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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开发区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过热”阶段以及其后国家的清理整顿，近几年来正不

断壮大，与母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当初那般孤立与封闭，对于母城的依赖也逐渐减弱。相反，随着近

几年国内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开发区在某些方面开始反哺母城，与母城之间的

互动正逐渐增强。开发区的发展不断推动母城经济的发展，同时母城功能的不断完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

辐射也不断增强。随着城市新区的建设与壮大，使得开发区功能向多样化发展，而母城在“退二进三”促

进自身与开发区之间产业功能互动的同时，也造成了职住分离现象的日趋严重。开发区与母城生活功能的

互动亦愈加明显。

因此，本研究以南京主城区及不同类型开发区为例，在前人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基础上，以企业作为视

角和切入点，以企业本身及企业职工作为载体，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形式，对

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和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进行实证研究和探索，分析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生产、

生活功能的互动，最后提出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模式。全文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贯穿始

终的基本立意，通过应用系统论、产业集群理论、公司地理论、城市扩展理论等有关理论，对开发区企业

与母城之间、开发区职工与母城之间的生产、研发、居住、工作、交通等各项功能的互动进行详尽的实证

分析与论述，揭示当前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不同功能之间互动的强度，从而反映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

功能联系的紧密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研究概念及对象、研究的主要内容、

方法与框架结构。

第二章，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相关评述。分别对国内外开发区与城市互动的相关研究进行一定的

评述，以国内部分为主，对于开发区与城市的互动、开发区与城市的发展关系以及开发区功能等三个方面

进行相关研究的评述。同时每个方面又分为几个类别分别进行评述。最后对目前相关研究的特征和不足进

行一定的总结。

第三章，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机制与规律研究。归纳开发区与母城之间功能互动的演迸规律，对

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之间产业、生活功能的互动机制进行剖析与研究，分析其与城市功能互动的作用机

制，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

第四章，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的产业功能互动。简要介绍了南京城市及开发区的发展概况，通过对

不同类型开发区的主导产业进行简要分析，选取部分典型企业，以典型企业作为载体与视角，采用理论分

析、实地调研及访谈的方法，深入剖析江宁开发区和南京高新区与母城之间产业功能的互动。对于产业功

能的互动，主要通过生产功能、研发功能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剖析。

第五章，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的生活功能互动。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对于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

之间生活功能的互动，通过开发区和母城典型职工住区内企业职工及住户发放问卷，以问卷统计结果来反

应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居住、就业功能的互动及相关问题；同时通过对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交通联系进行

的实地调研以及相关问卷的发放，经过分析比较，揭示开发区与母城之间当下的交通联系及互动。

第六章，结论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简要回顾全文，提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基于不同类型的开
发区与母城功能互动的模式，并指出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存在的不足以及有待进一步继续探讨的问题。

全文约70，000余字，插图75幅，表格39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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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are experiencing the early 90s on the”overheating”stage and the subsequent

revamp．in recent years there铀℃growing fa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ther city is no longer the first

place as isolated and closed．Their dependence on the mother city is gradually weakened．Against，Development

Zone，in some respects began to return feeding the mother city，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re gradually

enhanced．

Therefore，this thesis take the mother city ofNanjing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zones as all exa

mple，in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basic，take enterprise as a perspective and point ofentry，

take enterprise itself and enterprises as a carder,through data collection，field research，interviews，as well as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for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cities in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explore，analy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cities in

between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functional interaction．Finally，this thesis propose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urban features interactive mode．The full thesis will be the unity oftheory and practice as

the basic conception throughout，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s theory，industrial cluster theory，the company

in theory，theory of urban expansion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of the development zone between the city and

home productio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housing，job，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interactive features detaile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discusses，reveals the current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zone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mother eity of the strength of interaction．It ha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re are seven chapters in the thesis，as follows：

Chapter l is introduction．111is chapter highlight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research，main contents，

basic thoughts，research framework．

Chapter 2 is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Zone with interactive urban functions related comments．Separatel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rban Development related to interactive research must comment to the domestic part of

the main．

Chapter 3 is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rban features interactive mechanism．Summarized in

Development Zone，with the mother fun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law．

Chapter 4 is a study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zone features interactiv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zone in Nanjing city，typical enterprise as a vector with the perspective，the

use of theoretical analysis，field research and interview methods，depth analysis of Jiangning Development Zone

and Nanjing High-tech Zone and the mother city of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dustry functions．

Chapter 5 is a study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city functions an interactive living．

From a more objective point of view，for different types of development zones and citi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al life to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o reaction zone and between the mother city for residence，

employment functional interaction and related issues．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e zone with the mother city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the field research and related dissemination ofthe questionnaire reveals the mother ofCity

Development Zone，with transport links between the immediate and interactive．

Chapter 6 is is the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In addition，the chapter also highlights some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y．

There are about 70，000 words with 75 illustrations and 39 programmers in the thesis．

Key words：Development zone；Mother city；Function Interact；Interact Model；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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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已成为推动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代表时代最先进

经济和科技集合体的开发区不断涌现，其迅猛的发展势头席卷全世界。这其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测算，中国已成为世界

第四大经济体，并即将赶超德国。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召开，上海世博会的紧张筹办，中国的城市在国际社

会的综合竞争力不断攀升。与此同时，开发区作为中国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引擎，城市经济增长的助推

器，正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随着开发区发展的日趋成熟，它对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所在城

市势能的提高，增强城市的辐射力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此过程，也是开发区与城市∞之间功能互动

不断增强的过程。

1．1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1．1选题的背景

我国的开发区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过热”阶段以及其后国家的清理整顿，近几年来正不

断成长壮大，与母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当初那般孤立与封闭。相反，随着近几年国内经济的健康、快

速增长，开发区在某些方面开始反哺母城，区城关系不断强化。开发区与城市各组成部分的互动不断加深，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发区的发展不断推动母城经济的增长

开发区集聚了城市大部分的工业企业，其中不乏一些科技含量高、生产能力强、销售利税高的大型企

业，它们对于其所在产业的推动，对于城市工业产值的提高、外资的增长及经济的推动，对于城市产业集

群的形成都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开发区内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对于城市就业的提供、居民收入的增加以

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城市开发区以其优越的投资政策、良好的法律环境、

高度开放的管理体制、先进的基础设施、资金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外资集中等鲜明优势，在其

所在的城市和地区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影响作用十分突出，加速了城市经济的增长以及空间的扩张。

2)开发区的发展促进区城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互动

开发区在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寻求合作与互动，形成一种合力，这种合作与互动可以是多

方面的，包括产业基础设施合作，环境保护合作等。开发区与其母城经济的互动与合作主要表现为两者促

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使得以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进行优化的组合及配置，形成开发区

与城市更为细致、更为广泛的重新合作与分工。

3)开发区功能多样化发展，与城市生活功能的互动逐步加深

在开发区成立之初，其主要是以工业企业为主的工业区，产业结构单一，相对城市其各项功能更是严

重缺失。而如今，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基于开发区的新城模式的开发与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十年前的南京江宁区，除了农田便是零星的农村居民点；十年后，江宁区在开发区的发展带动下，已经以

一个经济实力强、生活品质高、教育科研盛的现代化新城，屹立在南京主城的南部。江宁区的功能也从单

一的农业产业功能发展成为集工业、商业、居住、教育、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区，而这整个过程用了不

到十年。像这样的例子，在国内比比皆是，基于开发区的新城建设，正不断向综合化、多样化方向发展，

与母城生活功能的互动逐步加深。

4)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与母城交通联系愈加紧密

美国城市史学家约翰·B．雷(Jone B．Rae)在1971年说，“当代郊区是汽车的产物，如果没有汽车，

郊区就不可能存在∽’。他的话深刻揭示了汽车与郊区化住房消费的关系。随着近几年的发展，许多开发区

回本文中的“城市”只要是指与开发区所对应的主城区，即“母城”．
圆Kenneth T．Jackson,Crabgrass Frontier：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_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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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交通体系已经逐渐成熟，其与主城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得到不断加强。有些城市在新区与主城区之间

建设了新型的轨道交通，大大降低了两者之间的时间成本。而交通联系的不断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

职住分离现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众所周知，企业是连接人口个体与社会的枢纽，同时亦是连接人口个体与城市、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

关键纽带。因此，在开发区与城市的互动过程中，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媒介和载体，发挥着主导作用。企业

对开发区与城市互动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企业的搬迁促进区城之间的产业功能互动

随着主城区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土地价值的逐步提高，对主城区居住及就业的需求日渐增强。同时

开发区拥有着优惠的政策及低廉的土地价格。基于城市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主城区内大量的工业企业

开始搬迁至周边的开发区内，母城开始了工业用地的“退二进三”阶段。近几年来，国内大城市主城区的

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迅速下降，工业企业数量正在减少，其周边的开发区便成为承接主城产业

发展的重要场地。这一过程促进了开发区与母城之间产业功能的互动，而这一互动在企业搬迁以后并没有

减弱。由于搬迁企业大多仍将其企业总部或研发部门留在主城区，仅将生产部门搬迁至开发区内，造成了

主城与开发区之间产业功能互动长期、频繁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2)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区城之间的研发功能互动

竞争激烈的今日，企业更加注重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因此其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便更加频繁与紧

密。企业以高校的一个系、一个学科或一个科研院所作为技术支撑，在科技成果转化、科研设备共享、人

才流动方面形成协作关系，并建立以技术资本为纽带的股权关系，使企业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使许

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具有国际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企业也为高校等科研机构提供了实习基地。

因此，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合作正不断加强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研发功能互动。

3)企业就业岗位的外迁促进区城之间的生活功能互动

随着开发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工业企业逐渐退出主城迁至开发区，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转移至郊区的

开发区内，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是原先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职工大多以本地户籍为主，居住地基本都在

老城区。由此促进了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生活功能的互动不断增强。而开发区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惠的政

策，也吸引着大量企业入驻。

当然，开发区与城市互动的不断增强在推动城市经济有序增长、区城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促进开发区

功能多样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职住分离现象的日趋严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区城

之间交通压力的增加。一方面主城区地价不断上涨以及企业的“寻租”行为导致大量就业岗位外迁；与此

同时近年来住宅的郊区化以及主城区房价的不断攀升，导致主城区部分职工居住地的外迁，造成了主城区

“就业空心化”，加剧了职住分离现象，进一步导致了开发区与母城之间交通压力的逐日增加。

因此，如何客观分析和评价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理清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种种互动联系，

归纳当前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模式，对于解决区城互动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以及今后区城的一体化发展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建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发区与城市的空间整合及规划调控研究(编号50508009)部

分研究成果以及大量开发区与城市实证调研报告的基础之上。同时，笔者自身熟练掌握的多种规划分析工

具以及随同导师进行的大量开发区规划项目和课题研究也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1．1．2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本文将以南京主城区及不同类型开发区为例，在前人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基础上，以企业作为视角和切

入点，以企业本身及企业职工作为载体，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形式，对不同类

型的开发区和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进行实证研究和探索，分析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生产、生活功

能的互动，同时提出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模式。全文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贯穿始终的基

本立意，通过应用系统论、产业集群理论、公司地理论、城市扩展理论等有关理论，对开发区企业与母城

之间、开发区职工与母城之间的生产、研发、居住、工作、交通等各项功能的互动进行详尽的实证分析与

论述，揭示当前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不同功能之间互动的强度，从而反映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功能联

系的紧密性。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开发区及其母城作为城市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不同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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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来体现。这些不同的视角中，有作为行为个体的居民、职工，也有作为经济个体的企业甚至园区。企业

是开发区的主体，开发区大量的经济、社会活动都是通过企业来运行与实现；同时，企业已不仅仅是一个

经济个体，它还包含了在企业内就业的管理人员、普通职工群体和个体。因此，以企业作为视角及切入点，

即能作为园区的主体，以园区视角反应城市与开发区之间的互动，也包含了行为个体—-职工，从另一方

面来体现开发区与母城的功能互动。从开发区的主体一企业作为视角进行切入，以企业本身及其职工作
为载体，来反应开发区与母城的功能互动，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及代表性，也使课题资料的可获得及进一步

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因此，企业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载体，通过企业这一视角来反映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

功能互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通过企业视角，分析当前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可以揭示当前开发区与母城之

间联系的紧密度，总结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之间互动的不同模式，为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整合提供

一定的理论及现实依据。

2)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自然各不相同，其主导功能、产业门类也各有偏差，以企

业作为载体，反映开发区与母城不同功能之间互动程度的强弱，对于开发区实现功能多样化以及未来开发

区与母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3)由于主城“退二进三”及开发区的不断壮大，企业大量从主城区搬迁至开发区，导致大量就业人

口外迁至开发区内，而这些职工中有大量人口是居住在主城区内，由此所带来的是职住分离现象的普遍化

以及开发区与主城之间交通的拥堵。通过分析当前开发区与主城生活功能的互动，揭示当前开发区与母城

之间职住分离现象的程度及本质，对于解决职住分离现象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作为一个城市的特殊空间，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应与城市的功能定位相似。对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

动进行分析研究，对于促进开发区与其所依托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以及城市和开发区未来功能

定位意义深远，也为开发区与城市的功能整合提供了实证依据。．同时，开发区是城市的延伸和提高，处理

好开发区与城市在功能上的协调发展，关系到开发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的成败。

5)本文以南京作为主要研究范围，选取南京开发区内的典型企业，对当前南京不同类型的开发区与

南京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进行深入分析，最后揭示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互动的模式。在当前我国处于城

市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以长三角典型城市南京作为研究对象，从企业视角切入，探究开发区和城市之

间的功能互动及其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而深入揭示不同类型的开发区与母城之间功能互动的不同模式，为

南京及长三角其他城市和开发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特别是以企业本身及企业职工作为载体，通过对不同

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生产、研发、居住、工作、交通等各项功能的互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弄清其中的

内在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模式的“开发区”与城市的“母子情义”。

1．2基本概念及研究对象界定

开发区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增加出口的背景下产生的。作为一

个多层次、多内容的复合概念，开发区目前尚无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统一定义，国内外学者对其有不同的定

义和称谓Ⅲ。在国外，有Research Park，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cience Park，Metropolitan

Center for High Technology，Research＆Technology Park，Techonology Park等叫法。而我国自1984

年底起，相继出现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保税区、旅游度假区等不

同性质的开发区，在等级层次上，则形成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级别。

针对我国开发区产生的时代背景、设立目的和基本特征，对开发区的定义做出以下界定：开发区是以

所在城市为依托，以产业集聚、吸引外来投资和科技创新为目的，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的特定

区域，其主体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时也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旅游度假区等

不同性质的开发区以及享受开发区同等待遇的工业园区∞。开发区并非是一种目标单一、结构简单的组织，

回钟源．开发区与兰州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何兴刚．世界经济述开发区发展评【J1．长江论坛，1995，(3)：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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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该组织的复杂性①。

本文中出现的开发区主要是指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2．1基本概念界定

城市功能[the Function of City]，是指城市在区域社会经济中所承担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城市功

能是城市存在的本质，也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特征的高度提炼。城市功能是城市的本质属性，城市功能随

城市发展而发展。

1933年8月，《雅典宪章》提出“城市要与其周围影响地区成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城市规划的目的是

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1977年12月，《马丘比丘宪章》指出“雅典宪

章设想，城市规划的目的是综合四项基本的社会功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从中，可以得知雅

典宪章所提出的城市四大功能，主要是基于人的需求而出发，体现的是城市的生活功能。而随着城市的不

断发展，城市的生产、研发等产业功能正越来越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和最核心功能。

城市的功能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对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分析，城市功能分为主要功能，基础

功能，辅助功能。按属性又可将城市功能分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鲫。

本文以企业作为视角，以企业本身及企业职工作为载体，着重分析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之间的互动，因此城

市功能主要是指其产业功能和生活功能。产业功能主要是指企业的生产及研发功能，生活功能根据《雅典

宪章》，主要是指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功能。由于本文以企业职工作为载体，游憩功能在本文中不做

讨论。同样，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态功能在本文中也不做具体讨论。

因此，本文中所指的城市功能，考虑到一定的针对性及可比较性，主要包括生产、研发等产业功能以

及居住、工作、交通等生活功能。

开发区功能[the Fun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指开发区在区域社会经济中所承担的任务和发挥

的作用。开发区功能是随着开发区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与母城之间

的互动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因此，笼统地谈开发区功能不够严谨。本文中所指的开发区功能主要是

建立在其与城市功能互动的平台之上，其功能与城市功能相对应，主要包括生产、研发等产业功能以及居

住、工作、交通等生活功能。当开发区处于起步阶段而未具有其中某项功能时，则认为开发区与母城不存

在此项功能的明显互动。

功能互动[Function Interact]，主要指事物各自所发挥的功效和作用之间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的活动，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本文中，主要是指开发区所具有的功能与其所依托的母城所具有的功能之

间所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互动过程是基于一定的载体来实现的，如城市居

民、开发区职工、家庭、企业单位甚至园区自身。同时，这些载体也是影响动态互动过程的主要因素。

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the Function Interact between Development Zone and Ci州主要是指不同类

型开发区与母城生产、研发等产业功能以及居住、工作、交通等生活功能之间的互动。促进开发区与城市

之间各功能的互动，有利于开发区与城市的功能整合及一体化发展。

当然，除了居住、工作、交通功能外，开发区与母城生活功能的互动还包括了服务功能的互动。究其

原因，主要是由于开发区内在功能配置的“断裂”所带来的开发区就业功能与服务功能的错位。在开发区

就业的人群大多数并不在开发区进行日常购物、就医，子女就学也多不在开发区；在开发区居住的人群有

相当比例不在开发区进行日常购物等消费活动@。但由于本文主要是基于企业视角对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

功能互动进行剖析，因此服务功能的互动本研究不作展开讨论。

功能互动模式[Function Interact Model]，是指事物与事物所具有的功能之间存在的动态影响作用

的不同存在与表现方式。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之间功能互动的不同模式。由于本文

以南京都市发展区作为地域研究范围，因此区位因素对各开发区与母城互动的影响差别不大。而经济技术

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产业构成、企业类型、企业职工的知识、技术水平

∞陈秋玲．走向共生：基于共生关系的开发区发展路径依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回国际现代建筑学会，清华大学营建学系．雅典宪章【J】．城市发展研究，2007，(5)：123—126．

@陈占祥．马丘比丘宪章【J】．国外城市规划，1979，(O)：l一14,．

回陈萍萍．上海城市功能提升与城市更新【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曲王兴平．中国开发区空间配置与使用的错位现象研究——以南京国家级开发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8．，(2)：85．．91．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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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别，所以开发区类型对于互动影响较大。因此，论文根据我国开发区所具有的特殊背景

及实际情况，以开发区的类型作为互动模式划分的标准，选取国家级开发区作为不同的模式对比，客观研

究它们的互动过程．从而归纳总结出当下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互动的不同模式。

1．2．2研究对象界定

南京是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南京的电子、化工生产能力在国内城市中居第二位，车辆制

造规模居第三位，机械制造业的拄术、规模居国内领先地位，家用电器业、建材工业也都具有较大规模。

南京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发展迅猛，整体社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己成为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拉

展极和城市密集区，也是我国经挤实力最强、产业规模最大的三角洲(圈i-I)。南京的开发区在长三角16

个城市的开发区中，无论是数量、成立时问还是发展的规模，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典型性(表i—I)。因

此．本文选取南京城市及其开发区作为课题的研究对象范囝。

表卜I长=角各城市省缎H±*＆E概8表

#m 目家※*发E数量 #％”艟匠数量 城m 目家缎』F蕞E数《 日缒"靛匡数量

±≈ 南通

m京 #Ⅲ

苏卅 g*

Z％ Ⅻ¨_

十泣

绍*

扬¨ nm

泰州 eⅢ

口 自十自{化I目A4宁*￡E享受目窜组*盘E待遇，目此拳i十将其"^目章垭}发Ⅱ秆H

青科基*：十日n女E审#公}目$(2006年版)，笔者垫Ⅲ

目1—1*!角mE目级Ht开＆区H布目。 目卜2南京市区省毂Ut*￡EH布目

膏抖来#：刘伟奇．长三角日末蛀*生E与域市的空阍救巫m较研究一“由京市为倒咖南京：东南太学目}话i，2008

与其他城市一样，南京也拥有多级多类多个开发区的所谓“一城多区”现象。南京现有国家级开发区

4个，其中高新技术开发区1个，经挤技术开技区2个．化学工业园区1个，现有省缓开发区6个．大多位于

南京都市发展区地域范围内(圈l-2、表1_2)．这些开发区中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其中数

。图中绿色、女缸色大点分剐为国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拽虹色小点为其他崮家缓开发区，蓝

色小点为各粪省壤开发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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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多、分布最广、经济与空间规模最大、因而也是最为重要的两类(同时也是管理最为规范、相关统计

资料最为完整齐全的两类)①。同时，国家级开发区一般成立时间早，发展已相对成熟，并且已具有一定

的规模，具有多样的产业门类，在各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因此，选取南京都市发展区作为论文研究的地域

范围，选取南京国家级高新区以及经济开发区这两类开发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表1-2南京地区省级以上开发区概况表

开发区名称 级别 设立时间 规划面积(脚2) 已开发面积(KM2)

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级 1988 16．5 lO．88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 1992 22．97 13．26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 享受国家级待遇 2001 12 11．4

南京江宁经济开发区 享受国家级待遇 1992 38．47 21．58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 省级 1993 16 8．63

南京人合经济开发区 省级 1993 先期10，远期28 10

南京雨花经济开发区 省级 2000 先期27．6，远期60 5．04

南京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省级 2001 3．14 L 14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 省级 2003 先期18．39，远期51．12 5．53

南京栖霞经济开发区 省级 2002窖 13．77 5．7

注：本研究涉及的长三角国家级开发区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资料来源：王兴平，许景．中国城市开发区群的发展与演化一一以南京为例【J】．城市规划，2008，(3)：25～32．

因此，通过对南京四大国家级开发区(图1．2)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南京化工园由于其特殊的功能及

产业类型，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而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同种开发区类型。

因此，本文选取南京高新区与江宁开发区这两种开发区类型进行对比研究，基于企业的角度剖析他们与主

城之间的各种功能互动，揭示不同类型的开发区与主城功能互动的不同模式。由于这两个开发区建立时间

都较早，发展都较为成熟，并且产业门类也较为多样，都有规模企业入驻，同时与主城之间的空间距离也

较为相近，对它们与主城之间的互动进行的研究更具可比性。

综上所述，本文选择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典型研究对象。

1．3研究基本内容、方法及框架

1．3．1研究的基本内容

本研究从开发区与城市的产业、生活功能的互动角度出发，首先对国内外开发区与城市互动的相关研

究进行评述，在前人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和城市功能互动的动力机制及演进规律做

了理论上的分析评价，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问卷相结合的方法，以南京国家级开发区与母城为研究对象，

选取南京高新区、江宁经济开发区为例，以开发区与城市的生产、研发等产业功能以及居住、工作、交通

等生活功能作为因子，以典型企业和职工作为载体，对开发区与母城功能之间的互动进行深入剖析，并探

求不同类型的开发区与母城功能互动模式，为开发区与城市的进一步整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3．2研究方法

本研究建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发区与城市的空间整合及规划调控研究(编号50508009)部

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主要采用理论、实证与归纳比较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企业

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记录和数据采集，采用GIS、SPSS等分析软件进行定量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同时，作者随同导师进行的大量开发区规划项目和课题研究也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文献研究法：第二章，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国内外开发区与其母城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李俊莉，王 慧，郑 国．开发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作用的聚类分析评价叨．人文地理，2006，(4)：39～43．
国栖霞经济开发区由创立于2003年的栖霞片区和创立于2002年的马群片区、迈皋桥片区三个市级重点乡镇工业园区，在

2006年整合升格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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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法：第四、第五章，比较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产业和生活功能的互动。

理论研究法：第三章，分析开发区与母城功能互动的动力机制和演进规律；第六章，归纳总结不同类

型开发区与城市的功能互动模式。

实证研究法：第四、五章，以典型企业及职工为载体分析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产业、生活功能互动。

1．3．3研究思路与框架

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如图1-3：

图1-3论文研究框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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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相关评述

作为我国改革的前沿，对外开放的窗口以及经济外向度最高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开发区一直

