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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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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全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城市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进行

了相关性分析。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城市科技资源综合配置能力总体上呈现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阶梯状分布特征；

城市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城

市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已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城市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对此提

出，一要研究制定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对不同类型城市科技创新进行分类指导；二要鼓励多角度开展创新

型城市试点，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模式；三要积极推动城市群内部的合理分工与协同创新；四要加大对欠发达地

区城市科技人才引进和培育的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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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takes 288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ability of urb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llocation ,the level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ts urbanization r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allocation ability of urb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in China presents the step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l 
decrease from the East to the Middle and West; and the ability of urb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lloca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level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rate. At present, the developed cities on the east coast in China have formed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middle-western cities are falling into a 
vicious circle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one is to study and 
formulate a special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which provides classified guidan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two is to encourage multi-angles innovative 
city pilot to form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terns with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the three i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rnal rational divis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four is to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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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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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创新是城市和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

动力，与要素、投资并称为影响城市和区域经济

的 3 种不同驱动力 [1]。随着知识经济发展和全球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衡

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城市

作为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物理空间，是科技资源的

主要集聚地，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节点。我

国 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国家税收来自城

市，90%以上的大学和科研力量等创新资源分布

在城市 [2-3]。一个有创新力的城市应该是研发资

源的高密度聚集区和区域性科技研发中心 [4]、产

业链的“高端”节点集聚地及区域性新兴产业中

心、品牌资源密集区和大批创新型企业的营销窗

口或营销创新舞台、公司总部聚集地和区域性企

业运营中心 [5-6]。因此，“创新”越来越成为城市

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实现高质发展的重要途

径 [7]。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区域而言，科技资源配

置效率综合反映了一个区域运用和整合科技资源

的能力，其效率值可以直接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

整体实力 [8]。所以，优化化城市科技资源配置效

率，对于推动城市科技创新，提升国家创新能力

意义重大。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城市（区域）科

技资源配置效率、能力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

不少 ,且主要从定量的角度展开，通常采用的方

法有灰度关联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

法、聚类分析法、线性加权法、前沿分析法以及

数据包络分析（DEA）。例如，史欣向 [9]运用随

机前沿分析法对广东省民营企业科技投入效率

进行了分析；尹伟华等 [10]运用关联网络DEA法

对 30 个省市的科技投入与经济转化之间的时滞

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曹志鹏 [11]采用前沿分析法

构建起科技资源立体评价模型，并应用各省市区

2000—2008 年的数据对我国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

行了实证分析；孟卫东等 [12]采用DEA-Tobit法分

析了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相关要素的影响程

度等。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科技资源配置能力（效

率）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角度出发，以全国 288
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选择 7 项科技资源

配置指标，对我国城市科技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

率行相关性分析。

1 我国城市科技资源配置现状

1.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科技资源配置一般是指科技投入和产出要素

的总和。本文从科技投入和产出的角度选择 7 项

指标（表 1）来分析全国不同城市科技资源配置

情况。其中，科技投入主要包括科技人力、财

力、物力、信息等资源要素的配置等；科技产出

选择万人专利申请量和万人专利授权量二项指

标。

与此同时，本研究选择 288 个地级以上城

市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直辖市、所有省会城市和

副省级计划单列市。由于涉及城市众多，为了

确保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7 项指标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和部分地级城市科技

局、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虽然指标数据时间相

对滞后，但确保了每个城市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和

表 1 科技资源配置指标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科技投入

1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数 万人

2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 元 /人

3 人均财政科技支持 元 /人

4 高等教育学校数 个

5 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户

科技产出
6 万人专利申请量 项

7 万人专利授权量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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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完整性。边界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信息中

