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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圳总部经济发展研究

总部经济是近年来中心城市出现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形态，是城市经济、区

域合作经济和产业高端经济的表现形式，北京、上海、香港的总部经济发展走在

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前列。深圳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面临严峻的

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短缺局面，发展总部经济，拓展区域合作，是深圳“十

一五”期间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方向，深圳也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条

件和基础，但目前总部经济的起步落后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为此，本

文通过对总部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结合国内外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经验，深入

探讨总部经济如何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如何拓展区域合作，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转型，同时针对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劣条件，提出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方向

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文首先简述总部经济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以及总部经济的理论渊源和国

内学者对总部经济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总部经济的概念，对总部的分类、

总部的功能、总部经济与相关区域概念的关系、公司总部与总部经济的关系和总

部经济产生的原因等进行阐述；而后概述国内外总部经济发展的现状，并对国内

外城市总部经济要素进行小结，提出发展总部经济应注意的问题；接着介绍深圳

总部经济发展的情况，并对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进行分析，提出深圳总部经

济发展的定位，最后就促进深圳总部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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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dquarters economy,as a new developing form of economy,which appeared

for these years in center cities，is a form of city economy,regional economy

CO—operation and hi—end industry economy．The Headquarters economy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Hong Kong have drawn ahead among the cities of China．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high—speed development，Shenzben has been facing a fierce

circumstance of lack of lands，water,energies nowadays．Developing Headquarters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CO—ope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conomy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es upgrading among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Although Shenzhen has possessed the condition and foundation of

developing Headquarters economy,the Headquarters economy of Shenzhen fell

behind that of some big cities such as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study on the theory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systematically,

combining experience of developing Headquarters economy of cities both here and

abroad，On the base of this，it will go deep into discussing how to combine the

Headquarters economy and economy development，how to progress regional economy

CO—operation and how to push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industries structure

And aiming a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development in Shenzhen，it will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development，and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advice and proposal about that．

The article first gives an outline ofthe background and meaning ofHeadquarters

economy research，the theory origin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research and the

situation of native research on Headquarters economy．After that，it introduces

concept of Headquarters economy,sorts and function of Headquarters，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Headquarters economy and regional economy CO-operation，the

relations between Headquarters economy and Headquarters and the reasons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coming into being．Then it summarizes the circumstance and

essential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development of native and overseas cities，and

provides notice during developing Headquarters economy．And then，it dissertates

circumstance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development融Shenzhen。analyses

environment of this，lodges the direction of Headquarters economy development，and

put forward some pofiey advice and proposal abo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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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

第1章绪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总部”与“生产制造”

环节在空间上分离的现象。这种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总部经济，

即企业高端功能(管理、研发、投资、营销、配送、采购及以上功能的区域指挥

中心)与中低端功能(生产加工、销售网络)部分在空间上分离，高端功能部分

在一个中心区域内集聚，中低端功能部分分散到周边地区，形成了区域经济合作

的新途径、新模式。这是一次新的产业资源重新配置，将给一些中心城市带来巨

大的发展机遇。

从国际上看，总部经济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国家首先形成的，目前世界

主要的综合性国际大都市，大多是大公司集团总部的所在地，如纽约、伦敦、东

京、大阪、新加坡、香港等都是总部经济发达的地区或城市，而且还出现了跨国

企业加紧在国际性大都市设立地区总部的趋势。从国内来看，国内大型企业集团

出现了“迁都”的浪潮，一些中心城市成为国内大企业选择“迁都”的聚集地，

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与此同时，一批位居中心城市的企业将生产

基地向郊区或外地迁移，但却把企业总部留在城区内。

上述这些重要的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如北京、深圳、青岛、成都、武汉等城市都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

发展总部经济；上海、广州、沈阳、厦门、济南等城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

都提出要发展总部经济，并相继出台了一些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1．2．研究意义

总部经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深化认识：总部经济是一种城市经济，是城市

经济利用自身的优势而形成的一种形态；总部经济是～种合作经济，是中心城市

与城市圈的分工合作的结果；总部经济是一种高端经济，是城市经济和企业成长

到一定阶段后才生成的经济形态“3。



二十多年来，以初级要素驱动的、强调高速度、低成本竞争的“速度深圳”

的发展模式，使深圳已经进入空间资源短缺阶段，并将长期面临“四个难以为继”

(一是土地、空间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三是实现万亿GDP

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难

以为继)的严峻形势。这些限制条件决定了深圳不可能成为加工制造基地，必须

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加快向总部经济转型，是深圳“十一五”期间经济转型和

产业升级发展的基本模式。此外，总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经济，主要是中心

城市的区域经济。1，总部经济和区域合作是相辅相成的。开展区域合作，充分合

理利用区域内的各种资源，促进区域内各城市的优势互补，这是关系到深圳经济

社会发展的全局问题。

为此，本文将结合深圳的实际，对下列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何谓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的发展条件是什么?总部经济能给城市带来什么效应?总部经济发展

如何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合作?一个城市要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吸引企业总部

落户?

1．3．研究现状

1．3．1．国外研究现状

从理论上来说，总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全球

化和信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企业组织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深刻变

化过程中呈现的一种经济形态和方式，其理论根源与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增长

极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比较优势原则、产业集群理论有着渊源。

对世界城市的理解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各

国学者开始关注并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世界城市。早在1951年杰德斯(Patrick

Geddes)就提出了世界城市的概念，他认为世界城市是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

占有一定比例数量的城市，也是就说世界商业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被视为世界城

市。弗里德曼(Friedmann)。1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于1986年提出了“世

界城市假设”的独创性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18个核心和12个半外围的世界城

市的等级结构和布局。弗里德曼对世界城市及其等级的认识是建立在新的国际分



工中把主要城市作为资本控制中心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世界城市等级理论的主

要分析标准是：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的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

织、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的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

沙森教授“11(Sassen，1991，1994，1995)则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性服务公

司的分析来诠释世界城市，强调从服务业的国际化、集中度和强度角度来定义世

界城市。他认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是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是时代服

务性产业领先者的集聚地；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

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卡斯蒂尔斯(1996，2000)则

从全球流动空间的角度，把世界城市描述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

点以及中心。沙森(Sgssen)、诺克斯和泰勒(Knox and Taylor)等学者对“世界

城市”、“全球城市”(global city)作了广泛的探讨，并将全球城市的概念引

向新的方向。他们对全球城市的概括很多，主要的标志之一是：主要的跨国公司

的总部大多以全球城市为基础。

增长极理论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

克斯提出的，他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首先是分布在区域内的某些点或聚

集地区的某些产业和企业取得经济增长，然后扩散到周边地区，进而带动整个区

域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效应”1 3。

首先是极化效应，即在增长极的增长中心，由于主导产业和创新产业的建设与活

动，会产生一种吸引力，吸引周围的劳动力、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向

中心聚集，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产生极化效应。但是，这种吸引不可能是无限

的，当聚集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增长极的经济活动和人口过分集中、产生环境污

染、交通拥堵、房价过高等问题，进而削弱极化效应，对生产要素产生一种扩散

作用。企业、人口、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增长极的周边扩散，带动

其周边地区的发展，这就是扩散效应01。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相辅相成，但在区

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效应的作用强度是不同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

阶段，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后期，扩散效应是主要的。

两种效应共同作用，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

中心外围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利德曼““(J．Fridmann，1966)提出的，

他认为地区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要利用独有的地理优势或者历史的传统把区

域首先发展起来，要素不断地聚集在这个区域。由于聚集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



等战略要素成本较高，受经济活动必须补偿要素成本这一经济原则的制约，形成

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中心区域和中心区域外合作分工的关系。在中心区域里，一般

能够更多地吸引资本、技术、人才，形成战略资源优势，适于公司总部在此群聚

发展。而外围由于地价、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以及资本比较富裕的一般资源优势，

适于建立比较稳定的加工基地。增长极理论与中心外围理论都隐含着企业是一个

不能实现空间分离的独立体的假定，使得区域发展理论往往只能停留在对区域经

济发展过程的描述上。

竞争优势理论是由迈克尔·波特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是：经济的全球化

外化为市场的全球化，市场全球化又明显地表现为价值链的重组。由于跨国公司

一般具有技术创新和营销方面的比较优势，借助这此优势，跨国公司能够获取价

值链中利润最丰厚、附加值最大的区段，而不具有研究和营销优势的企业只能从

事价值链中利润较薄但收入比较稳定的加工制造区段。这样，通过激烈市场竞争，

价值链的重组最终表现为企业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在不同价值区段上进行高度

的专业分工。其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总部经济的产生与演化“’“1。

比较优势原则最早来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他认为每个国家都

有其绝对有利的、适于某种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换言之，就是由于不同地区生

产条件的绝对差别，进而造成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导致

地区间的分工和贸易。大卫·李嘉图基于绝对优势理论，提出国际分工的基础是

比较成本、比较利益的原则，而不是绝对成本的原则，各地区根据相对成本(或

相对利益)的大小来选择区域分工的产业部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选取与

其他地区相比成本优势差幅高的产业部门作为优势发展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

地区，则选取与其他地区比较成本劣势差幅较小的产业部门作为发展方向，各地

区间分工协作，对各地区均为有利“⋯。二十世纪，俄林和赫克歇尔从生产要素禀

赋结构的差别来解释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不同，他们认为，国内各地区和国际各国

间生产要素的差异是贸易形成的基础，绝对价格差异是分工理论的基石“⋯。上述

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的论述中，生产企业不能进行空间分离，而在总部经济理论

下，企业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企业价值链的空间分离，对生产要素在企业内

部进行跨区域的配置，从而使得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区域间商品贸易为重心转

向生产要素的区域间整合，区域合作不再只是表现为A区域的企业与B区域的企

业之间的商品贸易了，而是企业集团内部不同功能组织跨区域的配置。



产业集群理论是过去lO多年中，最引人注目的学说之一，但其并不是全新

的学说，1920年阿尔弗雷得·马歇尔从经济学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作出解释，

1929年阿尔弗雷得·韦伯又从工业区位论角度对产业聚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聚集经济概念，但此后产业集群理论却长时间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直到迈克

尔-波特1990年发表《论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克鲁格曼1991年发表《收益递增

与经济地理》，产业集群的研究热潮再次掀起。按照产业集群理论的解释，产业

集群指的是相关的产业活动在地理上或特定地点的集中现象，也是一种产业组织

演变和发展的结果。除了按产业进行区域集群外，不同产业的同种功能，如研发、

商务等，由于需要的一致性，也能在一个区域集群分布，这称为功能集群。众多

公司总部在特定地域聚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使得单个公司获得总部所

需的生产要素资源，享受高质量的专业化配套关联服务。

1．3．2．国内研究现状

从目前查阅的资料来看，现今国内关于总部经济的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理

论研究，以赵弘、林文俏、李江帆、陈秀山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提出了总部经济概念和相关理论；一种是总部经济的实证研究，包括

政府制定的政策、规划以及推动的一些总部基地的实例操作。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3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总部经

济的理论专著。该书界定了总部经济的概念，提出构建总部经济理论模型，阐释

了总部经济的形成机制、内在特征，就总部对中心城市的税收、GDP、产业、消

费、就业的影响及社会资本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制造基地对所在区域的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所谓总部经济，是指通过创造各

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

域集群布局，企业生产加工基地则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

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他还认为总部经济将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

济合作、城市整体规划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中山大学第三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李江帆“71在第三产业发展与总部经济之间

的互动关系上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区域引入总部经济与这个区域内的产

业结构密切相关，尤其是第三产业发达程度。通常是发达的第三产业一强劲的总

部吸引力一发达的总部经济一更加发达的第三产业，从而达到总部经济与产业结



构的良性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的陈秀山“”教授认为“所谓总部

经济，确切地说并非一种经济类型，而应属于地区发展规划的范畴。”他还认为

“总部经济从渊源上来讲应该从企业入手进行讨论，其实质是跨国性的大企业和

大公司，企业内部分工外化为区域的和国际的分工。站在政府角度上研究一个区

域、一个城市，政府该如何利用企业市场化这一趋势进行制度的安排、政策的选

择以引导企业的行为非常具有研究的必要性。”

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教授林文俏“”认为“总部经济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

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群布

局，生产加工基地则安排在营运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

工。”而且认为“总部经济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其经济效益的集聚性、示范性、辐

射性、吸引性。”

政府推动方面比较突出的城市有北京和上海。北京是国内最早认识到跨国

公司设立地区总部重要性并出台措施吸引他们前来的城市，早在1999年1月29

日，北京市政府就发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若干规定的通

知》。随后，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认定办法》；2002年7月20

日，上海市政府也出台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

随后也发布了实施细则，他们都给予了跨国公司总部很多优惠政策，以吸引其入

驻。

此外，国内广州、厦门、重庆、武汉等城市都先后提出了发展总部经济的

设想。2004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办法》，广州

市目前有越秀区和天河区两个总部聚集区，天河区还加快了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

的建设，作为培育广州总部经济发展新的空间载体。近年来，广州市总部经济发

展迅猛，一大批跨国公司进驻广州，将广州作为进军内地的踏板，IBM、微软、

爱立信、宝洁、耐克等纷纷在广州设立了华南地区及中国区总部，一些周边地区

发展起来的制造业知名企业如乐百氏、健力宝等也将总部迁到广州，广州已成为

华南地区总部资源最密集的地区。⋯。厦门市2004年颁布了《关于鼓励境内外企

业在厦门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在国内城市中首次将国内企业总部作为鼓

励扶持对象。随着企业总部的纷纷迁入，厦门已初步形成鹭江道片区、滨北片区、

金尚路片区三个总部经济带和钟宅工业研发中心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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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李台区总部基地(即高级巍务裁圈)是我国第一个有髫的、有规划

的总部经济实验区，该项目占地面积1．65平方公里，为丰台区科技湖二期工程。

总郝蘩缝总援瓷45亿元夫愍薅，诗划建设500拣大楼，每拣大楼1000—5000乎

米面积不等，总面积120万平米，计划吸引国内外500家大企业总部入驻。据了

解，总部基魏目前已建成总部楼300多穗，蒸中200拣已授入便蠲，签麴入骏企

业150多家。北京总部基地遇过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定位、统一开发建设、

统一招商，打破以低于土地成本价暇引企监的招商格局，以成片开发、成片收益

来达到促进区域经渗发展黪疆的，髫藤总部纂地已初县规模，著弓l起技会各爨广

泛关注Ⅲ]。

1．4．论文结构

本文共分为七部分，其中：

第一部分，篱述总部缎济磅究鹜景、磷究翡意义以及憨都经济豹理论溯源

和国内学者对总部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二部分，总部经济的概述。分为西节，第一节介绍总部的檄念和功能，

第二节分析总部经济与相关区域概念的关系，第三节分析公司总部与总部经济蛉

关系，第四节分析总部经济产生原因。

第三部分，筵辈分缨困内羚城枣总部经济发鼹的状提及楱关缎验。分为五

节，第一节分析国外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状况及相关经验，第二节介绍国内城市总

部缀济发震熬现状及籀关致策，第三节对国外国内躐毒惑嫠经济要索进芎亍夺结，

第四节分析总部经济对城市发展的正负效应，第五节提出发展总部经济应注意的

问题。

第四部分，深圳总部缀济发展情况。分为二节，第一节分析深圳经济发展

战略历程，篇二节介绍深圳总部经济情况，包括基本情况、馓界500强企业在深

投资鄹本±企业对强投资凑援等。

第五部分，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意义及条件分析。分为四节，第一节分析

深绸发震总部经济瀚意义，第二、三节分毫覃深臻发黢憨黎经济豹霞势帮劣势，第

四节分析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第六部分，深绷总部缀济的袋惩定位分析：势为三节，第～节分析滞稍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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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哪些企业总部，第二节分析各类总部对资源要素的要求，第三节分析深圳总部

