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9 ─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1 年 1 月	 第 43 卷第 1 期	 9-17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43 No.1  9-17,  Jan. 2011

长三角自主创新源的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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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自主创新源建设视角来研究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是研究自主创新的新思路。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是自主创

新源能力建设的重要机制。自主创新源建设既是我国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产业升

级的重要基础。利用经济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契机、利用改革开放率先一步的条件，让长三角先进城市成为世界自主

创新源，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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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tudy the allocation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ources is a new thought to study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cluster-
based alloca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in the capabi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our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ources is 
not only a key strategic goal of our country,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our country.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making use of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given to the first movers in practicing reform and open-up, and constructing the advanced Yangtze River Delta 
cities into the world source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re the key starting points of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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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尝试性提出自主创新

源（Sourc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的如下概念。

所谓自主创新源，是指利用科技资源为主要手段

来第一次创造新东西，表现为创新项目、实验结

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及其商业化的首次供给

行为的行为主体或区域集聚体。简言之，自主创

新源是指首次将某项创新项目、实验结果、创新

成果、创新技术和科学突破开发至可商业应用的

个人、企业、高校、研究所及其集聚的地区、国

家等，是决定新技术、新知识商业化潜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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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程的核心。自主创新源是世界高新技术产业

和新兴战略产业成长的源头力量。

区域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的差

异是自主创新源建设的基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的差异是我国各地区间的发展极不平衡的一个重

要原因 [1]。不同地区科技资源配置将会长期并存

并保持能力差异和绩效差异的状态，而作为先进

地区的长三角两省一市科技资源配置的领先地区

自主创新源建设，必须以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

置为核心，这不仅有利于长三角经济社会转型，

而且对完善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具

有重要贡献。而自主创新源导向的区域科技资源

集聚型配置则是科技政策管理学研究的薄弱环

节。自主创新源建设及以此为导向的区域科技资

源集聚型配置建立与完善，是理论界迫切需要回

答的一个现实问题。揭示长三角自主创新源建设

中的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规律、机制、路

径与战略选择，能为国家和长三角有关部门制定

科学合理的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如温州模

式、苏南模式、昆山模式、苏州模式等的创立，

对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参考。但

面对当前全国上下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刻转变经

济增长模式、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实施科教兴国

宏伟战略的关键时期，长三角离自主创新源的地

位和功能开发建设还有很大差距。经济发展水平

居全国前列的长三角地区，为什么没有形成相应

的具有相对称的比较优势地位的自主创新导向的

科技资源配置水平？为什么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

型配置能力明显低于也滞后于其区域经济资源集

聚型配置能力？为什么长三角各城市在自主创新

导向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机制上与全国相应指

标的最大值存在着显著的差距？为什么区域经济

总量居全国前列的长三角地区，并没有形成相对

称的区域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为什么长三角地区

技术对外依存度比经济对外依存度要高很多？研

究这些问题有助于研究自主创新源导向的长三角

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在中国长三角的特殊性。从

发展趋势判断，强化自主创新源导向的区域科技

资源集聚能力持续增长的制度与环境建设，是长

三角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有效方式，其核心就是如

何把有限的或稀缺的科技资源引导配置到自主创

新源建设上来，从而使区域科技资源得到最有效

的利用，以提高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自主创新倾

向为重点，加快长三角企业集群由外源性向内生

本土型的转变。

2 相关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与自主创新是管理学、经济

学和政策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学者对科技

资源配置对自主创新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Slavo 

Radosevic 指出区域创新体系由国家因素、部门特

性因素、微观因素和区域因素所决定。行业领导

者热衷于研发投资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企业

而言，其具有成本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主要源于

政府的研发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因为，更多的

政府干预会破坏自由市场的决策过程。科技资源

的政府计划配置方式对于社会而言不是最优的。

科技资源的配置对我国自主创新具有制约作用 [2]，

同时科技资源配置对我国区域自主创新的作用并

不有效。蔡宁、李杰以浙江 R&D 为例研究了区域

科技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表现。北京的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低是影响高新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