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从城市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外贸经济学、管理学等角度对

开发区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在我国的各类开发区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数量最多，对城

市经济的贡献最大、影响力最明显，是我国开发区的主体，国内开发区的研究也主要是针对这两类开发区

进行的。因此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针对这两类开发区，并且除特殊情况，都以“开发区”统称。

另外，由于我国的开发区是在国际经济全球化、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特

殊的国内外背景下产生的，具有特定的运作规则和发展规律。因此，我国的开发区虽然在某些方面借鉴了

国外的自由港、出口加工区等的经验，但同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属于中国特有的，本文对于开发区与

城市功能互动的相关评述主要以国内研究为主。

2．1国外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相关评述

开发区的出现是与商品经济及对外贸易紧密联系的，世界公认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开发区，发源于

1574年意大利西部的热那亚自由港，随着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的不断加深，西方发达国家纷纷

兴建了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的开发区，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为主要的经济活动Ⅲ。截止二战

前，全世界约有26个国家与地区共建立了75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50-60年代中期，国际分工在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的推动下加速进行，一方

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德等国相继建立了一些高科技园区，以高技术产业取代传统制

造业。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为了吸引外资，接纳从发达国家扩散的产业，相继建立了大量的出口

加工区，发展出口加工业，并以此带动本国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中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

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开发区由原来的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向高科技园区和出口加工区的模式转变，由

贸易型为主转变为生产型为主印。

国际上对开发区的相关研究发端于1960年代对科学园区的研究。从70年代末开始，在知识经济的推动

下，全球掀起了高科技园区的创建风潮，开发区由出口加工型开始向多样化、综合化、高级化的综合型和

高科技型的形式转变，有的甚至具备了金融、旅游、服务、商业等功能，如我国深圳、珠海等。1980年代

末，一批学者讨论了科学园区的概念，主要有"Monck、DMassey等。到了1990年代，Castells和Hall贝0从产

业综合体角度较早对全世界的著名高科技园区进行了研究固。近几年，国外学者对中国开发区的研究也逐

渐增多。尤其是浦东新区作为最受海外研究者瞩目的中国城市开发区，其建设发展对于上海市的深刻影响

则从不同的侧面被海外研究者广泛关注讨论。

总体来看，国际上对于开发区的研究主要在于探讨其产生、产业集聚的动力与规律，并且主要从生产

的角度分析集聚的原因与动力机制，并取得了较为系统的成果，但是，对于开发区的空间结构、开发区与

城市的关系以及开发区与城市功能的互动等研究尚没有系统的可借鉴的成果。

2．2国内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研究的相关评述

开发区的发展和建设是中国城市二十多年发展和变化的主导因素，它带动了城市的空间扩张和结构

更新，加速了城市的功能转型。随着开发区的不断壮大，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激烈和频

繁。对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进行实证研究，探求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的互动模式，对于开发区

与城市的功能整合、整体结构的优化以及空间利用效益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对CNKI期刊全

回何兴刚．世界经济述开发区发展评川．长江论坛，1995，(3)：48—52．

国钟源．开发区与兰州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国王兴平．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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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据库以及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相关检索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对于开发区与城市之间

的研究正逐渐成为焦点，开发区与城市的互动研究尚较少，但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表2-1、2-2)。

表2-1 1 997-2007年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

检索条件 检索字段 1997—1999 2000-2003 2004—2007 合计

篇名 开发区 1119 1772 2328 5219

开发区+城市 18 42 80 140

城市+功能 987 2221 3767 6975

开发区+功能 122 191 259 572

开发区+城市 385 716 871 1972

关键词 开发区+互动 0 10 23 33

开发区+城市+互动 0 1 4 5

开发区+城市+功能 19 47 45 111

开发区+城市+功能+互动 O l 1 2

表2_2 1 999-2007年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

检索条件 检索字段 1999—2001 2002-2004 2005-2007 合计

关键词 开发区 22 105 280 407

开发区+城市 2 13 34 49

城市+功能 154 1380 4596 6130

开发区+功能 14 85 153 252

主题 开发区+城市 14 92 207 313

开发区+互动 6 19 29 54

开发区+城市+互动 1 5 13 19

开发区+城市+功能 4 31 61 96

本文对于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相关评述，主要是由开发区与城市互动的研究评述、开发区与城市

发展关系的研究评述以及开发区功能的相关研究评述三部分组成。其中，对开发区与城市互动的研究评述

主要反映国内学者对于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空间互动、功能互动以及开发区与城市的整合这三个方面的研究

成果。而开发区与城市的发展关系主要由开发区对城市化进程的驱动、开发区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开发区

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定量研究以及开发区与城市所在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四个方面。

2．2．1开发区与城市互动的研究

开发区必须依托所在城市发展，而当开发区步入成熟期以后，其与母城之间的互动及深层次的功能整

合将全面展开。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开发区与城市的互动，将开发区与城市进行整合，是开发区未来发

展的重要趋势。开发区与城市互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研究视角：

1)开发区与城市空间互动的研究

在对开发区与城市空间互动研究方面，王战和，许玲(2006)从高新区作为城市一个功能单元的空间

属性出发，在总结高新区经济活动与城市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归纳出高新区与城市经济互动关系

在空间上的表现，并进一步分析了空间结构上的变化给城市空间效益带来的影响Ⅲ。而魏心镇、王缉慈(1993)

等则是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区位选择以及与城市边缘区互动关系等@。

邢海峰(2003)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了开发区自诞生以来其空间演变的过程

和特征，并对开发区未来空间演变的趋势做了预测：地域空间趋于一体化；城区功能走向综合化：空间布

局向多样化转变；空间环境从外延扩展转向内涵提高④。王慧(2003)认为开发区建设发展过程所伴随的

空间开发、经济要素重组、人口聚集流动、土地利用变化、新旧城区及中心与边缘区的相互作用等，对所

①王战和，许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川．人文地理，2006，(2)：64,-66．

国魏心镇，王缉慈．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与布,曷IM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毋邢海峰．开发区空间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研究一以天津经济开发区为例【J】．开发研究，2003，(4)：39-4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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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和地区经济、社会、实体空间的演化具有强烈的催化、带动效应，从而可引发或加速整个城市一都

市区层面的空间重构①。钟源(2007)从兰州开发区的发展背景、发展概况、空间位置、功能演变等多方

面的分析入手，总结了各开发区在不同阶段与城市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对开发区布局、

扩散的制约，以及开发区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作用两方面阐述了开发区与兰州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关

系⑦。

因此，对于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的研究，国内已经有多位学者从互动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大

多是从某种类型的开发区出发，对其空间的选址、空间布局的多样化、土地利用的变化等多个方面进行研

究分析。

2)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研究

开发区作为一种实行特殊政策的经济功能区的发展，在发展初期时是一种封闭式的“院墙经济”、“孤

岛经济”，一般都是选址在离城市较远、易于封闭管理的远郊区。陈秋玲(2007)认为，经过二十年的发

展，开发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双方的利益关系很难协调，无法

形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态势和机制。同时，她认为在开发区设置的初期阶段，从外部看，开发区

所依托的母城将资源无偿地或低成本地提供给开发区，造成某种程度上的偏利共生关系④。

随着开发区结构与功能的不断完善化，开发区已经有能力承接、分担母城的许多功能，因而可以协助

母城的城市结构调整和转型，在母城旧城改造、人口疏解、功能疏散、退二进三、产业升级等方面予以配

合。王慧(2003)在研究了开发区步入成熟期以后的各方面特征以后，认为开发区能够以其产业、资金、

人才、体制、创新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效应，以点—轴增长、网络增长等模式催化带动更
大区域的整体发展。同时，她认为开发区在中心城市边缘的快速增长能够对城市外围组团和邻近城镇产生

激活、引导效应，因而能够成为联结中心市和外围城镇的空间纽带，促使都市区域空间“网络化”、“密实

化’’④。

开发区从最初的创立到如今的发展壮大，均与母城存在着各种功能的互动。魏柯、周波(2003)认为，

高新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化城市的场效应，提升城市的势能，促进城市产业升级@。

3)开发区与城市整合的研究

对开发区与城市整合方面的研究的国内学者尚少，大多仅是提到开发区与城市需要整合，而对于整合

的原因、依据、目的及方法基本没有涉及。白瑾(2000)在研究总结台湾科学园区规划的经验时指出，园

区开发建设之成果不只追求产业之发展，同时与地方及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及相关建设均息息相关，因此

科学园区之空间发展与社会改造之整合乃为必然之趋势⋯。

开发区与母城之间整合的内容是多样的。王兴平(2005)认为开发区与母城的整合，主要是功能整合、

用地整合、设施整合以及必要的行政区划整合，开发区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新功能、新机制产

生、汇聚和承载、发育的场所。同时，他还认为开发区与母城整合的最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开发区与母城之

间的功能协调，而这种协调的最终目的，则是要提高都市区整体的自组织能力，通过整合促进城市功能与

空间布局的协调和优化，实现功能与结构的协调⑦。

2．2．2开发区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

王兴平(2005)认为开发区与城市的关系研究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系列观点的组合。

国内对开发区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区与所依托的母城区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方面，特

别是对开发区在城市中的空间区位变化及其影响研究相对比较集中，主要的研究视角有：

1)开发区对城市化进程驱动的研究

无论是根据增长极和孵化器的理论脉络，还是根据开发区的发展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开发区对城市化

的巨大推动力。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意味着大量就业机会的提供，容易带来人口和居住的集聚，带动周边地

母王慧．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J1．地理学报，2006，(10)：101 l~1024．

o钟源．开发区与兰州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国陈秋玲．走向共生：基于共生关系的开发区发展路径依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王慧．开发区与城市相互关系的内在机理及空间效／立[J1．城市规划，2003，(3)：20～25．

@魏柯，周波．试析高新区建设与城市功能发展的互动关系【J】．四川I建筑，2003，(S1)：24-一26．

@白 瑾．公同化、人性化、科技化——台湾科学园区规划经验【J】．世界建筑，2000，(7)：28-。30．
o王兴平．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Ⅱv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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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的发展。我国许多城市正是通过开发区建设，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实现了城市地

域空间和人口规模的跳跃性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开发区这种带动地区城市化的方式被学术界定义为“开发区”模式，具有快速性、跳跃性、强烈的外

驱性和不稳定性四大特点，并且带有开发者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具有很大的人为性∞(王宏伟、袁中金、侯

爱敏，2004)。

张弘(2001)以90年代以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为例，分析了开发区带动城市化的影响因素，

并以东部典型城市为例，归纳出开发区带动下的几种典型城市化空间模式。。郑夏明(2005)对开发区带

动下的武汉城市化进程进行实证研究，提出新形势下开发区带动城市化的对策和发展战略④。龚慧娴(2005)

从开发区的经济集聚、人口集聚、城市扩张方式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北京开发区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并对开发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机理做了分析固。

在目前城市开发区的发展中，在城市化功能方面还重视不足。陈昭锋(1998)在强调了开发区城市化

功能开发的必要性之后指出：目前开发区在城市化功能方面滞后，一是供给严重不足；二是有效需求的增

长不尽人意，这成为我国开发区城市化功能开发的最大制约因素@。

2)开发区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

开发区的快速建设，不仅对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用地的扩

展速度和结构形态，成为二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张庭伟，2001)。对此，

陈文晖(1997)，阎小培(1998)，郑国(2005)等以不同城市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张晓平和刘卫东(2003)在大量的调研实践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

研究的三种模式：双核式、连片连带式、多极触点式，并指出开发区与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主要是由跨国

公司主导的外部作用力、城市与乡村的扩散力和开发区的集聚力共同作用的结果⑦。王兴平(2005)从城

市角度出发，认为开发区的泛滥造成城市总体结构的失序和混乱。突出表现在城市的扩展空间被开发区割

裂和蚕食、城市的整体结构被开发区破坏、城市工业用地和房地产业用地扩展失控等，为城市协调发展埋

下了隐患@。

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着巨大的溢出效益。龚慧娴(2005)认为城市开发区对城市的影响，首先表现在

城市的产业空间布局方面，但并不停留于此。

开发区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是我国开发区研究的未来方向和热点，过去只有少数学者从社区的角度

对其有所涉及。王慧(2006)从阐释开发区特有的开发模式和内在结构特性出发，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

以翔实的调研数据为支撑，剖析了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极化分异的过程和效应；并通
过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新城与老城、新经济区与旧产业区之间在投资强度、发展速度、软硬环境、形象面

貌、经济活力、人口成分与素质等诸多方面分异对比日益明显的事实，论证了开发区建设发展已成为强化

凸显当代中国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极化演变的主要机制之一@。
3)开发区与城市发展关系的定量研究

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数学方法和建模的方式对开发区与城市发展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王红等(2002)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细胞自动机的有机集成而构筑的CA-_Urban模型对南京三个开发区的发展对城市

空间结构的影响作了预测和评估聊。

李俊莉，王慧等(2005)运用大量统计数据，以5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为例，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开发区发展对相关的66个城市的影响贡献程度(包括经济规模、空

间规模、经济外向度、经济增长力和财税回馈5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排序，用数学方法证明了绝大部分开

口王宏伟，袁中金，侯爱敏．城市化的开发区模式研究川．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9-12．

∞张弘．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城市规划作用机制【D】．上海：同济大学博士论文，2001．

圆郑夏明．武汉市开发区建设与城市发展战略关系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

固龚慧娴．北京开发区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D】．北京：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5．

@陈昭锋．论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化功能开发【J】．城市开发，1998，(4)：19—21．

∞张庭伟．1990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动力机制【J】．城市规划，2001．(7)：7—14．

∞张晓平。刘卫东．开发区与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及其动力机NIJ]．地理科学，2003。(2)：19-21．

@王兴平．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王慧．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J】．地理学报，2006．(10)：101 l~1024．

诤王红问国年，陈千．细胞自动机及在南京城市演化预测中的应用【J】．人文地理：2002，(1)：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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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的建设己成为所在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李俊莉，王慧，郑国(2006)从产业规模、空间规模、

经济外向度、税收、就业等多个方面，就开发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估；并运

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依据影响作用综合强度以及各方面影响作用的均衡程度，将开发区对城市发展的影

响贡献模式分为相对均衡型、高水平高效益型、空间影响超强型、空间影响主导中等水平型、经济影响主

导中等水平型五种类型，并指出了各类型所对应的城市组群山。

4)开发区与城市所在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

开发区与区域的发展关系密切，一方面，区域对城市开发区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开发区的发展受

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发展规模、速度、效益等都与其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保持着对应关系

@(夏文元，1997)；另一方面，开发区的建设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

区域对城市开发区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夏文元，贺旭中(1997)等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开发

区发展规模、速度、效益等都与其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保持对应关系，而其发展方向、主导产业的选

择也受区域经济发展框架的制约。因而开发区建设应融入整个区域发展中去，在区域经济总体框架下进行

开发区功能定位、产业定位、层次定位、发展定位。

张荣等@(1997)和周国华④(2002)还分别以成都市和长株潭城市群开发区为个案，提出了区域开发

区群体发展的原则；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目标相适应；总体规模适度；合理分工，突出特色；与区域城

镇群体规划及所依托城市总体规划相适应。

分析开发区对区域发展影响的一般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孵化器理论等。王缉慈(1998)综合上述两

种理论，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分析构架，为后来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先驱和引导作

用@。陆玉麒、余玉祥(1998)通过对苏州工业园的实证研究，认为它已成为江南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

辐射源和核心区域，对周围乡镇在城市规划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有巨大的影响@。

张晓平(2002)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切入点，揭示了中国开发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了中国开发区参与

全球化的过程及其区域效应o。龚慧娴(2005)认为城市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主要影响机理为：①区内和

区外的产业联系；②区内就业人口、工资和服务业的增加；③本地税收的增加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加；④

新企业的衍生、集聚和扩散：⑤跨省市分支机构的发展；⑥区内外企业家的成长；⑦区内外产业文化的变

迁；⑧区内外产业结构的升级@。

2．2．3开发区功能的研究

对于开发区功能问题的研究因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历来受到诸多学科学者们的关注。

关于开发区功能目标的研究，学术界大多从经济学角度入手，并且将中国入世作为分水岭，认为中国

入世以前，开发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外开放的窗口、体制改革的实验区、招商引资的盆地、区域经济

的增长点”等方面。近年来，开发区的经济功能不断强化。

张弘(2001)认为开发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吸引外资投入的密集场所、经济全面发展和局

部先行一步的统一体、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循环接轨的桥头堡、发挥资源集约化经营的优势区、改革开放

的试验区以及加速全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示范区劬。王明波(2004)认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应建设成为知

识创新体系建设基地、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与辐射基地、先进文化创新传播基地，明晰知识产权示范区、电

子政务服务实验区∞。

郑夏明(2005)认为，从理论上讲，开发区具有集聚和扩散、学习和创新等功能。从实践上看，开发

区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其一，开发区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其二，开发区能够提高区域

。李俊莉，王慧，郑国．开发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作用的聚类分析评价fJ】．人文地理：2006，(4)：39--43．

国夏文元，贺旭中．论开发区与区域开发IJ】．浦东开发，1997，(9)：51～54．

曲张荣，傅缓宁．试论城市开发区群体的合理布局与协调管理【J】．城市规划，1997，(3)：56～58．

回周国华，唐承丽，朱翔，周海燕．长株潭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优化研究【J】．热带地理，2002，(4)：330-334．

o王缉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分析构架【J1．中国工业经济，1998，(3)：54～57．

囝陆玉麒．余玉祥．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的区域效应研究fJ】．经济地理，1998，(3)：57---62．

∞张晓平．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J】．地理研究，2002，(5)：656“66．

@龚慧娴．北京开发区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D】．jE京：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5．

@张弘．开发区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城市化模式【J】．城市规划汇刊，2001，(6)：65—80．

婵王明波．试析高新技术开发区功fl基iJl．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11)：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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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的层次；其三，开发区促进地域空间结构的调整∞。王兴平(2005)认为开发区型新产业空间的

基本功能空间为生产空间、研发空间、生态空间、居住空间、管理与服务空间∞。

我国各类开发区的初始功能目标突出表现在经济功能不断强化上，而生活功能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生态环境则功能日益紊乱甚至丧失。陈秋玲(2007)认为产生这种偏误的主要原因在于行动主体的价值取

向，这种价值取向并没有将提升区域社会资本作为开发区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是停留在经济功能上@。

2．3小结

通过对开发区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后发现，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对开发区的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

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对开发区的空间区位与规划模式的探讨较多，而对开发区与城市的互动与整合问题及

相关对策研究还尚少。对开发区与城市间的研究较少从企业的角度，通过实证的研究方式进行剖析。纵观

国内外学者对开发区和城市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和城市自身的发展研究、开发区对区域和城市

发展的影响研究、开发区与城市的量化研究以及开发区与城市空间互动的研究等几个方面。目前的研究具

有如下特征：

第一，大多数研究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开发区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空间扩散、土地

利用变化等现象，对开发区与城市空间演进的一些共同特征进行了一些研究和阐述，但对具体区域特定开

发区的研究还不多；

第二，以静态研究居多，而从一个城市角度，基于不同类型来评估判断开发区与城市功能的相互影响

效应，分析两者间的互动过程、趋势、机制等的研究尚少；

第三，以经济空间、土地利用、城市空间形态的分析居多，深入探讨开发区与城市的产业功能、生活

功能等方面互动问题的研究偏少，特别是以企业作为视角和载体来研究开发区与城市的功能互动。国内已

有关注到开发区与城市互动协调发展的研究大多是从开发区自身的研究出发，关注空间区位关系及其对开

发区单向影响的较多，综合因素影响分析较少，双向的互动分析较少。

。郑夏明．武汉市开发区建设与城市发展战略关系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

。王兴平．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I叼．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圆陈秋玲．走向共生：基于共生关系的开发区发展路径依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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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机制与规律研究

伴随着开发区的建立、成长与发展，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必将不断增强。其中，功能互动是互动

活动中表现最显著、类型最典型的一种。同时，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其与主城之间的互动程度亦各不相同。

对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之间功能互动的机制进行剖析与研究，分析其与城市功能互动的研究规律和作用

机制，对于深入认识两者之间的功能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3．1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基本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的特征突出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非农经济活动(生产和交换)的集聚——更为具体地说，城市的

突出特征实际上是人I；3和企业的集聚，它的发展变化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变化，同时，城市的发展又

反过来影响着人口和企业的集聚行为。开发区正是大量就业、居住人口与企业的集聚地。因此，探究开发

区就业、居住人口、开发区企业与城市功能互动的基本机制与影响因素，对于促进城市及开发区的健康快

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与现实意义。

3．1．1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基本机制

城市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包含有多个子系统。按照亚里斯多德提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的一般系统论观点，当个体与个体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并增强其之间的互动时，构成的整体要大于各个

个体之和@。一个城市可以被视为一个系统，是由不同类型的土地使用功能空间所构成，这些空间功能通

过交通和其他通讯媒介相互联结起来，形成用地或交通系统。规划理论学者布莱恩·麦克洛克林(1965)

在他做早论述系统规划理论的文章中说：“城市系统的组件是用地功能和区域位置，他们通过交通及通讯

网络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留”

图3-1基于开发区与母城互动的城市系统构成

由于开发区的构成主体是企业，而企业是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的基本单元，城市是众多居民和企业的

空间集聚体，所以，我们可以把开发区和城市看作是大量的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人组成的集团组织，一个

毋贝朗塔菲．一般系统论IMI．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国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M】．李白玉，陈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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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3．1)。而企业在这一系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开发区企业的集聚促进开发区产业集群化以及经济实力的提升，从而反哺城市，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

开发区企业实力的提升、产业的升级带来的是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企业从主城区搬迁至外围开发

区内，造成的是主城区用地结构的优化、用地价值的提升以及开发区效益的增加；企业位于主城区的研发

部门与位于开发区的生产部门之间的互动带动的是开发区与城市的科研互动；企业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使得

它对城市的依赖，同时城市人生活的维系离不开企业产品的供给；开发区企业在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过程中，

实现与高校的合作与互助，带动了开发区与城市研发功能的互动；开发区孵化企业搬迁至主城区，首先是

高新技术产业的扩张，将资金物流扩散到有潜力市场的区域，然后将先进的技术力量引入这些区域；城市

小型信息咨询公司与开发区大型公司之间的合作同样带动了区城之间的互动；而企业职工在开发区与城市

之间居住与工作所带来的区城生活功能的互动更反应了企业在反应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程度，带动开

发区与城市的功能互动具有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图．3-2)。

根据曼瑟尔·奥尔森的集团组织理论，在一个大集团(系统)中，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

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包括企业)不会采取行动

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例如开发区中每一个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皆想得到最好的报酬，城

市中的每一企业都想进入成本低利润高的区域或行业以获得超额利润，由此，便导致了开发区与主城之间

基于企业的互动，同时也说明了企业作为开发区与城市这一系统中的关键元素的重要性。

图3—2母城与开发区之间基于企业的互动联系

3．1．2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影响因素

影响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因素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开发区发展阶段的影响、开发区与城市距

离的影响、开发区类型的影响以及区城规模与功能差异的影响等四个方面。

1)开发区发展阶段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受到集聚向心力和辐射离心力的推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消长，导致城市发展呈现出阶段

性，我国开发区的发展同样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不同的发展阶段，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强度是不同

的。在探索起步阶段，开发区较为孤立，属于典型的“院墙经济”，与城市几乎不存在任何互动；随着开

发区自身的不断发展，其基础设施及功能也愈加完善，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逐渐增强；NT开发区的成

熟稳定阶段，其与城市各项功能的互动将达到一定的强度；随着开发区三产服务业份额的不断增加，开发

区与主城的互动将更加剧烈，各项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将最终导致开发区的“新城化”，一座座新城必将

屹立而起。

2)开发区与城市距离的影响

距离同样是影响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开发区与城市才

能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互动。随着区城之间距离的不断增加，时间及经济成本便不断上升，从而导致了互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 郁，郭字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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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不经济”现象产生，成为影响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重要因素。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过高的交通

时间和运输成本是阻碍其在区城之间活动的主要因素；从居民和职工角度来看，过高的通勤成本是阻碍其

在区城之间异地职住的主要因素。

3)开发区类型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开发区，由于其产业构成、企业类型、企业职工知识、技术水平等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

