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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发展困境与转型升级路径

周桂荣，余思成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134)

【摘要】在国际区域一体化、世界产业重构加快发展的境况下，产业转型升级成为顺应新一轮产业变革的趋势。

在一体化发展的强劲推动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为滨海新区产业转型升级迎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但如何抓住这一发展契机，则必须对现有的发展困境进行系统的梳理，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之策。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对现有产业转型升级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滨海新区在产业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境，

并从多个层面提出了滨海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路径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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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产品生命周期

替换的加速，全球产业重构使得转型升级成为当今

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国际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发

展趋势下，世界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也纷

纷加快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天津滨海新区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格局震荡调整的情况

下，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一方面，世界气

候环境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使得滨

海新区处于产业转型升级“倒逼”的处境；另一方

面，国内区域竞争体现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上，如技术转型与升级、产业链升级等。在国内外区

域经济竞争压力驱动下，滨海新区如何立足于长远

发展目标，选择更好的转型升级路径，对于实现京

津冀一体化发展起着关键的先试先行的作用。

1文献综述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文献众多，尽管研究

的角度与方法都各不相同，但研究得出产业转型升

级的内涵界定与范围都基本相似，将产业转型升级

定义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实质与特性，明确产业

发展目标与方向，将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加以评定

与研究，然后在优化与改造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

新，并将成果应用于产业实体之中，使得产业经济

持续保持又快又好发展的动态过程。具体表现为：

由高耗能、低附加值、粗放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为低能耗、高附加值、集约型的高新产业的过程；由

产业价值链中间环节向价值含量高的产业价值链

两端扩展与延伸的过程。

国内外专家学者分别从两个范围对产业转型

升级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国外专家学者主要是基于

宏观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利用政府在转型升

级中所扮演的主导作用，引导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借助科学产业技术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同时，

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完善产业结构，使得经济产业更

加繁荣。Rodantl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消费和储蓄

正常地发展，只能通过创造出足够多的国民收入来

实现，因此必须通过增加税收和吸收外国资金来实

行“大推进”，以此来摆脱落后的恶性循环的贫困局

面。Lewist2】的“二元结构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

部门形式分为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这两

个部门，而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更多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靠投资于更多的工业生产设

备来吸收的。Citola和Davidsonsl3认为产品的升级

表现为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转移，换句话

说，就是增加出口产品的复杂性与功能性，抑或是

实现单位价值由低向高(或者低技术向高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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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国内学者结合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等问题，在

微观层面上对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大量探索。王

玺、张勇啾为，目前中国存在的技术进步主要是体
现式技术进步，即表现为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和先

进设备，所欠缺的是以研发为主的一般技术进步。

张海波【嘴助“波特四因素”引力模型理论，证明了
广东家电制造业如何进行的转型升级，同时分别总

结出跨越式和渐进式的转型升级路径。周凯等旧则

认为，想要提升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综

合实力，就必须建立符合和对应工业化中后期所要

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更有学者从宏观整

体的角度来研究微观个体的产业转型问题，郑健

壮同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下，以产业集

群为单位，通过研究政策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

径和对比转型升级的典型路径，得出有效的产业集

群政策监测与评价体系。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专家学者

在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方面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

为产业转型与升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论证与建议。

但是，国外的研究都是在宏观经济的角度上研究产

业转型升级，国内的研究则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出

发，注重研究经济结构调整，而在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的层面上研究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遇到的问

