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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二五”开局以来，滨海新区发展成效有目共睹。 本文以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
利用外资等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为线索，系统梳理前一时期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 主要包括发展成就与
发展方式的分析、区域竞争力分析、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分析三大方面。 滨海新区经济增速趋于平稳，固定资产投
资逐年提高，形成了以创新为导向，循环为目标的发展方式。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滨海新区产业竞争能力大幅
提升，在吸引外资、产业集群、文化产业和人才建设等方面的竞争能力凸显；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农村居民生活
质量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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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 佩鲁（Francois Perroux） 将

经济增长定义为“考虑到货币贬值情况下，一个国家或地
区，一定时期内，物品和服务产出量规模比居民规模的扩
大”。① 可见，经济增长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增长。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Sir William Arthur Lewis）主要用人
均产量的增长衡量经济增长。人均产量或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等数量指标往往对后发国家（地区） 而言，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② 后发国家（地区） 可以参照相关指标的数
量和增长幅度合理配置投入要素，进而决定下一步的政
策措施。
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展（Development） 的内涵远远超

出增长（growth），重视所在国家（地区） 经济社会环境和
个体生活是发展的核心目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
在 １９９０年首次提出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
的概念指出：“人类发展的过程是人们独立地和集体地发
展自我潜力，去创造性地挖掘和实现与自我需求和兴趣
相符的有价值的生活；发展的过程能扩大人们的选择，是
一种探求有益环境的过程”。枟天津市滨海新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枠 中“发展方式转变，
民生福祉显著改善，生态环境良好” 的目标与该理念可谓
一脉相承。

“十二五” 开局以来，滨海新区发展成效有目共睹。从
数据上看，２０１２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 ７ ２０５．１７亿元，相较
２０１１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 ２０．１％；第三产业
增加值 ２ ３３８．０５亿元，占 GDP比重提高了 １．５％；在全球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２０１２ 年外资仍平稳增长，增长率为
１５．４％③。从发展情况上看，２０１２年，滨海新区的商业市场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场景，４ 家大型购物中心同时开
业；东疆保税港区、中新生态城、中心商务区等建设取得
突破性进展，基本建成了现代化路网体系；城乡教育协调
稳步发展；２０项民心工程高质量完成；提高就业政策效果
显著。可见，滨海新区正在从数量上的经济增长向实现科
学发展的深度转变。

二、发展成就与发展方式分析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开局（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年），是滨

海新区各方面全面发展和推进的重要时期，也是改革和
发展进程的重要里程碑：２００５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
滨海新区的发展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２００６年，国务院赋
予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新区成为全国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２００９ 年，滨海新区获批设立统一的行政
区，开发开放又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的发展，为滨海新
区的下一步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开局，期间出现的一些问
题也为滨海新区未来的改进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下文将以地区 GDP、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实际
利用外资等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其领先指标为线

索，系统梳理前一时期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成就。
（一） 经济增速趋于平稳，产业转型卓有成效
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从２００６年的不足２ ０００亿元，

上升至 ２０１２年的 ７ ２０５．１７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２３．９８％。
２０１２年地区生产总值是六年前的 ３．６３ 倍。经济增速在
２０１０年时达到最高峰，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呈现趋缓的态势。
就经济增速看，新区不仅在全国位列前茅，还远超浦东新
区和深圳特区。新区的区域带动能力逐步增强。从地区生
产总值看，新区占天津市的比重逐年提升。作为环渤海的
重要增长极点，其在区域一体化中将更多承担“引领区域
发展、区域创新和对外开放平台” 的重要功能（如下图 １
所示）。

　　图 １ 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情况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在滨海新区经济的强劲增长中，贡献率最高的是第
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经济。２０１２ 年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１５．８％，达 １４ ４１６．７５亿元。航空航天、生
物制药等八大优势产业的总产值高达 １３ ７１５．８２亿元，占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９５．１％，使新区工业总产值
提升了 １２．８％。２０１２ 年滨海新区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
０．１４ ∶６８．８６ ∶３１．００，呈现“二、三、一” 的倒 U型发展格局
（见图 ２）。

　　图 ２ 滨海新区三次产业情况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滨海新区仍然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第三产业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第二产业占比的 １／２。尽管
２０１２年第三产业占比为 ３２．４５％，达到历史最高，可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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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北上广” 等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一线城市，第三产
业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从全国视角看，新区的工业化进
程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或地区，未来其产业结构布局将更
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在 ２０１３ 年滨海新区发
展目标中，第三产业将更多地倾向于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这会明显改善目前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

