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城市创新系统及其创新能力评价

1.1 城市创新系统的含义和特性

城市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部分。产业布局理

论告诉我们 , 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 由于某些主导部门

或者有创新力的企业在特定区域或者城市聚集 , 从而形

成一种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 , 增长迅速、并且对邻近地区

经济发展同时起着强大的辐射作用 , 因此被称为 “增长

极”。科技是经济发展的龙头 , 而一个城市创新系统往往

是“科技创新极”———经济增长极的动力源泉。因此 , 研究

城市创新系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对国家创 新 系 统

的定义 [1], 我们可以将城市创新系统定义为 : 城市创新系

统是由一系列公共机构( 国家实验室、高校 ) 和私

营机构( 企业) 组成的系统网络 , 这些机构的活动

及 相互 联 系 和 影 响 决 定 一 个城 市 的 扩 散 知 识 的

能力和创新表现。我们可以把城市创新系统划分

为搜寻子系统、探索子系统、选择子系统 3 个子系

统, 各子系统的特征如表 1 所示。

1.2 城市创新系统创新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城市创新系统的能力由各子系统的创新能力

构成。因此, 评价城市创新系统 , 我们可以从各个

子系统衍生出相应的指标进行评价。同时 , 我们

按照科技投入、转化、产出的过程 , 选择关键的评

价指标。按照这一思路 , 我们建立城市创新系统

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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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 主要功能 能力来源 主体构成

搜寻系统

开发出能够满足需求

的新技术和产品 ( 包

括 R&D、营 销 、采 购

战略等) , 或通过新的

制 度 安 排 形 成 新 的 、

更优的产业状态

教 育 与 培 训 , 科 技 环

境 , R&D 投入 , 人才

市 场 , 企 业 家 市 场 ,

系 统 的 学 习 , 要 素 间

的 交 互 作 用 , 产 业 科

技链 , 金融市场等

企业

探索系统

科 技 研 究 、 科 学 训

练 、知 识 流 动 、文 化

观念、制度

文 化 、制 度 氛 围 , 学

术气氛 , 知 识 ( 信 息 )

流 动 , 经 费 投 入 , 公

共资助 , 技术装备

科学家

选择系统
对 创 新 活 动 进 行 激

励、调节

教 育 、系 统 结 构 、系

统的学习、开放性

政府、

市场

表 1 城市创新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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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的含义

搜寻能力

企业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 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财力支撑能力

企业经济综合支撑实力 创新主体将知识转化为商品的能力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产业技术创新的绩效

探索能力

R&D 投入能力 科技资源支撑能力

科研论文 知识创新的绩效

专利 知识和技术创新的绩效

选择能力

全社会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 科技创新活动的财力支撑能力

技术市场成交额 知识和技术的有效转移能力

科技人力资源创新能力 知识创新与转化的能力

表 2 武汉市城市创新系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

说明: 表中的二级评价指标是按照投入能力、转化能力和产出绩效 3 个层次进行优

化而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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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汉市城市创新能力评价

2.1 搜寻能力

( 1) 企业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2005 年 , 我国的

R&D 经费支出总额中来自企业的资金占 67.0%, 来自政

府的资金占 26.3%, 其它方面的资金占 6.6%, 企业是我国

R&D 活动的资金投入主体。

1970 年美国企业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39.8%,

但是在 1995 年就已经提高到了 60.7%, 日本企业所占的

比重甚至已经超过了 70%, 英国、法国、德国等均接近或

超过了 50%。我国的深圳市提出了“四个 90%以上”的建

设格局 , 即 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

研究开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

业, 90%以上职务发明中的专利出自于企业。显然 , 武汉市

在提高企业 R&D 投入能力方面任重而道远。

在武汉市 R&D 投入中 , 企业的投入量仅占 32%, 远

低于 50%; 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的投入总量占到了 46%。

显然, 企业在地区全社会 R&D 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偏低,

企业在地区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远没有体现出来, 这无疑

严重制约着武汉市产业对研发机构创新成果的承载能力。

( 2) 企业资源综合支撑能力。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制

约 , 我们借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2005) [2]中企业本体

竞争力来替代企业资源综合支撑能力。武汉市企业竞争

力的地位如表 3 所示。从表 3 中可见 , 武汉市的企业竞争

力除了略强于成都市、宁波市外 , 均弱于西安、沈阳 , 且与

沈阳等城市的竞争力指数相差较大 , 而与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比较则相差一个数量级。

