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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中部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建立中部区域创新体系的必要性和意义；在阐述基于“四三结

构”的区域创新体系运行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中部区域创新体系的总体思路；最后从 3 个层面提出

了落实总体思路的建议，即成立创新发展推进组织，实施包括产学研合作重大项目、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产业创新联盟、园区创新服务体系在内的“四大”示范工程，以及完善包括基金、财税、人才、金融、信

息在内的“五大”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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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是我国中部边

界相连的 6 个省份，面积 102.76 万 km2、占全国 10.7%，

人口占全国 28%，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20%。各省的经

济状况、政策效用等呈现明显聚类特征，在我国区域发展

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中部区域经济体系，是我国的粮仓和

现代工业的摇篮［1］。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区域经济经历了东中西

三大地带向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的转变［2］。

得改革开放先发效应的东部沿海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的主力，随后，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也取得成功。2006 年

初，国务院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并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2008 年先后批准了武汉城市圈和

长株潭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部

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面对东部繁荣，背着沉重“三

农”负担的中部能够跟上吗？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硬性

约束下会有快速发展吗？这无疑是一个经济运筹学的极大

难题。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告诉我们，提高经济效率的最

有效途径就是创新。 

1 建立中部区域创新体系的必要性和意义 

1.1 创新是整合资源、优化结构，提高中部竞争力的根本

途径 

中部整体呈“O”型，兼具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中部拥

有长江、黄河和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苏

皖平原、黄淮平原等，农业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种植

养殖业基地。中部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20%，却生

产了全国 28%的粮食、43%的棉花和 39%的油料，是中国

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输出基地。中部水电资源丰富，

水利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 7.7%，水利资源可开发量占全国

的 9.9%，同时具备比西部水利资源更便于开发的优势，是

中国重要的水电工业基地。中部传统工业密集，资产存量

大，是中国重要的汽车、钢铁基地。 

1.2 创新是提升“三农”、保护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有效手段 

走向全面小康的最大问题是“三农”问题，中部是“三农”

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中部人口密度大、农业人口多，农

业劳动力转移压力大。中部农业劳动力约占全国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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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部全部人口的 57%。而中部农业耕地面积为 25 977.9

千公顷，只占全国的 20%，低于西部 18 个百分点和东部 5

个百分点。同时，中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农民脱贫致富刻不容缓。 

1.3 创新是激活存量、节能减排，建设现代制造业中心的

必由之路 

中国的制造业直接创造国民生产总值 1/3 的价值，占整

个工业生产总值的 4/5，为国家财政提供 1/3 以上的收入，贡

献出口总额的 90%。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中部作

为老工业基地和经济几何中心，发展制造业机不可失。中部

区域制造业主导产业中，纺织、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黑色

金属、食品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制造分别占

全国总产值的 11.5%、12.1%、14%、14.8%、16.2%和 23.8%，

处于重要的地位。武汉、郑州、长沙—株洲—湘潭、合肥、

南昌—九江、太原等增长极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1.4 创新是东西融合、南北对接，统筹区域经济有序发展

的重大战略 

中部位于我国内陆腹地，北抵北京，南近香港，东邻上

海，西靠重庆，处于十字形构架的核心地带。中部区域整体

上形成了以“三纵三横”干线为骨架的交通网，是全国交通运

输体系的枢纽。“三纵”由北京—广州铁路、北京—九龙铁路、

北京—珠海高速公路构成，是中部南北向联系的重要运输通

道；“三横”由连云港—兰州铁路、沪蓉高速、长江等路航构

成，是中部区域东西向联系的重要运输通道。这些交通干线

运输能力巨大，为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在沟通南北、联系东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 