（二） 固定资产投资逐年提高，结构趋向合理
固定资产投资指的是社会固定资产的再生产，通过

固定资产的投资、建造和购置等活动综合性地反映固定
资产投资速度、规模、比例及使用方向，其量以货币形式
表现，是衡量社会生产的领先型指标。滨海新区固定资产
投资总量逐年提高，增速一直快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这
预示着未来有强大的增长后劲。投资情况如图 ３所示。

　　图 ３ 滨海新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经济发展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滨海新区共有 １ ２１０项重
点项目 （计划总投资在 ５ ０００ 万元以上）， 实现投资
２ ５６１．７３亿元，在新区的全部投资中占比 ５７．５％。其中，
第二产业投资占比 ４１．３个百分点，总额１ ０５７．９３亿元，仅
工业就实现了 ８９４．０８亿元的投资；第三产业投资占重点
项目投资的５８．３个百分点，投资额为１ ４９２．３１亿元。上述
情况表明，滨海新区正在改造、升级、完善第二产业，加快
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引导大量资金进入第三产业加
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
在全国各城市实际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和总量中，

滨海新区位居前列，有较高的对外开发开放水平。２０１２ 年
新区实际利用外资 ９８ 亿美元，约占全国的 ８．８％，成为我
国引进外资最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见图 ４）。

　　图 ４　　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在金融危机和全球市场变化格局下，滨海新区能够

吸引大量外资主要原因是其开发开放空前的广度和深

度，同时，作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其开发建设势
必得到世界的注目和青睐。

（三） 以创新为导向，循环为目标的发展方式
近年来，滨海之所以发展迅速，其原因可归结为：以

现代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日趋优化，开放型主导的
经济稳步增速发展，基础设施更加健全，科技和创新能力
快速提升，区域服务质量日益提高。滨海新区八大优势产
业（航空、飞机、石化、新能源等） 的快速推进正是科技创
新能力增强的最好诠释。

滨海新区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筑自主创新高地、
争创科技创新的领航区为主线，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事业。
自 ２０１１年起 ５ 年内，滨海高新区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
展的资金达 １０亿。

１．以创新为导向的高端产业发展集聚模式。滨海新
区以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带动区域增长为产

业发展目标。科技创新在提升产业集聚向心力和增强知
识溢散效应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科技创新是维系和发
展产业集群的源动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企业只有不
断创新，才能保证持续获得集群内部的优势和集群租金。

产业集群整体升级比维系产业集群对创新的要求更

高。单个企业或研究中心的创新信息通过有效的社会网
络即可以到达产业集群内所有企业。维系产业集群的创
新仅需停留在产品形式、产品功能的创新上。而产业集群
升级则要求集群内部形成共同的创新动力，以及生产内
容、生产流程的整体创新。这种支持产业集群升级的创新
既要符合产业需求，又要与所处经济环境相一致。从下文
可以看到，滨海新区的发展为什么避免了英国马歇尔式
“工业区” 难以维系的厄运。

纵观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情况，科技创新带动高新技
术产业集群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领军型企业主导模
式④，区域创新网络模式⑤，公共创新平台模式⑥。纵观滨
海新区的发展轨迹，其科技创新促进效应属于“领军型企
业主导模式” 和“区域创新网络模式” 两者协同的方式。

滨海新区的领军型企业科技发展较为迅速。相较于
上一年度，滨海新区大中型企业在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
企业办科技机构及人员数和专利申请数方面有较大提

升。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目增加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从事科技研发和创新创造。企业开始倾向于招纳具有
科技水平的人才。专利申请数增速提升超过 ２０％。这表
明，滨海新区的领军型企业主导模式正在日趋成熟。

滨海新区的区域创新网络模式正在日趋完善。相较
于上一统计年度，滨海新区专利申请、授权和有效专利数
量表现为企业、个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机关团体协
同增长。滨海新区鼓励区域创新创业的政策也得到了有
效体现，新区内个人做专利主体进行申请、授权等总体数
量排名第二，超过了科研机构的数量。创新创造正在为滨
海新区未来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完善的区域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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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下，滨海新区企业开始发挥重要的科技创新作用。
２０１１年，滨海新区科技小巨人企业增加 １２４ 家，科技型企
业增加 ２ ８４１家，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 １１家，占全市的 ６８．７１％。在天津市首批创新工
程奖中，新区有 １６家企业入选，占全市的比重达 ６４％。

