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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4。采取模块化设置，通过每个社区调研的差异进行适配性的模块重组。采用适宜
老年视听条件且符合适老化的设计方法，弱化老年用户对智能服务设施的抵触感。最终
确定互动参与式方法下的未来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设计方案，见图5。	

未来社区公共设施适老化功能需以结合老年用户日常需求为导向，满足老年人需
求多样性、生活便捷性和出行舒适性。互动参与式方法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进而提炼和
概念转化的不断完善设计的过程。基于互动参与式方法下研究适老化未来社区公共设施
设计，充分采纳三类老年用户需求、监护者的意见并直接现场与设计者进行交流，深入
调研并构建了典型用户的显性需求与隐性需求，采取设计性的思维将社区公共设施功能
与老年用户可见需求进行结合，不断优化与进行可行性测试并反馈，最终设计出符合适
老化的未来社区共享智慧服务亭。	

注：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编号：XJK18BGD003）研究成

果；广西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编号：2020QGRW037）研

究成果；桂林信息科技学院校级课题（编号：XJ202061）研究成果。

图5  公共设施方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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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流市工业园区民营经济建设规划早、起步早，一直有着良好的民营经济基础。2001年开始
规划建设北流市工业园区；2002年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北流市工业园区正式命名为广西北流日用
陶瓷工业园区；2006年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联合审核，广西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
区被确定为自治区级A类工业园区。近年来，北流市按照“一区多园”“项目向园区集中、产业成集群
发展”和民营经济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发展思路，以广西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区为龙头，示范带动、同
步推进民安陶瓷建材产业园、鑫山电子产业园、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家具产业园、农民工创业园等
其他产业园规划建设，逐步形成“一区多园”的工业园区发展格局。当前园区已经发展至2.0产业园阶
段，园区产业不断集聚、特色日渐突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陆续跟进，并朝着以产城融合和产业链
条延伸为特色的3.0版工业园区迈进，未来也将进一步朝着工业园区4.0版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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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市工业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28.62亿元，

同比增长7.8%
完成工业增加值28.47亿元，同比增长6.4%
完成税收6.59亿元

完成工业项目投资20.67亿元

完成基础设施1.78亿元

完成标准化厂房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投资约17亿元

二、工业园区存在的问题

当前北流工业园区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当前工业园区的定位和功能偏重于工业
生产职能，其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生产和生活、就业和居住发展不均衡。二是
工业增长方式较粗放，主要产业产品大多属于上游产业，以低端产品为主，产业和产品的科
技含量不高，强优企业和名牌产品较少，市场竞争力不强，受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比较大。
三是地形条件复杂，园区内部及周边村庄密集，征地拆迁难度大、工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同
时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多，电信、移动、联通、国防线路的搬迁也影响园区的建设。四是绿色
发展理念压缩传统产业发展空间。北流市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陶瓷、建材、林产化工等受到
资源与环境的制约，环境保护对发展的制约日益增强。此外，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特别是
路网对接仍存在一些不足，供电、供水及污水处理等设施也由于行政界限和各自为政发展建
设的制约，未能充分实现资源的综合集约利用，造成了衔接不当和不必要的重复建设。

三、主导产业选择

（一）产业发展条件

根据SWOT模型分析，广西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发展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其中区
位、资源、产业基础优势明显。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劣势，主要集中在科技支撑薄弱等方
面，见表1。

一、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

北流市围绕打造“一路五园”经济走廊，大力实施园区攻坚大行动，统筹推进了
工业大道提升工程和陶瓷建材产业园、农民工创业园、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家居产
业园、帝森科技园的规划建设，各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大突破，工业园区经济发展速度
和水平得到较大提高。2020年1—12月，北流市工业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128.62亿元，
同比增长7.8%；完成工业增加值28.47亿元，同比增长6.4%；完成税收6.59亿元；完成
工业项目投资20.67亿元；完成基础设施1.78亿元；完成标准化厂房道路管网等基础设
施投资约17亿元。入园企业170多家，全部为民营企业，其中规上工业企业86家、亿元
以上工业企业70家、高新企业5家；园区内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5000多个；路宝水
泥、南达时装、帝森科技等一批影响深远的工业项目竣工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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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产业发展SWOT分析