它们与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强度、类型也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不同的类型的开发区，不同的功能其与城

市的互动程度也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由于其大多为生产型企业，其与主城之

间的生产功能的互动要强于其与主城的研发功能的互动；而相反，大多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大量

研发型、知识型企业的入驻，其与主城的研发功能的互动更加强烈一些。

4)区城规模与功能差异的影响

不同的区城规模、城市与开发区的功能差异对于区城之间功能互动也存在较大的影响。一般来讲，区

城规模越大、城市等级越高，开发区与城市的功能就越加完善，其间的互动就越强；而相反，小城市或者

是更小的县城，由于其自身经济实力、发展规模有限，对于周边的辐射较小，与开发区的互动自然就较弱。

而城市功能的差异对区城功能互动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本文将开发区类型这一影响因素作为区城功能互动研究的主要选择依据，通过对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

市的功能互动的实证研究，对开发区与城市的各项功能互动进行深入剖析，从而归纳与总结不同类型开发

区与城市的功能互动模型。

3．2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阶段演进规律

在城市与开发区的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功能互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最初，在开发区成立伊始，

其与母城之间几乎不存在产业功能的互动，开发区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阶段。随着主城用地的退

二进三，更多的企业从母城搬迁至开发区内，产业功能的互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随着职工和就业岗位

的外迁以及新城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生活功能也得到不断的加强。开发区发展越加成熟，功能越加健全，

即开发区发展成为一座城市的新区，其与母城之间生活功能的互动将远远超过了产业功能的互动。因此，

在开发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其与母城的功能互动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图3．3)。

O生活区 ●工业区

图3-3我国城市生活区、工业区之间演变过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武进绘制的无锡工业区演变图修改．

以南京城市为例，早在19世纪60年代，南京老城内就已经开始兴办企业。在1978年以前，由于水

运及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南京都市发展区内的工业企业大都位于老城区内，以铁路、河流为轴线布局，部

分沿长江、秦淮河沿线布局或者以铁路站点为中心布局。到了80年代，南京都市发展区范围内的工业企

业布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仍然以老城内为主，但是企业的布局慢慢集聚到了城墙周边，并有部分企业

开始分布在城墙外，如雨花台地区。步入90年代，随着开发区的建立，老城区内的部分企业开始搬迁至

开发区内，老城区内的工业空间开始了更新的进程。老城外的工业企业开始由以铁路、水运为轴布局转变

①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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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重要的公路—一绕城公路为轴布局。90年代末2l世纪初，南京大多数省级以上开发区规模不断壮大，

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与主城区的互动得到不断增强。整个都市发展区范围内，形成了规模化的工业空间布

局，沿长江布局，并由重要的道路与主城连接(图34)。

通过对南京主城区内外工业用地面积数量的变化可以发现．工业用地在主城区内外有～个明显的互动

变化过程。特别是在1999年以后，主城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但都市发展区范围内的

工业用地却有非常明显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在1999年到2006之间，主城区外的工业用地有非常明显

的增长，其中一部分是新建的企业，还有一部分主要是主城区内企业搬迁至开发区的企业。

／a)80《Rz*自§都市发ⅡB范围内I业空间布局 (b)80年代南京都市发&E范囤内工业空间布局

(c)90年代目南京都市发展区范目内I业空间布局 (d)2000年之后南京都市发展医范围内I业空间布局

图3-4南京±域医内外In用地面积数量变化圈

*抖￡*+￡}根#目*责抖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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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类型差异机制

开发区与城市的功能互动主要包括产业功能的互动以及生活功能的互动。不同的城市及开发区，功能

互动的规律也不同，下文就开发区与城市的产业功能互动机制、开发区与城市的生活功能互动机制进行较

为全面的归纳与阐述。

3．3．1开发区与城市产业功能的互动机制

众所周知，企业是连接人口个体与社会的枢纽，同时亦是连接人口个体与城市、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

关键纽带。城市通过企业集聚获得集聚经济，城市规模随人口和生产企业的集中而扩大，城市内的企业因

共享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等服务而降低生产费用，从而产生集聚经济。而当城市集聚效益超过了某

一临界点成为不经济时，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城市环境恶化，生产企业和城市人口便自发地向城市边缘区、

开发区和外部迁移①。而构成城市产业功能的生产、研发、销售等功能也可以通过企业本身以及由此产生

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效果来体现。要想深入彻底地弄清城市与开发区之间的功能互动，我们就不能忽视企

业在城市和开发区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实际上，自城市产生以来，企业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来没有

停止过，而当企业在开发区集聚之后，其之间的互动更是愈演愈烈。

作为世界上城市发展最为成功的美国，其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一方面，企业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一座城市的命运，企业的发展和集聚以及开发区的形成与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另一方面，

一座城市的规模、功能和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也正愈来愈强烈地影响着企业的集聚、开发区的发展

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动。

本文中城市的产业功能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开发区的产业功能以及母城的产业功能。具体主要是指开

发区与母城的生产、销售及研发功能，它们通过开发区与母城的企业这一载体表现出来。

1)生产功能互动

企业的生产功能，是指企业具有制造某种产品的功用及能力，体现了一个企业制造产品的能力。本文

中所提出的基于企业视角的生产功能，不只是狭义上的生产制造功能，而是囊括了企业制造物质、非物质

等一系列产品在内的一个广义的概念。就开发区典型企业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这一主题来说，企业的生

产功能包括了企业自身产业的发展对母城的产业结构及整体经济的影响，也包括了企业的迁移为母城及开

发区所带来的土地及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最后也包括了企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对母城产生的影响。因此，

生产功能是一个广泛的概念，随着企业生产功能的不断增强，其对开发区及母城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它们

之间的互动影响也得到了不断的强化。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城市的发展都伴随着其企业的不断集聚增多。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早

期的一些污染大的企业就开始搬离城区，到郊区建其新的工厂区。随着城市的发展，工业企业最终几乎将

全部搬离城区，只剩下部分无污染的手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留在城区。大多数的工业企业都在城市外围的开

发区集聚，形成规模聚集效应。随着城市产业的“退二进三”，开发区的土地得到了利用，城区土地的价

值也得到了体现。工业用地搬离主城区，一方面是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土地的“退二进三”、“退工改居”

以及环境的改善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更是企业与城市政府追求利益所导致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于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互动，不仅是～个重要的纽带，更是一个直观的体

现。企业的搬迁带来了母城土地的更新、价值的提升以及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政府乃至整个南京贡献一

份经济力量，同时也为开发区产业的完善成熟、规模的发展壮大以及经济实力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产业功能互动还表现在企业的产品流通以及企业问、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

互动。在开发区有许多生产食品饮料的大型企业，它们的产品不仅销往全国以及世界各地，同时也在其生

产所在地开设各类销售店铺或者直接放置到超市进行售卖。这些企业的原材料大多是本地市场供应，然后

经过在开发区生产部门的加工生产，最终又有部分被送至其所在的城市的各类商店超市进行销售。

2)研发功能的互动

企业的研发功能，即企业研究开发的能力、功用，一般是指企业等科研单位所具备的自主创新能力。

本文中所提出的研发功能主要是指企业的研究开发产品、项目等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同时指高校所具备的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一1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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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能力，相对来说其概念较为宽泛；文中所指的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研发功能互动，主要是基于企

业的角度所展开，具体包括企业位于母城的研发部门与其位于开发区的生产部门之间的互动，也包括开发

区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合作，还包括孵化企业在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空间扩散所引起的互

动。

随着城市“退二进三”政策的实施以及老城区工业用地的更新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搬迁

至城外的开发区内，有些企业考虑到主城区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只将其生产部门迁至开发区，将其企业总

部及研发机构留在主城区。随着企业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合作日益增强，带动了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

互动。

企业不能孤立地存在，一个企业需要发展壮大，离不开与其他个体、单位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这

其中有与高校的合作，也有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

随着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产业及企业的壮大和不断入驻，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将更加频繁。“硅谷”

的崛起既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其所在的斯坦福地区在1920年时在许多人的眼里还不过是“乡村社区”。

到了1950年代，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弗雷德·特曼教授提出制度创新政，加强当地企业与斯坦福大学的技

术交流和合作，使许多500强企业纷纷在斯坦福及其附近地区建厂，同时还吸引来了大量科技人才山。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越来越快速化，信息及资讯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世界的不断平坦化带给企业的影响

不仅是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更需要具备更加先进的软硬件设施。计算机及互联网便是当前高新技术企业

乃至一般普通企业必不可少的。当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以信息、科技、计算机及网络命名的公司出现在母

城一幢幢现代办公楼里，开发区企业与城市信息企业之间的合作互动正以极快的速度加剧。

另一种基于企业的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研发功能互动则主要是孵化企业的空间扩散所引起的。高新技

术企业的空间扩散包括有形的物质空间扩散和无形的技术创新的扩散。首先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扩张，将资

金物流扩散到有潜力市场的区域，属于物质的扩散；然后将先进的技术力量引入这些区域，属于技术创新

的扩散。

综上所述，开发区与城市产业功能互动主要分为生产功能和研发功能互动两个方面。其中生产功能的

互动主要包括开发区对母城的经济贡献及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企业迁移的开发区与母城土地价值提升及环

境效益改善，基于企业产品流线及公司部门合作的互动以及基于企业产品销售及供给的互动等四个方面；

研发功能的互动主要包括企业研发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互动，开发区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

以及孵化企业在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空间扩散所引起的互动等三个方面(图3．5)。

图3-5母城与开发区产业功能互动路径

3．3．2开发区与城市生活功能的互动机制

在开发区出现之前，城市居民大多都在母城内就业与居住，因此就业地与居住地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近，

通勤时间相对较短，上下班时期的人流、车流对于交通的压力较小。随着城市土地的“退二进三”以及企

业的“寻租”行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母城搬迁至城市外围的开发区内，由此带来的便是大量就业岗

∞王红霞．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制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路径探究I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一l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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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外迁。由于搬迁企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大型企业，包括一些原国有企业，自然存在着大量职工的就业地

点随着企业的迁移而搬至郊区的开发区内。而这些职工大多数均居住在母城内，很少在开发区周边购置新

的居所，于是就出现了由城市职住分离现象所带动的开发区与城市的生活功能的紧密互动。与此同时，职

住分离现象还给母城与开发区之间的交通带来了重大的压力。每到上下班高峰时期，母城与开发区的主要

交通干道上便充斥着大量由职住分离现象所带来的交通流，极大增加了城市交通负荷。

因此，开发区与城市生活功能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两地就业及居住人口之间的互动，以及两者之间交通

的联系程度。早在《英格兰城市控制》调查总结报告中，霍尔(1974)在其提出的“战后规划体系产生的

三大效果”就提及H郊区化”这一效果。他认为“郊区化”是指家居地与工作地愈来愈分离，使得上下

班的路途更漫长(即拥挤的“上下班交通”)∞(图3-6)。

图3-6母城与开发区生活功能互动路径

开发区与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仅与外部之间进行着复杂的互动交流，其内部开发区与母城之

间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互动。尽管生活功能的互动是由生产功能的互动所衍生的，是产业功能的“副产品”，

但仍是其中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生活功能互动，折射出来的不仅是其间人流、车

流等的互动，更反应了城市及开发区人职住空间分离现象以及通勤问题。

3．4小结

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外迁以及城市新区的发展建设而不

断演进变化的。企业是连接人口个体与社会的枢纽，同时亦是连接人口个体与城市、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

关键纽带。在这样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产业、生活功能的互动主要通过企业以及

企业职工得到了不断的增强。产业功能的互动是开发区与母城功能互动的核心，生活功能的互动则是产业

功能互动的拓展，是产业功能互动的“副产品”，开发区产业功能的互动带动了其生活功能的互动。同时，

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对开发区与母城之间功能互动的演进规律及互动机制进行剖析，对于具体

分析南京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为下文通过实际案例剖析南京开发区

与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M】．李白玉，陈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0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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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开发区与城市的产业功能互动

开发区与城市之问的互动是随着各自发展规模的不断壮大、设施不断完善等过程中不断加强的-既有

功能上的互动。也有空间等其他方面的互动。而开发区与城市的功能互动中又存在着产业功能、生活功能

包括交通功能等多方面的互动过程。要深入剖析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就必须对其间的产业、生

活包括交通在内的不同功能的互动进行逐个剖析，深入挖掘其间互动的程度。

不同类型的开发区，由于构成其的企业主体及产业类型存在着相对较大的差异，因此与主城的功能互

动存在着不同的互动特征。本章将以企业本身作为视角爰切^点。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南京高新技术技术

产业开靛区和扛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产业功能互动进行深八剖析，力图通过案倒的分析，更深

一步的探折其间的互动程度及类型。

4．1南京城市发展概况

自开发区成立至今．南京城市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从国4-1可以看出南京自80年代初至今不同时

期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过程。可以清晰的看出从80年代以老城区发展为主到90年代跳出主城南北向发展

到如今老城新城及开发区的全面铺开。这之间报大程度上是由于老城外企业的集聚、开发区的发展壮大所

带来的城市扩张。与此同时，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互动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

(a)80年代南京城市建成用≈m模 (∞90年代南京城市建成用地规模 (c)女前南京#$《成月m规#

目4一i自京T目时期建设月地规模演变

哥料束*：南京￡学斑十规到设计研究％．东南太学城市规划设计研克R 2008扛宁E城}巍导规划恳报告(革)，2009

随着1988年南京第一个开发区的建立，到后来的开发区清理整顿．一直到当下主城外四大国家级开

发区各据四方、省级开发区迅速壮大，建成区面积不断增加。本文选取南京高新区与江宁开发区这两种粪

型开发区进行对比研究．从企业的角度剖析他们与主城之间的各种功能互动，揭示不同类型的开发区与主

城功能互动的不同模式。由于这两个开发区建立时间都较早，发展都较为成熟，并且产业门类也较为多样．

都有规模企业八驻，同时与主城之间的空间距离也较为相近．对它们与主城之间的互动进行的研究更具可

比性。

4．2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城市的产业功能互动

江宁从东南西三面环抱南京主城，2000年12月撤县设区，是南京市”三大新市区”之一，一个典型

的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地区．区域面积1573平方公里，辖9个街道，常住^口95 2万人，流动人口5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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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2006年3月，江宁区进行新一轮的行政区划调整，由原来的20个街镇调整为9个街镇。本文中所

指的江宁经济开发区，是指基于江宁开发区所发展起来的东山街道及三个园区的一个整体，它是一个空间

上连续的城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产业空间。经过多年的发展，它已经县各了新

城区的综台功能．这个三面环抱南京主城的新城区．在近lO年时间内，以一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崛起在主

城的南部。随着江宁城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开发区产业的升级咀及企业实力的增强．其与主城之问的各种

功能互动愈加明显(图4—2)。

田4-2江宁开发区三圃区分布围

至2007年底，江宁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106个区(县市)中跻身前十强。200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334亿元，名列全省第9位，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地均GDP约为2．378亿元／平方公里．工业地均

地区生产总值为2．62亿元／平方公里：实现使用外资5．5亿美元，名列全省第7位；财政总收入111亿元，

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5亿元．列全省第6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0亿元，工业投入连续两年居全

省前两位。全区城市化率已达705以上。2007年江宁区工业企业472个，其中，轻工业160个，重工业312

个，分别占33 996、66．1％；全区工业总产值546．1亿元(图‘3)。

口镕一P__kGOP■*一F业c叶口镕!Pd¨DP

围4-3江宁区!产结梅变化

贵料柬a：南京^学城市规自l设计研宽％．来南^学城市规Ⅻ设计研究＆20014宁E城，统筹规Ⅻ总报告(单)，200B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建设，扛宁与主城区之间已经建成有5条主要公路、1条改建的一缎公路以及1条

新建的高速公路．其余的城市道路更有多条，便江宁与主城之间的交通联系愈加紧密，为其问的功能互动

提供了硬件方面的支持。

总体来说，随着近几年江宁开发区的发展建设，工业化不断推动城市化，江宁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农

业县城．也不是那个只有大片工业甩地的产业空间．而是南京三个新市区中功能最综合的城区，是南京规

模擐大的一座新城。它与主城之间的联系正由于其自身的蓬勃发展而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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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典型企业选取

本文主要以企业作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企业来审视当下开发区与主城之间的功能互动。因此，开发

区企业选取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将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环。本文对典型企业的选取主要是基于开发区自身产

业的发展。由于主导产业是开发区最主要的产业构成，主导产业中的典型企业更能代表开发区其他企业。

因此，对开发区的主导产业进行分析，并罗列各主导产业的典型企业，选择其中部分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将具有更强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江宁开发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七大主导产业，下文将对这七大产业及其典型企业作较为简

要的分析。

1)电子信息产业

该产业是江宁区规模最大、产品链较为完善的产业。2006年电子信息类规模企业54家，实现销售收

入249．9亿元，占全区工业经济总量40％。销售收入超50亿元的2家企业都是电子信息类企业，他们是爱

立信熊猫通信、华宝通讯。

2)汽车制造和零部件产业

依托南京良好的汽车产业基础，江宁开发区以建设汽车城为载体，汇聚了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汽车

产业已初具规模，并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成为南京市汽车产业的重要一极。目前，开

发园区各类汽车年产量达18万辆，预计2010年将达到60—70万辆，同时还将引进大量汽车配套企业。

届时，江宁开发园区将形成中国规模较大的汽车及配套产业集群。

3)光电设备产业

开发区在“十一五”期间的工作重点为“强化研发平台建设，扩大二次设备优势，拓展设计成套领域”，

加快推进南瑞继保研发中心、大陆科技电站在线监测装置、国电南自试验中心等产业链项目11个，合计

投资12亿元。

4)新能源产业

光伏产业是江宁开发区的新兴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其中位于开发区佛城以南、水阁路以西的南京

中电光伏科技公司，其研制成功世界上最高效率的硅太阳能电池，其光电转换率高达24．7％。随着中电光

伏在美国纳斯达克的成功上市及中电太阳能研究院的成立，一个光伏产业基地正在江宁开发区初具规模。

5)软件研发产业

开发区2007年新增软件企业30家，其中双软企业6家，涉软企业累计已达141家，其中双软企业50

家，软件产业可实现销售收入80亿元，同比增长33．3％。

6)现代物流产业

截止2008年初，江宁区共有物流企业68家，已经建成47家，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达到1．85亿元，

其中，超10亿元的项目就有3个。随着一批大型物流项目的落户和建设，物流业逐渐成为江宁现代服务

业的一支霞要力量。

7)航空产业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坐落于江宁区，他立足苏皖，辐射华东，瞄准长三角连接中西部地区的桥梁、华东

地区主要货运机场和货运口岸，是远程航线衔接国家快速铁路网的枢纽点。南京空港地区实现错位发展，

发展轻型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等通用航空研发与制造是一种较为适宜的选择。

江宁开发区主导产业典型企业如表4-l。

表4-1 江宁开发区主导产业典型企业一览

企业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情况 投资规模 优势产品 产业类型

菲尼克斯 144．8亩 已建成 8000万人民币 现场总线、PC-Based等 信息产业

爱立信熊猫 105．2亩 已建成 | 数字移动通信系统等 信息产业

伟创力 { 已建成 1500万美元 世界级电子产品 信息产业

统宝光电 1522亩 一期建成 9500万美元 低温多晶硅TFT LCD面板 信息产业

华宝通讯 248亩 已建成 2950万美元 PDA和GSM、CDMA、GPRS手 信息产业

机电池模块、其它相关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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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轻卡 1102亩 已建成 20亿元 跃进系列轻型载货汽车等 汽车制造、零部件

南亚自动车 960亩 已建成 30亿元 菲亚特·派力奥车型 汽车制造、零部件

长安马自达汽车 约1935亩 已建成 38．4亿 福特、马自达系列轿车 汽车制造、零部件

长安马自达发动机 435宙 已建成 13920万美元 福特、马自达系列发动机 汽车制造、零部件

塔塔汽车零部件系统 39亩 在建 1100万美元 汽车内饰系统注塑成型件 汽车制造、零部件

南瑞继保 16．7亩及85．6亩 已建成 2亿元 电力系统保护、控制体系 光电设备产业

国电南自 145亩 已建成 3亿元 输变电保护及自动化系统 光电设备产业

国电南思 30亩 已建成 f NS系列产品 光电设备产业

北方信息 600余亩 已建成 | NM801智能仓储系统等 光电设备产业

大陆中电 43．2亩 已建成 | 电站测控、电力环保 光电设备产业

南京中电光伏科技 80亩 三期建设 18510万美元 硅太阳能电池 新能源产业

中兴软件园 1000亩 未建 30亿元 3G、D-SCDMA无线网产品等 软件研发产业

江苏软件园吉山基地 6平方公里 已建成 250亿 面向中小型软件与研发企 软件研发产业

业的“创意街区”

西门子软件与系统工程 5l亩 已建成 1000万美元 面向本地客户和市场的产 软件研发产业

品、系统和解决方案开发

摩托罗拉南京软件中心 33亩 已建成 1000万美元 手机、通讯软件等 软件研发产业

南京农副产品配送中心 3000亩 在建 30亿元 农副产品加工一体化 现代物流产业

中邮航空速递集散中心 1200亩 在建 13．9亿元 全国性速递邮件集散中心 现代物流产业

滨江码头 653亩 在建 2．83亿元 长江南岸重大产品集散地 现代物流产业

日捆物流 60亩 在建 1345万美元 仓储运输、捆包及汽车物流 现代物流产业

普洛斯物流 397亩 在建 8000万美元 工业及物流仓储设施开发 现代物流产业

金城机电液压研究中心 430亩 未建 5亿 航空液压机电设备 航空产业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1000亩 已建成 40亿 小型飞机发动机 航空产业

深圳航空江苏分公司 { } 40亿 f 航空产业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开发区相关资料整理．

考虑到主导产业中部分企业的建成情况、调研可行性以及相关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仅选取其中部分

企业作为典型研究对象。同时，由于江宁开发区内产业门类较为多样，考虑到企业对象的代表性及典型性，

本文另选取晨光集团、雪花啤酒集团(知名度及企业规模)作为其他两个典型企业。综上所述，本文选取

熊猫集团、南京跃进有限公司、北方信息集团、晨光集团、雪花啤酒以及金城集团等6家典型企业作为研

究对象，以剖析江宁开发区与主城之间的产业功能互动。

4．2．2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典型企业与母城的生产功能互动

下文就前文所选取的6家典型企业的部分企业作为对象，分析其生产功能的各方面对于开发区及母城

的影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互动。

I)经济贡献及产业结构调整

近几年，随着江宁开发区的不断发展，其对主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面上，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带动了南京城市的空间增长与城市空间演变，而其内在的根本性动力来自于江

宁开发区与南京主城间以经济活动(企业)为载体的相互推动力。这些潜在的推动力不仅对江宁开发区的

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作为母城的南京市的产业经济也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江宁开发区对南京整

体经济的推动可以从全市各区GDP构成上反映出来∞(图4．4)。

@由于江宁开发区各项经济指标在江宁区整体指标中均为主体、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因此本文认为江宁区对南京的经济贡

献基本反应了江宁开发区对南京的经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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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k习b猁离
目4-4 2007年南京*医．§±产e自(4位：亿R)

奇料来#笔者根据南京统计年荽2008相关IE据蹬制

同时，江宁开发区在南京的地位可以从地区工业总产值、规模企业利税总额、利用外资咀及财政总收

入的比倒得到反映。2007年，江宁开发区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南京市总量的13 2％，位居南京各区之首：规

模企业的利税总额占南京总量的比例也达到了10．4％，工业投资及财政收入的比例均超过了25％。由此可

以看出江宁开艟区对于整个南京经济的巨大推动(表4-2)。
裹4-2江宁区韩分经济指标在南京总■中的比例

Ⅱ宁 南京 比倒

地EIn生产总值(亿元) 2】2．5 1605 0 13 2％

I‘k投瓷【亿元) 240 5 930 6 25 8％

规模咀上企业利税总额(亿元)

宴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财政总收^(亿元)