题，也仅仅是初见端倪。无论国外或国内，都鲜有关

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典型案例研究。本文正

是基于上述文献梳理，通过对滨海新区在产业转型

升级中面临的实际困境这一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与

分析，以期得到解决这些困境的实施途径。

2滨海新区转型升级面临的困境

尽管全球经济发展复苏缓慢、国内经济发展势

头减弱，但是滨海新区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经

济快速增长。在滨海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总

体经济质量效益差，产业效率低下，传统制造业比

重过大，资金利用不规范与融资困难，科技投入力度

小，人才发展与市场脱节，严峻的环境发展前景等一

系列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生产效率不突出

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产业结构

也随着经济与产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滨海新区三

大产业的结构比例变化：由2003年的0．7：66．7：

32．6和2011年的0．1：68．9：31变化为2012年的

0．1：67．4：32．5。其中，第一产业降至0．1，第二产业

与第三产业分别为67．4和32．5。这样的产业结构

并没有按照钱纳里①的理论要求进行调整，多年来

只发生了微量的变化，仍由第二产业占据着三大产

业的主体地位，第三产业的产值仅仅是第二产业的

一半左右。但是，以打造成为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

和研发转化基地为目标，滨海新区的传统制造业占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超过了82％。哟口表1所示，天

津滨海新区的三大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中，③只

有第一产业在2005年和2011年发生了比较大的

变动，相对劳动生产率均小于1，其他年份均大于

或等于1；从2005年到2012年，第二、三产业的相

对劳动生产率都在1上下震荡，并没有稳定的发展

趋势。可以看出，滨海新区在现代化工业产业方面

的相对产值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展现出现代

服务业快速增长的新生力作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阻碍了第二产业进行改进与升级，不能体现出产业的

带动作用，也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放慢了产业

主体向第三产业转型的步伐，不能发挥出第二产

业主导范围广、带动能力强、创造价值高等特点而

限制了滨海新区进一步释放“滨海速度”的能力。

表1天津滨海新区三大产业GDP比重、就业比重、

相对劳动生产率情况年份{雩等罴 相对劳动生产率

一产二产三产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滨海新区统计年鉴计算编制。

2．2外资引入与产业发展需求脱节。内资利用渠道

不顺畅

据统计，2012年滨海新区的实际直接利用外

资主要体现在第二、三产业上，分别为49．90亿美

元、48．51亿美元。‘雩第二产业作为滨海新区经济发

展核心，在吸引外资上几乎与第三产业相持平，高

端制造业的吸引力不足，只能依靠大项目来吸引资

金投资。第三产业对外引资虽多，但是却极少投入

到科学研究、技术服务行业。2012年，滨海新区第

三产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与邮政这几个行业，合计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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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占三大产业总投资额的37．52％。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卫生、社会保障、水利、环境与公共设施管

理业和文化、体育与娱乐等民生类投资，它们的比

重仅占三大产业投资总额的0．77％，低于全市平均

水平。珂以看出，盈利性行业是外商投资的主要对
象，能够为外商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相反，需要资

金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民生产业以及能够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的科技服务业却缺乏足够的资金。

在内资利用上，滨海新区在2012年实际直接

利用内资额就达到了604．99亿元，在自筹资金方

面更是达到了2 231．30亿元。笃从内资行业来看，民

间资金融合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但是主要集中在

房地产以及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与制造业等几个

少数的行业领域，像科学研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等高新行业与卫生和社会T作、教

育、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社会公益性行业

都只能靠政府资金来支撑，民间对这些行业的投资

是少之又少。长远来说，民间投资具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对滨海新区转型升级具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但就目前来说，民间资金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主要表现在：民间资金涉猎的投资面窄、分布散乱

