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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武汉．中国光谷经历 了数年 的建设 ，基本 已形 成一 定的规 模 武汉·中国光谷 内的产业主要是光 电子信 息 

产业 光电子产业是 高新技 术产业，而且发展迅速 ，这就需要 创新 没 有创新 ，武汉·中国光谷就不 可能继续发展 ；没 有 

创新 ，武汉．中国光谷将会名存 实亡 武汉市政府大力提倡创新，并且给予光谷更大的优 惠，以帮助光谷的创新活动 但 

政 府推动的创新活动具有一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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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汉 ·中国光谷建设 中政府推动创 

新的障碍分析 

1．1 武汉·中国光谷技术创新政策工具 

-勾进i彳新的制度创新 ，制 定 衔的政 策， 

有必要对现 仃政策进行评估 附 表 t观行政 

工 具进 行了分类 

1．2 政府推动创新的障碍 

(1)政府 勾提升产 、业界研发能 力及加速 

研发成果转 移 ．已订有 许 多法规政 策 ．包括 

租税 减免 、金融措施 、政 府采购 、重要科技 事 

、【l，的特 别奖励 、研发费用抵减 、加 人折 旧 、设 

备免荚f；i、创投基金 、主导性 产品开 发办 法 、 

传统工业升级配合款 、低利融资 、契约研究 、 

公营事业及重大 【程采购等 ，然而，由政府 

整体研发 策略规划与资源配 置的 』 看来 ． 

f『j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2)着重在特定产业 及技术领域 的发展 ， 

比较 欠缺 对提 升创新能量 和知 只技 术扩散 

的整体考虑 

(3)促进创新的法制架陶仍不够完整， 

需要 提供 更充分的 合作诱 因和健 全法 令制 

度来鼓励 创新型企业的成立 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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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武汉 ·中国光谷”现行政策工具的分类 

分 政策 
类 工 具 具 体 政 策 

H： 

事 业 

科学 -j 

技术歼 

供 发 

教 育与 

培 训 

给 信息 

服 务 

财税 

优惠 
政 

法规及 

策 管制 

政策性 

策略 

『(1)关于科技型企业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若1：意见 鄂上商字[2ooo]第 72号 

I【2)武汉巧i湖高技术 ‘、 开发区土地规划的有关政策规定 

f(1)武汉市民营科技企、ll，管理条例，l997 

l(2)武汉东湖高技术产业歼发区科技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 

f(3)困务院关于印发鼓【衲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 t 政策的通知(国发[2OOOll 8) 

『(4)《L-十以高新技术成果 资入股若干问题的 定》实施办法(1998年5月 7日科技部、 

l陶家 I 商行政管理 {日科发政字 l7l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法 l995年3月 l 8 ff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j次会议通过 

l(2)武汉东湖高技术开发 人才引进政策 

f(1)电信终端设备进网审批管理规定(1995年 Il，{l4 H邮电部发市) 

?(2)汁算机信息网络同际联网出入几信道管理办法(1996年4月9只邮电部发布) 

I(3)专用网与公用网联【翊的暂行规定(1996年7，3 24}_i邮电部发布) 

f(1)国家高新技术产、世 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1991年 3月 

{(2)武汉尔湖高技术开发 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 

【(3)关于技术转址等、 务免征营业税管理办法的通知 鄂地税发[2OOlll43号 

【1)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F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发fl99llJ2号文) 

(2)国家高新技术产业j{ 发区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国家科委 1991年 3月) 

(3)l993午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布第 63号令，进一一步加强了尔湖高新区土地规划、审批等各 

项权利，为推动科技 【_业 建没，减免各项建设税费 

(4)1994年湖北省、武汉『苻人大常委员颁布实施《尔湖新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 

(5)武汉 市人 大常委 会荚于加快“武汉 ·中圈光谷”建设 的决 议(2000年 9月 28日) 

(6)关于实行科技 人员持q 的若干规定(试{ )(2001年 2月 2l H省科技厅 、省财政厅1 

【1)关 r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 化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科学技术部， 

l999年 8月 ) 

(2)武汉东湖高技术J十发 关于放宽企业注册登i已及经营范围的有关规定 

(3)关下进⋯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武发[1998】l7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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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分 政 策 
类 L其 具 体 政 策 

f(1)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财预字[1999]139号发布) 

政府 I(2)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财预字[1999]363号) 

