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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资源视角的京津冀协同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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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创新资源视角探讨京津冀协同创新问题，利用科技统计数据阐述这一区域创新资源配置、流通、合作共

享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借鉴长三角地区经验，提出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健全区域创新资源共建和

利益共享的协同促进机制；以技术转移为抓手促进创新资源对接流通；支持多元化产学研合作带动资源互补；鼓励创

新资源跨地区开放共享。

关键词：京津冀 ;区域协同创新；创新资源；技术交易；资源共享

中图分类号：G32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18.05.003

Study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y Innova-
tion Resources Perspective
ZHANG Tuoyu

(Tianji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Tianjin 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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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区域协同创新可以理

解为区域内各创新活动主体（可能包括大学、科

研机构、企业、政府、科技中介机构等）基于共

同的社会经济目标，将创新资源要素进行系统优

化、有序配置，通过共同推动知识生产、传播、

扩散和应用，共同进行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活动，促进知识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的

有效衔接，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

展的整体效应 [1-3]。

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形成机理，基于理论模型

和实证分析，研究者提出了各自观点。付淳宇 [4]

综合相关研究成果，认为加快知识识别、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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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和资本化过程是推进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首

要目标；鲁新 [5]借助复杂系统理论、DEA等方法

对协同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创新

资源的结构、成果转化、人才、产业竞争力等是

影响区域创新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张秀萍等 [6]

基于三螺旋理论观点，认为在区域协同创新中，

大学、政府、产业（企业）各自在知识创新链、

制度创新链和技术创新链上形成非线性协同互动

机制，促进了区域内各类创新要素在各创新主体

之间自由、有序分配；潘锡杨等 [7]提出区域协同

创新的“火箭模型”，即地方政府引导，企业、

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科技中介和金融机构为

支撑，信息、知识、资金在系统内无障碍地流动

为依托形成“一体两翼”结构；郭宏等 [8]基于川

渝互动的视角，分析了贸易流通、知识溢出与区

域协同创新的关联，表明较高的贸易依存将有效

促进区域间知识溢出，对知识创新的方向和效果

产生影响 [8]。

梳理相关研究可见，在形成区域协同创新

格局的进程中，创新资源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性

要素：在源头上，创新资源分布“先天”不均衡

与创新主体不断增强的资源“支配力”，构成了

区域协同创新的客观基础和动因；在过程中，创

新资源跨主体、跨地域流通是促成区域协同创新

的主要途径，具体表现可能是人员流动、成果转

化、技术转移、知识扩散、资源共享等；从目标

来看，当区域协同创新达到较高水平，应表现为

创新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有效配置和充分转化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健全体制机制。

本文基于创新资源视角，对京津冀区域协同

创新思路进行初步探讨。

1 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的基础

京津冀是国内创新资源最富集的区域，以创

新资源为切入点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则是当前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本研究从创

新资源的分布、流动、合作、共享 4 个方面对京

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的基础进行直观描述。

1.1 资源分布

据统计，2015 年京津冀地区拥有普通高等学

校 264 所、研究和开发机构 528 个，分别占全国

的 10.3%和 14.5%；研发人员有 69.25 万人、研

发经费内部支出为 2245.07 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12.63%和 15.84%；拥有有效专利 53.5 万件，占

全国的 11.16%；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有 88160 项，

成交额达 4031.7 亿元，占全国的 28%和 41%[9-10]。

丰富的创新资源储备和成果产出为推进区域协同

创新提供了基础。但分析区域内部构成（图 1）

图 1 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分布构成

数据来源：2016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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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三地创新资源投入、产出的主要表