经济的发展定位。

第七部分，提出促进深圳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从战略支撑、土地利

用、金融创新、总部建设、法制环境、区域合作、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以及

做好总部在深企业的服务工作等八个方面提出相应政策措施。



第2章总部经济概述

2．1-总部的概念和功能

2。1．1。公霉总部豹橇念

所谓的公司总部“”简单地理解可以说是一个企业集团的中心，常被定义为

企她正掌运作盼中枢章孛经，一个企韭的大簸与心脏，楚熬个企业的拣态。公司总

部籀对予下媾的业务单位，光论从人数上j丕是从规模上涞说它都是相当小的一部

分，但其对集团公司的作用却是公司的其宅部分所不能替代的。中央财经大学财

敬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烂认蠹“总部企业是指金犍高层管理入爨爨在的规

构，是一个企渡或集团的战略决策中心、投融资中心鞠行政管理中心。总部承担

战略性决策并敷接控制投资、融资、财务、人事、法律镣经营活动，同时在企业

或集团内部统一蘩置硬发、镄售、采购、广告等业务。”慧蕺企监霹鞋是一个功

熊中心，也可叹是多个功能中心的不同组合，可以说，≈#制造业的功熊中心就是

总部企业”“。美国著名企业史专家小钱德勒曾指出“在一个大型企业中，总部是

凌该金韭受责久与专家组成懿缝缀，受责瀵行整个金救集霾懿长襄援划、重大诗

划评估与协调熬合的工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越弘认为“总

部是指在企业组织结构中具有战略决策、资源配置、资本经营、业绩管理及外部

公关等全部或獒中尼耱驳熬熬缀绥摹元。”

由此可见，总部是集潮公司最高行政管理中心，通常包括董事会等负责进

行公司重大决锻的高层管理人员和诸如研发、财务、人力资源、信息、公关与法

镎等酝§2帮门在肉夔一系列辊褥。

2．1．2．总部的分类

校据总帮维织兹、盈务类黧，可戬裂分为雩亍致蕊鄂、授资总部、营镑慈帮、

研发总部等几种不同类型。顾名思义，行政总部是保障企业正常运转的关键机构．

控制着企Ik的战略设}}、资源配置、资本经营、业绩管题等活碜}。投资醵部是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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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企业投资决策的机构，进行投资的战略决策、投资资源配置、资本经营等一系

列活动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权利单元。营销总部是主营业务高度集中于产业链中的

销售环节的权利单元，主要职能是营销的战略决策、市场业绩管理、营销资源配

置、外部公关等。研发总部是指以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为主要职能，进行研发的

战略决策、研发资源配置、研发业绩管理及外部资源协调等一系列活动的企业组

织结构中的权利单元。

根据总部管辖的区域范围，可以分为区域性总部和集团总部。区域性总部

是指有权控制或管理区内的办事处、生产基地、子公司的运作或业务，而无须经

常请示区域以外的母公司，具体总部一种或多种职能的企业权利单元。集团总部

则是整个集团公司的经济枢纽部门，其功能要制定并实施公司发展战略。

根据公司的业务经营的范围，可以分为外国跨国公司总部和中国本土公司

总部。跨国公司总部又可以分为跨国公司母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对于我

们国家来说，绝大部分在国内设立的总部都是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

按资金控制权分类，可分为战略导向性总部、资产导向性总部和操作导向

性总部；按企业纵向管理结构分类，可分为一级总部、二级总部、三级总部等”⋯。

2．1．3．总部的功能

公司总部是整个公司的中心，是公司的管理控制中心。其功能是制定影响

公司发展方向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命运。⋯。

资金筹措和调配功能。公司总部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就是资金控制，只有

总部才能决定公司预算中不同组成部门的资金分配。总部的资金筹措和调配关系

到新市场的开拓和新产品的开发，投资决策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公司的整体兴

衰。

人力资源配置功能。人力资源的调配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恰当的组织架

构和人力资源配置有助于总部发展战略的执行。

业绩管理功能。监控公司整体业务和财务状况，考核子公司的经营计划的

执行情况，决定薪酬制度等。

科技研发功能。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技术垄断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和集团

公司控制经济的基础。当前世界上大多数技术创新都由公司总部组织开发、应用

并转让。



2．2．总部经济与相关区域概念的关系

2．2．1．总部经济与CBD

总部经济是一种经济现象，CBD是一种经济载体，总部经济离不开CBD区

位空间的支撑。世界上成功的CBD，如纽约的曼哈顿，巴黎的拉德方斯，东京的

新宿等，往往都是大公司总部聚集地。以曼哈顿为例，仅华尔街就集中了几十家

大银行以及上百家大公司的总部，使得曼哈顿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总部基地和金融

中心。跨国公司和金融财团己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者，他们的分支机构遍布

全球，将世界上重要的金融中心连为一体。而CBD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窗口，首

当其冲地成为跨国公司和金融财团的总部和区域总部的承载者o⋯。

2．2．2．总部经济和区域合作

总部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区域经济，总部经济的提出～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

能够开拓一种区域间合作的新思路、新模式“⋯。中国经过20多年的持续增长，

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己难以为继，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区经济上资

源整合的广度和深度。总部经济是应经济发展集约化、高端化要求出现的一种经

济理论””，总部经济正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新途径和新模式。在总部经

济的模式下，通过集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产业链，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周边

形成制造加工集群，进而将资源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心城市服务业发达、

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生产基地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廉

价的优势，形成了产业配套发展，实现双赢，使地区间的水平竞争变为垂直产业

链在不同区段上的区域合作。

2．3．公司总部与总部经济的关系

除了明确总部与总部经济的概念外，笔者认为还应该清楚两者之者的关系。

一个城市欲发展总部经济，必然需要引进跨国公司或国内企业总部的进驻，并培

养本地企业成长为总部型企业，但是并不是有了总部实体的存在就会j一：生总部经
’

： ●●
．

济，就能达到提高区域经济总量，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目的。总部是发展总部经



济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在总部聚集的同时，使总部发展需要的人

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条件同时向该地区流动，形成本地区迅速增长的支柱

型产业，同时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产生总部经济效应

。⋯。可以说总部经济是以总部为依托的、处于产业链条高端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

2．4．总部经济产生原因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知识化、信息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工细化

的影响越来越大。总部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产生与发展必然具有客观规律

和要求。可以这么说总部经济是以吸引大量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为基础发展

起来的。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聚集不是企业的随意决策，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

段必然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那么，促使企业总部和相应的人才、资本、信息

等创新要素不断地向某些区域迁移、聚集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一些权威专家研

究发现，总部经济形成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4．1．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

总部经济的形成的基本动力来源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在经济全球

化和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所有城市均会重组其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从而使

一些城市凸现为全球的关键城市。这些关键城市不再直接生产工业产品，而成为

积累和扩散国际资本的基点，并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

场的指挥者和协调者。总部经济的形成动力来源于两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的结合，

一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与此同时，对这种生

产活动的控制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于是跨国公司的总部大都集中于全球城市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势头有增无减，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全球化是

大城市新的发展机会，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将被重新挑选，国内少数大城市将脱颖

而出，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和区域总部的选择地”“。

2．4．2．资源成本因素

企业发展需要两类资源，一类是加工制造产品需要的土地、能源、材料以

及一般操作工作等，称之为常规资源；另一种是信息、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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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战略资源。随着企业规模增大和市场竞争加剧，对于战略资源的需求和信

赖越来越大。然而，在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取得两类资源所

需的成本差别很大。在北京、上海、香港大城市，战略资源密集，取得战略资源

的成本低，而取得土地、劳动力等常规资源成本高，相反，在欠发达地区，取得

常规资源成本低，而战略资源稀缺，有些战略资源即使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也无

法得到。解决这一两难选择，有条件的企业有采用企业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分离，

将企业总部设在中心城市，将生产加工基地设在欠发达地区，以此实现企业利益

最大化。

2．4．3．中心外围效应

所谓中心指的是区域体系的增长中心，如CBD和金融功能区等，而外围指

的是其周围腹地或边缘区域。由于中心区具有相对优越的投资环境，从而具有强

劲的吸引力，使区域资源在空间上得到重新优化配置，即不断地吸收外围的优势

资源，包括资本、技术、人才等，而将内部的劣势资源向外围区域排斥。在这种

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各大企业集团将总部迁至该区域，逐渐形成集聚经济，为了

节省企业的信息交易成本和培训成本，其它企业也纷纷效仿，从而使得某个区域

成为总部聚集的中心。

2．4．4．知识经济

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按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前后顺序可分为一系列互不相

同但又互相联系的经济活动，其总和构成企业的价值链。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市

场全球化明显地表现为价值链的分工和重组。由于跨国公司和大型集团公司在技

术创新和营销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能够获取价值链中附加值最大的区段，而不

具备研发和营销竞争优势的企业只能从事价值链中利润较薄但收入比较稳定的

加工制造区段。从这方面说，当今世界企业没有必要在技术开发、制造和销售等

各方面全面发展，企业也不需要大而全，而是要在价值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

产业链条的某些区段上获得成功，这实际上是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

下，产业分工精细化的一种要求和表现”⋯。



2．4．5．信息经济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总部经济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基础，光纤通讯技术、计算

机网络技术等为企业创造了一种超越时间、地域的交流方式，消除了住处交流的

壁垒，大大改变了企业内部的业务联系方式。这种交流方式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

展，使企业得以超越传统的组织结构模式，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和组织成本大大降

低，企业组织功能可充分利用区域之间资源禀赋条件，通过空间分离在企业内部

实现资源的跨区域配置”“。信息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

关于企业是一个不能实现空间分离的独立体的隐含假定，这为区域间协同发展提

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企业集团总部可以从企业整体中独立出来，高度集聚于某一

特定区域，在空间上表现出总部经济的特征，形成了前面增长极理论中所谓的“极

化效应”，总部经济便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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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国内外总部经济发展状况及相关经验

3．1．国外城市

3．1．1．纽约

纽约是全球范围发展“总部经济”的成功范例。纽约集中了美国许多大公

司的总部，在财富500强中就有59家公司总部选在纽约，而美国其他任何大城

市都不能与其相比，如芝加哥和休斯顿分别只有15家，只及纽约的四分之一。

纽约制造业总部云集，与其发展形成了配套的新型服务业。在纽约，制造业公司

有1．2万家，不过由于在纽约只集中了一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生产，而且

采用的都是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设备，因而所使用的生产工人只有25万人。

纽约还有众多服务机构。在纽约，有法律服务机构5346个，管理和公关机构4297

个，计算机数据加工机构3120个，财会机构1874个，广告服务机构1351个，

研究机构757个。纽约“总部经济”的发展，与纽约的城市资源特点有关，主要

包括五个方面：

纽约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纽约的市民文化素质很高，

平均每4个市区居民中有一个具有4年大学学士学位。1997年，该市所有高等

院校招生入校学生37万人。在这里，移民汇聚、人才聚集。1990-1994年期间

各国移民高达56万人，外商社团220个。纽约有91所可授予学位的研究院所，

147所非学士授予院所。

纽约具有支持“总部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网络设施。纽约是世界级的天

然良港，港口货运总量相当于美国北大西洋集装箱货运市场运输量的55％。纽约

市区机场国际货运服务占全国的20％。纽约不间断地修建高速公路、路桥和隧道，

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交通运输体系，现已有15条州际高速公路，9条收税干道，5

条海底隧道，861座架空桥路。

纽约金融、保险业非常发达。除有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380家银行外，

美国lo大银彳亍中的’4大银行总部段于纽约。在1997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



额高达5．7万亿美元，而日本不到1万亿美元。纽约的交易额占当年全世界股票

交易量的27．8％。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世界上最大10家保险公司中的9家、美

国10大保险公司中的4家公司的总部在纽约。美国10大金融服务公司中的3

家设于纽约。

纽约新型服务业发达，能够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配套服务。美国6家最大

会计公司中的4家、10家最大咨询公司中的6家在纽约，10大公共关系公司中

的8家设在纽约，每天产生和发布几乎所有重要公司和产品的信息。

纽约文化、生活环境优越。纽约有36家百老汇剧院、300家演出场所、500

多家书店、400多家画廊、150多家博物馆、9座体育场馆、273家夜总会式俱乐

部、50家音乐俱乐部，纽约拥有6．5万间旅馆，1．7万家饭店或酒吧。这些文化、

体育和娱乐设施为聚集在纽约的公司总部的高级员工提供高品质的生活服务。

3．1．2．伦敦

尽管英国已从当初的“日不落帝国”沦落成事实上的二流国家，但伦敦依

旧处在国际性城市的第一阵容中，2002年伦敦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机构为232家，

排名世界前500名的跨国公司总部37家，同期的纽约数量分别为495、59；东

京的数量分别为65、34。集中了如此多的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使伦敦对全球的

影响力非同一般。

在全球规模最大的三大金融中心中：伦敦、纽约、东京，伦敦是全球第一

大国际金融中心。它负责全世界大约三分之一的外汇交易，管理着全球涉外资本

交易的60％以及超过5000亿英镑的外国投资。另外，全球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这里交易，而纽约只有16％，东京9％，新加坡6％。金融业和金融区的发展对

大伦敦地区和英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牵引作用。按GDP标准，英国是世界第四

大经济体，大伦敦地区的GDP占英国GDP的五分之一。伦敦金融和商业服务部门

的产出占总产出的40％。

此外，伦敦金融城内除了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之外，还有一大批为整个金

融市场服务的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公司、保险经

纪人组织等。据统计，金融城内每年创造的律师收益就将近10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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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东京

东京的国际地位是伴随曰本经济的飞速增长而奠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一度成为“世界工厂”。从1950至1973年，日本经济平均

增长率达7．5％，其中1965至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

的比重依次为钢铁占54％，造船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

90％。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家电、机械、汽车等产品征服全球，日本成为

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国家。90年后，经历了“失落的十年”，日本的

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日本在经济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制造

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人均GDP超过美国：跨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如在《财

富》500强排名中，2000年日本上榜企业数为104家，至2003年仍有88家。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地域狭小的限制，形成了以东京为首的

世界级都市圈，该圈由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城市组成，大、中、小城市总数

达310个，包括东京、横滨、川崎、名古屋、大阪、神户、京都等大城市，全日

本1l座人口在i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有10座分布在该城市群区域内。三大城市

群国土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1．7％；人口近7000万人，占全

国总人口的63．3％。它集中了日本工业企业和工业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工业产

值的四分之三和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

作为日本的金融中心，各大银行在东京几乎都设有总行。东京的股票市场

和各种商品交易所也闻名于世。这些要素使东京成为与纽约、伦敦齐名全球三大

国际金融中心。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总部多设在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等大城

