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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背景，首先对邯郸冀南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 SWOT 分析，之后借鉴

天津、苏州等地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做法，结合邯郸冀南新区实际，对邯郸冀南新区经

济发展模式的构建提出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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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冀南新区地处中原腹地、晋冀鲁豫四省交

界区中心、邯郸市主城区南部；位于河北沿海地区

发展战略和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两大国家级战略的

交汇区域；是国家“十二五”规划 18个重点开发区

域之一的冀中南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增长极；是河北

省政府批准建设的第三个战略发展新区。 

要将冀南新区作为参与省际合作竞争的战略支

点，作为推进邯郸调结构、转方式的强大引擎，冀

南新区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扮演

好其在邯郸市、冀中南经济区、中原经济区乃至全

国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值得我们深思。 

一、邯郸冀南新区经济发展 SWOT 分析 

（一）优势与不足 

优势表现在：一是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二是

装备制造产业基础良好，一大批重点项目相继入驻；

三是土地资源有保障；四是煤炭、铁矿石、钢铁等

资源丰富；五是水资源充足；六是供电、供热、供

气的综合能源能力较强；七是人力资源有保障；八

是生态环境优良。不足主要有：一是科技研发基础

较弱，创新能力不足；二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二）机遇与挑战 

机遇表现在：一是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和政策

机遇（河北沿海经济区、中原经济区、冀中南经济

区）；二是我国对先进装备的市场需求巨大。挑战主

要有：一是新区发展存在资金“瓶颈”；二是现有相

互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制约了冀南新区的发展；

三是面临诸多“竞争者”。 

二、邯郸冀南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本文基于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背景，结合邯郸冀

南新区实际，借鉴天津、苏州等地工业园区的经验

做法，对构建邯郸冀南新区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建议

如下： 

（一）邯郸冀南新区战略定位的调整 

邯郸冀南新区原战略定位为：冀南地区最具活

力的经济增长极；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区最大的现代

物流枢纽；全国重要的现代装备研发制造基地、产

业与生态相融合示范区。 
考虑到新的国家战略规划，应将邯郸冀南新区

的战略定位调整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中原经济区北部发展龙头；冀中南经济区重要经济

增长极；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区域最大的现代物流枢

纽；产业与生态融合示范区。 

（二）构建综合区域经济发展模型 

根据冀南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目标、基本思

路和重点，构建以新区特色（产业与生态融合）为

立足点，以支柱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发展为目

标，以特色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集群化为主线，

以“服务型政府+企业集聚+特色产业园区承载”为
组织方式，以“科技创新+金融信贷+人力资源开发+
招商引资+新区生态建设”为运行方式的综合区域经
济发展模型。 

（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1.产业体系应实现多元化 

邯郸冀南新区不宜将新区发展过度集中于装备

制造这一个产业，以免风险过于集中；宜选择更多

的主导产业与装备制造业科学配合；宜发展高端制

造业和相应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构建多元化产业

体系。 

2.努力打造优势产业 

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应重点发展高

端装备制造和煤化工产业，打造优势特色产业。 

3.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冀南新区要通过构筑产业链形成“产业磁场”，

吸引投资者和智力资源。要通过推进高新技术产业

化，打造完整产业链。强化产品研发和节能减排，

通过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途径，实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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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合理配置和综合利用，改变煤化工产业高能

耗、高污染的状况，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促

进，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四）区域联动，整合资源 

1.大区域联动，借力“中原” 

邯郸冀南新区的发展应打破空间障碍，突破空

间限制，争取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打破行政分

割的体制机制，加强与河南、山西、山东等相邻区

域的合作，整合中原经济区、河北省以及四省交界

区域内的各种资源，顺应中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的

趋势，借好中原经济区的势，充分利用好中原经济

区的政策，掌握好区域发展的主动权。要完善内陆

港和航空港的建设，不仅要建黄骅港的内陆港，还

要建天津港和青岛港的内陆港，形成多个内陆港的

叠加优势，把对外开放最顶尖的功能聚集到冀南新

区上。 

2.中区域联动，合作示范 

以邯郸冀南新区为平台和依托，建设邯郸-邢台

冀南区域合作示范区，推进邯（郸）邢（台）一体

化，重点发展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在“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探索跨区域产业合

作，形成冀南区域产业集群效应。 

3.小区域联动，“三城”一体 

目前冀南新区的空间布局为“一区六园”，园区

全部为产业区，新区所必须具备的商住区、金融区、

配套服务区、教育医疗区等功能区还不明确。可考

虑在现有邯郸主城区的基础上，与未来的邯郸东部

新城、冀南新城实施“三核带动”战略，形成邯郸

主城区、东部新城与冀南新城“三城”一体联动发

展，实现在更大空间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协调

发展。 

（五）构建公司化管理的新区开发模式 

应尽快组建冀南新区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全面负责新区开发和管理工作。要充分发挥市

