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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研究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视角

陈昭锋

（南通大学商学院，江苏南通 226007）

摘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对科技资源集聚配置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而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集聚配置明

显不适应。建立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新政府偏好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地方政府行

为模式，特别是科技管理职能和行为转型和创新的主导内容。这要求形成基于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地方政府行为

模式和制度安排体系，让区域科技资源集聚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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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luster-based Allo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View of the Endogenous Growth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Chen Zhaofeng
(Nantong University Business Institute, Nantong  226019)

Abstrac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has great dependence on cluster-based allo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resources, but the cluster-based allo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in China obviously doesn't suit. The new preference of governmen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region convergence allocation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but also the leading content of behaviour mode of local government, especiall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function and behaviour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It requires to form the local 
authority behavior mode and the system arrangement system based on regional convergence allo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 so that  regional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becomes the found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 technical resources disposition, cluster-based allocatio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regional gathering 
disposition, the endogenous growth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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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需要形成本土自主创新倾向

的集聚型配置。科学合理的科技资源集聚型配置机

制和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突破长期以来在科技实

践中形成的单一管理学思维，实现科技资源配置的

区域产业特色与区域创新体系特色的有机结合。与

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外生增长模式有

根本区别，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对科技资

源集聚配置具有极强的依赖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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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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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配置的内在需要，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

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本文将在分析科技资源

集聚配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影响的基

础上，探讨科技资源集聚配置存在的问题，并以苏

州区域经济发展为例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

发展的科技资源集聚配置路径，最后从科技资源集

聚配置的角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提出

建议。

1 科技资源集聚配置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内
生区域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1.1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的前提

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是指基于国

家价值链（以下简称NVC）和自主创新的内生型产

业发展机制。基于创新资源集聚配置和国内有效需

求支撑的NVC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

两个最有效路径。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重要差

异，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区域集中发

展一般会带来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从而决定了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对科技资源集聚配置

具有依赖性。科技资源集聚配置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内生区域发展的重要条件。作为一种新型、战略型

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甚至关键核心技术为重要发展前提条件。原始创

新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在发展新兴产业中具有基础性

作用 [1]。关键技术在全球价值链定位和升级中具有

重要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发展，不仅表现

为新型产业的区域集群发展，而且表现为科技资源

的区域集聚配置，是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的主导

趋势 [2]。

一般而言，提出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区

域集聚发展的我国多数地区或城市，原先在科技资

源区域配置、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区域自主创新能

力积累与提升方面并不一定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

优势。而要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先

行地区，地方政府就必须从战略层面形成新的经济

发展决策机制和决策偏好，在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

置上建立新的比较优势甚至竞争优势。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地区集群是地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

制度等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是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企业、科研机构、市场等多个主体综合作用的

结果。建立起区域集聚配置科技资源的新优势对战

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1.2 促进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与传统产业发展

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与机制。我国新兴产业内生区

域发展不仅是一个单纯产业选择或产业进步问题，

而且是一个受资源配置方式、机制等多种因素共同

影响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担负

起支撑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形成内生区域发

展模式。这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既是相对

于传统经济模式下传统资源集聚模式而异的资源集

聚配置模式，也是相对于科技资源分散发展而言的

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地方政府推动科技资源区域

集聚配置将直接促进转型升级，提高战略性新兴产

业内生区域发展能力和水平。

1.3 加快走出传统高新技术产业外生增长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快速

发展，但还没有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内生区域发展和

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新机制，导致了较大区域的不

平衡性，且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和国际直接投资。战

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既是一个主动创新的过

程，更是以国内市场需求，特别是国内高端市场需

求为主要支撑的自主创新行为。集聚配置科技资源

将支撑基于国内高端市场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建立，使传统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外生长的困境。

1.4 提升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目前，我国企业在当今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还

处于低端和边缘化的困境。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有差距，建立战略性新兴

产业内生培育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战略性新兴产

业要实现内生增长，提升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

中的地位，必须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的功

能，形成科技资源集聚配置能力，从而使从事新兴

产业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GVC）甚至国家价值

链（NVC）的高端。因此，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

生区域发展的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制度安排和政府

行为模式创新，不仅可以提升区域科技资源集聚配

置的市场化水平和社会化水平，而且可以提升企业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中的主导能力和市

