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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协同创新理论机制与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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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研究区域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对于提高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从系统

论的角度出发，论述区域协同理论及机制，分析国内外协同创新模式，综合借鉴已有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了4项

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了区域性协同创新能力

评价指标体系。对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性协同创新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价，找出影响区域性协同创新能力的主要因

素，分析济南市协同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推动当地协同创新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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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rther studying theoretical mechanism for district cooperation innov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 developing competitiveness in district. From the point of 

system theory view, it discours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heory and mechanism, researches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s home and abroad, and by  adopting relevant existing evaluation system, establishes four first-

level indicators, eleven second-level indicators, thirty-two third-level indicators, and us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index weight, and builds a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y collecting the relevant index data of fifteen sub-provincial 

cities, it empirically analyzes and evaluates its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identifies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region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abou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Jinan,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J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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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即不同学

科交叉与不同领域融合的背景下，为更好地适应

社会发展需求，以大学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政府为主体的

体制决策创新体系以及以科技中介或科技金融机

构为主体的其他技术转移、成果转移或围绕转移

的服务体系协同融合、组织管理，让智库、生产

力、决策等均实现共同创新，它既是技术的共同

创新，也是管理的创新，同时也是体制的创新。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协同创

新成为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研究

协同创新的较多，但是多为理论研究，理论结合

实际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尤其对副省级城市进行

实证比较分析的区域协同创新尚未见研究报道。

因此，深入研究区域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准确

把握协同创新的内涵，尽快启动相关政策，对于

提高当地的创新效率、提升区域的发展竞争力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解目前国内副省级城市

协同创新的现状，本文主要从协同创新的理论机

制、国内外区域协同创新模式、区域性协同创新

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协同创新能力评价实证分

析等几方面进行研究，最后提出推动协同创新发

展的建议。

1 区域性协同创新理论机制

1.1 协同创新理论

通过梳理国内外协同创新研究的相关概念，

切合现在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日益复杂的发展

环境，本文提出区域性协同创新的概念是：通

过政府意志的引导和机制安排，促进区域内的

大、中、小、微型企业、大学（或高校）及科研

机构、中介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区域内的

各类资源，实现区域内各方的优势互补，协作开

展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及产业化活动。

区域可以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省，或某一个市，如

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或者某一个具体的地级市

等，或是以某几个城市为核心的一定范围，如都

市联盟、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黄河三角

洲、京津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协同创新

应具有以下特征：多方协同存在于过程的每一阶

段；协同创新流程优化；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交

流，共享机制明确，渠道畅通；协同创新可持续

发展。

1.2 协同创新机制

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等传统创新模式及与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的

区别在于，协同创新打破了孤军奋战式的创新，

建立起包括大中小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介

机构、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等共同参与的协同创

新网络，更加强调多个主体间的协作关系以及知

识和专业技术的共享，是创新要素的全面协同。

协同创新适合社会发展需求，但无论是以

企业为主导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均是以需求为引

线，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只有构建高效的协同创

新运行机制，促进各创新主体深度融合，才能充

分发挥协同创新的作用。协同创新可从不同角度

建立运行机制，从各主体、各要素之间关系的角

度分析 [1]，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包括动力机制、

协调机制、决策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选择与投

入机制等。其中，利益分配机制是协同创新联盟

能否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影响协同创新

联盟成员积极性的最重要因素；动力机制是协同

创新联盟能够产生和进行的首要条件，可分为内

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部分；协调机制是协同创新

联盟能够良性发展和运行的必要条件。从创新过

程的角度看，协同创新又可从资源共享、资本融

合、联合攻关、产出分享、风险分担5个方面建

立相关运行机制 [2]。

2 国内外区域协同创新模式

国内外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区域协同创

新模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国外，美国的科技园区模式、企业孵化模

式、校企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模式、高技术企业模

式、专利许可和转让模式，英国的开放式创新模

式，日本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瑞士的区域创新

联盟及印度的科研机构导向型创新模式等，都获

得了一定的区域协同创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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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工业园区模式。比较著名的有加利

