围�经政府科学规划论证和严格审批、实行特
殊体制和特殊政策的开放开发区域．根据开发区的功能定位�我国将开发区分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国家旅游度假区、台商投资区等．在这些开发区中�影响最大、数
量较多的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
　　随着我国城市开发区的发展�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对历年研究文献检索�发现历年学术
界对于城市开发区研究数量虽有不同�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上世纪80年代国内开发区的发文数量较少�
1984年仅为6篇�而到2010年论文数量已达102篇�增长速度较7快．较快速度增长出现在1990年以后�
2002年以后保持稳定状态（图1）．我国城市开发区研究者可以分为来自于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的“学院派”
研究者和来自于建设第一线的“实践派”研究者［2］．我国城市开发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时空特征、开
发区产业发展、开发区效应、开发区与城市关系、开发区评价、开发区可持续发展和开发区管理体制等方面．
1．1　开发区时空特征研究
　　开发区作为一个城市重要功能单元�其发展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在不同的区域和发展阶段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首先�在开发区空间特征研究方面�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开发区区位问题．王兴平、崔功豪（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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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开发区现实区位条件的规律�据此规律�提出了未来中国开发区区位调整的方向和策
略［3］．张晓平（2002）分析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空分布特征、发展特点、问题、动力机制［4］．黄小斌（2000）概
括了我国高技术开发区的特征以及在我国的发展布局和发展趋势［5］．总体上讲�我国开发区空间布局是多
种要素如土地、区位、政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逐步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扩散．也有学者对开发区空间选址的
因素进行了探讨�张召堂（2003）认为在开发区空间选址的过程中�传统区位论的研究方法能够提供理论参
考［6］．

图1　国内城市开发区研究文献时间分布
ig．1　Distribution of Domestic literature of Urban Development zones

