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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经济”》专题编者按 2023年1月，浙江召开“新春第一会”，部署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深化、

改革攻坚、开放提升等三个“一号工程”。2023年5月，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全省“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

开放工程”大会上再一次强调了“地瓜经济”的重要性。浙江各地市也纷纷出台了相应政策文件，全面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强力推进开放提升，以更高站位、更广维度、更大力度推进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

号开放工程”。本期《“地瓜经济”》专题的四篇文章，既有对相关理论的逻辑理路梳理，也有对具体实践的典型案

例分析，有助于总结企业“走出去”拓展推进“地瓜经济”发展的经验，为学界进一步开展浙江和温州“地瓜经济”

提能升级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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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迎

来空前的历史机遇。温州先行快行，成为当前全国拥有国家级合作区数量最多的地级市。为了进一步推进合作区建

设，拓展其发展空间，并有效助力“地瓜经济”发展，温州应将“一带一路”纳入考量，通过加大合作区投资优势的

宣传力度、提升产业紧密度与关联度、创新境外发展平台、加强与东道国当地的融合发展，最后形成温州经验，为全

国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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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outside the customs territor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zones”), 
as a platform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has ushered in  unprecedented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Wenzhou 
has taken the lead and become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state-level zones in China. I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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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经过夯基垒台与不断发展，共建“一带一

路”成了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中国方案。随着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不

断推进，境外贸易合作区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关

键平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温州在合作区

建设方面走在前列，目前拥有6个国家级和省级合作

区，其中3个为国家级，成为国内拥有最多国家级合

作区的地级市，也成为“地瓜经济”藤蔓海外延伸的

重要平台。在当下错综复杂的贸易环境下，合作区将

进一步发挥其作为国内企业向海外拓展的重要平台

的作用。近二十年的实践已经形成“温州经验”，总

结“温州经验”可以为全国合作区建设提供借鉴。

一、温州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境外经贸合

作区（以下称为“合作区”）作为帮助企业“走出去”

的重要平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政府

引导下，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建设合作区，其中企

业作为主要的投资和经营方，依靠市场化的运作方

式，目的是实现互利共赢。温州先行快行，充分借助

合作区平台实现过剩产能转移、国际市场拓展，目前

拥有6个合作区（见表1），其中国家级3个，成为拥

有国家级合作区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006年由康奈

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工业园

获得第一批国家级境外经贸园区立项。目前，温州已

在俄罗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建成3个国家级境外

经贸合作区，在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

亚建成3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均位于“一带一路”

沿线。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在生产经营方面均已初具

规模，据温州市商务局提供的数据，园区总投资3.89

亿美元，规模总面积14.89km2，入驻企业总计233家，

近三年年均带动进出口额近10亿美元，为所在地创

造了17 000多个就业岗位。

1.合作区均位于“一带一路”沿线

6家合作区投资于越南、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

印尼、塞尔维亚五个国家，分布在亚、欧二大洲，均

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其中乌兹别克斯坦2个。合

作区分布于与我国有良好政治经济关系或地缘关系

的国家与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所包含的国家分

布特征极为相似，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一带一路”倡

议提供了有力支撑。

2.合作区主体为行业龙头企业

民营企业作为温州经济的主体，是温州境外经

贸合作区顺利和持续运作的关键。合作区的主要投

资企业都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国际经营经

验，建立了庞大的海外产业基础和销售网络。如青山

控股集团、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和海亮集团等，都是行

业领先者，拥有全球性销售和贸易网络，为合作区的

表1 温州企业牵头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情况

序号 园区名称 成立年份 级别 投资国 产业 牵头企业

1 乌苏里斯克工业园 2006 国家级 俄罗斯 木材、家具与鞋类等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

2 越南龙江工业园 2009 国家级 越南 机电、服装鞋类等 海亮集团

3 鹏盛工业园 2012 国家级 乌兹别克斯坦
皮革制造、瓷砖生产、水

龙头阀门等
温州市金盛贸易有限公司

4
塞尔维亚贝尔麦克商贸

物流园
2014 省级 塞尔维亚

保税仓储、物流配送、线

下体检等
温州外贸工业品有限公司

5
乌兹别克斯坦农林科技

农业产业园区
2019 省级 乌兹别克斯坦

蔬菜、水果、花卉等作物

种植、配套养殖基地建设
温州市金盛贸易有限公司

6 印尼纬达贝工业园区 2019 省级 印度尼西亚 镍资源开发与利用等 青山控股集团

 注：资料据商务部网站整理而得。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ones, expand their development space, and effectively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weet potato economy”, Wenzhou should take the “Belt and Road” into consideration, through increasing the 
publicity of the investment advantages of the zones,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closeness and relevance, innovating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s outside the customs territory,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host 
countries, and finally forming the “Wenzhou Experience”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other region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outside the customs territory; “sweet potato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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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启动和收益提供了坚实保障。龙头企业吸引众