征指标中，北京均占据半数以上甚至更高比重，

形成明显的资源“梯度”格局。在这种资源分布

态势下，三地通过区域协同、资源辐射实现共同

发展的需求和动力更迫切。但需要指出，落差过

于“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承接成果转

化、产业转移和开展合作对接。

1.2 资源流通

技术交易是区域创新资源流通的重要载体

和渠道，通过技术所有权转让、许可、有偿服

务、委托开发等交易形式，在直接促进新技术、

新成果、新工艺向需求方转移转化的同时，也间

接带动了相关知识、信息、人员流转，乃至进一

步形成实体机构项目，促进配套建设，从而引发

创新资源的流通布局。京津冀是国内技术交易最

活跃的地区，而最主要贡献仍来自北京。比对三

地技术交易构成可以看到，以技术合同成交额

计算，2015 年北京技术输出 /技术吸纳之比约为

75:25，北京技术市场年报显示该地区 2015 年技

术合同流向本市、外省市、出口的成交额之比为

18:54:28，这表明北京地区技术成果在本地转化

的同时也在大量向其他省市输出 [11]。相比之下，

天津 2015 年技术合同输出 /吸纳的比例约 60:40，
河北则为 21:79，通过技术交易获得资源补充的

趋向较强烈（表 1）。据北京技术市场统计，2015
年北京流向津冀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 111.5 亿元，

较 2014 年增长 34.1%，其中流向天津市技术合同

1407 项，成交额 57.6 亿元，金额增长 1.8 倍，这

表明区域内技术交易为载体的资源流通较以往正

变得更加紧密。

尽管如此，津冀两地在 2015 年北京技术

合同输出的成交额（图 2）排名中仅列第十二、

十三位。同期北京流向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等长三角区域的技术合同共 9164 项、成交额

439.7 亿元，分别是流向津冀的约 2.5 倍、3.9 倍。

这也表明，推动京津冀区域性技术交易尚有较大

合作空间。

1.3 资源合作

通过共建创新载体、共推科技项目、企业

相互投资、科技人员往来等合作方式，能够有效

促进地区间优势创新资源互补，是促成区域协同

创新的传统模式。北京超强的科研条件和研发能

力，津冀在产业技术创新、应用和产业化方面的

基础优势，为彼此间互利合作提供了契合点。相

关研究表明，“十二五”以来京津冀科技论文合

著、专利联合申请、企业相互投资等合作指标均

呈现逐年递增态势，表明三地创新合作较以往更

活跃 [12]。观察京津冀区域创新合作的方式，正在

向多层次、立体化格局发展。以天津市为例，在

部市合作、院市合作等互动机制推动下，吸引了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首都大院名校在天津或

设立分支机构、或落地转化项目、或共建园区载

体，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其中，中国科学院

和天津市“十二五”期间各类合作项目累计 410
余项。在科技计划层面，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创

新项目”“京津冀基础研究合作专项”等项目相

继启动，围绕基础研究、大气污染、节能减排等

促成了一系列跨地区合作攻关和示范项目。在创

新主体层面，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关村企业累

计在津冀两地设立分公司、子公司 5849 家，科

研成果异地辐射企业拓展发展空间的新模式 [13]。

在园区载体层面，以中关村辐射带动为引领，围

绕“4+N”重点区域、依托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

园、石家庄（正定）中关村集成电路产业基地等

表 1 京津冀技术交易合同登记情况

输出技术 吸纳技术

合同数 /项 成交额 /亿元 全国排名 合同数 /项 成交额 /亿元 全国排名

北京 72306 3453.89 1 50140 1147.53 1

天津 12449 503.43 7 9439 330.71 8

河北 3298 39.54 23 5989 145.31 19

数据来源：2016 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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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共建载体，逐步形成跨区域科技创新园区

链。其中，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于 2016 年 11 月

正式揭牌，截至当年年底已有 45 个项目签约，

总投资规模超 350 亿元，中关村企业在此设立分

支机构 680 余家。在京津冀探索多元化合作方式

的基础上，要构建常态化、体系化、可持续的创

新合作架构，以合作促进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并且让已启动的合作项目落实见效，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三地保障机制、跟进服务等。

1.4 资源共享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三地共有国家级重点

实验室 141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710 个、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11 个、省级工程中心 744
个、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197 个、科技部认

定备案的众创空间 103 个，这些或财政资助、或

市场运营、或“官助民营”的创新服务机构共同

构成了覆盖技术、信息、人才、金融、仪器设备

等的服务网络。在促进创新资源共享方面，“首

都科技条件平台”整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院校的国家级、北京市级重点实验

室、工程中心 878 个，仪器设备 4.03 万台套，聚

集了包括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高端人才在内

的万余名顶尖专家资源 [14]。天津则依托“科服

网”、大型仪器共享协作、孵化器综合服务等互

联网平台构建市场化、专业化创新服务网络，探

索“O2O”科技服务电商平台。目前，“首都科

技条件平台”已分别在天津、石家庄建立区域合

作站，面向京津冀企业服务。2015 年该平台共服

务天津企业 471 家，签订服务合同额为 6628.1 万

元，成交额达 4587.51 万元。

相对于三地各自“内部”资源共享而言，异

地资源共享相配套的资质认证、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等机制缺乏，地区间基础条件、市场活跃度