　　在开发区时间特征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发
展阶段和生命周期研究．郑静、薛德升（2000）分析了城市
开发区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将我国城市开发区发展
划分为起步阶段、扩张发展阶段、分异阶段、成熟阶段［7］．
郑国（2005）认为随着开发区政策环境的变化�中国开发
区逐渐进入“后开发区时代”�可能会出现三种情景：新的
创新空间、新城区、衰退［8］．王慧（2003）将开发区的发展
进程划分为成型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后成熟期四个阶
段［9］．
1．2　开发区产业发展研究
　　王峰玉、吴怀静等（2006）认为开发区的产业发展应该避免单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弊端�应该培养根植性
的产业�培育地方创新网络�将外向型经济与内生性的经济结合起来［10］．朱彦恒、张明玉等（2006）分析了开
发区产业发展的耦合机理�认为开发区产业发展包括与跨国公司的前向耦合�同时也包括与本土产业的后向
耦合［11］．于杰（2009）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开发区不同企业进行了绩效评价�探讨了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区
产业集聚的形成和核心竞争力培养的路径［12］．朱军浩、高汝喜等（2004）认为一个成功的开发区不仅仅是一
种企业集群�更是一种产业集群�因而开发区发展需要营造区域集群环境［13］．
　　实证研究方面�曹敏娜、王兴平（2003）认为高新区产业的选择应该符合国家导向并切合当地实际�并对
南京市高新区进行了研究［14］．甄峰、顾朝林等（2005）对葫芦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功能定位进行了研究［15］．
　　产业集群理论是开发区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厉无畏、王振就认为我国开发区产业集聚的基本
态势�主要有开发区的产业集聚能级不断提高�因此�开发区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应该从城市和区域角度进行
考虑�促进区域内部产业协调发展；应加强外向型经济发展与本土经济的协调�促进本地产业链的形成�逐渐
形成产业集聚�以增强开发区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快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3　开发区效应研究
　　在开发区的经济影响方面�肖大鹏、郑毅（2002）利用一系列经济指标�对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
发展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对比分析和评价［16］．朱华友、郝莹莹（2004）分析了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对长春
市的经济贡献［17］．李俊莉、王慧等（2006）对中国城市开发区发展影响作用进行了聚类分析�将开发区对城市
发展的影响贡献模式进行了总结［18］．
　　在开发区的社会效应方面�郑国（2002）以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分析了开发区职住分离问题的原
因�并提出对策和建议［19］．王慧（2006）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开发区对城市的影响�认为开发区建设发展已
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空间极化演变机制之一［20］．
1．4　开发区与城市关系研究
1．4．1　开发区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在城市地域空间形态上�张晓平、刘卫东（2003）将开发区与城市空
间形态演化分为了双核式、连片带状式、多极触角式［21］．王慧（2003）认为开发区往往能够改变我国大多数城
市团块状的传统形态�带动城市空间演变由圈层式蔓延转向点－轴－带式辐散；离母城距离相对较远的一些
开发区往往发育成卫星城或成为新城�从而使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型向双中心或多中心型演变［9］．
　　在城市空间重构方面�张艳（2007）以苏州工业园、无锡新区、常州北台区为例�研究了开发区空间拓展的
一般特征�并且分析了开发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22］．王战和、徐玲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城市经
济空间结构演变作用关系和空间表现�认为经济空间机构的变化将会带来城市空间效益的提升［23］�在城市
社会空间结构方面�认为高新区的建设会带来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以及社会空间的分异与冲突［24］．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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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分析了开发区对城市的空间重构效应�认为增长极理论是两者的内在机理［9］．郑国（2006）根据增长
极理论�分析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空间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并构建了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空间机
构影响的一般理论模型［25］．郑国、邱士可（2005）以北京市为例�研究了转型期开发区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
响�认为开发区对城市的产业空间结构、居住和社会空间结构、城市空间形态均会产生影响［26］．张小平、师安
隆等（2006）以兰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分析了开发区对城市地域空间结构、产业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
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7］．
1．4．2　开发区与城市化、郊区化现象　张弘（2001）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内开发区城市化发展的过程�总结了
开发区带动区域整体城市化的基本模式［28］．王宏伟、袁中冰（2004）认为开发区发展带动整个城市化地区的
方式可称为“开发区模式”�并分析了“开发区模式”的特征、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29］．郑国、周一星
（2005）分析了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内容和影响机理�认为开发区凭借其郊区的区位、
良好的居住环境已成为城市郊区化重要的载体［30］．王慧（2007）对开发区发展带动下的西安城市扩张之动态
与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能否将这种扩张发展过程定义为一种“非典型性”城市郊区化进程仍值得商榷［31］．
1．4．3　开发区与城市整合研究　由最初的工业区向城市新区转型是开发区未来发展方向之一．沈宏婷
（2007）分析了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孤立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发区向新城转型的策略［32］．张志斌、曹琦
等（2010）以兰州市为例�探讨了开发区与城市的整合基础、整合路径［33］．冯章献、王士俊等（2010）将开发区
成长中与母城关系演进模式分为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将开发区与母城的结构与空间关联类型划分为：城
中区内置型、边缘区生长型、子城区扩展型、独立区发展型［34］．杨东峰、殷成志等（2006）探讨了沿海大城市开
发区向新城转型这一现象�并对外向型工业新城的基本内涵、发展现状、影响进行了分析［35］．
1．4．4　开发区相互关系研究　在我国许多区域和城市内部出现多个开发区并存的局面�这些开发区之间存