２．以绿色、低碳的循环经济为目标的长期发展模式。
在近年来（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２年）的发展中，滨海新区实现了经
济总量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
的三方面并进。滨海新区正在从追求短期经济“数量” 向
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社会个体的长远发展需求转

变。滨海新区在绿色、低碳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做出了
有益的制度尝试，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滨海新区为发展循环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制度

探索。２０１１年，滨海新区区委组织专业力量，结合专家意
见，编写制订了枟滨海新区污水处理实施方案枠、枟滨海新
区海水淡化产业分析研究报告枠 等一批具有指导意义的
循环经济指导性文件。滨海新区在“十二五” 初期就制定
了枟滨海新区“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枠和枟滨
海新区“十二五”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实施方案枠，
并做好了签订减排责任书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新区安
排支持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专项资金高达 ２ ０００
万元，支持项目 １８个，总投资超过 １２亿元。
第一，循环经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２０１１年滨海新区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 ０．６４７ 吨标煤 ／万元，下降了
４．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 ０．７２
吨标煤 ／万元，主要工业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保持在
９８％以上。⑦

第二，能源消费有效降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控制在
０．６９以下，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
明显下降，并且有效控制了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增长。
第三，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得到有效治理。２０１２ 年，滨

海新区加大了防治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力度，２３个“气减
排”和１８个“水减排”项目应运而生。防治大气污染方面，
滨海新区对辖区内 ８家供热燃煤企业、５３ 台（套） 燃煤锅
炉及除尘脱硫设施进行专项检查，重点监督新区二噁英
排放，有效减少了有毒有害气体排放。防治水污染方面，
在新区政府的指导下成立了“滨海新区碧水低碳产业联
盟”，对企业负责人进行水污染防治教育，进一步实现污
染物减排。预计未来，滨海新区将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力
度，提升区内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新区区域竞争力分析
经过七年的发展，滨海新区已经成为国家级新区中

最富有增长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新区的地区生产总
值和工业增加值已经超越浦东新区。新区建设的“十大战
役” 已经初具规模，“十大改革” 正在有序进行，改革发展
正显示出勃勃生机。

（一） 区域竞争目标定位

本报告将滨海新区与其他同类型 ２４ 个副省级城市
（地区） 相比较，选取反映实际经济运行情况的三项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比、地方财政一般收入），投
资指标两项（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程
度指标一项（进出口总值），民生指标两项（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共计八项指标。

本研究所采用的指标数量多，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大，
这就增加了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大量数据经过反复
处理也可能导致误差增大，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
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
析，产生的主成分通过加权可得到综合评价函数，由此函
数计算综合得分，这样就能够对客观经济现象进行科学
评价。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要检验所选取的指标是否适
用于此方法，检验常采取的是 KMO检验和 Bartlett球形检
验。检验所得结果如表 １，结果显示 KMO检验值为 ０．５２３，
大于 ０．５，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 ０ ＜０．０５，说明所选指标
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表 １ KMO 检验和 Bartlett球形检验

KMO 和 Bartlett球形检验

KMO 抽样适度测定值 ０  ．５２３

球形 bartlett检验
卡方 １６７ H．８４２
自由度 ２８ Ö
Sig．值 ０  ．０００

　　经０ －１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可以得到
特征根和因子载荷矩阵。利用因子分析结果进行主成分
分析可得主成分的特征向量矩阵，由此得到 ２５ 个城市的
三项主成分表达式，进而计算得出各主成分得分、综合得
分及综合排名（见表 ２）。

从表２排名中可以看到，滨海新区处于２５个城市（地
区） 的中间水平。在此，我们还要具体寻找与滨海新区相
类似的城市以确定滨海新区的定位。关于定位问题，需要
寻求一种科学的方法对 ２５个城市（地区） 进行归类，在此
我们采用统计学中的聚类分析法。

