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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一项重大战略。浙江率先行动，主动作为，在科创产业方面，出台《浙江

省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专项行动方案》及任务清单等一系列举措。本文通过构建科创产业

一体化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估分析浙江省推进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情况，并提出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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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推进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指数研究

蒋一琛 1，许　斌 1，胡丽艳 2 

（1.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智江南智库），杭州　310006；
 2.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1899）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博会上宣布，支

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

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面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为浙

江新一轮全方位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根据 2019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要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进“科创 + 产业”深度融合，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构筑实体经济发展“高地”，

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 [1]。科

技产业创新成“开路先锋”，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保驾护航”。浙江作为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

分，致力于加强区域合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十三五”规划以来，浙江率先行动，主动作为，

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进展，科创产业加速融合，携

手建设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牵头联合承

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43 项。“十四五”开局之年，

浙江出台《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行动方案》及任

务清单等一系列举措，把共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

产业体系作为重点任务，从制度层面保障长三角一

体化建设 [2]。

充分释放长三角科技产业创新的动能，将丰富

的产业、科技、人才等资源整合，叠加多重资源，

有利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协调发展，是“十四五”

时期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立足于科创产业的视角，

讨论如何衡量地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的效

能，该地区是否发挥了应有的担当，是现有长三角

一体化研究中，比较新颖的切入口。通过对浙江省

“十三五”时期推进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指数研

究的纵向回顾，以及三省一市推动指数的横向对比

分析，对下一步继续加强长三角区域对接融合，系

统推进全创改革试验各项工作，推动人才、技术、

资本等创新要素跨区域加速自由流动等提出建设性

意见。

1　文献回顾

专家学者对长三角科技和产业创新一体化展

开了深入探讨。早期，毕亮亮等 [3] 构建相对完整

的科创能力指标体系，选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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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方法，对长三角 16 个城市科创能力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需要依据“涓滴效应”构建“区域

科技创新圈”。虞震 [4] 选用加权综合评价法，对

泛长三角四省一市以及七个重要城市区域科创能

力进行比较分析，结论如下：针对上海来说，科

创能力优势不突出，针对江浙两省来说明显改善，

安徽略显不足。长三角“一体化”概念出现以后，

单静怡 [5]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

个方面对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发展所出现的问题进

行具体解读 , 相应地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方微等 [6]

从安徽省的角度对比分析沪苏浙皖科技产业发展

等指数，时间跨度为 2015—2018 年，研究沪苏浙

皖科创发展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靳艳 [7] 立足

“科创 + 产业”视角，介绍了集群发展现状，深

入剖析其面临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促进两业融合、

促进集群协同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科技创

新等发展路径。陈江华等 [8] 分析了长三角科技一

体化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引导技术水平、

提升强化区域统筹协调以及健全人才引入机制等

针对性建议。

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发现，针对长三角区域

“科创 + 产业”一体化的研究较少，且现有对长三

角一体化的研究大多是现状分析，尚未有文献对长

三角区域“科创 + 产业”一体化工作成效进行评价

和比较分析。因此，本文构建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

化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回顾“十三五”期间浙江在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科创产业一体化领域的工作成

效，之后对长三角三省一市进行综合评价和对比分

析，从浙江省角度提出促进长三角区域科创产业一

体化的对策与建议。

2　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2.1　指标的选取与指标体系的建立

目前，学术界针对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

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统一。本文在借鉴当前科技

产业创新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指标

选取的全面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从表征

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的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

系，包括创新投入、成果效益、环境支撑三个方面

（见表 1），各项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2.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采用 2015—2019 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

科创产业有关的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表 1　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科创产业
一体化

创新投入 0.31 R&D 经费投入强度 % 0.07

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经费比重 % 0.11

有 R&D 活动的企业占规上工业企业的比重 % 0.0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 0.03

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 人年 0.05

成果效益 0.39 高新技术企业数 家 0.06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0.06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0.06

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0.1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 万元 0.09

环境支撑 0.30 财政科技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 % 0.02

国家高新区数量 家 0.10

政策文件中长三角一体化词频 次 0.18

·研究与探讨·



— 64 —

《浙江科技统计年鉴》《上海科技统计年鉴》以及

安徽科技统计公报等统计资料。政策文件搜集主要

来源于北大法宝（http://www.pkulaw.cn/），剔除了

会议通知等部分研究价值不大的文本。需要说明的

是，由于 2017 年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缺

失，故采用平均法进行填充。

2.3　基于熵权法赋权的评价模型

结合运用面板数据的熵权法，确定各项评价指

标的权重，采用指数法对各级指标进行综合，其计

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三级指数。对评价的对象给出一

个基准值，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其发展情况。计算

公式：

                                        