福尼亚州的“硅谷”、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和

北卡罗来纳的“科研三角区”等。据统计，美国

高技术园区已有200余个，且大部分的发展现状

及前景都比较好。

（2）企业孵化器模式。在企业孵化器诞生前

的20年中，美国年平均新增9000家企业，在企

业孵化器诞生之后的5年中，年平均新增7.4万家

企业 [3]。

（3）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按照合作

关系的不同分为3种，分别是：55% ～ 60%为

单一伙伴关系，即一所大学对应几家企业；

20% ～ 30%为多所学校对应多家企业；10%表现

为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与企业和大学合作。

（4）“开放式创新”模式。“开放式创新”的主

要组织形式是校企双方共建技术转移共享中心，

资金来源是政府资助。该模式在英国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协助英国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

打造了许多高新技术企业。

（5）日本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日本政府提出

了产学研一体化的理念，要求大学和企业融为一

体，人才共同培养和使用。日本产学研一体化的

形式主要有：共同研究、委托研究；另有共同研

究中心，除包含上述两种方式外，还从事企业技

术咨询和技术培训等。

（6）ETH区域创新联盟。瑞士ETH区域创新

联盟包括瑞士仅有的2所联邦高校——联邦理工

学院、4 个联邦研究所，同时还得到国家政策的

支持，包括资金、土地、税收等。这些优势促使

该联盟在新技术研发、优秀人才培养、协同创新

平台搭建、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7）印度“科研机构导向型”协同创新模

式。具体措施包括5个方面：一是政府保障技术

研发及资金的持续投入；二是鼓励专利申请及技

术转让；三是鼓励国家实验室和企业开展合作；

四是设置国家技术成果转化奖；五是实施税收优

惠政策。印度“科研机构导向型”协同创新模式

促进了卫星城的发展，吸引了大批企业，形成了

一批“第二阵营城市”，逐渐拓展了印度新的研

发和创新中心。

在国内，区域协同创新模式有北京中关村协同

创新计划、广东“三部两院一省”、三峡库区重要

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等，也在不同程度取得了成功。

 （1）“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北京市中关村

科学城囊括了27所含清华、北大在内的高等院

校、30余家研究所、近50家国家级科研机构，拥

有25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家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和62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还有一大批高

新技术企业和近8000家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中

关村协同创新计划”明确提出，要将中关村科学

城建设成为我国著名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示范区[4]。

（2）广东“三部两院一省” 。广东省与教育

部、科技部联合启动产学研结合试点工作，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广东省构建了以派驻企业科技特

派员为点、以建设产学研创新联盟为线、以建立

产学研结合区域示范基地为面的推进体系；广东

省还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签订了产学

研合作协议。这就形成了广东省“三部两院一

省”的产学研结合大格局 [5]。

 （3）“三峡库区中药产业协同创新（重庆）中

心” 。“中心”依托西南大学，整合了重庆大学、

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市中药研究

院、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太极集团、重庆科

瑞制药、重庆希尔安药业、重庆华森制药等新药

创制联盟理事单位，围绕三峡库区新药研发、中

药资源综合利用、前沿技术攻关、基地建设等方

面开展协同创新。  
从上述信息可以发现，不同的区域范围有不

同的协同创新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区域

协同创新的典型模式还比较匮乏，可借鉴的经验

也少。国内大部分区域协同创新普遍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一是推动区域协同创新的政策体系不完

善。二是深化区域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未建立。

据调查，目前企业与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产学

研协同创新的类型主要是常规技术咨询（37%）

和合同委托开发（33%），基本都是“交钥匙”的

合作方式 [6]。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企业发展依靠

科技进步的因素小，创新速度慢，大部分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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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没能真正找到与企业的结合点。大量科

技资源利用率低，一些发达国家的仪器设备利用

率高达170% ～ 200%，而我国大多利用率不到

25%，甚至更低。三是区域协同创新的投融资体

系仍未形成，投入不足。2013年，我国全社会

R&D：GDP首次超过2%，而数据显示，2003—
2007年美国研发经费投人强度一直大于2.5%，

日本更是超过3%。由此可见，国内的区域协同

创新距离国外还有一定差距，处于区域协同创新

模式建设的初始阶段。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区域协同创新

有更深的认识和研究，因不同的地区范围有不同

的条件资源，就应有不同的协同创新模式，为进

行客观的比较分析，寻找相对差距，本文针对副

省级城市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

3 构建区域性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由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组织编写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受到了学术界和政府