场化水平，从而提升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

地位。

2 区域科技资源集聚配置存在的问题

当前，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还远未成为我国

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科技资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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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配置供求矛盾正在日益增大。笔者认为，区域科

技资源集聚配置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 配置能力较为低下

作为一个整条的价值链，新兴产业也有附加值

低、能耗高、污染重的低端环节。企业在这种低端

环节的进入和布局也是新兴企业产业分工和创新分

工的内在需要。但是，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过度投

资，必将导致区域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产业集中

度不高 [4]，削弱新兴产业科技投入能力，为我国大

多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

和技术风险。而在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以及

过度的低端环节竞争中，新兴产业集群客观上不需

要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内在支撑，从而降低了对科

技资源集聚配置的依赖性，抑制了科技资源集聚配

置的有效需求，导致了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低下。然

而，科技资源配置能力的低下又将影响战略性新兴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积累。积累有限的自主创新能

力不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产生关键支

撑与引领功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

因此，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维持经济

的发展，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比较优势 [3]，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增长

模式，才能形成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有效需求，提

高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

生区域的发展。只有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

化，让新兴产业从低附加值、高能耗、重污染的

“低端”向以高科技、高附加值、高智力密集性为特

征的“高端”进化的可持续发展 [4]，才能促进我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资源集聚供给能力的跨越发展。

2.2 比较优势不够明显

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很快，但高新技术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资源集聚配置和自主创新能

力积累能力都十分有限，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

发展产生的关键支撑与引领功能远未形成。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先行地区并没有建立起科技资源区域

集聚配置的比较优势。区域全社会研究与开发投入

产业集中度不高是影响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原

因 [5]。广东是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先行地区之一，

2009年，广东省9大新兴产业总产值约6600亿元，

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9%。新兴产业规模优势在广

东已体现，但是客观上讲，广东至今并没有建立起

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比较优势，广东新兴产业

发展的科技资源集聚配置能力并没有相应形成。

2.3 企业主体地位尚未确立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最终成熟，不是单凭

政府促进和推动就能奏效的，而必须有企业主体功

能的有力支撑。科技资源集聚配置也是如此，需要

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与国家和地方“十二五”发

展规划密切对应，我国各地出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各种促进政策，这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强势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但是。目前的

地方政府强势推动，只是地方政府沿袭传统经济增

长方式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本质上还是传

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拷贝”。这种制度安排难以建

立起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企业主体地位，并不能导

致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发展，这必然形成我国区域

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地方政府行为创新和制度安排

长期滞后。因此，建立以企业为中心、非政府为主

导的科技资源集聚配置机制，既是科技资源区域集

聚配置的内在要求，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

发展的重要条件。

3 区域科技资源集聚配置路径——以苏州
区域发展为例

建立起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有效路径，

是战略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内生需求和重要条

件，这在我国部分先进城市已得到成功尝试，以科

技资源集聚的可行性、持续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对

接，企业主导，政府促进等为原则，初步形成了制

度安排、平台和高地、产业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地

方政府新偏好和特色产业基地等5种有效路径（图

1）。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社会化的制度安排、科

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地方政府新偏好既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前提，也是科技资源集聚

配置的保障；创新和创业人才区域集聚的平台和高

地提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和科技资源

集聚配置的载体；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资源

集聚配置能力、建立特色产业集群基地、促进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的涌现、促进服务外包集聚及

升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基础。作为

利用外资集中和相对成功的重要地区，苏州等地方

政府迫切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高新技术

产业化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转型。近年

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

方面，苏州等地方政府进行了有为实践和探索，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本文将选择苏州地区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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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科技资

源集聚配置。

3.1 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社会化的制

度安排

R&D经费投入是区域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直

接表现，更是衡量自主创新能力高低的基础。科技

资源集聚配置社会化的有效制度实践，促使江苏包

括苏州、无锡等地市研究与开发投入能力走到了全

国前列。在《福布斯》公布的“2010年中国大陆创

新城市”排行榜中，苏州成为创新能力最强的地级

市，排名仅次于深圳、上海。这表明，苏州基于

研究与开发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地方政府政策创新

实践既具有代表性，也具有先行性，促进了科技与

金融结合，引导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2.3%[6]。2011年，苏州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例预计达4.5%。科技政策累计为企业减免税收37.8
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60亿元，同比增长20%
以上，占 GDP 比重达2.45%，创历史最高水平。 