无序，没有固定的投资方向，不能在关键性行业中

体现出民间投资的主力军作用；缺少提供投资服务

的投资平台，加大了民间融资的难度；也没有一个

能够起到引导与支持作用的政府机构来指引与规

范资金的流动，从而分散了资金的力量，弱化了民

间投资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

2．3对外贸易逆差逐渐增大。服务贸易出口发展

滞后

滨海新区进口贸易从2003年就开始急速上

升，上升的势头也超过出口贸易，不断的累积导致

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且逆差越来越大。到2012

年，滨海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12．38亿美元，

其中，出口总额为308．64亿美元，进口总额为

503．74亿美元，贸易逆差达到195．1亿美元。量进口

的商品大都是高精尖的产品，如计算机、空客的核

心部件、专利产权等；相反，出口的商品都是低层次

的产品，如加工组装部件、原材料等。滨海新区的进

出口综合情况如图1所示，按照贸易性质分，m口

的加工贸易要多于一般贸易，分别为206．72亿美

元和64．19亿美元，且出口加工贸易的年增速也远

远高于一般贸易，年增长率达到了1 1．70％，高出一

般贸易9．5个百分点；而进口还是主要以一般贸易

为主，其进口价值额为227．79亿美元，加工贸易的

进口价值额为136．77亿美元，但从增速来看，两者

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按照商品类别分，无论是进口

贸易或出口贸易，高新技术产品都要少于机电产

品，而且两者之间的同比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差距，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贸易的增速为20．70％，仅仅高

出机电产品2．8个百分点，但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贸易的增速只有12．80％，比机电产品要低1．1个

百分点。在服务业外贸出口方面，由于服务业行业

发展落后以及基础设施和配套机制的不完善，导致

服务出口总量少，且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出口；另

外，国内市场对于服务产品的需求缺口，只能由国

外供给市场来填补。最终，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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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2年天津滨海新区进出口综合情况

注：上图为出口贸易种类，下图为进口贸易种类。

资料来源：根据((2013年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与((2013年

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编制。

2．4科技竞争力尚显不足，高端型人才明显缺乏

作为天津这座工业城市的经济核心地带，滨海

新区不仅仅在科技投入上面临着区域激烈竞争和

资金投入不足的压力，而且在人才发展上，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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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型人才，也处于人才发展落后和人才供应不足

的窘境。2012年，滨海新区政府财政的一般预算支

出为530．8亿元，其中，教育与科学技术分别为

58．8亿元与25．6亿元，共占其份额为15．9％，落后

于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哆从按行业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科研与试验发展(R&D)活动情况来

看，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据了有

R&D活动企业数的前三位。投资环境、地区企业成

长潜力以及空间发展评估等外部综合方面影响到

滨海新区科技水平的创新与进步；企业自主资金短

缺，企业自身缺乏科技竞争意识，产出与科技投入

比低下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等内部问题制约了滨海

新区企业科技水平的发展并削弱了整体科技竞争

力。科技综合实力由于资金投人不足而降低，科技

生产力因为人才市场的供求不足而减弱。如表3所

示，滨海新区无论在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授权量上，

抑或在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上都远远落后于

上海浦东新区，处于科技进步成果的劣势地位。专

业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R&D从业人员

比例最高的三个行业，占到了总人数的45．49％；另

外，从事计算机、电子通信、石油化工、医药生物化

工、铁路、船舶、航天航空以及其他运输制造业等职

业的高端型人才比较欠缺，仅仅占全部职工平均人

数的53．95％。‘稿端产业人才欠缺，低端制造业人
员臃肿，与人才需求市场形成巨大的反差，导致人

才市场供需失衡，许多企业出现了大量的职位空

缺。同时，市场缺少具有岗位与价值创造能力的服

务行业，且从事相关产业环节的高新技术专业人员

较少。

●上海浦尔嚣f区 ■人津滨海嗣i区

图2天津滨海新区与上海浦东新区的专利申请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2013年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与(2013年J：

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编制。

2．5环境治理明显落后。结构转型压力增大

环境污染成为滨海新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面

临的最直接、最尖锐的问题。2012年，滨海新区政

府一般预算支出在环境保护上只有3．9亿元，低于

1％的一般预算支出份额，也低于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毯样的财政投入与现实的环境形势相形见
绌，所产生的效果也并不显著。在国家重点考核污

染物排放量中，虽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化学

需氧的排放量都下降了，但是本身的总量基数却依

然很大，微量的减少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更何况，氨

氮排放量也一直居高不下，并在2012年达到了

8 285．21吨。呵以看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废
渣产生量的下降速度十分缓慢，同时，工业废气

排放总量却不断创历史新高，在2012年达到了

2 577．97亿标立方米，虽然工业烟(粉)尘产生量在

2008--2010年期间逐渐减少，但是2011年却以五

倍的速度骤增，到2012年其产生量飙升至213．18

吨。‘铲业发展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环境问题
又制约着产业转型与升级。一是生态植被不断被破