心 1:400 万数据库。对城市不同创新指标主要采

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法，即从空间

数据中获取有关地理对象的空间位置、分布、形

态、形成和演变等信息并进行比较分析。

1.2 科技资源配置结果分析

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

大动力源泉，尤其是科技资源素投入能够带来经

济的高速增长 [13-14]。

（1）科技从业人员数。科技人力资源是科技

资源中最具能动性的资源要素，其规模、结构反

映了城市对人才的吸引能力，是城市能够进行持

续创新的本质所在。通过GIS空间分析显示：一

是我国城市科技从业人员数普遍偏低，且东中西

部科技从业人员差距较大。如 2014 年我国东、

中、西部地区科技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的

比重分别为 2.24%、2.09%和 1.78%，西部省份

科技从业人员比重偏低，近年来西部地区还出现

了大量科技人员流向东部地区的现象。二是区域

性中心城市是科技人员主要集聚区。我国城市科

技从业人员数占全部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最高的

为北京，为 8.91%；除此以外，科技从业人员数

占比在 4.99%水平以上的城市是一些区域性中心

城市，如天津、石家庄、西安、兰州、哈尔滨、

南京、杭州、合肥、洛阳、武汉、长沙、广州、

南宁、重庆、成都、昆明、大连、青岛、深圳、

厦门等，主要是一些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

列市。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是吸引科技人员聚集

的重要因素。

（2）教育经费支出。通过对我国 288 个地

级以上城市的人均教育经费支出GIS空间分析显

示：一是我国城市人均教育经费普遍不高。人均

教育经费支出在 1223.51 元之上（较高水平）的

城市有北京、上海、苏州、厦门、深圳、广州、

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克拉玛依、呼伦贝

尔、乌兰察布、拉萨等 14 个城市，仅占 288 个

地级以上城市数量的 4.86%。二是区域差异巨

大。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在

570.79 ～ 1223.50 元的城市有 99 个，主要分布

在东部沿海省份。此外，还包括西安、太原、郑

州、武汉、长沙等区域性中心城市。

（3）财政科技投入。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支

出）强度是表征某区域对科技创新活动支持程

度的重要指标。GIS空间分析显示：我国东部城

市人均财政科技支出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城

市与东部差距较大。如 2014 年我国东、中、西

部城市人均财政科技支出分别为 425.6 元、36.7
元和 13.4 元。人均财政科技支出最高的城市

为北京市（912.18 元）；人均财政科技支出在

361.51 ～ 912.17 元的城市为上海、苏州、厦门、

东莞；人均财政科技支出在 131.50 ～ 361.50 元

的城市包括乌兰察布、沈阳、大连、南京、无

锡、常州、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芜

湖、青岛、威海、长沙、广州、珠海、佛山、中

山、沈阳和大连等 21 个城市，主要分布于京津

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但其数量

仅占全国 288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 9.0%。人均财政

科技支出水平在 0 ～ 36.41 元的城市数量为 220
个，占 288 个地级以上城市的 76.39%，大多连片

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

（4）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空间统计分析显

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省级中心城

市，地级城市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稀缺，且区域

间分布非常不均衡；部分西部经济欠发达地级市

甚至连一所普通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与城市人口

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如我国 30 多个

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高等学校数占全国高校总数

的 65.4%。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有 60 ～ 91 所的城

市分别为北京市（91 个）、武汉市（79 个）、广

州市（80 个）、重庆市（60 个）和西安市（62
个）；普通高等学校有 32 ～ 60 所的城市分别为

天津、石家庄、太原、沈阳、长春、哈尔滨、南

京、杭州、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重

庆、成都、昆明等省会城市。普通高等学校有

14 ～ 32 所的城市分别为保定、呼和浩特、大连、

苏州、福州、厦门、泉州、青岛、南宁、贵阳、

兰州、乌鲁木齐。普通高等学校少于 14 所的城

市主要为中心城市之外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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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互联网普及程度。互联网用户数可以

较好地反映区域信息资源的发展程度 [15]，丰富

开放的信息资源是科技活动得以按照预定目标顺

利展开的保障。GIS空间分析显示：互联网普及

程度较高的城市主要集聚于东部长三角、珠三角

一带，东中西部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信息化水平

最高的深圳、北京、上海与贵州、青海、西藏等

中西部地区信息化水平差异巨大。如深圳市万人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最高；其次是北京、厦门、莆

田、潍坊、广州、珠海、佛山、中山、南宁、德

阳，这些城市大部分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同

时，北京、天津、山东省沿海一带城市（如大

连、济南、青岛、威海）、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如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杭

州市、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

台州、舟山、抚州、泉州）的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也较其他城市水平高。而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小于 0.2（处于中小水平）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河