等存在较大差距，区域性的资源服务网络和中介

体系还不健全，都是目前区域间充分实现资源共

享的制约因素。但是三地以同类政策（如科技创

新券、大型仪器共享补贴）对接为桥梁，通过共

同发布服务资源清单、互认服务资质等方式，可

以对各自创新主体异地共享资源给予政策性支

持，这也成为当前实现区域资源共享最可行的突

破口。

2 借鉴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经验

与京津冀地区相比，长三角在鼓励创新资

源流通和共享方面起步早，活跃度较高，机制

较成熟，成为区域协同创新的有力推手。特别

数据来源：2015 年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年报。

图 2 2015 年北京市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超 50 亿元的省市及其合同数与成交额

注：图中标注的数值为 2015 年技术合同数和成交额，2014 年情况仅作为比对，未标注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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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常态化协作机制、技术交易和资源共享

体系建设等方面。而企业创新意识和能力更强，

也是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主要优势因素。通

过分析长三角（本研究主要以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三省一市”为对象，相关统计数据

均指这 4 个省市）的成熟经验，希望能够带来

一些借鉴。

2.1 制度层面的统筹设计

2003 年，《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协议书》正式签订，提出实行科技资源

开放和资源共享等协作任务，这是国内第一个省

级政府间签订共建区域创新体系的协议，也标志

着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由“对话性合作”进入

实质性的“制度性合作”。一方面，以多方共建

“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为平台，通过

省市轮值定期召开工作会议，设立常设办公室机

构等方式，使区域间相关重要议题能够及时组织

协调，经常性的信息互通得到保障，逐步建立起

较成熟的常态化协作机制；另一方面，定期就区

域协同创新工作提出计划，结合实际需要发布行

动计划、工作方案等指南性文件，针对区域间政

策对接、项目共建、人才流转、平台开放、资源

共享、合办重大活动等具体协同事务提出要求，

由相关省市职能部门具体落实。如 2017 年制定

的《沪苏浙皖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网络

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分工方案》就从共性技术攻

关、科技资源共享、共促科技成果转化、支持科

技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交流、优化协同机制等方

面提出具体方案，为下一阶段三省一市协同创新

体系建设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2.2 企业创新资源的支配力

在区域协同创新格局中，企业是对创新资源

需求最旺盛、反映最敏锐、行动最积极的群体，

长三角科技型企业数量多、活跃程度高，对创新

资源的获取、支配能力较强。统计显示，2015 年

在长三角地区纳入统计的 11.77 万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中，3.16 万家建有研发机构、3.51 万家

有研发活动，分别占比 26.89%、29.84%；企业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约

1.11%，研发人员占企业人员比重 5.15%。对比

来看，企业创新资源投入明显高于京津冀和全国

水平（表 2）。除自身资源储备外，长三角企业对

通过技术交易、技术合作等外部协同获得创新资

源也更加活跃，2015 年长三角规上工业企业购买

境内技术经费支出为 72.02 亿元，远高于京津冀

（7.86 亿元），考虑到企业数量的差异，将该项费

用平均摊薄到单个企业上，则长三角单个企业支

出约为京津冀地区近两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该地区企业与境内（包括区域内）创新资源的

紧密联系，而这种强烈“动机”势必将促进区域

内创新资源流通，进而带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

形成。

表 2 2015 年长三角、京津冀规上工业企业部分创新指标

创新指标 长三角 京津冀 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家 117721 24378 383153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 /家 31661 2582 52833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占比 /% 26.89 10.59 13.78

有R&D活动的企业数 /家 35127 4613 73570

有R&D活动的企业占比 /% 29.83 18.92 19.20

企业R&D人员数量 /万人 124.51 30.33 364.59

R&D人员占比 /% 5.15 4.66 3.73

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 /亿元 3156.46 882.56 10013.93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 1.11 0.95 0.90