的重要因素 [3]。企业研发投入受市场需求和自身

技术状态影响，过于庞大的低端市场需求抑制了

企业的创新 [4]。我国区域研发效率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研发活动的平均研发效率在 0.6 左右 [5]，自

主研发只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率有显著正效

应，这可能与地区不同的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能

力基础有关 [6]。

目前，学术界对于自主创新源的研究还处于

空白，但提出了创新源的相近概念。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MIT）的冯·希普等根据创新者与创新之

间的联系将创新源分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

供应商创新 3 个类型，并强调用户或供应商在创

新源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对仪表、元件制造

业等行业新产品开发的实证研究，发现 100％的主

要新产品的设想及 80％的次要新产品的改进都直

接来自与用户的联系 [7]。在其《创新的源泉》（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中提出，“以用户为中心的创

新”理论。梅耶斯和马克维斯提出，不同类型的

企业都可以成为创新源。有学者研究表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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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创新源也会有所不同。吴贵生是我国最早

提出创新源的学者。他认为创新源是指首次将某

项创新技术开发至可应用状态的个人或企业，但

创新源不一定将最初的创新商业化，最后的商业

化仍是由制造商完成的 [8-10]。陈劲是理论界最早提

出“自主创新”概念的学者。宋河发认为自主创

新能力是指创新主体通过主动努力获得主导性创

新产权，并获得主要创新收益而进行的能形成长

期竞争优势的创新活动的能力 [11]。龚建立、王黎

娜认为，自主创新能力是指对内外创新资源进行

有效利用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自主知识产

权、构建技术壁垒。洪银兴提出，对于一个地区

来说，创新型经济首先是创新源的建设，这不仅

是获得一次性提供的创新项目，而且是源源不断

地得到实验结果、创新成果和科学突破 [12]。

目前，国内外关于科技资源配置的研究大都

偏重于应用研究，而对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

研究还不成体系，有关自主创新源的理论研究较

少涉及，对自主创新源导向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

理论、机制与制度安排研究更少。

3 存在的问题
长三角自主创新源建设的战略意义、长三

角科技资源区域集聚型配置的路径及其对长三角

自主创新创新能力培育和提升的作用机理，对于

创新型国家视角下区域科技发展机制及地方科技

政策转型与创新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由于社会

分化速度加快，在科技资源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

前，区域科技资源整合能力如果不能迅速提高，

就会阻碍长三角自主创新源建设和区域社会转型。

3.1 内生需求尚未有效形成

作为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空间集聚区之一，

长三角并没有形成自主创新源建设导向下的科技

资源区域集聚型配置的有效内生需求。理论上，

自主创新源建设对科技资源区域集聚型配置具有

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表现为自主创新源

建设必须以科技资源区域集聚型配置为前提，要

求形成科技资源区域集聚型配置的有效内生需

求；另一方面表现为自主创新源是科技资源区域

集聚型配置的战略目标。科技资源区域集聚型配

置机制的形成是自主创新源建设的核心机制。对

集成创新的分析重点应该是技术的供给与需求之

间的匹配，而不是创新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匹配。

相对于比较优势的、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

能力，长三角自主创新能力的瓶颈效应在惯性递

增。林桂芳认为江苏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和培养

当前面临着 4 大挑战：高层次人才短缺，科技投

入力度偏小，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科技资源分

散、基础条件利用率低。同时，长三角省市之

间、城市群之间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的不平衡现实，导致了长三角科技经济一体化

水平难以突破提高，长三角区域内部技术扩散、

知识流动受阻、科技资源的无效或低效配置、地

方科技政策合力小、区域创新体系绩效低、对外

技术依赖度高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

研究表明，江苏省内县（市）间科技发展的差异化

现象比较显著。

长三角面临的市场和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其

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偏好

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仍占主导地位，产业转移和

产业升级能力低下 [13]，缺少自主创新能力的强有

力的支撑。M.haddad 和 A.Harrison 估计了 FDI 对

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之后认为，外资企

业促进了当地实用型技术行业生产力的进步，但

先进技术的溢出迹象不明显。研究表明，不能盲

目地以为外资引进得越多越好，要借助适当的政

策规制和化解外资的单独逐利性，促使和引导

FDI 能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而不能像泰国和印度

尼西亚一样严重依赖 FDI。科技资源是一种竞争

性很强的稀缺资源 , 不仅需要集聚型配置 , 而且

需要形成自主创新倾向的集聚型配置。建立科学

合理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机制、制度 , 既是长

三角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内在需要，又是

长三角经济转型和升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为

此，促进基于自主创新源建设的区域科技资源集

聚型配置的内生需求，在这种内生需求的数量、

质量上提供有力支撑，形成引致长三角自主创新

的内生需求持续增长能力，是长三角地方科技

政策与创新管理的重要目标。为此，要在科学预

测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自主创新源节点

及其功能的基础上，选择政府与市场契合点，提

