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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老工业区改造是当今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科学问题。近年来，发展创意产业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

实现老工业城市再生的重要战略举措。国外对老工业城市创意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区创意转型的现状

与成效，而较少对其机理层面进行理论剖析。该文以路径依赖和路径创新为理论依据，以北京石景山老工业区创

意产业发展为例，研究城市老工业区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和机理。介绍了路径依赖、锁定、路径创新等概念及其对

老工业区转型的解释；分析了石景山老工业区的历史由来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石景山老工业区创意产业的发展

路径，即工业设计与研发、数字娱乐产业和娱乐休闲旅游业；最后提出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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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城市老工业区转型是一个世界性话题。自20

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社

会，第二产业的比重日趋下降，第三产业逐渐兴起。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迁，许多老工业

城市原有的城市结构和布局已经不能适应发展变

化，部分老工业区出现了功能性和结构性的衰落。

学术界就城市老工业区如何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并

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以及如何协调好产业、环境、

社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城市自身发展的科学道路

等问题进行了探索[1-3]。各国政府也不断探究城市

老工业区转型之路，部分城市老工业区通过积极培

育第三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和空间调整，由工业生产

区转变为金融、贸易、科技与文化等功能区。

随着市场经济建设、城市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的加快，我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老工业区面临着和欧

美国家城市老工业区一样的挑战。这些曾经的国有

企业聚集区和商业区，出现了国有企业活力不足、下

岗和困难群众增多、基础设施老化、生态环境脆弱等

问题[4_7]。西方老工业城市再造的成功经验为我国

城市老工业区的转型提供了借鉴。各城市老工业区

在转型过程中也创造了不同的模式，如上海杨浦区

通过工厂迁往外地，改造老厂房，依托复旦、同济等

大学发展研发、设计产业，有效地促进了杨浦滨江老

工业聚集区的转型；成都市东郊区通过“腾笼换鸟”，

将工业企业向市郊分散迁移，成功地将东郊工业区

改造为金融商贸、科技产业、旅游休闲核心区；武汉

桥口古田积极利用“汉正街牌”，成片改造老企业，发

展商贸业。

在全球经济进入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背

景下，创意产业蓬勃兴起，发展创意产业能兼顾城市

老工业区的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复兴与转型，

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城市再生的重要战略举

措[8’9]。我国学者也对在城市工业区发展创意产业

进行了探索[10’11|，但当前国内外对城市老工业区创

意转型的研究，对机理层面和区域转型路径的深入

探索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研究不足，以路

径依赖和路径创新为理论依据，以北京市石景山为

例，研究中国老城市老工业区发展创意转型的路径

及机理，为其他老工业区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1城市老工业区转型路径的理论解释

如何根据本区域自身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制定

加快城市老工业区改革发展的策略，已成为现代城

市发展中的一个紧迫课题，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

点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产品或产业周期理论[12】、产

业结构或所有制结构[13|、技术创新能力[143、地域文

化[15]等角度对城市老工业区改造进行了理论探索和

案例研究，但很少对城市内部老工业区转型的路径

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即使在同一城市内部，由于产

业发展基础、城市发展阶段各不相同，转型路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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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路径依赖成为理解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

重要概念，也是探讨城市老工业区转型的重要分析

工具㈨。

1．1路径依赖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引入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最早是古生物学家