其中，xjk 为科创产业一体化指数下第 j 个二级

指标下的第 k 个三级指标。

第二步，计算二级指数。二级指数 yj 由三级

指数加权综合而成，计算公式：

                     

         

其中，wjk 为三级指数的相应权数。

第三步，计算一级指数。一级指数 y 由二级指

数加权综合而成，计算公式：

                        

    

其中，wj 为相应二级指数的权数。

3　浙江省推进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

　……成效

3.1　指数研究分析

（1）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浙江省

科创产业一体化总指数逐年攀升，增速有升有降。

“十三五”期间，科创产业一体化总指数从 0.07 稳

步增长至 0.17，翻了一番多，而同比增速波动上

升，在 2018 年最高，增速达 51.93%，创近四年新

高。这与 2018 年浙江省发布《关于支持和保障长

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决定》，高水平规

划引领一体化发展时间比较一致，促进了长三角地

区科创产业一体化工作的推动。二级指数中，创新

投入和成果效益指数增幅均呈现平稳上扬的态势；

2018 年浙江省政策文件中长三角一体化词频明显

增多，环境支撑指数出现近 4 倍的增长（见表 2）。

（2）创新投入内生动力不断激发。创新投入

分项指数稳中向好，增速先抑后扬，主要是由于

政府在研发投入方面力度持续加大，高素质强大

表 2　2015—2019 年浙江省科创产业一体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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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科创产业一体化
同比增长

（%）
创新投入

同比增长
（%）

成果效益 同比增长（%） 环境支撑
同比增长

（%）

2015 0.07 — 0.09 — 0.07 — 0.05 —

2016 0.08 18.15 0.10 14.71 0.09 30.69 0.05 1.59

2017 0.09 10.52 0.10 4.28 0.10 19.49 0.05 3.08

2018 0.13 51.93 0.12 16.94 0.14 30.72 0.14 191.40

2019 0.17 29.04 0.15 18.91 0.18 30.85 0.19 36.10

人才队伍打造初显成效。2019 年全省每万名就业

人员中研发人员数 137.99 人年，相比于 2015 年的

97.68 人年，增长了 41.26%，年均增幅 9.02%，每

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在五个分项指数中排名第

一。R&D 经费投入强度、有 R&D 活动的企业占规

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两项分指数增速呈“对勾型”反

转，有效拉动了创新投入指数。

（3）成果效益具体表现日益突出。成果效益

分项指数平稳增长。浙江省注重科技力量的培育，

在创新主体培育方面，不断推动企业规模和能力升

级。2019 年，高新技术企业共有 16 152 家，比 2018 年

增长了 36.75%，较 2015 年增长 157.07%。知识产权

 ◇蒋一琛，许　斌，胡丽艳：浙江省推进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指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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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与应用成果丰富，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显著

增长，从2015年的12.89件上升至2019年的28.00件，

年均增长 21.4%。技术市场交易日趋活跃。科技成

果转化是地区生产力的表现，“十三五”期间，浙

江省技术市场成交额呈现大幅增长，从 2015 年的

98.1 亿元上升至 2019 年的 888.0 亿元，增长了 8 倍。

（4）长三角一体化环境支撑效益明显。环境

支撑分项指数呈“火箭式”飞跃。浙江省的环境支

撑指数在 2018 年经历飞跃式增长后，2019 年回落

到 36.1% 的增长水平。长三角一体化政策进一步落

实落地，浙江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铆足干劲推进

长三角区域创新资源开放和共建共享、科技创新券

的通兑通用和知识产权合作，牵头下一代网络产业

创新链，为互联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策源；积极构

建长三角一体化国际科技开放协同创新合作体系。

3.2　与长三角其他省份的对比

从一级指数上看，“十三五”期间，江苏省和

上海市把握长三角协同发展契机，在推进长三角科

创产业一体化发展中具备了先发优势，多项指数位

列浙江省之上。其中，江苏省科创产业一体化总指

数较高，引领发展的地位凸显；上海市和浙江省分

别位居第二、三位；安徽省在长三角区域处于相

对弱势，但显现出积极的赶超之势（见图 1）。

从二级指数上看，上海市在“创新投入”方面

图 1　三省一市推进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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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四省市第一位，优势明显；江苏省在“成果效益”、

“环境支撑”方面位列四省市第一位；浙江省“成

果效益”逐步上升到第二位，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与第一梯队的省市差距逐步缩小。“环境支撑”方

