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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金融

其发展
。

马来西亚在 年制定了国家

信息技术规划

只 只
, ,

目标是将马

来西亚转变成知识价值型社会
。

爱尔兰

则选择软件本地化作为产业发展的切入

点
,

并根据欧洲市场不同语言的实际需

要
,

将自己定位为软件产品欧洲版本的

加工基地
。

国外园区都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作为园区规划建设的重点

交通运输的布局是金融后台与服务

外包基地发展的关键
。

国际建设金融后

台与服务外包基地的经验表明
,

只有拥

有便捷的内部交通和园区与外部联系的

公共交通才能提高园区的竞争力
,

增加

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因此
,

国外都把

发展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园区规划

建设的重要内容
。

根据研究
,

在欧洲主要城市
,

地铁和

公共汽车占据了高峰时期交通流量的
,

甚至更多
。

在北美
,

纽约
、

波士顿

和芝加哥等城市公共交通所占比重也接

近 左右
。

亚洲也是如此
,

新加坡达

到以 一 ,

曼谷
、

雅加达和马尼拉也

达到 叫以
。

因此
,

如何组织和对接

好园区与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成为园区

建设的重要内容
。

澳大利亚政府在规划投入大量资金

来加强交通的同时
,

更注重改善园区与

城市交通的对接
。

比如
,

高峰时段限制停

车和私人车辆使用道路
,

取而代之的是

公交及轻轨系统的大力发展
。

在墨尔本
,

有直达园区的多条电车
、

轻轨火车和公

共汽车
,

以满足进入园区的客流需求
。

在

布里斯班
,

使用轻轨火车
、

公共汽车和渡

船来提供公共交通服务
。

悉尼的园区则

是大悉尼的公共交通运输中心
,

其政策

也是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

它通过限

制停车泊位数量来阻止私家车的使用
,

坚决反对使用地面停车场停车
,

停车场

的收费标准奇高
,

主要鼓励入园者短暂

停留
,

而不是全天候停车
。

新加坡政府计划将公共交通系统所

占的份额
,

从目前的 一 增加到

以上
。

为达到这一目标
,

新加坡已规

划建成了比较完善的高速便捷和价格低

廉的公共交通体系
,

形成了通往园区的

公共汽车与地铁网紧密结合的公共交通

网络布局
。

另外
,

为了控制进入园区的过

境车辆
,

公路电子收费系统对进入园区

的车辆实施高额收费
,

这一措施将高峰

期的车流量减少了
。

二
、

国外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园区

建设和管理经验

国外政府都注重加强园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

从国外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产业园

区的经验来看
,

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

是园区发展的根本保证
,

也是世界著名

园区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

国外政府对

园区的投资主要是建设道路交通系统和

市政公共设施
,

以创造园区优势
,

提升区

位价值
。

园区便捷的道路交通
,

高效的信

息网络
,

高质量的生活环境等
,

越来越成

为吸引后台企业
,

特别是服务外包企业

落地生根的重要条件之一
。

印度班加罗尔为消除与硅谷联系的
“

最后一英里障碍
” ,

政府于 年投资兴

建了高速传输数据的微波通讯网络
,

为软件企业和它们在海外的研

发机构提供可靠的数据通信连接
,

同时还

设立了第一个国际商务支持中心
,

配备全

套先进的服务设施
,

通过虚拟办公室提供

小时服务
,

及时反馈市场信息
,

力争实现

本土公司与境外企业之间联系的即时化

和同步化
。

伦敦道克兰园区在开发建设中曾出

现过无力改善基础设施
,

开发投资不足

而使很多公司撤离
,

大量资金撤走
,

空置

率一度达到 的教训
。

为此
,

政府下

决心在 年开始大规模扩建城铁
、

加

强交通环境的改善
。

经过几年努力
,

吸引

力又重新回升
,

办公用房出售率上升至
。

巴黎拉德芳斯园区从无人问津到

门庭若市
,

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在低谷时期政府坚持对市

政设施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
,

而且先行

在园内开发建设高档公寓
,

提升了人气
,

逐步吸引了大批机构入驻
。

马来西亚注意加强园区与城市的交

通基础设施对接
,

大力发展远洋运输和

港口建设
,

增设国际国内航线
,

便利园区

人员出入
。

新加坡除建设高标准的海
、

陆
、

空及电信通讯网络外
,

还加强了园区

高效率的交通网络包括地铁
、

计程车和

巴士建设
。

东京新宿园区在全面开发之

前
,

政府率先对区内包括高速公路
、

广

场
、

花园等交通
、

市政和公共设施建设投

入巨资
,

把
“

生地
”

变成
“

熟地
”

后再投

向市场
,

开发周期大大缩短
,

投资环境大

大改善
,

很快吸引了大量后台和外包企

业入驻
。

园外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园区都

注重提高物业管理水平

国外发展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产业

园区的经验表明
,

良好的物业管理水平
,

特别是提供个性化服务对吸引外包企业

起到重要的作用
。

服务外包企业一般都

是高科技企业
,

对物业管理有着较高的

要求
,

在较九鳃熬的园区
,

非常注重引进高

水准的物业管理公司
,

以提升整个园区

的物业管理水平
,

甚至有的园区根据企

业的个性化需要
,

提供量身定做的物业

服务
。

年代中期以来
,

美国曼哈顿园区

有效地引进了高水准的物业管理公司
,

使物业管理不断向高级化和人性化方

向发展
。

物业公司通过近 年的努力
,

对原有的物业管理不断进行升级换代
,

达到了园区物业结构
、

物业价值与区

域经济价值的平衡
。

从园区物业层次

上看
,

由于曼哈顿园区的发展定位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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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