部门的高度评价。该报告在评价研究中所采用的

指标体系是从知识创造、知识转移、企业技术创

新、创新环境及创新经济绩效五个方面设置的，

每个方面又细分很多分支指标，明细指标总数

多达145个。由于指标过多，导致数据收集的工

作量相当庞大，有些指标数据根本无法收集，从

而也影响了评价的客观性。另外，楼高翔、曾赛

星 [7]从协同的视角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研究，

并且提出了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测评的理论框架和

指标体系，但并未将该指标体系应用于实证分

析，该研究成果对于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开展这方

面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实证性的研究提供了有益

的思想启示。谢思全等 [8]将区域协同创新的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创新行动协同性、协同创新能

力、协同创新效果及协同创新环境等4个部分；

贺灵 [9]结合“创新就是知识的创造、转移与应

用”的观点，从相对静态的视角将区域创新能力

分解为五大模块：创新资源保障能力、知识创新

能力、知识配置能力、知识应用能力以及创新环

境支撑能力。

综合看来，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主要可

分为两种理念：一是以创新活动为主要研究对

象，围绕创新活动的资源、环境、协同关系、创

新产生绩效等进行研究；二是以创新活动中的知

识流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知识的创造、转移、

应用及其绩效进行评价分析。相比较而言，前者

更注重创新的行为，后者则注重创新的本质与内

涵，但二者都以资源、行为、协同关系及协同效

果作为评价对象。因此，本文结合实际，根据区

域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以区域协同创新能力

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区域创新资源、创新环境为

基础，以区域协同创新效益为衍射范围，定量指

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的原则，确立了包括区域协

同创新资源保障能力、区域协同创新环境支撑能

力、协同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和协同创新效

益4个一级评价指标、11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

指标的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
对于指标权重的确定，考虑指标结构的复杂

性、指标数量相对较多、指标性质不一等情况，

本项目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层次分

析法具有系统性的分析方法、简洁实用、所需定

量数据较少等优点，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如不能

为决策提供新方案，定量数据较少，定性成分

多，不易令人信服，指标过多时数据统计量大，

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精确求法比较复杂等。为减

少权重指标定性成分，提高指标可信度，本项目

咨询数十位专家，并考虑专家在该领域内的权威

程度，赋予相应的权重值作为权威系数，在收回

专家反馈的数据后，加权平均，得到信任度较高

的正互反矩阵；对于特征向量和特征值的计算，

则采用yaahp分析法辅助软件，大大提高了计算

速率和准确度。

经专家反馈权重信息，对于区域协同创新评

价指标中一级指标所形成的正互反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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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计算可得到该正互反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为：4.2484，经一致性检验，RI=0.0930<0.1，通

过了一致性检验，再经计算，消除指标差异，得

到一级指标权重：W0=[0.1153，0.2459，0.4970，
0.1418]。

依此方法分别得到二级指标权重：

W1=[0.0634，0.2547，0.6185，0.0634]，
W2=[0.8333，0.1667]，W3=[0.1096，0.3092，
0.5813]，W4=[0.6667，0.3333]

三级指标权重：

W11=[0.75，0.25]，W12= [0.6434，0.0738，
0.2828]，W13=[0.25，0.75]，W14=[0.1153，
0.5644，0.2440，0.0763]

W 21=[0 .1863，0.7870，0.0768]，W 22= 
[0.1244，0.5205，0.0581，0.2971]

W31=[0.0913，0.0456，0.6023，0.2608]，
W32=[0.3333，0.6667]，W33=[0.6667，0.3333]

W 41=[0 .6479，0.2299，0.1222]，W 42= 
[0.3000，0.1000，0.6000]

表1 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协同创新资源保

障能力

人力资源
每万人R&D人员 人/万人

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 人/万人

经费资源

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

区域风险投资情况 定性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

创新载体资源
每万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家/万人

每万人科研机构数量 个/万人

教育资源

每万人高等院校数量 所/万人

人均教育支出 元/人

教育支出占GDP比重 %

每百人平均公共图书藏书 册/百人

协同创新环境支

撑能力

协同创新平台

（载体）

科技孵化器拥有量 个

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数量 个

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量 个

协同创新政策环境

企业享受研发经费加计扣除政策税收减免优惠情况 定性

产学研创新基金/产学研专项资金 定性

企业享受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优惠情况 定性

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情况 定性

协同创新成果及

应用转化能力

创新直接成果

区域R&D课题数 项

每万人R&D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 篇/万人

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项数 项

每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量 项/万人

高新技术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率 %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 %

