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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阐述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理论与模式
(

认为我国现代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走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之路。回顾与分析了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以来在区域创新工作中的成绩与经

验，提出我院应将区域创新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目标之一，并建议我院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加

强战略、地位与作用、体制与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真正发挥中国科学院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

的“三大基地”和“思想库”作用。

（
#""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

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

兰州市科技局 兰州
'%&&&&)

""""""""

我国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已经具备了一

定的基础，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关于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却刚刚开始。

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五年来，在高技

术产业化、院地合作等区域创新工作方面做出了一

些有益的尝试，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显著的成

绩，得到地方政府的赞誉。贯彻新时期的办院方针，

仍需进一步加强区域创新工作的研究，在理论与实

践方面不断充实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内涵。

#"""区域创新的理论与模式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在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显著的区域化特征，从这

个意义上看，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经济的区域

化。“区域的崛起”令人瞩目，个性成为区域存在的

依据，知识成为区域的主要资产，创新成为区域经

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网络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载体

和发展模式，区域创新成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必

由之路。一般地说，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参与技

术发展和扩散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组成，并有

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广泛介入和政府适当参与的一

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相互

作用的创新网络系统。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

统，体现国家创新体系的层次性特征。构成区域创

新系统基本构架的三大要素为：面向市场经济的科

技资源、不断衍生和壮大的经营机制灵活的新型企

业、新的经济政策与政府管理办法*#+。

区域创新理论的共性是，强调市场力量、网络

化、互动联系和知识资产的作用，并认为区域创新

系统就是区域创新活动的理性概括，区域内众多因

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区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决定了

区域网络的价值和区域经济运行的质量。企业群理

论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

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

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企业在

一定的区域内积聚发展，能够带来积极的外部经济

性。企业之间的“近距离”竞争可以提高企业的动力

与创新能力；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可以提高企业

生产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企业群”作为一个整

体来面对共同的市场与供应商，使企业的谈判能力

增强，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公共物品在企业群内能

够发挥更大的效率，降低单个企业所分摊的公共物

品的成本。三螺旋理论认为，在崇尚创新的知识经

济社会，区域内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这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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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特定产业发展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纽带而联

结起来，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多种力量交

叉影响、螺旋推进的网络关系。区域创新网络理论

认为，区域创新网络作为区域创新的组织形式，既

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网络

上，信息、技术、人员、资金以及政策等资源要素流

动频繁；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等各个不同行为主

体在相互作用中采取良好运行方式，各尽所能，各

得其所，形成以增强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的稳定联

系网络，以取得“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区域创新成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

之路

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

等形势的挑战中，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高区

域创新能力、增强区域竞争力、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在地方经济发

展中，突出了区域特色与优势，大力培育和发展地

方产业集群，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以创

新和发展为核心的新型空间格局的形成。如中关村

的信息产业、清河羊绒、寿光蔬菜、东莞电器等区域

特色产业，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区域化已经成为

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应对全球化的挑

战，必须更加关注区域的发展#!$。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对科技创新提出了

更高和更为迫切的要求，如何加强科技对区域经济

的支撑能力、如何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成为发展

区域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就是

要从根本上致力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使科技更好

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前，区域创新

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列

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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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

科技部组织开展技术创新工程区域试点工作，目前

已发展到
()

个城市和
!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 #($，他们围绕区域技术创新体系、机制、能力和环

境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为促进当地科技

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

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区域创新能力决定着

区域创新的质量和速度，是区域经济发展不熄火的

“引擎”。衡量区域创新能力强弱的指标主要由知识

创造、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环境

和创新的经济绩效五部分构成#*$。

("""中国科学院应是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

一支重要力量

知识创新工程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项前

瞻性试点工程。回顾我院新时期办院方针的形成过

程，以及五年来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历程，实际上

也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过程。

我院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中，非常重视高

新技术产业化和院地合作，也就是非常重视我国区

域创新体系建设工作。五年来，院围绕高技术产业

化和院地合作工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明

确提出了高技术产业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促进

高科技产业化是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检验知识创新工程成效的重要标准，是我

院社会职能和社会价值的根本体现之一，同时也是

增强我国持续发展创新能力、进而增强综合竞争

力，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决定性因素，是当代科

技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归宿”，“从以自我循环为主的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转向社会化和规模产业化”#+$。二