费科来Ⅻ：根据4宁n"年鉴2008相*微播绘制

再分析一下扭宁开发区内重点企业的经济数据便可发现，开发区内主导产业的典型企业对于其所在产

业的发展与推动作用是重大的。这一点不仅能从其企业的规模看出．同时也可以在其工业总产值及销售产

值占开发区该产业工业总产值及销售总值比例中看到(表4-3、44)。同时，江宁开发区纳税额1000万以

上的5l家企业占开发区全年工商税收的61％，这也可以看出企业对于开拄区的经济推动

表4呻2006年江宁*发区典型企业占其所在产业I业甚产值tt倒

赉料来4：根据4宁‰计卑茔2007#宁年荽2007相*＆#培M

寰4-4 2000年Ⅱ宁开发区典型企业占其所在产业销售值比倒

责料采Ⅻ根据4宁纯"年鉴2007-江宁年鉴2007目*敷*耸w

从江宁开发区工业利润百强企业、工业同定资产规模百强企业、工业利税百强企业、销售收入百强企

业、工业产值百强企业的排名名单中，可以发现，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航空及光电设各产业几乎占

据了百强榜的七成。而在这其中．笔者所选取的典型企业大多均出现在百强榜单之中。这也从侧面反应典

型企业在其所在产业以及江宁开发区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表4-5)。
寰4-5 2007年江宁开发医备产业中工业利税百强企业数量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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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采4：江宁境计年荽2608，笔}茔理

因此，企业的发展壮大不仅对江宁开发区经济及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更对南京整体经济的

提升以厦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土地价值及环境效益影响

南京的近代工业企业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在城区出现，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政府的相

关政策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大量的工业企业开始搬离主城区到郊区的开发区内，形成了4个国家级开发

区以及多个省级开发区．南京主城r,Jld目地正式拉开更新改造的帷幕。因此．企业搬迁所导致的城区工业

用地的更新改遣．不仅增强了开发区与母城间的互动联系。更为企业及政府带来可观的效益回报(图t5)。

挺鬣 蠹雾。 ．j搭
，

．域

．t：叠爹：

。熬萨’ }tlrI‘。’ }=一、
．_

：≯j。o协
，；。{‘拶‘ ／! ”- 。蒜拳警 。誊争矽。’’ j}·

(a)1 949—1 97日 (b)1 978 (c)’990 (d】如00 (d)2007

圉4-5南京各m段±城In用地的＆展演m

责抖皋#：笔青根*各阶段南京月地现*田培州自成

下文就当下江宁开发区内典型企业在搬迁至开发区后所引发的各种效应，如开发区的发展壮大、城市

土地价值的升值体现以盈环境教益的政善进行具体的削析．以期能反应城市与开发区之间产业功能互动的

现状。

总部位于西安门的金城集团公司，前身是1949年建国后成立的金城机械厂，最初从事飞机综合修理．

1979年踏上了军转民之路．首辆金城摩托车诞生，。2000年开始进入三产领域发展。金城集团在江宁开发

区主要有两个厂址．其一是作为南京机电液压研究中心(简称“南京中心”)，主要作为航天液压等技术的

研发及产品生产。“南京中心”于2005年建成，金城集团在这片400多亩的土地上不仅接收了从主城搬迁

过来的部分生产线，并扩大了原先的生产规模。其二为坐落于南京绕城公路周边的高桥门厂区。与主城之

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此厂区的面积仅3_4公顷，主要为摩托车零部件的铸造生产(囤4-6、4．7、4{)-

圉4-6盒城高桥nr区匦位 目4—7 2城“南§÷o区位 圈4一自主#集目月址

两个厂区在搬迁之前。均为农田，并未被作为工业甩地使用过。金城集团的进驻不仅为江宁开发区提

供了大量的税收收入，也带来了周边产业的发展．为形成摩托产业集群奠定一定的基础。同时，厂区的建

埔京市坑计凤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林50锕Ⅷ鬯掣京市统计局’2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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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带来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该地段交通的改善“及周边上地的升值都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图4-9)。

(a)盒蟪地块2001年±地#质 (b)盒城地块2005年土地性质 (c)盒城地块现状±№性质

目4一t1金城地块典型年份甩地性质

赉抖采a：笔者根据m艘■研厦访谈％^培“

从图4-ll中可以明显看出近年来金城集团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要属瑞金路。

瑞金路位于金城旧厂区南，于八十年代自发形成。在此之前，路北为金城机械厂工业用地，路南为金城机

械厂职工生活区，两片土地均为金城所有。起初瑞金路两侧几乎没有商贸服务业用地。80年代由于政府的

舟八．购买了路南的生活区土地，并将其改建为门面房、学校等服务性质用地。为了充分利用具有升值潜

力的上地．金城企业随后将路北改建为企业的产品展示、维修等三产用地，丰富了接条街道的业态．同时

也使整个地段的商业氟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可咀说，金城大部分工业用地的搬迁导致了位于母城的老厂区以厦整个周边地段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转

变。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金城老厂区土地价值的不断提升．导致了企业与政府做出了搬

迁企业工业生产部门的决定，从而也使金城集团能在江宁开发区内能蟛发展地更好．这本身就是开发区与

主城之间的功能互动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一个企业非常直观的得到体现。在金城生产部门搬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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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其老厂区由于空间的局促以及土地的有限，无法发展三产．也无法出租任何土地给第三方。与此同时．

当前金城集团位于江宁开发区内土地的价值在金城^驻之前也没能得到体现，当然它对江宁周边地段也无

法产生任何影响。一经搬迁，不仅企业方得到了可观的收入，其产业的多元化之路也能得以实施，同时各

厂区对其所在地段周边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渐进的、可持续的。这也正是一个企业所体现的开

发区与母城之问产业功能互动的一个方面。

围4-]2金城集团r区的空间迁移 固4-13晨光集匝在江宁的r区区位

航天晨光集团也是一个从母城搬迁至开发区的企业典型。晨光集团的前身即金陵制造局，是南京近代

最早的一批工业企业．现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所属综合大型机械制造集团公司，不仅从事军工生产，

同时积极从事民用机电设备产品的开发。

晨光集团在扛宁开发区内主要为两个厂区。其一为晨光机械厂(图4-12)．主要从事民用产品的生产

与开发，位于将军大遒与吉印大道交叉口的北侧；其二为航天晨光厂，主要从事军工产品生产研发，位于

天元路北侧、百家湖末侧地段，更靠近东山市中心(图4一13)。两个厂区均为20C0年后晨光集团为了配台

政府的“退二进三”政策，同时处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从中华门地段的老厂区搬迁至开发区内。无疑．晨

光集团的入驻，为开发区航空产业实力的提升以及企业周围地段经济效益的提高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而位于中华门地段的晨光老厂区则成为当下被南京人经常提及的地方---1e65园区(图4-14)。该园
区内原为晨光厂的生产基地。其与西部的三产服务区以及南部的生产区同为晨光厂的生产区。如今，原三

产服务区仍然作为食堂、宾馆等继续运作，南部厂区仍然为生产基地(保留高端科技研发型航空生产线)，

只有1865团区所在的区域被作为老建筑的保留区．改造为科技文化产业园(图4-15)。

圈4-14晨光集目老r区空问布目 目4-1 5晨光皇目生产部门空问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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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老厂区在改造前均为工业用地．如夸随着部分生产部门搬迁至开发区．原来的这揶分土地被开发

为都市产业园。同时．规划将园区北侧沿寨淮河地段打造成休闲餐饮区，相信该项目的建成对于该地段商

业娱乐氛围的提升．对周边老百姓生括品质的提高十分显著(图4-16)。

目4-I 6{≈l目Ⅸ女月##白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对于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纽带，更是一个直观

的体现。企业的搬迁带来了母城士地的更新、价值的提升以及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政府乃至整个南京的

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为开发区产业的完善成熟、规模的发展壮大以及经济实力的提高都具有重

要的作用。因此，透过企业这一规角．窥视开发区与主城之问产业功能互动的一斑一点。能够形象而直观

的理解这一互动的过程。

3)基于产品流线及公司合作的互动

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产业功能互动还表现在企业的产品流遁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各部门之

间的互动．下面以金域集团的产品及部门之间的互动来分析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此种产业功能互动a

金城集团在早期主要是从事航空工业的军工企业，直至夸日尽管他仍然保留这一核心研发生产部门，

但今日被人们所熟知的金城集团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军事性、与外界相对闭塞的企业，而是在街道上随处可

见的金城摩托车的制造。细数下金城集团主要的产品，大多已是摩托车、电动车以及其霉部件．每天，金

城集团会制造大量的摩托、电动车远锖到全田乃至世界各地，金城的品牌效应正日益提升。本文无需揭示

金城如何生产制造摩托，电动车，而是要分析如此多的摩托构件是否是在同一个生产基地里制造出来的。

经笔者调研，金城集团现有五个厂区，其中总部西安门厂区主要是进行摩托车发动机的研发与生产，

这是摩托车最核心的技术部门，至夸仍未搬出母城。据金城集团相关部门领导透露，摩托发动机的研发是

企业最核心的技术，保密性十分重要．因此研发部门一直留在主城内，但发动机的生产部门由于整千城市

工业用地更新的态势．最终必然将搬离母城到近郊的开发区内。江宁开发区金城“南京中心”则主要是摩

托车造型及其他配件的研发与生产，摩托车的造型主要是由“南京中心”进行设计研发，但“南京中心”

的生产部门只生产摩托车部分配件，其他配件由位于江宁湖墅街道的生产部门，高桥门的生产部门及位于

南京浦口高新区的生产部门进行铸造、生产。五个厂区的生产部门集合起来最终形成一条完整的摩托车生

产流水线．同时还包括了发动机及其他零部件的研发、设计。于是便产生了摩托车发动机及配件往返于各

生产部门之间的现象。

金城不同的生产研发部门位于城市不同的区位。西安门总部首先是进行发动机的研发以及生产，然后

将发动机直接运送到江宁“南京中心”进行加护及配件安装．形成—个完整的发动机产品．高桥门厂区主

要负责摩托车车身零部件的铸造．其成本也将被运送到“南京中心”．而浦口高新区的部门制造的霉部件

则被直接运送到湖墅街道的“摩托城1而其他所有摩托车的霉部件、半成品也将被运送到湖墅生产部门

进行组装，形成成品．最后这些成品摩托车再由位于瑞金路的销售部门根据各地市场进行产品配送，当然

有部分也被运送到了南京的各个金城摩托专卖店，最终销售到市民手中(图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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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料来8：笔者根据调研度相关责料绘制

金城集团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也较为频繁．最典型的是与台湾大涧发集团以及连邦信息公司之间的

台作。最初金城集团为发展三产，将部分生产部门搬迁至开发区，然后创办了金润发超市，即现在位于瑞

金路与龙蟠路交叉口位置的仓储式超市。它的建成不仅方便了周边的市民．也带动了该地段的商业氟围。

台湾大润发集团利用此契机，与盘城集团簦订合作协议．得到金润发超市的品牌使用权以及经营权。如夸，

金润发超市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城市均有其驻足的身影。尽管原奉准备入驻江宁的金润发超市由于种种原

因一直被搁置，但毫无疑问．南京分布各地的金润发超市之间的产品流通正加剧着各区之间的互动联系．

相信随着江宁金润发超市今后的建成，开发区与母城之问的互动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与体现(图4-18)。

同时，经笔者与金城相关领导进行的访诫以及相关阿络查询得知．金城集团的官方网页由扛苏连邦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制作。这个坐落在南京珠江路280号珠江大厦内的公司正如同这栋楼里其他大多数计算机

信息公司一样，帮助一些大型企事业单位制作官方网页并负责后期的维护及技术支持，这将在下一节中进

行熏点阐述。据笔者调研，金城江宁厂区的所有计算机及网络维护都是由连邦公司负责。像这种开发区的

企业与主城区内的企业相互台作的现象在南京还有很多，这正反应了随着开发区许多大型企业发展的逐步

数字化、高科技化，他们与母城一些小型计算机网络技术公司之闻的合作正愈加频繁．这同时也加强了开

发区与母墟之间的经济与信息功能互动，而这一互动过程亦正是通过企业这一载体而得到体现(图4-19)。

图4-1 8瑞金路盒润鞋超市 d一19#a镕Ⅸ江太厦《#o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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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销售及供给

开发区内有许多生产食品饮料的大型企业，它们的产品不仅销往全国以及世界各地，同时也在其生产

所在地开设各类销售店铺或者直接放置到超市进行售卖。特别是酒水饮料类产品，由于其对新鲜度的高要

求，注定其将本地市场作为最重要的销售场所。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即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雪花啤酒公司从一个很少被人提起的单一工厂发展成为行业的知名企业，用了十年的时间。2006年，

华润雪花啤酒在中国创造了全国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在江苏区域的业务发展也保持了50％以上的增长速

度，实现利润2600万元、纳税1．2亿元，产销量为江苏省内同行业第一。在众多区域市场中，南京市场的

增长尤其引入注目，2006年南京市场销量较上年相比增长90％。2007年，华润雪花啤酒(南京)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在江宁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9000万美元，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它是一个区域性的生产

基地，但南京本地市场将是其最重要的一个战场。

华润雪花南京公司总投资达7亿元人民币，拥有4条全自动灌装线，一期设计产能达40万吨，建成

后将成为长三角地区一次性投产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啤酒生产基地。同时，每年可为江宁开发区以及

南京地区创造数千万元利税。自今年1月以来，销售收入已经达到4600万元。除了经济方面的贡献外，

其在母城内开设的销售点更是联结成网，最主要的销售点位于南京市湖南路商业圈内的江苏大厦内。这种

“前店后厂”式的互动方式在江宁开发区乃至南京其他开发区都较为多见，如旺旺集团、百事可乐、卫岗

乳业等公司。它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贡献，更体现了原材料供给和成品销售引起的开发区与母城之间

互动的增强。

4．2．3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典型企业与母城的研发功能互动

近几年，江宁开发区的产业正往研发型、技术型、知识型方向发展，并不断壮大成熟。2006年全年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170家，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60亿元，实现利税58亿元。江

宁开发区的科研力量正在不断增强，为全区以及南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及企业竞争力。

特别是以熊猫爱立信、华宝通讯、英华达科等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产业，2006年成为全区的第一大产业，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及研发实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开发项目接近国际领先的水平。而其他如汽车产业、

生物医药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也为开发区的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007年，江宁开发区有科技人员15953人，占总就业人数的3．76％，相对于前几年来说有了一定程度

的提高，但幅度不大。因此，尽管其与南京高新区的人员构成类似，由企业管理人员、职工及科研机构人

员组成，但其科研人员及实力与高新区均存在一定的差距(表4—6)· 舞：、

表4-6江宁区科技实力变化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科技人员 1501I 15173 15529 15953

总就业人数 403557 409778 416556 423886

比例 3．72％ 3．70％ 3．73$ 3．76％

资料来源：江宁统计年鉴2005--2008．

根据笔者在江宁开发区发放的问卷统计结果可知，江宁开发区企业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职工占所

有职工的比例大约在30％左右，有部分企业相对较高，如南瑞继保公司拥有职工600人，其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职工占85％，其中硕士生占将近30％。

本文认为，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研发功能的互动可以通过企业这一视角，通过企业内研发与生产部门之

间、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以及孵化企业的空间扩散得到体现。

1)开发区生产部门与母城总部研发部门的互动

随着南京主城“退二进三”政策的实施以及老城区工业用地更新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搬

迁至城外的开发区内，有些企业完全搬离了主城区，而有些企业只将其生产部门迁至开发区，将其企业总

部及研发机构留在主城区。例如，金城集团即只将其部分生产部门搬迁至开发区，而其行政管理及研发部

门仍留在母城西安门厂区。再如航天晨光集团，其老厂区位于老城中华门地段，由于城市的扩张，原本位

于城市边缘地段的土地不断升值，因此公司决定将部分生产基地搬迁至开发区，而将原址改造成都市工业

园区，(图4-20)不仅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回报，1865园区也为晨光集团树立了一个对外宣传与展示的平台，

一3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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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其在市民心中的知名度。而像北方信息产业集团那样将原厂区所在地段土地完全拍卖，公司各部门

全部搬迁至江宁开发区的企业也不在少数(图4—21k本文中所提到的开发区生产与研发部门之间的功能

互动主要是基于研笈部门仍留在母城，而生产部门搬迁至开发区这一情况。

目4—20《№1 865目B自∞*”o目 目4—21 ni口B《目Ⅲn

据笔者对金城集团总部相关领导的访谈内容获知。金城集团最核心的生产及研发部门仍位于西安门厂

区，尚未搬迁。今后，将会有部分高端的生产部门由于用地的原因陆续搬迁至开发区，但其研发部门将。驻

守”主城内。究其原因，主要是困为主城内资讯的高度密集化以厦交通等设施的便利度。同时，留在主城

内的研发部门更方便与其他相关企业进行沟通与合作。随着金城大厦的落成，金城集团的研发部门将陆续

搬进这座现代化的大楼，指挥着分散于各地的生产部门．进行技术指导及辅助。金城集团配有专门的技术

咨询车辆．方便总部技术人员前往生产基地进行紧急指导，而同时，每天均会有部分研发人员前往生产部

门进行相关技术的辅导。每当技术部门的新产品设计问世，便会进到生产部门进行产品实体的制造，而成

品完成以后也会同时进回总部进行进一步的检测研究。于是，这种开发区与主城之间科研与生产部门的研

发功能的互动．通过金城集团这种直观的技术、产品交流得到了直观的体现。企业的这种行为随着近几年

城市工业用地更新步伐的加剧而盎加频繁。但是，由于从主城搬迁至开发区的大型企业将研发部门设置在

主城区的相对较少，仅晨光集团、熊猫集团、南汽集团等部分大型企业存在如此的互动现象，因此，江宁

开发区企业与主城之间此方面研发功能的互动相对生产功能来说更弱一些(图4_22、4-23)。

图4”№猫肇自碰发与生产部n∞i自 目4—23南汽集目研＆与±F部n∞i∞

2)开发区企业与高校合作

江宁开发区内共有15所高校，其中大多位于扛宁东部的大学城内。大学城拥有部属高校3所。省属

—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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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5所、市属高校3所，分布较为集中，形成一个较为集聚的大学集中区及资源共享区。在江宁区政府

的干预下，开发区与南京的13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与4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

稳定的合作关系。区政府聘请24位知名专家作为技术顾问，以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全区150家规模企业

与国内6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300多位专家参与了企业的产品开发、难题公关和

成果转化工作(图4．24、表4．7)。

图4-24开发区与母城之间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互动

这些企业以高校的一个系、一个学科或一个科研院所作为技术支撑，在科技成果转化、科研设备共享、

人才流动方面形成协作关系，并建立以技术资本为纽带的股权关系，使企业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许

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具有国际竞争力。

表4-7江宁高校基本情况一览

序号 校名 占地面积(公顷) 总招生规模(人) 总建筑面积(万平米)

l 中国药科大学 137 20000 61

2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53 20000 45

幸

3 金陵协和神学院 14 1000 4
‘

4 南京医科大学 93 13000 35

5 南京工程学院 119 30000 60

6 江苏经贸学院 5l 30000 14

7 江苏海事学院 73 12000 24

8 南京交通学院 56 10000 24

9 南京晓庄学院 80 11000 32

lO 金陵科技学院 8l 15000 45

11 金陵旅游管理干部学院 26．7 6000 15

1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52 20000 16

13 河海大学 66 18000 25

14 东南大学 247 35000 llO

15 正德学院 17 7000 15

资料来源：2008江宁科学园招商手册．
’

由于如今随着高校在主城区内发展空间的受限，越来越多的学科部门搬迁到开发区内，如东南大学的

绝大多数本科生以及大部分研究生都已搬迁到江宁开发区的九龙湖校区内。因此，江宁企业大多情况下都

是与本地的高校之间进行科研合作，而与主城区的高校之间的合作则相对较少。如江宁开发区中航第二集

团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发合作的航空电源配电系统技术，与其他多所高校共同研发合作的用于航天、国

防、航空、电子、化工、机械、轻纺、环保、医药卫生、家用电器等领域的纳米材料以及航天晨光集团与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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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之间的合作都反应了江宁高校与其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与互动。而相反，企业与主城区的高校之同的

合作现象并非如此显著。江宁开发区企业与主城区高校的研发功能的互动并没有企业研发与生产部门之间

那般强烈(图4-25)。

目4—25南航；部H△Ⅱ2目的§∞台作 目‘一26#★i＆#结#规Ⅻj口i

量抖采簿：末女i斑善规划方泰与筹建进展；【报PPT

但这并不是说江宁开发区内的企业与主城区的研发功能互动不存在，倒如开发区内的企业与主城区的

科研机构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只是相对其他开发区来说，由于江宁拥有众多优秀高校的入驻，其与

主城之间的科研互动有所削弱。

另一种体现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研发功能互动现象的便是高校的产业化所带来的互动。例如东大“无

线谷”——南京通信技术国家实验室项日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目前该项目已经获得教育部批准，井

获得了1亿元的资金支持。，项目的选址也基本已经敲定，最终确定在江宁开发区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的

南侧地块。该地块面积约500亩，2008年10月开工建设，一期建设投入不少于6亿元。项目特别重视高

校与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所以特别设立了“企业联合研究中心”以及“跨高校联合研究中心”

(图4-26)。因此，随着该项目的落成，相信东大车校区与无线谷之间的科研交流与合作、母城高校与开

发区的国家实验宣以及企业之间的研发功能的互动也将愈加增强。

总体上来说，江宁开发区周边拥有多所高控，是南京市将经济与科教资源有效整合的实践之一。随着

在政府部门优惠政策的干预下，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业企业八驻开发区．为开发区各高校提供了

科研、实习基地。同时，高校为企业提供了高科技人才和尖端的科研成果，使得投资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化．

科研设备共享、人才亩!【动等环节占有优势，因而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项目的研

发与生产。因此，就江宁开发区而言，其企业与开发区高校之间的互动相比与母城高檀之间的互动更加频

繁紧密一些。

3)开发区企业与其伯信息科技公司的台作

南京珠扛路科技街位于南京市中心玄武区内，是南京科技人才、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最为集

中的区域，成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组成部分和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子电脑产品集散地，享有“北有

中关村。南有珠江路”的美誉。走进珠扛路任意一座商务办公楼，在其太厅便可看见整栋楼进驻企业的基

本情况。其中，超过一半的企业都是与信息、科技及计算机网络相关的企业，它们不是为其他大型公司做

阿络架设与维护，就是为其他公司搭载大型的服务器构架．或者就直接作为咨询公司，而这些与信息公司

台作的企业有大量位于城郊的开发区内。

由于珠江路网络信息技术企业的密集性、典塑性厦代表性，本文将以珠江路楼宇内的lT为例，简要

分析一下其与江宁开发区内企业的互动合作。纵观珠江路科技街上各楼宇内汇集的大量公司企业，可以看

出珠江大厦与其他办公楼宇一样，主要以lT业为主(图4-27)。其中位于珠江大厦9楼的江苏连邦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午．是较为典型的与开发区企业合作的IT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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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邦公司在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分公司已经遍布全国170座城市，主要从事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销售和技术服务工作，被誉为中国软件及IT产品流通的主渠道。在连邦公司新的五年计划中，其目标是

“加强面向企事业单位的信息技术应用解决方案，加强面向企事业和个人的信息技术服务工作””。江苏连

邦公司现办公地点为南京珠江路珠江大厦9楼，其主要由网络安全教育部、网络安全事业部、企业客户部、

企业事业部、行业客户部、医疗行业及中小企业部、政府事业部一部、政府事业部二部、渠道部以及专卖

店等十个部门构成。从公司的部门构成可以直观的看出其对与企业、政府部门合作的重视程度。

通过分析连邦公司吾部门与开发区企业之间的合作，可以看出开发区企业与母城企业之间的互动联

系。

网络安全教育部，是一个专业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软件销售、技术服务的部门。通过笔者的调研获

知，江宁开发区的跃进集团物流公司便是其重要的客户。网络安全事业部主要负责苏皖地区太中型企事业

单位网络安全方面韵销售工作，位于江宁翠屏国际城的南京市中惠集团是其重要的服务对象。企业客户部

丰蔓面对苏皖地区的中小型企业以及地区政府部门，剐在于2007年扛宁开发区建新工厂的南京法雷奥离

舍器有限公司的网络安全方案正式由连邦的企业客户部解决的。企业事业部客户对象是苏皖地区政府、大

型企业、事业单位，主要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全面解决方案。江宁开发区的五星电器集团、南汽集团有限公