南 粟 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l999 

l(4)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oo]7号 

． ．
f【1)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 

一“ {(2)中华人民共和围劳动法(1994) 

I(3)武汉市城镇企、I 职I 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1998) 
簧 f(1)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武政[1993]19号) 

{【2)武汉市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条例(1992年 3月) 

【(3)市外办 2003年为企业办实事的8条措施(2003) 

(4)科技 ，彳政体 系逐渐演进 为一近 似部 

f J化的架构 ．世缺 乏叫 确 、有 效率 的协 商 

机制 

(5)现 行科技行政 体系之 中缺乏 足够 的 

决策支持 工 以及定期的 日 波定 、评 估及 

信息 川馈系统 

(6)研究 、技术 、教育 与财税政 策之间缺 

乏整 台 j一致性 ，容 易彼此抵消效益 

(7)部 分投 资策略之 间整 合度不 够 ，使 

资源投 入不是过 于重 复，，就是 分散住过 多的 

领域 

(8)整体研发强 度提升面l临难以突破的 

瓶颈 ，基础研究与环境／健康领域投资过低 

(9)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容易过度集中在 

学院 及政府部门 ，无 法充分为产 业部 门昕吸 

纳 ，制造业部门的跨业人才流动率偏低 

(10)产学 研究 计划忽 略 了跨 领域 及跨 

学科之 间的交流 合作 

(11)缺 少产学 合作 及技 术移转 的 中介 

机制与 中 介机构 ，以 作为产业 学 院的 媒 

介 

2 政府推动创新障碍的对策研究 

政府应当在契约协议 、社会关系或信启、 

网络等纽带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联结策略， 

应当在有效 利用 内外 部创新 资源 的基 础上 

选择合适的网络合作创新模式成为企业培 

育核心竞争能 力的关键 

2．1 推动建立企业之 间的协作网络 。为科技 

企业 的创业培育良好的环 境和 氛围 

通 过提 供各种 服务有 意识地 引 导企业 

之间的交流和协作：首先，要结合实际 ，加强 

行业协 会的建设 ，以便 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 ． 

促进企业家问的交流 ，增 强政府与企业之 间 

的联系和信任关系，加速信息和知识的通畅 

和 交流 ．这洋有 利于政府 职能 的转变 ，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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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企业的交流经 常化 、民间化 其次 ，加大 