市，东京比较集中。有的企业虽然总部仍在地方，但一般都在东京开设东京本部。

探究东京之所以成为日本大企业总部云集之地，还有一重要原因是富有日

本特色的政企关系和企业关系。通常，日本政府与以大企业为核心的财界、产业

界的联系至为紧密，企业和财团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直接和间接参与政治，为了

与政府交往方便和获取更多政策性资源，使大企业和大公司总部大多云集东京。

总部经济离不开人才支持。东京是日本文化中心，共有各类大学190多所，占全

国大学的49％。著名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立教大学、明治大

学、法政大学等。



3．1．4．新加坡

新加坡是东南亚乃至全球最为著名的总部聚集地之一，号称“总部之都”，

在全球贸易和国际金融业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约6000家外国公司中，

有3600家跨国公司以区域总部形式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有210家获得了新加坡

经济发展委员会颁发的“区域总部地位”证书，其中30％的企业名列世界500强

之中。新加坡之所以成为“总部之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l、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加坡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心，近可辐射东南亚，再向

北直达东亚洲、中东，是欧美企业进军亚洲市场的桥头堡，也是亚洲企业走向世

界的重要节点。马六甲海峡为大平洋与大西洋的咽喉地带，每天巨额的货运使之

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促成新加坡奠定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正是基于重

要位置，使任何国别的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地区总部都是不错的选择。

2、良好的基础设施。新加坡被誉为“全世界最网络化的城市”，并拥有最

佳的商业公共建设，如此发达的连结性可确保为公司的商品及服务赋予更大的价

值。如此众多的优势已强力支持新加坡成为企业总部运营的基地。有许多公司都

己认可这些优势，并善加利用这个都市国家作为他们区域性及全球性业务的运筹

帷幄的中心。

3、健全的金融体系。新加坡拥有健全的银行金融体系及强势的资金投资文

化，能为企业提供财务支持。新加坡拥有超过500家全球最大且优秀的金融机构，

己成为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名列伦敦、纽约及东京之后。这里有超过200

家全球基金管理公司和150名创业资本家。他们所管理的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

4、发达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成为新加坡总部聚集的重要因素，而

以金融和商务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又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1990年，新加坡商务出口值是瑞士的86％、世界的1．8％。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使

新加坡经济发展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同时也构建了新加坡与海外市场相互交流

渗透的平台。

5、政府的积极作用。尽管新加坡总部经济是在其天然优势基础上由市场力

量作用下形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政府在总部经济形成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新加坡政府是总部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其高效行政和廉洁形象是增加跨

国公司投资信任度和信心的重要砝码，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发展总部经济



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3．2．国内城市

从全国范围来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是最早发展总部经济的地方，

也是总部经济的最早受益区。珠三角的发展得益于香港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地区

和广州、深圳、顺德、东莞等制造资源密集的区域之间形成的一种互动发展关系。

长三角的发展得益于上海作为总部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和江浙一带作为加工制

造资源密集的腹地之间形成的总部一加工基地模式。从这两个区域城市总部经济

的发展来看，笔者认为上海的发展更值得国内其他省市和地区加以借鉴。

3．2．1．北京

八十年代，外国企业欲想进入中国市场而设立办事处，北京是首选地。2001

年底，全球500强企业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办事处、区域总部共计501家，北京

有293家，占总数的58％。2003年7月，北京具有跨国公司部分地区总部职能的

投资性公司达到了137家，占全国的60％以上，居全国首位。在北京设立地区总

部的都是全球顶级企业，如IBM、微软、摩托罗拉、北电网络、诺基亚、爱立信，

西门子、LG、三星等。这些企业主要是集中在IT和通讯业，究其原因，IT业是

利用北京人才、信息业的优势；通讯业对政策的依赖性较强，选择北京更便于利

用政治资源。许多中央国企总部也设在北京。日前，有关部门公布的中国500

强的大公司中，其中101家总部在北京。最大的12家公司有i1家总部都在北京。

北京还是国内外企业设立研发机构的首选地。

在空间上，北京形成了几个总部聚集地，显示了总部聚集效应，比较知名

的是以下几个：金融街是地区是以国内金融机构管理中心为主兼国外金融机构分

布的总部区域；朝阳CBD是跨国公司和国内大企业比较集中的成熟区域；中关村

则是科技企业以及科技研发相对集中的地区；丰台总部基地的定位则是吸纳国内

外大中型企业，建成以管理、销售为主的总部基地。这几者之间既有竞争，又有

互补关系。

北京是国内最早认识到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重要性并出台措施吸引他们

前来的城市。1999年1月，北京市政府就发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



地区总部若干规定的通知》。随后，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认定

办法》(核准类)。这一通知对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给予了相当大的优惠政策和

便利条件：返还这些公司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对地区总部免征地方所得税；

支持依法取得进出口权；对设立投资性公司，可以适当放宽经营范围；经海关批

准，可设立保税仓库、工厂；优先保障供应和统筹安排水、电、气、热和通信供

应。对它们设立研究开发机构、培训机构、技术支持中心等，优先办理立项、规

划、开工建设等事项，优先提供建设用地等。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其研发机构

从外地引进的人才，经审核后，可以办理调动手续；对高级职员优先办理5年因

私护照。此外，对家属入境、居留和子女入学提供帮助。通知还特别要求北京市

有关部门对跨国公司为设立地区总部而成立的办事处和投资性公司，优先从速审

批和申报。并在审批的程序中规定审批总时限为30日，必须给予答复，还对审

批程序和审批人的责任做了详细的规定。事后证明，优惠政策的出台，加速了跨

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北京。

3．2．2．上海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国企业为开拓中国市场，设立办事处时，不约而同会

选择北京，则到九十年代，随着国家宣布开发浦东，上海因其完备的产业链、透

明的法规以及资金、人才的优势吸引无数国内外企业前来落户。截至2004年5

月底，上海累计吸引外资企业近3．4万家，合同外资796．11亿美元，实到外资

近494．74亿美元。目前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的名录中，已有281家进入

上海。这些跨国公司在沪投资呈现出投资领域广、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以及

地区总部多、研发中心多的特征。而据上海有关部门的一项统计，目前在沪的外

地企业逾十万家，注册金额达3000多亿元。

落户北京的总部在一定程度是政治因素，那么在上海设立企业总部则是市

场经济的产物。上海的总部企业发展非常迅速，2002年9月，8家外国跨国公司

的地区总部得到确认；2003年9月，9家外国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得到确认，累

计41家；2004年6月，上海已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69家；到2005年

底，外国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达到200家。“。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上海在吸

引跨国公司总部方面将全面超过北京。

相对于北京，上海并没有行业特别鲜明的总部聚集园区。总体来说，浦东



陆家嘴金融区、张江高科技园以及南京西路、淮海路附近的区域比较集中。

上海的扶持政策出台也相对较早，2002年7月20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

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随后在2003发布了《上海市

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上海市将地区总部分为

两类：一类是以投资性公司形式设立的，一类是以管理性公司形式设立的。并指

定上海市外经贸委为负责地区总部的认定和审批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对地区总部

的行政管理工作。上海市为此还制定了具有相当吸引力的优惠政策。这些措施有：

设立具有研发功能的地区总部，可以按照规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在浦

东新区注册的地区总部，可以享受新区优惠政策。他们培训员工可以获得资助；

采购和物流中心经批准可以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出口货物可以享受退税政策；规

定还对总部的中国和外籍员工出入境、居留以及紧急情况来沪的外籍人员提供便

利的措施。同时，规定还要求上海市外经贸委应在收到申请书等材料之日起30

日内完成审查，并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的决定。此外，上海市还建立了政府与在

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对话机制。总部经济正成为上海利用

外资的新模式，并成为在更高层次上牵引上海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取得如此显著

的成绩，不仅是政府积极参与，提供优惠的政策，还与城市本身所拥有的得天独

厚的条件是分不开的。上海在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非平衡发展以后，其

所聚积起来的经济总量、商业文化资源、社会影响力，可以说是国内其他城市无

法比拟的，正是由于这些优势的存在，才使得上海成为跨国公司的首选o”⋯。

比较北京和上海对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优惠措施，总体内容差不

多，但上海没有“返还跨国公司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对地区总部免征地方所

得税”这一项。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内外埠的企业总部也是北京、上海的重点

争取对象，但两城市均没有专门出台针对国内企业总部的成文优惠条例。

3．2．3．香港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香港经济逐渐呈现出总部经济的特征，即对周边

的区域控制力不断加强，经济发展开始突破资源的限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香港的制造业币4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将产出效率相对低的加工工业向内
●

●

地转移．为新兴产业的发展留出空间。香港从发展制造业转为为制造业等经济活

动提供高端服务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种服务型的经济结车勾已经带存．色栅经济孵特

，1



征，即香港把企业总部留在香港，以利用香港的人才、资本、信息优势，而把制

造业放到内地。

服务型经济结构的确立与总部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带来了

香港经济的繁荣。香港的金融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到了巨大发展，成为了一

个健全的、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经济从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失衡，经济增长

主要依赖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而制造业的比重大大下降，产业范围越来越窄，

同时亚洲金融危机也影响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情况迫使香港开始新一轮的

产业结构调整，并与内地建立更广泛的联系。香港提出了“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提升支柱产业、强化国际都会地位”等一系列推动经济转型的重点工作，提出了

“依靠内地、立志全球”来迎接新一轮经济转型的挑战。新一轮经济转型使香港

总部经济迅速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香港总部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近年

来，香港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地区办事处入驻方面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新

加坡、东京、悉尼、北京、上海等城市是香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面对亚太地区

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香港正在不断寻求机遇，强化自身优势，增加新一轮的总

部之争的砝码。

国际大企业之所以愿意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形成总部聚集并形成香港的

总部经济，主要得益于香港五个方面的优势：一是香港兼具良好区位条件。二是

香港的基建设施十分完备，不仅拥有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而且其国际机场在处

理空运货物方面的效率非常高。三是香港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四是香港税收制

度、金融环境良好。五是香港拥有亚洲及中国大陆这片宽阔的腹地。

随着总部经济思想的不断明确，香港各界越来越认识到，加强同内地的经

济协作是进一步发展总部经济的出路。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更加强调同内

地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不少务实措施。如2003年香港和深圳海关宣布

实行24小时通关，这一举措加强了海关的通关能力，密切了香港同内地的经济

联系。而2003年CEPA，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

署，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CEPA的核心就是拆除壁垒，促进粤港经济一体

化，促使资源跨地区流动，向各自的优势区域流动。在CEPA框架下，香港战略

性资源与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资源将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有助于形

成粤港间“厂店合一”的格局，进一步推动香港总部经济的发展。



3．3．总部经济要素小结

3．3．1．总部经济的特征

从国内外总部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总部经济至少具有以下五个的特征”1。

表3一l总部经济特征

特征 具体解释

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研发、营销、资本运
1、知识性

作、战略管理等，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劳动。

企业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布局产业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取得中心城市服务

2、集约性 业发达、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利用了生产基地土地、劳动力、

能源等要素廉价的优势，形成产业的配套发展，晟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

企业总部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紧密地联结起来，不但提升了服务业水平，
3、延展性

而且还向一般性的服务业延展。

在总部经济这种模式下，可以通过总部——加工基地链条实现中心城市等
4、辐射性

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的经济辐射。

总部经济模式改变了区域之间对同一产业在企业、项目上的互相争夺的局

5、共赢性 面，使得区域间能够按照产业价值链，依据本区域资源特点进行同一企业

或项目生产的不同区段之间的合作。

3．3．2．共同要素

纵观这些国际、国内大都市在吸引跨国企业入驻，建立总部经济方面的经

验，会发现当中有着大量的共同要素。

1．信息流条件

一是发达的交通网络，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国际性都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完备

的交通网络及过硬的交通设施支持。二是发达的信息化网络化建设，这是每一个

大型国际性城市发展自身经济，增强自身地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而吸引跨

国企业入驻的另一个基础性条件。

2．信息流条件

地区总部业务的顺利开展需要一系列企业服务业的支持，企业服务业的捷



速增长促进了大型公司的发展，企业服务业的集聚可使地区总部享受外部经济效

应。因此，完善的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广告业、市场调查、咨询业、

会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业水平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必然条件。⋯。

3．产业集聚程度

产业集聚通过以下方式降低产品成本。首先，可更经济地获得专业化的投

入要素和人力：其次，可更低成本地获取相关信息；第三，增强企业间的互补性；

第四，低成本地获取公共产品；第五，提供更有效的激励。集聚效应一方面体现

在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行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大量的

相关企业在地域上集中在一起，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扩大生产和消费需求，并有

利于相互竞争和协作，提高管理和办事效率。制造业投资倾向于选择在经济基础

较为雄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和产业配套程度较好的地区，就是为了获取集聚经

济效益。因此，总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状况、产业配套能力等

都非常优越。

4．中心商务区供给

地区总部的日常业务活动是在事务所空间中开展的，大城市中心商务区

(CBD)能否提供高密度的、高水平的、价格合理的写字楼也是总部发展所必须

考虑的因素。外部经济、人员流动与业务交流型基础设施、地区中心性以及写字

楼的供应等因素，是影响公司总部选择和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能够满足上述区位

要求的地域空间极为有限，只有那些各项高级职能密集、能够提供完备的基础设

施而且国际化水平较高的首都或首府以及少数特大城市，才有可能成为总部集聚

落户的中心。

5．市场因素

市场规模及潜力是决定公司总部设立的基本因索，它首先取决于该地区社

会经济的发展稳定与否。其次是市场的容量，市场容量的大小是由4个因素决定，

即生产发展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市场运作状况和宏观决策。一般来说，一个地

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可以用其经济总量规模如GDP，来进行衡量，也可以用该地区

的经济腹地的经济总量和市场容量进行衡量。现实的市场规模及潜在规模越大，

对公司总部选址的吸引力越大。反之，对公司的引力就小，从而制约公司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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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融合进程。公耐总部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联，便予接近消费者和娶索

市凌，从恧减少运竣成本，及瓣了解隶场纛求螅变化，并获取黛聚煺模经济效靛。

6。政策法律环境

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公平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大多数在全球经济中发

挥萋袋终爱弱辘专都楚建立焱发达懿枣场经渗基醚上熬。”。玻澹嚣凌主要表蠛为

政局憋否稳定、政策鼹否具有连续性，政策措施、行政体制的效率和行政对缀济

静干预程度等。～毅说来，实行汔萁{夔逡区嚣为往塞鹣政策蕊影确投资环凌魏重

要因綮，对吸日l企业隧接投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相对来说，大型公司

更注旗的是对市场的占领，燹注重公溺的长迸发展，阑此，其对优惠政策的敏感

度弱予中小投资者“”。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促成吸弓l广大众业

入驻的必备条件。

3．3．3．特色因素

其实每一个大城市在爱展自身减为丈金渣心中的理想选择之魏鹣；童程中，

所走过的路或者所依靠的优势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一点对予深圳的朱来发展有

特别借鉴意义。北京以其国内独一无二的丰富的智力资源吸弓1着世界级企业城区

总部或者是办事处，缎多亳毅技术类煦世界级大企业都把研发中心设在jB京，包

括相当一部分区域性总部。北京能够吸引大型企业的另～个徽要因素是其与豳家

宏躞经济政策翻定懿紧密瞧。在这量金鲎霹以方霞嚣遮逮夔获取关予霪家对经济

调控和产业政策的最新措施，以便及时确定域修改他们的竞争策略，并且有利于

企业和致府豹密切交流。勇外，穰多霹有大黧企盈也将惑帮选在了j￡京，这窍韵

于获取政府的帮助。相比之下，上海恩然比北京晚一步开发利用总部资源，但是

后来者居上，有超过北京的趋势。上海吸引企业的入驻主要依靠自身市场经济的

传统稠在金融方面的霜有优势。

3。4。总部经济对城蠢发震的效癜分橱

3。4。1．慧聱经济戆蒸蚕效巍

总部缀济~对于总部既东区域将带来积极影响，主要体现：趣以下聂仑宠蕊：：



1．产业联动

从产业乘数理论的一般性出发，入驻的企业总部作为产业的“诱因”，导致

其关联产业的新生并聚集，从而实现该区域产业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通过发展

总部经济，可以从前向和后向两方面激发相关产业的发展，后向来说，相关联的

产业如房地产、物业管理、办公设备、教育培训l、人力资源等中介机构、银行、

保险、证券、法律、企划、交通、医疗等等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刺激而加快发展，

前向来说，那些需要获得总部技术支持的产业、需要共享总部信息的产业、需要

利用总部管理及人才的产业等也都会因为总部的入驻而进一步的兴旺“’4“。特别

是上游企业为了开展业务的便利性、节约交易成本，往往会考虑将同级别的机构

设立在附近，形成总部的群集效应。

2．增加税收

可从三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通过吸引企业总部的入驻，一般来讲，无论采取哪种组织方式，总