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件 177510 48911 573765

企业购买境内技术支出 /亿元 72.02 7.86 229.94

数据来源：2016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6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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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技术交易服务体系

长三角地区是国内技术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

一，这也成为其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推

动力量。2015 年各省市技术交易登记数量方面，

江苏技术输入排名第二位、技术输出排名第六

位，上海技术输入输出均排名第四位，整体活跃

程度非常突出。如前文所述，长三角企业非常重

视购买引进技术，而该地区科研院校等研发主体

和成果供给方也积极参与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从

2015 年统计情况来看，长三角地区高校专利所

有权转让及许可发生 1258 件，研究与开发机构

发生 2715 件，成交数量反而高于科研院校密度

更大的京津冀地区（高校 374 件、研发机构 445
件），也显示了技术交易供需双方相向而行的良

好氛围。

同时，长三角相对成熟的技术交易服务体

系也提供了有效支撑，前文提到北京地区技术

输出多数落户到这一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也得

益于其高效的技术交易运作和承接能力。在科技

部已发布的 6 批共 453 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中，长三角地区共有 111 家，占比约 1/4，这些

机构 2015 年成功运作技术交易 34366 项，成交

额 509.62 亿元，四省市无论机构数量、成交量均

位列各省市前列（表 3），且由于省市间（较京津

冀相比）更趋“均衡”，使得区域性技术交易服

务的整体性更好，更易达成协同 [15]。依托国家技

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国家技术转移苏南中

心、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浙江网上技术市

场、安徽网上技术市场等技术交易机构，长三角

地区积极探索三省一市科技成果、企业需求、专

家、技术经纪人队伍共享共用方面，有效促进了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区域联动。

2.4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在长三角推进区域协同创新进程中，科技资

源开放共享是被提及最多，也是实质性进展最大

的领域，由多方参与共建创新资源平台和联盟组

织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目前，这一地区已逐

步建立起了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科技文献、专

业技术服务、资源条件保障、技术转移系统等科

技资源共享平台，初步形成区域性技术要素对接

服务体系，并且得到地方政府通过大型仪器共享

和科技创新券补贴政策的支持。2017 年，上海

市科委、浙江省科技厅、嘉兴市政府签署合作协

议，在嘉兴市试行跨区域创新券试点，使嘉兴市

科技型企业可以更加便捷地使用上海的科研仪器

设备，而目前依托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已

集成仪器设备 22679 台套，其中 6789 台套可享

受创新券补贴政策。事实上，长三角的科技资源

跨地区共享早在 2013 年已有实质性举措，那时

浙江省长兴县面向本地企业发行了国内首个跨区

域流通的科技创新券，鼓励企业向资源更丰富的

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浙江省科技创新云服务

平台、江苏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服务平台等

购买服务。在此基础上，“创新券通用通兑”已

表 3 2016 年长三角、京津冀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分布及促成项目情况

机构数量 /个 促成项目数 /项 促成项目成交额 /亿元

上海 26 5718 207.76

江苏 45 19193 100.37

浙江 27 4855 38.14

安徽 13 4600 163.35

长三角合计 111 34366 509.62

北京 58 12944 420.01

天津 11 4611 33.83

河北 13 2563 8.37

京津冀合计 82 20118 462.21

全国合计 453 131080 2625.00

数据来源：科技部火炬中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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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写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合作协议中，这也