2 建立中部区域创新体系的总体思路 

中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及运行应遵循“四三结构”模

型(如图 1)［4］。区域创新过程是在一定的创新投入下，创新

主体围绕创新内容不断形成创新产出的过程。创新投入是 

基础，主要包括人才、技术和资本。科研机构、企业、政 

府是区域创新 3 个主体，它们分阶段分内容互动推进。创

新内容突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 3 个方面。不

同主体针对不同内容的创新结果，呈现产品创新、产业创

新、环境创新 3 个层次。“四三结构”模型服从投入产出反

馈原理、主体与内容分层作用原理、内容与产出的分层对

应原理、产出与主体的导向转换原理［5］。 

 
图 1 区域创新体系运行的“四三结构”模型 

按照“四三结构”模型，结合中部发展现状，可以设计

建立中部区域创新体系的路线图，如图 2 所示。通过成立

推进组织、实施示范工程、完善支撑体系，全面推动中部

区域的系统创新，从根本上实现区位经济向一体化经济、

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引进型经济向内生型经济的转变， 

以创新推动中部崛起。 

 
图 2 中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思路 

3 成立中部创新发展推进组织 

在现有中部办的框架下，组织国家发改委、科技部、

中科院、工程院以及中部六省市负责人，成立中部创新发

展领导小组，同时下设专家委员会，建立省市联席会议制

度。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创新规划、创新政策、创新示范工

程的决策实施，统筹协调中部各省的创新定位和发展，推

动和指导中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6］。联席会议协调解决

中部创新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分工互动、整体推进。专

家委员会作为智囊团，负责调研、探讨中部发展的现状、

理论与对策，为中部区域的创新发展献计献策。继续支持

中部创新发展论坛，搭建官产学研互动平台，倡导建立联

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创新发展论坛的互动机制。 

4 实施中部创新发展“四大”示范工程 

根据中部区域当前及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

合现有科技、经济基础和潜在优势，建立中部区域创新体

系，可以有选择地围绕项目、机构、企业、园区重点开展

四大示范工程建设。 

4.1 产学研合作重大项目示范工程 

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加强技术研发各环节之间的有机衔

接，是强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技术，实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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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和必由之路，

是促进高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完善技术创

新体系的迫切要求［7］。产学研重大合作项目一般都具有较

长的周期，在合作方式、资金保障、研发机构共建、人才

培养等方面都需要长远规划，因此更有利于建立适应新时

期发展要求的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探索科技与经济紧密

结合、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中部各省应根据中部区域的优势资源，在重点产业领

域，通过产学研合作示范工程的实施，力争在 3~5 年内共

建一批高新技术项目、研发(工程)中心、孵化企业、科技成

果产业化基地，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发挥小核心、

大网络的科技资源整合互补效应，弥补创新研发投资的不

足，完善创新载体的建设，显著促进中部重点产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加速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比如建设中部

生物农业产学研合作重大项目示范工程。中部地区拥有华

中农业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湖北生物新制剂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基地创新优势；拥有江西共青城

羽绒、湖北省种子集团、襄樊正大公司、天荣集团、天颐

公司等主要企业。中部六省可以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为动

力，依托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湖北的基因

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和发酵工程技术、湖南的基因工

程技术、河南的生物育种和生物农药技术为重点，开展生

物农业产学研重大项目合作。 

4.2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示范工程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服务于全社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的基础支撑体系。主