司、伊莱克斯(中国)有限公司、汉桑(南京)电子有限公司、南京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苏宁电器连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谷里镇的南京卷烟厂等均是其重

要的客户，帮助企业解决网络及计算机难题。其他部门也或多或少为扛宁医的部分企事业单位提供网络及

信息技术服务。

通过对连邦公司各部门客户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其与江宁区众多企业存在台作关系，且企业规模都

较大，这主要是与大型企业更需要完善的两络与计算机服务系统有关。而像连邦这样的IT公司在珠江路

乃至南京不在少数，因此，透过连邦可咀知道．母城与开发区之问基于企业间的这种研发功能的互动已经

较为频繁，但大多是母城IT企业与开发区大型集团企业之间的互动台作，与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仍尚少．

4)孵化盘业的扩散

另一种基于企业的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研发功能互动则主要是孵化企业的空间扩散所引起的。当然，

孵化企业是一个笼统概念，它主要包括在孵企业、毕业企业两种类型，同时又有本地蚍及异地孵化企业之

分，至2008年8月，江宁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在孵企业18家，已孵化企业91家．其中本地孵化企

业“家，异地孵化企业47家(表4—8)。

寰4咱江宁开发医科拄创韭服务中心在孵企业～览

。江苏连邦官方网站hnP卅一8pl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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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3730

4 南京中电联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产品 1350

5 南京瑞迅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50

6 三泰电力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设备 100

7 南京贝永亚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50

8 南京江安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50

9 南京福瑞来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数控产品配件 50

i0 南京谷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11 南京威格德靼料科技有限公司 橡塑制品 50

12 南京科瑞达军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产品 200

13 苏源集团江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软件开发 2000

14 南京科奥数控自动化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仪表 50

15 南京允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自主经营 1000

16 南京国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50

17 南京中为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自动化仪表 10

18 南京智星智能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5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提供资料整理．

江宁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对其毕业企业在孵化后的空间扩散进行过一定的跟踪记录。通过中心提

供的毕业企业名单可知，继续留在江宁开发区内的孵化企业较少，大多数均已经迁出开发区，并且有部分

企业已经失去联系方式甚至停业。笔者通过互联网搜索及电话联系，对其中部分企业目前所在区位进行了

进一步明确(表4-9)。可以看到，其中有3家企业已经停业，有11家企业失去联系方式，仅有4家企业

仍在区内，而搬迁至主城区的企业达到了16家，占所有企业总数的40％左右。由此可知存在着一定数量的

毕业企业由于各种原因从开发区搬迁到主城区。当然外地企业在科创中心的培育下孵化毕业的也不在少

数，但由于很难跟踪记录，因此几乎没有准确实时的信息可供参考分析。

表4-9江宁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毕业企业状态一览

目前状态 企业数量 目前状态 企业数量

玄武区 3 秦淮区 3

柄霞区 l 白下区 6

鼓楼区 l 滨江区 l

建邺区 2 浦口区 l

开发区内 4 开发区外国 3

停业 3 注销 5

无法联系 1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提供资料及网络资源整理．

总体来说，江宁开发区与母城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研发功能互动，但由于江宁开发区内企业大多以

外资企业为主，同时这些企业规模都较大，因此其与主城之间的研发功能互动只能通过几个大企业才能得

以体现。又因为江宁高校众多，开发区内企业与江宁本地高校之间的互动远大于跟主城区内高校之间的互

动，而开发区科创中心孵化企业的数量相对又十分有限，因此江宁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研发功能尚有待进

一步强化，是一个正在不断加强、愈加紧密的过程。

4．3南京高新区与城市的产业功能互动

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共同创建于1988年9月。1991年3月被国务院

批准为全国首批也是江苏省首家国家级高新区。园区位于南京市长江以北的浦口区境内，北、南分别与南

∞此处主要是指孵化企业已经搬迁至开发区外，但无法确定具体位于哪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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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东南大学的浦口校区相接，拥有企业近2000家。南京高新区从建区开始，就把“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作为发展的根本，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及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和

生物制药、新材料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轻型化。

在高新区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方面利用自身的政策优势、体制优势和环境优势吸引了一大批高新

技术企业来此发展，也孵化培育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另一方面，高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辐射带动功能，

通过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扩散，带动了整个城市和周边其他开发区产业结构的升级∞。

，近几年，高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2006年全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708亿元，同比增

长18％；财政收入19．1亿元，增长26％，其中工业企业项目投入20亿元。同时，高新区道路建设也不断

加快步伐，2006年建设道路6条ll公里，多条公交路线可从市中心直接通达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3．1南京高新区典型企业选取

南京高新区是南京最早建立的开发区，位于江北新市区。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密集，是南京地区电子信

息产业和医药工程产业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基地。经过建区以来10多年的发展，

南京高新区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医药、新材料、航空等支柱产业，以及较为健全的科技成果“孵

化器”的产业保障体系。初步成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基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密集区、高新技术成果的孵

化基地，以及南京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之一圆。

目前高新区内的产业发展特点：现有高新技术企业占全市总数的62％，电子信息产值占全市同类产业的

15％，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占全市同类产业的30％；区内90％以上的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自己品牌。此

外，区内的创业中心逐渐成为高新技术科研成果的孵化基地，到2007年底共接纳了237家企业，毕业企

业136家，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高达约60％。

为求作为研究对象所选取的企业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高新区典型企业的选取方式与江宁开发区一

样，采取以主导产业的典型企业为主。纵观当前南京高新区的主导产业，主要有软件和电子信息产业、生

物医药产业、航空和车辆制造业以及新材料产业等。通过对不同主导产业以及其相关企业的分析，可知高

新区内各主导产业的典型企业如表4-10。

表4—10南京高新区主导产业及典型企业一览

产业类别 典型企业

软件和电了信息产业 熊猫电子集团、南京东兴电力开发公司、同创集团

生物医药产业 南京大学生物化学厂、南京生物工程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航空、车辆制造业 南汽集团、南京机动车引擎(免拆)净化有限公司

新材料产业 南京科立化工技术开发公司、南京富瑞德无机材料科学公司、聚隆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考虑到主导产业的部分企业的建成情况、调研可行性以及相关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仅选取其中部分

企业作为典型企业研究对象。而由于高新区内产业门类较为多样，本文考虑到企业对象的代表性及典型性，

另选取中萃食品公司、宏图集团(知名度及企业规模)作为其他两家典型企业。最终，本文选取熊猫电子

集团、同创集团、南汽集团、宏图集团、聚隆工程塑料公司以及中萃食品集团共6家典型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剖析南京高新区与主城之间的经济互动。

4．3．2南京高新区典型企业与母城的生产功能互动

对于高新技术开发区而言，在其所在区域中承担的应是增长极的作用。它与所在区域之间的经济影响

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通过区内(或区外)产业联系(包括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产生新的制造业活动，

发展本地化经济；通过区内(或区外)的零售和消费服务业增加而促使本地经济增长；通过区内(或区外)

税收的增加．，发展城市化经济固。与此同时，其所在区域也为高新区提供生产、生活、娱乐等方面的设施，

两者之间应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但是在南京高新区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它与所在区域浦口区却缺乏

这种紧密的联系。而且由于长江这一自然天堑的存在，高新区与主城之间的生产功能的互动也相对较少。

∞曹敏娜，王兴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功能定位研究阴．人文地理，2003，(2)：37-41．

④曹敏娜，王兴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功能定位研究【J】．人文地理，2003，(2)：3741．

圆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一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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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笔者调研及与相关负责人的访诫得知，南京高新区内很少有大型企业是从主城搬迁而来，大多是在开

发区直接落户和外资直接引进的企业。

为了与江宁开发区进行对比研究，本小节对于高新区企业与母城生产功能互动的分析尽量保持与其一

致。同样从四个方面分析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生产功能互动。

I)经济贡献及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分析2007年南京各区在城市中的00P构成可知，江宁匡以较大的优势捧在首位，而浦口区次于

六台排在第六位(图4-28)。

贵抖**￡寺根*自京％*々§2098自*敷*镕“

但是，与江宁区不同的是．开发区在扛宁整个区的GDP及其他经济构成中占有极大的比例，是全区的

经济主体，而南京高新区却不是。通过查阅2007年浦口年鉴可知，在(2006年浦口区全部工业企业主要

经济指标情况》这一表格中(表4—12)．高新区的工业总产值捧在了全区的第二位，274831万元的总值相

对于扛浦街道的400800万元仍存在较大的差距。而排在第三、第四和第五位的泰山街道、沿山街道以及

桥林镇与高新区的数字相当接近。此外，利税与销售额的情况较为类似。

寰4-11 2006年浦口区全部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I业总产值 P品销售收^ 利税总顿

原E总计

开发区

企业局

商贸月

农林局

魏月
承务局

江浦街道

桥棒镇

乌江镇

石桥镇

星甸镇

*泉镇

永宁镇

盘城镇

沿江a}道

豢m钎道

顶山街道

蚤料来薄：笔者根据浦口年茔2日D7相*敷*培制

因此．江宁开发区在全区经济实力及工业发展水平方面可以代表江宁区，但高新区却还远不能在此方

面代表浦口区。选一方面与浦口区省级开发区及乡镇经济发迭有关，还与高新区自身的特点有关。高新技



里翌苎至旦茎里茎堡坚兰塑里墼型些堡兰翌
术开发区更多的是在全区起到—个增长极的作用，它是一个引孳，带动的不仅仅是浦口区，而是整个南京

产业结构的优化及企业研发实力的提高。再分析一下南京高新区在整个南京市中各项经济指标所占比例。

通过表4—12可知，包括工业生产总值、财政收^在内的四项指标均为超过全市的5％，相比江宁开发区所

占的份额，差距显然较大。因此，可咀说南京高新区在工业产值及财政利税等方面对南京全市做出的贡献

相对较小。

蠹4．-12南京高新匠邮分经济指檬在南京总■中的比例

南京奇新医 南京 比例

地区工业生产总值(亿元) 27．4 l 1605 o 1 l弼

工业增加但(亿元) l 8．4 l 930．6 n螂

规模以上企业利税尊额(亿元) I 2．4 l 612 0 n4％

I时或总收入(亿元) l 19．1 I ＆&5 I 31％

贵料束4：杯括浦口年薹2007相*扛据培Ⅷ

同时．从浦口区各部门年产值7000万元以上企业数量统计的名单(表4-13)中可以看出，高新区并

授有占到绝对明显的优势，而且部分企业位于浦口经济开发区内而非高新区内。由此可见，高新区企业对

于本地经挤的贡献以及垒市都相对较低。
寰4-13浦口匾各部n年产值7000万R毗上工业企业数量统计

主管部门 企业藏量 主管部门 企业数量

在地企业 企业局

汤泉镇 搴m街道

江浦街道 桥#镇

开发医 乌江镇

顶山街道 星甸镶

沿江街道 永宁镇

市挢镇 盘城镇

石桥镇

费抖采*：根据浦口年鍪200T相*赘料培删

同样结论可吼从2006年南京工业企业100强名单中找到。在此长长的企业名单前30强中，完全没有

看到高新区企业的踪影，直至41位才找到位于浦口区的第一个企业名字——浦镇车辆厂，但它却不在高

新区内．第一个出现的高新区内企业南京中萃食品有限公司排在了第5l位。从整体数量上来说，整个浦

口区前100位企业中占11位．排在第五位。可是其中大多企业都未在高新区内(图4-29)．

囤4-29 2006年南i§匹百强工n企业数量对M

蚤料来坪：根据南京统计卑荽2007相关责抖挣制．

但是．南京高新区对于整个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却具有重要作用。南京高新区以建设创新性科

技园区为目标，不断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新兴工业化，引进了一批原刨型自主甜新企业，对于南京整体

产业结构的优化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如2006年高新区与中科院软件工程研制中心

合作成立南京BIOS与嵌入式应用工程中心；与东南大学、熊猫集团合力推进PDP项目产业化；推进高中

端应用领域电力自动化软件产业搅展等等。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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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此，南京高新区在工业产值五其他经济指标的贡献上建树并不十分明显，但在对南京整体产业结构

的优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等方面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其他开发区无法

代替的。速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高新区与主城在产业层面上的研发功能互动。

2)土地价值厦环境敢益髟响

由于高新区与经济开发区性质不同，产业门类及构成也很不一样，因此造成大量毛城工业企业将其工

厂设置到了江宁开发区，部分搬迁至新港地区．搬迁至浦口的相对较少。就笔者谓研的几个具有典型性的

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仅熊猫集团、南汽集团将其部分生产部门搬迁至了浦口区。这其中．熊猫电子集团主

要搬迁至浦口经济开发区内而非南京高新区内，仅与高新区、东南大学合资在高新区内新建了PDP的生产

车间。南汽在搬迁的过程中，仅将名爵MG汽车的生产线搬至高新区内，其余生产线大多都搬往了江宁开

发区或仍留在主城内(图4-30、4-31)．

目4—30#H$目2业!月mⅡ 目4—31自汽|日￡Ⅱ2目mⅡ

由于南汽在高新区企业空间搬迁所带来的互动这一角度较为典型。本文就以南汽集团这一角度来分析

一下高新区与母城之闻的这一功能互动。

南汽集团在主城中央门、黑墨营以及雨花台这三个厂区的相关信息已在前文叙述过．除中央门地块发

生较大变化外．其余都仍为生产用地。而中央门地块的生产部门分别搬迁到了江宁开发区与高新区内。南

汽高新区厂区的用地面积约80公顷．于2006年开始动工建设，至2007年主城区的相关生产部门搬迁至

高新区内开始投产运营。高新区厂区主要作为名爵MG汽车的生产基地。

(a)1 9804自A№块用№性质图 m)2008年iA地R月地口质图

圉4-32南汽地块典g年份月№性质闰

从图4-32可以明显看出，南汽中央门地块内工业用地已经太幅度减少，仅南部一块居住用地转变为工

业用地，但已经不再进行§j产，仅仅作为东华集团及南汽的办公及三产用地。北部工业用地改成了居住用



苎些!尘旦苎里盐茎垦皇丝壹塑主些塾些兰垫
地及先锋广场办公楼。中间大块的工业用地主要有天正湖滨、凤凰和鸣两个居住小区以及一所配套小学·

最南部一块工业用地现已划分为四块：西北部的居住用地、东部的时代超市、东南部的办公写字楼以及西

南部的南汽办公大厦。

各种楼盘的落成、大型超市的入驻，以及一栋栋办公棱的建成，将原先南汽中央门地块内较为单一的

生产空间转变成了丰富、具有活力的开放空间，为该地段商业氘围的营造刨造了条件。因此t在企业搬迁

至高新区后，中央门地块的土地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整体的环境包括商业氛围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与提

升c图4．33)。

目4-33南汽十女nI业r房改造的★型趋{ 目4_”自^#目目aBf B

据笔者与高新区相关负责人的访谈得知，在南汽搬迁至高新区之前，该地段主要是待出让的旧地-在

南汽八驻后。土地的价值一直在不断升值，同时周边的环境效益也得到了较好的提升(圈404)。

总体来说。就企业这一视角，自母城搬迁至南京高新区内的企业相对较少，这一方面对于母城与开发

区土地价值的提升以厦对环境的改善均未有太大影响，从而也反应了目前高新区在此方面与母城之间的互

动尚少。

3)基于产品流线度公司台作的互动

分布在开发区与母城两地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各部门之问的合作互动是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经济

互动较为明显的直观体现．而产品及科研信息是企业之间和企业内各部门之间交流互动的主要载件．本部

分主要是以高新区内的典型企业聚隆工程塑料公司为例，分析高新区与母城之间基于产品流线及蛰司合作
的互动。

即释耵可—一

目4-35聚隆。司匹位囤 目4-36 R№IR塑料有mo目

南京聚隆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于1999年在国家级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是班生产，经营、开

发各类高性能改性工程塑料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现生产及研发中心占地17010平方米r年产能1 s

万吨。公司拥有多个分公司，遍布全国。公司本部拥有职工160人，其中研发人员30余^，占公司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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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19％，科研实力雄厚。公司由四部分构成．分别为聚隆化学实验有陧公司、聚隆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聚盈网络有限公司、聚丰新材料有限公司，4家公司部位于南京高新区同一厂区(图4-35、4-35)。

与金城集团不同．聚隆公司鲁部门由于基本位于同一厂区，因此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未带动开

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互动，但其子公司与主城区之间的互动却十分明显，这主要与其特殊的产品及市场有关

寰4-1,4聚I工程董辩有限公司企生构成

子公司名称 剖i时间l合资方 主营业务 应用—目}唬

聚瘫化学实业 1999年 13十自然^ 生产、照营、开发备共高 高档汽车以塑代锕、工程电

聚隆I程塑料 2啪o．06 l自聚隆化学宴业、高新区[2002年 性能改性I程塑辑 器、铁路l如铙路绝缘套管h

l谴出1和海外瓷车合资 军工I如军用I程箱棒
南京聚盈科技 2000．08 f中田I捏塑料协会^般15％ 中国I程塑料网 行业信息交流厦招商；噎．

黎锤薪材料 座旧塑抖和农林废彝物 以望代术I高缳辩艇俱乐部、

为原料生产复台材料 绿色奥运肄1

童井来薄：笔者棒格隶睡官i目i抽关信息整g

聚隆化学实验公司和聚隆工程塑料公司是其主要的两个子公司，主要从事高分子材料、工程塑料生产，

通过塑料高性能化和工程塑料的功能化．做制造业的髓服务(表4．1n。公哥韵产品主要应甩在高档轿
车及电工电器上。据笔者与公司负责人的访谈了解．公司主要是通过“以塑代铜”这一形式，给国际著名

汽车厂商如“通用。做配套。同时其生产的部分产品如发动机覃盖、门把手等汽车霉部件提供给南汽集团

的部分生产车间作为配套产品；其生产的断路保护器、接插件、开关灯头等电子电器均作为南瑞集团部分

生产车间的零部件。其他产品还与南京杰恩特机电有限公司、南京诺信化工有限公司有相关合作。通过聚

睡集团与南京其他企业之间的台作，带动的不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科研及产品的交流，更是开发区与主

城之伺有形的功能互动．

朗4-37聚胎司与其他企业台作美景
通过分析聚丰新材料公司与其他企业的台作可知，这个20ff2年才成立的子公司．在汽车产业领域交

流较为频繁，主要是回收汽车配件、发展循环经济，利用农民废弃物、废旧塑料进行复合．研究新材料．

生产新型产品，因此与南京母城的合作与互动较为颠繁。据笔者调研，聚丰新材料公司与南京银河国际游

艇俱乐部、南京卫岗工业园、扬子研究院以及南京铁路部门均有产品的供给与台作(圉4-37)。

总体上来说，聚障与南京以外的市场台作更加频繁．倒如其与美国百得、福特、通用以及其与广州军

区之间均是重大项目台作．据聚隆公司高层领导透露，聚隆企业虽然生产都本地化．但客户在南京只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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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本地市场仍未完全打开。相信随着聚隆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其产品形象的不断提升，南京市场的份额

也将不断提高，其与母城之间的产业功能互动也将更加频繁．

4)产品销售及俄旨

通过企业产品的销售与供给来体现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产业功能互动．其宴是基于企业产品互动的一

个方面。而由于开发区内有较多企业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因此通过产品的销售来分析开发区与母城

的互动，具有较好的直税性与代表性。

与江宁开发区不同，南京高新区内食品饮料企业数量不多，仅有几家较为大型的企业。它们每天采购

本地的生产原料在开发区内加工生产，犀后特产品销往本地市场及国内外市场。中萃食品公司即是其中较

典型的企业之一。

在南京高新区刚成立不久，南京中萃食品有限公司便在开发区投产，1997年进行厂区扩建-如今已是

江苏省最大的软饮料生产基地，主要生产经营国际品牌的“可口可乐。、“雪碧”、“芬达”以及中国品

牌的“醒目”、“无与地”等软饮料。公司目前有四条生产线，全在高新区内，年产量选2400万元标准

箱。同时，公司为适应不同端赞层扶需求和增加口味的变化而推出的中国品牌“天与地”和“醒目”．

深受消赞者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益。通过笔者与中萃集团相关负责人的访谈，中萃集团每天均有专门

的班车将“天与地4饮用水运送到南京主城区的各大超市及大供应商处。由于饮料食品行业太多趴本地市

场为主，因此中萃集团所体现的这种基于产品销售的主城与开发区的互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陈了中萃食品公司这一类食品饮料企业之外，其他如同创集团、宏图高科集团等公司所采用的“前店

后厂”的模式．更能凸出主城与开发区的互动正不断增强(图4—38、4-39)。

国4-38同创生产与销售．市场的互劝 田4-39南京市区者田铺售服务阿点布局

总体来说，南京高新区与母城之间生产功能的互动由于其大型工业企业的散量有限而受到了一定的限

制，或者说未能直观的体现出来．而纵观南京高新区近20年的发展，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南京市是占

绝对优势的，在2005年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分布情况的统计中．南京高新区占了5z％。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高新区与主城研发功能的互动必将强于其与主城之问的生产功能的互动。

4 3．3南京高新区典型拙与母城的研发功能互动
南京高新区经历了将近20年的发展，在园区创新创业环境以及整体经济实力方面均有显著的提高，

同时在吸引了大量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同时，也孵化培育了较多中小企业．园区企业自主刨新能力不断提

高。根据国家科技郁考核体系，在我国现有的55家国家级高新区中。南京高新区创新创业环境能力捧名

第三，技术创业环境能力捧名第九。总体来说，南京高新区的研发实力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这当然高不

开一代代高新区^的不断努力．同时也与高新区企业各部门间的互动合作以及南京高校资源丰富、科研实

力强劲有关。2006年．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占总企业数的33％．全区20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刨全区经济总

量的90％。现孵化企业占所有孵化企业的lB．孵化出去的企业占1m。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壮大，如今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斩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已成为园区的特色产业集群。此外，高新区针对生物医药产业和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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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业还分别建立了南京医药生物工程科技园和南京软件圊，形成具有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1)高新医生产部门与母城总部研发部门的互动

在前文已经提到，高新区内大多数企业均是在区内直接投产或者直接引进外资进行生产研发，而从母

城搬迁过来的工业企业相对较少，因此区内生产部门与母城的研发总部之间的互动自然就较为徽弱。就笔

者所谓研的几个大型企业，仅熊猫电子集团与东南大学的合资公司——南京华显高科有限公司以及南汽的

名爵生产基地与主城区的研发总部之问有相对紧密的互动联系，区内很少有其他企业与母城的研发部分存

在密切的互动。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36年．被称为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是中田最大的综合性电子骨干

企业。在近几年南京主城工业用地更新大潮中。熊猫集团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在主城区拥有大量的工业用

地。据熊猫集团相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2008年熊猫电子所在的中电熊猫集团下属的8家企业在主城区内

总计用地面积801090平方米，己出让用地40％，划拨用地60％。

同时，熊猫集团在开发区各购买的土地已经选到了1000亩左右，其中关键零部件产业主要位于浦口，

3c终端产业位于新港，现代服务业主要是基于现在母城的老厂区展开。在高新区内的生产基地已经撒出，

只留下合资公司南京华显高科有限公司这一PDP生产部门(图4．40、4-4I)。

- ⋯“鼻⋯。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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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显高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6日，由南京高新拄术经济开发总公司、东南大学、南京

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电子阿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组建，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其公司

总部位于南京市长江后街6号，同时在南京高新区建设荫罩式等离子面扳工厂。PDP项目的具体运营由熊

猫电子集团所属的南京华显高科有限公司负责，但主要的研发环节由东南大学及熊猫电子集团总部研发机

构合作。因此，与其说位于高新区的华显集团的生产部门是与其公司的研发部门互动，不如说是其与高校

东南大学之闾互动合作与交流。

总体来说，高新区很少有企业与母城的研发部门存在密切的互动。究其原园，笔者认为首先是由于大

多企业已经将其企业的研发部门设置在高新区内，自然其生产部门与研发部门之问的合作互动只是高新区

内企业间的互动行为，例如三星集团、南瑞集团等。其次，高新区建立的几个科学园如南京医药生物工程

科技园、南京软件园均为一批软件、信息、医药菩中小企业提供了优越的研发创业氛围，使其将研发中心

设置在高新区内，甚至有企业最终将其研发总部从主城区迕至了高新区内．同创集团便是其中一典型实例．

2)高新区企业与高技合作

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是高新区科研水平及竞争能力提升的重要一环。据笔者的统计，2007年高新区