高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自主创新倾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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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自主创新源导向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机制

的建立与完善，是推进长三角地区从“制造”到

“创造”的巨大跨越的基本条件。

3.2 经济高速增长扩张模式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科技资源配置过

程中日益形成的地区差距和不平衡现象，从根本

上说，是一种配置机制的差异，一种制度上的差

距，而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目

前，长三角经济高速增长扩张模式形成了不同类

型资源配置偏好倾向，长三角科技投入强度（R&D 

/GDP）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背离程度，长

三角两省一市科技资源配置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的边际影响程度并不理想。发达国家的 GDP 对

R&D 投入的贡献力要大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发展

中国家经济跨越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障碍。广

东、江苏等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省区，科技投入贡

献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浙江和东北三

省。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之所以取得巨大

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与长三角地区以传统要素

集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密不可分。不同类型

资源（即传统经济资源与科技创新资源） 集聚型配

置的不同偏好为主导下形成的长三角温州模式、

苏南模式、昆山模式、苏州模式、浦东模式、张

江模式等，都呈现出类似的缺陷，即对以科技资

源为主的自主创新资源集聚的短视与不作为。江

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指出严重影响

江苏省自主创新的 6 大类障碍因素有：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政府职能、科研人才开发、知识产权

保护、投资、政策。客观上，长三角科技资源集

聚并不必然导致其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自然积

累，也不能保证自主创新源建设的自主性；区域

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和自主创新源能力建设又是

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而且长三角不同微观行为

主体在获得科技资源的途径方面具有结构性的差

异，本土创新微观主体自主创新受到跨国公司的

强力挤压，江苏大部分地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

段，苏南地区技术效率高于苏中及苏北地区。由

于社会的分化，在科技资源整合机制尚未建立之

前，科技资源整合能力如果不能迅速提高，就会

阻碍长三角自主创新源能力和区域社会转型。

3.3 绩效不能高估 
科技资源配置绩效是影响区域科技资源集聚

型配置能力建设和机制完善的主要因素。没有科

技资源配置绩效保障，就难以科学分析科技资源

集聚型配置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就不可能

提出基于自主创新源建设的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

型配置的创新政策和战略依据。由于长三角科技

资源布局分散，区域内缺乏联动、两省一市科技

资源配置的低级趋同性、新兴产业的共性技术和

竞争前技术的科技资源集聚供给不足、本土企业

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互动性

机制未能建立、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源导向的科技

资源集聚型配置能力弱、地方政府对自主创新源

导向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引导、扶持与调控功

能不到位、创新城市群功能开发滞后、优势产业

自主创新源导向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水平低等

症结的客观存在，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

置效率并不乐观，不能高估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

型配置的有效性。而随着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长

三角的区域配置，必然会影响长三角区域创新体

系和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机制，其溢出效应

明显低于其对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挤出

效应。唐礼智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溢

出效应小于挤出效应 [14]。客观上，在 FDI 偏好的

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下，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

置只能处于国际自主创新链条的低端。虽然这提

高了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要素相互交流和作用特

别是新技术和新知识商业化应用能力，但与自主

创新源能力建设的相关性仍然很低。一是长三角

没有形成在全球价值链具有控制力和领导力的领

导型企业（群）。Patrick Rond’e 和 Caroline Hussler

认为，当一个地区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掌握了

某些能力时，创新似乎开始出现了。Scherer 的研

究发现企业面临的技术机会和技术的专用性条件

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

直接导致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能力普遍不强。企

业科技资源集聚能力不强是长三角经济社会转型

发展的重要障碍，是长三角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

最大难题。王君彩、王淑芳研究显示，我国企业

研发投入和企业业绩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研发强度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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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不平衡现象，从根