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内优质创新资源更便捷实现开

放共享。

同时，发挥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活跃的优势，

长三角各省市积极推动科技服务联盟化组织建

设，如围绕科技中介服务的“长三角科技中介战

略联盟”，关注科技金融的“长三角技术资本对

接联席会议”，支持院校资源和人才流动的“长

三角地区高校图书馆联盟”“长三角教师教育联

盟”等。这些区域性联盟组织通常涵盖多地企

业、院校，并吸纳技术交易、创业孵化、科技情

报、风险投资、科技会展、人才交流等服务资

源，共同构成区域性创新资源信息共享和延伸服

务网络。

3 对策建议

从创新资源视角来看，当前京津冀推进区

域协同创新尚存在以下问题：在创新资源布局不

均衡的固有格局下，引导区域间资源优化配置的

长效机制还不健全，配套的地区间利益分配、资

源流通、人才激励、知识产权等保障措施还不完

备；区域性技术交易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北京

技术输出优势和津冀技术输入需求还没有形成有

效对接；区域合作项目、联盟组织成立较多，但

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有更多企业创新主体参

与其中；区域间创新资源共享体系还不成熟，对

异地创新资源服务缺少必要的信息开放、资质互

认、绩效评价等保障机制，三地资源平台间还缺

少有效的对接。

鉴于此，结合长三角地区经验，本研究认

为当前实质性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应抓住

“创新资源”主线，健全有利区域创新资源配置

的保障机制，促进技术交易带动创新资源对流对

接，鼓励多元化创新合作引导优势资源互补，构

建区域性创新资源开放共享体系，合力推进技

术、知识、信息、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合理配置

与充分利用，带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进而

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高效衔接，支撑区域整体科

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提升。

3.1 建立健全区域协同创新促进机制

进一步将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的地方政府

会商机制向常态化、制度化和实质化升级。吸纳

三地科技和产业相关部门、园区和企业家、高校

和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共同加盟，建立类似

“协同创新联席会议”制度，并在此框架下设立

由科技、经济、土地、人力社保、金融等科技和

产业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经常性工作互动机制，

以便综合运用宏观规划、专项计划、调控政策、

法规制度等决策手段，促进区域创新资源挖掘利

用、统筹整合、对接对流与合作共享，共同协商

落实创新资源跨行政界限进行合作、交易、共享

等过程中的协作问题。

探索构建有利区域创新资源流动、共享的利

益协调和再分配机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绩效评

价、收益分配、奖励激励和让渡补偿等措施。健

全知识产权、技术、人才、信息等区域创新要素

市场，深化三地间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研

评价、资质互认等方面的对接，为创新人才和高

新技术企业合理流动、重大创新成果和项目异地

转化、创新条件平台异地开放共享等扫除障碍。

梳理三地地方性法规政策，尽可能地探索区域普

适、相互开放或（至少）易于对接的创新创业政

策措施。鼓励科技人才合理流动，支持院校领军

人才通过兼职、咨询、讲学，或担任顾问、科技

特派员、创业导师等方式跨区域服务企业，推进

与人才多向流动相匹配的职称、人事档案管理、

社会保障等区域科技人才制度，完善跨区域人才

信息平台、共享网络等促进机制。

3.2 促进创新资源流动和有效转化

针对京津冀高校、院所集中的特点，聚焦大

院名校科技成果转化，落实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

政策，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

理等制度，从源头上为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奠

定基础。继续策划实施京津冀合作、成果转化、

应用示范等专项 /计划资金项目，对市场导向明

确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项目，鼓励由企业牵头、

跨地区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

完善技术转移服务支撑体系，在三地技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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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服务网络基础上跨行政界限互动对接，搭建

区域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互通供求信息，

提高区域内技术交易活跃度；支持网上技术市场

建设并与资本、产权、人才市场协同运行，设立

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引导信贷资金、

创投资金以及各类社会资金为区域内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提供支持。健全专业规范的技术转移机构

和服务团队体系，支持京津冀技术转移协作联盟

组织建设，推动地区间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纪

人 /经理人资质互认，以便更好地促进跨地区技

术交易服务。

切实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和成果承接能力，综

合运用财税、金融、产业和人才政策，支持企业

创新能力建设，鼓励通过产学研合作和承接技术

成果转移，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等创

新活动中取得发展。支持条件成熟地区合理采用

异地共建、托管、飞地等方式共建协同创新和

成果转化示范区，可以探索尝试共建共投项目、

GDP分算和税收分成、资质互认和政策互通等方

式提供必要保障，以发挥先行先试和示范引领作

用，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体系建设。

3.3 引导多元化合作带动资源互补

发挥领军企业“旗舰”引领和大院名校的

“辐射”带动效应，支持组织建设区域性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

心等，以产业技术创新为需求导向，定向集聚

和配置技术、信息、人才、资金、成果等创新要

素。引导与产业技术创新关联密切的重点实验

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面向

企业提供支撑，或通过联合共建企业重点实验室

和技术中心、院校技术经纪人、科技特派员、产

业导师等方式构建资源双向流通的长效协作机

制。支持有条件的领军企业和院校通过其内部员

工、师生、机构的成果转化，业态剥离，“裂变”