聚类分析需要依据样品性质上的亲疏程度进行分

类，目前最常用的描述样品间亲疏程度的统计量是距离。
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对 ２５ 个城市和地区采用欧氏距离进
行离差平方和法（Ward 法）。SPSS 给出聚类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如图 ５所示，SPSS给出的聚类分析树状图描述了 ２５
个不同城市的分类情况，由右向左体现了城市的分类情
况。由右向左看，所有城市最初被分为两大类：由广州、深
圳、苏州所组成的一线城市类，由其余城市所组成的第二
类城市。其他 ２２个城市（地区） 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多种类
型。从滨海新区所处位置来看，滨海新区与大连的发展情
况最为相近。与滨海新区发展水平近似的还有武汉、沈
阳、成都、南京、杭州、无锡和青岛。这些城市都是与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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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发展相近区域，以及未来区域竞争目标和发展参考
对象。
　表 ２　２５个城市和地区各主成分得分、综合得分及综合排名

主成分 １ –主成分 ２ �主成分 ３ `综合得分 排名

广州 ４ �．３３ －０ �．０１ ２ û．６５ ２ ˚．９１ １ ®
深圳 ４ �．９９ －１ �．６５ －０ ¤．４ ２ ˚．３１ ２ ®
苏州 ３ �．８１ １ V．２３ －１ «．５１ ２ ˚．１９ ３ ®
成都 ０ �．８４ ２ V．０８ ０ û．６５ １ ˚．１３ ４ ®
大连 ０ �．５４ ２ V．４３ －１ «．４１ ０ ˚．６８ ５ ®
武汉 ０ �．１１ １ V．１７ １ û．２４ ０ ˚．５９ ６ ®
杭州 １ �．１３ －０ �．２６ ０ û．１１ ０ ˚．５９ ７ ®
南京 ０ �．５５ －０ �．０２ １ û．０９ ０ �．５ ８ ®
沈阳 －０ 7．０８ １ V．７９ ０ û．２５ ０ ˚．４６ ９ ®
青岛 ０ �．１９ ０ V．１１ ０ ²．３ ０ ˚．１９ １０ º
无锡 ０ �．２６ －０ �．２３ －０ «．１５ ０ ˚．０６ １１ º

滨海新区 ０ �．１９ １ j．３ －２ «．８１ －０ #．０６ １２ º
宁波 ０ �．０５ －１ �．０１ －０ «．６４ －０ #．３５ １３ º

浦东新区 ０ �．７１ －２ �．５６ －０ «．９５ －０ #．４３ １４ º
长沙 －１ 7．７３ １ j．４ ０ û．５９ －０ 7．５ １５ º
郑州 －１ 7．３８ ０ V．５１ －０ ¤．１ －０ #．６６ １６ º
西安 －１ 7．３８ －０ �．２４ ０ û．９７ －０ #．６７ １７ º
哈尔滨 －１ K．６ －０ �．１８ １ û．１９ －０ #．７４ １８ º
佛山 －０ 7．９８ －１ �．０３ －０ «．６１ －０ #．９３ １９ º
济南 －１ 7．２７ －１ �．５５ １ û．０５ －０ #．９３ ２０ º
东莞 －０ 7．４５ －２ �．９２ －０ «．８３ －１ #．１６ ２１ º
烟台 －１ 7．８２ －０ ì．３ －０ «．３８ －１ #．１７ ２２ º
石家庄 －２ K．４ ０ V．０７ ０ û．４２ －１ #．２６ ２３ º
长春 －２ 7．１７ －０ �．０７ －０ «．１８ －１ #．２７ ２４ º
唐山 －２ 7．４６ －０ �．０６ －０ «．５３ －１ 7．５ ２５ º

　　图 ５ 聚类分析树状图
资料来源：由 SPSS 统计软件生成。

（二） 产业竞争能力大幅提升
有资料显示，滨海新区在吸引外资、产业集群、文化

产业和人才建设等方面的竞争能力凸显。
１．高端、高质、高新产业与外资集聚。吸引外资是滨

海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源之一。由于滨海新区为外
商在区域内企业投资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因而越
来越多的实力雄厚的企业将资金投入到滨海新区，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滨海新区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滨海新区吸
引外资主要呈现出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的特点。首先，
高端化的外资制造业落户新区。到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滨海新

区共批准了 ２０１ 家外商投资企业，如创业企业、高科技企
业、低碳企业和融资企业等。其次，高质化的外资助力转
型。新区企业对外招商正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变为
服务密集型企业。新批的外商投资企业中，近半数企业投
资额超过 １亿美元，维斯塔斯、中金再生资源、高银地产等
知名企业位列其中，成为新区合同外资增长的重要驱动
力量。⑧ 再次，高新化的外资创造生产潜力。新区吸引落户
的外商主要为维斯塔斯风力技术集团、卡梅隆· 佩斯集
团、美联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等低碳、绿色企业，并呈现
出以科技企业、融资租赁、创业投资等为代表的高投资额
现代服务业项目加速聚集的态势。⑨ 这些以低碳、绿色为
主的高新产业为滨海新区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无限潜力。