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陈家祥（2010）认为城市开发区的出现既会带来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也带
来了开发区间恶性竞争�如产业同构、土地利用低效、生态环境等问题［36］．张荣、傅绶宁（1997）在分析城市开
发区群体布局的原则和依据的基础上�对成都市开发区群体布局进行了研究［37］．在区域内开发区之间发展
关系上�冯晓星、赵民（2004）以苏、锡、常三市开发区为例�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了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竞争
与协调的发展问题［38］．
2．5　开发区评价研究
　　在开发区土地利用评价方面�吴郁玲、曲福田等（2007）利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得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
阶段�土地集约利用度不同�而在同一发展阶段�影响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的重要驱动因素是土地利用
结构、土地开发率、地均投资强度以及开发区的土地市场发育程度和工业用地出让的市场化率［39］．黄大林、
林坚等（2005）以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对开发区工业用地指标进行了研
究［40］．彭浩、曾刚（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海市国家级、市级开发区2007年土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评
价［41］．王梅、曲福田（2004）利用统计分析法和特而菲法对昆山开发区企业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定量化研
究［42］．卢新海（2004）认为开发区独立于所在行政区域外的土地管理体制是乱占耕地和土地闲置的主要原
因［43］．何书金、苏光全（2001）将开发区闲置土地划分为规划控制型、区位不理想型、经济实力欠佳型、开发效
益较低型和技术支撑不够型等5种类型�并对我国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闲置用地进行
了分析［44］．张占录、李永亮（2007）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土地扩张和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认为开发区
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要提高土地集约度�并且应当提高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45］．
　　开发区土地评价的研究方法也逐步得到完善�如杨曼曼、范乃英等（2010）对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
了遥感影响分析�发现开发区土地利用中所存在的问题［46］．汪立武、赵小敏（2010）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
南昌市开发区土地利用规模效益进行了评价［47］．
　　在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方面�王毅（2005）以世界银行关于投资银行的定义为框架�评价了西安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软硬环境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48］．王兴平、崔功豪（2003）分析了我国城市开发区的空间规模
比国外偏大�而地均效益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认为“光圈效应”与“蜂窝效应”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并
提出了开发区效益评价指标体系［49］．刘卫东（2001）分析了上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现状�揭示了开发区
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50］．
1．6　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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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志明（2003）提出了湖南省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基本思路�包括了发展目标、发展原则、主要任务及区
域重点［51］．辜胜阻、郑凌云（2005）认为我国高新区的“二次创业”必须遵循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要求［52］．王发
明、邵冲（2007）从产业生态链的角度�对我国开发区发展的问题、目标定位及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我国开发
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53］．柴彦威以（2007）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认为开发区转型应该从产业
发展、空间整合、社区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来进行开发区的创新和转型［54］．张艳、赵民（2007）对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效用进行了分析�认为今后在新政策的制定方面应当淡化空间类型与
经济类型的指向�注重研发、创新、创业活动［55］．张艳（2009）同时还认为开发区的“扩界”和“越界”行为导致
了开发区政策应用的空间泛化�认为开发区的发展实际上已无异于一般城区�开发区的空间发展和转型应该
从规模讨论转移到开发区政策方面［56］．Wong Siu-Wai�Tang Bo-sin（2005）以广州开发区为例�研究了开发
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认为面临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开发区已经逐渐成长为城市社区�而不再作为一
个工业区［57］．
1．7　开发区管理体制研究
　　我国开发区在建设之初�中央和地方政府赋予开发区较高的经济事务管理权�以促使开发区运行高效规
范�开发区的特殊管理体制吸引学术界的关注．朱永新等（2001）认为�我国的开发区组织管理模式大致可分
为行政主导型、“公司制”以及混合型三大类［58］．鲍克（2002）提出了超自主体制�认为开发区超自主体制是指
其体制设计具有极强的自主安排特点［59］．柴彦威等（2007）以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研究了其管理转
型的背景、意义、对策等［54］．
　　开发区的管理不同于城市管理�但与城市管理具有相似性�伴随着开发区由“工业区”转变为“综合新城
区”�开发区的未来管理体制的设计应该既考虑城市管理的范畴�又考虑开发区性质的特殊性．
2　国外城市开发区研究进展
　　国外开发区也有多种类型�例如自由港、自由贸易区、自由边境区、过境区、保税仓库区、出口加工区和科
学工业园区等．其中与中国城市开发区具有联系且具有借鉴意义主要是科学园区和出口加工区．
2．1　科学园研究
　　国外对于城市开发区的研究�较多的集中于对于科学园的研究．研究内容可以主要集中于科学园与大学
关系、科学园内外部企业比较分析、科学园关系研究、科学园企业及产业研究．科学园（science park）是由不动
产开发商建立的一种特殊的增长极形式�通常与高等教育机构相关连�有时也与地方政府有关�用以促进技
术转移和对新产业的投资［60］．
　　在科学园与大学、研究机构关系方面．Vedovello（1997）通过对英国萨里科学园的研究表明�大学与企业
的地理空间接近性并未对其之间的联系产生较大的影响作用［61］．Bakouros（2002）通过对希腊三个科学园区
的研究�发现只有一个科学园与大学产生了正式联系�而三个科学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也局限于商业交易和
社会互动上�研究协作几乎不存在［62］．Link（2003）以美国科学园为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科学园与大
