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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比分析2015—2018年度沪苏浙皖科技投入、科技产业发展、科技成果、技术交易情况等指标数据，研究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安徽省角度提出促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对策与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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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explain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atus in Yangtze River, and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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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沪苏浙皖四地科技部门聚焦国家战

略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入创新驱

动核心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印发了《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规划文件，推动

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着力构建长三角区

域创新共同体 [1]。根据 2019 年颁布的《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规划范围正

式扩容至苏浙皖沪四省市全部城市。对比分析长

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情况，了解长三角各省市

的科技创新能力，对完善长三角创新合作机制，

优化创新合作路径，具有现实意义。对此，本文

拟就长三角地区近几年科技创新发展现状进行分

析对比，并为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安徽省

的角度对科技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1 研发投入与科技产业

长三角是国内最大的区域经济体、创新集

中区和科教资源聚集区 [2]，高校数量在全国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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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等创新

平台近 300 家，年研发（R&D）经费支出和有效

发明专利数约占全国的 30%[3]，具有区域合作与

协作发展的良好条件。近年来，长三角增强科技

创新投入力度和强度，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科技

成果转化政策溢出效应日益扩大 [2]，科技创新工

程实施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区域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图 1 与表 1、表 2 分别展示了 2015—2018

表 1 2015—1018 年沪苏浙皖产业占比情况

 （单位：%）

年份

/年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第一产

业占比

第二产

业占比

第三产

业占比

第一产

业占比

第二产

业占比

第三产

业占比

第一产

业占比

第二产

业占比

第三产

业占比

第一产

业占比

第二产

业占比

第三产

业占比

2015 0.40 31.80 67.80 5.70 45.70 48.60 4.30 45.90 49.80 11.20 49.70 39.10

2016 0.40 29.10 70.50 5.40 44.50 50.10 4.20 44.20 51.60 10.60 48.10 41.30

2017 0.30 30.70 69.00 4.70 45.00 50.30 3.90 43.40 52.70 9.60 47.50 42.90

2018 0.30 29.78 69.90 4.50 44.50 51.00 4.00 42.00 54.00 8.80 46.10 45.10

注：数据来自各省市 2015—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 2 2015—2018 年度沪苏浙皖高新技术企业数及工业总产值

年份

/年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入统企业数

/家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入统企业数

/家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入统企业数

/家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入统企业数

/家
工业总产值

/亿元

2015 5969 12218.22 10587 28134.75 6283 14216.77 3100 7784.99

2016 6758 13813.21 12946 30729.21 7539 16667.48 3795 9426.93

2017 7494 12551.85 13661 33550.27 9047 20120.22 4255 9007.39

2018 7668 未公开 13278 37240.8 9174 未公开 4325 10947.0

注：2015—2017 年的数据来自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2018 年数据来自网络。

图 1 2015—2018 年沪苏浙皖研发（R&D）投入情况

年份 /年
注：各年度的柱形从左至右分别代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经费支出；曲线从上至下分别代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经费投入强度。

数据来源：2015—2017 年数据来自中国科技年鉴，2018 年数据来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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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沪苏浙皖四地研发（R&D）投入、产业占比以

及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情况。

从图表数据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省市科技

投入处于稳定增长状态，环境和产业发展态势良

好。一是科技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据 2016 年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2015—2018 年全国科技经费

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十三五”期间，长三角区

域科技研发投入（R&D经费支出）从 4180 亿元

增长至 5958 亿元，全国占比 30%。沪苏浙研发

投入均位于全国前列，尤其江苏省研发投入水平

长期居于全国第二、三位。安徽省科研基础相对

其他省市较为薄弱，但研发投入保持稳步增长， 
2017 年度安徽省投入强度突破 2%[4]，2018 年居

全国第八位 [5]。二是产业结构逐步优化。长三角

区域“十三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GDP）稳步

增长，其中 2018 年安徽省GDP首次突破 3 万亿

元，是安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标志 [6]。沪苏浙皖

产业结构情况如表 1 所示，上海市第三产业占比

70%左右，江苏省占比 50%左右，浙江省占比

54.0%；安徽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018 年第二

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分别是 46.1%与 45.1%，比

例相近。三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实现突破。据全

国及各省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2017 年长三角区域入统企业数（全国高

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之一）占全国的 26.4%，

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30.8%。根据科技部火炬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的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经济指标显示，沪苏浙的入统企业数和工业总产

