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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武 昌区的 区位优势 即科研和教 育优势 ，提 出了本 区的区域 开发创新体 系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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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 昌区创建 区域开发创 新体 系的 

优势条件 

(1)科研机构众多，高等教育发达。武昌 

区一个明显的优势是与众多的科研院所和 

大专院校临近 ：区内有著名学府武汉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中南财经大学 、湖北大学等 

高等院校以及中科院武汉分院及其下属科 

研机构：区外有国家级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 

区和中国光谷。这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 

知识与技术创新 的载 体 。“近水楼 台先得 

月”，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源优势。“他山 

之 石 ，可 以攻玉 ”，可 以充 分利用 和发挥 这种 

优势 。加强与其合作 ，不拘一格地引进人才 

和科研成果 ，为武昌区的资源开发及经济发 

展作出贡献。因而武昌区完全具备区域知识 

与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 

(2)产业基础雄厚 。小企业集群初具规 

模。武昌区经过长期的发展 ，已具备深厚的 

产业基础。区属工业企业发展迅速。资产存 

量逐渐增大；服务业 日益发达 ，商业兴旺；主 

要综 合 经 济指 标 GDP的年 增 长率 达 到 

15-22％。这些都是创建区域开发创新体系的 

经济基础。 

更为引人注 目的是小企业集群 的规模 

化。武昌区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原则 。 

将小企业积聚起来 ，使之共享资源 ，产生规 

模效应。具体的做法就是兴建都市型的工业 

园区 。吸纳小企业人 园。发展到现在 ，武 昌区 

已有 14个街区．几乎每个街区都已建有或 

在建工业园区。其 中，已建的工业园区有 13 

个 ，在建 的工业园 区有 l6个 。这些 以工业园 

为依托的小企业集群目前已初具规模，而且 

面临着产业升级与改造的问题 ，可以其为基 

础组建 区域开发创新体系的知识与技术应 

用 系统 。 

(3)职业教育与培训日臻完善。武昌区 

区 内各类 职业 技术 学校 为 数众 多 ，发 展迅 

速 ，特别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近年来人学 

人数增长迅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才的 

需求量上升 ，各种形式的培训在区内大力发 

展。民间的培训机构大量介入 ，而以区街两 

级为主的政府职业培训模式也逐渐形成。这 

些培训形式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构成了武昌区区域知识传授系统的基础。 

2 武昌区区域开发与创新体系的建 

设 

(1)做好合作的总体规划。这方面要做 

到两点 ：一是针对性 。即每个街道的工业园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作的类型与方式 ；二是 

宏观把握 。工业园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可由区 

政府的相关经济部 门统一筹划与部署。同 

时，工业园区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引进与合作 

协调机制 。既要促成各个工业园区之问的合 

作。又要保证它们 的适度竞争 ；在合作的方 

向上，必须针对传统产业如金融 、制造、机械 

等行业的技术革新与改造 ，同时又必须面向 

信息产业 、光机电产业 、生物环保等具有前 

瞻性 的产业 。 

(2)实行多元化的合作与引进。①通过 

每年的大专院校或武汉市举办 的招聘会 引 

进专科生、本科生和硬博研究生人园就业； 

或者聘用在校的学有专长的优秀学生兼职 ； 

或者达成定期协议 。聘请高校教授 、专家学 

者对园区的发展进行 发展规划指导和技术 

指导。②加强与科研院所的联姻，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就其适用于园区经济发展的科研 

成果达成产业化协议 。并在产出成果的分享 

上给予一定程度的让步。③实行各种优惠政 

策吸引外地外省人才和学成归国有海外学 

子到园区创业。④采取开放政策。鼓励各类 

有产业带动性的校办企业人园共谋发展．发 

挥其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作用。⑤采取租借 

的形式。与本区工业园所需的专业人才单位 

签订人才租借协议 。这样既节省了成本又达 

到了使用人才的目的。 

(3)政府扮好合作过程 中的。红娘 ”角 

色。与科研院所的合作 。政府要做的是为引 

进与合作开通渠道，加弓晕工业园区与科研院 

所的联系。为之牵线搭桥。此外，区政府和下 

属的街道可以出台各种优惠的政策 、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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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对于来本区投资兴 

业的投资者 。除享受国家和武汉市人民政府 

锅定的优惠政策外 ，还可以在区级财税、规 

费征收上给以优惠政策；对于本区引进的高 

级管理人才和高级科技人才，要在住房 、工 

资报酬 、补贴上给以优厚的待遇。 

(4)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园”、“科技研发 

基地”及“科研成果转化基地”。武昌区根据 

结构调整和新型产业发展的需要 。实现产学 

研一体化。中间就必须有一个“孵化器”。基 

于这种 考 虑 以及 长远 的 科技 开发 与创 新 的 

打算。可在区内创建一批“科技创新园”、“科 

技研发基地 ”和“科 研成果转化基 地”。 

基地的投资建设可 以采取与大学或与 

科研机构合创的形式：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 

出成果 ，政府 出资 ，共同管理 ，共享投资成 

果 ；也 可 以面 向科 技 型企 业招 标 ，政 府 与企 

业共同投资。在建设的过程中，可以依托东 

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中国光谷的辐射功能 ， 

大力引进和发展信息产业 、光机电产业和生 

物医药等高新技术的产业群体 ，在成果转化 

的过程中也带动产业 结构的调整 。 

(5)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首 

先，加强职业技术学校的建设。①要规范职 

业技术学校的办学 ．实施对学校办学条件及 

硬件设施的年度检查制度。②帮助职业技术 

学校改进专业设置。要面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要求 。在设置上剔除过时的专业 。引进一 