创业等途径实现资源输出。

面向京津冀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等中小微企业密集的战略新兴产业，鼓励通

过参与创新联盟、外包、众包等“群聚”模式整

合共享碎片化资源，构建中小微企业创新生态

圈。支持其在共同制定行业标准，关键共性技

术攻关和外部市场拓展等方面形成合力，探索联

合开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合作新机

制。合理优化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门槛、准

入和执行标准，合理运用政策工具组合使中小微

企业享受政策“普惠”。逐步完善面向中小微企

业的科技信息、技术设施、科技金融、知识产权

等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鼓励科技中介组织“众联”发展，重点围绕

技术转移、创业孵化主线，支持业务拓展、横向

合作或联盟式合作，构建面向创新创业全生命周

期的科技服务链，带动与之关联的科技金融、知

识产权及其他专业服务资源集成。支持搭建面

向科技型企业的众包服务平台，支持涵盖研发

设计、金融服务、中试孵化、成果交易、认证检

测等的众创服务模式。鼓励“科技类社会组织”

（指从事与科技相关的公益性活动的非政府、非

营利组织）发挥低成本、跨领域、跨职业的创新

主体“社交网络”功能，带动创新要素网络化集

聚。

3.4 鼓励优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

突破旧有资源管理机制和条块分割束缚，探

索有利资源开放共享的管理机制创新，健全配套

激励、评价、监督、绩效考核措施，探索对异地

使用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的合理鼓励措施。支持社

会资金跨地区参与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和科研条件

平台共建，依其服务绩效同等享受相应财政奖

励、补贴政策，形成国资、民营等多渠道资金配

置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协作服务机制。采取

无偿公益性服务和有偿增值服务相结合等方式，

探索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市场化机制，完善共享服

务定价机制和合同制度，探索建设三方仪器设施

租赁、转让等共同市场。

依托“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科技型企业服

务网”“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平台”等资源集成平

台，整合各类科技条件平台、孵化转化载体、大

型科学仪器设备、科学数据与信息、科技情报信

息等资源，共建共享“科技资源服务平台”“科

技资源数据中心”等区域性创新资源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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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基于“互联网+科技服务”模式推进科研仪

器、数据信息、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等资源集成

服务，鼓励“科技淘宝”“创新呼叫中心”等电

子商务模式的运用，探索拓展区域科技资源共享

的新机制。

综合运用政府引导、市场调控和双向激励

机制促进创新资源供需对接。对资源 /服务供给

方（以科研院校、条件平台为主）采取行政统筹

和奖补刺激相结合的策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依法明确科技资源共享内容、标准、程序、责权

利，建立管理单位和人员绩效评估、利益分配和

激励机制。进一步规范科技资源信息备案、公开

和定期更新机制，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公开，尽可

能消除信息不对称障碍。对资源 /服务需求方更

多地采取政府购买、财税补贴手段加以引导鼓

励，在分担企业创新成本的同时促进供需对接。

比如在京津冀三地分别试行“创新券”政策基础

上进行跨区域对接，在试行初期以发布共享资源

清单的方式互认互通，对向共享服务机构跨区域

购买服务的企业，由各地方在本地政策框架内按

同等标准落实，对科研机构跨区域服务纳入绩效

统计，待协作机制运行成熟后则可以探索自由度

更高的“通用通兑”模式。

4 结语

本研究结合京津冀科技统计数据、技术交

易和专利转移等信息，以资源配置视角对京津冀

区域协同创新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三地

间创新资源互补需求和资源流动现状不甚相符，

资源流动、合作、共享协同机制不够健全等问

题，并从机制、企业创新、资源共享等方面借鉴

长三角经验，提出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的思

路。本研究认为，应抓住“创新资源”主线，健

全三地协同创新顶层机制，打通技术转移“源

头”“通路”促进资源流动转化，引导产学研合

作带动资源互补，构建区域性资源开放共享体

系，以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带动区域协同创新体

系建设。目前，本研究的部分建议正通过地区政

策来策划实施，但还有待进行相关的实证调研和

案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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