是有部分税收是上交总部所在地的。有些总部汇集地，则明显享受到相应利益。

如在北京市朝阳区规模服务业企业统计中，营业收入和利润前5名中，有4家是

外资企业中国总部，占规模服务业营业收入的36％、利润的36％。这是地方政府

对本地大型企业总部迁出惊慌失措，从而极力挽留的主要原因。

第二，总部是高级人才汇集地。在总部工作的高级员工，其上交给总部所

在区域的个人所得税数量十分可观。在最早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北京地区，个人

所得税已经成为地方税收的第二大税种。



第三，通过总部经济的产业联动效应，增加当地的经济活动总量，创造税

收“⋯。这种税收对当地有更现实意义。在中国，企业不会随意改变注册地，否则

对原搬迁地影响太大。因而税收大部分在制造基地发生，在总部所在地交纳的税

收数目多少是未知数。但通过联动效应，如吸引关联企业投资产生的税收、企业

f总部企业自身税源
l总部带动产业税源

r营业税

I企业所得税

1个人所得税

J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1房产税

I印花税

L教育费附加等 F营业税
r金融保险业{企业所得税
I现代物流业 L个人所得税

，横向关联产业 <中介服务业 r营业税
l信息服务业．{企业所得税
L餐饮娱乐业 L个人所得税

图3-1总部企业及总部带动产业税收的主要税源和税种

在当地新开设项目产生的税收，数目可能会非常可观。发展总部经济不能只看短

期利益，因为总部入驻初期的税收可能不大，相对当地巨大的基础投资相比，甚

至是得不偿失。但长远利益会非常可观。对于深圳发展总部经济，不要指望企业

总部迁来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要看到联动效应产生的收益“⋯。

3．刺激消费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因素a总

部经济带来的企业总部在区域的空间聚集，不仅带来了消费总量的扩大，同时还

伴随着消费机构的提升。总部经济是企业总部在空间上集群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形

态，这种总部集群的表现形态·一般就是“中央商务区”(cBD)。CBD通常足一个

醛



城市的经济核心区，同时也是消费核心区。这些消费主要包括商务消费和总部员

工的消费。当企业总部定都某地时，最直接相关的是商务消费，企业总部的主要

空间载体是高档写字楼，国内的一些主要城市提出中心商务区以来，这些城市的

土地租金飞速增长，以中关村为例，目前200家写字楼项目中顶级物业租金为每

天每平方米l美元，甲级物业每天每平方米0．6-0．8美元。另外办公用品消费的

总量和档次也会随着总部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其他的如以自备车和

航空运输为主的出行消费、以高档商务以及娱乐为主的商务消费也会产生巨大的

需求；还有公司总部员工所发生的个人生活消费。而作为高级人才汇集地，他们

收入较高，购买力很强，他们的消费比一般人的消费水平高得多：住宿、交通、

旅游、健身、购物、娱乐，以及子女的教育、通讯等消费，对当地的经济将起到

重要刺激作用。

4．促进就业

在推动城市劳动就业方面，总部集群可以直接产生两种效应：扩大当地的

劳动就业总量和优化当地的劳动就业结构。总部是企业运营的中枢神经，需要雇

佣高素质的人才，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劳动就业“⋯。当企业总部被吸引过来，

一方面，总部本身会雇佣当地一些高素质的管理、营销、科研人才以及另外的一

些非管理岗位的后勤人员、文员、劳务人员等。另一方面，通过上文提到的产业

联动效应，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衍生一大批就业机会，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由金

融、信息、中介为主的知识性服务业及餐饮、交通、旅馆等一般服务业。例如，

在纽约，由法律服务业机构5346个、管理和公关机构4297个等，这些配套服务

业吸纳了巨大的劳动力，同时还为聚集在纽约的公司总部的高级员工提供高品质

的工作和生活服务，极大的拉动了就业和当地的消费产业升级。

5．提升形象

总部入驻还可以提高总部所在城市的美誉度，城市的建设和公司总部的入

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是这些城市良好的商务和人文环境能吸引大型企业总部

入驻，另一方面来说总部的存在又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形象。一个地区总部越密集，

本身说明这个城市的生活越优越，配套设施越完善，而且这个城市总部越多，会

带来城市文化的多元、融合和互动，能够使得整个城市的开放度更高，使得城市



的基础设施、各种条件更趋完善，因此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发挥与强化。良好的基

础设施加上经济“控制枢纽”地位，将极大的增加区域的美誉度，从而使得该区

域对于公司总部更加富有吸引力。企业总部诱人的薪酬、规范的管理、广泛的培

训与提升机会又吸引着各地的优秀人才，提高当地的人才档次。北京、上海之所

以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是与这些地方的大企业、大机构扎堆分不开的。

3．4．2．总部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

毫无疑问，总部经济具有上述诸多的正面效应，但是，总部经济也是一把

“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一是城市间攀比总部经济的发展方略，导致重复性建设和基础设施过度投

资等恶性竞争事件，而一些城市为了吸引总部落户，实行地价优惠、税收减免诸

多方面的招商政策，造成国家利益的流失，结果能不能招来公司总部不说，过度

优惠其实相当于过度歧视，本地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受到过度排挤，不利于

企业的公平竞争和良好市场经济环境的建立“⋯。

二是总部落户导致餐饮价、房价等消费价格上涨，造成居民生活成本的上

升和福利的下降，也给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造成了不少隐患。

三是国内各大城市都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兴起建立总

部基地和总部大楼的高潮，甚至把兴建总部楼宇和城市的CBD等同于总部经济，

实际上是变相地开发房地产。

四是国内各大城市竞相引进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这有利于提升我国

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在制定和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时，

往往不会考虑东道国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金，各国政府难于有效控制；

通过汇率差异频繁调动资金可以导致东道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甚至债务危机；

跨国公司还对当地相关企业有明显的取代效应，尤其是服务业：跨国公司采用内

部价格、转移价格逃避税收，减少当地收入；跨国公司的一些行业垄断经营会限

制东道国国内工业的发展等等。

3．5．发展总部经济应注意的问题

总部经济概念除了在学术界Bl起了强烈反响，还在政府、企jI卫间也显现出



一派盛况空前的景象，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成都、武汉、厦门等城市都在

各自规划发展总部经济。而在北京除传统的朝阳区CBD、西城区金融街、中关村

园区及丰台区总部基地外，一些楼盘也纷纷抛出总部经济概念。上海的总部经济

围绕浦东新区和漕河泾、金桥和张江等高科技园区展开，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

和国内大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深圳的福田中心区、罗湖、南山也提出打造总部

经济的策略。最近几年时间，在总部经济热浪滚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理性地面

对总部经济现象。总部经济只有与中国特色环境相结合，才能生存，在如今总部

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需要我们及早认识，防患未然。目

前总部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要注意以下几个倾向：

3．5．1．防止由企业市场化导向变为政府导向

总部经济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形态，发展总部经济要把握好“政企分开”、“政

资分开”、“利税分开”三个原则啡1。“政企分开”是指不应干预企业对总部位置

的选择，当企业成长并跨地区经营时，企业就需要脑体分离，总部放在何处、生

产性工厂搬到何处，完全是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不能靠政府来左

右。“政资分开”是指资本的流动是有客观规律的，政府要保障资本流动的合理

性。总部设立所需的资金不能靠政府行政性划拨，不能使用行政命令强制银行为

总部项目发放贷款。在总部经济发展之初，就要防止总部遍地开花，总部项目到

处上马。“利税分开”是指总部的设立不能以中央或地方政府各级税收的损失为

代价，很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惜以大幅度减免税收或税收返还的

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的进入，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地政府和国家的利益，在发展

总部过程中要避免。

3．5．2．防止区域之间由协调合作变成恶性竞争

不少经济学家断言，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

国家，而是城市群，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将决定未来世界经济、政治

的格局。事实上，不容忽视的是，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重

复建设和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过度的税收优惠和极低的土地价格，影响公平竞

争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对此，应引起政府的警觉。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多种



因素，它们既袭现在科技水平、生产效率和服务质擞上，还表现在政治、人文、

环缓、气候、交遥等方嚣。在銎蔻豹中强，诲多大城枣豹竞争力述寐叁中央致赡

的优惠政策，即超国民待遇。通过盲目地搞政策“价格战”发展总部经济实质上

无异于“涸撵而渔”，是以牺牲长期效靛为代价获取短期效益的缀视行为。从缩

巢藿，可§§造裁缝区藏戬邻为壑兹婺台{挈舄嚣以及弓|蔽辖基内已落户金翌将剐怒

民营企业的严重不满，从而形成巨大的隧域壁垒成本以及歧视成本。

要真正实现总部经济的发展，各隧域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决定。所谓总

罄经济，臻韬缝谨著≤}一耱经济类型，嚣皮t|i霉予逑嚣发震怒划豹稳骥。瑟且，势

不是任何地区或城市都具备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这涉及到区域自身是否具备发

展总部经济的条件(如是镒是中心城市、是否具备辐射周边的能力等)，特别是

狡资蔌嚣境。敬革开敷以来，中国投资臻穗逐步改善，各令羲枣疆环境致善缀抉，

但城市之间藏别很大。如聚一个城市没有适合的软环境，最好不髹操作所谓总部

经济项目。另～方面，即使各区域都可以以总部经济为发展方向，其后也会面对

嚣差买装态下兹惩效竞争瓣戆。嚣蓝务敬癃蘩门要势调葑愿望稳蠛实海兹关系，

冷静思考，联智面对，知融知彼，避免～厢情愿，这是发展总部经济应有的态度。

3。5．3。貉壹重移终嚣轻产韭臻攮戆营造

总部经济的提出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区域经济的好恩路，但发展总

部经济不能光炒概念，区域经济的成功纛的是适宜的产业环境及政策、富有生命

力的镯薪企她帮产品及虢务的延律发袋等，要憨将慧帮经济的经济效应充分发挥

出来，取得实际效果并不鼹只强调总部经济的概念就可以达到的“”。总部经济邋

一概念本身著不具有生产力，否则号称“总部之都”灼薪加坡则威发展最快，懊

事实并菲翔诧。可以说总鄂经济是以憨部为依托静酝域发震模式。毽是并不是蠢

了总部就会产生总部经济。总部没有生产力，单靠企业的总部群聚不会带来成功，

必须靠适合产业发展的环境。致府政策如果仅仅专注予推动区域总部经济的概

念，可能会造成误导。秃论是上海与jt京、广州、深圳之闻静竞争，还是亚太撼

区，上海、北京与香港、新加坡的争夺，发展总部缀济、吸引总部聚集的关键不

在概念瑟在产业强境的完卷以及自身优势的发挥。

营造产般发展的环境，重要的不怒靠政府或者靠栽裁，像荧闰酌硅谷，申

国的温州都没有计划，中关村在早期也并没有计划，它们都在蓬勃地发展，并产



生了一些重要的产业。所以一定要用前瞻的眼光，还有一种对比的策略来进行总

部经济的发展，专注于推动区域总部经济的概念，可能会误导。所以关键是为它

找出一个最好的方向，最重要的是要有生命力的企业，有生命力的产业，产品和

服务的诞生和发展。总而言之，塑造良好环境使企业能够蓬勃发展，才能促进区

域或者是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从产业战略看，应该营造企业生态环境。加强产

业链的薄弱环节，填补产业链的空白环节，而不是不分目标、不分取舍的全盘接

受。同时，金融、分销、物流、咨询等跨产业链的产业，也应该得到加强，积极

营造为产业服务的公共平台。



第4章深圳总部经济发展情况

4．1．深圳经济发展战略历程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深

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边陲小镇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这

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战略也是在探索中不断深化和改进的，从成立特区至今，深圳

的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4．1．1．第一个十年：巨大成功中的不足

深圳早期的外资主要来自香港，深圳的产业结构是从承接香港加工业开始

的。但香港作为一个不完全意义上的工业城市(在亚洲四小龙中，香港工业的发

展水平最低)，只有一般和轻型的加工技术，这就使深圳的工业化进程受到先天

的局限。首先，二次加工贸易中的经济效益不高，其中增值部分大多滞留在投资

来源地和中介地，只有所剩不多的附加值留在深圳。其次，港资企业与深圳本地

企业的联系不足，无法与本地经济形成齐备的产业链关系，也无法通过前后向联

系诱发新的产业成长，这就使深圳经济隐藏着不稳定、不连贯的“飘”性。再次，

缺乏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装备工业，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低下，香港是一个崇尚挣

快钱的地方，一些小本资金在取得利润后，首先想到的是投资第三产业，很少想

到去发展深圳的重化工业。这样，虽然香港资本快速启动了深圳的工业化，但同

时也制约了深圳经济的升级更新。

4．1．2．第二个十年：产业升级的努力

由于深圳经济大部分控制在外来投资者的手中，N$il郇J产业政策也就需要

靠外部人来贯彻。这种反客为主的现象，是“飞地”经济的又一重要特点。在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深圳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进入1990年以后，深圳一：直在

接连不断地出招，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试图把“三来一补≯企业转型为共同



经营的合资企业，以降低以港资为主的“飞地”经济的负面影响。这项决策因各

种利益的原因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二是注意扩大外资引进的范围，以改变外资

结构。第一，注意提高外资中“欧美板块”的比重。第二，注意引进IT产业发

展迅速的台资。不过，到目前为止，港资为深圳外资主体的情况仍无根本改变。

在此期间，深圳做出了九十年代最为重大的产业决策——大力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这次产业变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以解决本土

经济的不足。早在八十年代后期，深圳就制定了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规定。华为、

中兴等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二是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以改变香港

资金技术含量较低的状况。1998年初，深圳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给予了更优惠的扶持措

施。这项举措的意义并不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提高，而在于缩小了深圳在全球

产业分工模式中与高附加值产业之间的距离，是对以往发展模式的一次根本改

造。因此，这些产业政策对增创深圳经济的新优势起了关键的作用。本世纪初年，

深圳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这个数据似乎已经证明，我

们的经济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不过，这项成功的措施也依然存在问题：一是使深圳跳越了重化工业阶段，