面，四省市第二、三、四名的角逐比较激烈，不分

伯仲。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区域性上升为国家战

略以来，一系列政策文件、规划纲要相继发布与实

施，三省一市在各领域的主动合作意愿不断增强，

合作层次不断深化，有效地推动了包括产业一体化

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见图 2、图 3、图 4）。

从三级指数看，浙江不断深化一体化进程，扬

浙所长，成效突出：2019 年度，浙江省规上工业

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1.68%，列四

省市第二，仅低于“领头羊”江苏 0.19 个百分点；

有 R&D 活动的企业占规上工业企业的比重 44.24%，

高于安徽（33.36%）、上海（26.77%）；规上工

业企业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 5 142.15 亿元，高于长

三角平均水平（3 893.10 亿元）。 但与长三角其他

区域相比，浙江省仍存在一些问题：科研经费投入

略显不足，2019 年度，上海的科研经费投入占比

高达 4.00%，而浙江只有 2.68%，资源流动存在障碍，

科创资源相对不足；在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

方面，浙江为 137.99 人年，而上海为 144.34 人年，

两地差距仍较大，浙江省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引育高

端人才的投入；截至 2019 年，浙江省国家级高新

区仅有 8 家，与江苏的 18 家差距明显，且存在产

业规模偏小、层次相对偏低、园区间发展不均衡等

问题，高能级平台创新效能有待提升（见图 5）。

4　结论及对策建议

为深度融入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现从

浙江省的角度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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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新投入分项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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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成果效益分项指数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浙江 上海 江苏 安徽 长三角

年份

指
数

图 4　环境支撑分项指数

（1）加快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体系，增强高

质量发展动力。

建议浙江省加快推动长三角国家综合技术创

新中心建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努力打造产业创新高地；支持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

关大平台建设，与其余三省市合作设立长三角科创

共同体建设专班，谋划率先启动集成电路、量子信

息、先进制造和下一代网络四个产业创新链任务，

服务于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

（2）加快形成体现比较优势、合理分工、协

 ◇蒋一琛，许　斌，胡丽艳：浙江省推进长三角科创产业一体化发展指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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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 年三级指标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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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特征的产业空间布局。

目前各地依然立足于本地经济和发展的需要，

而忽视了自身在整个区域内的功能定位，没有从更

高的层次和站位、更大的空间和范围做好本地产业

发展规划，区域内各地产业规划缺乏有效对接，产

业同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合理产业空间格局的形

成，既是“存量”产业分工优化的结果，同时也有

利于引导“增量”产业朝着集聚化、专业化的方向

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和数字经济大省，建议浙江

省在两大沿线合理布局产业格局，“合肥—杭州”

沿线可凸显绿色生态特色，着重发展节能环保、新

能源、养老服务、旅游、文化、现代农业等产业，

“杭州—上海”沿线可凸显数字经济特色，着重发

展平台经济、智能制造、新零售、智能网联汽车、

文化创意等产业；以杭州、宁波为引领极，推动杭

州成为“互联网 +”创新中心、宁波建设国际一流

的新材料创新中心，鼓励其他设区市根据产业特色

差异化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创新集群。 

（3）强化研发经费投入，打破科研院所、企业、

政府等创新主体间的壁垒。

“十三五”期间，浙江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低

于长三角区域平均水平，企业整体研发实力仍有一

定差距，领军型科技创新企业较少。除此之外，

2019 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数仅有 16 152 家，与

江苏的 23 946 家有明显差距。建议政府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积极鼓励浙江省企业参与长三角关键核

心技术协同攻关项目，聚焦“互联网 +”数字经济、

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重点领域，以产业链为中心

·研究与探讨·



— 68 —

奋力攻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建设高产能

的创新策源地；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利用高新技术企业领头作用，突破以往“企业负责

生产 + 科研院所主攻技术”的固定框架；通过突破

各类创新主体间的壁垒，系统整合各类资金、人才、

技术等创新资源，实现深度合作，攻克技术难关。

（4）大力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将长三角打

造成全球优秀创新人才的集聚地。

截至 2019 年，浙江省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

人员为 137.99 人年，低于上海（144.34 人年），

高端人才资源较为缺乏。建议浙江省充分发挥比

较优势，大力引进培育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

战略科技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强

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和创新团队，加强应用型和

技术型以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浙江走“科创＋

产业”之路，必须最大限度激发创新型人才进行

科研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进一步支持和鼓励科

研人员深度参与产业创新活动；实行更加开放的

人才政策，与其余三省市合作打破长三角区域内

户籍、地域等制约，探索工作经历互认，在职称

评聘、人才评价等方面探索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方

式，健全科技人才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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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a major strategy. Zhejiang took the lead 
and the initiative.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dustry, Zhejiang issued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the 
Special Action Plan of Zhejiang Provi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munity and the task list.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and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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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al entropy weigh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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