北、内蒙、辽宁、湖北、四川、甘肃、宁夏等中

西部省份，城市数量占到 2/3 以上。

（6）专利产出。专利产出是反映城市科技

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GIS空间分析显示：我国

地区间专利产出分布极不均衡，中西部与东部地

区差距极为明显。如万人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量

处于最高水平的为无锡、苏州、宁波、东莞、中

山五个城市；处于较高水平的为北京、天津、上

海、南京、常州、南通、镇江、泰州、杭州、嘉

兴、湖州、绍兴、金华、芜湖、厦门、济南、东

莞、广州、珠海、成都等城市，这些城市主要分

布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活跃、

创新氛围浓厚。万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处于中

下水平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如黑龙江、甘肃、青

海、宁夏、西藏等广大中西部省份（这些省份的

中心城市除外）。

2 我国城市科技资源配置能力的实证研究

2.1 不同区域综合配置能力测算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全国城镇科技资源配置

能力的分布情况，本文对全国 288 个地级市 2014

年 7 项科技资源配置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出

每个地级市的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指数值。根据测

算结果，抽取了 288 个地级市科技资源配置综合

指数排前 20 位和后 20 位的城市（表 2）。其中，

排前 20 位的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无锡、

常州、苏州、杭州、宁波、厦门、济南、武汉、

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城市，这些城

市呈集聚状分布于我国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

角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达，科技资源要素集聚

优势明显。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指数值排后 20 位

的城市为日照、漯河、荆门、嘉峪关、金昌等，

其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指数值均为负值，属于科技

资源配置基础和能力薄弱区。这些城市大都分布

于我国的西部边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科

技资源配置处于劣势地位。

为进一步了解全国科技资源布局情况，采

用聚类分析法将 288 个地级市的科技资源配置综

合指数值分为五类：科技资源配置高水平区、科

技资源配置较高水平区、科技资源配置中等水平

区、科技资源配置较低水平区和科技资源配置极

低水平区，结果见表 3。
一是科技资源配置高水平区：北京、上海、

苏州、深圳 4 个城市。这 4 个城市属于我国的经

济最发达地区，科技基础实力雄厚。如北京是我

国的首都，集聚了全国最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是我国科技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而上海、

苏州、深圳高技术产业发达，市场配置科技资源

的作用也较强。

二是科技资源配置较高水平区：天津、南

京、武汉、石家庄、太原等 12 个城市。这些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与上述

第一类城市的“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形成

城市群状的集聚分布状态。这些城市通过加强与

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吸引优质科技资源

进行转移孵化，进而推动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是科技资源配置中等水平区：沈阳、大

连、哈尔滨、昆明、长春、合肥、郑州、长沙、

兰州、福州、哈尔滨等 29 个城市。这些城市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省会城市，尤其是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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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国 288 个地级市科技资源配置的综合指数值聚类分析结果（2014 年）