产业结构的非常规跳跃必然会带来先天不足。深圳民营高新技术产业的质量较

低，大多数企业只是围绕人家的核心技术，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边缘地带“小打小

闹”。二是政策不配套，创新体系没有真正建立，投资基金不活跃，创新企业的

融资渠道不畅、技术成果的源头不足，公共技术平台没有充分形成，这些客观和

主观的条件都影响了科技产业的发展。因此，在深圳的第二个十年中，外资和“打

工者”的因素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深圳还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在全球产业

分工中的劣势。

4．1．3．第三个十年：新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深圳在第二个十年中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也未能解决第一个十年产业结构

中存在的过于依赖加工贸易的问题，它就把问题遗留给了第三个十年。任何一种

以土地和一般劳动力为第一资源的经济都会遇到增长的极限，资源互换模式从一

开始就隐含着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矛盾。由于)JuT贸易区和城市的高度重合，

深圳的这个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本质上说，外资进入深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14



降低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外来的投资者较少考虑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深

圳未来如果要想更多地吸引外资，实现GDP的增长，就必须在可持续发展中做出

让步；如果深圳未来要坚持高效益、高品质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勇气坚决放

弃一部分低素质的外资，减缓外来劳动力和灰色GDP(相对绿色GDP而言)的增

长速度。短期发展和长期发展的矛盾已经酝酿了20多年，目前正明显地暴露出

来。

仅从土地和水资源的供给来看，深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经济发

展的同时降低人口的增长率。然而现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无法做到

这一点。假如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变，要使经济总量翻一番，劳动和资金投入

必须相应的提高，那就意味着劳动就业人员要增加一倍。这对于一个空间相对狭

窄，水资源十分有限的城市来说，显然难以承受。为此，深圳发展总部经济，产

业发展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一方面可以说是主动把握产业升级转型的时机，另

一方面也是面临资源匮乏状况下的迫切要求。

4．2．深圳总部经济的基本现状

4．2．1．深圳总部经济情况

尽管“总部经济”是当今的热门概念，但“总部经济”毕竟这几年才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是理论界、媒体和开发商推波助澜的结果。而搬迁的总部有着复杂

的情形，有的是行政性总部，有的是职能性总部；有的注册地改变，有的维持原

注册地不变。对于政府相应部门，由于统计材料本身要求的严密性、程序性、法

定性，目前深圳市尚未有政府机关对企业总部进行系统、全面的统计，这点，在

参阅其它地区的总部经济研究中也有相同的问题。

本文借鉴国家商务部、广东省和国内其它兄弟城市对总部经济的界定，对

企业总部概括为：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的负责一定区域经营决策和组织协调任

务，具有管理、融资、投资和服务功能的独立法人机构。根据深圳市第一次全国

经济普查中企业集团情况统计数据，将营业额1000万元以上的338家具有总部

职能的核心企业或集团，加上国家商务部批准的12家跨国公司投资性企业(如

杜邦、沃尔玛)，共计350家企业，作为本文研究深圳市总部经济的主体，约占



全市企业法人单位总数①(57561)的6％。

1．深圳总部经济行业结构

深圳总部企业分布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主要行业，其中第二产业总部

企业135家，占总量的38．6％，第三产业总部企业215家，占总量的61．4％。第

二产业中，制造业总部企业数量最多，达到t22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34．9％，

建筑业总部企业10家，占总部企业的2．9％。第三产业中，物流业总部企业(包

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企业及批发零售企业)共81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

23．1％，房地产总部企业52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14．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总

部企业45家(主要为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占总部企业总数的12．9％；金融业

总部企业19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5．4％。由下图可以看出，深圳的总部主要与

制造业密切相关。

图4—1深圳市总部企业行业分布图

2．深圳总部企业类型构成

深圳总部企业包括内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大类型，以内资企

业为主。其中，内资总部企业224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64％，包括国有、集体、

股份公司、私营独资等多种类型；港澳台总部企业66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19％，

包括港澳台商独资、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等类型；外资总部企业60

o本文参考深圳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界定的深圳总部企业，全部来自第二、三产业，为统一口径
全市企业法人单位总数也采用第二、三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总数来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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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17％，包括有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

营等类型。

图4-2深圳市总部企业类型构成图

3．深圳总部企业的区域分布

深圳总部企业广泛分布在全市六区。其中，福田区总部企业最多，达到106

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30％；罗湖区85家，占总部企业总数的24％；南山57家，

占16％；盐田区ll家，占3％；宝安区74家，占21％；龙岗区17家，占5％。福

田作为中心区，是众多大企业、大公司、大集团的聚集地和抢滩地。2004年福

田纳税“百强”企业和纳税“百佳”民营企业中，科技型、物流型、现代服务型企

业所占比例上升至60％，比例明显提高。而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型企业正逐

渐淡出。这说明福田辖区企业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总

部”经济成为福田税收的引擎。三星视界、创维、中汽南方、佳能、顺电、长城

国际都是国际国内大型品牌公司。到目前为止，世界500强企业在福田投资达

51家。



图4—3深圳市总部企业的区域分布图

4．与国内发达城市差距

深圳市总部企业取得较大的发展，据《财富》杂志的调查，92％的跨国公司

计划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首选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其中

30％的跨国公司表示首选地是上海，15％的跨国公司首选地为北京，11％的跨国公

司首选地为深圳。另外，根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05年对外发布的国内第一部

反映总部经济状况的《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深圳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列全国35

个城市第4位。虽然深圳总部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距总部经济发达的北

京、上海还有不小的差距。仅从国家商务部批准的投资性企业数量来看就远远超

过深圳。截止2004年底，北京共有7家经国家商务部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和140家投资性公司；截止2005年6月份，上海跨国投资性公司达到115家，

经上海市政府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104家，其中全球500强企业达

到33家；而截止2005年6月份，深圳市经国家商务部批准的跨国投资性公司仅

为16家。

4．2．2．世界500强企业在深投资情况

在深投资的列入《财富》杂志历年排名世界500强的企业已达113家(截



止2005年6月底)，包括设立分公司、办事处以及进行项目投资。有86家企业

投资兴办实业，投资项目194个，投资总额61．65亿美元；另有27家企业投资

兴办金融机构分行、保险公司和办事处。有9家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了地区总部。

沃尔玛、麦当劳、欧姆龙、松下、三洋、家乐福、飞利浦等跨国公司在深圳都设

立了采购中心。26家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了各种研发中心，研发中心数量达到

70家。目前，深圳工业总产值70％以上、外贸出口总额的近60％是由外商及港澳

台投资企业创造的。

1．世界500强投资深圳现状分析

从投资来源地看，世界500强深圳的投资主要来自美国、欧盟、日本、新

加坡、韩国、香港等地，都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从总体来看，来自日本和美国的

投资最大，来自美国及日本的500强企业占绝大多数，其次为法国、英国、韩国

以及德国，显示深圳外资来源及进出口贸易受美国及日本企业影响较大。而且来

自日本的项目和金额超过了美国，但是来自美国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于日本。

表4-1世界500强投资深圳企业所属国别一览表
国别 项目 比例(％) 国别 项目 比例(％)

美国 38 33 香港 3 2 7

日本 34 30 瑞士 2 1．8

法国 10 8．8 加拿大 l o．9

英国 8 7 l 澳大利亚 l o．9

韩国 5 4 4 马来西亚 l 0．9

德国 5 4．4 丹麦 l o．9

荷兰 3 2．7 新加坡 l o．9

从资金和股权结构来看，通过考察跨国公司内部投资来源，发现直接来自

母公司的投资较少，约占23％，其它大都是通过下属公司投资。从世界500强的

股权结构看，独资企业82家，占56．9％，其它都是合资或合作的形式建立的。

在合资企业中，外方主要以资金、设备投入，辅以技术入股；而中方以土地和厂

房入股的较多。

从投资产业来看，500强企业投资主要集中在IT、制造业、商业服务和金

融服务业领域，．在深就业的外国人也多数分布在这些行业。从投资金额看，电子

信息业、制造业、金融业投资占较大比例。



表4-2跨国公司500强在深圳投资行业情况表
行业 企业数 行业 企业数 行业 企业数

电子信息 39 计算机通信 13 食品烟草 9

传统制造 26 物流仓储 14 建材房地产 6

金融保险投资 27 批发和零售、餐饮 23 其它 13

化工能源 17 社会服务业 7

2．世界500强投资深圳的特点分析

第一、投资规模不断加大，投资第三产业的项目日益增多。九十年代以后

特别是近几年，世界500强来投资的企业规模和技术含量都呈现上升之势。资料

显示，2004年，世界500强在深投资新成立的9家企业中，属于制造业的有5

家，占55．5％；增资的18家企业中，属于制造业的有13家，占72．2％。投资行

业涉及电子电气、医疗设备、化工、钢铁、视昕设备等。2005年开始，外资重

点发生明显改变，投资重点纷纷转向第三产业，生产型服务业尤其受到青睐，生

产型服务业正在成为吸引500强企业投资目光的新焦点。

第二、投资呈现系统化、本土化趋势。随着在国内市场融入度的加深，在

深投资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希望以国内公司形象出现，扎根深圳，在深不断“生根

发芽”。目前，英特尔公司在深设立了英特尔信息技术和英特尔贸易公司：三星

公司在深设立了三星仓储、三星集运和华利电子；国际商用机器(IBM)在深拥

有信息产品、存储技术、采购中心等6个子公司；三洋电机在深企业更达10家。

跨国企业的投资系统化、本土化的趋势日益显现。

第三、总部存量优势还不够，辐射力还不强。目前，在深投资的跨国公司

有9家在深圳设立了地区总部，26家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了研发中心，但深圳

的总部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规模上说，和香港比都有相当大差距，与国内北京、上

海等城市比，也存在很大差距。

4．2．3．深圳企业对外投资分析

深圳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

海地区。深圳企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外投资重点区域是珠三角地区，进入本世纪

以来，长三角地区成为深圳企业对外投资重点区域。在环渤海地区，深圳企业以



前投资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今后整个环渤海地区将会成为深圳企业对外投资的

一个毅豹重点区域。深圳市境外投资霆的地，在土世鳃八十年代集中予港澳、荧、

欧等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经发展到以发达地区为主，辐射周边国家和地

区，毯耩亚溯、≤≥溯、拉美等广大懿发震中阉家帮圭|骜送。

深圳工业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是收购内地工业项目，实现低成本扩张，

弥牢p深搬工溉企监本身资源不足。戬康佳集豳为镶，程上藿琵九十年代实监经营

形成～定规模后，立即与内地企业联合、优势互补，走共同发展之路，进行资本

经营，并最先获得成功。如廉佳集团，其规模能够在九十年代中期几年之内逝速

离效越发展，成为我强第二大彩电生产企业，在中固彩电业必盛的年代取褥骖入

的业绩，也取决于这一战略圈标的顺利实施。早在1993年2月康健就有目标有

选撂圭|盏与f|±丹江电禚税厂合搽组建了柱丹江袋佳实数有限公嗣。1995年7弼与

陕西如意电器总公司合资组建了陕西康佳电子有限公司。1997年5月又与安徽

滁潮魄褫梳厂合资缎建了安徽康佳藏子有限公司，从两最终形成了隶(安康)、赢

(集豳)、西(陕康)、北(牡丹)“四方联合”的战略格局，奠定了大企业集团的基

础。通过联合，康往集团扩大了生产规模，掇高了市场占有率，加快了集团公司

自身舱发展。到1997年底，全集团公司拥有员工8000余名，下控段多个子公司、

分公司，总资产491zL元，净资产20亿元。199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2亿元，销

售故入72亿元，糕墩5。6亿元。1998年痰德集函褒全嚣鬯予露盟撵名第4，在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企业排名32位，在“全圜500家最大规模工业企业”排联92

位。经过二十多年静俊速发溅，康餐甚成长为总资产100亿元、净涤产30亿元、

年销售收入130多亿元的大烈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和境内外上市的公众股份制公

司。

金融枫翅对步}投资主要是集中在东部j爨海地区。以招商银行为铡，截北到

2005年7月，招商银行共有分行35家，分支机构(支行)428家。投资状况是：

在深圳懿总资产1000亿，褒滚甥淤夕}遗区蕊资产6000亿，援荧主要专弱在华南

地区、华东地区与环渤海地区，上述三个地区分支机构占全部机构的比例高达

62．溅，而量这三个缝区氇构成了摇筒镶幸亍稠满的最主要来潆，萁甏满占全行利

润的90％。平安集团是一家综合的金融服务集团，拥有财险、寿险、证券信托、

期赞公司、资产管壤公司、养老保险公司、健康险公司等九家的子公司。2004

年乎安集翻业务收入达到632伍元，净剩润3l亿元。聂前集团总郝在深圳，资



产管理公司、养老保险公司、健康险公司总部在上海，上海市政府对平安集团进

入上海提供了很多支持，一次性补贴1500万元，税收和土地使用提供优惠，高

管人员还提供生活补贴。

房地产企业大多是立足深圳，辐射全国，采取的是“3+x”的发展模式，3

是指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x是指中西部地区的重点城市，像武汉、成

都这样的中心区域城市。以万科集团为例，2005年主要项目的规划建筑面积来

看，珠三角区域占比为19％，其中深圳为7．1％，广州7．3％，中山4．7％；长三角

区域占比22．7％，其中上海占比14．3％，南京3．3％，南昌5．1％。沈阳区域占比

15％；北京7．4％，天津18．5％，武汉18．3％，成都2．2％。可见万科集团发展区域

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沈阳区域、北京区域，并呈均衡发展态势。

大型商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地域主要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东北、

环渤海等地，由表4—3可以看出各个大型商业企业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情况：

表4-3深圳大型商业企业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统计

企业 投资地区 分店数

天虹商场 南昌、厦门、东莞、惠州I 16

华润万佳 香港、广州、珠海、上海、苏州、杭州、北京、天津 456

农产品总 福田、南昌、上海、广西柳州、山东寿光、合肥、西安、
30

公司 北京、成都、长沙

粮食集团 上海、河南、惠州I、珠海、海口、湛江 8

人人乐 华南、西北、惠州I、西南、华北、增城 49

海王星辰 广州、昆明、成都、上海、杭州、宁波、大连、江苏 400

新一佳 广州、长沙、武汉、四JII、山东、天津 52

深圳企业对外投资原因主要有：一是土地资源限制了深圳企业发展。无论

工业、房地产业，其发展都需要土地资源。工业链条的中低端部分，即生产加工

环节，需要大量土地建厂房，深圳已经越来越缺乏这个条件。很多工业项目因缺

乏土地而往内地发展。二是市场容量限制了深圳企业发展。市场容量对金融、商

业和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直接相关，市场容量主要表现为人口和收入、消费能力。
’ ：

三是企业成长的需要，产业发展的规律。深圳企业向内地投资，这是产业发展的



规律。深圳经过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市场已相对成熟，成本已经

提高，深圳土地成本，房价、水电费、人工工资都偏高，生产加工性工业企业难

以承受，发展速度趋缓。深圳各企业也积累了一定量的资本，必然向内地投资。

深圳本地智力资源薄弱，与发展高科技工业形成实质性矛盾，如果不获取内地和

海外智力资源，就无法促进技术进步。四是追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内地改革开放，

国企转制，给深圳早先发展起来的企业带来并购机会；内地大量的基础设旌、城

市建设项目，给深圳企业带来投资机会；内地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提高，给深圳

商业、金融业企业带来发展机会。

第5章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意义及条件分析

5．1．意义

5．1．1．是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

总部经济的实质是通过价值链、产业链的分工，形成总部与生产和销售环

节的分工。发展总部经济，通过企业总部的结算、研发、消费等活动，可以在深

圳形成财富效应和产业乘数效应，使相关企业充分利用社会分工带来的机遇，最

大限度地提高技术价值和资本价值，提高深圳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后劲。

5．1．2．是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着力点

管理中心、结算中心、研发中心、营运中心和采购中心的集聚是总部经济

的表现形态。发展总部经济，可以进一步推进深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

高端产业发展，提高智力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摆脱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