值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五；安徽省处于全国中

游，但 2018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首次

突破万亿大关 [7]。

2 创新成果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情况良好，图 2 以专利

为代表展示了 2015—2018 年创新成果变化情况。

“十三五”期间，沪苏浙皖专利授权情况总

体处于增长趋势，2018 年度专利授权情况占全

国 31.2%[8]。一是沪苏浙专利情况明显优于安徽。

“十三五”期间沪苏浙皖专利授权数处全国前

十 [9]。二是江苏省专利质量优于浙江省。苏浙两

省专利授权量远远超出其他两地，数量相近，但

江苏省发明专利授权明显高于浙江省。三是安徽

省专利增长速度相对较慢。2015—2016 年安徽省

专利授权量与上海市持平，但 2017—2018 年上

海市专利授权增长明显高于安徽省，且上海市发

明专利授权量高于安徽省；2015—2018 年，安徽

注：2015—2017 年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8 年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各地市知识产权局。

图 2 2015—2018 年度沪苏浙皖专利（左）及发明专利（右）授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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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专利授权量平均增速 35.1%，上海市的平均增

速为 52.5%。

3 技术交易

科技成果转化是地区科技生产力的体现。图

3、表 3 以 2015—2018 年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情况

为代表展示了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十三五”期间，长三角区域技术合同交

易情况呈稳中有增态势。一是沪苏技术合同发

展情况明显优于其他省市。其中，上海市发展

势头更为强劲。上海市 2018 年交易额超过江苏

省，达 1303.20 亿元，居全国第三位 [10]。二是浙

江省的技术合同交易增长势头迅猛。据 2016 年

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显示，“十三五”期

间，浙江省技术合同交易额平均增速达 85.5%，

上海市为 24.0%（2018 年增长率为 50.2%），江

苏省为 17.5%（2018 年增长率为 32.0%），安徽

省为 19.4%（2018 年增长率为 28.4%）；浙江省

从 2015 年的 99.29 亿元，全国排名第 16 位，到

2018 年交易额达到 629.10 亿元，挺进全国前

十 [10]。三是安徽省技术交易额与其他 3 个省市差

距持续增大。据 2015—2018 年全国技术市场统

计年度报告显示，虽然安徽省技术合同登记数与

合同交易额稳定增长，在“十三五”期间排名并

无明显变化，一直处于第 12、13 位，但从图 3
可以看到，安徽省的交易额趋势线与其他省份的

差距明显。

4 存在问题

（1）统筹协同效应弱。2018 年 1 月，由上

表 3 2015—2018 年沪苏浙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情况详细数据

年份 /
年

上海市 浙江省 江苏省 安徽省

合同数 /项 交易额 /亿元 合同数 /项 交易额 /亿元 合同数 /项 交易额 /亿元 合同数 /项 交易额 /亿元

2015 22513 707.99 11283 99.29 32965 723.51 12491 190.53

2016 21203 822.86 14826 201.80 29507 729.26 12969 217.74

2017 21559 867.53 13736 344.40 37348 872.92 18212 251.21

2018 21630 1303.20 16189 629.10 42703 1152.64 20364 322.58

注：数据来自 2015—2018 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

图 3 2015—2018 年沪苏浙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情况

2015 2016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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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联合组建的长

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市正式挂牌成立 [11]。

2018 年 6 月，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审议并

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

要点》。但目前四省市仍然受区域行政壁垒和各

地发展格局限制 [1]，尚未形成具体的合作机制和

协调统筹长三角区域的政策环境。根据图 1—图

3 的分析可以看到，长三角区域中沪苏浙三地的

产业比例相近；江苏省的各项指标总量虽居高，

但结合沪苏人口面积均量考虑（2018 年上海市总

人口 2424 万人，江苏省总人口 8051 万人），三

省市创新指标均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区域创

新合作中很难确定绝对领导地位的发展引领者，

导致科技创新宏观统筹能力弱，科技、产业、金

融、财税等政策缺乏协同，相关机制还有待完

善。

（2）省际梯度差异明显。从长三角区域数

据均可看出，最为明显的是安徽省在综合创新能

力方面与沪苏浙存在较大差距。图 1 显示，江苏

省 2017 年度R&D人员全时当量是安徽省的 4 倍

（分别为 56.00 万人年和 14.05 万人年），表 2 中

2018 年度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超过安

徽省的两倍，表 3 中“十三五”期间安徽省的技

术合同交易额是浙江省的 51.3%、上海的 24.8%。

据 2019 年《中国区县专利与创新指数》显示：

在创新百强区中，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等 25 个

区上榜，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等 18 个区上榜，

安徽省只有合肥市包河区上榜。在创新百强县市

中，浙江省慈溪市等 35 县市上榜，江苏省昆山

市等 30 个县市上榜，安徽省肥西县等 9 个县市

上榜 [12]。在获国家级奖方面，江苏省 2018 年共

有 50 项通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总

数继续位居全国各省份第一 [13]；浙江省 2018 年

有 25 项科技成果获得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 [14]；安徽省 2018 年共有 13 项科技成果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奖 [15]。