２．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优势初显。“高新技术产业” 集
群已成为滨海新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从 ２００５
年至今，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滨海新区的快速发展功不
可没。首先，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模式有利于弥补新区产业
起步晚的劣势。历经七年，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
展，较 ２００５年增长五倍⑩。集群式发展促进了高新技术产
业更好地把握知识和更快的更新信息。新区内高新技术
产业凭借高效的信息搜索能力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实
现产业的快速崛起。其次，高新技术发展为新区内其他产
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带来的巨大
的知识外溢为其它产业降低了生产和研发成本，促进了
新区产业的快速崛起。最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客
观上促进了滨海新区配套制度和服务功能的完善。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不可避免的要面临比传统产业更高的科研

转化以及创新研发风险和高端人才安置问题。新区根据
上述情况及时出台了完善高新技术发展和鼓励人才引进

的相关配套政策，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政府的服务职能。这
些政策的出台为新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

３．北方“文化之都”。滨海新区在国家级文化产业示
范园区建设，天津市乃至环渤海地区文化资源的整合、开
发方面建树颇多。有资料显示，滨海新区将努力建设中国
北方重要的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策源地和示范区。新区
文化产业已初步形成产业门类齐全、文化设施投入加大
和空间布局相对集中三大特点。皕瑏瑡

为推进产业发展和惠及民众，新区建设成一套汇集
新闻出版、图书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休闲娱乐、群
众文化、广播影视等多种元素为一体的文化产业体系。诸
多有实力的企业已进驻到该体系中，诸如新闻出版、工艺
美术、图书音像和广播影视等产业。这将推动产业链条的
完善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向上发展。休闲娱乐、群众文化等
惠及民众的产业也遍地开花。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随着
对文化设施投入的不断增大，滨海新区文化产业的吸引
力将逐步提升。

４．构筑“人才高地”。２０１０ 年末，滨海新区相继推出
枟关于加快滨海新区人才高地建设的意见枠 等多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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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无疑是构筑“人才高地” 的助推器，它表明，滨海
新区的人才目标是真正成为全国开放程度最高、创新活
力最强、创新成果最丰富的国际人才高地之一。目前，“滨
海新区已经吸引了大批高素质人才的进入，人才竞争力
逐年提高，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皕瑏瑢。
滨海新区非常重视海内外高端人才的引进，对有突

出贡献的研究团队和个人给予优厚的待遇，如按照不低
于全市引进科技领军人才的标准确定资助额度和住房补

贴。目前新区已在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新兴科技
产业等方面引进并储备了一批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骨干群体。
总体看，滨海新区经济各项主要指标增速均位居全

国前列，经济总量稳步提升。各项高新技术产业和低碳、
绿色产业发展迅速，以高端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蓬
勃发展。新区在发展中形成了吸引外资、产业集群、文化
产业和人才建设四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为未来的科
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居民收入、生活水平质量情况分析
（一）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明显
滨海新区 ２００６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７ ５１３

元，至 ２０１２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３３ ８６９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六年中翻了一番，年均增长
率为 １１．６２％。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均有明显的提高，社
会更加和谐稳定。

　　图 ６　　滨海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一般来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活水平成
正比，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越高。滨海新区
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进入全国前列，虽然与“北
上广” 等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从其增长态势看，新区
可以较快达到全国一流城市水平。

２００６年至 ２０１１年，滨海新区的非农户口比例由原来
的 ７６．７７％上升至 ８１．６６％。从业人员为 ９７４ ５４３ 人，同比
增长 ５９．７％。其中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和增长率均
为最高，为 ８３４ ９５２人，同比增长 ６５．１９％。从工资总额上
看，按照国民经济类型划分，集体经济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最高，且同比增幅最快，具体表现为：２０１１ 年国有经济的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３９ ９８０．６万元，同比增长 ６８．６％；集
体经济的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５ ２４０ ４４３．５ 万元，同比增

