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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飞地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与对策探析

王宗美

“飞地经济”是近年来在区域

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打破

行政边界和原有体制，为了促进生

产要素高效利用、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利益共享、共赢互利和协同

发展而进行跨区域资源产业转移的

经济开发模式。其特点就是在不

改变行政区位归属的情况下， 通过

产业承接、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

经济要素从飞出地转移到飞入地。

它不仅会为发达地区寻找产业承

接地提供拓展空间，也可解决各

级政府为了政绩相互竞争，低价招

商引资上项目，占用土地重复建设

工业园区等问题 ；同时，还能为欠

发达地区解决人力资本、技术匮

乏提供新的援助模式。

 赤峰要实现跨越崛起，离不

开工业的全面振兴。着力建设赤峰

东部工业经济走廊，是赤峰工业

重新起航的重要举措，是赤峰市

委、市政府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

市战略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而发

展“飞地经济”，充分利用有色金

属、矿产资源丰富、煤磷化工产业

基础和相对低廉的土地优势，承

接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引进

高新技术产业，完善产业链条，促

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则是让

赤峰市东部工业经济重获活力的伟

大尝试，对于实现赤峰市跨越式

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一、赤峰市工业园区发

展“飞地经济”的实施条件

目前，赤峰市现已形成了以资

源加工型产业为主产业、以有色金

属加工、医药、化工为支柱产业、

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为辅助产

业的产业格局。作为赤峰东部工业

经济走廊主要载体的赤峰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主要包含了赤峰经

济开发区、红山高新技术产业园、

元宝山工业园、松山安庆工业园和

马林有色金属产业园，基本具备了

发展“飞地经济”的实施条件。

 （一）园区基础设施已经具

备产业承接条件

赤峰市工业园区截至目前均已

经具备企业入驻园区“七通一平”

的基本条件，实现集中供水、集中

供热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

备，在园区内建有供水厂、污水处

理厂、变电所和热力站，可以保障

园区内企业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

（二）园区已初具规模，具有

较明确的产业定位和发展理念

截至 2017 年底，在元宝山工

业园区注册工业企业已达 44 家。

元宝山工业园的产业功能目前定位

为重点发展磷煤化工、生物化工

和精细化工，努力打造自治区级的

现代化工产业基地、蒙东磷煤化

工合作示范区和赤峰市精细化工产

业聚集区。松山安庆工业园区落户

企业 38 家，松山安庆工业园前期

建设比较缓慢，到 2016 年才有较

大的发展。

松山安庆工业园区主要承载

食品轻工、装备制造和新型建材、

生物科技产业。目前园区建设和

招商引资与规划定位有一定的差

异，根据自身周边农产品优势及市

场发展需求，明确轻工食品产业作

为园区的主导产业之一。

（三）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逐步健全，为发展“飞地经

摘  要 ：发展“飞地经济”，是内蒙古赤峰市在新形势下全面振兴工业，促进工业集约化、产业集群化发展

的重大举措。本文通过对赤峰市域内工业园区进行实地调研，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招商模式、完善产业体

系、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几个方面提出了探索性对策建议，希望能够对赤峰市发展“飞地

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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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提供便利条件

京沈客运专线至赤峰联络线

的建成，设计时速 200 公里 / 小时

以上，届时赤峰至北京实际运行

时间不超过 2 小时，赤峰与京津

冀和辽中南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大幅

加强。叶赤铁路扩能改造、赤峰

到绥中铁路线建设，将强化赤峰

在蒙东 - 沿海能源运输通道上的

枢纽地位，对于赤峰发展能源化

工产业具有重要意义。赤峰至天

津、赤峰经承德至北京铁路的建

设，将进一步加强赤峰作为关内与

东北地区联系通道上交通枢纽的

地位。 赤 峰 - 承德、 赤 峰 - 朝阳

高速公路相继建成，赤峰将全面

融入环渤海经济圈的高速交通网

络，使赤峰与京津冀地区、辽中南

地区和辽宁沿海的人流、物流联系

显著增强。

    

二、“飞地经济”的基本

发展模式

（一）根据经济运作方式划分

的“飞地经济”的发展模式

1. 项目合作 模式 ：以高新技

术、新产品和产业转移为纽带，飞

出地提供技术帮扶、项目建设和营

运，与飞入地开展园区的合作共

建。

2. 园中园模式 ：在园区内划出

一部分空地，与飞入企业就发展

方向、投资规模、完成期限和权

利义务等达成书面法律协议。把

规划地交由飞入方，要求其在不违

背园区发展大方向和环境保护的

前提下，自主进行规划编制以及后

期的招商引资和日常经营管理。

3. 贸易合作模式 ：以订单为媒

介，共建厂房，由飞出地企业提供

技术支持和生产设备，飞入地提

供土地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

4. 交流合作 模式 ：与周边园

区结为友好合作园区，互相设立

访问代表，实时进行资源信息的共

享。园区之间不定期地进行项目的

推介和对接。

（二）根据行政区域界限划分

的“飞地经济”的发展模式

1. 市域内“飞地经济”模式 ：

市级政府部门整体规划，打破各

旗县间的行政区划，进行产业转移

和整合，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市域外“飞地经济”模式 ：

扩大开放主动承接产业链整体转

移和关联产业协同转移。

三、赤峰市发展“飞地

经济”对策建议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

发展“飞地经济”提供基础保障

目前赤峰市工业园区虽然已

基本实现“七通一平”的产业承接

基础条件，但是园区在与高速路

连通方面仍有欠缺。如松山安庆

工业园区与高速路口还未连通。全

面建设高速路的全网覆盖以及与

工业园区的连接畅通，势在必行。

应力促 2020 年赤峰到北京高铁的

全线开通，打入北京两小时经济

圈，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

做好新一轮准备。同时，要加强高

速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包括电子

商贸服务平台，促进“互联网 +”