学的地理接近性与学术向技术应用领域发展具有直接的关系［63］．Fukugawa（2006）研究了日本科学园对新
技术公司的贡献作用�通过构建二元 Probit 模型�作者认为位于园区内的新技术企业对于与研究机构进行联
合研究有较高的倾向［64］．
　　在科学园企业内外部比较方面�Löfsten（2002）对瑞典科学园内外部273家企业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
明园区内外企业在创新和市场方面具有不同�位于园区内的企业与当地大学有较多的联系［65］．Siegel（2003）
研究了位于英国大学科学园区内外的企业�结果表明位于区内的企业比园区外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研究生产
力［66］．Löfsten（2003）仍以瑞典273家科学园区内外的企业进行研究�以探讨企业创业环境的决定因素�认为
资金、企业创始人的态度和动机、市场都是重要的因素�区内新技术企业有更广的市场［67］．
　　在科学园企业及产业研究方面．Chen Chung-Jen（2004）认为台湾的新建科学园的空间是有限的�选取具
有高效率和高增长潜力的企业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68］．Sun Chia Chi（2011）对台湾新竹科学园的六
大产业2000－2006年的发展进行了评估�认为企业不能只增强管理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创新能力�而且政府
对新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69］．Löfsten（2005）通过科学园区内134家企业研究�其中74家大学衍生企
业�60家合作企业．研究结果表明两组企业在销售和盈利方面没有明显差异�且都与大学保持着较高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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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70］．Chen Chung-Jen（2006）利用 DEA方法对台湾新竹科学园六大高新技术产业进行了分析�研究高效
率产业和低效率产业个体生产力的差异［71］．Lindelöf（2002）以台湾新竹科学园为例�研究了科学园对园区内
新技术企业的作用�认为园区内的集群效应以及与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联系�也会使这些企业更有效率［72］．
　　在开发区比较方面．Lai Hsien-Che（2005）将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和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进行了对比
研究．探讨了影响两个科学园区创新能力因素的不同［73］．
　　在科学园创新与孵化器研究上�Phan（2005）认为对科学园和孵化器的研究集中于科学园和孵化器、位
于科学园和孵化器的企业、园区企业家以及系统四个层面上�认为科学园和孵化器的研究缺少一个系统框架
以了解科学园和孵化器的动态特征�这会成为未来研究的课题［74］．Hansson（2005）通过对丹麦和英国的两个
科学园区的研究�认为未来能够使科学园能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必须要配合社会资本的发展�以
有利于创业的产生［75］．Ratinho（2010）以葡萄牙为例�研究了科学园和孵化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76］．Tan
（2006）认为中关村的产业集群对于技术的转移和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77］．
　　在科学园评价方面�Bigliardi（2006）通过对意大利4个科学园的实证研究�认为科学园的评价标准应该
包括实际使命、主要股东责任、区域经济条件、法律形式、基于研究中心的科学能力以及科学园生命周期［78］．
Francis（2005）认为科学园成长机制包括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集聚效应和通过新产业的投资达到自我
更新�并以新加坡科学园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79］．
2．2　出口加工区研究
　　科学园区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瑞典等�而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些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如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等．Willmore（1995）提出了多美尼亚共和国出口加工区应
该将仅限于区内的鼓励政策�扩展到非传统出口领域�即将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变成“出口加工国”�
以引发后向关联�增加国内附加值［80］．Johansson（1997）以马来西亚为例�认为出口加工区可以使外国企业向
本国企业展示生产、营销等�以刺激本国企业的出口�起到催化剂的作用［81］．Sargent（2001）对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和墨西哥出口加工区进行了研究�认为墨西哥出口加工区的产业并没有受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改
变［82］．Sargent（2004）通过对墨西哥出口加工区55家组装工厂的研究�分析了许多企业在已经具有高附加
值、技术密集型的特征之后仍将墨西哥视为重要的生产基地的原因�认为北美顾客的需求非标准化以及发展
中国家将出口加工区视为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主要原因［83］．Cling（2005）对马达加斯加出口加工区进行
了研究�通过对一手资料的分析�发现区内平均工资要高于其他正式部门�劳工标准要高于平均水平�认为出
口加工区对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84］．Jenkins（2006）对哥斯达黎加出口加工区企业进行研究�分析了影响企
业选择中间投入来源的因素［85］．
3　国内外城市开发区研究比较
3．1　国内城市开发区研究内容变化
　　自从1984年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开发区的发展�学术界对于国内开发区的研究内容也有所区别．通过
对已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开发区不同发展时期研究内容也各有侧重．
　　在开发区建设初期（1984－1992）�我国城市开发区的建设处于探索阶段．在此阶段�国内学者重点关注
开发区的定位、作用、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并且积极借鉴国外开发区的发展经验�力图从理论上促进开发区
的发展．
　　开发区发展到1993年�我国出现了“开发区热现象”．国内的一些城市不顾内外部条件�盲目修建开发
区�出现了违法占地、优惠政策互相攀比等问题�“开发区热”现象表现明显�引起学术界对此现象的反思．
　　从1995年开始�在经过对“开发区热”现象反思后�学者开始关注如何能使开发区得到更好的发展�研究
内容集中于开发区的投资战略、规划管理、产业结构调整、二次创业等�在此阶段后期�开发区与城市发展关
系也有少数研究．
　　自从2002年开始�我国开发区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 WT O 之后�中国的经济逐
渐与世界经济体系相接轨�与此同时产生的是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策略、及国家优惠政策上的变化�因此开发
区将处于新的环境�面临着新的问题�因此学术界更加关注处于现阶段的开发区如何进行调整．而随着开发
区历史使命的完成�开发区不断发展�开发区已经不仅仅被视为“经济飞地”�开发区影响以及如何协调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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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城市关系�也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表1）．
表1　我国城市开发区研究阶段划分