多中小企业“抱团”参与合作区建设与运行，在产业

集聚、政策支撑、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有

助于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成功率和经济效益[1]。

3.合作区产业以优势产业为主

这些产业多为国内产能过剩的传统行业，如建

材、轻工、电子、棉纺、皮革制造等。通过利用当地

资源，合作区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规避贸易壁垒，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例如，温州外贸工业品有限公司

2021年在塞尔维亚建立了贝尔麦克商贸物流园，并

计划在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建立保税物流设施，以

形成快速、便捷的东南欧物流配送体系。

4.合作区园区多样化

合作区已从单一工业园模式转变为包括资源开

发区、农业园、物流园等在内的多元模式，功能定位

也由以工业制造为主转向资源开发、农业加工和商

贸物流等多元化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如2019年在

乌兹别克斯坦设立的农林科技农业产业园区，是在

鹏盛工业园的基础上，由温州市金盛贸易有限公司

投资，根据与当地深厚持久的合作关系和农业领域

创新的合作契机，进一步拓展建立的农业开发园[2]。

二、民营企业参与境外合作区建设的动因

1.企业具有集群式海外投资的先天性优势

我国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大多以产业集群方

式进行布局，形成独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具有机

制灵活、集体品牌、产业链紧密等优势。例如，以集

群经济特征显著的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经济的主力

群体是民营企业，数量大、规模小，总体实力强、个

体抗风险能力差，8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属于注册资

本金在5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全省92个县（市、区）

中，有82个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群落经济，群

落经济占浙江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3]。温州产业集群

发展，形成了鞋类、服装、低压电器、泵阀、眼镜等

十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民企单独进行海

外投资，显然势单力薄，仅凭借自身的企业实力难以

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若通过与其他民企联合组成

大集团公司，又无法保证企业的机制灵活性。要想既

保持小企业的机制灵活，又具备大企业的品牌实力，

集群式投资无疑是一种理性选择。由此，“小企业、

大集群”成为温州民企对外投资模式的最佳选择，即

由一家或几家大企业牵头，在海外兴建园区，其他小

企业跟随从而形成“抱团”走出去。

2.大量民间资本亟须寻找新的投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

的重要构成。他们集聚了大量民间资本，而这些企业

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人口红利逐渐递减的

情况下，2010年前后开始，一些产业利润空间极大

地被压缩。在此背景下，他们的资金开始转向炒房、

炒期货等虚拟经济，出现了“由实转虚”现象，这些

都表明民营企业（特别是内生性中小民营企业）亟须

寻找新的产业投资空间。在研究民营资本跨区域流

动中发现，民营资本的区际流动呈现出“抱团”投资

的趋势，即资本来源和去向都倾向于集聚。这主要表

现在大量私人资本既来自同一地区，又共同投向海

外的某一特定区域或行业。浙江中小型民企资本流

动呈现出明显的“企业数量众多，注重集体行动”的

特征。一旦有一家企业发现了投资机会，就会迅速吸

引其他企业一起“抱团”进行投资。

3.国际环境催生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意愿

我国在国内兴建产业园区有效地拉动地方经济

增长，并积累了“中国经验”，在欠发达国家与地区

逐渐形成模仿效应，使得海外东道国也产生了吸引

中国投资并兴建产业园区强烈愿望。通过兴建产业

园可以带来多重效应：一是给东道国带来税收、就

业、收入等方面的直接效应，从而拉动区域经济增

长。二是推动产业园区与东道国经济的有效结合。东

道国对产业园区的经济期望不单是税收方面，更在

于园区能够与当地经济紧密结合，并进一步促进当

地其他经济实体的协同增长。三是东道国借助我国

管理经验及模式，有助于推动本国产业壮大发展。在

外向型民企发展空间受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人民币

大幅升值等严重影响的背景下，为了保护和扩大原

有出口地市场、规避贸易壁垒，对外投资的意愿应运

而生。与此同时，当一小部分企业对外投资尝到“甜

头”时，因群落企业之间关系密切，信息流通顺畅，

立刻会有大量企业“抱团”走出去。

正是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影响下，温州民营企业率

先抱团“走出去”在海外兴建了一批海外园区。温州

是全国民营经济发祥地，与全省其他地区相比，产业

集群发展更有特色，曾形成鞋类、服装、低压电器、

泵阀、眼镜等十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温州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资本，而这些