使经济发展走向高端化、集约化，有利于深圳实现资源紧约束条件下人口、资源、

环境的协调发展。

5．1．3．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有效手段

建设现代化圈际化城市，是深圳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



发展总部经济，通过总部的资源集聚和产业扩散效应，有利于深圳顺应经济全球

化的时代要求，把深圳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大局中，在全球和区域资源配置及国际

竞争中发挥作用“””1，加快建设高科技城市、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物流贸易中心

城市、文化旅游中心城市，增强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凝聚力和辐射力。

5．1．4．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总部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经济。发展总部经济可以促进企业利用深圳的信息、

金融、人才和会展优势，反过来，又能够密集地促使人才、技术、产业、资金等

要素的大规模聚集，使深圳的人才、信息、资金、技术效能得到充分的释放，促

进深圳自主创新，有利于深圳打造创新型人才高地、创新型企业高地、创新型产

业高地，极大地增强深圳城市综合竞争力。

5．1．5．是区域合作方式的创新

发展总部经济，有利于深圳进一步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实现与

其他地区的错位发展，在区域合作中更加有效地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变“水

平”的产业和行业雷同竞争为“垂直”的友好合作，在新的高度实现区域的双赢

和共进。

5．2．优势

形成深圳企业总部经济的环境条件，是深圳在20多年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

的，包括：特区的地位，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城市创新能力；15％的所得税政

策：相对完善的法制环境，政府部门的规范运作：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包容的

多元文化；企业在成长为总部经济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源；企业管理和员工

本人和家庭在深圳己形成的工作、生活条件；城市面貌、生活质量、基础设施服

务等。

5．2．I．区位优势

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在形成深圳企业总部经济过程中有重要作用。香港地

处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圈的中心，是亚太区域内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在连接国际



市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担当重要角色。深圳处于香港

与内地过渡地带，具有国内最大、最繁忙的陆路口岸，在连接香港与中国内地经

济、维护与发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中国内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深圳的企业，无论是拓展内地市场还是走向国际市场，都可以方便快

捷地利用这一重要通道。

5．2．2．文化竞争力强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伴随这种移民文化产生的是开放、敬业、进取观念

和创业、创新精神。在这种人文意义层面上，岭南文化、北方文化、海派文化等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开放、平等、自由、宽容的文

化氛围，形成了兼容并蓄、独具特色的移民城市文化，社会交流指数和人文国际

化程度全国最高，是外向型经济的典范。移民文化是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文化支

撑，是深圳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优势。同时，深圳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第

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深圳人平均年龄只有29岁。这种年龄优势与移民文化

结合，培育了一支以创新创业型人才为主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市共拥有61

万专业技术人员，人才总量接近100万，形成了崇尚创新、勇于创新、宽容失败、

追求成功的创新文化氛围，形成巨大的创新活力。创新精神已成为深圳精神的重

要特征。

5．Z．3．良好的企业生态

深圳从实际出发，构建了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推动

为主动力、引进与吸收再创新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目前在深圳的700多家技

术开发机构，90％以上建在企业，且主要是民营企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委

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来，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以年均50％以

上的高速度增长。2005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品产值4885亿元，占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从1991年的8％，上升到了5l_1％。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

术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新产值的5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471亿美元，占到全市

出口总额的46．4％，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创新企业群体，形成了创新企业梯队，

其中华为、中兴等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具自⋯定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u向力



的跨国经营企业。深圳既培育了华为、中兴、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批产业层

次高、市场竞争力强、在全国乃至世界具有较大影响的总部型企业集团，也产生

了像中集、万科、康佳等这样一批迅速成长的总部型民营企业，同时，还有10

万多家中小民营企业，创业根基牢固雄厚，形成了一个雁形的企业梯队和良好的

企业生态。

5．2．4．体制机制优势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毗邻香港，一直担当着改革开放

排头兵、试验场的作用，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深圳创造了

230多项全国改革之最，在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市场体制、建设体制、政府体

制以及资本市场等各方面做出了较大成绩，建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实

行建设工程招标、创办外汇调剂中心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国有企业改

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文化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以全方位的开放促进

全方位的改革、大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不断进行体制机制

创新、向国际惯例靠拢等明显的特色，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体制

机制基础。这些改革有机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逐步构建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全社会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市场化、法治化观念。2006

年7月1日起实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首次在国内建立了改

革创新法，从法律上保障深圳体制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

5．2．5．完善的金融体系

深圳已基本建成以银行、证券、保险为主体，其它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并存，

结构比较合理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目前，

深圳全市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在内的国内金融机构达150余家，其中国内银行

20家，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国内所有银行在深圳都有分支机构。深圳

证券交易所i家，证券经营机构20家，保险法人机构8家，基金管理公司14

家，期货经纪公司11家，资产管理公司4家，信托投资公司2家，财务公司5

家，租赁公司1家，金融电子结算中心1家，外汇交易中心1家，押钞公司1



家，资信评估公司2家。深圳一些金融机构如招商银行、发展银行、平安保险公

司正积极开拓异地甚至国际业务，发展成为全国性金融机构。驻深iJtl#b资银行

25家。深圳银行、保险业共有服务网点1289个。深圳市国内金融机构本外币合

计存款余额目前已达8000亿元，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占全国半数以

上。深圳的金融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在内地大中城市中位居前列，金融

业的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赢利水平和先进技术的应用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04

年，深圳国内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在大中城市中排第4位，证券交易、

基金、创业投资、黄金、债券和外汇市场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5．2．6．完善的城市功能

深圳是国内唯一一个比较严格地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建设起来的城市。深圳

坚持现代化、国际化标准，坚持城市基础设施适当超前发展，城市基础设施体系

日益完善，打造出一座功能完备、环境优美、适宜人居的区域中心城市，初步具

备了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海、陆、空运输四通八达，建立了便利、高效的

立体综合运输体系。建成通往境外各类口岸17个，包括中国最大的陆路客运口

岸罗湖口岸、中国最大的陆路货运口岸皇岗口岸，成为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之

一，也是中国唯一拥有海陆空三栖口岸的城市。深圳电信网贯通全市，形成了以

宽带IP城域网和双向互动有线电视网为骨干，以光缆为主，数字化传输、程控

交换为一体的高速通讯网络。城市信息化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5．2．7．良好的生态和人居环境

深圳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基本实现了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全市有一半的土地

被划入基本生态控制线，用于郊野游览和自然生态用地，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3．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约15平方米。近年来大力实施“净畅宁”工程和市容

环境综合整治“梳理行动”，加快推进特区外城市化、违法建筑查处和“城中村”

改造工作，全面开展清理整治无证无照非法经营行为的“清无”行动，城市管理

水平大大提升。先后获得国际建协亚洲首个城市规划奖、联合园环境规划署环境

保护“全球500佳”、国际“花园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全国优秀

旅游城市”、“中国人民环境奖”等荣誉，深圳的都市化气质更加浓厚，城市功能

更加完备，态环境更加优美，成为最适合人居的城市之一。

5．2．8．较强的综合竞争力

深圳的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

进出口位居全国第一，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已经形成完整的现代产

业体系，金融、高新技术、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蓬勃发展，构建起具有较强

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形成了领先全国的“深圳效益”。深圳金融业总资

产突破万亿，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GDP的28．4％。深圳大力推行决策的民主化、

科学化，加强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政府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意识不

断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市民对公务事务的参与度不断提高。相对完善的法

制环境、规范的政府运作、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也为发展总部经济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从中国社科院完成的((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对中国内地城市

竞争力的排名可以看出，深圳综合、人才、资本、环境、政府管理、企业管理、

开放等竞争力排名都位居全国全列。

表6-1中国内地城市竞争力排名回

指标＼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综合竞争力 上海 深圳 广州 北京 杭州 宁波 苏州 无锡 厦门 天津

人才竞争力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杭州 温州 天津 沈阳 武汉 阐尿

资本竞争力 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卅l 杭州 天津 成都 南京 大连 武汉

科技竞争力 北京 上海 武汉 天津 嘲尿 广州 西安 深圳 成都 长春

结构竞争力 北京 温卅} 长沙 宁波 绍兴 广州 深圳 泉州 厦门 成都

基础设施竞争力 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 天津 厦门 大连 秦皇岛 南京 沈阳

综合区位竞争力 上海 北京 广卅I 成都 天津 武汉 沈阳 南京 哈尔滨 重庆

环境竞争力 深圳 杭州 绍兴 无锡 大连 青岛 厦门 成都 上海 北京

文化竞争力 上海 温州 苏州 佛山 绍兴 重庆 南京 深圳 南昌 南通

制度竞争力 绍兴 宁波 上海 嘉兴 苏卅I 珠海 厦门 潍坊 佛山 大连

。资料来源：{200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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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竞争力 上海 深圳 厦门 杭州 青岛 北京 宁波 南昌 佛山 大连

企业管理竞争力 宁波 深圳 上海 厦门 东莞 长春 温卅I 绍兴 佛山 杭州

开放竞争力 深圳 东莞 上海 珠海 厦门 青岛 大连 北京 惠州 佛山

5．3．劣势

5．3．1．城市地位低于一线城市

根据经济实力，普遍认同的看法为：中国一线城市有北京、上海，二线城

市有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苏州、青岛、大连、武汉等。在中国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资金、技术、人才、资讯、优惠政策等资源，基本集中在城市，而其分

布随着城市的级别呈跳跃式状态，城市越大越占有资源，三线城市比不过二线城

市，二线城市又不如一线城市，这使中国优秀的企业和人才都向大中城市汇集。

从人力资源来看，一线城市，如上海、北京，汇集了中国最多、最优秀的大学，

最容易获取智力资本。企业总部的顺利发展，离不开便利的服务，总部之都往往

是服务机构，如咨询公司、广告公司、律师事物所、会计事务所，密集的地方。

这些优秀机构大部分在一线城市，一来它们本来是国内领先服务机构的总部，二

来国际服务机构来华通常选择一线城市。从城市辐射力来看，北京、上海是中国

的双子星，具备逐鹿中国的最有利的客观条件。而深圳地处香港旁边，较难列入

考虑目标。

5．3．2．土地等资源严重缺乏

土地和淡水资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深圳的土地面积共1952．84平方

公里，全市可建设用地仅913平方公里，到2005年已开发建设700平方公里，

按“十五”期间年均46平方公里的开发速度，再过5年左右将无建设用地可供。

同时，深圳也是全国7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

一，广东省的五分之一。狭窄的空间导致“城市病”的过早形成。2005年，深

圳常住人口达到826万，实际居住的人口已突破1200万，人口机械增长速度达

到每年40万人。深圳人I-q过度膨胀造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治安严峻等“城

市病”的急剧升级。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公菇服务和嘲：境综合治理难以适应人



口的骤增。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城市能拿出大片土地建设总部基地，深圳

缺乏这个条件。很多深圳企业外迁就是在深圳批不到土地，更多的在深企业因为

没有土地而无法发展。另外，深圳土地利用效率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2005年

深圳市每平方公里土地的GDP产出为2．52亿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位居前列，

但与香港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目前，深圳市建成区面积为703平方公里，

而香港的建成区总面积还不到200平方公里，但深圳市的GDP总量仅为香港的五

分之一，单位建成区的GDP产出仅为香港的1／10。所以说，在深圳市可建设用

地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节约用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已成当务之急。

表5—2深圳市城市建设用地增量

年份 建设用地面积(km2)

1994焦 299 47

2000生 467．29

2004年 685．82

年均增长幅度(1994—2000) 56．04

年均增长幅度(2000—2004) 40．98

5．3．3．缺乏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

总部经济是知识经济的表现形式。随着总部经济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各

个城市正在大力创办大学或吸引内地的大学到当地办分校或二级学院。这个现象

预示着高等教育作为总部经济发展的一项原动力已倍受人们的关注。深圳历史

短，大学、科研机构太少，这是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至今深

圳仍然只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型科研机构仍然是空白。而北京、上海、广州已

发展到近百所大学，深圳己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由于本地高校缺乏，深圳在引入

人才的竞争方面先天不足，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削弱，企业科技研发得不到当地高

校技术力量的指导和合作。许多企业不得不把研发机构设到上海、北京等科技力

量强的城市，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北京、上海的知识创造能力，研发成果也在

当地转化较多。



5．3．4．金融创新不足

在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银行融资的难度加大。深圳信用环境不够好，

缺乏完备的诚信体系，这已成为深圳商业银行开展业务遇到的最主要困难，使得

银行找不到合适的贷款对象，其不良后果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导致商业银行盈利

下降，深圳对商业银行的吸引力减弱。第二是由于在本地找不到合适的贷款对象

导致银行资金大量流出深圳。除每年的高交会之外，没有其他机会为企业组织投

融资洽谈会，吸引国际资本和国际大型跨国企业与深圳企业间的合作。深圳的基

金主要投资对象是证券市场，高新投、创新投等投资公司主要投资对象是高科技

项目。目前还没有形成为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配套的投融资系统。

5．4．机遇和挑战

5．4．1．国际产业向中国大转移的趋势

近年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发达国家生产外移的比例不断提

高，如美国跨国公司的出口中，出口给国外子公司以进一步加工的中间产品所占

比例从1989年的57％增至1999年的68％。中国作为公认的21世纪世界工厂，成

为外移目的地首选。据美国《财富》杂志一项调查显示：全球4万家跨国公司有

92％以上若干年内将考虑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从2002年，中国连续三年引进

外资超500亿美元，于2003年起一举成为全球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

重要性的增强，许多跨国公司将亚太地区总部移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

市，到我国设立研发中心也蔚然成风。深圳的成长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发生的，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是深圳能够取得成功的“天时”。在20多年后的今天，

这个国际经济大融合的趋势不仅没有减弱，而且会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经营理

念的变化是深圳迈入发展新阶段的又一个“天时”。

5．4．2．国内多个城市实施总部经济战略

国内多个城市实施了总部经济的发展战略，并制定了相应的扶助政策。上

海在2002年7月便制定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

及相关实施细则，并提出了明确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针对商务成本过高的问



题，2003年上海市将“降低综合商务成本”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北京早在1999

年就发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若干规定的通知》，扶助跨国

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在北京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广

泛吸引跨国公司、国内外金融机构、大企业、大集团、来京设立总部、研发中心、

运营中心、采购中心、发展总部经济”。众多楼盘冠以总部概念，除了怀柔区总

部新城、通州区总部小镇、石景山民营总部育成基地外，北京丰台区的总部基地

更是独栋总部楼达500余座。青岛基于其优美环境，提出口号，要将青岛建设成

跨国公司总部的“后花园”，京沪的“后花园”。西安要建设成中国西部的总部之

都。杭州、天津、武汉、重庆等都宣布总部经济发展战略。资源总是有限的，当

众多城市宣布总部经济战略时，对企业总部的争夺将日趋白热化。



第6章深圳总部经济的发展定位

深圳发展总部经济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这就意味着在国内要有别于北京、

上海，因为要比发展总部经济的基础设施规模和财力等通用要素，深圳不及北京、

上海，但是如果错位发展，深圳就可能和他们形成互补优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但是这不是说国内别的城市不需要借鉴，深圳就能闭门发展。学习别人的经验，