全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00采家，约占南京市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蚰％，是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最密集

的地区，并且90％以上的产品和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列入国家。863”计划、火炬计划的高科技项目

近30项。如此密集的高新企业集聚在一个园区内，同时多数企业均为高校之间存在着合作交流．因此就

南京高新区而言，其区内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互动是相当频繁与剧烈的。

高新区周边有高等院校7所，其中产业区以北为南京大学新校区，以南为东南大学新技区。高新区内

的企业多为高技术的研发机构，企业空间规模较小．不同于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粗放式的空间布局，是一

Z臻。、●。胛r，}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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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集约密集型的布局方式．因此其与高校之何的结合更加紧密。但是这仅仅是空间上所呈现的表象，实际

并非如此。

东南大学在浦口的校区为其成贤学院，是一所独立的民办二级学院，其学科力量，师资配备，生源水

平均远低于东南大学基本水平。自从东大将主校区搬至江宁之后．浦口校区的科研宴力B经太不如前。同

样的，南大自2006年将其主校区迁至仙转校区后，浦口校区的科研、学术实力也日淅低落。因此，尽管

高新区周边有较多的高校，但由于大多为民办或二级学院，投有真正具有科研实力的院系驻扎，导致了高

新区内的企业与主城区的高校之间互动台作频繁，而与区内的高校互动非常有限。就笔者调研发现，仅南

大与高新区共建的软件学院，为高新区软件园提供一定的人才与技术支持，大多数企业与高校的互动都发

生在高新区与母城之间．

再来分析高新区内企业与母城高校之同的互动。首先是南京大学与高新区共建的国际知名、中国唯一

的小白鼠基因库，正遥步为中国生命科学和医药研发的重要支撑基地，而南大生物系的研究团队仍位于鼓

棱校区内。同样，南京工业大学与高新区共建的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是类似的情况(图4-42)·

东南大学与熊猫电子集团合资的华显高科有限公司又是其中典型的一饲．在这次台瓷共建企业的过程

中，东南大学主要是由王保平教授出任首席科学家，其带领的团队作为整合PDP项目研发的核心团队·而

这个作为华显公司的核心研发团队主要是位于东南大学四牌楼小区的科研工作室内。

同创集团作为南京高新区内的典型企业，与母城高校之间的合作则更加频繁。公司与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等联手共建了产校研基地，并且公司在江宁上峰镇拥有100

亩的土地资源用于公司开放型、生态型教件企业孵化基地建设(图4-43)。

高新区有其明确的定位，即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成为高新技术研发集聚区，引进和开发高新技

术，促其产业化，包括台有高新技术韵传统产业。因此．产、学、研结合是高新区舶基本条件。毒京高新
区紧邻的两所知名科研型院校的浦口分校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台作，而高新区与东大南大位于母辘的本部
校区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多个领域都有合作．

台作．更多的是高新区内的企业为提高自身研发宴力t

当然，这种互动不仅有以高新区为主体的整体性的

与母城的高校之间存在的频繁的科研互动与交流。

目4 42高新E小自鼠基目目 图4—43目创集目与高#台作成立白勺产学研基地

所以说，正由于南京高新区所在的浦口区没有真正实力强劲的科研院校r因此造成7高新区队及在其

内的企业与母城内的高校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紧密，同时也体现了高新区与母城之间的研发功能的互动。

随着高新区高技术企业的不断入驻、内部企业自身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与母城高校之间的互动将更加

剧烈。

3)开发区企业与其他信息科技公司的合作

高新区一般都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地，并且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台作相对经济开发区更为频繁。

但这也是使得区内企业与母城的信息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较少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像江宁开发区，由于医

内高新技术企业比倒较小，因此母城内有较多信息科技公司与开发区内的大型企业之间有频繁的合作。高

新区内的企业相对来说拽模都较小，集约型发展的模式使得园区内的各企业之间的合作多过于跨园区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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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合作。相反，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将其销售部门设置在主城区，而将科研、生产部门设置在开发区内。

所以，南京高新区内企业与母城信息科技公司的合作较少，它同样体现出高新区与母城之问企业与企业之

间的互动不是如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那般频繁(田4-44)。

以连邦公司为倒．其在让宁开发区台作的企业多大十几所．在浦口开发区的合作企业也有5所，而其

在南京高新区的企业仅两所，即浦镇车辆厂与南汽集团浦口厂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高新区由于自身

科研实力较强，园区内已经形成较为良性的交流与互动，与外界信息科技公司的台作自然就有所减少。

目4-44《#o目5开#Ⅱ之目自*白勺m业数i

☆H*∞．￡}根#目"％*§“

4)孵化企业的扩散

作为高新技术园区，南京高新区技术创业服务中心(阻下简称“创业中心”)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创业中心的建立是增强高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措施，同时创业中心在孵企业和毕业企业的数目都

能显示高新技术园区内企业的扩散能力与程度，从而反应南京高新区与主城区之间的这种互动。至2006

年底，南京高新区创业中心孵化器的总面积为45000平方米，在孵企业148家，累计毕业企业202家．孵

化成功率70％'-80掣。在2000年时，南京高新区已有两个刨业中心——南京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和南京高
新区软件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场地面积分别为15000平方米和12000平方米，远大于南京其他的创业中心。

当时南京高新区的创业中心毕业企业数累计已达68个，而当时在孵企业数合计为251个(表4-15)’。同

年，西安高新区的创业中心孵化总面积迭62000平方米．累计入驻企业数为248家，到2006底共有85家

企业毕业。从这组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南京高新区创业中心集聚能力和孵化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

矗4-I 5 2000年南烹高新区创业中。基本情况一览

孵化场地面积(平方米】 毕业企业教(十) 在孵企业数(十) 创业基盘(万元)

南京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高断区软件创业服务中心

新港高新同科拄创业噩磬中心

江宁高新园科技剖业服务中心

南京民营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责料来*：南京高新B剖Ⅱ十·o提供．

分析南京高新区当下毕业企业与在孵企业的特点可知，大多数毕业企业均扩散到了南京主城区内，这

些企业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例如斯威特公司曾收购过小无鹅，而高新区典型企业聚隆集团也是创业中心

的毕业企业之一．其科研实力可见一斑。同样的，毕业企业中有一些企业现已经具有非常强的实力，如冠

亚电源设备有限公司，在其毕业后3年就达到了2亿的销售顿。

由于高新区孵化企业的空间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企业外迁数量的变化反映出来。通过“南京高

新区企业空间扩散研究小组”于2008年在南京高新区管委会的协助下所进行的调研，得出了南京高新区

当时部分毕业企业的空间扩散图。从图4．45中可以看到从高新区迁往主城区的企业的空间分布情况。在迁

：ii；i：：；i蕤l}i§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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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新区的毕业企业中，绝大多数选择了南京主城区，总体由中心向边缘呈较均质分布，并无太大区位的

差异，也没有明显的轴向，可以说在迁出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南京主城对他们来说是个较均质的空间，最

主要的影响因素则是地价与房价．这也与南京当下的房价走势有关。

目4-45镕i女新g毕n￡＆i目r散 图4—46南京高新区毕业企业在±域i间$局规律

资料来女末南女学建‰学％城市规划§南高高 责料来a：Ⅻ伟奇*=自目事盟*发B自城市的空目&益

新E高新技丰畚业空目集聚与扩散研究谦题，2005 }匕#研笕一“南京市斗d【D】 自京：$女^荦《±论i，201+8

从图“6可以看出，从高新区毕业的部分企业在主城区的空间布局还是存在一定的规律的。首先，企
业在母城空间上均质分布，中心密集，边缘稀疏；其次，与其他因素相比，经济因囊对扩散企业的影响最

大，例如新模范马路36号和38号办公楼和雨花西路安德里都是企业集中地；最后可以从图中看出，母城

的鼓楼、新街口、珠江路地区扩散企业较为密集，处于扩敞相对密枭的中心地位，这些地方拥有诸如交通

：疗便、设施完善、人才流通快捷等优势。

这里存在有两种特殊的现象，也体现了开发区与主城之间产业功能的互动。根据笔者与高新区创业中

心相关负责人的访谈了解到，高新区扩散到母城的毕业企业对高新区的反馈主要是高新区投^资金的升

值，即相当于高新区在企业投产之初参与一定纳资本运作，但不参与企业的管理，从而从企业资金的升值

过程中得到回报。这也是高新区与母城产业功能互动的一个方面．它通过扩散到主城的毕业企业与高新区

的合作而得到体现。

另一种现象便是，部分企业因为还没发展成熟，无法抵抗外界风险，而相对来说高新区环境较适宜，

成本相对较低．创业创新的环境较好，因此这部分企业最后又迁回到高新区内，出现毕业企业的回流现象。

总体上来说，由于高新区自身具有的科研实力及优越的环境，其在孵企业及毕业企业的数量在南京各开发

区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同时，这些企业大多都扩散搬迁到了主城区，而且企业在搬迁之后有部分仍与高

新区存在一定的合作互动关系。因此，就孵化企业的扩散这一角度来说．相比江宁开发区．高新区与母城

之间的科研互动更加频繁剧烈一些。

4．4小结

通过上立基于企业视角对t工宁开发区和南京高新区的产业功能的互动可知，江宁开发区对整个城市的

经济贡献、与母城之间的生产功能的互动均明显强于南京高新区，而南京高新区在与母城的科研功能互动

则更加频繁。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困，最主要是由两个开旋区的类型不同所造成的，其次与开发区自身的发

展定位、产业结构，职工素质等因素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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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开发区与城市的生活功能互动

本章对于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生活功能的互动主要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通过对开发区和母

城典型住区内以及不同类型开发区内职工、居民发放问卷，以问卷统计结果来反应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居

住、就业功能的互动及相关问题；同时通过笔者对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交通联系进行的实地调研以及相关

问卷的发放，经过分析比较，揭示开发区与母城之间当下的交通联系及互动。

5．1问卷发放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主要是针对开发区与主城内企业的职工问卷(以下简称“职工

问卷”)，另一种主要是针对位于开发区与母城内的住区居民(以下简称“居民问卷”)。其中，职工问卷主

要是以江宁开发区、南京高新区以及主城区内典型企业的职工为对象。之所以选取典型企业是为了问卷结

果更加具有典型性，同时也更能反应开发区内企业职工意见的真实性。而居民问卷则是在江宁开发区、南

京高新区以及母城各选择2-3个典型住区。为保证居民问卷的代表性，本文在选择住区时特别注意住区档

次分布的合理性以及空间区位的典型性，使得抽样问卷更加均衡。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42份，其中职工问卷130份，居民问卷212份，共回收问卷331份，有效

问卷320份，其中职工有效问卷120份，居民有效问卷200份。问卷发放时间为2008年8月至10月期间。

职工问卷主要涉及到江宁开发区的南汽跃进集团和雪花啤酒集团的部分职工，南京高新区的聚隆工程塑料

公司和同创信息集团的部分职工以及主城区内的熊猫电子和金城集团的部分职工。居民问卷主要涉及到江

宁开发区的武夷花园和青年城住区的部分住户，南京高新区的明发·滨江新城和高新花苑住区的部分住户

以及主城区内熊猫电子集团白下区职工宿舍区、工人新村和逸景园内的部分住户(表5．1、5．2)。

在整个问卷调查与发放过程中，笔者原则上按照每个企业不少于20份不多于25份、每个住区不少于

30份不多于35份(基于统计学的考虑)的要求。最终问卷回收的数量基本符合了统计学上的要求，问卷

的统计采用了SPSS软件进行处理，保证了此次问卷调查的科学性。同时，此次选取的典型住区在楼盘的

档次、区位以及与企业的关联度上均有考虑(表5—3、图5一1)。

表5-1 调查企业样本基本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南汽跃进(江宁) 19 15．8 15．8 15．8

雪花啤酒(江宁) 22 18．3 18．4 34．2

聚隆塑料(浦口) 21 17．5 17．5 51．7

同创信息(浦口) 19 15．8 15．8 67．5

熊猫电子(主城) 20 16．7 16．7 84．2

金城摩托(主城) 19 15．8 15．8 lOO．o

合计 120 loo．O 100．O

表5-2调查住区样本基本情况一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高新花苑(浦口) 29 14．5 14．5 14．5

明发·滨江新城(浦口) 3l 15．5 15．5 30．O

熊猫电子职工宿舍(主城) 2l lo．5 lO．5 40．5

工人新村(主城) 29 14．5 14．5 55．O

逸景园(主城) 25 12．5 12．5 67．5

武夷花园(江宁) 33 16．5 16．5 84．O

—-4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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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5-3调壹住区样本基本情m=

低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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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区档次 高档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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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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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城市的生活功能互动

江宁开发区在经过了近几年的发展建设以后，与母城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在

此过程中不断增强。旧时的“宁要域中一张床．不要江宁一套房1的想法已经从南京人的购房观念中剔除，

这可以从目前全国楼市低迷，而江宁房价屹然坚挺看出。

在对江宁当前棱盘数量及布点进行调研时发现，江宁开发区内有如百家湖花园、湖滨世纪花园、中国

人家、翠屏国际城、江南立枢苑、武夷花园、科嘉花园、扛南青年城等大量房产开发项目达30多处，分

散于开发区内(图5-2)。少数企业在厂区内还建有员工公寓，满足企业职工及外来人员的居住需求。同时．

开发区包含了各种档次和条件的居住设施，有拆迁安置房、员工宿舍楼、高档商品房、别墅等多种不同的

类型，充分考虑了当地不同人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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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5-3Ⅱ宁#型住区＆企n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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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母城的职住功能互动

车次江宁与主城职住功能互动的调研主要选取了武夷花园及江南青年城两个住区．一来是考虑到住区

的档次和住户的收入水平的均衡，其次主要是考虑到与主城的空间距离。武夷花园位于末山新市区中心区

位，交通便捷．周边基础设施均较为成熟，与主城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而江南青年城位于江宁开

发区西南角，将军山南侧．相比武夷花园其周边的基础设施相对较少，但佛城西路对面的{可海大学江宁校

区却为住区带来了很多生气(图5-3)。典型企业主要是在企业互动调研所选取的企业中挑选了较具代表性

的雪花啤褶及南汽跃进两家。

由于第四章中已经对典型企业进行过较为系统的介绍，此处主要是对两个典型住区作简耍的概述。

武夷花园的区位较为特殊，正好舟于江宁开发区和中心区之间，更靠近开发区一些，是一个环境优美

的中档环保型绿色住宅大型杜区。住区占地400亩，有2000多户，6000多居民，住区内户型有公寓、别

墅，错层等多种形式。此次问卷的发放综合考虑到了不同户型的住户的均衡性。由于地处东山新市区．因

此住区配套设施完善，交通条件也在不断改善。公交lOl路、103路、新东线、南金线都设有武夷花园站，

地铁l号线南延至江宁新区后，武夷花园与南京主城区的空湎更加便捷、联系更加紧密(凰5-4)。

江南青年城也属于一个中档的住区，周边环境较好，配套设旖也较为完善，交通较为方便。但区位相

对来说没有武夷花园优越，位于江宁开发区的西南角。小区内与主城公共交通的联系主要是通过105路公

交及小区内的自组巴士。佛城西路对面的河海大学校区为住区周边增添了不少生活和商业氛围(5-5)。

目5叫武夷花目^口 目5-5Ⅱ自吉{墟入口

首先对居民及职工闻卷的基本问题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o。江宁开发区居民问卷共发放67份，其中武

。由于本文主要是针对开赞医与主城之间的职住分离现象进行分析，居民及职I基本情况的统计结果不作详细展开，下同

一5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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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花园35份，江南青年城32份，最终有效问卷65份。通过对两个住区问卷的统计结果分析可知，问卷

填写人年龄大多为25—50岁之间，由此可看出新城区住区内主要是以年轻住户为主。住区内大多数居民为

三口之家，其中就业人员大多为2人，家庭月总收入以2000—4000元为主，1万以上月收入的家庭很少，

这可能与这两个小区均为中档小区有关。问卷结果同时显示，住区内住户的学历以高中及技校学历为主，

本市户口的数量占到了大多数，但仍有较大比例的外省城镇和农村户口人员，外省人员的总数占到了35％

以上。在对住户的工作情况进行结果统计时，笔者发现小区内抽样所得的就业率接近100％，大多数人均有

工作，且半数以上的人拥有较为稳定的工作。这对于进一步分析住区内住户职住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

础条件。

在对本次江宁居民调查的65人中，有29人在开发区内工作，有21人在开发区周边工作，在主城区

工作的有14人，在郊县工作的有2人。因此有超过3／4的人在自己的居住地周边工作，而在主城工作的

比例也超过了20％，在郊县工作的人较少。而在江宁职工问卷调查的41人中，有17个人在开发区居住，

有10人在开发区周边居住，而有将近13人在主城区居住，比例高达31％。由此可知，大多数在江宁买房

的人有较大比例在开发区内或周边工作，仅部分在主城区工作。而在江宁工作的职工，有很大的比例是在

主城购房。笔者认为，这与江宁企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及典型企业职工人才结构有关(图5—6、5—7)。

图5-7江宁居民问卷居住地统计

江宁职工问卷共发放43份，回收41份，其中南汽跃进19份，雪花啤酒22份，有效问卷41份。其

中问卷填写人中，普通职工占到了65％以上，其次为高层技术人员。大多数被抽样人的学历为大专及本科

水平，而本科以上学历的人也占有相当比例，同时，在被调查的职工中，超过70％的人是南京本市城镇居
耽

民。这也正是企业内大量职工居住在主城区内的主要原因之一(图5-8、5-9)。

图5_8江宁职工问卷职工学历水平统计 图5-9江宁职工问卷户口所在地统计

由于本次居民问卷及职工问卷中关于职住通勤的问题完全一致，因此，对于这类问题，笔者运用SPSS

的频数分析和交叉分析的方法进行统一分析，能够使分析结果更加直观与清晰。

江宁开发区居民与职工有效问卷共106份，其中有46人是在开发区内工作及居住，占总数的43．4％。

而居住在开发区而在开发区周边和主城区工作，或者居住在主城区和开发区周边而在开发区工作的，两者

一起占到了54．7％(表5—4)。因此可见，江宁开发区职住分离的现象还是较为普遍的。

表5—4开发区内职T／居民工作和居住地点统计

工作，居住地点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开发区内 46 43．4 43．4 43．4

—5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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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周边 31 29．2 29．2 72．6

主城区 27 25．5 25．5 98．1

郊县 2 1．9 1．9 100．0

合计 106 100．O 100．O

在被问及上班的便捷度时，有超过62％的人认为比较方便，仅有18％左右的人认为不太方便。因此，

相对与江宁开发区较为普遍的职住分离现象，上下班的便捷度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不方便(表5—5)。同时，

在通勤时间的调查结果中，有62．3％的人通勤时间在30分钟以内，81％的人通勤时间控制在45分钟以内(表

5．6)。这应该与江宁和主城之间交通的便捷及交通方式的多样有关。在对职工通勤交通工具的问卷统计

结果进行分析后可知，大多数职工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表5-5开发区内职工／居民上班便捷度统计

上班便捷度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方便 28 26．4 26．4 26．4

比较方便 38 35．8 35．8 62．3

一般 21 19．8 19．8 82．1

不方便 17 16．0 16．O 98．1

很不方便 2 1．9 1．9 100．0

合计 106 100．O 100．O

表5-6开发区内职工／居民通勤时间统计

通勤时间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5分钟以内 32 30．2 30．2 30．2

16-30分钟 34 32．1 32．1 62．3

3卜45分钟 20 18．9 18．9 81．1

46-60分钟 12 11．3 11．3 92．5

6卜75分钟 8 7．5 7．5 100．0

合计 106 100．0 100．0

为了能够将统计结果分析地更加透彻，笔者采用了SPSS的交叉分析，对问卷中关于职住通勤问题的

几个选项进行交叉分析，从表5—7中可以看出，职住均在开发区内的所有人出行都非常方便，而职住在开

发区内和开发区周边两地之间的人则稍有不便，但不方便的人占的比较很小。在对主城区及开发区之间通

勤的人的分析结果显示，有超过55．6％的人认为不方便，比例超过了一半，由此可见，虽然单纯从上班便

捷度的统计结果看，江宁职工或居民的上班都较为方便，但主城区与江宁区之间的通勤便捷度却相对较低。

笔者认为，尽管开发区与主城之间的交通联系正不断紧密，但缺乏快速直接的通道(比如地铁、轻轨)降

低了江宁与主城区之间的通勤便捷度。这一点也可以从表5-8的通勤时间中得到印证。

表5-7开发区内职工／居民工作和居住地点与上班便捷度交叉分析

上班是否方便
合计

很方便 比较方便 一般 不方便 很不方便

您的工作 开发 频率 22 24 0 0 0 46

，居住地 区内 行百分比％ 47．8％ 52．2％ ．0％ ．O％ ．0％ 100．0％

点 列百分比％ 78．6％ 63．2％ ．0％ ．0％ ．0％ 43．4％

开发 频率 6 13 11 1 0 31

区周 行百分比％ 19．4％ 41．9％ 35_5％ 3．2％ ．0％ 100．0％

边 列百分比％ 21．4％ 34．2％ 52．4％ 5．9％ ．0％ 29．2％

．主城 频率 O 1 10 15 1 27

区． 行百分比％ ．O％ 3．7％ 37．O％ 55．6％ 3．7％ 100．O％

列百分比％ ．0％ 2．6％ 47．6％ 88．2％ 50．0％ 25．5％

一5}一



第五章不同类型开发区与城市的生活功能互动

郊县 频率 0 0 0 1 1 2

行百分比％ ．0％ ．0％ ．0％ 50．0％ 50．0％ 100．0％

列百分比％ ．0％ ．0％ ．0％ 5．9％ 50．O％ 1．9％

频率 28 38 21 17 2 106

合计 行百分比％ 26．4％ 35．8％ 19．8％ 16．O％ 1．9％ 100．O％

列百分比％ 100．O％ 100．O％ 100．O％ 100．0％ 100．0％ 100．0％

表5-8开发区内职工／居民工作和居住地点与通勤时间交叉分析

通勤时间
合计

15分钟以内 16-30分钟 31-45分钟 46-60分钟 60分钟以上

开发区内 频率 31 15 O O O 46

行百分比％ 67．4 32．6 O．O O．O O．O 100．0

列百分比％ 96．9 44．1 O．O O．0 O．0 43．4

开发区周边 频率 1 19 1l O O 3l

行百分比％ 3．2 61．3 35．5 O．O O．O 100．0

您的工作／ 列百分比％ 3。1 55。9 55．O O．O O．0 29．2

居住地点 主城区 频率 O 0 9 ll 7 27

行百分比％ 0．O 0．0 33．3 40．7 25．9 100．0

列百分比％ O．O O．O 45．O 91．7 87．5 25．5

郊县 频率 O 0 O 1 l 2

行百≯比％ 0．0 O．O O．O 50．O 50．0 100．0

列百分比％ O．O O．O O．0 8．3 12．5 1．9

频率 32 34 20 12 8 106

合计 行百分比％ 30．2 32．1 18．9 11．3 7．5 100．0

列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i00．0

综上所述，就江宁开发区而言，职住分离的现象较为普遍，由此所导致的开发区与主城之间的居住和

就业功能的互动也较为明显。主城区与开发区之间通勤的职工，大多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上，有的甚至

超过了60分钟，这与其交通工具有关，更与开发区和主城之间的空间距离、交通联系息息相关。同时，

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对于居住在开发区而工作在主城区的人来说，开发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是阻