提出的，后来经济学家将其用于技术和制度变迁分

析[17-19|。20世纪90年代，路径依赖理论广泛用于

政治学、社会学、经济管理和区域发展等学科，成为

理解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路径依赖理论

强调“历史重要性”，即时间和历史在分析社会经济

演化过程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认为经济系统敏感地

依赖于初始条件，有力地解释了次优选择行为成为

常态的现象。同时，路径依赖理论把收益递增机制

纳入分析框架，试图从动态角度利用知识、技术、制

度、外部性等范畴来理解复杂的经济系统，从而对一

般均衡、收益递减等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提出了

挑战‘捌。

路径依赖有着明确的地理学涵义，对区域发展

轨迹有着强大的解释能力。经济学家曾引用有关地

理的例子阐述路径依赖的概念。如David分析了马

歇尔外部性，即技术本地化过程形成路径，并指出技

术和制度是两种主要的“历史的载体”；Arthur则描

述了报酬递增效应如何引起产业和城镇布局模式上

的路径依赖。经济地理学家也强调地方经济发展是

一个演化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特性、历史不可逆

性，过去的发展路径、结构和结果制约着现在和未来

发展；认为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是重要的经济活动空

间现象嵋1|。

1．2路径依赖与老工业区衰落

德国地理学家Grabher(1993)用路径依赖理论

分析了鲁尔工业区陷入“锁定”的原因，认为曾经高

度专业化带来的辉煌容易导致区域内企业和相关机

构的“盲目自大”和“学习惰性”，他们不愿意关注区

域外技术和市场的变化；同时，为了确保区域内相关

既得利益，特意设置各种制度壁垒，阻止新的企业进

入(政治性锁定)，从而导致区域内认知结构、认知能

力的高度同质化(认知性锁定)，区域产业技术的僵

化和产品的同构化(功能性锁定)，最终致使老工业

区走向封闭而僵化，陷入消极的“锁定”。Grabher的

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和政治性锁定概念有力地

揭示了老工业区衰落的表现和机理，并被广泛应用

于各国的案例研究中。需要注意的是，这3种锁定

可能是单独发挥作用，也可能同时发挥作用[22’23I。

一旦本地产业出现锁定倾向时，该产业将逐渐成为

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外界的交换减少，在有限的区域

内容易出现过度竞争的战略锁定。对单个企业而

言，对外界的信息了解减少，创新能力降低，更能安

于现状；一些企业可能迫于生存危机迁移到其他区

域或行业。如果不进行重大的制度调整和创新，很

难走出区域锁定的困境(Schamp，2005)。

20世纪90年代后，路径依赖被广泛应用于分析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老产业区的衰落等区域经

济学重大问题。但是，案例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欧和

美国等国家，对转型国家的关注很少。由于后社会

主义转型国家与西欧国家在老工业区形成、发展与衰

落等方面有所不同，Grabher的锁定概念在研究转型

国家的老工业区转型过程中遇到了重大的挑战。简

单而言，Grabher(1993)研究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至

1980s的德国鲁尔老工业区。在这一时期，影响鲁尔

老工业区的因素是重大政治制度，如产权所有制，因

此Grabher关注的是老工业区内部成员之间的长期互

动导致的锁定，即内生型锁定(Endogenous lock-in)机

制。而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家老工业区则属于外生型

锁定(Exogenous Lock-in)，即由于重大的外部制度突

变(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向资本主义或市

场经济)带来的内部不适应。当然，外生型锁定也表

现为Grabher的3种锁定形式[243。因此，本文试图

超越传统的路径依赖理论，利用北京石景山的案例

研究转型国家的城市老工业区转型，解释其不同于

西方工业国家老工业区转型特征。

1．3路径创新与老工业区转型

经典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只有受到外部冲击，

路径才会偏离以前的轨道而实现路径突破。但是，

最近有学者提出路径创新的思想[25I，并提出了路径

创新的5个准则，即技术决定性准则(现有的技术是

创造新路径的基础)、有意识偏离准则(企业家是路

径的真正创造者)、实时影响准则(企业家的行为对

路径产生实时的影响)、相互依存准则(企业家和员

工必须相互交流)、最小误解准则(企业家通过决定

信息分享者和分享程度对路径进行充分的控制)。

Sydow等口6]认为两种方式可能导致路径终止，一是

非计划性路径消失(Path dissolution)，二是由于人

为原因而在原有路径的基础上有意创造新的路径分

支，即所谓的“路径偏离”(Path deviation)。

国内外城市老工业区发展表明，城市老工业区

并不是如20世纪90年代学者预计的那样永远一蹶

不振。事实上，国内外部分老工业区通过技术和企

业组织的重构和区域发展制度的重塑，已经开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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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复兴的迹象。而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企业家的集体

创新行动[25I，同时更需要政府有意识的战略引导。

T6dtling等[27]以奥地利的斯太尔市的老工业区为案

例，提出功能转型是老工业区振兴的一个很好的途

径；Hassink(2005)提出，建立“学习型产业集群”有

助于将老工业区从衰落中解脱出来；Schienstock[28]