类别 数量 /个 城市名称

科技资源配置高水平区

（1.8 及以上）
4 北京市、上海、苏州、深圳

科技资源配置较高水平区

［0.8 ～ 1.8）
12 天津、南京、无锡、常州、杭州、宁波、武汉、广州、中山、重庆、成都、西安

科技资源配置中上水平区

［0.23 ～ 0.8）
29

昆明、沈阳、长春、绵阳、合肥、东营、潍坊、太原、清远、湛江、南宁、乌鲁木齐、南通、

石家庄、郑州、嘉兴、绍兴、金华、长沙、兰州、天水、三明、南平、漳州、福州、龙岩、

沈阳、哈尔滨、大庆

科技资源配置中下水平区

［0.19 ～ 0.23）
86

丹东、丽江、昭通、普洱、毕节、呼和浩特、宿州、淮南、青岛、惠州、江门、柳州、河池、

百色、扬州、泰州、南昌、廊坊、洛阳、丽水、台州、温州、舟山、衢州、宜昌、张掖、

拉萨、安顺、铜仁、丹东、商洛、安康、荆州、张家界、新乡、秦皇岛、保定、赣州、吉安、

连云港、盐城、淮安、宿迁、梅州、崇左、来宾、桂林、梧州、遵义、抚顺、葫芦岛、铁岭、

锦州、鞍山、咸阳、汉中、渭南、宜春、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庆阳、武威、梅州、

沂州、大河、烟台、威海、雅安、六安、安庆、宣城、池州、滁州、阜阳、黄山、乌海、

通化、南充、广元、德阳、保山、清远、湛江、唐山

科技资源配置初级水平区

（0.19 以下）
157

乌兰察布、包头市、呼伦贝尔、巴彦淖尔、赤峰、通辽、鄂尔多斯、吉林、四平、中卫、固原、

临沂、德州、泰安、菏泽、临汾、吕梁、晋中、晋城、运城、长治、河源、韶关、玉林、

九江、张家口、承德、衡水、邢台、襄阳、周口、平顶山、驻马店、十堰、天门、孝感、

娄底、岳阳、常德、怀化、永州、衡阳、邵阳、郴州、定西、酒泉、陇南、宁德、朝阳、

锦州、宝鸡、延安、榆林、双鸭山、鸡西、鹤岗、黑河等

表 2 全国 288 个地级以上城市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指数值排名

前 20 名 后 20 名

地级市名称 综合指数值 地级市名称 综合指数值

北京市 2.41 沧州市 -0.44

天津市 0.93 包头市 -0.40

上海市 1.87 乌海市 -0.43

南京市 1.21 通辽市 -0.43

无锡市 1.32 鄂尔多斯 -0.50

常州市 1.38 松原市 -0.49

苏州市 2.02 双鸭山市 -0.59

杭州市 1.61 日照市 -0.42

宁波市 1.41 漯河市 -0.49

厦门市 0.96 荆门市 -0.42

济南市 0.82 益阳市 -0.40

武汉市 0.97 湛江市 -0.42

广州市 1.47 茂名市 -0.49

深圳市 2.21 汕尾市 -0.44

珠海市 1.08 揭阳市 -0.41

东莞市 1.05 内江市 -0.49

中山市 1.25 眉山市 -0.43

成都市 0.85 资阳市 -0.43

拉萨市 0.91 嘉峪关市 -0.42

西安市 0.85 金昌市 -0.45

部省份，如石家庄、太原、合肥、福州、济南、

长沙、南宁、西安、兰州等。另一类是长三角和

珠三角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小城市，如南通、

嘉兴、绍兴、金华等城市。这些城市虽然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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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上低于省会城市，但由于市场经济发达、民

营经济发展较快，其科技资源的集聚能力也较

强。

四是科技资源配置较低水平区：丹东、丽

江、呼和浩特、青岛、惠州、柳州、南昌、威

海、安庆、滁州、黄山、南充、广元、德阳、湛

江、唐山等 86 个城市。这些城市大多分布在中

西部和东北部省份，并多呈环状或带状分布于省

会城市周边，但由于自身体制机制障碍和经济发

展水平不高，城市科技资源配置能力较低。

五是科技资源配置低水平区：如包头市、鄂

尔多斯、双鸭山、临沧、吕梁、酒泉、娄底、襄

阳、宝鸡等 157 个城市。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中西

部省市，且多在省会城市的边缘呈连片状分布，

基础设施较差、产业层次较低、经济欠发达，制

约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科技资源的集

聚，形成科技资源配置的“盐碱地”，科技对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也难以发挥促进作用。

2.2 相关性分析

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综合反映了一个区域运用

和整合科技资源的能力 [16]，其效率值可以直接影

响区域科技的整体实力 [17]。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

显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更高，更有利于经济发

展；而经济的较快发展则可创造条件以引进更多

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反过来提高科技资源的

投入产出效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表明，

科技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

关系，即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

GDP增长率将增加 0.5617 个百分点，但是这种

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则存在着产出弹性和动态

调整 [18]。也就是说，科技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对

于城市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拉动和促进作用具

有一定的时滞性，并非马上显现。GIS空间分析

显示，我国城市科技资源综合配置总体上呈现出

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阶梯状分别特征，这与长

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发展与特征基本

吻合（表 3）。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运用

相关系数分析法，将全国 288 个地级市科技资源

及其配置水平指标与人均GDP与城镇化率做相

关性分析。测算结果显示（表 4）：科技人员占

总从业人员数比重、人均教育经费支出、高等教

育学校数、人均财政科技支出、万人国际互联网

用户数、万人专利申请量、万人专利授权量与人

均GDP和城镇化率分别在 0.01 水平（双侧）上

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指数与人

均GDP和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为 0.509 和 0.366，
均在 0.01 水平（双侧）上呈显著的正相关性。测