是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

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强化了“联想”、“中科

实业”和“深圳科健”等一批高技术企业上台阶，并

对
*&,

多个院（所）办企业基本完成了改制。三是按

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完成了一批开发类研究所转

制改造，有力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四是建立

院地合作的组织领导与管理体系，成立“院与省市

合作领导协调委员会”，从院层面加强了院地合作

工作的领导与协调；同时，改革分院主要职能，明确

院地合作作为分院主要工作职能之一。五是突出科

技工作面向国家与地方战略需求，明确提出院地合

作是中国科学院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

要方面，也是“三个基地”功能的重要体现，将全国

大部分省区按地域划分并由各分院负责重点联系，

扩大院与省市、企业合作，形成了院地合作的网络

体系。六是院地合作工作体系以建设和完善“五个

操作平台”为重点，即以分院为依托组成协调、组

织、管理、服务平台，科技副职（院地双方）组成的桥

梁纽带工作平台，高技术产业化网上信息交流、交

易平台，与省市、企业合作的社会经济效益统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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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４ ２００３年科学家论坛

台，中介服务机构平台。七是以多种形式组织院士

或专家为地方科技与经济发展提供咨询，开展科普

活动等。

我院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技术产业化取得了显著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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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院所两级持股、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已

达到
#$%

亿元，利税
%"

亿元，其中税收
&'()

亿元，

净利润
*#

亿元，超亿元企业增加到
**

个，上市企

业增加到
+

个。有
&+

个事业单位的转制工作已经

完成，经营业绩普遍大幅度提高。经国务院批准，成

立了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另一方面是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努力下，院地合

作取得长足进步。院已与
&+

个省、
#

个直辖市、
&%

个重点地级市以及
%

个有关行业、企业建立了合作

关系。据不完全统计，院地合作项目
!""&

年的区域

销售额
&'#(+&

亿元，利税额
*%(%"

亿元，创造社会

效益
&"%(##

亿元，研究所承担地方政府、企业委托

研究合同收入达
)(#&

亿元。至
!""!

年底，院属单位

与地方共建科技园已达到
&'

个，共建工程中心
#"

个，研发平台以及研究所分支机构
*'

个，工业示范

性产业基地
!"

个。“中国科学院杭州科技园”、“金

华科技园”作为虚拟园区正在试点。院地合作地方

政府拨款支持的“种子资金”已增加到
!,*""

万元，

累计获得“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支持达
#,$&*

万元，

产学研工程累计获得拨款支持达到
&(*

亿元。

#,,,中国科学院应将区域创新作为知识创新

工程的延伸

按照区域创新理论和模式以及国家对区域创

新工作的部署，我院近年开展了大量的企业群创新

（联想、中科实业、地奥等）、三维螺旋创新（产学研、

院地合作等）以及区域创新网络（中国科学院杭州

科技园、白银高技术产业园等）建设方面的工作，取

得了很大进展，我院在地方和行业的显示度不断提

高，这些工作无疑是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成效

之一，也是实现“十六大”提出全面奔小康目标的体

现之一。目前，我院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应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知

识创新工程相互融合，有待于进一步的研讨。我们

建议应开展以下工作：首先是应将促进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目前

的院地合作、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技术产业园区基

地建设等组装成我院为区域创新体系做贡献的基

本框架，明确区域创新是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

工程的延伸，“院与省市合作领导协调委员会”，应

加强对区域创新工作的领导，从理论上不断完善知

识创新工程的内涵。其次是应加强中国科学院在区

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战略研究，既要研究宏观的政

策和战略，也要研究国际前沿理论发展的现状和趋

势，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结合跨

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研究如“长江三角”、“珠江三

角”、西北五省等跨省区的区域创新战略规划，制定

中国科学院在区域创新中的发展战略规划或行动

计划。三是研究中国科学院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建

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既要研究具体工作中的方法和

重点，也要研究国内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从战术

方面指导全院开展区域创新工作。目前，在院地合

作工作中实施的五大平台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均是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措施之一。四是积极响应

和参与科技部组织开展的区域创新体系研究与建

设工作，并将我院开展的区域创新工作与各地区域

创新体系建设工作融为一体，作为今后院与省市、

行业签订合作协议的重要内容，实现院地合作属地

化，区域创新网络化。五是继续深入推进中国科学

院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体制改革，促进创新体

制与机制不断完善，充分调动研究所和广大科技人

员的积极性，真正使科研工作面向国家和区域创新

的战略需求，真正发挥中国科学院作为“三大基地”

和“思想库”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为加快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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