科技 中介 机构 的建设力度 ，完善各种专 业化 

的 巾介服 务体 系．主要 包括技 术咨询机构 、 

知识 产仅 服务 中心 、津师事 务昕 、会 计事务 

昕等 ，这 些科技中介服务体 系的建设 可以加 

速技术的 商品化进程 ，构成 区域创新 系统的 

支撑条件 再次，努力创造良好的合作、宽容 

的区域文 化氛围 ，硅谷与 128号地 区的最 大 

区别是区域文化的差异 ，硅谷的”鼓励创新 、 

容忍失败”的创新 文化使得其取得较 大的成 

功。最后，促进创新企业与供直商 、客商 研 

究与开发机构加强联系，形成彼此信任的合 

作关系，以加速隐含类知识的流动 

2．2 发挥 企业在建立 和发展产 业集群 中的 

作 用 

产业 集群是大 、中小企业 共生共荣 的一 

个生命共 同体 ：大小不一的企业 在集群的建 

立 和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 的作用 既要大 

力鼓励 中小 企业 的发展，鼓励大家创业 ，鼓 

励 中小企业 的创新 ，同时也要积极 发挥核心 

企业在培育本地集群中的作用 基于武汉城 

市圈的发展状况 ．，}亡其要重视核心 企业在形 

成和发展产业集 群过 程中的作用 大的企业 

可能是核心 企、 ，但核心企 、 不 一定 都是大 

的企业 ，而是集群 内的“精神领 袖”型企业 或 

组织 ：产业集群的本质是创新 产业集群技 

术能力主要 渠道 有两个方面 ：一是本地技 术 

学 习能 力；二是外部技术联 系 无论是哪种 

渠道 ．核心企业在产业集群整 体技术进步 中 

的作 用是 巨大的 核心企业 是 本地技 术的 

“排头兵 ”．同时与 外部技 术有 着密切 的联 

系 要积极推进核心企业成 为内外技术联系 

的桥梁 ，发挥在企业的技术交 流与合作 ，构 

建 园区 公用技 术开发平 台和 企 、J r日J技 术转 

让 的交 易平 台，实现技术创 新在产业集群 内 

的整体效应 ，提 高产业技 术水平 中的作用： 

2．3 营建创新创业环境 ，形成活跃的创新创 

业局面 

2005年 4月 20日，《长江日报》在头版 

头条报道了一条消息 ：武汉市爱帝公司不愁 

订单愁生产，但是接单外协的武汉工厂有 7 

家 ，浙江 、广东和省内其他地方有 30多家， 

大头在外 去年，爱帝完成外贸合同额 1 000 

万美元 因为外协企业难找，有些订单只好 

放弃 作为老纺织工业 基地 ，经多次调整，不 

少企业 消亡 ，染整 、面料 、辅料 生产 短缺 ，产 

业链条出现结构性缺损 ，这本 是一件奇怪 

的事情 ，但是可以到武汉市 的周边地 区 寻找 

外协企业 ，这一事件折射武汉纺 织加工配套 

三大差距 武汉市光电子产业 同样也而临着 

这样 的问题 ，即不仪 仅是缺 少大企业 ，同u1f 

也缺乏围绕 大企业发展的 中小企业 

【f1小企业产生方式有 多种 ：一是通过 关 

键 性 企业的 衔生 、裂变 与被模仿 而逐步 形 

成 ；二是通 过对 大企业 的拆分 ，将 原有的 内 

部 交易转化为市场交易 ，从 而住较短 的时 间 

内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三是根据产业集群的 

战略规 模，出台一些 鼓励性的政策 与措 施 ， 

吸引投资者前来创办相关企业，或直接迁移 

进一些需 要的企业 ，从而较 快地形成一 个产 

业集群 因此，要结合国有企业改革，按照核 

心竞争能力理论和价值链理论，将核心业务 

以外的业 务剥离 出去 ，同时 鼓励创 业 ，使衍 

生 出来 的企业 和新诞 生 的企业 具备一 定 的 

核心能力，并构成整条价值链不可或缺的某 

个增殖环节。 

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是产业集群形成 

的基本条件 ，但不是充分 条件 还 应该大力 

鼓励企业 成为创新 的主体 。中小企业和民间 

创业 创新根植于本地环境 ，往往 与本地 的资 

源环境 、人文环境 和产业 环境具有极 大的关 

联 性 ，因此 具有极 强的地 区特 色，是发展 区 

域特色产业的重要源泉，是一个地区形成持 

续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根本。集群建设必 须与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结合起来 

2．4 转变观点 ，踏 实招商 

产业的大发展 ，必须是强投入 、大产 出 、 

大规模 、高水平 ．这些仅靠 武汉地 区的政 府 

资源和社会资源是难以实现的，也就是说要 

靠引进外资，即倡导“招商第一 、项目第一” 