确了建立高档物业管理体系为主的区

域商务功能发展方向
,

通过物业调整

与置换
,

使曼哈顿中心区的物业价值

达到了与该区经济价值相适应的良性

发展态势
。

从园区产业结构看
,

园区内

高档物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巩固了金融
、

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聚集
。

这些金融机

构在该园区的聚集
,

一方面为该园区

提供了巨大的财政税收
,

区可以不断

加强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完善 另一方

面
,

为园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

也

带动了区域的商业消费
。

巴黎拉德芳斯园区物业管理
,

努力

满足入驻机构个性化要求
。

世纪

年代
,

金融保险业
、

商业服务业
、

信息

咨询业的快速发展对园区内物业升级

提出了新的要求
。

为了适应这种需求
,

法国拉德芳斯开发公司 。

只 ,

简称 开始对写

字楼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和改造
,

如

建筑物外部形态
、

室内空间生态
、

智能

化设计和设施配置的提升换代
,

为不

同性质
、

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公司

度身定制差异化的办公空间
。

与此同

时
,

在改造中推广节能技术
,

强调城市

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
,

努力为

入驻企业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

经

过不懈的努力
,

每家进入拉德芳斯的

公司都得到了符合其要求的办公职场
,

实现了物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

三
、

国外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园区

营销推广和招商引资经验

制定立体化的营销推广方案是国

外园区对外宣传的孟要手段

考察国外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产业

园区
,

立体化的营销策略是它们成功的

重要的经验
。

所谓的立体化营销推广
,

就

是除了传统的广告宣传以外
,

还通过会

展
、

论坛
、

考察交流
、

出台政策
、

政府推

介和招商引资等多种方式进行营销推广
。

加快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园区的建设
,

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策环

境
,

而且积极有效的营销推广活动也是

园区发展的关键环节
。

伦敦金融城的面积只有一平方英

里
,

伦敦人都称之为
“

那一平方英里
”

“ ” ,

是伦敦市 个行

政区中最小的一个
,

金融城有自己的市

政府
、

市长
、

法庭
,

是伦敦市中名副其

实的
“

城中城
” 。

一般城市的市长要关

心市民的衣食住行
,

但金融城的市长最

关心的是如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

让

入驻机构安心做生意 要为入驻机构提

供丰富的商业信息
,

为他们带来更多的

赚钱机会 制定立体化的营销推广方

案
,

想方设法吸引更多的公司来金融城
“

安家落户
” 。

伦敦金融城市长还扮演英

国金融服务业
“

特别大使
”

的角色
,

每

年约有 天时间在国外
,

有 天时间

在全国各地推介
。

相应的金融城当局的

中心工作也是迎接和会见各国有助于提

高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政治家
、

银行
、

监管部门
,

策划与外国政府及监管部门

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和交流
,

以提升伦敦

金融城的全球声誉
。

印度的班加罗尔在纽约
、

伦敦
、

东京

等全球金融中心城市设立了 小时的宣

传服务机构
,

为有兴趣的企业提供情况

介绍和投资咨询
。

利用各种机会同国际

金融后台服务企业和外包市场开展全方

位的交流与合作
。

爱尔兰
、

马来西亚和菲

律宾等国政府在园区推介上也有新创意
。

特别是在园区招商方面
,

都是政府牵头
,

出台优惠政策
,

利用多种手段营销推广
,

帮助园区提升知名度和吸引力
。

另外
,

还

积极采取走出去战略
,

主动与国际知名

企业接触交流
,

提供量身定做的入园方

案
,

以争取它们的落户
。

突出特色发挥优势是国外园区招

商引资的孟要特点

在吸引外包服务企业落户和引进机

构方面
,

园外金融后台与服务外包产业

园区都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
,

拉近与发

包方的关系
,

其中利用语言
、

血缘
、

世象

和文化等因素
,

积极对接国际市场就是较

为常用的做法
。

印度充分利用血缘和语言的优势
,

培养了大批服务外包的技术型人才
,

这

些人才成为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条

件
。

不仅如此 印度还采取
“

走出去
”

战

略
,

大量参与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计划

和项目
。

在美国硅谷
,

不少印度人已走上

了高层领导岗位
,

拥有一定的管理和分

包项目权力
。

印度金融后台和服务外包

产业园区建设就充分发挥了美籍印度人

的这种沟通作用
,

借助他们积极开拓了

美国市场
。

同时
,

政府也鼓励美籍印度人

回国创业
。

爱尔兰充分利用语言和文化的优势

承接外包服务
,

在美国 强企业首席

执行官中
,

爱尔兰裔占了近
,

微软公司

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是爱尔兰后裔
。

爱尔

兰极为重视这一资源
,

积极推动美国企业

选择爱尔兰为外包基地
。

比如
、

微

软
、

甲骨文等公司不少面向欧洲国家产

品的本地化
、

欧洲化
,

都是在爱尔兰制作

完成的
。

加拿大也充分利用与美国在文

化
、

地缘方面的优势
,

吸收美国的高端后

台业务
,

并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多层次的

外包服务
。

捷克则主要利用地处东西方交汇处

的地理位置优势
,

为西欧国家和美国等

提供了许多个性化的服务外包业务
。

而

菲律宾的宗教
、

文化
、

教育
、

法律体系接

近欧美国家
,

的人能流利使用英语
,

熟悉西方商业游戏规则
,

从而获得了大

量的服务外包订单
。

新加坡将自己打造

成融合东西方文化
、

交通便利
、

商业繁荣

和政策优惠的国度
,

以求吸引附加值较

高的外包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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