坏，社会生活质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二是雾霾天

气、粉尘颗粒遍布等大气污染问题，跨越了省市与

区域，影响到了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与区域环

境保护机制的建立；三是缺乏环境治理的配套管理

与实施方案，没有具体的环境治理实践平台以及实

验研究基地。环境治理效果不明显、环境污染与生

态破坏严重、生产污染物与生活废弃物增多等，这

些问题的加剧不仅危害人们身体健康，损害生活质

量，而且还会给产业发展带来竞争压力，影响到滨

海新区建设低碳生态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3实施路径：滨海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

对策建议

3．1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发展效率

根据钱纳里的理论可以判断，滨海新区已经进

入后工业化时期，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滨海新

区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也仍将是以工业为

主的第二产业。但不能盲目地改造和扩大发展第三

产业，以期迅速替代第二产业，也不能放纵第二产

业，形成“大而无功”的产业结构。要坚持从以下三

点出发：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加速推进产业技术

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迈向高端化、高新化和高质化。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不断提高经济质量；不断

改革与创新区域机制体制，强化开发区功能建设；

以高新技术项目为目标，吸收外国先进的产业技

术；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增强区

域产业升级发展的能力。第二，将第二、三产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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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使它们能够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辅助发

展。以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为主，带动现代服务业

的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第三产业发展快、辐射

强、效益高的特点，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的迅速、积极

发展。第三，提高产业间的关联度，加大培训高素质

技术人员，不断提高产业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滨海

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支持来

建设一些发展前景突出、产业分工细致和行业关联

度紧密的高新技术项目，使其尽快形成产业规模；

建立标准的就业技能培训基地，开设职业岗前培

训与失业再培训，提高生产效率。

3．2增强内外资引进力度。拓宽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为了吸引国内外投资资金，提升资金利用的质

量，必须推动资金与技术相结合，鼓励与支持有实

力的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利用合作项目引导国内

资金投向现代服务业、高新科技等优势产业以及流

向能源再生与环境保护等领域。外资方面，应该根

据资金来源制定出相应的投资政策，放宽外来资金

投资的领域范围，拓展多元化的外商投资渠道，降

低外资进入新兴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门槛要求；完

善金融服务、公共土地、交通物流等方面设施，配套

有高素质、高水平、高标准的服务机构，不断完善投

资环境。内资方面，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和新

产品开发风险大等问题，政府应该与金融机构合

作，以政府作担保并监督，金融机构为中介管理主

体，设立项目分割投资办事处，将零星的项目资金

积累起来，进行分化与整合，最后通过项目指标分

析与统筹，将聚集的项目资金投资到具有良好发展

前景的科技型行业，调动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降低投资风险带来的损失；通过设立信息互补与交