结合自己的实际再有所创新，才是正确的选择。

6．1．深圳吸引企业总部的分类

第一层次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总部。此类总部通常不会随意搬迁，而且以中

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环境，吸引他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类企业基本不是

深圳力所能及的范围。

第二层次是跨国公司的地区性总部。这种总部主要考虑地区辐射力和产业

距离，如亚太区总部大多数设在东京、新加坡、香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渐列入他们的考虑范围，前几年主要是北京，近几年

来则由于上海龙头地位的加强成为总部迁都的首选。一些企业因生产、营销、甚

至研发集中在某一地区而顺理成章地将该地作为地区总部，如苏州是明基的大陆

区总部、深圳为鸿海集团(富士康)大陆区总部就是这种类型。这对深圳来说意

味着机会，但前提条件是深圳必须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吸引更多的国

际知名企业来深投资建厂。

第三层次为跨国企业的职能性总部。如运营中心、采购中心、研发中心、

投资中心、客服中心、结算中心等。这类总部主要取决于获得相应要素的便利性，

如上海成为家乐福、深圳成为沃尔玛的全球采购总部是看中了长三角、珠三角的

世界工厂地位，数以万计的工厂能源源不断的提供质高价廉的消费品；诸多研发

中心落为上海、北京则是因为这两地汇集了中国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深圳吸引

这类总部具备一定条件，如珠三角制造的消费品性价比对国内外客商有不可抵制

的诱惑力，深圳可利用自身特殊的地位成为采购中心；深圳对外地人才的吸引力



能够提供丰富的智力资源，成为研发中心的理想选择。

第四层次是国内知名公司总部。一些实力雄厚、富有市场开拓力的企业，

主要是民营和乡镇企业，已经不满足原地的资源要素，将总部迁址中心城市在所

难免。近年来，这股风愈刮愈烈，如迁往北京的远大来自于长沙、浪潮来自于济

南；迁往上海的德隆来自于乌鲁木齐、希望集团来自于成都、雅戈尔来自宁波；

东风汽车从十堰迁都武汉；吉利从台州来到杭州⋯⋯，无不是出于上述原因。从

目前情况来看，深圳欲想吸引成为省外企业的总部有一定困难，这些企业要迁都

的话，通常的考虑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但深圳具备一定优势的产业，如高

新技术产业，还是有一定可能。当然，即使不能成为全国性总部，深圳成为这类

企业的职能性总部或区域性总部，也是不错的选择。

第五层次是珠三角企业的总部。在珠三角众多的企业中，少数企业脱颖而

出，成为行业中的领先者，当地的人才、资金、资讯、商务环境等要素已不能满

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迁都成为必然的选择。这是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的最大希望

之所在，应给予重点关注和争取，如果舍近逐远，将重点精力放在国内、甚至国

际知名企业，则显然为本末倒置之举。目前已有珠三角企业在深设立总部的苗头，

如惠州、东莞等地成长起来的企业纷纷将销售、研发、行政等机构迁往深圳，深

圳要抓住这个机会，成为珠三角企业总部迁都的首选。另一方面，深圳也面临广

州的巨大竞争，与广州吸引企业总部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是深圳发展总部经济需

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6．2．各类总部对资源要素的要求

各类总部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环境，对相应的资金、人才、地理位置、周边

环境、基础设施等有特定的要求。

6．2．1_集团总部

集团总部常常又称为集团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在企业集团中处于核心层次。

从集团总部是否从事具体的业务上讲，集团总部分为两种，纯粹性控股公司和经

营性控股公司。前者只掌握子公司的股份，专注于子公司的战略管理和经营控制，

并不从事具体的业务，母公司通过股权协调各类业务活动，并获得股权受益；经



营性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本身从事具体的业务经营，同时又通过控股子公司从事

其他类型的业务。两者功能上的差异导致在职能定位的不同，相应地对资源要求

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纯粹性控股公司专注于子公司的战略管理与经营控制，相

应的对高级管理人才、及时更新的市场信息、完善的知识性服务行业的配套提出

较高的要求。而经营性控股公司除了子公司的战略管理和控制外，自身业从事一

定的具体业务，因此除了以上纯粹性控股公司对资源要素的要求外，相关产业配

套也是一个不可少的因素，充分发挥产业集群效应的作用，节约企业的交易成本

和生产成本。特别是生产性的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内部往往通过产品相互联系，

一家大型生产企业的搬迁往往会同时带走一大批上游的小企业。

6．2．2．职能性总部

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层次时，相应的职能组织(如研发、采购、运营等)

本身就形成庞大的组织，它们同样面临着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这样，职能性总

部(研发、销售、采购、投资与决策、结算中心等)便因应而生。各类总部对资

源要素要求的侧重不同。研发中心看重的是专业性人才、信息设施的便利性和较

具吸引力的地区生活环境；采购中心则重视采购物品的生产企业的群集性、良好

的交通设施和发达的物流；投资与决策中心负责新业务、新地域的投资认证和重

大管理变革的抉择对总部所在区域的专业人才的易得性、信息资讯的及时性、知

识型服务业的发达性和金融环境的优越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6．2．3．行业性总部

行业性总部在这是指扎根于相关产业集中度高、生产水平较高、产业环境

基本完善的区域环境之中的大型工业、商业、金融业的公司。在这一区域中基本

形成产业集群、初步开始发挥产业集团效应。行业性总部对资源要素的要求与经

营性集团公司的要求很大的类似性，例如信息的流通速度和成本、人才的可得性

和成本、产业链的完备、知识性服务业等。

6．3．深圳总部经济的发展定位

需要解释的是，作为企业的高端形态，总部落户对任何地方来说都是求之



不得的，但在总部经济竞争激烈的今天，等客上门将会非常被动，必须主动出击。

既然如此，必须锁定目标客户，否则的话，以机会主义形式开展工作，抓一个算

一个，只能会事倍功半。笔者认为，对于总部经济的对象，必须有所侧重。

根据前面的分析，结合自身的优劣势，深圳总部经济的发展战略定位可描

述为：深圳应发挥其科技产业和金融创新的优势，克服其经济腹地的不足，避开

香港和广州在发展总部经济、开展区域合作方面与深圳的竞争；立足于本土企业，

大力培育和发展本土企业成长为总部型企业；利用和提升深圳的综合环境，吸引

一些企业职能型总部、兼顾一些特定行业的企业总部迁深；同时，努力稳住总部

在深的企业。

6．3．1．立足于本土成长型的总部经济

各地发展总部经济主要侧重于对外部企业的吸引。笔者认为深圳发展总部

经济的最重要的是靠自身的力量培育出总部经济，立足于自身企业的成长。深圳

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力比不上北京、上海、香港、广州，但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和

金融业是产生总部经济的最佳土壤。从深圳总部企业类型构成来看，内资总部企

业占64％，可以说深圳总部经济主要是从内部成长起来的，属于本土成长型的总

部经济。为此，深圳发展总部经济离不开本地基础，应当在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

能力的领域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金融领域，以及物流、商贸

等优势领域。

6．3．2．拓展经济腹地

与香港相比，深圳是在特殊的时期发展起来的特殊城市，但深圳享有特殊

地位的时期比香港短，在短短的20余年里，深圳与香港一样，金融、房地产、

旅游、物流等产业先后发展成为深圳的支柱型产业，这些产业的壮大使深圳经济

迅速发展，但也逐渐与香港构成产业的同构化，必然与香港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

关系。随着内地多个城市的崛起，深圳在全国的影响半径逐渐缩小，影响力下降，

边缘优势、窗口效应和特区优势已不明显。北京、上海是全国中心城市，北京是

国家级政治中心城市，上海是国家级的经济中心城市。广州是华南区域的中心城

市。由于总部经济需要经济腹地，深圳周边地区又不是深圳的直接腹地，而是香



港、广州的经济腹地，深圳的经济腹地需要通过两种方式形成：第一是避开香港、

广州的经济辐射密集区域，把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内的整个南中国地区作为自

己的经济腹地，在更大的范围内以与外地联合的方式延伸自己的产业链，走重庆、

天津、苏州等城市的道路；第二是借鉴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经验，在周边地区或内

地通过直接介入方式，发展深圳在外地的工业园，延伸产业链，打造经济腹地。

这两种方式，都是与外地进行区域合作而不是一般的对外辐射，是深圳特有的经

济腹地模式。

6．3．3．发展相应职能型总部

面对众多职能型总部，如运营中心、投资中心、研发中心、结算中心、采

购中心等，深圳具有一定优势要素：创新的环境和体制、发达的高新技术和先进

制造业。深圳可对下列国内外企业的职能型总部重点公关：研发中心、投资与决

策中心。

1．研发中心

真正原创性的研发活动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对资金、人才的要求非常高，

非一般的企业能承受。就人才来说，吸引从事原创性的研发中心方面深圳难于与

北京、上海竞争。实际上，更多的研发从事的是设计和工艺创新，通过外观和功

能的革新、工艺流程的改进，达到创新的目的。这类研发对资源要求较低，而且

可以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深圳有打造成“设计之都”的条件。

2．投资与决策中心

投资与决策总部功能是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融资、重大管理决策。这类总

部对金融、高级人才和知识型服务业的要求较高。从上面三个要素来看，深圳也

具有非常好的金融环境和市场。北京、上海的商务成本并非大多数企业能承受，

而且空间距离带来的沟通和管理的不便利也产生了非经济性，如果企业只是定位

国内市场和华南市场，而非国际市场，深圳完全可以满足条件。

2．兼顾一些行业性总部

要使某地成为特定行业的总部迁都首选，必须具备下列条件：该地此行业

特别发达，已产生群集效应，能更便利获得资金、技术、原材料；下游企业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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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此地可便捷地对市场作出反应，更好地服务客户。审视珠三角的经济状况，

结合总部经济的特点，可以采取行动吸引下列行业的企业迁都深圳。一是以软件、

网络为主的IT业，包括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数字视听、通信设各、微电子及基

础元器件、软件、机电一体化机械设备及仪器仪表、医疗器械等优势产业；二是

金融保险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业、黄金珠宝业；三是以商贸

物流业，包括大型连锁超市、采购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等；四是房地产和物业管

坤。

6．3．4．稳住总部在深的企业

在深圳经济发展中，诞生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本土企业，如华为、中兴、招

商、平安、万科等，这些企业一定程度成为深圳的名片，无论在城市形象提升，

还是在招商引资中，都发挥着重要的无形作用，而经济上的贡献更是不言而喻，

光华为2005年就向上缴了49．3亿元税收。无论是人还是群体，对曾经久留之地

都有眷恋的情感，但企业毕竟是逐利性组织，追求更大收益、谋求更低成本永远

为商家所乐此不疲，在全球化资源配制的今天，地域更换为情理之事。企业可将

总部设在此地，也可设在彼地；也可在今日迁入深圳，也可明日迁出深圳。而北

京、上海、广州、杭州、青岛、大连等诸多城市已启动总部经济战略，对知名企

业总部的争夺将日渐白热化。这要求深圳市相关部门多站在企业的角度，做好服

务工作，改善企业的商务环境。毕竟，留住现有企业远比引进新企业更有意义。

有资料显示，开发新客户的成本是留住老客户成本的5倍，一个城市的企业去留

也是如此。高新技术总部企业如华为、中兴、海王、比亚迪、康佳、创维等，金

融业总部企业如招商银行、发展银行、平安保险公司，房地产总部企业如万科、

中海、金地、招商地产、华侨城地产行等，商业总部企业如天虹、万佳、人人乐、

新一佳等，这些在深成长起来的知名大企业是深圳要着重稳住的企业。



第7章促进深圳总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7．1．将总部经济作为深圳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

7．1．1．做深做实“十一五”及中长期规划

作为经济先行一步的深圳来说，面临的资源困境甚为严峻，显然深圳继续

发展普通制造业不太合时宜。实施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大大地拓展了深圳产业发

展的思维模式。过去考虑经济的高端形态，无非是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业、

现代物流业、文化产业等，都是从产业选择的角度来考虑。现在总部经济的提出，

从产业功能角度来考虑，多了一条发展高端经济的道路。《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这是深圳市首次把

发展总部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表明了深圳市政府已经意识

到发展总部经济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做深做实“十一五”总体规划和中长期规划，

使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能落到实处，得以真正推进经济持续发展，市政府要尽快

制定总部经济发展促进办法，实施促进和培育本土企业做大做强的扶持政策。鼓

励和支持具有市场发展潜力、产业规模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本土大企业集团扎

根深圳，通过国际合作、跨国并购、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

7．1．2．出台发展总部经济的优惠政策

在针对发展总部经济的政策制定上，北京和上海走在全国的前面，早在

1999年1月，北京市政府就发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若干

规定的通知》，随后，发布了《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认定办法》(核准类)，

这一通知对跨国公司在京设立总部给予了相当大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事实也

证明，优惠政策的出台，加速了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北京。2002

年7月20日，上海市政府也出台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

暂行规定》，随后在2003年发布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

行规定》实施细则。比较北京和上海对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优惠措施．

总体内容差不多．但两城市均没有针对国内企业总部出台专门的成文优惠条例，



上海曾经在98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若干政策的意见》，

它对吸引国内企业来沪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在这里，深圳可以占得先机，根据

自己的总部经济的发展定位来制定比较专门的政策，以吸引目标企业总部来深落

户。

7．2．扩展发展空间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考虑到土地区域面积已经成为深圳总部经济发展和深圳市未来发展的关键

性制约因素，深圳市应采取三个创新举措，扩大发展空间：

7．2．i．发展“飞地经济”

“飞地经济”是在与本市不接壤的地区，拓展归本市管辖的土地区域，以

便在周边无法获得土地的情况下弥补本市土地区域的不足。“飞地经济”是国内

一些城市近几年解决经济飞速发展与土地资源严重“先天不足”的矛盾的一种

创新举措，是解决深圳经济发展与土地严重不足的一条“出路”。深圳可以选择

广东省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同时离深圳近、交通便利的地区发展“飞地经济”，将

生产基地建在那里，把制造业往“飞地”转移，降低商务成本，从而解决深圳总

部经济发展与腹地空间不足的矛盾。深圳是隶属广东省的一个计划单列市，按分

税制的财政体制特点，直接向中央财政缴税，不向广东省缴税，但2004年深圳

市财政上解广东省财政88亿元人民币。由此给我们以启示，“飞地经济”可这样

操作：深圳市政府向广东省政府申请“飞地”，以划定的年为基年，每年按这块

地的GDP为基数由市财政向广东省上解，或按GDP递增的幅度递增上解税收。

7．2．2．发展深圳在外地的工业园

199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苏州市同新加坡有关方面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