资本需要寻找新的空间。此外，温州是改革开放后沿

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民营企业一直敢于“走出去”，

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

林  俐，黄呼尔励，孙  寅，等：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地瓜经济”发展：机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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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展跨国生产与经营。2013年我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大大改善了我国与东道国的经贸关系，也

为温州企业“走出去”带来更多机遇。

三、合作区助力“地瓜经济”发展的机理

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中小企业抱团“走出去”提

供了重要平台，入驻园区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海外

资源开拓国际市场，融入全球产业链，从而反哺本土

企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地瓜经济”藤蔓海外延伸的

重要平台，助力“地瓜经济”发展。

1.有效降低经营成本，突破企业发展瓶颈

东道国普遍会为入驻产业园区的海外企业提供

最大的税收优惠，最大限度地吸引外来投资。此外，

合作区大多布局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劳动力成

本普遍较低，对于投资企业竞争力的保持和提升意

义重大。如国家级合作区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

设立初期就凭借丰富易得的天然资源相对于国内形

成了成本上的优势。印尼纬达贝工业园区由青山控

股集团投资成立，园区定位是建成以镍铁产业链为

主导的产业集群，拥有世界级的镍矿资源。该园区在

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运营，现已获评省级加工制造

型境外经贸合作区。截至2020年底，该园区共吸引入

园企业5家，入园企业项目已完成投资额14亿元，解

决了印尼当地约1.2万人的就业问题，成了中印两国

经济合作的典范。2022年温州4家企业上榜浙江本土

民营跨国公司“领航企业”名单，分别为青山控股集

团、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本集团有限公司和佩

蒂动物营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商务局统计数

据显示，上述4家企业境外资产总额达602.7亿元，境

外利润总额达86亿元，拥有海外员工总计5.83万人。

2.有效规避贸易壁垒，拓宽市场空间

当前外贸出口面临诸多壁垒，加大海外园区的

投资，可有针对性地将部分国内生产转为海外生产，

以此改变产品原产地来规避贸易壁垒。例如，入驻东

南亚的国家级园区越南龙江工业园的企业，都可以

变“中国制造”为“海外制造”，从而有效地避开欧

美等国针对“中国制造”的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处于

主动地位。入驻该园区的温州市佩蒂动物营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而及时拓展国

际市场份额，迅速扩大企业发展空间，成为A股首家

上市的宠物食品公司（佩蒂股份）。塞尔维亚贝尔麦

克商贸物流园由温州外贸工业品有限公司主导投资，

是浙江省唯一一个境外商贸物流园区，现已成功获

批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成后将形成面向东南

欧地区的较完整的物流配送体系。项目采用“一区多

园”的发展模式，以建材类产品为主，为国内厂家和

跨境贸易电商提供保税仓储、物流配送、线下体验、

商品展示、售后服务等服务。

3.有效实现投资本土化，助力企业“走进去”

实现本土化是企业海外投资“走进去”的关键，

而合作区建设更能帮助企业实现这一目标。据调研，

大多数园区在海外都建设了民生工程从而造福当地，

更好地融入当地，助力企业从“走出去”到“走进

去”。例如，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以弘扬中乌友

谊为己任，特设立了“鹏盛慈善基金会”，每年投入

一笔专款用于当地民生工程建设。园区还与中国驻

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共同出资，建设乌中友谊公园，

为园区员工和周边居民提供健身休闲和文化娱乐场

所，有力地促进了中乌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2018

年9月，友谊公园举办了首届驻乌中资企业金秋运动

会，弘扬了中国文化，增进了在乌中资企业和机构的

友谊和凝聚力。园区还特别设立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为周边优秀青年和园区企业提供语言和技能培训服