Tab．1　Research stage of urban development zones of China
阶段 1984－1992年 1993－1994年 1995－2001年 2002年至今

研究背景
各种开发区类型相继开始
创建�开发区进入起步探索
阶段

全国许多地区开始兴办开
发区�出现 “开发区热”现
象�面临多种问题

为追求良好发展处境�开发
区开始进行“二次创业”

经济全球化
新技术革命
国家政策转移

研究内容

国外开发区发展经验
国内外开发区发展对比
开发区发展模式
开发区选址
开发区发展对策

“开发区”热
开发区投资
开发区战略与模式

前期经验总结
“二次创业”
开发区规划
开发区发展环境
开发区与城市关系

土地利用研究
开发区转型
开发区影响
开发区与城市关系
开发区产业集群
开发区创新体系
开发区评价
开发区可持续发展

3．2　国内外城市开发区研究比较及分析
　　国内外开发区设立的目的具有相似性�即繁荣地方经济�促进区域发展�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
外汇收入和就业机会．但是各个国家的开发区发展具有差异�这不仅由于中国开发区与国外开发区的类型不
同（表2）�同时由于不同国家所处时代和经济发展背景．
　　欧美地区的开发区较多的围绕高校和研发机构建立�重视技术的应用和转移�而且产业集群发展较为成
熟�因此研究的内容更加倾向于从开发区自身出发�研究的角度更为微观．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迫切发展经
济�鉴于国内经济较为落后�开辟了一些出口加工区等�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和增加就业�因此对于这些开发区的研究较关注于开发区对区域的经济和就业影响．中国的开发区是伴随着
改革开发区逐渐建立起来的�政府在开发区设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开发区的经济促进作用日益
显现�各地政府都大力开始兴办各种开发区�出现“开发区热”现象�随后国内外环境也发生变化�因此如何促
进开发区合理发展、开发区对城市和区域的影响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虽然国内外开发区具有差异�但通过国内外开发区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外开发区之间仍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如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国外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特征、过程和机制都具有相似性（表2）．