优    势 劣    势

区位交通优势
处于两广交界之地，有“粤桂通衢”
之称，经济区位优，受珠三角和广
西北部湾经济区的辐射。

基础设施
欠缺

大部分尚无基础设施建设，这势必增加入园企
业的投资成本，提高开发门槛。

人力资源优势 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多。
人才科技
支撑薄弱

科技支撑实力不足，缺乏高新技术人才，劳动力
的素质、效率相对偏低，年龄偏老化。

要素成本优势

基准地价、仓房租金、人力成本、工
业用电成本、用水成本明显低于珠
三角、泛长三角地区。

北流是综合性农业区，农业资源较
为丰富。

征地拆迁
难度大

由于园区涉及周边村庄较多，征地拆迁困难，造
成短期内无法使用，影响了工业园区的开发建
设进度。

产业基础优势
目前日用陶瓷、水泥、皮件、农林产
品加工、机械、电子制造、制药等产
业具备一定基础。

土地开发
不集约

园区土地储备量不足，处于边征地边引商边建
设状态，“见缝插针”无序布局情况普遍。

机    遇 威    胁

区域协同机遇

西江—珠江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玉—北”同城化等区域发展
战略为北流带来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政策争取、投资吸引等机遇。

主导产业
持续下行

日用陶瓷和水泥产业近几年来持续下行，从产
业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态势来看，短期内很难
有大的突破。面对主导产业下行，北流工业必须
找到新的主导产业。

产业转移机遇
所在区域是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重
要承接地，将有机会承接珠三角转
出的产业。

环保压力
持续增加

国家为实现环境优化、绿色发展，加大环保力
度，相关政策频出；北流工业经历数十年的发
展，面临的环境问题突出，特别是传统产业（陶
瓷、水泥）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

新兴产业发展
机遇

市场需求的变化大及技术的发展
迅速，将推动八大新兴产业的快速
发展，给北流工业园区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

区域竞争
激烈

与广西其他的园区相比，北流在工业发展水平、
园区规模、技术能力等方面均不占优势，因此在
招商引资、发展产业集群及获取政策支持等方
面具有较大的竞争压力。

（二）产业选择依据

根据发展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集群、产业价值链、产业梯度转移等理论，基于北流市产
业发展基础、资源环境条件和发展方向，广西北流市日用陶瓷工业园区主导产业选择应考虑以下五
个方面。

1.产业基础（要素禀赋理论）

北流市已形成陶瓷、服装皮革、林产化工、健康食品等优势产业类型，是玉林市和广西重要的
服装皮革产地、广西重要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产区、全国新兴陶瓷产区和重要出口基地和日用陶瓷重
要产区之一。雄厚的产业基础是主导产业选择的重要依据。

2.发展潜力（比较优势理论）

根据现状调研和数据统计，当前在广西范围内，北流市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为建材产

业、陶瓷产业、服装皮革产业、林产化工产业和健康食品产业。路宝水泥、南达时装、帝森科

技等一批影响深远的工业项目竣工投产，三环陶瓷小镇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

3.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理论）

目前广西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初步形成了以四大产业园区为主的“一区多园”格局，包括

以陶瓷、建材产业为主导的民安陶瓷建材产业园，以电子、服装、彩印包装、食品、制药等轻

工业为主导的鑫山电子健康产业园，以家具、皮件制品为主导产业的田心皮件林业产业园，以

及以宠物玩具产业为主导的南部宠物玩具产业园。陶瓷、健康食品、服装皮革、电子信息、家

具制造等产业已成规模集群优势，尤其是陶瓷产业、健康食品产业、家具制造产业、服装皮革

产业在全区已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

4.依托主导产业链延伸（产业价值链理论）

陶瓷建材产业以陶瓷生产和水泥建材生产为核心，上游配套发展资源开发产业和研发设计

行业，下游延伸布局商贸物流、经纪代理行业。健康食品产业和毛织服装产业以健康食品和毛

纺织服装皮革产品的生产为核心，上游衔接市域农产品种养殖业。林产化工产业以家具制造和

林产化工产品为核心，上游衔接林业种植业和板材加工业。

5.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珠三角产业转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趋势。北流市若要更好地吸引珠三角产业转移入驻，就要把握好当前转移

的趋势，抓住以高科技产业转移为主导的契机，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和优越的政策等优势，

争取吸引珠三角大型龙头企业入驻，从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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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导向

与北流市工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主要有：《广西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玉林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玉林市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北流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1—2030）》《北流市镇村体系规划（2011—2030）》《北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北流市工业发展规划（2018—2020）》，各文件对于北流市工业发展
产业的选择详见表2。

表2  政策导向下北流市工业产业选择

政策文件 主导产业选择

广西桂东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建材、机械制造、电子信息

玉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陶瓷产业、健康食品、服装皮革、水泥建材

玉林市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建材产业、陶瓷产业、皮件加工产业

北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日用陶瓷制造业、水泥建材业、电子、制药业、皮件加工、
林产化工、食品和机械制造