务，带动当地居民就业。

四、合作区建设的温州思考

1.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全局考量

“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与东道国建立良好的经

贸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进一步开展境

外合作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有必要

将合作区建设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全局加以考量。

一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就合

作区建设达成一致或签署有效协议，同时加大对国

内企业的引导力度。二是对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全面

规划。确保在空间布局上做好宏观把握，以便与“一

带一路”倡议相适配。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

加快在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区域的拓展。如

温州市印发《中国（温州）华商华侨综合发展先行区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在越南、印尼

等国设立境外经贸联络处，引导更多国内企业入驻

园区。三是发挥好现有“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区的吸

引力。依托良好的经贸关系，合作区发展相对较为稳

健。而海外合作区对国内企业更有吸引力，更有利于

吸收新建企业投资，使之成为吸引新建企业的载体。

2.加大合作区投资优势的宣传力度

由于境外园区建设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民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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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在优势并不了解，即使有“走出去”的动力与意

愿，“走出去”的速度也不太可能很快。因此，加大

境外合作区投资优势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民企

进驻园区，显得十分重要。一是办好多层次主题推广

会。通过各级商务工作会议或专题推进会，面向中小

民营企业集中的地区宣讲我国境外合作区的建设情

况，将合作区享有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优惠

等政策广泛地传达给企业。二是发挥牵头企业的引

领作用。鼓励牵头企业（园区建设企业）加大宣传力

度，向有意向入园的相关企业宣讲我国与东道国有

关政策、园区建设情况等。三是组团考察园区。当地

政府部门与行业商会等组织，带团赴境外园区实地

考察，让企业进一步了解园区，为入驻园区打下基

础。例如，为进一步推动园区的发展，2023年初温州

市商务团曾赴泰国、越南等地考察。

3.提升产业紧密度与关联度

有别于传统海外投资模式，境外经贸合作区的

竞争力在于产业紧密度与关联度带来的集群效应。

为加强合作区投资的集群效应，加强产业规划与实

施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是做好园区产业规划与定位。

境外园区是产业投资的集聚地，应根据自身及东道

国产业情况，提前做好产业规划为后续发展提供基

础。二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园区筛选准入机制。在招商

过程中，园区应该从企业的产品结构、经营管理、企

业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考察，并制定出一套科学的

评估指标体系，以形成合理的企业审查流程机制[4]。

三是对园区运营做好宏观把控。应对那些偏离园区

规划的企业和经营活动进行调整，以确保园区整体

规划的有效实施，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区的群体

效应和行业相关性[5]。如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主

要产业定位为轻工家用产业，曾经有手机生产企业

入园，但因产业不够集聚，经营不善而退出。

4.创新境外发展平台

企业进行合作区投资过程中，应借助“一带一

路”建设契机，着力创新境外发展平台。一是确保境

外园区的升级和功能多元化。目前国家不再对单一的

工业园区提供补贴支持，但农业园、资源开发园以及

物流园等新型的园区仍有补贴政策，可考虑将有条件

的工业园转型升级为物流园等。二是发展跨境商务新

业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平台，

借助全球各个主流电商平台渠道，培育自主出口品

牌，发展贸易新业态。三是加强海外仓建设。通过盘

活合作区空间，使东道国发挥优越的港口区位优势，

参与建设海外仓，为跨境电商品牌出海提供支持。

5.加强与东道国当地的融合发展

境外合作区建设只有融入东道国当地，才能实

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目标，达到两国“共

同发展”。一是促进产业融合。园区内加大引进当地

企业，采取合资或合营的方式，采购当地原材料，选

用当地供应商，与当地企业合作，谋求与当地企业共

同利益的交汇点，不断加深园区与当地企业的融合。

二是促进员工融合。加强园区属地化管理，提升园区

员工的培训力度，建立高校与园区人才培养的长效

机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吸引当地居民到园区就

业，提高当地的就业率。三是促进社区融合。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园区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改

善当地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落后现状，开展慈

善公益活动，使当地人民能够享受到园区企业的发

展成果。

现阶段全球经济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境外合

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与抓手，已经

发挥了积极作用。温州境外合作区建设，已经形成独

特优势，企业海外投资助力自身可持续发展，成为

“地瓜经济”藤蔓海外延伸的重要平台。尽管合作区

近几年的建设受到较大冲击，但温州相关部门及企

业积极开展复工复产、云上招商等，最大限度地助力

合作区及时恢复生产，目前都在良性运行与发展。近

二十年温州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实践中已经形成

“温州经验”，可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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