技术转移与合作
技术市场交易金额 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外技术引进金额 万元

协同创新效益

经济效益

人均区域生产总值 万元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财政支出增长率 %

社会效益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职工年平均工资 万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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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同创新能力评价实证分析

我们以国内15个副省级城市为实证研究对

象，数据采集后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

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逐级将归一化处理

的数据与其所对应的指标权重相乘相加，得到各

级指标的权乘值，也就是对应的每个城市的各级

指标的得分，而每个城市所有一级指标的权乘值

相加得出对应城市的区域协同创新综合能力值。

具体综合能力值排名见表2。

表2 区域协同创新综合能力

序号 城市 综合能力值 排名

1 南京市 0.118937356 1

2 武汉市 0.099810538 2

3 深圳市 0.077442096 3

4 大连市 0.073584796 4

5 杭州市 0.070980574 5

6 长春市 0.068223024 6

7 广州市 0.064792706 7

8 沈阳市 0.062456089 8

9 厦门市 0.056092907 9

10 哈尔滨市 0.054272175 10

11 成都市 0.052104498 11

12 宁波市 0.04895412 12

13 西安市 0.047090488 13

14 济南市 0.044186792 14

15 青岛市 0.044174188 15

注：表中的数值为“区域协同创新综合能力值”，与“创新能

力值”不同。

在结果分析中，首先，对15个副省级城市的

区域协同创新综合能力进行比较分析。其次，结

合各一级指标柱状图及其包含的二级指标和三级

指标折线图，找出其存在的差异，针对济南市找

出其处于劣势的各级指标。最后，从保障重视程

度、环境支撑、成果产出以及成果及应用转化4
个方面，分析了济南市区域协同创新方面的现状。

由表2可以看出，区域协同创新综合能力较

为靠前的城市分别为南京、武汉和深圳。其中，

南京的协同创新能力优势在于协同创新资源保障

能力和协同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均位居第

一位，其协同创新环境支撑能力和协同创新效益

也均居于中上游水平。武汉的协同创新能力优

势在于协同创新环境支撑能力，除其协同创新资

源保障能力与南京、杭州、厦门和深圳相比差距

较大外，其协同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和协同

创新效益位于中上游位置。深圳市的协同创新能

力优势在于比较平均，其协同创新效益位于第一

位，但领先其他城市不多，另外3个一级指标则

位于中上游。济南市在协同创新资源保障能力和

协同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方面均处于弱势。

针对协同创新的4个一级指标协同创新资源

保障能力、协同创新环境支撑能力、协同创新成

果及应用转化能力和协同创新效益分别进行分

析，找出其存在的差异，并从二级和三级指标方

面查找原因。第一，在协同创新资源保障能力方

面各地区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其中南京、杭州、

厦门和深圳在这方面优势比较大。造成这种差异

的二级指标为创新资源载体，而创新资源载体具

体到三级指标则是每万人科研机构数量。三级指

标中除每百人平均公共图书藏书数量外，其他指

标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济南市在创新资源保障能

力方面处于劣势，具体三级指标有每万人科研机

构数量、每万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地方财政科

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教育支出占GDP
比重以及人均教育支出。第二，在协同创新环境

支撑能力方面武汉市领先优势比较明显，二级指

标则表现为协同创新平台的数量，三级指标表现

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数量。济南市在协同创

新环境支撑能力方面处于中游水平，但其国家级

科技孵化器拥有量处于倒数第二位。第三，在协

同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方面各地区有较大差

异，其中南京和大连在这方面优势比较大，而济

南则处于末位。协同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的

二级指标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转移与合作的差别

是造成其差异的主要原因。三级指标获得国家科

技成果奖项数、技术市场交易额、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GDP的比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外技术

引进金额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率对协同

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的影响比较大。该能力

中处于倒数第二位的西安市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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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技术引进金额、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率

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等方面处于劣

势。值得注意的是三级指标中济南市2012年高新

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率、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