表2　国内外主要类型开发区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major typ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evelopment zones

类型 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出口加工区 科学工业园区　　　

区位 沿海或内陆 沿海或内陆 临港或内陆 沿海或内陆

主要功能
引进技术、
科研、生产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加速成果转化和孵化创新；深化
改革试验区；对外开放窗口；培养造就高新技术实业
家；向传统产业辐射扩散高新技术及其产品

出口加工
产学研结合�引进开发
新兴产业和尖端技术

现阶段主要
研究特点

注重开发区的转型研究�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开发区发展要素方面�注重土
地利用与保护；关注开发区对城市的经济与地域影响；加强了产业选择和产
业集群的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为实地调研法�定性与定量结合�GIS 和遥感手
段也逐渐开始应用．

研究内容侧重于开发区微观方面�研究重点
是开发区内外部企业、开发区内部各相关部
门联系、开发区技术转移等．研究方法除了
实地调研以外�对企业相关者进行深度访谈
也是重要方面．

5　启示
　　第一�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内容的比较�国内外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区别�国外开发区研究集中于微观层
面上�国内外开发区虽具有差异�但从发展过程、机制和特征等方面仍具有较大共性．国内开发区的研究可加
强企业层面、技术创新和扩散、产学研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对开发区发展的微观机制进行探讨�同时也需加强
对国内外同类型开发区比较研究．
　　国内文献集中于开发区发展对城市影响方面�但是城市的发展规划如何影响开发区�还需要进一步探
讨．拥有开发区的城市发展模式选择�各种城市形态对开发区的影响以及城市发展背景下未来开发区内部空
间重构问题均需要进一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开发区作为城市的一个重要功能单元�与其它城市单元产生
着资源、人才等多因素的互动�从而形成一种竞合关系�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可借鉴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生态
学方法进行开发区研究�例如利用生态位态势理论研究开发区发展态势及其对城市经济影响等．
　　第二�开发区发展方向的研究．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国内政策优势弱化、信息化普及发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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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部分开发区正在经历“二次创业”�如何避免高速发展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效应�避免进入衰退阶段�是
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其次�如何促使开发区发展成为新城区�如何实现开发区与城市其它区域之间的
整合�如何实现区域内部开发区间的资源配置和合理分工�这些问题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国外对于这种新
兴城区的研究也较为成熟�如新城、花园城市、邻里单元等�开发区新城与国外城区的比较分析�也是一项有
意义的研究内容．
　　第三�在开发区管理层面上�随着开发区不断发展�开发区管理机构的任务需要从单一的经济事务向综
合社会事务过渡．妥善处理开发区转型后的制度变迁�也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而且开发区的居民会逐渐增
加�因此这种现象会给我国城市开发区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隔离、社区服务欠缺、社区环境较差等�因
而社会问题也会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低碳是当今社会广泛提倡的发展方式�但我国众多开发区的发展所造
成的职住分离�造成了交通压力的增大如汽车尾气的增加等�因此开发区环境影响方面也亟需得到关注�注
重协调环境保护与开发区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四�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较多的集中于北京、上海、西安等开发区时间较早�发展现状较好的区域�
而中西部开发区与省级开发区研究较少�应当加强不同发展阶段与区域背景的开发区研究．国内较多文献集
中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研究�未来可加强其它类型开发区对城市和区域的影响．研究新
的要素在开发区发展中的作用过程和发展机制也具有意义�如旅游对于开发区发展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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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Revel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Zones

LI Zhao-xu�　CAI Shan-zhu�　LU Lin
（College of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Tour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24100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s�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the major results of urban
development zones．The research of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zones mostly focuses on six aspects：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industries�impacts�sustainable development�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velopment zone and city．Overseas research concentrates on science park and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mainly from microscopic view�such as the science park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park
and university�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ience parks�science park companies and industry research．Finally�
the study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mestic research and foreign research and points out the prospect of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zones．
Key words： city；development zones；research on developmen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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