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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十二五”期间产业集聚区规划评析 

秦林林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规划建设一批产业集聚区，有利于浙江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2010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正

式出台。规划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产业集聚区规划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还将对该省民营经济的发展起

到推动作用，但还是存在定量标准不够、产业重复建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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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省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尤为重要。2009年 12月 23日，浙江省委、

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将三大产业带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纳入省级战略层面。统筹规划、合理开发、重点培育一批产

业集聚区，使之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制高点，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这意味着，产业集聚区将成为促进浙江经济实现科

学发展的重要平台。2010年浙江省委正式出台了《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笔者通过分析该规划的优点

与不足，深刻全面的解读该规划。 

相关文献概述 

1898年，英国人 E.霍华德在《明日的花园城市》提出花园城市理论，从而使得区域经济规划走向我们的生活。花园城市理

论是城市形体规划的里程碑式的理论。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不同地域范围的区域规划在我国先后开展。李广斌等（2006）认为，

按照区域协调的重点，新时期我国区域规划存在 3 种以上主要类型：一是综合开发落后或衰退地区。二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区域

（发展）规划。三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和提高区域竞争力为重点的城乡统筹规划。不同类型区域规划，其规划目标、内容及侧重

点、实施手段等均应有所不同。对于区域规划目标，张京祥（2000）等认为，以经济目标为根本驱动力的传统区域规划很少涉

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而是把这些作为在实现经济目标过程中可以暂时忽略或者不

是太重要的目标，但新时期的区域规划的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单目标型已经不再适合现代规划需要，综合目标型规

划成为一种趋势，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是衡量该目标可行性及规划完整性的重要方面。李

广斌等（2006）提出，市场环境下区域发展具有多种不确定性，即使再理性的规划决策者很有可能只看到短期利益，为实现区

域规划的远期目标，通常是通过实现一个个阶段性的目标，同时，根据环境的变化对目标进行不断的修改。规划内容方面，马

凯（2003）概括了我国“十一五”时期区域规划的主要内容，即在具体的地域空间建立经济中心和城镇体系，加大基础设施的

建设和构建产业集聚区。毛汉英（2005）认为，新时期区域规划应当包括：区域的总体定位与发展目标，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

城镇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空间管治，区域政策建议八个方面的内容。

在规划编制思路方面，以往区域规划大多遵循“现状调查与资料收集→确定规划目标→规划方案设计→规划方案评审→报批定

案→实施”的流程和研究方法，但按此编制的规划缺少对解决区域发展中关键问题的重视。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要实现

区域规划的目标，应解决区域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区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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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 年）的优点和不足 

李鹏（2011）认为，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全盘包揽，事无巨细、无一遗漏的区域规划，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没有这种必

要。应以规划基础、规划变化分析和规划影响后果为主线，提纲挈领，进行简明扼要的规划分析。笔者按照这种思路，对浙江

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做一相关评析。 

1.优点 

浙江省是我国发展居于领先地位的省份，近年来，浙江省每年的人均 GDP超过 6000美元。但浙江省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

一些落后地区存在的老问题，譬如产业层次低、布局散、竞争力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浙江省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产

业集聚区总体规划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道路。规划明确提出，必须要协调发展三大产业，实现经济发展由一二三产业协调带

动。不仅要改造已有产业，还应当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将其发展提升到战略层面。在舟山等海域城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充

分利用好自己的区位优势。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积极靠拢，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其占 GDP 的比重达到更高高度。加快

农业的升级，努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在实现产业协调的基础上，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也尤为重要，中心城市的资源禀赋有利

于其虹吸效应，但中心城市也应当扩大其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中心地区、次中心地区及外围地区之间的互动发展。加快发展轴、

发展带的建设，大力开发浙江省沿海地区和中部平原地区，以缓解土地资源紧张的局面，优势非常突出；产业基础扎实并且基

础设施配套非常完善。说明规划充分而又全面的考虑了规划区域的客观基础和比较优势。 

“小而活”的民营经济、县域经济、块状经济为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调查显示，其为浙江省经济发展的

贡献率超过 50%。而实现“大而强”才是其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因此建设大平台、承接大项目、实现大产业、发展大企业就显

得尤为重要。实现这一目标也是浙江省谋划“十二五”发展中积极筹备的重大课题。根据“十二五”规划目标的要求，实现大

而强的根本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过程可以归纳为将“相对分散的”经济资源聚合为“相对统

一的”经济模式，通过发挥集聚区的优势，促进经济集合的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带动周边民营、县域、块状经济的发展。同时，