本上说，既是一种集聚型配置机制问题，一种制

度问题，也是科技资源与传统资源集聚型配置效

率的差异问题 [15]。客观上，我国发达地方科技资

源尚未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长三

角也不例外。同时，中国科技投入对当期的经济

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效应，科技投入短

视行为明显 [16]，这会压抑地方政府科技资源集聚

促进的积极性和有为性。三是地方科技政策既没

有形成促进自主创新源建设的目标导向，也没有

形成大区域创新体系完善的合力。地方政府科技

资源配置效率低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科技政策与

制度体系在科技资源配置和供给方面的低效性。

杨冠琼、罗植提出，科技政策是影响我国科技投

入与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与传统资源动员组织

能力相比，长三角各级地方政府在自主创新源导

向的科技资源动员组织能力并不理想，且具有明

显低效特征。这突出表现为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

能力与地方政府的传统资源和组织能力的关系，

并不成正比。这至少表明，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

不能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机制，长三角科技资源

配置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不适合

中国国情，也不利于提高企业主体地位，同时对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也有负面影响。长三角应该实

行政府引导型而非主导型的混合科技资源配置模

式。由于地方科技政策的无为状态，科技资源整

合度不高是我国地方政府在科技资源整合过程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 [17]。

3.4 自主创新倾向低

自主创新源建设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科技资源配置自主创新倾向是研究区域科技

资源配置机制与绩效差异、自主创新源建设的基

础。结合经济转型与升级阶段的内在需求，分析

自主创新倾向差异下在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

置问题，对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机制优化

建设十分重要。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发达地区，

提高科技资源配置的自主创新倾向，不仅有利于

长三角经济社会转型，而且对完善我国区域创新

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具有重要贡献。

影响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自主创新倾

向高低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研发、技术机

会及新技术、新知识商业化应用能力、区域创新

体系、地方政府有为行为等的综合影响。这涉及

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测量与评价问题。笔

者认为，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测量与评价

既是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绩效研究的主要内

容，也是区域自主创新源建设的重要识别机制。

客观上，自主创新源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

工程，是一个阶段化的不断积累过程。具体地，

区域资源集聚型配置的测量与评价的测量与评价

主要包括：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规模、结构

与强度；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化程度；本土企业科

技资源集聚主体地位；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有效

性；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能力和科技资源集聚型配

置引导能力；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与区域经

济社会转型与升级的支撑能力和引领能力；地区

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一体化水平；区域自主创新

的制度机制；科技型企业和领军型企业家成长性

等。因此，影响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自主

创新倾向“变量”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现实，要重

点解决区域创新体系非完善化和封闭化、本土企

业科技资源集聚主体地位不突出、产学研合作创

新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科技投入能力和科技资

源集聚型配置引导能力不理想、地区科技资源集

聚型配置一体化水平低、区域自主创新的制度机

制不健全、科技型企业和领军型企业家成长不力

等存在问题。这既是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自主创

新倾向低的瓶颈制约因素，也是长三角自主创新

源建设的突破口。

缺少有约束力的地方科技政策法规来约束地

方官员的政绩行为，也是影响长三角科技资源配

置自主创新倾向的重要原因。刘凤朝、孙玉涛、

刘萍萍研究表明，我国地方政府投入不积极导致

政府科技投入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 [18]。与长三

角地主地方政府出台的无数个促进传统资源集聚

的激励政策和地方性法规形成鲜明对比，科技资

源区域集聚的地方科技政策与法规操作明显滞后

且不具有强的约束力。薛智胜、韩薇提出，科技

投入立法就是为持续的科技投入提供法律保障[19]。

曲昭仲、吴文兴等通过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进行

分析认为，除公共品供给外 , 更重要的动机应在于

利用策略行为来提升地方竞争力。而以 GDP 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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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重点的官员升迁机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短视战