( 3)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来

看 , 如表 4 所示 , 可以分为 3 个层次 : 南京市、青岛市所占

的比重在 60%以上 ; 西安市所占的比重略高于 50%; 武汉

市、成都市所占的比重低于 50%, 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2.2 探索能力

由于数据的可获性所限 , 我们选择《中国城市竞争力

报告》( 2005) [2]中的城市科技竞争力指标代替探索系统的

探索能力。该报告显示 , 武汉市的科技竞争力仅处于北

京、上海之后 , 名列全国第三位 , 优势十分显著。

为了进一步了解武汉市科技竞争实力的情况 , 我们

收集了与武汉市发展水平相近的几个城市的科技产出数

据, 如表 4 所示。该表显示 , 武汉市专利授权量略高于南京

市、青岛市 , 与西安市比较有一定的优势 , 但是 , 低于成都

市 ; 武汉市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数远高于其它的几个城

市 , 几乎是南京、成都等城市的一倍 , 更是远高于成都等城

市。显然 , 武汉市探索系统基础研究的能力强 , 但是应用研

究、试验发展的优势远没有基础研究的优势强 , 与同类城

市相比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2.3 选择能力

( 1) 全社会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武汉市与同类型

城市的 R&D 投入总量的比较如表 5 所示。

从 R&D 的投入能力来看 , 可以把这些城市划分为 3

个层次: 杭州、西安 R&D 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 3%, 属于很

高的水平 ; 南京、青岛 R&D 占 GDP 的比重达到了 2.33%以

上 , 投入水平高; 武汉、成都、沈阳的 R&D 占 GDP 的比重在

1.5%～2.0%之间 , 偏低。

从增长的速度来看 : 杭州、青岛达到了 15%以上 , 增长

速度很高; 南京、沈阳、武汉在 10%～15%之间; 成都、西安在

10%以下。

按 R&D 投入总数、R&D/GDP 经费的情况 , 可以将世界

各国分成 3 个集团 : 一是印度等“科技发展中国家”, 年度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在 1.5%以下 , 人均 R﹠D 不超过

3 美 元 ; 二 是 意 大 利 、德 国 、韩 国 、加 拿 大 等 “中 等 科 技 国

家 ”, 其 相 应 的 3 个 数 据 分 别 为 80～100 亿 美 元 、1.5%～

2.5%、230～300 美 元 ; 三 是 美 国 、日 本、德 国 、法 国 、英 国 等

说明 : 为了提高分析结果的实用性 , 本文主要选择与武汉市经济

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作为比较的对象。下同。

城市

指标
武汉 成都 西安 沈阳 南京 青岛 杭州

R&D/GDP

( 2004 年; %)
1.64 1.73 4.10 - 2.29 2.33 3.22

R&D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 2001 -

2004 年; %)

11.2 7.5 8.8 14.0 11.2 19.0 27.8

表 5 武汉市与相关城市数据比较

城市

指标
上海 北京 宁波 武汉 西安 沈阳 成都

企业本

体竞争

力

指数 0.481 0.461 0.061 0.068 0.088 0.119 0.054

排名 1 2 31 27 18 13 34

人才本

体竞争

力

指数 0.315 0.359 0.277 0.253 0.25 0.247 0.246

排名 4 1 13 27 29 31 32

表 3 武汉市与其它相关城市人才、企业竞争力的比较

说明: 本表中“专利授权量”为 2005 年的数据 ;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

2004 年的统计数据( 西安市为 2003 年的数据 ) ; 武汉市的统计数据

均为 2005 年度。数据来源于各城市的科技统计年鉴和统计报告。

城 市

指标
武汉 南京 成都 西安 青岛

专利授权量( 件) 1945 1883 2636 1360 1868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 亿元)
800 1411 504.21 530 1374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产