流中心平台，填补投资信息流失缺口，推动投资自

由化与便利化、信息网络化与普及化，保证资本市

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3．3提高产业链环节的竞争力。以应对区域竞争的

挑战

国外占据了产业链的利润最高端，从事产品设

计、售后服务等行业，国内通常都是处于产业价值

链的低端，较多从事低利润的行业，如加工出口贸

易等，出口的产品一般都是低技术、低层次、低价值

的产品，而高技术、高层次、高价值的产品都来自于

国外，形成了“多而不贵”的贸易逆差形象。滨海新

区可以充分利用国家产业支持等优惠政策，围绕新

区规划来统筹区域产业，重点发展国家高端技术产

业与新兴产业，推动传统行业向技术新型、科技新

型、价值新型行业转型，形成行行相联、业业联动、

共同发展的产业带布局；推动行业向产业链两端延

伸，开拓产业链领域，并将技术成果应用到产业生

产上，提升产品的层次性与复杂性。转变对外贸易

发展方式，将产业的发展规划与市场的运行动态紧

密结合，完善新兴产业的基础设备、硬件设备和软

件设备，吸引国外商家前来贸易。扩大服务贸易开

放程度，降低新兴行业进入标准，引入先进服务业，

与国际市场进行无缝对接，开创新兴服务业及其相

关产业；充分发挥新区的制度优势和首都服务机构

聚集的优势，承接北京向外转移的技术型服务业；

建设互联网商品交易平台，拓展现代产业对外贸易

的渠道。

3．4创新人才培育政策，形成人才聚集高地

强大经济实力的塑造是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

术的基础上，要想使科学技术得到进步就必须加大

对科技教育的投入。以发展自主创新为出发点，建

立以高校为基础、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

相结合的创新实践体系，使得创新源头从高校扩

散，创新力量向企业集聚，创新成果与市场相接。首

先，政府要加大对文化教育事业与科技产业研发的

投人支持，发挥好政府的带头作用，引导企业主动

向人才市场靠拢，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将人才就业

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全面融合，形成“政府一企

业一人才一产业”的作用体系；其次，政府应制定出

科技创新鼓励政策，鼓励科技组织部门或人员领

办、创办中小型科技企业；鼓励企业单位或个人从

事知识产权创造活动，保护个体合法的知识产权，

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创新氛围；再次，发挥高校、教

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先锋作用，开展学术科研活动，

促进师生学术交流与社会实践，针对特殊行业以

及高端产业技术人员，应消除地区就业限制与开放

地区户籍迁移优惠，开设高薪政策与绿色通道吸引

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归高端人才；最后，利用京津

冀国家发展战略机遇促进与各省区市交流，创建人

才聚集高地，使滨海新区成为高新科技的活力圈、

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发祥地。

3．5树立区域发展理念。建立区域一体化治理机制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理念下，不仅经济与产业需

要共同发展，而且环境与资源也需要共同保护，共

同开发，共同治理。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打破过去

“一亩三分地”的传统观念，立足于集体的经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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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建立互利共享的共同价值观。由于雾霾、悬浮颗

粒以及生活污染物的流动与扩散是不受地域边界

限制的，因此，必须与毗邻地区合作治理、协同防控。

按照低碳化、减量化的原则，以企业单位、市场消费

者以及原材料供应商为一个整体，建立起生产利用

循环链，利用外来先进技术或者自主创新技术对低

效率、重污染、高排量的传统落后产业进行淘汰、改

造与升级，使其转化为高效率、轻污染、低排量的技

术型竞争产业；通过制定相关法律与规章制度，建

立限额排放的惩罚机制，对高排放、高污染行业进

行严格审查与评定，规范产业链资源使用，加强对

行业废弃物资的回收、研究、处理、利用；形成一套

专业的废气、废水排放指标评判体系；开创碳排放

交易所，满足产业市场发展的需求，推进低碳产业

经济市场化。同时，政府应建设低碳生态区与循环

经济区，形成示范作用，倡导发展低碳经济与循环

经济。竭力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鼓励推行清洁

环保生产技术，积极推动开创绿色生活、绿色生产

和绿色消费，根植于区域经济与绿色环境同步的发

展理念，构建以低碳环保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社会

体系。

注释：

①钱纳里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合理调整三大产业的比例可以

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他认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最

高，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这样的产业结构为最优。

②传统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JjⅡ7-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木、

竹、藤、棕、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③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产业GDP比重，相对产业的就业比重。

相对劳动生产率大于l，则表明其生产效率高；相对劳动生产

率小于l，则表明其生产效率低。

④数据来源：根据(2013年天津滨海新区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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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nhai New Area in Tianji‘n：Dilemma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ZHOU Gui—rong，YU si—cheng

(School of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 34，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wodd，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ave become a trend in the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With

the push of integration，the region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has become a ha-

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which brings the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Bin-

hai New Area．However，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current dilemma and take some measure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above，the paper reviews the available literature 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explores the dilemma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acing the Binhai New Area，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and suggestion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Binhai New Area in some aspects．

Key words：the Binhai New Area；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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