长 ６７．１％；其他经济的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２ ２９１ ５２８．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６．０％。上述增长得益于各级工会组织和
人力社保部门的细致认真工作，和工资协商、完善配套政
策等支持。

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也呈现加快增长

的态势。经营净收入提升体现了新区在扶持民营企业和
私营企业方面力度的增强。同时，新区还制定政策、创造
条件鼓励和扶持城镇居民自主创业。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共有
个体工商户 ２８ ６５４户，民营企业 ３３ ４１３家，个体工商户注
册资金总额达 １４．０６亿元，民营企业注册资金达 ２ ９０５．５２
亿元。皕瑏瑣 随着收入的提升，新区居民的家庭财富积累逐渐
增加。与此相伴随，更多城镇居民选择投资进行财富的再
创造，因此居民财产性收入有较大提高。统计显示，投资
股票、基金获利和房屋租金成为滨海新区居民财产性收
入的主要来源。

滨海新区人均消费支出金额有较大提升，支出项目
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传统的食品、衣着支出增幅放缓，
部分支出项目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教育、文化、娱乐用
品服务和服务性消费等新兴支出项目呈现出高速增长的

趋势。滨海新区城镇居民收入提升正在引起本地居民消
费习惯的改变。养生类食品和对服务的支出逐年上升，方
便、快捷的“网上购物” 成为部分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
主要方式。

滨海新区内部汉沽、塘沽、大港三个区的发展水平并
不均衡，从 ２０１１ 年数据看，塘沽区发展基础较好，因此其
消费金额和消费项目都更具有引导性。其家庭设备、用品
及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等项目支出增幅较大，对交通与
通讯支出增幅较小。汉沽区的发展基础较弱，但人均消费
支出提升较快，同比增幅 ２４％，杂项商品与服务、食品和
服务性消费方面支出增幅较大，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和医疗保健消费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大港区的发展水
平在三区中较为平均，消费支出中，交通与通讯增长明
显，达到 ６０．５５％。其他支出增长较为缓慢，服务型消费支
出呈现负增长的态势（见表 ３）。

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判断，滨海新区整体恩格尔
系数处于 ２０％至 ３０％之间，属于富足的水平。从支出占
比情况来看，各分区主要消费支出均为食品和服务型消
费，这说明服务型消费已成为主要消费项目，服务业的需
求将引致和带动地区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各分区消费结构也存在差异。塘沽区的恩格尔系数
处于 ２０％至 ３０％之间，属于富足的水平，其支出占比排
名前五的项目为：食品，服务性消费，衣着消费，交通与通
讯和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汉沽区的恩格尔系数
处于 ５０％至 ６０％之间，属于温饱的水平，其支出占比排
名前五的项目为：食品，服务性消费，衣着消费，交通与通
讯和居住。大港区的恩格尔系数处于 ２０％至 ３０％之间，
属于富足的水平，其支出占比排名前五的项目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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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消费，交通与通讯，衣着和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及 服务。
　　　　　　　 表 ３ 滨海新区城镇居民支出情况（支出单位：元）

项目
塘沽 汉沽 大港

２０１０ k２０１１ ³增幅 ％ ２０１０ ï２０１１ ›增幅 ％ ２０１０ ø２０１１ �增幅 ％
人均消费性支出 ２０７３９ �２２６１２ «９ Ç．０３％ １０５５０ ©１３０８２ Ò２４ ¿．００％ １７１８０ ”１９２３０ �１１ Í．９３％
服务性消费 ４８１５ k５１１１ ³６ Ç．１５％ １６９９ ï２２３７ ›３１ ¿．６７％ ４３４３ ø４３２０ �－０ ˇ．５３％
食品 ７４４１ k８０８２ ³８ Ç．６１％ ５１９９ ï６９５５ ›３３ ¿．７８％ ５３５７ ø５５３６ �３ ÷．３４％
衣着 ２７６６ k３１０７ ³１２ ñ．３３％ １４９７ ï１８４８ ›２３ ¿．４５％ ２４１３ ø２５６５ �６ ÷．３０％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１２８４ k１５９３ ³２４ ñ．０７％ ６９８ Å６４８ …－７ ’．１６％ １０７８ ø１０９８ �１ ÷．８６％
医疗保健 １１４２ k１２０５ ³５ Ç．５２％ ３９１ Å３７３ …－４ ’．６０％ １２２３ ø１２６９ �３ ÷．７６％
交通与通讯 ３００９ k３０２４ ³０ Ç．５０％ ７９２ Å９８４ …２４ ¿．２４％ ２６５４ ø４２６１ �６０ Í．５５％

