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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津滨海新区成长的机理与发展策略选择》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分析厂商选址的微观
行为人手，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厂商聚集某地的因素，用滨海新区发展的实践检验和论证了
增长极的理论，从而拓展和深化了城市新区形成成长的机理与动因研究，丰富了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
的理论和案例。

　　第二，根据滨海新区的发展定位，创新型的研究了国际航运中心、制造业研发基地、宜居城市形
成所需的产业支撑体系，这对于国内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制造业研发基地、宜居城市的建设具有指导
意义。

　　第三，既利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了解滨海新区的投资环境；又
采用数据包络方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滨海新区投资环境的问题，提出改善投资环境的对策
，建立可持续和特色投资环境的评估指标体系，保证了研究成果和对策措施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及科
学性。

　　第四，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改善环境、集聚发展；优化结构、科学发展；借力
发展、合力辐射；改革创新、率先发展”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策略，并详细地阐述了这四大策略的
内涵、实施路径和措施，对于指导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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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特点是其服务性，即依附于其他产业
，在其他产业职能活动的衔接间隙中开设服务项目。
企业要求的生产性服务和居民要求的生活性服务构成了第三产业的两大部分。
以生产者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
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和信息服务性部门。
它的发展显然依附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果失去了制造业的支撑，将迅速枯萎，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
　　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制造业的支撑。
但是，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建成区的城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万多人，土地资源制约着北京的
发展。
从区域经济分工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北京不宜发展制造业。
而从北京现有的发展环境来看，尽管北京近年来加大了环境整治的力度，但是，2009年全市二氧化硫
排放量仍然达到11.88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9.88万吨；全年共监测有水湖泊22个，Ⅱ类、Ⅲ类水
质湖泊11个，Ⅳ类、V类水质湖泊7个，占监测水面面积的15.3%；劣V类水质湖泊4个，占监测水面面
积的12.6%；全市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达到285天，其中1级天数只占12.9%.但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仍
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①北京市城市环境改善仍然需要限制制造业的发展。
同时，北京的商务成本已经相当的高，这样将会有一批生产成本指向性强烈的企业主动向外搬迁。
因此，北京城区不宜发展制造业。
而北京郊区县相对落后的技术和人才水平，也制约着承接先进制造业的能力。
　　天津（包括滨海新区）作为中国制造业历史最悠久的工业基地，是我国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世界制
造业基地。
而天津制造业的主要聚集区域在滨海新区，2007年滨海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天津总产值的比例就已超
过70%。
、与浦东新区不同，滨海新区一直是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区域，工业比重高，未来发展中，滨海新区
仍然将先进的制造业作为其发展的方向。
滨海新区相对于京津具有明显的制造业优势，目前已经形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汽车以及装配制造
、石油和海洋化工、现代冶金、生物制药、新材料以及新能源等六大产业群。
京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合作，将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合作，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破解北
京研发与制造环节的脱节问题。
另外，滨海新区的发展为北京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技术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了舞
台。
因此，京津合作更有可能以滨海新区为连接点和突破口，通过滨海新区，将多年的京津合作落实到实
处，并提高京津冀区域协作的水平。
　　另一方面，滨海新区发展中虽然可以依托天津的中心城区，但相对于浦东新区所依托的是上海这
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深圳依托中国香港这一世界城市，滨海新区所在的天津虽为全国三大直辖市
，其经济实力远不如上海和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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