略行为，扭曲了地方政府地方竞争力的谋略行为。

4 结论
（1）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决自主创新源导向

的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上存在固有缺陷。一方

面，科技资源配置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论的基

础上的，忽略了科技资源自身的特点；另一方

面，科技资源配置理论也忽略了与核心能力、环

境、区域创新体系及制度的联系，促进自主创新

源建设的科技资源配置理论特别滞后。因此，必

须在重新审视科技资源的自然属性、知识属性、

创新属性、社会属性和生态属性的基础上，研究

适应自主创新源建设的科技资源配置理论，特别

是研究我国先进地区区域自主创新源建设的科技

资源配置理论。在对科技资源、科技资源配置与

集聚、科技资源配置与自主创新制度、科技资源

配置战略等概念进行界定和阐述的基础上，着眼

于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自主创新能力积累的作

用，提出了从公共物品理论入手、延伸至公共经

济理论、进而融合经济学、管理学、公共政策学

及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框架，来研究科技资源配置

学与世界自主创新源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

研究路径，突破了长期以来在科技实践中形成的

单一管理学思维，强调实现科技资源配置的区域

产业特色、区域创新体系特色的有机结合，很有

启发意义。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

机制、制度 , 既是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内在需

要，又是长三角经济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迫切需

要解决的难题。

（2）集聚机制不健全和配置效率低下是我国

区域特别是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必须直

面的问题，长三角自主创新源建设和科技资源区

域集聚型配置机制面临系统创新。从长三角的区

域（创新体系）特点、区域产业升级特征、经济全

球化特征及科技经济一体化特征、本土企业创新

潜力特征等方面全面考察长三角自主创新源建设

和科技资源区域集聚型配置机制与制度的系统创

新。客观上，自主创新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显现，

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也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

视。为此，要重点解决目前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

效率低和集聚机制不健全、自主创新倾向低的突

出问题。在自主创新源建设中，长三角科技资源

集聚型配置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不再是为单纯资

本集聚机制与环境建设，来推动长三角地方政府

科技政策创新，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长三

角公共科技政策选择，必须尽快地转变到基于自

主创新源建设的科技政策视野上来，并不遗余力

地激发基于自主创新源的区域科技资源重新配置

和集聚需求，提高适应来自自主创新和全球化时

代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和制度环境的变化。

（3）虽然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不意味着长三

角自主创新源的必然实现 , 但长三角自主创新能

力培育与提升必须以科技资源区域集聚型配置为

前提。从目前发展态势看，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

型配置能力及绩效具有累积循环倾向，并成为长

三角自主创新的“轨道”或路径，导致自主创新

的区域差异日益明显。面对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

型配置呈现差距日益加大的“马太效应”，形成具

备开放性、先导性、网络化和区域一体化的长三

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机制特别关键。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亨利·切斯布朗在《开放式的创

新》中提出了开放式创新，强调与传统封闭的创

新不同，未来的创新则需要企业向外部的思想和

知识融合开放 [20]。从理论上分析，科技资源的开

放性、流动性是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内在

机制，也是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伴生物。

科技资源的开放性、流动性是区域科技资源集聚

型配置的前提，是区域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机制

建设与完善的主导内容。为此，要剖析基于自主

创新源建设的长三角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由同质

性区域到差异性区域转变的趋势，提高长三角科

技资源配置的自主创新源建设适应度，提高地方

科技政策与制度对长三角自主创新源建设的推动

力、贡献率与影响率。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对外

开放的综合优势和能力，形成新型的自主创新源

竞争优势，改善影响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配置及

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区位变量及政策变量。一个

地区为促进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目标下 , 如

何将有限的科技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或发展环

节之间进行合理配置 , 如何形成有竞争优势的科

技资源集聚型配置的机制，是长三角政府必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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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一个新课题。长三角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选