场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吸引一些有实力的建筑规

划设计院、监理公司、建筑公司等参与新区市政公

共设施工程的招标与建设，提高新区项目管理规范

化水平，节约开发投资。 

（六）加强创新平台和公共服务保障 

冀南新区要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核心，大力促

进各类创新创业要素聚集。通过建立高端商务服务

区和创新创业服务区，整合优化自主创新资源，加

强自主创新公共平台建设，突破产业发展关键技术，

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在工业、交通、商贸、居住、

景观等各方面，建立科技资源、创新载体的共享机

制，扩展园区内的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建立产业合

作联盟和要素交流平台。促进创新资源的互动融合，

建设多层次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营造优良的商务、居住及配套环境，保障产业

创新发展的需求。 

（七）贯彻“亲商”理念，创新招商策略，提供优

惠政策 

1.贯彻“亲商”理念，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要贯彻“亲商”理念，奉行“亲商”原则，精

简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压缩行政经费，强化“一站

式”服务职能，实施社会服务承诺，通过定期走访、

专人负责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大力营

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投资软环境。 

2.创新招商策略 

建立具有多级体系的招商载体，及时制定园区

招商政策，依托行业协会和大型企业，加强可能入

区企业名单的建立工作，摸清重点行业相关企业情

况，采取以商引商、中介代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

多种手段，形成严密高效的招商网络资源，使冀南

新区常年保持数百个项目源和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储

备规模。 

3.以优惠政策招商引“凤” 

可考虑提供如下优惠政策以利于招商工作开

展：对入区企业新建项目自盈利之日起，企业所得

税按照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地

方留成部分实行“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新建入

区的项目投产后，企业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连续 3

年由新区财政分别按 50%、40%、30%奖励给企业，用

于企业生产的再投入。在税外收费方面，除国家规

定的收费项目外，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费用；垃圾

清运费等服务性收费按物价部门最低标准收取；入

区工业项目缓缴市政配套费、绿化费、教育发展基

金、旧城改造费、人防建结费。对科技含量高、带

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给予 100-200 万元/项的特别

奖励；对技术先进型企业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积

极推进节能降耗，对企业投入设备用于节能技术改

造的，以项目设备投资额的 15%为标准，给予单个项

目不超过 100 万元的补助；对认定有效的企业管理

节能手段，给予每个企业 10-20 万元的奖励；对企

业开展节能产品及技术的研发并产生一定社会效益

的，提供 20 万元的引导资金。 

（八）多方借力构建金融服务平台 

市金融办要积极争跑省级金融机构，争取把冀

南新区作为重点支持区域，单独配置信贷计划，增

加授信额度；支持冀南新区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

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支持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培育股权投资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和发

行债券，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积极引导推动域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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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入驻冀南新区。联合省内外有实力的投资机

构和战略投资者，发起设立冀南新区开发产业投资

基金。 

（九）全力打造“效益新区” 

加强冀南新区设施的现代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建设，打造“效益新区”。通过对冀南新区功能的整

合，促使冀南新区在信息传递、空间利用、交通效

能和丰富生活等方面产生综合化效应，形成生动的

活动行为网络。对冀南新区信息网络的植入，将促

进智能化科技咨询中心、智能化信息管理中心、智

能化产业厂房和智能化商业金融机构、智能化住宅、

智能化娱乐会所、成果展示设施等新建筑类型的诞

生。这些智能化建筑设施将不仅使冀南新区经济发

展更加高效，而且将满足信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

要，创造便利、稳定的工作及生活环境。 

（十）强化人力资源支撑作用 

按照冀南新区的产业布局，以区内企业人才需

求为依托，采用“教学工厂”的教学模式，建立冀

南新区职业技术学院，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业、高端

生产性服务业、生态旅游业等，设置相关专业系。

加强对冀南新区不同层次人力资源的职业技术教育

和培训，为冀南新区培养适销对路的各类人才。另

外，应积极构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努力探索推进

“政、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技术转移模式。

深化科研院所合作，制定吸引优秀人才的激励政策。

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特别是河北工程大学这一省属

重点骨干大学在新区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技术咨询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战略规划、经营管

理等各项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设立冀南新区人力资

源交流中心，鼓励区内人才合理流动。 

（十一）建设生态新区 

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入区项目要严格实

行“六准入、三限制、三禁止”，要注重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管理，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

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生态工业园区。 

三、结论 

通过对邯郸冀南新区经济发展进行 SWOT 分
析，了解了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不足、机遇及挑

战；通过剖析天津、苏州等地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模

式的经验做法，寻求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结合邯

郸冀南新区实际，提出从调整战略定位、构建综合

区域经济发展模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区域联动、

构建新区开发模式、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创新招商

策略、构建金融服务平台、打造效益新区、强化人

力资源支撑作用、建设生态新区等十一个方面构建

冀南新区经济发展模式。本文提出的建议措施需要

在冀南新区开发建设过程中予以检验；同时，随着

冀南新区开发建设工作的进行和国家政策的调整，

新区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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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of Jinan New District in 
Handan 

YUE Zhi-chun,CHEN Xue-jiao, ZHAO Jie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trategic context of Zhongyuan Economic Zone,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n the SWOT analysi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inan New District in Handan. After, we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of Tianj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Jinan New 
District in Handan, w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roposal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of Jinan New District in Han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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