与工业的深度融合 ；加快智能化生

活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信息的实

时互动和共享。

（二）转变发展思维，优化招

商模式

赤峰市依靠环境承载能力高

作为招商优惠条件的时代已经结

束。在生态环境硬约束增强的背

景下，发展区域经济固然重要，但

严守环保底线、严格遵循环保准

则、构建园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相

协调的发展机制，才是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必须将发展思维从

资源招商转变为产业招商。一是

要在招商引资和产业承接中，积极

推进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

环保产业的合作落地，诸如生物医

药、新能源、文化创意以及环保等

相关新兴产业 ；二是要依靠赤峰

优势传统产业，如有色冶金、煤化

工的产业链延伸承接高关联度、高

附加值产业，对于飞出地想要剥离

的低端初级的重污染企业要严守

原则底线 ；三是根据水资源承载

能力合理布局，以水定产。赤峰工

业园区传统的资源型产业多耗水

严重，已经引进入驻的企业也由于

水资源匮乏，没有用水权，而面临

着无法投入生产的问题，因此要

严格控制高耗水型产业的发展。

 （三）发挥传统产业优势，

完善产业体系

“飞地经济”的两大特点就是

产业关联和资源优势互补。因此，

赤峰市要将产业承接定位于与自身

优势产业有关联度的、具有超前

先进技术的飞出地产业上。工业园

区必须深度挖掘自己的特色优势，

发展模式要从最初的原材料开采

和初加工产品转变思维方式，向

最终消费品方面转变，引进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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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度的产业，延伸传统优势产业链

条。如元宝山工业园区目前主导产

业是煤化工和生物化工，应着力

引进能够对产品下游进行精加工、

深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对副

产品进行延伸加工的产业，加强副

产品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发展

循环经济。依托已经入驻的煤化

工龙头企业，以主产品下游延伸，

副产品综合利用，配套服务为方

向，科学筛选和引进项目，形成耦

合发展的煤化工产业集群。松山

安庆工业园区发展相对缓慢，目前

明确轻工食品产业作为园区的主导

产业之一，应立足于地区特色，立

足于松山区拥有丰富的农产品的优

势，引进粮食、马铃薯、禽畜肉类

和野果的深加工项目，着力完善食

品轻工业产业链条，注重产业链条

的延伸和高端产品的研发。

（四）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公

平竞争机制

发展“飞地经济”，行政归属

不同本就是其根本前提，这就导

致了较高的制度成本。尤其在项

目审批、选址和建设过程中的时

间成本、人力成本以及资金成本

都比较高。比如，中粮集团的中

粮生化赤峰 60 万吨 / 年燃料乙醇

项目入驻赤峰市松山区安庆工业

园区，在 2018 年初就已经上报国

家发改委，至今仍未有实质性进

展。土地审批、征收等程序都需

要时间。同时“寻租”行为也大大

降低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赤峰

市的营商环境的确仍然存在很多

令人诟病的地方。因此，赤峰市发

展“飞地经济”，要强力改善营商

环境，持续推进“放改服”改革，

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来促进招商引资。营造高效、“亲

商”的政务软环境，构建“一站

式”的行政服务平台，精简项目审

批流程、提高审效率、降低服务

收费。提升信息化水平，推进审批

事项网上办理，最大限度地节约等

待时间。同时，要规范市场规则，

还市场一个清净公平的竞争环境。

（五）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

制，促进市域内产业集聚发展

赤 峰 全 市 14 个 市 级 以 上 的

工业园区。目前，各产业园均存

在产业结构趋同、产业集群度不

高，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等问

题。各园区间相互比拼竞争，争资

源、抢招商，缺乏沟通合作机制，

无法形成规模化优势。因此需要

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促进

产业的集聚发展。一是要建立明

确的利益分享机制。由赤峰市政

府牵头，与赤峰市各旗县区政府达

成一致协议，明确税收的分享比

例、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出的分

担比例，以及公共服务职能提供

的具体分工，从而打消飞出地政府

对商业资源外流的顾虑，为产业的

集约发展提供平台，优化各旗县区

的生产要素配置。二是要共建“飞

地经济”组织机构。目前一般由工

业园区管委会承担这项职责，“飞

入地”与“飞出地”相关部门应该

派驻人员参与到部门工作中，有

利于合作的顺利开展和形成监督

机制。三是要因地制宜，共建“飞

地”园区。比如，赤峰市第一个着

陆的市域内“飞地经济”项目，是

原来位于喀旗锦山工业园区的赤峰

云铜 40 万吨铜冶炼项目，于 2016

年 11 月飞入赤峰工业重镇元宝山

区马林有色金属产业园。位于红山

区的赤峰金剑 40 万吨铜冶炼项目

正在建设中，也即将飞入马林有色

金属产业园。建立马林有色金属产

业园，一方面是考虑了元宝山区的

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喀

旗的一片绿水青山。促进产业的集

约化规模化发展亟需市级政府部

门整体规划，打破各旗县间的行

政区划，根据各园区自身经济优势

和发展特点，以平等协商、互惠互

利、共同发展为原则，进行产业转

移和整合，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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