算结果一方面验证了我国城镇科技资源分布与经

济发展空间格局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表明城镇

的科技资源及其配置能力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知

识、信息、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资源密集的

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普遍较高，

反之则亦然。

可以看出，政府宏观管理和产业化促进体系

表 4 城市科技资源综合配置指数与人均GDP和城镇化率相关系数及显著性结果

指标
人均GDP 城镇化率

相关系数 显著性 相关系数 显著性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从业人

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比重
0.234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0.125 0.033（在 0.05 水平上显著相关）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 0.477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0.531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人均财政科技支出 0.566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0.513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高等教育学校数 0.361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0.385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0.534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0.565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万人专利申请量 0.527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0.377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万人专利授权量 0.502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0.351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水平 0.509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0.366 0.000（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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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科技创新创造了必要的外部环境 [19]。对于

科技资源配置能力较弱的城市或地区而言，政府

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只有经过科学合理的谋划和前

瞻性布局，不间断地持续投入并优化投入结构，

更加注重依靠增量资源盘活存量资源，强化科学

管理，才能在集约型、创新型竞争模式中站稳脚

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城市科技资源综合配置

能力总体上呈现出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阶梯状

分别特征，主要表现为：东部发达城市和区域性

中心城市对科技资源的吸引力和集聚力较强，中

西部城市的科技资源配置能力较差。而这种对科

技资源的配置能力对于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以及城镇化率的提升都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影响作用。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当前我国东部沿

海发达城市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已形成了一种

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城市由于创新资源配置能力

较差，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之间正陷入一种恶性循

环。对此，研究认为，应高度重视城市或区域科

技资源配置能力的整体性提升。

（1）研究制定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专项规

划。国家专项规划用以指导地方制定城市科技创

新发展规划，明确不同类型城市创新目标、功能

定位和主要任务，建立起完整的城市创新体系，

并根据不同城市创新资源配置情况，对城市科技

创新进行分类指导 [20]，分阶段、分批次、分梯级

推进各个城市的科技创新工作。

（2）多角度、分层次开展创新型城市试点。

鼓励按照不同城市规模和主导产业发展类型，从

科技体制、科技金融、科技创业、科技成果转

化、科技服务产业转型等多角度开展创新型城市

试点，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模式。

（3）推动和构建城市群内部的合理分工与协

同创新。积极推动城市群内部就区域科技发展战

略、城市群功能定位与创新分工、重点任务和具

体举措等有关事宜进行协商，联合编制区域科技

协同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 [21]，探索建立一体化

的政策、项目、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市

场，形成基于中心城市的世界级、国家级、区域

级、地方级科技创新中心组成的国家整体科技创

新网络格局 [22]。

（4）强化对欠发达城市科技人才引进和培育

的政策支撑。建议由国家设立欠发达地区专项科

技创新基金，针对当地有市场前景的项目和愿意

到欠发达地区创业的科技人员给予资助和补贴。

与此同时，欠发达城市也应依托当地优势特色产

业，建立和完善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和培育的政策

体系，大力吸引外部人才参与本地区的技术研发

和成果转化等，着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

效率。欠发达地区也应建立完善的专业技术人才

引进与培训体系，依托自身优势特色产业，创造

条件吸引外部人才参与本地区的关键技术研发和

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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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健康和公共安全提供有效技术保障”[13]。为

此，落实实验动物资源建设的总体要求，要紧跟

国际发展趋势，利用我国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现代

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加强动物新品种 /品系开

发和动物模型创制，实现从“动物资源优势”向

“实验动物资源优势”转化；加强实验动物资源

的建设和监管，不断完善资源共享政策、制度和

规范，提升资源服务能力，推动实验动物资源的

科学利用和共享服务；推进国家实验动物资源库

（馆）及种源基地建设，布局实验动物领域的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构建实验动物资

源“系统工程”，以全面提升我国实验动物生产、

使用和服务科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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