碍人们留此工作的重要障碍；对于工作在开发区而居住在主城区的人来说，开发区过于高档的楼盘价格让

他们望而却步，同时公共服务设施的缺乏也不尽人满意。如此形成的职住空间限制了良好人居环境的进一

步提高和开发区产业竞争力的升级，不利于城市空间格局的进一步优化(表5-9)。

表5-9江宁部分高档楼盘闲置率一览

楼盘名称 闲置率 楼盘名称 闲置率

明月港湾 34．9％ 市政天元城 45．2％

天地新城 30．9％ 武夷绿洲 65．2％

欧陆经典花园 55．1％ 翠屏国际城 62．1％

2I世纪现代城 42．1％ 翠屏清华园 57．2％

百家湖花园 49．1％

资料来源：江宁各楼盘物业管理处．

5．2．2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南京母城的交通功能互动

随着近几年的发展，江宁区自身的交通体系已经逐渐成熟。至2005年末，江宁区初步形成了放射加

环形的公路网布局形态，公路通车总里程1842．98公里，城市道路面积为1526．45公顷，人均16．12平方

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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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地铁一号线南延线示意 (c)±城；江宁±问主要+m

目5—10Ⅱ宁H发匡女通基本情H

尽管未来随着地铁一号线南延线路的开通将给主城区与江宁开发区之间带来更多的便利，也会大丈缩

短主城与江宁之间的通勤时间，但就目前面言江宁的城市道路以及其与主城之问的交通联系仍存在着许多

问题。江宁城市道路主要集中在东山靳市区、大学城、禄口镇及滨江开拄区，以方格网加自由形态为主，

各组团路网缺乏系统性，各自为政，断头路和丁字路口多；整个区缺乏快速路系统和区域性干道。尤其是

江宁区与主城之间的联系通道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江宁区的发展。从图5一lO可以看出．对于开发

区与主城之间通勤的职工来说．江宁开发区与主城区真正意义上直接连通的主要干道仅有两条，即将军大

道和双龙大道。

对于扛宁开发区与主城之间的通勤时间，笔者有过切身体验。笔者避开出行高峰时段，乘坐公交车从

主城区四牌楼地区到开发区管委会平均需要一个多小时．其间要换乘几次公交车，交通不便利是最直接的

感受。在前文的问卷分析中可知，开发区与主城之间通勤的职工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为公交车，因此这里主

要对江宁与主城区之间基于公变线路的联系来看一下其，可交通功能的互动。

江宁开发区公室系统与主城区衔接得不够紧密，到目前为止。区域内没有一条公交线路可以直达市中

心，通过开发区前往主城区的大部分线路的终点站都在雨花台和中华门附近(表5-10)。

裹5-10通过Ⅱ宁开发医的±要市区蛰交线路

路线 路线 始发# 终点站 路线 始拄站 终点站

种类 名称 cⅢ务时目) (服莽时间】 名称 (服务时间) (服务时间)

军师着 隶山总站 文化名园 公园路

军师巷 江宁开搜医 河海江宁分校东门 雨花西路

市区

线路 武夷花园 白鹭花园 雨花告南门 武夷绿洲

骨料来*：笔者{I据《开发Ⅱ连接i城E的心共变通$境月研分析》十相*表橹培制整理

由表5—10可知，通过江宁开发区的市区线路有6条．其中，101，103路仅在上元大道与双龙大道的

交叉口与开发区外围相接．不是开发区内居民的主要出行线路。对于往返于主城区和开发区之闸的职工柬

说，它们承担着很大的交通压力。公交102、104、105、119路分别从江宁开发区内的不同地点始发穿过

开发区，沿双龙大道和将军大道通往主城区。其中102路通过胜太路．直接上职龙大道．在开发区内的线

路报短．而119路的服务时间比较短．束班车在19：00左右，所以末班车时间在2 3：00之后且穿过大半

个开发区的104、105路成为扛宁开发区与主城区衔接最重要的公交线路(图5一儿、5—12)．

目前，江宁的公文路线主要集中在纵向的将军路，苏源大道，取龙大道以及横向的胜太路和天元蹄等

主干大道上．站点自然也集中于这几条路上。在百家湖片区的支路上，甚至整个九龙湖片区都很少见到公

交站台，严重阻碍了人们的出行。同时，江宁开发区内没有一条直达市中心的线路，所以从江宁到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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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抉乘市区其他线路，那么，市中心到江宁开发区所需时间=步行时间+车站候车时间(开发区内)+乘

目5 11；工宁区与±城之间的*宜线镕分布 目5-1 2±城Ⅱ5Ⅱ宁z间∞o女＆路H布

责料来*：是靖辟，张佳，宋若掉开是E连接主城E的公共竞通}统调研分析，2006

当然，根据甫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扛宁区内将来主簧有6条轨道交通线。地铁开通后，从江宁到

新街口只需35分钟左右。但是，就目前而言，江宁开发区与主城之间的公交系统还存在许多问题·江宁

开发区与主城之间的交通联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5．3南京高新区与城市的生活功能互动

南京新城建设在以往的城市发展规划中处于扶要地位，整个区域发展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南

京确立“一城三区”的城市发展规划，以河西新城建设为标志，新城区的发展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但浦

口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崛起。就笔者对南京高新区的调研发现，高新区虽然南北紧邻东南大学、南京大

学浦口控区．东侧有宁扬公路相邻．与沿江镇政府所在地隔路相望，但总体上仍比较孤立一区内北部约三

分之二的用地是产业区．目前已基本开发完毕；南都三分之一的用地除了“软件园”外t主要是由几幢

住宅楼及相关配套设施组成的生括区，还有一些土地尚在开发。因此．整个园区的科技研究开发功能主要

还局限于区内的企业。随着近几年的发展，高新区的功能越加综合，但其园区的生活氛围仍然无法与江宁

开发区相比。

5．&l南京高新区与母城的职住功艟互动

本敬高新区与母城之间职住功能互动的研究主要是选取了明发滨江新城及高新花屉两个住区．小区选

择的原则与江宁开发区相同．两者均属于中档住区，且区位的不同能够更全面地代表高新区内的其他住区·

典型企业主要是在企业互动调研所选取的企业中挑选了较具代表性的聚隆塑料和同创信息集团(图5—13)·

目5-I 3高新区典型住区＆企业布点 瞳5—14高新花苑 图5一f5"发滨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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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四章中已经对典型企业进行过较为系统的介绍，此处主要是对两个典型住区作简要的概述。

高新花苑的位置位于南京高新区管委会的西侧，整个开发区南端，周边配套设施较好，绿化环境优美

(图5-14)。同时，公交131路、159路、盐葛线、盐工线、鼓扬线、汉元线等均设有站点，交通较为便

利。明发·滨江新城位于主城区前往高新区的路上，属于普通住宅项目，住宅得房率达到了85％(图5—15)。

小区的交通配套也相当完善，居民乘任何过江公交线路(鼓珍、鼓扬、鼓浦、131路、132路、159路、中

六、汉浦、江汉、盐轮、盐工、盐浦、盐葛等)均可以到达主城区。

首先对居民及职工问卷的基本问题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南京高新区居民问卷共发放70份，其中高

新花园35份，明发滨江新城35份，最终有效问卷60份。通过对两个住区问卷的统计结果分析可知，问

卷填写人的年龄、家庭结构、就业人员、户口性质以及学历水平等均与江宁区两个住区相仿。在高新区居

民调查中，居民的就业率达到了100％，尽管拥有临时工作的居民占到了很大比例，但是总体上来说，高

新区的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

高新区职工问卷主要是在聚隆塑料和同创信息两家公司的职工内部进行发放，共发放问卷46份，最

终有效问卷40份。高新区职工的基本情况统计与江宁开发区职工同样较为类似。在高新区职工学历构成

的调查中发现，职工的学历水平仍然以高中及技校学历为主。在职位统计结果中，普通职工仍然是主要的

构成，不过高层技术人员相对江宁开发区有一定的提高。

与江宁问卷一样，由于本次居民问卷及职工问卷中关于职住通勤的问题完全一致，因此，对于这类问

题，笔者运用SPSS的频数分析和交叉分析的方法进行统一分析，能够使分析结果更加直观与清晰。

通过对高新区内职工和居民的职住地点统计，可知高新区职住分离的现象并不普遍，80％的人在高新

区或高新区周边居住和就业，两者的空间距离并不遥远。而高新区内职工和居民在主城区工作和居住的比

例并不高，仅占12％。同时，在郊县①工作和居住的比例相对江宁来说有所提高(表5一Ii)。

表5-I 1 高新区内职工／居民工作和居住地点统计

工作，居住地点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开发区内 36 36．0 36．0 36．0

开发区周边 “ 44．0 44．0 80．0

主城区 12 12．0 12．O 92．0

郊县 8 8．0 8．0 100．0

合计 100 100．0 100．O

高新区内职工和居民上班便捷度普遍较高，认为上班很方便和比较方便的人的比例达到了70％，上班

通勤时间在45分钟以内的占到了85％，这与“浦口和主城之间交通的不便捷”形成了相反的结论(表5．12)。

但笔者认为，由于高新区内职工和居民有很大比例在浦口及其周边工作居住，而在主城区就业居住的比例

相对来说没有江宁开发区那么大，因此只需在区内或开发区周边工作，提高了上班的便捷度，同时也大大

缩短了通勤时间(表5．13)。

表5-I 2高新区内职工／居民上班便捷度统计

上班便捷度 频率 ·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方便 54 54．0 54．0 54．0

比较方便 16 16．0 16．0 70．0

一般 19 19．0 19．0 89．0

不方便 6 6．0 6．0 95．0

很不方便 5 5．0 5．0 100．0

合计 100 100．0 100．0

表5—13高新区内职工／居民通勤时间统计

通勤时问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5分钟以内 34 34．0 34．0 34．0

∞对于高新区来说，本文此处所指的“郊县”主要是指大厂、板桥、六合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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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分钟 35 35．0 35．0 69．0

3l一45分钟 16 16．0 16．0 85．0

46—60分钟 9 9．O 9．0 94．0

6卜75分钟 6 6．O 6．0 100．0

合计 100 100．O 100．O

为了能够将统计结果分析地更加透彻，笔者采用了SPSS的交叉分析，对问卷中关于职住通勤问

题的几个选项结果进行交叉分析，从表5-14中可以看出，在高新区以及高新区周边范围内工作及居住的

职工上班均较为便捷，而对于在主城区与高新区之间通勤的职工来说，大多认为上班都不太方便，其中认

为“很不方便”的人占有较大的比例。由此可以看出，由于浦口与主城区之间交通联系不太便捷所带来的

职住通勤问题较为严重：相反，在高新区及郊县之间通勤的职工反而觉得上班较为便捷，笔者认为，这与

高新区与大厂、板桥之间交通联系较为紧密相关。

表5—14高新区内职T／居民工作和居住地点与上班便捷度交叉分析

上班是否方便
合计

很方便 比较方便 一般 不方便 很不方便

您的工作 开发 频率 30 6 O 0 0 36

，居住地 区内 行百分比％ 83．3 16．7 O．O O．0 O．O 100．0

点 列百分比％ 55．6 37．5 O．O O．O O．O 36．0

开发 频率 24 7 10 3 O “

区周 行百分比％ 54．5 15．9 22．7 6．8 O．O 100．0

边 列百分比％ 44．4 43．8 52．6 50．0 O．O
6

44．0

主城 频率 O O 5 2 5 12

区 行百分比％ O．0 O．O 4l。7 16．7 41．7 lOo．O

列百分比％ 0．O O．0 26．3 33．3 100．0 12．0

郊县 频率 0 3 4 l O 8

行百分比％ O．O 37．5 50．0 12．5 O．O 100．0

列百分比％ 0．O 18．8 21．1 16．7 O．0 8．0

’

频率 54 16 19 6 5 一一 100

合计 行百分比％ 54．0 16．O 19．O 6．O 5．O 100．0

列百分比％ 100．0 loo．O 100．0 100．0 100．0 100．0

在对开发区内职工和居民的职住地点和通勤时间作交叉分析后，可以看出其结果与上班的便捷度非常

相似。在高新区及其周边范围内通勤的职工大多通勤时间在45分钟范围内，甚至在郊县和高新区之间通

勤的职工大多也将通勤时间控制在45分钟内，仅在高新区与主城区之间通勤职工的通勤时间较长。在被

调查的人中，无一人的通勤时间小于45分钟，由此可知，高新区与主城之间的交通联系非常不便利(表

5-15)。笔者认为，这同时也与高新区内很多居民选择在浦口工作，高新区的职工大多将住房买在浦口有

关。

表5-15开发区内职工／居民工作和居住地点与通勤时间交叉分析

通勤时间
合计

15分钟以内 16-30分钟 31-45分钟 4争60分钟 60分钟以上

您的工作／ 开发区内 频率 18 18 O 0 O 36

居住地点 行百分比％ 50．0 50．0 0．0 O．O 0．0 100．0

列百分比％ 52．9 51．4 O．0 O．O O．O 36．0

开发区周边 频率 16 14 12 2 0 “

行百分比％ 36．4 31．8 27．3 4．5 0．0 100．0

列百分比％ 47．1 40．0 75．O 22．2 O．O 44．O

主城区 频率 O O 0 6 6 12

—5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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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行百分＆％

列i分∞％

郊县 频率

行百分比％

列百丹№％

频率

台计 行日分B％ 35 0

列百分＆％ 100．O

由此可见，高新区与主城之问职住功能的互动并没有江宁开发区那么的剧烈和显著。除了部分拥有羁

家车的人咀外，很少有普通职工能够经受得住主城区与高新区之间漫长的通勤时间。因此有一定比例的开

发区职工选择在浦口区买房，以减少通勤所消耗的时间。

高新区应该具有集科技开发和生话居住于一体的空间模式，因为较好的生活居住环境是高新技术研制

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集聚优秀科技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一个必要基础，高新区应该加快基础设施的建

设．优化居住环境，增加区内的其他功能．完善高新区的空间结构，逐渐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工作生活居住

环境，这样才能吸引了来自各地众多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来此创业和就业，加快高新区集聚知识和高新

技术产业化的步伐。

5．3．2南京高新区与母城的交通功能互动

高新区自1988年成立以来．随着园区的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区内的道路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形成

多个等级的道路网体系。同时，高瓤区与外界联系的对外交通也不断得到加强，公路、铁路及水运多缓空

通体系使得其与外界沟通更加顺畅。

(a)高新匡对外交通 (b)高新区与主城问主要干道 (c)南京城市地T铁线路m“

圈5"-16南京裔新区交遵基奉情掘

但是，高新区与主城之间仅仅只有一条较为便利而快捷的通道，它成为了高新区与主城之间交通联系

的一个重要瓶颈，导致了车辆的丈量堵塞以及车速的降低。当然，随着轨道交通的建成，江北与主城之间

的瓶颈自然会被打通，但到时江北的生活成本自然也会上升(图5-16)。

对于高新区与主城区之间的交通功能的互动．与江宁开发区一样，本文主要是透过公交线路来体现。

经过笔者的谓研发现，高新区(包括新旧两区及周边)与主城区之问共有14条公交线路，另外还有两条

区间线路，一条夜间线路，总共17条公交线路(表5-16)。这些线路就是南京职工或居民经常乘坐，往返

于主城与高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

一嚣一一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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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q6通过南京高新区(包括新医＆周边)竹主要。聋嘲瞎

路绕 始发站 终点站 路线 始挂站 终点站

名蒋 (般务时间) (服务时间) 名称 (服务时间) (服务时间'

盐仓桥 高新区 中六 升州路 卉音北站

长途客运北站 莲花桥 鼓扬 鼓接 扬子。烯

136路 长途京站 长速客运北站 盐齄 大坼南路 轮渡柝

136区间 南京火车站 大桥北培 观江 捉中n 江浦客运站

奠憨新寓 长遗客运北站 捉仃 捉中门 方槲r莆

鼓楼 明发滨江新城 盐工 盐仓桥 解坡桥

151区间 鼓楼 长途客运北站 盐浦 盐仓桥 浦口公屈

南京长途东# 高新区 盐葛 盐仓桥 葛塘

盐葛 ＆仓柝 葛塘

夜问境

通过图5-17不难发现，长江大桥是主城与高新区之间公交线路必经的“关卡”。当然，由于长江大桥

优越的区位以及通过的零经济成本，大多数的人流、物流都往这一“关卡”集聚通过，从而造成了其很大

的交通压力，埔车是长江大桥的“家常便饭”。因此．普通职工的通勤时问往往会被不时地加上漫长的长

江大桥上的堵车时间，于是通勤时间被无限加大．笔者认为．这也是造成浦口区大量居民选择在本地工作

的一个重要原因。

田517南京青斩区与主城之旧的主要。空线路

同时，在这17条线路中，仅有6条是真正到选高新区的核心区域的．其他的11条线路均在长途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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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周边，即高新区新区周边终止。所咀。对于高新区的职工来说，可以供选择的公交线路并不多，这更加

加重了这几条公交线路的负担和压力。因此，高新区与主城之间交通的互动由于自然屏障的原因受到了一

定的限制，这也导致丁主城与高新区之间职住功能的互动较弱。

5．4主城区与开发区之间的生活功能互动

与国外不同，几乎每个中国的大城市居民都会有。中心区情结”，南京也不例外．在主城区置业安家

一直是南京人无法割舍的情怀，但是主城区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主城区

的区位优势、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职住通勤情况所决定的。

主城区典型住区的选取同样是基于区位、住区档次咀及与企业的关系等几个因素，最终笔者选取了工

人新村、熊猫电子集团职工宿舍以及逸景园三个典型住区。其中工人新村主要为于母城的北部．更靠近高

新区，其所在地是中央门老工业基地，南汽、南瑞等大型企业的生产机构均在此驻扎过，与高新区的联系

较为紧密。熊猫电子集团的职工宿舍更加靠近城南．与江宁开笈区内的熊猫爱立信集团有更多的联系。选

取逸景同是为了住区档次更加平衡，使阿卷的统计结果更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遣景园位于南京市寨淮区

江宁路13号，是一个高档智能化小区，生插交通极其便利，周边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主城区典型企

业主要是选择了与开发区具有产业功能互动的熊猫电子集团和金城集团(图5—18)。

目5 1 B i域E典■＆E$^

车次主城区居民和职工问卷共发放116份，最终有效问卷114份，其中．金城集团19份，熊猫电于

集团20份．工人新村29份，遣景园25份、熊猫电子宿舍21份。由于主城区问卷发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从主城区角度看其与开发区之间的生活功能的互动．因此对于主城区典型住区及企业的问卷结果的分析，

本文选取与通勤相关的部分进行分析。

在对主城区内职工和居民职住地点进行统计后发现，在主城区内通勤以及在主城区和开发区之间通勤

的职工各占一半左右，前者比例稍高于后者(表5-22)。由此可知．主城区内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在开发区

内工作，而同时又有较多的主城区职工在开发区居住，这正反应了主城区与开发区之间职住功能的互动是

广泛存在并且较为频繁。

囊5-17主城区内职工／屠民工作和居住地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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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县 8 7．0 7．0 100．0

l合计 114 100．0 100．O

在主城区114位居民和职工当中，对于上班便捷度的认识，各选项所占比例较为均衡，在此并没有显

示出主城区内通勤的便捷度高于开发区。但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有较多人在主城区和开发区之间通勤

所导致的。当用SPSS对主城区内职工和居民的职住地点与上班便捷度进行交叉分析后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开发区和主城之间通勤的职工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上班不方便，仅有20％左右的职工认为上班方便(表

5．18)。同时，在主城区内通勤的职工九成以上都认为上班较为便捷。这可以看出，主城区内交通的便利

以及其魅力所在。

表5-18主城区内职工／居民工作和居住地点与上班便捷度交叉分析

上班是否方便
合计

很方便 比较方便 一般 不方便 很不方便

您的工作 开发 频率 5 O 7 10 O 22

，居住地 区内 行百分比％ 22．7 0．O 31．8 45．5 O．O 100．0

点 列百分比％ 13．5 O．0 22．6 55．6 O．O 19．3

开发 频率 O 4 14 8 O 26

区周 行百分比％ O．O 15．4 53．8 30．8 O．O 100．0

边 列百分比％ O．O 14．3 45．2 44．4 O．0 22．8

主城 频率 32 22 4 O 0 58

区 行百分比％ 55．2 37．9 6．9 0．0 O．0 100．0

列百分比％ 86．5 78．6 12．9 0．0 0．O +50．9

郊县 频率 O 2 6 0 O 8

行百分比％ O．0 25．0 75．O O．O O．O 100．0

列百分比％ O．0 7．1 19．4 O．0 O．O 7．0

频率 37 9．8 31 18 O 114

合计 行百分比％ 32．5 24．6 27．2 15．8 0．0 100．0

列百分比％ 100．0 100．0 loo．0 100．0 0．O 100．0

通勤时间的交叉统计分析同样反应了这个问题，主城区内通勤的职工普遍通勤时间较短，大多都在半

小时以内。而在开发区及其周边工作职工则至少要花30分钟以上的时间用于通勤，且大多均在45分以上，

一小时以上的通勤职工的比例超过了30％(表5．19)。

表5-19主城区内职T／居民工作和居住地点与通勤时间交叉分析

通勤时间
合计

15分钟以内 16-30分钟 31-45分钟 46-60分钟 60分钟以上

开发区内 频率 O O l 14 7 22

行百分比％ 0．0 O．O 4．5 63．6 31．8 100．O

列百分比％ O．0 0．O 4．5 38．9 63．6 19．3

开发区周边 频率 O O 8 15 3 26

行百分比％ O．O 0．O 30．8 57．7 11．5 100．0

您的工作／ 列百分比％ O．O 0．O 36．4 41．7 27．3 22．8

居住地点 主城区 频率 15 30 13 0 O 58

行百分比％ 25．9 51．7 22．4 0．0 O．O 100．0

列百分比％ 100．0 100．0 59．1 O．0 0．0 50．9

郊县 频率 0 O O 7 l 8

行百分比％ 0．O 0．0 O．0 87．5 12．5 100．0

列百分比％ 0．0 O．O O．0 19．4 9．1 7．0

合计 频率 15 30 22 36 11 114

—哂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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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行百分比％ 13．2 26．3 19．3 31．6 9．6 100．0

列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综上所述，从主城区这一角度看其与开发区之间的生活功能的互动，通过典型企业和典型住区的调查，

可知其间的互动是较为频繁的。特别是职住分离现象的普遍存在是主城与开发区之间互动的重要体现。笔

者相信，随着开发区与主城之间轨道交通的建成，将会有更多的通勤人群。届时，主城与开发区之间的职

住、交通功能的互动将愈加剧烈。

笔者同时还对主城区及两个开发区内的职工和居民就影响其购买住房的因素进行了调查。在回收的

：300份问卷中，选择超过200次的影响因素为区位、工作地点、住房面积以及一系列配套设施。可见，对

于居民选择居住地点来说，住房的区位、职住之间的距离、便捷性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表5—20)。

表5—20影响居民购房选择的主要因素的影响力情况

影响因素 有效样本 影响因素 有效样本

住房区位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43 升值潜力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87

工作地点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21 小学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51

住房价格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7l 诊所医院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34

楼盘层数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79 小区景观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30

所在层数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94 安防设施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47

户型结构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27 网络设施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07

向阳采光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95 停车车位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67

住房面积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84 运动场所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84

分摊面积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68 商业设施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49

建筑质量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93 餐饮服务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68

建筑风格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65 休闲娱乐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45

品质档次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64 地铁公交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45

环保节能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59 物业服务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34

秘密性质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36 周边环境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37

幼儿园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266 楼盘品牌对您购房选择的影响 140

5．5小结

笔者认为，随着南京城市空间的变化，必然带来居住空间价值的变动。未来南京主城区及开发区发展

必将会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征。长江的“内河化”将缔造长三角类似上海的另一个“外滩”。跨江大桥与

过江隧道，再加上现有的两座现代化的长江大桥，将彻底打通南京长江南北的交通脉络，促进江北的发展，

使得长江成为南京的“内河”。届时江北将成为南京人择居的新选择。同时，交通、配套建设将催热城南

板块。南京地铁一号线的开通及其南延，凸现了城南板块的交通优势；另外，城南作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和城市副中心，其配套设施将全面升级。自然，老城区也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越加具有活力。

—七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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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发区的诞生到九十年代开发区的蓬勃发展，从二十一世纪初期开发区的大整顿

到如今开发区成为保障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开发区这片高度经济化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并将继续产生更多的“神话”。而无疑，开发区与其母城之间功能互动的愈加频繁化是在所有