择，必须从原来的视角尽快地转变到基于自主创

新的科技政策视野上来，并不遗余力地激发基于

自主创新的区域科技资源重新配置和集聚需求，

提高适应来自自主创新和全球化时代的科技资源

配置机制和制度环境的变化。在经济转型与产业

升级的新实践中，长三角地方政府最积极的作用

不再是为单纯资本集聚创造一流投资环境，而是

为基于自主创新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提供科学

的制度框架与制度环境。

5 对策思考
（1）建立和完善“以应用为导向” 的区域科

技资源集聚配置机制。“以应用为导向推进长三角

企业科技资源配置机制的完善，建立起科技型企

业、战略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提升的积

累机制和政策体系，以开放型、个性特色的区域

创新体系完善和应用导向型自主创新机制体制建

设为战略基点，以建立长三角创新型城市带为突

破口，“以应用为导向”形成企业化、规模化、市

场化和社会化的区域科技资源供求机制，推动长

三角向创新驱动型的创新型社区的转型与跨越。

长三角先进城市“十二五”科技发展应着眼于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自身发展的全局，牢牢

抓住中长期自主创新和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以

区域科技资源集聚配置为手段，以世界自主创新

源建设为战略目标，突出解决影响制约长三角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重点和关键问题，把握和

预测具有重大方向性的科技发展问题，提高长三

角区域科技发展的前瞻性、本土化能力和对全球

的影响力。同时，应突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产业和

社会特色，针对由小康社会向现代化发展转变、

长三角一体化对长三角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内

在需求，促进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逐步真正成为

长三角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变量，

让自主创新真正成为支撑和引领长三角实现现代

化的最重要条件，成为长三角对外开放新型竞争

优势的重要来源。

为此，要以有力支撑长三角经济社会、产业

振兴、转型与升级为导向，实施重点科技计划，

优势集成，强力提升本土企业关键技术和重点优

势产业自主创新的应用能力和二次创新能力，建

立区域现代产业体系。在高新技术产业、重点优

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实现技术

突破和技术跨越，支撑和引领应用型自主创新能

力的跨越式发展，让自主创新源成为长三角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重要模式。在以应用为

导向机制体制建设的同时，以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型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集群来提高长三角对

全国乃至全球创新资源、创新成果、金融资本、

智力资本集聚的“内聚力”和“辐射力”，增强科

技创新资源有效供给的效率和区域同质性、渗透

力，协同共赢，实现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突破与

跨领域的技术集成，在提高自主创新本土化倾向

的基础上开创长三角区域自主创新源连绵不断的

新局面。

（2）实施开放式的广聚科技资源的区域科技发

展战略。建立和完善开放性集聚科技资源的动力

机制，逐步提高长三角先进城市科技创新资源广

聚、重组、首次商业化应用的层次和效率，是长

三角世界自主创新源建设的重要途径。坚持开放

配置资源，全方位、主动集聚国内外科技资源，

有效支撑和引领长三角甚至全国、全球经济社会

转型、升级包括知识密集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战略

需求 [21]。要努力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的创

新资源集聚的社会化和多元化机制，大力整合、

利用和激活区域内外各种优质的科技创新资源，

形成区域科技资源共享与经济要素互动的制度安

排，突出企业在长三角广聚科技创新资源中的主

体作用。吸引外部科技资源和促进资源向自主创

新领域集聚并举，形成全球创新资源区域广聚的

市场机制和平台体系，建设开放型创新资源广聚

的区域性高地（如高新区等新产业空间），形成区

域自主创新能力持续积累态势，为高端自主创新

做储备，建设长三角自主创新中枢，促进具有世

界自主创新源功能的长三角先进城市群的成长。

（3）提高中央和地方科技政策的世界自主创

新源建设的引导、扶持与激励水平。这成为新时

期我国中央和地方科技政策转型升级的主导战略

目标。虽然科技政策的这种转型与创新具有复杂

性与长期性，但我们别无选择。对各级地方政府

而言，必须承担起基于世界自主创新源建设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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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政策转型与创新的主体地位，提高我国各级政

府科技行为、科技政策转型与创新的自主性。当

然，要在科学把握科技政策演变和世界自主创新

源建设的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并富有创新性地实

践这些客观规律在我国未来特定的产业经济现

实、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方式和科途

径，探索能最大满足我国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结合的特殊机制与制度安排，强化服务

于世界自主创新源建设战略目标的制度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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