则提出芬兰资源型工业区应该向知识型产业转变。

由于不同城市老工业区的形成动因、产业和技术结

构、文化和制度背景不一，其转型方向也不一样。但

是，从国内外老工业区转型的经验看，转型方向一般

包括4种：提升现有产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多元化战

略进入相邻产业领域、培育全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和

发展本地文化创意产业[3]。由此可见，培育和发展

创意产业是实现老工业区转型的有效路径之一，并

已被国内外老工业区广泛采用。

2石景山老工业区形成、衰落分析

2．1石景山老工业区的形成

石景山区是北京市新城区之一，是海淀、丰台、

门头沟三区的重要连接点，是京西板块空间上关键

的支撑点。石景山区现辖八宝山、老山、八角、古城、

苹果园、金顶街、广宁、五里坨和鲁谷社区9个街道

办事处，总占地面积84．38 km2，常住人口54．6万

人。石景山区的现代工业发展起源于90多年前对

当地煤炭和铁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其标志性事

件是北洋政府1919年批准成立官办企业——龙烟

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变消费型

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北京开始向工

业化城市方向发展。根据当时北京市政府的安排，

石景山区重点发展钢铁、冶金等重工业。为此，北京

钢厂、北京特殊钢厂等19家钢铁冶炼与加工企业先

后在石景山区成立，逐步形成了“煤一钢一冶金”工

业综合体。1983年，这19家企业合并组建首都钢铁

公司(简称“首钢”)。首钢是北京最大的国有企业和

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对石景山经济社会有着重

要影响。即使在“十一五”时期，首钢每年对石景山

GDP的贡献率也达到50％左右。由于重工业比例

过重，石景山区在“十一五”前期依然是北京市唯一

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产业的行政区。

2．2石景山老工业区衰落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

位的提高，北京作为首都继续重点发展重工业已不

符合时代要求。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开始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向国际化大都市转型。1985年，北京市

开始搬迁污染型企业。首钢是城市环境污染的重要

源头之一，为实现2001年申办奥运会时对环境质量

做出的承诺，北京市政府决定搬迁首钢至河北唐山

曹妃甸。自2005年开始，搬迁方案陆续实施。至

2011年1月，石景山首钢工业区全面停产。石景山

老工业区形成与衰落的原因与以鲁尔区为代表的西

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老工业区形成与衰落的原因不

同。石景山老工业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工业主

要为钢铁和冶金，区内有影响力的企业多为国有企

业，并且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因此，该区域

的功能形成和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大的政策

调整。影响石景山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政策主

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调整，即由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二是北京市层面，北京市由

生产型城市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转型。其中，在

北京举办奥运会成为影响石景山发展的重要历史事

件。可以说，石景山老工业区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

重大的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导致的，当然也存在老工

业区内技术和经济结构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因

素，即也呈现出Grabher描述的技术僵化、认识结构

同质化、利益捆绑导致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3种锁

定。但本文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老工业区

的发展和振兴主要受到来自更高尺度的制度调整的

影响。

2．3石景山老工业区转型存在的问题

随着首钢搬迁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石

景山区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是在首钢压产及涉钢部

分搬迁调整的影响下，尽管石景山区经济总量依然

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

二是由于石景山区长期依赖传统重工业，在传统产

业衰落的过程中，新兴产业并没有被培育起来；三是

环境承载力不足，土地紧张，水资源相对匮乏，环境

污染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四是就业等社会问题凸

显，据估计，首钢涉钢部分的搬迁将产生富余人员

6．47万人，其中相当比例年龄偏大、技能水平较低，

如何妥善安置待岗、转岗人员，成为石景山区亟待解

决的难题。

3石景山老工业区创意产业发展路径

如同国内外其他城市老工业区一样，石景山老

工业区并未一蹶不振，而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培

育新的产业，尤其是创意产业，并呈现复兴迹象。奥

运会申办成功后，北京提出将北京市发展为“人文北

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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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为全市支柱产业。石景山巧借

这一战略时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目前初步形

成了以网络游戏、影视动漫、数字媒体及信息安全、

工业设计等文化创意和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创意

产业特色区，全面推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

型升级。据初步统计，目前石景山全区有2 700多家

创意产业企业，实现收入160亿元，其中，网游动漫

和数字媒体的企业就达700多家。石景山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路径，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3个方向。