变化中最显著、最具影响力的。之所以显著，是因为开发区与母城的互动正通过各个渠道、各种媒介得到

体现，并不断放大；之所以深具影响，是因为开发区与母城的互动牵绊着每一个人的神经，稍许的变化就

会给许多的城市人、开发区人带来深刻的影响。同时，开发区与母城的互动又通过企业、职工等载体而得

以体现。

6．1主要结论

上文通过企业以及企业职工、居民这些载体，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江宁经济开发区以及南京高新

区这两个不同类型开发区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经过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其与母城之间产业功

能、生活功能的互动是不尽相同的。因此，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就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与母城互动的模式。这

种互动模式与开发区的产业门类、企业类型、科研实力、基础设施建设、职工素质等都息息相关。

所谓互动模式，即使将互动看作是两个物体之间进行交往与沟通的一种形式，把两者互动过程看作是

一个动态发展着的、交互影响和交互活动的过程的一种模式。本文提出的互动模式，主要是指开发区与母

城之间功能互动的模式，是基于不同类型的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不同的功能互动模式而提出的。即将前文

所分析的南京高新区和江宁开发区与母城之间不同的功能互动过程、方式，加以笔者自己的理解和概括，

去除一些特殊的影响因素，形成两者与母城不同的互动模式及其特点，以期看清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开发区

之间与母城不同的功能互动方式。

6．1．1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模式一搿以生产与居住功能互动为主的经济互动模式”
通过前文对江宁经济开发区与母城功能互动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生产功能的互动

联系非常紧密。特别是在主城区“退二进三”的过程中，经济开发区在接收搬迁企业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因此，造成了经济开发区与母城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各部门

之间的联系十分频繁，也使得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生产功能的互动十分明显。同时，经济开发区在对母城的

经济贡献方面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母城经济的反哺很强，是城市经济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同时，由于经济开发区内企业的科研实力相对较弱，孵化企业数量较少且缺少活力，其与母城之间的科

研功能的互动便相对较弱。

在开发区与母城生活功能互动方面，由于经济开发区与母城企业之间的互动频繁，母城有大量就业岗

位外迁至经济开发区内，造成经济开发区职住分离的现象十分普遍，由此导致了开发区与母城之间较为明

显的生活功能互动。

总的来说，经济开发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反哺城市、接收城市外迁企业、扩大城市就

业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其相对较弱的科研实力也是导致其与母城较弱的研发功能互动的主要原

因。综上所述，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主要是一种“经济互动模式”(图6．1)。

6．1．2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模式一搿以研发功能互动为主的科研互动模式”
通过前文对南京高新区与母城功能互动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新区与母城之间的研发功能的互动十分明

显。这主要与高新区注重不断提高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孵化中小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

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企业有关。同时也跟其与外部的科研单位、高校之间保持频繁的科研交流与互动有关。

而相对经济开发区，由于其对母城的经济反哺相对较弱，与母城的企业之间也缺少一定的“血脉”联系，

因此生产功能的互动就相对较弱。

在高新区与母城生活功能互动方面，因为高新区很少承接主城的搬迁企业，大都企业为直接投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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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资引进，所以与母城企业之间的联系远没有经济开发区那般紧密，由此造成了高新区与母城之间较少

的职住分离现象，由此使得高新区与母城的生活功能互动相比经济开发区要更加微弱一些。综上所述，高

新技术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主要是一种“科研互动模式”(图6．2)。

图6-1经济互动模式图

图6-2科研互动模式图

因此，不管是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随着他们的不断发展壮大，开发区与城市之间的

产业和生活功能的互动必定会不断增强，开发区将不再“脆弱”，必将成为其所在城市推进工业化、城市

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引擎。

6．2主要创新点

南京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正吸引着愈来愈多的世人关注。本文以南京及南京的国家级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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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需要进～步研究的问题

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同时通过选取具体城市的具体开发区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城市

与开发区的互动现象，摆脱了空谈理论的模式。文章从企业视角切入，探究了开发区和城市之间的功能互

动及其特征和演化规律，深入揭示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之间功能互动现象，为南京及我国其他城市和开

发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同时，本文以南京城市及不同类型的开发区为例，结合前人研究的理论及实践的基础上，以企业本身

及企业职工作为载体，选取了具体开发区的多个具体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与实证研究分析，通过资料收集、

实地调研、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开发区和城市的功能互动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探索，同时提出不同

类型开发区与城市功能互动的模式。全文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立意，通过应用系统论、

产业集群理论、公司地理论、城市扩展理论等有关理论，对开发区企业与母城企业之间、开发区职工与母

城职工之间的生产、研发、居住、工作、交通等各项功能的互动进行详尽的实证分析与论述。

因此，本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特别是以企业本身及企业职工作为载体，通过对不同

类型的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生产、研发、居住、工作、交通等各项功能的互动进行深入研究，弄清其中的

内在关系和发展变化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开发区与母城之间的功能互动关系，同时为区城之间

的进一步整合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

6．3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文虽然从企业视角对开发区与城市的功能互动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具体典型企业及职工这～载

体，对不同类型开发区与母城的产业功能及生活功能的互动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剖析，从而概括不同类型开

发区与母城功能互动的模式，为开发区与城市的进一步整合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但由于笔者的知识水

平有限，以及学习和收集的资料不够完善、充分，因此所论述的内容还有待继续探讨和充实，特别是以下

几个问题更需要进一步研究：

1)由于论文写作时间及精力的限制，本研究只对南京的两个国家级开发区进行了实证研究，缺少对

长三角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国家级开发区进行案例的剖析，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2)开发区及企业资料的不可获得性导致论文只能侧面反应开发区对主城的经济贡献。对于企业科研

方面的信息及资料大多只能通过网络获取，直接一手的资料相对较少：

3)由于调研人手有限导致问卷的发放数量未能达到满意的数量，问卷分析结果或许存在一定的偏差；

4)数据资料及问卷统计均是静态的分析比较，只能说明某一发展阶段的现象，实际上开发区与城市

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因此，论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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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南京开发区居民职住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编号

社区代码——
尊敬的居民朋友：

您好，首先请原谅我打搅了您的工作和休息!

我是东南大学开发区居民住房研究组的访问员，这是我的证件。我们正在对开发区内居民的居住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目的是了解当前开发区居民居住与就业的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误区。希望我们的调查能够得到您的支持与帮助。

祝您全家生活幸福、万事如意!

东南大学开发区居民职住问题研究组

2008年10月

住区名

01．您的年龄——性别——
02．您的家里有 个人，就业人员——人，家庭月总收入是——元。

(1)1000以下(2)1000-2000(3)2000—4000(4)4000-6000(5)6000-1万(6)1万以上

03．您的学历： (1)初中及以下 (2)高中及技校 (3)大专及大学 (4)大学以上

04．您的户13性质是——
(1)本市城镇 (2)本市农村 (3)本省城镇(4)本省农村 (5)外省城镇 (6)外省农村

05．您现在的住房是租用还是购买的? 建筑面积是 M2

(1)租用 (2)购买

06．总的来说，您对您家的住房状况满意度如何?

(1)很满意 (2)比较满意 (3)一般 (4)不太满意 (5)很不满意

07．您购买或租用住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可多选)

(1)解决基本居住要求 (2)二次置业升级换代 (3)自己结婚 (4)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

(5)因拆迁而购房 (6)投资出租 (7)为子女成家用 (8)给父母住 (9)生产经营

(10)其他，请说明

08．您当前的工作状况如何?————(无工作者跳答14题)
(1)有稳定的工作 (2)不稳定的临时工作 (3)无工作

09．您现在的工作地点： (1)开发区内 (2)开发区周边

10．从住所到您上班的地方是否方便?——
(4)其他(请注明)

(3)主城区 (4)郊县

(1)很方便 (2)比较方便 (3)一般 (4)不方便 (5)很不方便

11．您上班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什么? (可多选)

(1)公交车 (2)私家车 (3)自行车 (4)电动车或摩托车 (5)单位班车

(7)步行 (8)地铁 (9)其他，请说明

12．您从住所到单位的交通时间正常大约有多少分钟?

(1)15分钟以内 (2)16—30分钟 (3)31—45分钟 (4)46-60分钟 (5)61-75分钟

(6)76-90分钟 (7)91分钟以上

13．无论采取何种交通工具，您认为从住所到单位合适时间是

14．在南京您认为最理想的购房区域在哪里?

(1)鼓楼 (2)玄武 (3)白下 (4)秦淮

(7)栖霞(仙林) (8)雨花(宁南) (9)江宁

^7——

分钟?

(5)下关 (6)建邺(河西)

(10)江北(浦口、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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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您的日常购物及就医一般选择在：

(1)主城区 (2)开发区内 (3)开发区周边 (4)其它

16．下而是一些影响购房选址的因素，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选项并打√。

序号 项目 非常重要 很重要 一般 很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1 住房区位

2 工作地点

3 住房价格

4 楼盘层数

5 所在层数

6 户型结构

7 向阳采光

8 住房面积

9 分摊面积

10 建筑质量

11 建筑风格

12 品质档次

13 环保节能

14 私密性质

15 升值潜力

16 幼儿园

17 小学

18 诊所医院

19 小区景观

20 安防设施

2l 网络设施

22 停车车位

23 商业设施

24 运动场所

25 餐饮服务

26 休闲娱乐

27 地铁公交

28 物业服务

29 周边环境

30 楼盘品牌

衷心感谢您对此次调查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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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二

南京开发区职工职住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编号——
社区代码

尊敬的居民朋友：

您好，首先请原谅我打搅了您的工作和休息!

我是东南大学开发区职工住房研究组的访问员，这是我的证件。我们正在对开发区内职工的工作居住情况进行调研，

目的是了解当前开发区职工就业与居住的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误区。希望我们的调查能够得到您的支持与帮助。

祝您全家生活幸福、万事如意!

东南大学开发区职工职住问题研究组

2008年10月

企业名

01．您的年龄 性别

02．您的家里有 个人，就业人员——人，家庭月总收入是 元。

(1)1000以下(2)1000—2000 (3)2000—4000(4)4000—6000(5)6000—1万(6)1万以上

03．您的学历： (1)初中及以下 (2)高中及技校 (3)大专及大学 (4)大学以上

04．您的户口性质是

(1)本市城镇 (2)本市农村 (3)本省城镇(4)本省农村 (5)外省城镇 (6)外省农村

05．您的职位： (1)经理 (2)国家公务员 (3)高层技术人员 (4)普通职工 (5)其它——
06．您在此岗位工作多久： (1)<1年 (2)1～3年 (3)3～5年 (5)>5年

07．您现在的居住地点： (1)开发区内 (2)开发区周边 (3)主城区 (4)郊县08．您现在的住房的类型是?——建筑面积是 田2

(1)别墅 (2)高档公寓 (3)普通商品房 (4)中低价商品房

(6)房改房 (7)集资房 (8)廉租房 (9)解困房 (10)其他，

09．总的来说，您对您的住房状况满意度如何?——
(5)经济适用房

请注明——
(1)很满意 (2)比较满意 (3)一般 (4)不太满意 (5)很不满意10．您购买或租用住房的主要原因是什／I-,?——(可多选)
(1)解决基本居住要求 (2)二次置业升级换代 (3)自己结婚 (4)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

(5)因拆迁而购房 (6)投资出租 (7)为子女成家用 (8)给父母住 (9)生产经营(10)其他，请说明——
11．从住所到您上班的地方是否方便?——

(1)很方便 (2)比较方便 (3)一般 (4)不方便 (5)很不方便

12．您上班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什么?——
(1)公交车 (2)私家车 (3)

(可多选)

自行车 (4)电动车或摩托车 (5)单位班车

(7)步行 (8)地铁 (9)其他，请说明

13．您从住所到单位的交通时间正常大约有多少分钟?

(1)15分钟以内 (2)16—30分钟 (3)31—45分钟 (4)46-60分钟 (5)61—75分钟

(6)76-90分钟 (7)91分钟以上

14．无论采取何种交通工具，您认为从住所到单位合适时间是

15．在南京您认为最理想的购房区域在哪里?

分钟?

(1)鼓楼 (2)玄武 (3)自下 (4)秦淮 (5)下关 (6)建邺(河西)

(7)栖霞(仙林) (8)雨花(宁南) (9)江宁 (10)江北(浦口、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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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您的日常购物及就医一般选择在：

(1)主城区· (2)开发区内 (3)开发区周边 (4)其它

17．下面是一些影响购房选址的因素，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选项并打√。

序号 项目 非常重要 很重要 一般 很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l 住房区位

2 工作地点

3 住房价格

4 楼盘层数

5 所在层数

6 户型结构

7 向阳采光

8 住房面积

9 分摊面积

10 建筑质量

11 建筑风格

12 品质档次

13 环保节能

14 私密性质

15 升值潜力

16 幼儿园

17 小学

18 诊所医院

19 小区景观

20 安防设施

2l 网络设施

22 停车车位

23 商业设施

24 运动场所

25 餐饮服务

26 休闲娱乐

27 地铁公交

28 物业服务

29 周边环境

30 楼盘品牌

衷心感谢您对此次调查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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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致 谢

写完这一页，历时将近一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就要结束，却丝毫没有感到任何的轻松，或许是自己对于

即将踏上工作岗位有那么一份沉重与悸动吧。三月的南京被连续的阴霾包围，伴随着离别的情绪，让自己

更加的不舍。回首将近三年的学习生活，一幕幕依然鲜活和真切。这无疑是我在专业学习上成长最快的三

年，也同样是最为难忘的三年。如果把即将逝去的三年比作是一篇美丽的乐章，其中的每一个音符的灵动

都离不开师长、同学、朋友以及家人的帮助与关心。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谢意。

首先要深深感谢导师王兴平教授。从刚入学给予我宝贵的学习机会，到研一、研二有步骤地安排我参

加各类项目、课题实践，还有学习生活中给予的诸多关怀，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王老师的支持和指

导，这将使我终身受益。尤其在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全面细致的指导和点拨。至今，在您的严

格要求下一遍遍修改论文提纲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感谢导师!

感谢董卫、阳建强、刘博敏教授、吴晓、孙世界、王承慧副教授、王海卉老师，没有他们在开题时对

我论文提出的重要建议和意见，我的论文不能成功完成。感谢在各类项目、课题实践以及授课过程中给予

我指导、帮助的老师，他们是王建国教授、王红扬教授、姚士谋研究员、吴晓副教授、孙世界副教授、耿

土锁副教授、王承慧副教授、王海卉老师。感谢每一位在东南大学三年教导过我、关心过我的老师，正是

他们的教诲与启迪，拓宽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知识，耳濡目染他们的学者风范，收获颇丰。在此，对

诸位老师表示深深敬意和衷心感谢。

感谢在论文调研过程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他们的真知灼见和提供的一手宝贵资料为论文的写作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他们是南京市规划局选址用地处的施嘉泓处长、方倩学姐，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

心的何流主任，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地产处的陈敬雄工程师，南京市经委文化处的汪处长，南京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的陈家祥主任和崔松喜经理，江宁规划局的蒋锐学姐，江宁经济开发区规划处的孙艳辉主任、

陈工，江宁统计局的施震平主任、常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严玲总规划师、蒋丙南主任、宰娟规划师，

南京下关电厂的朱书记，南京三乐集团用地处的李主任，中电熊猫集团投资发展部的陶家顺主任，晨光集

团创意园区的陈敏经理，金城集团第三产业事业部的殷章海处长，南汽集团规划发展部的吕宏志主任，南

京雪花啤酒集团三产部的张主任，同创集团三产处的何处长以及在调研过程中走访涉及的其他相关部门的

人员。在此表示感谢。

感谢同门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以及同级学友，他们是刘伟奇、胡幸、赵虎、许景、谢晖、胡畔、

袁新国、戎一翎、朱凯、吕冬敏、殷铭、丁琼、殷祥瑞、杨杰、贺帅帅、孙静、权丹、沈明明、谢泉等，

正是与他们的交流讨论以及给予我的帮助，使我能够不断成长。感谢111全体室友江鹏和张建波在这将近

三年的时间里给予的温暖，他们是我永远的朋友。感谢06研城规班的所有同学，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特别要感谢我母校的陈修颖教授、张艳明老师以及张雪娜老师，正是他们的教导与帮助才能让我顺利

踏上读研的道路。还要感谢在找工作期间给予我帮助的张勇、胡庆刚、张楠楠、田小茸、黄文柳、张建栋、

张乐益以及孟娇蓉等。

最后当然是要感谢我的家人和女友方晟岚，他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感谢我的好友杨展超、

王立华、朱敏、汪洋、许卫卫、尹璇璇、陆烨、黄波、俞天谱、俞力、蔡锦宇等对我的帮助和鼓励。谨以

此文献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感谢所有关心我成长的人，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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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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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孙志刚．城市功能论I'MI．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2】陈秋玲．走向共生：基于共生关系的开发区发展路径依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3】王兴平，崔功豪．中国城市开发区的空间规模与效益研究【J】．城市规划，2003，(9)：6---12．

【4】魏柯，周波．试析高新区建设与城市功能发展的互动关系明．四JlI建筑，2003，(S1)：24--26．

【5】 肖细军，章定富，曾艳．浅析工业园区与南昌城市发展【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4，(3)：58--61．

【6】钟源．开发区与兰州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

【7】何兴刚．世界经济述开发区发展评【J】．长江论坛，1995，(3)：48～52．

【8】 国际现代建筑学会，清华大学营建学系．雅典宪章唧．城市发展研究，2007，(5)：123、126．

【9】陈占祥．马丘比丘宪章叨．国外城市规划，1979，(O)：l—14．

【10】陈萍萍．上海城市功能提升与城市更新【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11】李俊莉，王慧，郑国．开发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作用的聚类分析评价【J】．人文地理，2006，(4)：39—43．

[12】王兴平．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发展机制与空间组织[M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31王战和，许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田．人文地理，2006，(2)：64166．

[14】魏心镇，王缉慈．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fl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5】邢海峰．开发区空间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研究一以天津经济开发区为例【J】．开发研究，2003，(4)：39-42．
【16】王慧．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J】．地理学报，2006，(10)：101卜1024．

【17】陈秋玲．走向共生：基于共生关系的开发区发展路径依赖IMl．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18】王慧．开发区与城市相互关系的内在机理及空间效应【J】．城市规划，2003，(3)：20-一25．

119】白 瑾．公园化、人性化、科技化——台湾科学园区规划经验阴．世界建筑，2000，(7)：28-一30．

【20】王宏伟，袁中金，侯爱敏．城市化的开发区模式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2)：9～12．

【2l】张弘．长江三角洲开发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城市规划作用机制【D】．上海：同济大学博士论文，2001．

[22】郑夏明．武汉市开发区建设与城市发展战略关系研究【D1．武汉：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

[23】龚慧娴．北京开发区发展与城市化的关系【D】．北京；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5．

[24】陈昭锋．论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化功能开发【J】．城市开发，1998，(4)：19,--21．

【25】张庭伟．1990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动力机制【J】．城市规划，2001，(7)：7一14．

【26】张晓平，刘卫东．开发区与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及其动力机制【J】．地理科学，2003，(2)：19—21．

【27】王红，闾国年，陈干．细胞自动机及在南京城市演化预测中的应用【J】．人文地理：2002，(1)：52—55．

【28】夏文元，贺旭中．论开发区与区域开发【J】．浦东开发，1997，(9)：5l~54．

[291张荣，傅缓宁．试论城市开发区群体的合理布局与协调管理【J】．城市规划，1997，(3)：56--58．

[30】周国华，唐承丽，朱翔，周海燕．长株潭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优化研究川．热带地理，2002，(4)：330～334．

【3l】王缉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分析构架阴．中国工业经济，1998，(3)：54～57．

【32】陆玉麒．余玉祥．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的区域效应研究【J】．经济地理，1998，(3)：57-62．

【33】张晓平．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特征及动力机制【J】．地理研究，2002，(5)：656-666．

[341张弘．开发区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城市化模式【J1．城市规划汇刊，2001，(6)：65～80．

[35】王明波．试析高新技术开发区功能【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11)：129～132．

【36】贝朗塔菲．一般系统论【l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37】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M】．李白玉，陈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38】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1．陈郁，郭宇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9】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I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40】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l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4l】王红霞．企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制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发展的路径探究【l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2】王建国．后工业时代产业建筑遗产保护更新【M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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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曹敏娜，王兴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功能定位研究川．人文地理，2003，(2)：37--41．

[441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p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5】王兴平，许景．中国城市开发区群的发展与演化——以南京为例【J】．城市规划，2008，(3)：25—32．

【46】王兴平．中国开发区空间配置与使用的错位现象研究——以南京国家级开发区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8，(2)：85～91．

【47】刘伟奇．长三角国家级开发区与城市的空间效益比较研究一以南京市为例【D】．南京：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48】南京市统计局，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南京50年【M】．南京：南京市统计局，2000．

[49】南京市统计局．南京统计年鉴[m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7．

【50】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江宁统计年鉴IM]．南京：方志出版社，2001．2007．

【5l】中共南京市江宁区委员会，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江宁年鉴IM]．南京：年鉴社，2001．2007．

【52】南京市浦12区人民政府，浦口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浦口年鉴[MI．南京：方志出版社，2001．2007．

[53J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南京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课题，2005．

【54】吴靖梅，张佳，宋若蔚．开发区连接主城区的公共交通系统调研分析，2006．

【55】王洁如，于晓淦，贾晨．南京市开发区居住与配套设施发展调研，2006．

【56l王静，赵薇，陆维婷．南京开发区与周边高校相互关系调研，2006．

[571孙晨，吴烨，莫昭莹．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居住空间与产业空间关系的现状调研，2006．

【58】周文婷，秦静，李媚．珠江路楼宇经济调研，2006．

[59】靳永勐，蒋瑞明，刘晋华．老城区土地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对中央门老工业基地更新的思考，2007．

[60】姜中月，狄雪琴，唐婧．南京老工业基地空间结构调研一以中央门为例，2007．
【611翟玉章，黄灵卉，施骁夏．南京企业旧厂区保护更新认知——以金城集团旧厂区为例，2008．

162】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南京职住空间调研报告——中央门地区为例2008．

【63】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

【“】中共南京市建设委员．南京城建统计年报，1979．2007．

【65]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8江宁区城乡统筹规划总报告(草)，2008．

[66】东大无线谷规划方案与筹建进展汇报PPT．

【671 Kenneth T．Jackson,Crabgrass Frontier：The Suburbanization of tll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相关网站：

【l】中国开发区网．．http：／／wwav．cadz．org．cn．

【2】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http：／／www．ninhz．gov．cn．

【3】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http：／／www．indz．gov．cn．

【4】聚隆集团官方网页．．http：／／www．nijulong．cn．

【5】晨光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cacgg．com．

【6】南汽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na照qLcom．c．n．

【7】金城集团官方网站．htlp：／／www．iincheng．com．

【8】同创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china-toptry．com．

【9】熊猫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panda．cn．

【lO】江苏连邦官方网站．http：／／www．aspl68．com．

【11】宏图三胞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sanoower2rouo．coin．．

【12】华润雪花集团官方网站．http：／／www．snowbeer．com．cn．

f13】南京统计年鉴网站．．http／／www．n,jtj．gov．c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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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历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l】章建豪．南京夫子庙及其周边地区景观文化网络的构建【刀．规划师，2008，(1)．

【2】章建豪，王兴平．基于GIS的开发区产业空间布局方法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7．

【3】章建豪，王兴平．基于都市型产业园建设的南京老城就业空间优化研究【C】． 国外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8．

【4】谢晖，王兴平，章建豪．基于效益分析的节约型城市规划方法探索川．规划师，2007，(4)．

【5】章建豪，王兴平．开发区内部村落空间整合模式探讨【C】．中国经济学会学科建设委员会年会论文集，2007．

【6】章建豪，王兴平．天宁开发区产业空间布局评价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8，(9)．

【7】章建豪，王兴平．工贸型小城镇职住空间分异现象探析fJ】．经济地理．(录用)

在校期间参与的主要科研和规划项目

【l】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发区与城市的空间整合及规划调控研究．

【2】2 中英老工业城市更新改造的实践研究．

【3】珠海市城镇体系规划．

【41常州市天宁区概念规划．

【5】常州市天宁开发区战略规划．．

【6】6 溧水县石湫镇总体规划．

【7】马鞍山博望镇近期规划．‘

【8】马鞍山博望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9】和县乌江镇总体规划．

【lO】南京江宁区城乡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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