要由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和研究实验基地、自然科技资源保

存和利用体系、科学数据和文献资源共享服务网络、科技

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网络科技环境等物质与信息保障

系统，以及以共享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专业化技术人才队

伍三方面组成。 

中部各省应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对科技

基础条件资源进行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完成若干重点领

域和区域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的整合。构建中部地区大型科

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立科技数据共享制度、启动中部

地区科技文献信息平台建设，积极争取与国家和长三角地

区科技文献信息平台对接。比如可以在已有的“华中地区大

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的基础上，吸收山西、安徽的科研

资源加入，按照“互补、共享、协作、发展”的原则，结成

紧密的合作联盟，共同组建面向中部区域开放的非赢利性

大型科学仪器服务平台。 

4.3 产业创新联盟示范工程  

企业创新是指企业利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创造更多市场

价值的过程，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技术外部性和市场性，

而创新本身需要投入巨大的包括用户培养和市场规则建立

的市场启动成本。单个企业的单一产品很难在市场上取得

成功，需要相关产业链进行配套。产业创新联盟是从组织

上将创新外部性内部化，有助于保持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

的创新性质［8］。 
中部区域企业创新实力比较弱，创新环境与条件相比

发达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中部各省有必要针对重点行业，

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的原则，实施几项产业创新联

盟示范工程，力争 3~5 年内在解决产业共性技术、打造有

竞争力的产业链、共同开发市场、制定产业技术标准等方

面取得突破，打造一批在国内具有竞争力，在国际具有影

响力的产业。比如组建中部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中部区域

以东风、奇瑞和江淮为代表的汽车企业已经在国内外享有

较高的知名度，江铃、昌河汽车、宇通客车、郑州日产和

长丰汽车等汽车企业，都在各自的行业内拥有一定的市场

份额。从当前的汽车产业发展版图上看，行业整合、优化

区域产业结构依然是发展主题，中部六省应该发挥区域合

作优势，建立中部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4.4 园区创新服务体系示范工程 

园区创新服务体系是指在某个开发园区内与创新过程

相关的各种创新服务机构和各种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体制机

制的总成，包括科技孵化、信息咨询、金融服务、法律援

助、财务托管、人才服务、市场开拓国际合作和物业服务

等多领域、多层次的服务，旨在形成鼓励、促进创新创业

的园区文化和环境。 

中部各省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根本手段，以市场为导

向，以企业或科研院所为主，用政府支持的方式，努力构

造完善的园区创新服务体系，促进各类创新资源向高新区

集聚，重点扶持高新区专业园区的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搭

建园区重点产业集群的专业技术研发平台和技术创新支撑

平台，将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为中部区域创新体系的主

节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阵地。 

5 完善中部创新发展“五大”支撑体系 

5.1 设立中部创新体系建设专项基金 

为推进中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应由六省政府共同出

资，并建立多元投资机制，引导企业、银行、风投、基金等

投资主体提供资金，设立中部创新体系建设专项基金。重点

支持服务中部发展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部门技术机构、省市

研发中心、科研院所、企业技术中心组成的科技研发体系建

设；重点支持由专利、标准、成果转移、知识产权交易等组

成的成果支撑体系建设；重点支持由中试中心、产权交易中

心、企业孵化器、创新创业推进办公室等组成的科技产业化

体系建设；重点支持由公共测试平台、技术情报资料中心、

法律咨询、会计咨询、市场调查、管理咨询等组成的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具体出资份额、规模应按照“统筹规划、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特事特办”的原则商定。 

5.2 制定中部创新的财税推动政策 

利用长期建设国债等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和其它专项

建设资金，建立长期稳定的中部创新的资金渠道，不断提

高中央财政对中部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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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境外资金参与中部建设。对中部“三农、四高、五支柱”

的优势产业，实施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予以抵

扣的政策、历史形成确实难以归还欠税企业的欠税豁免政

策、按照所得税改革方向减轻创新型企业税负的有关政策。 

5.3 完善中部人才保障体系 

构建中部区域创新体系，关键是要有人才保障。通过

对人才的引进、培养、选用、激励、流动等方面的改革，

建立推动中部创新发展的人力资源保证体系，特别是高层

次专业人才和领导干部人才体系。重点打通六省人事人才

规划及管理制度，联接六省现有人事管理机构、人才服务

市场；围绕“高层次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从人才引进、人才交流、人才培养、人才储备等环节入手，

高效合理地配置、使用中部人才资源。 

5.4 建立中部创新的金融支撑平台 

金融体系是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相互作用

而构成的有机整体，它决定着一个地区动员储蓄、吸纳并

配置资本的能力和金融效率的提升。遵循在政府扶持、引

导和推动下，充分发挥市场自发力量的原则，努力促成中

部金融支撑平台的形成。尤其是要联合六省，大力发展风

险投资，促进创新与风投的高效结合。 

5.5 打造中部信息化共享平台 

在充分开发利用现有信息资源的基础上，按照“统筹规

划、政府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

享”的原则，整合六省信息化资源存量、科学规划使用信息

化资源增量；结合中部六省信息化实际，重点构建中部物

流信息平台、完善电子政务信息平台、中部金融联动信息

平台，实现六省信息化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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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overview of Central China, it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Central China 

innova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brief descriptio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peration model based on Four-three 

Structure, it proposes the general idea to construct Central China innovation system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proposals to 

implement the general idea from three levels, which are to set up the promotion organization, to implement the four demonstration 

projects including the major projects of the co-operation of manufacture-learning-research, the platform for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union, the park innovation service system, and to improve five support 

systems including funds, taxation, human resources, fina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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