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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1984 to 2016, after 32 years of evolution,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have made remarka-
ble achievements in all aspects, ushering in a developmental path of zones with Chinese characte-
ristic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types, characteristics and thirty-plus-year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in China that hopefully could provide some vision for managers in the sam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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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1984年至2016年,中国开发区已经发展了32年，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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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园区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介绍中国国开发区具体的分类以及每个区各自的特点，

分析我国开发区30余年的发展历程，以为同行同业的管理者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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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开发区的类型及其特点 

开发区的定义 

开发区是指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未被开发的规划区域内设立的可

以实行国家特定政策的地区。 
近些年，我国各类开发区发展十分迅速，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截止到 2016 年 4 月，我国国家

级经济开发区共有 219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有 146 家、国家级保税区共有 12 家、国家级边

境经济合作区共有 15 家、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共有 63 家、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共有 52 家、国家级保税港区

共有 14 家、国家级新区共有 18 家、国家级自贸区共有 4 家、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共有 14 家、其他国

家级开发区共有 34 家，省级开发区共 1164 家。 

2.2. 国家级开发区的类型及其特点 

2.2.1.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建立的现代化园区，主要解决中国大陆长期存在的审

批手续繁杂、机构叠床架屋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问题。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由国务院批准

建立的。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我国对外开放地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们大多位于以各个省会为主的中

心城市或是沿海开放城市。在这一区域内，集中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创建国际性的投资环境，再利用

吸收的外资，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现代化工业结构，从而成为重要的对外经济贸易区域。 
其特点有以下三点： 
1、占我国城市的 GDP 总量大，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贡献大； 
2、GDP 增长率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3、合同外资总额增幅、进出口总额增幅等数值均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1]。 
截至 2016 年 4 月，我国共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219 家，每个省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各个省中

江苏省最多，共有 26 家。各省、自治区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江苏省 26 家，浙江省 20 家，山东省 15 家，安徽省 12 家，江西省 10，福建省 10 家，河南省 9 家，

新疆 9 家，辽宁省 9 家，湖南省 9 家，四川省 8 家，黑龙江省 8 家，湖北省 7 家，天津 6 家，河北省 6
家，上海 6 家，广东省 5 家，陕西省 5 家，甘肃省 5 家，云南省 5 家，吉林省 5 家，山西省 4 家，广西

省 4 家，重庆 3 家，内蒙古 3 家，贵州省 2 家，青海省 2 家，宁夏省 2 家，海南省 2 家，北京 1 家，西

藏 1 家。 

2.2.2.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国家级高新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在一些知识和技术密集的大

中城市或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依靠开放的环境和集中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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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通过实施优惠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而建立起来的集中区域。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集中、技术集中的经济实体，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具备国家科委《关于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中规定的条件。认定工作由省、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的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2]。 
截止至 2016 年 4 月，全国共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 146 家。各省、自治区具体分布情况如

下： 
江苏省 15 家，广东省 12 家，山东省 12 家，辽宁省 8 家，浙江省 8 家，福建省 7 家，河南省 7 家，

湖南省 6 家，陕西省 7 家，湖北省 7 家，四川省 7 家，吉林省 5 家，河北省 5 家，安徽省 4 家，广西省

4 家，黑龙江省 3 家，新疆 3 家，上海 2 家，甘肃省 2 家，云南省 2 家，山西省 2 家，宁夏省 2 家，内

蒙古 2 家，重庆 2 家，天津 1 家，贵州省 1 家，青海省 1 家，海南省 1 家，北京 1 家。 

2.2.3. 国家级保税区 
保税区也称保税仓库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是一个海关实施特殊监管且可以长时间存储商品的

经济区域。 
主要有三大功能：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并享有“免证、免税、保税”政策，实行“境

内关外”运作方式，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运作机制最便捷、政策最优惠的经济区域。 
截止到 2016 年 4 月，全国共有国家级保税区共 12 家，分别是：汕头保税区、海口保税区、张家港

保税区、珠海保税区、宁波保税区、大连保税区、青岛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广州保税区、天津港

保税区、福州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2.2.4. 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 
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沿边开放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加工出口的区域，主要

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广西、云南、新疆等省(自治区) [3]。 
沿边开放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对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睦邻友好关系、

经济贸易往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繁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截止到 2016 年 4 月，全国共有国家级边境技术合作区共 15 家，分别是：丹东边境合作区、黑河边