（3）创新要素流通不畅。根据表 1 产业比例

数据显示，上海市服务经济主导型的“三二一”

型产业结构特征明显，江苏省和浙江省亦是

“三二一”型产业结构。相较而言，工业依然

是拉动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呈现出

“二三一”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差距，必然

影响地区创新资源的合作与流动。长三角创新券

跨区域合作中，浙江省长兴县与上海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合作，首创国内跨区域流通科技创新券；

与江苏省苏州（含昆山）、浙江省嘉兴（含海宁、

平湖）等地科技协同创新，推动创新要素市场、

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产业转移等无缝对接 [16]。但

长三角省级层面创新券通用还需要较长时间磨

合。这种协同合作更多地停留在“点—线”，整

体性的网络化协同创新尚未形成。主要原因在

于各地政策衔接度不够，各地补助方式、支持范

围、兑换机制、支持力度各不相同 [17]。长三角区

域创新体系非均衡性、非共享性及排他性特征明

显，制约了区域一体化创新合作效率的提高和创

新能力的提升。

（4）政策依赖效应明显。长三角区域科技投

入情况、科技产业、创新成果与技术交易情况从

总体上看，均处于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江苏省多

项指标远高于其他省市 ,但在图 3 中的交易额曲

线与上海市持平，甚至上海市有超出的趋势；安

徽省着力加强原始创新，增加科技创新源头供

给，“十三五”期间科技投入水平攀升，创历史

新高，但表 2 的工业总产值、图 2 的专利授权情

况呈现波动，图 3 的交易额曲线较其他 3 个省市

更显平缓。由此可见，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产生

呈非正比的发展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 4 个省市

科技创新不同程度存在对政府推动、政策引导和

激励的依赖性较强，而市场自发主动性相对较弱

的问题，其中安徽省尤为明显。长三角区域综合

实力亟待提升，市场驱动效应尚未完全显现。

5 结语与建议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策略，长三角的科

技创新合作，有利于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开展，

有利于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升 [18]。

“十三五”期间，沪苏浙各项科技创新指标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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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列，远超国内其他省份；安徽省区域创新能

力连续 7 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19]，科技进步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 56%[20]。为深度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现从安徽省的角度提出如下对策

建议。

（1）完善创新政策，推进创新平台建设。沪

苏浙皖四地联动，着力破解跨行政区域协同创新

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加强统筹协同，实现长

三角区域创新资源优势互补 [1]。进一步加强对安

徽的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支持力度，推动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加快市场化改革进度，

支持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北航合肥科

学城、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安徽

大学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和互联网学院等协同创

新平台建设发展。按照大院大所合作模式和支持

政策，引进一批科研院所落户安徽，支持江浙沪

的高校院所来到安徽省建立分校和研发机构。

（2）深入合作，形成良性互动机制。继续

深入推进现有合作事项，促进创新要素流动。积

极推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研究

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共同开展量子

信息科学研究；落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交流；积极支持上海光

源与合肥光源（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工程建

设合作；鼓励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江浙沪研发

机构开展合作，积极推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产学研合作。加强在上海张江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杭州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等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接和联动，推进

人才、科创和产业的差异化布局，强化区域分工

与协作，形成良性的互动协同机制。

（3）强化地方优势，推进科技合作。充分发

挥在长三角一体化承东启西地理位置优势，聚焦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安徽省的任务，

承接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发展并辐射中西部，弱化

省际梯度差异的影响，深度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积极承接长三角经济辐射，架起

总部在江浙沪、生产基地在安徽省的桥梁；探索

长三角科技创新券的通用通兑机制，为长三角服

务一体化、政策协同化、交易标准化积累实践经

验。目前，安徽省正在加快推进“四个一”创新

主平台和“一室一中心”建设。这些创新支撑平

台，可为长三角建设国际创新高地提供不可或缺

的科技基础支撑。

（4）扩大资源开放，打造安徽影响力。扩大

安徽省对外开放程度，完善对外开放平台，融入

科技创新竞争潮流。推进科技成果共享，打造最

具活力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21]；推进仪器

设备共享，与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对接

合作。打造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以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为抓手，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先行先试，重

点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激励、市场化投

入、人才培育集聚等方面加强创新力度，努力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打造产业创新转

型引领区。瞄准国际国内产业前沿，加快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外围层，做好长三角及长江经

济带城市之间产业承接转移和优势互补，力争在

安徽省打造国际一流的新型显示产业集聚区、世

界级光伏产业集群、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群和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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