园区，开创了中新合作的新模式。深圳可以借鉴苏州工业园的模式，在异地建立

深圳工业园。可以在珠三角以及泛珠三角地区(如惠州、梅州、汕头、韶关、雷

州半岛、赣州等地)选择若干区域，设置若干“深圳工业园”，完成以深圳市为

中心总部，周边腹地工业园为支撑的运行中心建设模式，解决当前土地紧张以及

国际化城市建设中产业升级的需要。



7．2。3．提高对深圳现有土地的利用举

深圳人多地少，土地资源非常窳贵。当前，要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保

证城市兹哥持续发震，节约塌建势在必行。为发震总帮经济，需要对深糕瑰蠢±

地更新整合，使低效土地实现产业转型、改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深圳有一批

正在营运的颁茸，建设早，占缝多，毽效益不商，需簧进荦亍产监转黧，这个魄方

可以考虑规划为一个总部基地。大力推进“城中村”改造，退出低附加值、简耗

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对用地规划的适当调整，增加企业总部用媳，加大对闲

置±她豹溥邂力度，增期总部经济髑地。

7。3．恢复深霉||金融翻薪活力

?。3。l。建设嚣域往众融孛·叁

积援配合重家鑫融体制敬革，深化地方金融体系剖新，推动金融产品创毅

和市场发展。开展深港金融业发展合作，促进深港金融业优辫互补，吸引港资金

融辊稳来瀑设立分支秽毛梅，鼗藏扩大在深嚣台鲎务领域。提离全毒±会夔金融缀务

水平，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业持续均衡协调发展。认真落实扶持金融业发展政

策，鸯珏茯建设～个熊有力支持深堋经济发藤、能有辊配套深爹拜产盈缡梅优纯、链

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金融体系，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区域性产业众融

中心、金融创新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

7．3．2．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配合蘸家涯券市场豹笈震窝改萋，逮～多发蒸耪壮太深堋逐券交曩瑟在莲

域资本市场中的主导作用，推动深圳证券交易所完蒋功能和定位。加大上市资源

培裔力度，支持本地优质企监稻用瓷本市场蟊霹茯发菇，继续傲优骰强主板市场，

发鼹壮大中小企业扳。提升上市公司数量和质量，加快完成深圳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充分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平台，建立权证、资产证游化、股指期

权攒受等衙生晶赢场，建立公司续券交易平台和公司馕券发孑亍、流邋审场。吸引

境内外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和机构投资者落户深圳，选择性引入境内外战略合

l车嚣耱投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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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增加深圳金融企业投资渠道

发行市政债券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创新，可以丰富资本市场交易品种，并为

金融机构资金寻找合理的保值增值渠道，为在本地的金融机构提供稳定的投资渠

道，防止资金外流”“。目前股票市场的发展遇到较大挫折及深交所地位的下降使

得深圳资本市场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股票市场的持续低迷以及投资品种的匮乏

使得券商经营举步维艰。如果发行市政债券，在发行承销环节上本地券商可以承

担大量业务，在流通交易环节上投资者买卖、转让市政债券取得稳定的收益。大

力发展债券市场，积极争取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促进货币市场资金向资本市场的

流动。扩大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融资渠道，大力支持和推动银行、证券期货、

保险业在业务合作方面的创新，形成资本、货币和保险三个市场联动发展的格局。

积极稳妥地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离岸金融市场

等新兴市场。

7．4．支持深圳企业总部建设

7．4．1．出台界定总部企业标准

出台界定总部企业的标准，向被申请认定的总部企业颁发总部企业的认定

证书，使其享受总部企业的政策优惠待遇。对于经确认为“深圳总部企业”的，

按照商务部所规定地区总部业务范围开放业务，同时落实商务认定的深圳市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的经营业务范围。总部企业具有研究设计功能的，可享受类似高新

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借鉴上海浦东新区的相关优惠政策，对深圳总部企业三年

内在深圳的个人所得形成的地方财力部分建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其员工培训。

帮助总部企业高管人员解决其本人及配偶、子女的户口及教育问题。尤其是在土

地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对总部企业自建办公场所、研究中心、培训中心等，

优先保证其土地供给；总部企业购置或租用自用办公用房给予补贴。

7．4．2．支持企业建立物流中心

物流中心分两类，第一种是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总部。第二种物流中心是生

产型企业总部的一种功能，生产型企业总部的物流中心可以降低企业的库存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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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建设物流中心关键条件是提供土地。但深圳目前的状况

是很多大型企业缺乏建立物流基地的土地，物流未能与城市规划发展有机结合，

企业物流中心散点分布。为此，要结合城市更新改造和旧产业园区功能置换，依

托港口、机场、铁路、地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按区域物流功能区

分，加快建设笋岗清水河商贸物流园、盐田港区保税物流园、前海湾现代物流园、

空港保税物流园、平湖现代物流园、龙华现代物流园等六大商贸物流园区，完善

综合性物流园区的配套服务，提升集散枢纽型物流园区功能。

7．4．3．支持企业建设研发中心

深圳要加强区域合作，发展总部经济，必须把包括企业研发中心在内的企

业高端功能牢牢吸引在深圳本地，为深圳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对深圳企业建设研发中心，政府从人才引进、资金支持、环境营造等方面提供支

持。加强自主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重点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对

企业申请国际和国内发明专利所需费用和专利维持费用给予一定比例资助，对企

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费用给予相关政策优惠。

7．4．4．支持企业建设销售中心

深圳总部型企业在深建设销售中心，实际上是要吸引工业企业回深圳交税，

总公司与分(子)公司之间可通过关联交易转让定价，吸引内地的分(子)公司

将产品低价卖给深圳总(母)公司，由深圳总(母)公司高价卖出，所得利润在

深圳享受15％的优惠企业所得税政策。为支持深圳总部型企业在深圳建设销售中

心，可考虑建立增值税返还制度，即由深圳市财政将留地方的增值税和中央返还

地方的增值税部分拿出一定量返还给建设销售中心的企业。

7．5．优化总部经济发展的环境

7．5．1．优化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

加快与国际法规和管理的接轨进程．站在全球化、标准化、规范化的高度，

为各跨国公司总部契施其全球竞争与发展战略提供一个统一公平的法律环境。凡



违背WTO规则或与国际管理存在较大冲突的，都应该进行修改和完善。还要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鼓励企业总部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组建专门

为总部提供服务的知识产权保护咨询、维权以及产权交易机构∞3。同时，继续拓

宽民营企业在深圳的投资领域，简化民营企业总部入驻的审批程序，加强对民营

企业合法利益的保护，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外贸出口等方面给予民营企

业与其他企业同等的待遇，逐步革除对民营企业歧视性的、不合理的法律和制度

障碍，确保民营企业在深发展的公平性和平稳性。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在简化办事

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政务公开和承诺制度，依法办事，

规范操作，提高政策和办事规定的操作透明度，同时也要加强执法人员的培训和

教育，提高执法水平。要进一步加强来深投资企业投诉管理工作，定期听取企业

在审批、建设、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反映的问题。增强服务观念，改进服务手段，

严禁行政执法部门将部分权力转移给中介机构强行收费。

7．5．2．发展与国际接轨的专业中介机构

积极引进国际著名的会计、法律、咨询、评估等中介企业，加强合作，设

立从事研究、开发、设计的中介机构。支持国内中介机构和人员成为国际知名专

业中介机构的合作所、成员所和合伙人。扶持有一定市场份额的中介机构，包括

律师、会计、评估事务所以及其他经济咨询机构，提高其专业服务能力，增强其

竞争能力，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

7．5．3．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加强诚信建设，培育信用文化，建立诚信守法的现代

信用社会。建设诚信政府，政府带头守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促进大

企业与中小企业合理分工，培育和构建企业间的诚信网络。在政府管理部门、中

介服务机构和各类企业之间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和信用担保平台，

形成多层次社会化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信用行业监管，建立

失信惩戒制度，推行强制履约制度，完善信用立法，健全信用制度法规，为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7．5．4．对深圳企业加大宣传力度

不断增加深圳市政府企业推介网络服务点，与各个地区主要网站链接。推

出深圳企业区域发展服务管理系统，配套给深圳企业及其在外地的客户使用。政

府部门领导或者工作人员定期出访深圳企业在外投资的主要区域，多参与企业推

介活动。政府牵头在内地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举办推介会，出面加强企业与各界的

联系，加强企业对当地影响。建立推广基金和深圳企业推广协会，使政府对企业

的推介有经费、有制度、有计划。

7．6．积极参与区域合作与交流

7．6．1．加强深港合作

深圳依托毗邻香港的区位，由一个边陲小镇迅速成长为综合实力名列全国

前茅的现代化大城市，大大缩小了与香港的差距。面向世界，背靠内地是香港未

来结构转型的基本走向。香港以其良好的辐射全球的金融、贸易和市场信息服务

体系为深圳以及广大内地对外交流提供优质服务，深圳以其强劲增长的经济实力

为香港发挥自己的优势提供有力支持。香港金融、商贸服务业要在内地具有更广、

更深的腹地，必须拥有联接内地的桥梁，深圳以其区位和对内地的联系而成为香

港拓展腹地的桥头堡。深圳必须成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自然延

伸，借助香港覆盖全球的金融商贸服务平台，吸引珠江三角洲和华南地区的企业

总部落户深圳。

全面拓宽深港经济合作新途径，以建设深港中央商务区为目标，推动现代

服务型经济合作。深圳发展以深港两地为基础的城市消费娱乐型服务业，规划建

设“深圳一香港消费圈”；开发以投资一置业一居住一消费为纽带的家居型服务

业。两者的结合将形成珠三角东部强大的经济轴心，在金融、商业、对外贸易、

电子电器和国际运输等方面具有全区、全国甚至国际竞争优势。

在“一国两制”为基本原则，以CEPA、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和深港“1+8”

合作协议的基本框架下，将深港的协调与合作关系提高到战略合作城市的高度，

推动深港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积极推动和配合深港在基础设施、环境保护、

港口机场、口岸及边境地区以及文化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



构建“深港都市圈”。主动承接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深港两

地产业发展的互利双赢。进一步扩大深圳服务领域开放，吸引香港的金融业、会

计审计、法律服务、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等中介行业以及教育、医疗等领域机构

来深圳投资合作。推动口岸开放，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协调，配合香港

的城市长远发展策略，推动共同制定口岸及边境合作发展规划，增强两地合作的

前瞻性和协调性“”。

7．6．2．积极参与珠江三角洲合作

良好的区域协作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珠三角区域密集的

制造业加工基地，深圳总部经济难以得到长足发展。因而，需要以总部经济的思

路来协调珠三角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内资源的整合，强化各自的产业优势和

优化城市间分工”1。加强穗深莞合作，发挥各自的区位、产业和服务功能优势，

带动环珠江口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加强与惠州、河源等城市的发展合作，发挥粤

东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带动区域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主动承接大亚湾

石化项目的辐射和带动。加强与珠江西岸珠海、中山、湛江等快速发展中城市的

发展合作，依托珠三角城市群的南发展轴，完善城际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流、

物流往来，促进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密切深圳与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

7．6．3．与广州的错位竞争

深圳与广州同为广东省的两大中心城市和珠江三角洲都市密集区的“双

核”，但两者的城市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广州是广东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

心，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信息中心和重要的经济中心。广州以其深厚的历史文

化渊源和适合的区位成为珠江三角洲都市密集区辐射华南、西南和湘赣地区的节

点。深圳作为毗邻香港的特区城市，通过制度创新和环境创新发挥示范作用，消

减两种制度的势差作用；作为新兴现代化大城市，通过与香港功能互补，形成国

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华南、西南和湘赣地区通

往世界的门户，成为中国IT产业的研发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目前深圳的

区域中心作用与其经济规模相比还比较弱，深圳与广州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地域分

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错位竞争关系，在总部经济发展上也应采取错位竞争关系，



深圳着重吸引高新技术、物流以及金融业的企业总部落户。

7．7．完善城市基本设施和中心商务区环境

7．7．1．完善城市基本设施

要吸引更多的企业将总部搬至深圳，需进一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

为企业创造高标准的硬环境。一是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形成完善的轨道交通基本

网络。二是加快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深港西部通道和东部通道，建设连

接东莞西部及广州的沿江高速公路、连接惠州博深高速公路的盐排高速公路、连

接惠州大亚湾路的盐坝高速公路。加快建设国家干线铁路京广深客运专线广深

段、杭福深客运专线厦深段以及龙华铁路新客站、平湖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

连接广州、香港的广深客运专线以及广州一深圳城际轨道。三是强化深圳港在国

内沿海港口中的主枢纽地位。加快盐田港区、蛇口港区、大铲湾港区等港口项目

建设，加快宝安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加强与香港、广州机场的互补合作，共同构

筑泛珠三角区域的航空门户机场和航空客运枢纽。四是加快城市干道网和区级道

路网建设，全面打通特区内外联络通道，加强特区内外城市各组团间的交通衔接。

五是全面推进能源产业发展，加强电源和电网建设，推进天然气工程建设。六是

加强引水和供水工程建设，完善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的综

合利用效率。

7．7．2．完善中心商务区环境

政府应继续努力创造比周边地区更加优美整洁、更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

第一，大力打造福田中心商务区，建立完善的中央商务区内部交通网络，建设、

完善步行交通系统，并改善中央商务区的步行感受，同时加强步行道路交通系统

与公共交通如地铁和公共汽车站点的接驳；注重中央商务区的公路交通分级规划

建设，保证内部主干道的畅通及其与城市快速交通网络连接的畅通。第二，努力

实现中央商务区的功能多样化。在中央商务区同时引进会展、商务酒店、高档娱

乐场所等设施，以满足企业总部商务需求和员工的个人需要，并且保证中央商务

区的区域活力。第三，建设生态社区。在中央商务区边缘建设生态化社区，创造



健康、清洁、舒适、自然的最佳生活环境，解决企业总部员工住的问题。对于位

于商务区边缘的住宅建设，应该注意在高层建筑和密集的活动设施之间设置大面

积的开放空间和蜿蜒的绿化带。第四，做好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加大交通系统建

设和管理的力度，发展城市智能交通系统。

7．8．做好总部在深企业的服务工作

7．8．1．对总部企业实行绿色通道

对于入驻总部企业由管理机构制定和执行“绿色通道”制度，代表政府认定

入驻总部企业，简化各类程序，颁发“绿卡”证书，协助总部企业办理各种审批、

办证手续及享受各种优惠和奖励政策。对总部在深企业设立专门服务专门机构，

定期上门服务，解决和协助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了解企业的心声。

7．8．2．加大对总部企业的人才培养

加快培养和招纳与总部经济产业特征相匹配的高级项目管理人才、高级国

际商务人才以及其他如会计、审计、法律、咨询、会展、策划、物业、网络等方

面的专门人才，更好地为总部经济建设服务。帮助企业熟悉深圳环境、建立人脉、

业务关系等，帮助联系高等院校对有需要的企业员工进行培训等。

7．8．3．鼓励企业“走出去”

要想让企业的根留下，必须积极协助企业让其能有把发展。在具体的思路

上，一种是在当地发展壮大，另外一种是鼓励、帮助企业“走出去”，包括向国

外和国内的投资和扩张。一是深圳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挥优势，从事境

外投资及工程承包，开展跨国并购、跨国经营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多元化开拓

国际市场，加快培育本地化的跨国公司‘5⋯。鼓励企业开发利用境外资源，建立境

外资源供应基地。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建立生产基地，开展境外加工贸易，

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状大。二是要鼓励深圳企业实施生产和加工环节的产业转

移。以行业协会为主体，以政府协调为依托，组建异地深圳企业服务机构，强化

政府服务职能，加强与各地政府的沟通协调，大力支持深圳企业在的内地扩张及



投资，关心深圳企业在内地的成长及其发展，并协助解决相关困难，定期派人走

访内地深圳企业，反馈企业内地信息，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开拓异地市场中的问题，

把政府服务贯穿于区域合作全过程，坚定企业将总部根植深圳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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