境合作区、博乐边境合作区、塔城边境合作区、珲春边境合作区、满洲里边境合作区、凭祥边境合作区、

伊宁边境合作区、河口边境合作区、绥芬河边境合作区、畹町边境合作区、东兴边境合作区、瑞丽边境

合作区、二连浩特边境合作区、吉木乃边境经济合作区。 

2.2.5. 国家级出口加工区 
出口加工区又称加工出口区，是国家建立专为制造、加工、装配出口商品而开辟的特殊区域，其产

品的全部或大部分供出口。出口加工区一般选在经济较为发达、交通便捷、对外贸易方便、劳动力资源

充足、城市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多建于港口城市或国家边境城市。 
其特点有一下四点： 
1、出口加工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实行进出口配额、许可证件管理。 
2、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不得进、出出口加工区。 
3、出口加工区外禁止开展的加工贸易在出口加工区内同样禁止，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4、规定出口加工区内不得开展拆解、翻新业务。 
截止到 2016 年 4 月，全国共有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共 6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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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国家级综合保税区 
综合保税区是指设立在内陆地区的，但具有保税港区功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由海关参照有关

规定进行管理，执行保税港区的税收和外汇政策，集重多功能于一身，可以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

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 
截至 2016 年 4 月，我国共有国家级综合保税区 52 家。 

2.2.7. 国家级保税港区 
保税港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在对外开放的口岸港区以及与之相连的特定区域内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它具有仓储物流，对外贸易，国际采购、分销和配送，国际中转，检测和售后服务维修，商品

展示，研发、加工、制造，港口作业等 9 项功能，并享受特殊的税收和外汇管理政策。 
截至 2016 年 4 月，我国共有国家级保税港区 14 家。 

2.2.8. 国家级新区 
国家级新区是指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具有

改革先行先试区、新产业集聚区等特征。 
截至 2016 年 4 月，我国共有国家级新区 18 家。 

2.2.9. 国家级自由贸易区 
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指在境内关外设立的，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以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 
截至 2016 年 4 月，我国共有国家级自由贸易区 4 家，分别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

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2.10. 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在推进自主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经

验、做出示范的区域。其主要的六大功能是开展股权激励试点、深化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经费中按规定核定间接费用、支持新型产业组织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支持创

新企业的税收政策、组织编制发展规划。 
截至 2016 年 4 月，我国共有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 14 家。 

2.2.11. 其他国家级开发区 
截止到 2016 年 4 月，除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保税区、国家

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等以外共有 34 个其他的国家级开发区，其中包括旅游度假区等。 

2.2.12. 省级开发区的类型及其特点 
我国省级开发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省级经济开发区，其功能类似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是

工业园区(产业园区)，主要是发展各类工业项目。 
截止到 2016 年 4 月，我国省级开发区一共 1164 个。 

3. 我国开发区的发展历程分析 

3.1. 我国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开始起步阶段： 
1984 年 1 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后，提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再开

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984 年 5 月 4 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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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务院转批《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在 14 个港口城市中选择较为合适的地方设立经济技

术开发区。1986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并欣然提词“开发区大有希望”[4]。 
这一时期是我国开发区的摸索阶段。由于缺乏资金导致发展速度缓慢，但开发区作为新型的经济模

式还是充分吸引了各地政府和投资商的目光，使得开发区的发展日益丰富。 
高速发展阶段： 
1992 年至 1994 年，营口、长春等 18 个地区被批准为第二批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 年至 2002 年，合肥、

郑州等 17 个地区被批准为第三批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此同时，各省市也都在大规模的建立各自的开发区。 
这一阶段，开发区以引进了大量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推进了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但开

发区过多、盲目占地、开而不发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因此，国务院对开发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使开

发区得以更好的成长。 
规范调整阶段： 
在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与世界经济，开发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很快基于国内外

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变化使得开发区利用的外资大幅减少，招商引资竞争激烈，开发区分化明显，由此我

国开发区进入了规范、调整和稳定发展的阶段。 
这一阶段，我国开发区达到了新的高度。但随着土地资源开始“供不应求”导致土地成本相对增加，

开发区进入了服务为主的阶段。 

3.2.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历次发展方针 

1984 年~2004 年：“三为主，一致力”。 
2004 年~2012 年：“三为主、二致力、一促进”。 
2012~2014 年 9 月：“三并重、二致力、一促进”。 
2014 年 10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

干意见》[4]。 

4. 结论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我国经济实力的飞速崛起，开发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发区

紧跟国家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努力把握新时期开发区工作的特点规律，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中有效发

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开发区作为先导区，发挥地方首创精神，因地制宜

进行探索和实践，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形成综合投资环境的优质品牌，坚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

不断探索对外开放的新模式新领域，用先进文化以开放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30 年的实践

证明，开发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园区的发展道路，积累了十分宝贵的中国经验，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赏，

特别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范例。开发区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已经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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