3.1.1 建立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综合政策体系

“十一五”期间，苏州市始终把科技创新投入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战略性投资，政府财政科技投

入持续稳定增长。“十一五”期间苏州全社会研究与

试验发展投入占GDP比重首次突破2%；苏州市及

所辖5市（县）7区均通过国家科技进步考核，并连

续5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市”称号，成功列

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科技综合实力持续位居全

省首位。强化地方财政投入是发达地区建立社会化

的全社会R&D投入可持续提升的政策体系的重要

特色。2011年，苏州财政科技投入超40亿元，同比

增长65%，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60亿元。

3.1.2 落实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的税收优惠

政策

落实企业研究开发费加计抵扣、高新技术企业

税收优惠、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减免、政府采

购自主创新产品4大政策。2011年，苏州市有效落

实科技政策，累计为企业减免税收37.8亿元，同比

增长65%。2010年，苏州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九成

来自企业，高于全国71.1%的平均水平。2010年，

苏州市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80家，累计达968
家，占全省的26%。全市新增43家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累计达79家，占全省60%。新增省级自主创

新产品154个，累计257个，占全省的27%。全市

82%的本土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研发机构。

3.1.3 实施科技企业金融扶持政策

苏州市先后出台了科技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

专项、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扶持政策。

2009年，苏州市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金融结合促

进科技型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及相关操作办法，

并制订了《苏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充分利用银行信贷、创业投

资、保险和担保等直接和间接融资手段，促进资本

要素向科技型企业集聚。2010年，苏州市成立了苏

州市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是省内第一家科技信贷公

司。2011年，苏州“科贷通”项目已给予294家企

业专项信贷21.7亿元。截至2012年3月底，融达科

贷通过独创的“以贷款带动投资、风险对应收益，

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量身定制了个性化融资方案”，累

计为122家企业提供242笔贷款，共计18.75亿元。

其中有6家为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企业，8家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或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对21
家企业通过发放贷款获得1.6亿元的投资选择权。

制度安排路径  

平台和高地路径  

产业科技资源配置能力路径  

地方政府新偏好路径  

特色产业基地路径  

科技资源集聚的可行性  

科技资源集聚的持续性  

科技资源集聚的产业对接  

科技资源集聚企业主导  

科技资源集聚的政府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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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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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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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发展的科技资源集聚配置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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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实施吸引外资研发机构集聚政策

Dunning认为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活动对东道

国创新系统产生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影响。其

中间接方面的影响——研发“溢出效应”起到主要

的作用 [7]。苏州市先后出台了《苏州市鼓励和吸引

国（境）内外研发机构的意见》和《苏州市引进国

（境）内外研发机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获

得认定的优秀研发机构给予资助。凡设在苏州工业

园区、苏州高新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机构，

可享受国家特殊政策和“两区”优惠政策。实施吸

引外资研发机构集聚扶持政策，有效促进了先进地

区或城市研发投入能力的持续增强。2011年苏州新

增省级外资研发机构42家，累计达183家，占全省

总数的58.3%。从2004年开始，南京、无锡、苏州

和常州等市5年累计为144家省级外资研发机构给

予配套经费4000多万元。2010年，江苏省新获批的

59家外资研发机构，申请专利3502项，获授权专利

799项，在电子、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

中度达到82%。艾默生环境优化技术（苏州）研发

有限公司每年研发投入高达1200万美元，成为艾默

生在全球的第二大研究基地。

3.1.5 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条件体系

建立风险投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的互动机

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促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

是促进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有效路径。研究表明，

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需要风险投资

的动力支撑 [8]。为此，苏州市针对纳米技术产业发

展专门制定《苏州工业园区关于进一步推进纳米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设立了“科

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市级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等风险投资条件体系。苏州集聚各

类创业投资机构100多家，其中在省发改委备案的

创投机构71家，注册资本金146亿元，分别占全

省的50%和60%以上，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450亿

元。这些创业投资机构实收资本106亿元，实际管

理资金规模超过400亿元，备案机构数量和规模占

江苏省一半以上。通过吸引风投资金不断注入战略

性新兴产业，苏州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迅速。苏州未来5年投入100亿建设纳米技术产业

