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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 “绿色转型"正当时 

石景山区在区域总体发展定位上的积极探索，经历了 “CRD定 

位_ 丰富CRD内涵 新审视—__于比判继承 都绿色转型 

示范区”的不断优化、完善与扬弃的过程。 

文 l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 刘宪杰 

石景山区是北京传统的重工业区。—直以来， 

以首钢为核心的重工业在石景山区经济社会发展中 

占有重要地位。随着首钢的减产搬迁，石景山区主 

导产业出现 “真空”，经济总量锐减，就业、社会保 

障的压力巨大，区域持续快速发展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压力和挑战。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石景山区 

最终明确了“首都绿色转型示范区”的发展定位。 

定位大考 

奥运申办成功加快了北京产业空间布局调整 

的步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石景山区主动适应奥 

运城市建设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区域发展新定位， 

加快区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2004年石景山区 

开展了《石景山区发展定位研究》。2005年石景山 

区提出“首都休闲娱乐中心区(Culture Recreation 

District，简称CRD)”的发展定位。2006年1月公布 

的石景山区 “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丰富了℃RD 

文化内涵，明确cRD为“集文化创意、商务办公、 

多 科技服务、休闲娱乐、旅游会展等功能为一体的首 
一 都文化娱乐休闲区”。 

石景【【_J区转型的 cRD定位是石景山区在促进产业战略转型， 

核心避要进行经 谋求区域经济持续发展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基本 

济转型，需要培 顺应了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总体要 

育出能够支撑区 求。但从北京市对石景山区的功能定位要求、石景 
域经济持续发 山区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cRD定位的基本内涵 

和区域财力持续 等方面来看，cRD这一定位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 
t∞ 0 i l i， 对指导区域转型发展具有一定局限性： 

一  

一 是不能较好地体现北京市对石景山区的城 

( 市功能定位要求。北京市赋予石景山区“一区三中 

／／ 心”的城市功能定位，即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职 

能中心、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CRD 

定位无论从字面上看，还是从内涵上看，对 “一区三 

中心”中“文化娱乐中心”的定位要求有较好的体 

现，但很难满足“城市职能中心”、“综合眼务中心” 

的功能定位，与 “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发展要求还 

有一定差距。石景山区作为城市功能拓展区，要实 

现 “三中心”的职能，提升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 

用，提高对周边地区综合服务能力。石景山区要实 

现这些功能就必须提高区域发展定位的层级，使其 

能够包涵更多的城市功能，体现复合功能作用。 

二是对转型期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作用有 

限。金融保险、研发服务、信 艮务、商务服务等生产 

性服务业是北京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支撑经济 

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区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 

cRD定位对文化休闲产业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其服 

务对象主要以当地居民生活消费为主。石景山区空间 

资源有限，很难承载大型的、面向区域外消费者的服 

务项目和内容。同时，从财政贡献角度来看，这些生 

活陛服务业主要面对个人消费者，很难保障消费税上 

缴的有效性，对未来经济发展难以形成强力的支撑。 

石景山区转型的核 是要进行经济转型，需要培育出 

能够支撑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和区域财力持续增长的 

产业，而cRD定位难以满足石景山区经济转型对于区 

域经济持续发展、财力持续增长的要求。 

三是对高端产业要素的吸引力不强。近年来石 

景山区不断扩充CRD范围，赋予其文化创意、商务服 

务、高技术产业、休闲娱乐、旅游会展等产业内涵，但 

是，由于cRD概念本身所传达的信息和理念是“文化 

娱乐休闲”，对除了文化休闲以外特别是具有较大容 

量的商务眼务、金融服务等产业的吸引力不强。据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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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区政府关于区域形象的社会调查显示，绝大多 

数受访者不能确切说出CRD的准确内涵，对CRD概 

念的认知度比较低，cRD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的 

吸引力与政府的期望值存在很大的落差。 

破解瓶颈 

鉴于cRD定位存在一定的局限陛，石景山区在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首都绿色转型示 

范区”的总体发展定位。具体而言，这一定位主要 

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 是紧扣石景山区全面转型的区情。石景山 

区的转型源于首钢。“全面转型”将是石景山区别 

于其它区县的核心特征。“首都绿色转型示范区” 

的总体定位重点突出了 “转型”这一特色，能够更 

准确地把握 “十二五”时期全区的核心工作和 “大 

调整、大建设、大发展”的工作主基调，同时也有 

利于更好地配置资源，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全面转 

型期所面临的各项突出矛盾和问题。 

二是把握了北京市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路。总 

体上看，北京发展战略经历了以重工业为核心、以 

服务业为主导和以“首都经济”为战略的三个阶段 

演变过程。2010年北京市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 

宏伟目标，未来将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 

经济总量、提高交通运输承载力、加强国际资源要 

素聚集。“首都绿色转型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引导 

石景山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吸引企业总部 

等高端服务要素，推动区域主导产业由重工业向服 

务业转型，紧密结合了北京市产业发展方向，强调 

了对北京市发展战略的落实。 

三是顺应了国内外发展形势的新变化。以绿 

色、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 

产生深刻影响，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命科 

学与信息新技术得以大规模开发应用，科技引领和 

理念突破将成为“创新时代”核心点。从国内来看， 

国家将加大支持力度，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我国 

产业发展方向，推动经济转型。“首都绿色转型示范 

区”明确了石景山区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即以创 

新、创意引领经济社会各项建设，推动发展方式由资 

源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实现 “绿色转型”。 

四是提升了石景山区功能定位。石景山区位居 

长安街西延线与西部发展带交汇的核心区位，拥有 

独特的区位优势，应当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 “首都绿色转型示范区”明确 

承担更多的功能、责任和义务。近来，北京市提出了 制 即以创新、创意引领经济社 

将通州、石景山打造成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新的增 嘉曩 薹 霎嘉 
长极的战略构思。“首都绿色转型示范区”的总体定 现“绿色转型”。 

位就是要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大背景 加快培 

育新的主导产业、大幅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实 

现城市职能由传统工业区向综合型的城区转变。 

五是明确了在北京乃至全国的示范作用。石景 

山区的转型，是由以重工业为主要基础支撑的社会 

形态向以服务业为主要特色的社会形态的转变。作 

为传统的工业区，石景山区转型不仅要对全区今后百 

年的成长发展奠定基础，在全国进入工业化中期，未 

来逐步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迈进的时代背景下’还 

要积极为首都乃至全国传统工业区转型升级探索道 

路、积累经验。“首都绿色转型示范区”的总体定位 

突出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特色，要求石 

景山通过创新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为北京乃至 

全国转变发展方式提供经验和示范，成为全国工业 

区转型发展的样板区和示范区。 

石景山区在区域总体发展定位上的积极探索， 

经历了 “CRD定位——丰富CRD内涵——重新审 

视——寸比判继承— 首都绿色转型示范区”的不断 

优化、完善与扬弃的过程。石景山区的经验表明，区 

域发展定位的确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探索过程 

中，要立足区域发展实际和长远发展需求，勇于否 

定自我，不断超越自我，最终明确发展定位。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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