集聚区的发展应注重各自的特征，发展优势产业。比如，衢州的氟硅产业、台州的化工原料药和石化下游产业、绍兴滨海的化

工基础原料和化纤产业，以及宁波杭州湾的新材料和化纤产业等。以宁波杭州湾的新材料和化纤产业为例，在构建集聚区的过

程中，应注重新材料和化纤产业为突破口，引导资本优先服务于该类重点产业。在实现重点产业突破的基础上，联动二产其他

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总体来说，建立省级产业集聚区的最终要求是：建立高效现代的现代化农业、资

源利用高效的先进性工业和高层次的服务业于一体的功能新区，实现科技、人才、产业在集聚区的汇聚。 

在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也积极推动新产业的发展，突出了“优、新、高、特”的产业导向。很多都在浙江省得到了

发展的新机遇，这其中就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现代服务业。很多传统的产业也积极转型，通过与文化产业等的融合积极

开启新的复兴之路，产业链得到延伸，很多传统产品的附加值也得到提升。譬如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积极通过将文化属性引进

挂历、印刷等产业，使得这些传统产业得到新的发展机遇。在对集聚区的规划上，以前往往更注重开发区的平面拓展，而当前

则通过综合集成的功能开发，积极发展大产业，在面上对产业集聚区进行部署，实现了对区域开发模式的纵向提升。集聚区内

将会汇聚先进的科技和大量的现代人才，一二三产业将得到协调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将逐步缩小，人与自然也将得到和谐发

展。最后，规划建立了统筹协调机制、实施推进机制、综合考评机制等机制，这对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空间布局的优化都将起

到积极的作用。 

2.不足 

（1）缺少定量目标。规划中，对目标量的标准并不够明确。比如，规划中多次提出全省先进水平、比重明显提高等，虽然

强调了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目标定位似乎不够明确。比重提高多少，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算是全省先进水平，缺少具体到量

的目标，难以评估规划实施的具体效果如何。对目标的提出，应当结合地区的本地特征和发展基础，不仅要提出具体发展的目



 

 3 

标，也要在一些要素层面对各地提出要求，如人才引进等。应引导各地政府从质的层面来完成发展的目标，而不是一味的为达

到目标而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根源问题。 

（2）产业发展重点存在重复现象。各产业集聚区产业发展导向存在重复类似的情况。规划中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先进制造业、

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运动休闲产业、现代生态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一系列现代产业，但在对各个集聚区的规划上，

在这些产业重点上具有很大的重复性。例如，规划将超过三个以上的集聚区先进制造业作为主要发展的产业，对现代服务业、

新兴产业也在几个集聚区中都被规划作为重点来培育，这当然是考虑了本地区以往的产业发展和地区优势，但同时也会导致“优

惠政策”只能成为形式上的，重点规划区很可能获得政府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各自的优势也有可能被相互抵消，绝对意义

不够明显，也很容易造成短兵相接式的竞争，不利于省域范围的协调一致发展。 

（3）规划评估机制缺失。建立规划评估机制对区域规划至关重要，通过评估制度的建立，可及时发现规划存在的问题，并

找到对策。对规划的评估应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静态强调的是评估机制的编制过程，即应当对规划的编制进行评估。

而动态则强调对现实情况的反应，即通过现实情况对规划的内容进行调整。当前，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在静态层面的评估做的不

到位，动态层面又得不到重视。 

建议 

纵观各级《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地方政府付出诸多努力，出色完成了编制任

务，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产业集聚区规划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还将对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然

而，由于欠缺可借鉴的蓝本，规划的编制还有不足之处，如定量标准不够、可能存在产业重复建设、缺乏配套的评估机制等。

为此，提出一些建议： 

1.建立实施评价和定期报告制度 

设立相应的目标库和项目库，及时掌握区域规划的实施动态。加大全面检查和汇报的力度，对实施效果做出有效的评价报

告。对比规划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及时发现并分析问题，相应地调整规划，同时也可起到很好的监控作用。 

2.明确发展导向，避免重复竞争 

规划提出的 14个集聚区，很大层面上是建立在这些地区以往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设立产业集聚区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各地集

中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在共享各种资源和服务的同时，更要注意相同类型产业园区的明确定位，真正实现地区之间的差异化

发展，不仅要避免产业园区之间的重复建设，也要注重园区内企业之间的产业链趋同现象，避免产能过剩。 

3.强化规划实施手段 

许多发达国家以由政府提出的资源空间配置方针作为其区域规划的基础，进而采用法律、行政、经济、公众参与等手段，

同时通过提高规划管理和科学性予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大力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提高生活环境

质量，不仅使得公众积极参与实施，也得到了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对浙江省乃至全国制定规划，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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