载体和产业化基地，将带动产业投资达500亿元以

上，带动纳米相关产业领域产值达千亿级。截至

2010年底，园区纳米技术企业累计吸纳风险投资近

3.4亿元，政府资助资金4亿元（含科技项目经费、

园区匹配经费、人才项目经费）。苏州工业园区先

后成为“国家纳米技术国际创新园”“苏州纳米技术

国家大学科技园”和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苏州生

物纳米科技园）、苏州国家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国家纳米技术产业化标准化示范区、国家微纳

加工与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逐渐显现出以

纳米产业为重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孵化功能。

3.2 建立创新和创业人才区域集聚的平台和高地

3.2.1 出台和实施扶持和政策体系

苏州市、县、区都根据各自实际出台了高层次

人才引进的相关扶持政策和人才计划。《关于进一

步推进姑苏人才计划的若干意见》《苏州市加快实

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1010工程）的意见》

《苏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技术指引》等有力

促进了创新和创业人才苏州区域集聚。“十一五”以

来，苏州以集聚新型人才为核心，加速推进人才优

势向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化，城市创

新能力和竞争实力显著增强。2011年，苏州市县两

级新认定科技领军人才559人，67人入选省双创人

才计划，连续第5年列全省第一；20人入选第6批

国家千人计划，累计达50人，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3.2.2 强化高新区载体建设

2011年，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实力首次进入国

家高新区前10强，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30家，

累计达1347家，占全省总量的1/3；新认定技术先

进型服务企业31家，累计110家，占全省总数的

62%。新增省以上研发机构76家，77%的本土大中

型企业设立研发机构；建立了国家纳米高新技术产

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昆山高端装备特色产业基

地。同时，充分挖掘外部科技资源，全市新增产学

研合作项目1404项，新增合作高校院所32家，新

建各类产学研联合体382个。新增省级外资研发机

构42家，累计达183家，占全省总数的58.3%。

3.2.3 建立人才集聚的平台条件

苏州初步形成了以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苏州

科技城、昆山阳澄湖科技创新区为代表，唯一拥有

3个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中科院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中科院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苏州

大学建设的纺织产业创新支撑平台成为国家级公共

技术服务平台，苏州大学科技园成为完善苏州区域

创新体系的重要亮点。2011年，苏州市累计建设各

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159家。其中，属国家级的13
家，属省级的33家，属市级的113家，平台服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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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超过80万平方米，科研与技术服务人员达5441
人。据统计，全市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累计申请专利

1189项，授权579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48项；

完成标准制定249项，成果转化350项，年服务收

入超过10亿元。截至2011年底，该市拥有省级以

上科技企业孵化器达56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达21家。

3.2.4 建立政产学研一体化研究院

政产学研一体化研究院是官产学研合作的新

机制，有利于促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战

略性新兴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中的有机合作，是

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积累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

有效方式。与企业创办的科研机构、工程研究中心

不同，政产学研一体化研究院除了借助合作创新来

引进新技术，促进新技术、新成果商品化外，还能

强化基础研究，集聚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并促进

战略型新兴产业本土集聚。苏州、常州、无锡、扬

州等城市通过政产学研一体化研究院建设，已经对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苏州政产学研一体化研究院在促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内生区域发展上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在人才集

聚、承担项目、成果转化、服务新兴产业内生区域

发展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苏州市建立了中科

院苏州纳米所、中科院苏州医工所、中国科技大学

苏州研究院、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术研究院等10多

个研究院，在区域创新体系、新技术、新知识、创

新和创业人才等方面有力支撑了苏州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内在区域集聚发展。“十一五”期间，苏州市