些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专业，如信息、机电、 

金融类等等。③提高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学质 

量。武 昌区可 以加 强对本 区内职业技术学校 

教学质量的评定 ，主要参考指标是毕业学生 

的就业率 、学校的师资力量 、教学设施的硬 

件设备等。对毕业学生的技术等级考试及评 

定工作更是要从严进行 ，劳动部门要严格把 

关 ，确保等级证书的含金量。其次．完善区域 

培训体系。武昌区的培训体系是以区街二级 

培训为主体 ，区级 以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培 

训 中心 为主 ，街 道一级是 以街道 的就业 服务 

中心的培训为主。随着武昌区经济发展 ，区 

街两级的培训内容亟待更新．培训的层次亟 

待提高。除了保证培训的社会保障功能外． 

可以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 。按照以市场的 

需求确定培训任务的原则来更新培训内容 、 

提升层次。这里，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培 

训人员的问题 ，一个是培训场所和相关设备 

的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 ，可以利用武昌区 

的 区位 优 势 。与 

大 专 院校 及 一 

些 企 业 达 成 合 

作意 向。根据培 

训 的内容 ，请专 

业人员 、学者或 

企 业 中高 级 职 

业 经 理 人 和 技 

术 工 人 执 导 培 

科研成果 —] 
— — 智力成果投人 转化基地 技 ：改遣【甸新 与扩散． 

科研院所 人才资源合作 叫 卜费 L一  和 
大专院校 ．产业成果分享 

一

智力资源需求 都市工业园 
反馈 (企业集群) ． 接人(产业结构升级) 

训工作。至于后一个问题。则需要加强培训 

场所的硬件建设 ，也可采取租借的方式。 

3 武 昌区 区域开发创新体 系的运作 

模式 

3．1 系统 的内部循环过程 

在这个系统中．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位 

于 知识 技术创新 系统 。科研成果 转化 基地与 

都市工业园位于知识开发与应用系统。在区 

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工业园与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合作 ，由科研 院所或大专院校向工业 

园或科研成果转化基地投入智力资源 ：后者 

进行技术改造 、创新与扩散 。同时注入内部 

资金 ，吸收风险投资，将其产业化 ，产生创新 

企业 ；将创新企业接人工业园 ，发挥其辐射 

作用 ，带动园区内企业集群的产业结构升 

级 。以工业 园和科研 成果转化基地 为主的知 

识技术应用系统，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向科 

研院所或大专院校反馈投资效果。并与之分 

享产业化成果 。这样就构成 了开发 与创新系 

统的内部循环，即“科研成果或人才资源投 

入一(科研与产业结合 )知识技术创新、改造 

与扩散一注人资本 ，产生创新企业一都市工 

业园产业结构调整一对人才、科研成果需求 

扩大一人才引进、科研成果投入”。当然 ．区 

域开发与创新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工 

业 园和科 研 成果转 化基 地 的研发 能 力逐 步 

增强 ，在产业内部也能产生 良好循环 ．拥有 

自我开发、自我发展的能力。 

3．2 系统 内部的几 组重要关 系 

第一，政府、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与都 

市工业园的关系。如前所述．政府的角色是 

“红娘”，一方面要对都市园区的发展进行整 

体规划 ，另一方面要进行政策与投资环境的 

建设，为二者的合作牵线。至于都市园区与 

科研院所或大专院校，则表现为生产要素与 

产业的合作关系。 

第二，科研成果转化基地与都市工业园 

附圈 

的关系。前者由区政府与科研机构或其他投 

资实体合作创办，充当知识技术或科研成果 

产业化的“孵化器”。而后者是有各自利益的 

企业集群，是产业化的经济实体。因此，两者 

不能截然分开 。但又要处理好投资与受益的 

关系 ，工业园在享有产业“孵化”成果的同 

时，必须支付费用。 

第三，都市工业园与创新企业的关系。 

创新企业是科研成果经过产业“孵化 ．由工 

业园经过技术创新与改造及各方风险投资 

者出资所最终形成的成果 ，因而 ，其所有权 

主体多元化。工业园并不拥有对创新企业的 

全部产权 ，但作为产业化的成果 ，以一定经 

济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工业园内．这也是工业 

园企业集群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第四，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式 

涉及的投资者主要包括科研院所或大专院 

校(以智力资源投资)、工业园内的企业集群 

及其他经济实体(以现有资产存量的产业实 

体为依托)、风险投资者(主要以风险资本出 

资)等几类。他们之间的应用是“谁投资、谁 

受益”的关系，具体通过合作与投资的合同 

契约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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