数量和技术市场交易金额均处于倒数第二位，这

是济南市在协同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处于劣

势的主要原因。第四，在协同创新效益方面各地

区差异不大，其中深圳市和广州市位于第一和第

二位，具体到二级指标则体现于经济效益方面，

三级指标则表现为人均区域生产总值、地区生产

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财政支出增长率。可

以看出，协同创新效益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必

然的联系。济南市在协同创新效益方面处于中游

水平，三级指标中其财政支出增长率处于第一

位，但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后几位，职工年平均工

资处于倒数第二位。

济南市虽部分指标值较为合理，但从总体

来看，济南市整体协同度较低，尤其在协同创新

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和协同创新环境支撑能力方

面，与协同创新开展较好的城市差异较大，协同

创新成果及应用转化能力方面在创新直接成果与

技术转移与合作上较薄弱。在协同创新政策环境

方面也有所欠缺，目前存在如下问题：对协同创

新的资源保障不够有力；济南市协同创新环境有

待改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协同创新成果

不高；中介机构的技术转移和服务能力不足。

5 推动协同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针对现状和不足，我们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推

动济南这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

（1）充分认识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意义。目

前济南市经费资源、研发人力资源比重较低，国

家级科技孵化器拥有量低于副省级城市平均值，

应进一步提高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对

协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大力推进协同创新。

（2）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政府、企业（包括

大、中、小、微型）、大学（或高校）和科研机

构、中介是协同创新的主体，要从这四大主体入

手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具体体现在从政策、资

金、人才引进和培养、服务监管等方面加强政府

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作用；围绕济南市的重点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强化企业

的创新主体作用；提升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水平；加强科技中介机构的技术转

移服务功能。

（3）探索建立济南市协同创新模式。围绕济

南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和主导产业的重点需

求，在建立动力机制、协调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的等一般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整合优势资源，针

对不同企业在不同的领域分别开展协同研发，通

过平台、基地或项目建设或组建协同创新中心等

方式，逐步构筑多元化协同创新模式，形成集成

高效的协同创新体系。

（4）抓好协同创新的重大项目。建议设立协

同创新重大专项，如大型交通装备产业集群、高

端智能机械装备产业园项目、低碳经济协同创新

项目等，坚持以项目为抓手，整合科技资源，聚

集创新人才，带动协同创新。

（5）打造协同创新的环境。协同创新环境主

要包括政策保障、财税扶持、金融支持、人才队

伍建设、组织依托等。其中，政策保障方面济南

市可以从完善科技创新组织管理体系、加强政策

统筹、扩大政策覆盖、打造政策服务链条几方面

着手。对创新型企业或其他机构的税收依据创

新情况给予优惠或退税；发展科技银行、科技招

商、科技风险投资、科技融资、科技创新保险；

大力实施“5150人才引进计划”、“千层次创新

人才”等人才引进计划，统筹推进后备人才培养

计划工程，加快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加快基

地、孵化器、加速器、产学研促进中心、产学研

联盟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创新中心等

的建设。

（6）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或平台。根据开放合

作、科技资源共享的原则，针对济南的实际情

况，可在不同领域建设协同创新平台。网络或平

台建设可由济南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龙头企

业牵头，吸引行业内更多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企

业和研究机构来济南投资创业，转移、转化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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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也可由学科优势特色明显的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牵头，构建原始创新方面的公共协同创新

平台，持续产出重大成果和创新人才，或围绕智

慧泉城建设中的主要内容，如智慧政府、智慧产

业、智慧民生、智慧家庭等，联合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加强与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相关单位

合作，通过有效整合人才、技术、项目等创新要

素，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6 结语

本文界定了协同创新的概念，针对副省级

城市构建了区域性协同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济南市在协同创新方面的

现状及与其他副省级城市的差距，发现济南市在

协同创新发展中存在资源保障不够有力，协同创

新环境有待改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协同

创新成果不高，中介机构的技术转移和服务能力

不足等问题，提出推动区域性协同创新发展的对

策与建议，包括充分认识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意

义，构建协同创新机制，加强政府的引导和宏观

调控作用，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提升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加强科

技中介机构的技术转移服务功能，探索建立济南

市协同创新模式，抓好协同创新的重大项目，打

造协同创新的环境，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或平台。

本课题主要针对创新性较强的副省级城市进行了

对比分析，对济南市的区域协同创新提出了建

议，结合当前省会城市群经济圈、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的规划和

发展，建议下一步对城市群的区域协同创新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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