北流市镇村体系规划（2011—2030）
日用陶瓷制造业、水泥建材业、电子产业、医药制造、				
皮件加工业、林产化工业、食品产业、机械制造产业

北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要

陶瓷产业、水泥建材产业、皮件服装、食品制药

北流市工业发展规划（2018—2020） 陶瓷产业、服装皮革产业、健康食品产业

（四）主导产业选择的确定

综合考虑北流产业现有条件、产业选择依据和政策导向下的主导产业选择，借助产业适宜
度评价表，对多因素下汇总的主导产业进行打分测算，确定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区主导产业选
择为建材产业、陶瓷产业、服装皮革产业、健康食品产业和林产化工产业，见表3、图1。

 四、主导产业发展策略

（一）陶瓷建材产业

以广西北流日用陶瓷工业园区为载体，以陶瓷小镇建设项目为平台，以三环、新高盛等企
业为龙头，集聚发展日用陶瓷、工艺陶瓷、建筑陶瓷、卫生陶瓷、电子陶瓷、电工陶瓷、化工
陶瓷、纺织陶瓷为主体的陶瓷产业集群，打造“中国陶瓷名城”加快发展中高档日用陶瓷，加

图1  多因素下主导产业汇总示意图

表3  产业适宜度评价表
                  适宜度评价

产业类别
拥有比较

优势
现状产业

集聚
适应产业

转移
位于产业

链核心
符合政策

导向 总分

建材产业 2 3 3 3 2 13

陶瓷产业 3 3 3 3 3 15

服装皮革产业 3 3 3 3 3 15

健康食品产业 3 3 3 3 3 15

林产化工产业 1 2 3 2 3 11

机械制造产业 2 3 3 3 2 13

电子信息产业 2 2 3 3 2 12

生物医药产业 1 1 3 3 1 9

印刷包装产业 1 2 2 2 0 7

家具制造产业 3 3 2 3 1 12

汽车产业 0 0 3 3 0 6

石油化工产业 0 0 3 3 0 6

轻工产业 2 1 3 3 1 10

有色金属产业 0 0 3 3 0 6

农产品深加工产业 3 3 3 3 2 14

注：适宜度		3分（非常适宜）；2分（适宜）；1分（基本适宜）；0分（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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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陶瓷产业结构调整，以“园中园”模式建设高技术陶瓷产业园，大力发展陶瓷创意产
业，创造品种齐全、精品荟萃、瓷走天下的瓷都繁荣景象。推进陶瓷产业两化融合，提升
产品的科技含量，培育一大批高科技陶瓷新材料企业。发展机械、包装、印刷等配套生产
企业及仓储、运输、物流、商检、监管等配套服务行业，形成生态环保的陶瓷专业特色园
区，努力打造成为自治区产城互动试点园区、全国最大的薄板陶瓷基地。

（二）服装皮革产业

以农民工创业园为主的产业集聚区为载体，集聚发展以服装皮革原料生产，服装皮
革产品设计、加工，服装皮革服饰配件，服装皮革产品包装为主的服装皮革产业集群。强
化社会化分工协作关系，鼓励龙头企业整合服装加工小企业，积极引导棉纺织和印染精加
工、麻纺织及印染精加工、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及服装小五金配件表面处理等配套综合
加工产业集聚发展，提高下游产品综合配套服务能力和产业集约化程度，形成产业集群区
域。加快推动现有的服装皮革企业转型改造升级，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设备，向高、深、
精方向延伸服装皮革产业链，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服
装企业，补齐中高端产品短板。利用电子商务等高科技手段，实现技术融合、产品融合、
业务融合和产业衍生，从而推动传统服装产业升级换代。

（三）健康食品产业

以中国一东盟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为主的产业集聚区为载体，以乐美柠檬、百嘉食
品、宏邦食品等企业为龙头，集聚发展特色农副产品加工、乳制品深加工、禽畜肉类产品
深加工、冷冻及罐头食品、休闲养生食品、保健食品等健康食品产业，重点推进宏邦食品
等龙头企业（品牌）的规模化、集团化、品牌化发展。在优势产地建立大型果蔬釆后工作
站，综合形成包括清洗、分级、加工、包装和贮藏运输设备为一体的初深加工体系，大力
发展冷链物流、配送、包装、印刷配套产业。着力通过标准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等现代农
业生产方式，将资金、技术、场地、人才汇聚起来，提升园区管理和发展水平，创新园区
体制机制，推动园区向创新型、特色型、生态型发展。

（四）林产化工产业

以北流家具产业园为主的产业集聚区为载体，集中发展异型胶合板家具、轻化产品深
加工、日用化工、红木高端家具、精细化工等林产化工产业集群，打造“一街、两镇、三
区、百亿、千企”集聚发展模式。着力建设生态木材加工产业园区，吸引珠三角地区的木
材加工企业规模化向北流转移发展，带动木材加工配套产业和家具制造产业集聚发展，形
成木材深加工及家具制造产业全链条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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