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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世界经济进入了转弯处，纷纷减速。
全球经济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形势变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世界经济的新一轮深刻
调整已全面展开。
同时，也将中国经济带入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拐弯期。
根据经济发展周期理论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实践，“弯道经济”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
。
对每个国家和每个地区而言，此时此刻，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其中也蕴藏着超越的玄机。
谁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科学定位，创设适宜的经济发展环境，必将在弯道时期率先
胜出，从而抢占发展机遇，换挡提速，实现经济平台期的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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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创新型经济？
主要是指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全球配置资源的一种创新型经济业态。
主要特点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人才创业为支撑。
包括服务外包、现代金融、空港经济、文化创意、楼宇（总部）经济、电子商务、旅游综合体等新型
城市经济业态。
　　创新型经济发源于美国硅谷的新经济，实质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核心是高科技创新及由此带动的
一系列其他领域的创新，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产物。
美国学者认为，创新型经济的实质是知识经济，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
张瑞敏认为，创新型经济是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由新科技所驱动、可持续
发展的经济。
樊纲认为，创新型经济是在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基础上长期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经济状态，属
于“新科技产业”或“科技板块”。
其实，新经济就是创新型经济。
　　发展创新型经济，是应对金融危机，实现弯道超越率先突围的迫切要求；是借鉴美国硅谷经验，
站在全球舞台上配置国际资源的迫切要求；是拉高标杆，实现创业创新发展模式的迫切要求；是推进
产业高端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迫切要求；是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加快发展电子商
务的迫切要求；是发展低碳经济，提升宜居环境的迫切要求。
主要路径有：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食品饮料等行业，并要转型升级上规模。
二是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如汽车工业、石化工业等。
三是着力培育新兴产业。
如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光源、节能环保、服务外包、物联网等。
四是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
如文化创意产业、大旅游产业、金融服务业、商贸服务业、现代物流业、信息与软件服务业、科技服
务业、中介服务业、房地产业、社区服务业等。
五是做大做强文创产业。
如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设计服务业、现代传媒业、艺术品业、教育培训业、文化休闲旅游业、
文化会展业等。
六是全力实施“双计划”，即大企业集团培育计划和中小企业“瞪羚计划”。
　　培育发展创新型经济，必须坚持绿色发展之路。
绿色经济是以现代文明为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发展根本，以高新技术为发展引擎，以集约节
约为发展方式，以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目标的一种经济形式，是一种充分体现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
的经济。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把现代服务业称为“绿色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首位经济。
　　绿色经济最早由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来。
绿色经济学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
它是以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以生态经济、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一种平衡式经济。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英等国家纷纷提出发展绿色经济计划。
服务业是绿色经济最重要的部分，是全球公认的“首位经济”。
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都把服务业称为“绿色经济”。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已步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应对当前挑战、扩大投资和消费的重点领域，而且已经成为现代产业
发展的大趋势，更是新一轮产业发展的希望所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8年10月提出“绿色新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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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积极培育和发展楼宇（总部）经济，就是实施“绿色新政”的一条具体措施。
楼宇（总部）经济是朝阳产业，提升楼宇的地均发展力，有利于推进创新型经济发展。
　　楼宇经济的地均发展力是指楼宇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贡献能力和社会效益贡献能力。
经济效益贡献能力包含楼宇经济单位面积的纳税情况、产业集聚能力和示范带动能力；社会效益贡献
能力包含楼宇经济单位面积的带动就业状况、文化示范效应、创新带动能力等一系列能够给社会带来
积极示范作用的能力。
要把楼宇当做一个社区来管理，注重提升其发展带动效应，加快提升地均发展力。
对此，有四点建议。
　　一是加快发展高端服务业，提升地均经济产出力。
最大限度地提高楼宇经济地均经济产出力是楼宇经济发展的基本目的，高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高
端领域，是现代服务业中技术含量最高、附加值最高、集聚辐射力最强的行业，被誉为现代服务业皇
冠上的“明珠”。
目前，高端服务业产值已经占到全球GDP的40%以上，国际化大都市高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
到60%以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高端服务业主要包括金融、物流、房地产、中介服务、信息服务、文化创意、旅游会展、教育、卫生
和服务外包等十个门类。
一方面要大力吸引国际高端服务企业入驻，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集团向高端服务转型，鼓励外资、民
资加快进入高端服务行业，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高端服务业竞争。
同时，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高端服务行业信用体系，加强政府管理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
能，着力营造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是加快推进产业集聚，提升地均创新辐射力。
产业集聚是指众多相关联的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在某地高度集聚。
有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不但会促使专业化分工获得发展，推动物质资源快速流动，降低交易成本，而
且会大大提高这一地区的创新能力。
在产业集群中，产业充分细分，使行业分工更加专业，这就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加速创新。
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联系频繁，技术创新成果在集群内扩散快，一些新技术、新产品能够迅速传播，
新思想、新观念容易被接受，极大地加快了企业之间的互相学习和吸收，从而促进整个集群企业的创
新能力。
在加快产业集聚上，要培育龙头企业。
积极引进和培育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大企业大集团，发挥其辐射、示范、信息扩散的产业龙头作用
。
要创造区域品牌。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重点扶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有市场潜力的名牌产品企业。
加大品牌推介力度，以名牌吸引产业集聚。
　　三是加快提升楼宇人气，提升地均就业带动力。
支撑楼宇经济的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是劳动最为密集的产业，已成为就业的主渠道。
因此，楼宇经济本身就吸纳了大批就业者，商务楼宇的地均就业带动力已经大大高于其他普通厂房或
营业用房。
不仅如此，楼宇经济还应成为吸引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主战场。
同时，楼宇经济的辐射半径有数百公里之多，由一幢楼宇带动的行业有餐饮、商务休闲、娱乐、社区
服务等等，由此吸纳的就业人数可想而知。
要提升楼宇经济地均带动力，就要提高楼宇经济入驻率，使商务楼宇应用尽用，避免空置率过高。
　　四是加快繁荣楼宇文化，提升地均文化影响力。
城市格调管理理论认为，城市管理不应该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有形物质的管理，还应包括对文化这一
经济资源的管理。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本质属性，文化进步从根本上推动了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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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个经济发展个体的楼宇，一幢特色楼宇就是一个特色文化的体现。
要提升楼宇的地均文化影响力，就要把楼宇看成一个像“社区”一样的整体，发挥楼宇自身文化感染
力。
有些成熟的企业有着非常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影响一个企业内部的员工，也可以把它宣传推广，用来
影响整个楼宇的从业人员，甚至是一定区域或者一个城市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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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赛车场上有个说法叫“弯道超越”，有直道，就会有弯道；直道与弯道的交替，组成竞技运动场
。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世界经济进入了转弯处，纷纷减速。
“弯道经济”是挑战，也是机遇，蕴藏着超越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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