的发展思路 只有招商大的产业项 目，引进 

成熟 的先 进技术 ，引 来大的投 资 ，才有 _口『能 

实现产业 的跳跃式 发展 ，才符 合武 汉光电子 



信息 产业 发展的实 际 为此 ．提 出 以下建 议 

供参考： 

(1)降低 门坎 ，提高成功率 产业 发展 的 

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招 商的成败所决 定 

的 武汉市产业发展的不足与招 商引资不力 

订天．其 博 之一是武汉 市投资成奉较 高 ． 

即招商门坎 高 例如 ．在汉投资建厂 ．其门前 

的道路要 企业代 征一半 土地 ，道 路建 没应 是 

政府投资环 境建设 的主要 内容 ．『而苏州 l994 

年就 已取 消此 项规定 ．武汉 市 至今还 在 征 

用 ：武汉 市招商 门坎到 底有 多高 ．建议开展 

系统的 对比研究 ，把 国 内主要城 市招 商投资 

的成本要素进行对 比分析，制定 新的门坎标 

准 ，提高招商透明度和成功率 

(2)剪短招商”决策链 ”．提 高招 商效率 

招商引资要台效率和速发，武汉!f ft，主是接 

洽 多，而 成功 少．其 另一 个制约 冈素是决 策 

链 长 也就是说．一 个政 策和条件 的承诺 ，从 

业到政 府卡H关职 能部 门甚至 刮 『 K是一 

1、较 长的决 策链 ．招商 人在投 资要素成本透 

明度低 ．决 策空 间小 的情 况下开雁 J 作． 

成功率 是町想 而知的 这 不是人 的影 响． 

是招商决策机制 的制约 要学习招商效率高 

的地区或城市的先进 经验 ，修 正 商机制 ． 

剪短决策链 ，提高招 商的速度 和质 量 

(3)实袍 首长招 商工程”，增 强牵引力 

招 商引 资要靠吸引力和影响力 吸引力是政 

策和投 资环境 ．影响 力除 区域 优势地位 外， 

还可借助 长的影响 武汉 市要抓 住中央 

政治局领导 书记在汉 作的机遇 ．利用首 

长的影响 ．借助 领导 亲 口参与重大项 目的招 

商引资 [作．影响和实现国家重犬J ·业项 目 

和外商大项 }{在汉 落 户，使招 商引 资牵 力 

)<、决策快 、效 率高 例如 ，可参加东湖开 发 

卜<l!．8 荚 ， 的芯 片项 目引 资工作 ．或 与 

NEC生产 总量在 NEC总产董 中 的 比重 ，推 

进 NEC手机制造主体向武汉转移等重大招 

商引资工 作 、通过实施 首长1=程 ，增强招商 

引资的影响力 ，提高成功率 

2．5 建立光 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基地 ，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 

技术创新基地 建设是 1996年开始实行 

的“中国技 术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 ，通 

过实施技 术创新工程 ，将全 面推动我国高新 

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培育 和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 ，优化产业 结构 ，促进产 业升级 ，推动 区 

域内经济高质量增长 

(1)政 府应 成为建设光电子 信息 产业技 

术创新基地的领导者 首先 ．应 由政 府出面 

主持 建立 起强有力的投资保障环境 ，其 中包 

括 基地 内的水 、电 、土地 、交通建 没等硬 件 ， 

同时 也包 括提 供金融 、法律 ．通 信 、运输 方面 

的软件支持 特别在其发展的启动阶段 ，政 

府要能够扮演好 自身的角色 从理 沦上讲 ． 

既然技 术创 新摹地 是技术 、组织 、管理 以及 

区域化社 会经济创新 的综 合 ．它 就必然会涉 

及到非 技 术的多种影 响因 素 ， 此 ，政 府的 

协凋 支持 作用 能够将 各种 非经 济因 素最 

优化地 变为有利的经济运作环境 ．而 同时又 

能避免影响市场冈素发挥作用 其次．政府 

应能提供 强有 力的高技 术 人力资源 支撑 体 

系 由政府有关部 门协 作 ，在 令国范围 内建 

起有效运仃的光电子 信息 技术协作 网络 ， 

这 无疑会解 决某些地 区在 发展 _}匕电子 信息 

产业 所面临的某 方面 的困难 ．仡 化资源配 

置 第三 ，政府应能提供一个良好的融资渠 

道 其一 ．山政 府操 作建 有 关金融机构 ．以 

国有投资或暇 份制投 资形式 ．直接进行光 电 

子信 息产业 的经济运 作 ；其二 ．政府 参与风 

险投资 ，以政府信誉带动 大量民r日]资本 ，适 

本，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以促进光电子信息 

产业 的创新与发展 

(2)建立健全孵化器创新机制。孵化器 

又称创业中心或企业中心．其实际意义就是 

为待发展企业培育条件和提供设施 企业孵 

化器通过 赋予新 创办企业某种 支持 ，为 它们 

创造一定 的生 仔发展环境 ，从 使新创办企 

业得到顺利的发展，建立健全光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 的孵化 器机 制具有如下意 义 ：第一 ． 

可 以避免初 创企业 发展 的经营 经验不 足 问 

题 ；第 二 ．可以解 决初创 企业特 别是一 小 

企业发展初期的资金短缺问题 孵化器有多 

种途径为企业提供 原始 资金 ，一是提供租赁 

物业系统，可以为初刨企业提供基本设施保 

汪 ，使 企业不必 在新技 术 成果转 化成 产品 

前 ，投入过多资金而加大风险；二是把企业 

引荐给一 风险投资企业家 ；：是利用政府 

的扶持政策，为仞刨企业或新投术成果的产 

品开 发提 供风 险投 资基金=第 三．可以 为初 

创企业特别是一些 小企业提 供一种创造性 ． 

专业化的创业环境 光电子信息 企业 的创业 

耆，佳往郁是集技术开发 与企业管理于一 

身 ．协助 企业办理 社 交和管理 事务 ，在 企业 

产品开发 、专利 申请 、许可汪办理、市场开 

发 、资金融通到产 品销售的 全过 程中起 催化 

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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