值/GDP( %)
35.7 73.9 23.1 56.4 63.5

科技人员发表论文

数( 篇)
43216 23942 26933 ——— ———

表 4 武汉市科技活动产出指标及其与相关城市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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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强国”, 其 R&D 投入占 GDP 的比例大于 2.5%, 人均

R&D 超过 350 美元。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 R&D 经费强度

都在 2%以上 , 以色列甚至超过 4%。高水平的 R&D 投入

强度是这些国家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显然 , 在

世界范围来看 , 武汉市 R&D 的投入仍然偏低。

( 2) 技术市场成交额。从知识的转化来看, 我们比较与

武汉市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沈阳、长春、南京、武汉、成都、

西安 6 座城市。2005 年, 武汉、南京、沈阳在 30 亿元以上,

其它同类城市则低于 10 亿元, 这两个层次相差显著; 从技

术市场成交额的增长率来看, “十五”期间长春、沈阳、南京

三城市的增长速度高于 15%; 武汉市略高于 15%; 其它城

市则均低于 15%。

( 3) 人才竞争力。我们可以采用全国 50 个大中型城

市创新能力评价的人才本体竞争力指标来分析武汉市人

才的竞争力。从表 3 中可见 , 在人才本体竞争力方面 , 武

汉市在全国 50 个大中型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 , 与西安、

沈阳、成都等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接近 , 但与宁波等

类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相比差距较大。

3 优化武汉市城市创新系统创新能力的对策

3.1 增加科技投入 ,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与同类城市相比 , 武汉市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

比较低 , 而且企业所占的比重也偏低。从产业创新的绩效

来看 ,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也不高。企业是

市场的主体 , 也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主体。支持和鼓励企业

加大科技投入 , 是培育武汉市的创新主体、提高企业创新

能力的当务之急。建立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投

入 体 系 [5], 通 过 政 府无 偿 支 持 、贷 款 贴 息 、风 险 补 偿 等 方

式 , 充分发挥政府科技投入的引导作用 , 确保 2010 年全

社会 R&D 占 GDP 的比重达到 2.5%以上。

3.2 强化基地支撑 ,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加快以“两区多园”的建设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建设 , 进一步明确园区的定位 , 推动高新园区“二次创

业”。按照武汉市重点构建五大产业聚集区的生产力布

局 ,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集中发展形成光电子及生物医药

产业聚集区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发展形成汽车及

机电产业聚集区。吴家山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江北民营

科技园要强化特色优势和环境创新 , 拓宽特色产业和新

兴产业发展空间。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创新能力的提

升与扩散, 支撑武汉市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发展。

3.3 培育创新人才 , 提高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

武汉市高校和研发机构林立 , 科技人才丰富。但是 , 武

汉市人才竞争力仅处于全国 50 个城市的中等水平 , 人才

利用效率不高。一方面 , 通过政府科技计划的重点支持培

养优秀的专业人才 , 如继续发挥晨光计划的作用以打造一

支优秀的年轻专业人才队伍、通过学科带头人计划的实施

培养一批领军型的科技人才、通过与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相

结合以培养一批面向需求、面向市场、面向未来的优秀企

业家和高层次、实践型工程技术人才 , 等等 ; 另一方面 , 通

过政策和环境创新 , 吸引和留住国内外优秀人才。

3.4 搭建共享平台 , 提高区域科技公共服务能力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 , 武汉市探索子系统的创新能力在

全国有着显著的优势, 但是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容乐观 , 武

汉市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矛盾依然突出。为了充分发挥

武汉市的科教优势、提高科技共享水平 , 一方面需要政府

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提高优势科技领域公共科技平台的

创新能力 , 并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科技公共服务体系 ; 同时 ,

尽快构建起科技共享信息平台 , 为科技信息的交流提供便

捷、快速的服务[6]。

3.5 促进知识转移 , 提高区域科技资源利用效率

武汉市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的 R&D 投入比重高 , 而

且专利授权量、科技人员发表论文数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

这些创新能力与成果为武汉市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条件。从总量来看 , 武汉市技术市场成交额在同类城市中

处于高的水平 , 但增长速度还不够快。武汉市需要优化技

术交易市场、完善交易平台 , 进一步提高武汉市技术转移

的速度, 从而充分挖掘科技创新的资源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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