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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摘 要：摘 要：摘 要：“十二五”期间，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

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地区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宁夏等欠发达地区仍处于投资驱动型经济

发展阶段，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区域创新体系更显重要。要结合地区实际，塑造和培育创新环境和网

络，促进产、学、研相结合，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区域创新体系，创新主体，对策，措施，宁夏     

  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创新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创新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区域竞争力，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创新

体系，有助于塑造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主体，培育区域自我发展的能力。  

     一、相一、相一、相一、相关关关关文文文文献献献献回回回回顾顾顾顾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后，创新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熊彼特指出，企业和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

但创新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企业创新成败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因素，还取决于是否拥有良好的创新环

境，包括市场规范程度、政府政策、社会教育程度、公民对创新的认同以及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等。现代

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只有在创新系统中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并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国家或区域创新能力主要

依赖于创新参与者（公司、大学、组织、研究机构、政府机构等）的相互作用。弗里曼（Freeman，1987）

提出国家创新系统并对其进行开拓性研究，之后成为研究热点，推动了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克鲁格曼

（2000）等认为，研究创新体系的最佳空间是国家次一级区域，由于区域聚集创新活动主要基于区域范围。

库克（Philip Cooke，1992）对区域创新系统进行了较早和较全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区域创新体系主

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这种体系

支持并产生创新。虽然区域创新系统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体系，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引起学术

界的重视。  

  我国学者王缉慈（2002）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将区域创新体系界定为“区域网络各个节点（企业、大

学、研究机构、政府机构等）在协同作用中结网而创新，并融入到区域的创新环境中而组成的系统。”柳御

林（2003）认为，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区域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相关联的、推进创新的制度组织网络，

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邹再进（2006）以青海为例，认为区域创

新体系是指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各创新主体彼此密切联系，依靠各种创新资源（如资本、人才等），借助

各种创新条件（如基础条件、政策、法律等），利用各种创新手段（如制度、组织、管理等），建立起来的

有利于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运用的开放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网络体系。国内对区域创新

系统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引起国内学界和政府重视，各地区都在构建技术创新型区域。  

     二、二、二、二、区区区区域域域域创创创创新体系的涵新体系的涵新体系的涵新体系的涵义义义义     

  （一）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区域创新体系（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RIS）是指有利于一个

地区研究、开发、引进、运用和扩散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机构所组成的网络系统。区域创



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创新体系在具体领域和具体地区的深化和细化。其主

要功能在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跨越

式发展。  

  （二）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主体性因素和环境性因素，如下图

所示。  

  1.主体性因素包括企业、教育培训机构、科研机构、政府机构、中介组织和财政金融机构等。企业是技

术创新的主体，教育培训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技术创新的源泉，中介组织是技术创新源泉和技术创新主体

的“桥梁”和“纽带”，政府则是区域创新系统的营造者和维护者，财政金融机构为区域创新提供资金上的

支持。  

  2.环境性因素包括创新硬环境（基础设施、综合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和创新软环境（体

制、法律法规、信用和社会文化等）。各区域创新主体在区域特定的创新环境下互相作用，共同推动区域创

新的发展。  

  （三）欠发达地区构建创新体系的障碍。虽然区域创新体系能够促进创新，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和竞争

力，但一个区域的实际状况往往会对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创新。欠发达

地区主要缺乏相关的本地创新主体，即存在组织“薄弱”问题，创新环境脆弱。因此，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

状况，突出地方特色，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培育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  

  三、三、三、三、宁宁宁宁夏夏夏夏区区区区域域域域创创创创新新新新现现现现状状状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近年来，宁夏经济社会事业显著进步。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643亿元，同比增长13.4%；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345元，同期增长9.4%；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75元，同比增长15.5%。但仍未改变粗

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两高一资”特征明显，区域创新体系薄弱。创新观念和意识相对落后，研发

投入低，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确立，风险投资、中介服务机构不健全，阻碍了技术引进、吸收、消化、

创新及应用；区域创新环境较差，尤其是文化、体制、法律法规、市场环境等软环境较差。  

     四、政策建四、政策建四、政策建四、政策建议议议议     

  （一）发挥政府作用。科学分析区情，做好创新战略规划，制定区域创新政策。  

  （二）实施“科教兴宁”和“人才强区”战略。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发展，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

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  

  （三）优化财政金融结构，发挥金融服务功能。优化公共财政体系结构，加大政府研发投入；支持企业

建立研发中心，加大企业在研发、引进新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支持建立风险投资公

司。  

  （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鼓励建立技术市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专利服务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

科技中介组织，促进产、学、研结合。  

  （五）加强创新环境建设。第一，紧抓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强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第二，培养创新观念和意识，塑造创新文化。第三，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

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第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总之，欠发达地区构建区域创新体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渐进性过程。要做好创新战略规划，选

择合适的创新战略和创新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科技为支撑的区域创新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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