教育、文化、娱乐用品服务 ２１８６ k２３１４ ³５ Ç．８６％ ６８２ Å８６９ …２７ ¿．４２％ ２２８１ ø２３０６ �１ ÷．１０％
居住 １８２２ k２０３５ ³１１ ñ．６９％ ９８８ Å９６４ …－２ ’．４３％ １２８６ ø１２９５ �０ ÷．７０％

杂项商品与服务 １０８９ k１２５０ ³１４ ñ．７８％ ３０４ Å４４１ …４５ ¿．０７％ ８８８ ´８９９ Û１ ÷．２４％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表 ４ 城镇居民支出占比情况（各分项支出 ／人均消费性支出，单位：％）

项目
塘沽 汉沽 大港

２０１０ k２０１１ ³增幅 ％ ２０１０ ï２０１１ ›增幅 ％ ２０１０ ø２０１１ �增幅 ％
服务性消费 ２３ �．２２ ２２ N．６０ －０ ‘．６１ １６ 0．１０ １７ x．１０ １ ’．００ ２５ Z．２８ ２２ ¢．４６ －２ (．８１
食品 ３５ �．８８ ３５ N．７４ －０ ‘．１４ ４９ 0．２８ ５３ x．１６ ３ ’．８９ ３１ Z．１８ ２８ ¢．７９ －２ (．３９
衣着 １３ �．３４ １３ N．７４ ０ ´．４０ １４ 0．１９ １４ x．１３ －０ ˛．０６ １４ Z．０５ １３ ¢．３４ －０ (．７１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６ Ú．１９ ７ :．０４ ０ ´．８５ ６ �．６２ ４ d．９５ －１ ˛．６６ ６ F．２７ ５ é．７１ －０ (．５６
医疗保健 ５ Ú．５１ ５ :．３３ －０ ‘．１８ ３ �．７１ ２ d．８５ －０ ˛．８５ ７ F．１２ ６ é．６０ －０ (．５２
交通与通讯 １４ �．５１ １３ N．３７ －１ ‘．１４ ７ �．５１ ７ d．５２ ０ ’．０１ １５ Z．４５ ２２ ¢．１６ ６ ˇ．７１

教育、文化、娱乐用品服务 １０ �．５４ １０ N．２３ －０ ‘．３１ ６ �．４６ ６ d．６４ ０ ’．１８ １３ Z．２８ １１ ¢．９９ －１ (．２９
居住 ８ Ú．７９ ９ :．００ ０ ´．２１ ９ �．３６ ７ d．３７ －２ ˛．００ ７ F．４９ ６ é．７３ －０ (．７５

杂项商品与服务 ５ Ú．２５ ５ :．５３ ０ ´．２８ ２ �．８８ ３ d．３７ ０ ’．４９ ５ F．１７ ４ é．６７ －０ (．４９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二）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
２０１２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３％。新区按照

“主攻工资性收入，大幅度提高财产性转移性收入，稳定增
加家庭经营收入” 的思路，提高和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和质量，实现了农民收入五年翻番的目标。
工资收入成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从滨海新区各分区

的情况看，塘沽区和大港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为
工资性收入，汉沽区为经营收入。伴随农业的产业升级和
农村劳动力转移安置，大量农民脱离务农为主的生产经营
走向就业岗位。新区以二、三次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减
少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
现代化农业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家庭

经营收入来看，塘沽区和大港区的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自

于服务业，汉沽区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近年来
滨海新区大力发展设施化农业，培育精品农业、生态农业
和观光农业，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家庭经营
收入增长较快。政府给予的设施农业补贴、粮食直补、良种
补贴等各项优惠措施也提高了来自第一产业的家庭经营

收入。
农民生活质量稳步提高。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塘沽和

大港区的恩格尔系数在 ４０％至 ５０％之间，汉沽区恩格尔
系数较低，在 ３０％至 ４０％之间。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后，
农民有较多财富用于其他方面支出。
交通和通讯支出占比增加。新区农民在交通和通讯方

面支出增加呈现逐年上升的势头。交通费用的提升标志着
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外出交流，通讯费用提升意味着农民寻