与中科院合作共建了总投资9亿元的中科院苏州纳

米技术和纳米仿生研究所，以及总投资7.8亿元的

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并分别给予

1亿元科技投入进行扶持。纳米所已集聚了院士1
人、国家“千人计划”1人、“百人计划”18人、海

归人才80人、博士190人的高层次科技队伍，累计

争取科技经费超过3亿元。

3.2.5 强化企业高层次人才集聚主体能力建设

苏州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创新先锋企业的指

导意见》，大力打造创新型领军企业。2011年，首

批认定49家创新先锋企业。2011年，苏州争取省

级以上科技项目1009项，经费10.5亿元，同比增长

33%。苏州高新区2011年政府性人才科技资金投入

高达3.7亿元，全区各级各类领军人才累计达230人

次，全区人才总量已有近13万人。苏州纳米累计集

聚国家“千人计划”19人，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内

生培育的动力源。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招

商“源头”战略，苏州工业园区以集聚国内外精英

人才和前沿科技项目为中心，形成新兴科技与新兴

产业的融合机制。借助创新资源要素加速集聚，苏

州高新区在研发项目和科技人才引进、创新载体和

平台建设、高新技术产值占比等自主创新能力指标

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3.3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资源集聚配置能力

3.3.1 加大科技金融资金的供给

筹建规模5亿元的苏州市聚创科技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和规模达50亿元的苏高新创投公司资金。财

富广场入驻基金16支、基金规模近60亿元，入驻

金融管理服务及关联企业50家、注册资本近30亿

元。苏州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

能环保、智能电网和物联网、新型平板显示和高端

装备制造业等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达到7100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9.0%[9]。

3.3.2 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资源集聚配置

的有效路径

科技资源集聚正在成为苏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内

生培育的有效路径。通过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

发展政策，2011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0516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7.3%；苏州八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2011年实现总产值达11571亿元，同

比增长25.7%；制造业领域新兴产业产值已达10758
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38.1%；全市新兴产

业实现利税和利润分别达到888.5亿元和689.6亿

元；销售利税率和利润率分别达到8.5%和6.6%。

苏州《新兴产业倍增发展计划 （2010-2012）》明确

要求，2012年新兴产业领域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

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3%，发明专利授权量占企业

发明专利授权量比重达38%，培育15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引领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产品。

3.3.3 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迅速

提高

苏州形成一批以领军创新人才为核心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及高端产品，这标志着区域科技资源集聚

配置效率优势正在形成。简廷宪、瞿晓铧等的“新

型平板显示”和“太阳能光伏”等百亿级、千亿级

产业基地，刘继明、孙剑勇等的通信产业链，张佩

琢、梁子才的小核酸研发生产基地等已成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成功案例。苏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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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争取各类资金突破2.6亿元。其中，国芯科技

获核高基重大专项资金2637万元，欧索软件获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576万元，获批国家“863”项

目2个。2010年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验收，

2007-2009年申请专利翻三番，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数量3年增长了4倍多。

3.4 建立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地方政府

新偏好

科技资源集聚配置如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和集群发展有效匹配，需要建立基于传统经济增长

模式创新的区域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政府新偏好。

这种政府新偏好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科技资源集聚配置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发展

的总体战略有效匹配；二是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领军企业发展战略有效匹配；三是

科技资源集聚配置与地方政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

内生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有效匹配。基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内生发展的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能促进

地方政府行为新偏好，进而实现地方政府行为模式

的最优性 [10]。因此，这种新政府偏好是减少战略性新

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和科技资源集聚配置制度交易成

本，提高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效率的有效方式。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必须以提高我国

企业在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

位为前提，实现从“低端参与全球分工”到“高端

集聚全球科技资源”的角色转变。江苏省已经在这

方面进行了初步成功的实践。2011年，江苏省设立

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引导资金10亿元，安排省

级现代服务业各类发展专项引导资金17.75亿元，

全省财政科技支出206.8亿元，支持实施中长期人

才发展规划纲要，下达2010-2011年“双创（创新

创业）”资金8.58亿元，资助引进创新团队30个、

领军人才402人。

3.5 建立特色产业集群基地

产业集群基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合作研发项

目为载体，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目标。苏州工

业园区国家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火炬计

划昆山高端装备特色产业基地获批建设。实现“科

技招商”是苏州高新区及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

思路。2010年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1252.6亿

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60.4%；新认定省级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23家，累计达141家；新认定高新技