3．1激活历史遗产。发展创意产业

石景山大力发展创意产业以应对首钢搬迁带来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实现老工业区的战略转型。

石景山由以钢铁产业为主导的老工业区转变为以高

科技与文化融合为特征的创意产业新区，是发展路径

的创新，但同时石景山创意产业又是建立在该区旧

的产业基础之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图1)：一

是改造首钢老厂房发展创意产业聚集区。首钢搬迁

后，石景山地区并没有完全进入“去首钢化”时代，而

是积极利用首钢遗留的基础设施、企业品牌、工业文

化和氛围，大力发展相关的工业设计和研发产业。

承载工业历史的优秀建筑，如首钢遗留大量的工业

厂房、仓库经过改建后，为创意产业提供了发展空

间。典型的代表是原首钢二通厂老厂区已被改建为

中国动漫游戏城，这是北京市与文化部合作的创意

产业重点项目。二是利用老工业区无形历史遗产发

展工业设计和研发产业。石景山地区内有很多大学

和研究所，如北方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电子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信

息产业部电子情报研究所等，还有lo余所职业学

校。石景山区通过积极协调，推进周边高等院校和

研究所的创业和创意氛围，发展相关工业设计和研

发产业。三是利用石景山传统的京西娱乐中心的历

史积淀，发展创意旅游。石景山一直是京西历史文

化重镇，同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特色娱乐康体

设施。自2005年起，石景山区提出建设首都文化娱

乐休闲区(CRD)，确立了大旅游发展思路，大力建设

图1石景山创意转型路径依赖示意
Fi孚1 Path de僻l岫of唧I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snIiiingshan

以现代娱乐休闲为特色的商业娱乐区和富含京西文

化内涵的西部生态休闲旅游区，同时利用现代高科

技手段对传统娱乐设施进行改造升级。2010年石景

山区旅游收入达18亿元，接待游客950万人次。

3．2塑造新路径。开拓新领域

除了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有形与无形历史遗产

发展创意产业外，石景山还积极通过招商引资和内

部孵化，积极培育网络游戏、影视动漫、数字媒体等

产业。石景山科技园区是石景山区产业结构调整的

突破口和区域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也被建设成石景

山发展创意产业的主要功能区和载体。2006年1

月，石景山科技园区正式被纳人中关村科技园区，面

积拓展到3．45 km2。“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

地”、“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中国电子

竞技运动发展中心99 66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

先后落户石景山科技园区，而产业培育基地充分利

用现有载体，聚集了一批动漫、网游等领域的研发设

计机构。

招商引资加上内部培育，石景山科技主导型创

意产业迅速增长。2010年底石景山已经聚集了大批

创意企业，如搜狐畅游、中国动漫集团、盛大网络、完

美时空、蓝港在线、暴风影音、久游炫耀、华谊嘉信

等。2008年石景山区启动“明星计划”，在以项目引

导科技资金投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同时，通过科

技项目支持，强化产业载体建设，为企业创新提供开

放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人才孵育和投融资平

台等。目前，依托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紧密

结合中关村石景山园建设，培育了一批明星企业。

3．3推进产业融合。拓展创意产业链

创意产业是产业融合的产物，它以文化内涵为

引领，以数字技术为手段，是科技与文化的有机结

合。创意产业的研发、创作、营销、衍生产品等环节，

是一种产业协作的关系。由于创意产业门类众多，

除了这种传统的线性产业链外，创意产业之间、创意

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动

漫游戏与旅游业之间、影视传媒与音像图书等创意

产业内部的互动，以及工艺品与制造加工业之间这

种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互动等。产业融合一方面

能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价值，另一方面能催生新型

的产业形式。

石景山创意产业的发展坚持文化与科技相结

合，实现文化与科技的两轮驱动。一方面，传统的文

化产业类别正在进行数字化高科技的改造，如数字

电影、3D、数字电视、数字出版等；另一方面，以数字

嚣豳雷豳嚣豳璺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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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高新科技为基础的创意产业新业态正在迅速涌