　　　　　　　 表 ５ 滨海新区农村居民收入情况（收入单位：元）

塘沽区 汉沽区 大港区

收入 构成 收入 构成 收入 构成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２７４５ -１００％ １１７５５ ©１００％ １１８７６ %１００％
（一） 工资性收入 ６９６９ �５４ ›．７％ ４０８７ ï３４ Y．８％ ９０６０ �７６ ’．３％
（二） 家庭经营收入 ４５３７ �３５ ›．６％ ７０８７ ï６０ Y．３％ ２６９８ �２２ ’．７％

第一产业收入 ４５０ �３ …．５％ ４８７０ ï４１ Y．４％ ２８３ ˝２ ¡．４％
第二产业收入 ７９２ �６ …．２％ ９７５ Å８ E．３％ ４３６ ˝３ ¡．６％
第三产业收入 ３２９５ �２５ ›．９％ １２４２ ï１０ Y．６％ １９７９ �１６ ’．７％

（三） 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 １２３９ �９ …．７％ ５８１ Å４ E．９％ １１８ ˝１％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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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搜索信息和交往能力与水平的提高。
医疗保健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支出逐年增加。

城乡居民家庭逐步开始替换大件家用电器，全自动、多功

能，安全环保电器成为消费热点。同时，医疗服务广泛扩展
到农村居民层面，更多的农民在享受免费医疗的同时，开
始为健康进行投资。

　　　　　　　 表 ６ 滨海新区农村居民支出情况（支出单位：元）

塘沽区 汉沽区 大港区

支出 构成 支出 构成 支出 构成

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 ６９６７ �１００％ ６９５０ ï１００％ ５２９６ �１００％
（一） 食品 ２９３２ �４２ ›．１％ ２２０５ ï３１ Y．７％ ２１９７ �４１ ’．５％
（二） 衣着 ７４０ �１０ ›．６％ ４７５ Å６ E．９％ ６１３ ˝１１ ’．６％
（三） 居住 ９２３ �１３ ›．３％ ２０８７ ï３０％ ４６９ ˝８ ¡．８％
（四）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３３２ �４ …．８％ ３２１ Å４ E．６％ ３２６ ˝６ ¡．１％
（五） 医疗保健 ４８３ �６ …．９％ ５７８ Å８ E．３％ ３９５ ˝７ ¡．５％
（六） 交通和通讯 ９４２ �１３ ›．５％ ８６７ Å１２ Y．５％ ７６２ ˝１４ ’．４％
（七）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４３５ �６ …．２％ ３２２ Å４ E．６％ ４０１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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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注　　释：
①弗朗索瓦· 佩鲁．新发展观［Ｍ］．北京：华夏出版

社，１９８７．
②刘承功，卢晓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经济增

长与经济发展［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５）．
③相关数据来自枟滨海新区年鉴枠、枟滨海新区经济社

会发展报告枠等。
④具体案例可以参考：王钦．技术范式、学习机制与集

群创新能力———来自浙江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的证据
［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１，（１０）：１４１ ～１５０．

⑤具体案例可以参考：傅首清．区域创新网络与科技
产业生态环境互动机制研究———以中关村海淀科技园区
为例［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０，（６）：８ ～１３，２７．

⑥具体案例可以参考：肖卫东，杜志雄．中小企业集群
发展创新平台构建：鲁省案例［ Ｊ］．改革，２０１０，（２）：９８ ～
１０５．

⑦本段数据参考：枟资源环境篇· 天津市滨海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报告（２０１１）枠，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⑧资料来源：上半年滨海新区吸引外资超 ２００家呈高
端化发展（北方网，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１３日）。

⑨资料来源：天津滨海新区服务业成吸引外资主阵地
（人民网，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２６日）。

⑩２０１２年滨海新区为 ８ ６００亿元（资料来源：“滨海新
区已有市级以上创新研发机构 ２０６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 ４３％。”天津滨海新区区
长宗国英讲话）。

皕瑏瑡刘波，王欣，臧学英．积极打造中国北方“文化之都”
增强滨海新区核心竞争力［Ｊ］．港口经济，２０１１，（４）：１７ ～
１９．

皕瑏瑢邢洁，王碧璇．基于 ＡＨＰ和模糊综合评价的天津滨
海新区人才竞争力演进分析［ Ｊ］．价值工程，２０１２，（１０）：
１２１ ～１２３．

皕瑏瑣孙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增强民营企业活力———
滨海新区民营经济发展情况［Ｊ］．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
旬刊），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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