术产品114个，新增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3家；

累计引进国内外研发机构、公共服务平台、重点实

验室与院士工作站192家；专利申请量近年以年均

40%以上速度增长；全区科技投入经费超过2.4亿

元；科技三项经费占全区可用财力比例超过10%；

全社会R&D投入占GDP比重超过3%；落实各类科

技政策为企业减免税超过3.25亿元。

3.6 促进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的涌现

苏州以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的涌

现为机制，促进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中

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是国家知识产权

局、工业信息化部根据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总

体部署。“十一五”以来，苏州市大力实施知识产

权战略，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根据《2011年苏

州市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2011年苏

州市专利申请102164件，授权77281件，在全国各

大中城市居首位；苏州市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

分别达21765件、2492件，同比分别增长68.3%、

81.9%，申请量和授权量已分别在全国排名第4位和

第10位。2011年苏州有7家企业通过专利质押进行

融资，获得银行贷款8350多万元。苏州市创建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工作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验收评定，常熟市、张家港市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市验收。昆山市、常熟市、相城区通过江苏省知

识产权区域示范工作验收。苏州工业园区被列为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园区，昆山市、常熟市被列入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3.7 促进服务外包集聚及升级

苏州积极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由低端向研发设计

等高端领域集聚和升级，并初步形成了行业软件开

发外包、研发设计外包、生物医药研发外包等10个

领域的比较优势，苏州服务外包集聚可持续发展机

制逐步建立。昆山、太仓和苏州高新区等8个开发

区分别被认定为省级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示范

区，集聚了 IBM、HP、凯捷、软通动力、药明康德

等25家世界500强公司、全球外包百强企业和国内

十大外包领军企业或分支机构。2007年到2011年，

苏州服务外包企业数由412家增加到1600多家；接

包合同额由3亿美元增加到35.7亿美元。美国、欧

洲、日本和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

家和地区是苏州的六大发包来源地。2011年，苏

州服务外包离岸业务总量占江苏省的29%、中国大

陆的8.5%，已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有4家企业入选

“2011年中国服务外包成长型企业”。其中，新宇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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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还入选了“2011 IAOP全球外包100强”。

4 研究结论

以上研究表明，苏州等地方政府在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的实践中，已初步形成了科

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制度安排倾向和新偏好。这

种地方政府的先行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创新实践在

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社会化的制度安

排、建立创新和创业人才区域集聚的平台和高地、

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资源集聚配置能力、建

立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地方政府新偏好、建立

特色产业集群基地、促进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

的涌现、促进服务外包集聚及升级等方面已发挥出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

发展，是一种与传统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外生发

展有根本区别的新型产业培育方式。在某种意义上

讲，内生发展能力是决定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

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为此，要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

内生区域发展的新优势，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相适应的区域科技资源

集聚配置路径与机制条件，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和

引导地方政府科技资源区域集聚配置的制度创新。

4.1 区域科技资源集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

区域发展的基础

从以上的阐述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到，一方

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发展对科技资源集聚配置具

有极高的依赖性，另一方面科技资源集聚配置能力

和效率直接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传统

高新技术产业化模式的主要缺陷是缺少科技资源集

聚配置的产业扩张，与传统产业粗放型增长大同小

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导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

规模优势的形成，并没能改变我国低端嵌入全球价

值链所导致的升级困境。如何促进传统高新技术产

业化模式的转型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发展和

地方政府促进行为创新的重要课题。清醒地认识传

统高新技术产业化模式的缺陷，迫切需要建立基于

创新资源集聚配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域发展

路径体系。

4.2 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转型与创新是区域科技资源

集聚的重要保障

在形成促进科技资源集聚配置的地方政府行为

新偏好方面，我国先进地区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型实践中已进行了积极探索。客观上，我

国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促进行为模式具有特殊性。我

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就是中央和地方

政府共同参与、合作甚至竞争或博弈的结果。而地

方政府政绩冲动又是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

发展的敏感因素。这种模式可能会偏离战略性新兴

产业要以创新为基础的本质，地方政府直接投资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缺陷、风险和成本在递增。“直接

支持企业进行竞争性的补贴，就是有害无益的。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了一些苗头，应该引起我们

的注意。比如说，一哄而起的从众化，一些政府机

构指定技术发展的路线，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甚

至直接地确定投资等”[11]。建立基于科技资源集聚

配置的地方政府行为，既能形成促进科技资源集聚

配置的地方政府行为新偏好，又能有效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地方政府促进行为的转型与创新，最大限

度地减少传统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内生发展的负外部性，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区

域发展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合作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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