现并传播，如动漫、网游、数字音乐、网络视频等。这

些创意产业内部以及创意产业与其它相关产业之间

有着纵横交织的关系，形成了网状产业链(图2)。如

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重点发展动漫产业，创作

了《麋鹿王》、e／l,马过河》等动画片，加上《天龙八部》网

络游戏，为发展情景体验、角色体验等具有趣味性、娱

乐性和教育性的动漫旅游提供了条件；同时，动漫产

业对教育、网络、文化以及制造、商贸、物流等产业也

产生深刻的影响。另外，3D技术与影视制作、工业

设计与传统制造业、网络传媒与文艺出版等，相互之

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融合，提升了产业价值。

教育培{J，<磷／②烘
炒

、’、新

图2石景山创意产业网状产业链
№2 Meshed industrial chain of creative industry in ShOmgshan

4结论与讨论

城市老工业区转型是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但

是具有典型的区域特征。各地的产业基础、发展环

境和政府政策等的差异决定了其发展转型的路径各

不相同。老工业区转型路径及其机制可以用路径依

赖理论进行解释。与欧美城市老工业区衰落及重生

由市场机制所驱动不同，中国城市老工业区在很大

程度上是重大的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导致，但也表现

为技术僵化、认识结构同质化、利益捆绑导致不愿意

接受新鲜事物等。石景山老工业区的形成主要是由

于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如将北京

建设为生产型城市)，同时石景山老工业区的形成、

发展乃至转型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央大型国有企

业——首钢的成立、搬迁有关。本文认为，老工业区

转型不仅需要突破原有的发展路径，更需要创造性

地整合企业家和政府等各种资源，升级现有产业或

培育新兴产业，而新的发展路径不是凭空而来，而是

建立在本地发展历史和资源、技术以及产业基础之

上。因此，城市老工业区的转型升级，既是一种路径

依赖过程，也是一种路径创新过程，即路径依赖与路

径创新在工业区转型中总是相伴的。

正如上文指出的，石景山老工业区的创意产业

发展抓住北京大力发展创意产业的历史机遇，依托

原有的工业基础和空间载体，既传承历史文脉与工

业文化，又突破传统的发展方式和路径，实现了区域

高端化和多元化转型。在石景山创意产业发展过程

中，各级政府，尤其是当地的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各地产业基础和转型路径各有不同，但石景山

的经验不仅能够为国内老工业城区发展创意产业提

供经验借鉴，对于老工业城区培育其他新兴产业、实

现城市升级转型也具有参考价值：首先，尽管中国城

市老工业区普遍面临着传统制造业的外迁，部分地

区出现产业空心化，但是在城市老工业区转型过程

中，如果能根据自身优势，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产业发展战略、发展方向、重点产业选择，并盘

活有形和无形历史遗产，就能够减少建设成本，并降

低产业转型的风险。其次，城市老工业转型不能因

循守旧、故步自封，必须开拓进取。要加强新的产业

培育力度，加强制度创新，通过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撑

体系，尤其提供有利的公共设施、财税政策等的支

持，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作保障，扶持区域内新产业

发展。同时，需要积极推进功能区及其载体建设，提

升产业环境，如为企业创新提供开放实验室、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人才孵育、投融资平台等。最后，城市

老工业转型需要注意处理好新旧产业的关系，需要

通过优化环境，营造产业氛围，积极推进企业聚集、

人才聚集和技术聚集，推进产业融合，拓展产业链。

其中，增强创业、创新氛围，培育中小企业，以及加强

科技力量，加大对教育、职业培训的支持力度，构建

产业转型的智力支撑体系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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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ment Path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Urban Old Industrial Area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Shijingshan，Betjing
YIN Yi—meil，LIU Zhi—ga02”，LIU Wei--dongz”，DAI Ju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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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劬met：The transfcl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old industriaI areas is always an urgent and hot topic to study．In re-

cent years，developing creative industr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initiative of fulfilling old industrial areas’revitaliza—

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The current studies 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old iladustrial areas mainly focus on the

status and effectivenes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old industrial gone．but seldom concern the mechanism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this paper，the theorie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creation are employed as the theoretical

tools to study on the mechRIlism and path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old industrial areas，with Shijingshan，Beijing as an

example．The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oncepts of path dependence。lock-in，path creation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explai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industrial areas，and then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Shijingshan old industrial areas and its problems，

then explor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paths of Shijingshan，putting forwards three main paths，i．己。the industri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digitaI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tourism industry；finally，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gO'words：path dependence；path creation；urban old industrial areas；creative industry；Shiji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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