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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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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群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科技创新重要的空间治理单元。大数据使得科学研究本身发生变

化的同时也为科技创新管理带来了挑战。基于循证决策理念，面向长三角城市群，利用科技创新大数据与多元分析方

法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并以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为工具，分析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态势。分析结果表明，

长三角区域产学研在制造业领域的协同度较高，较好地支撑了区域经济与创新链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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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Map of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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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 is not only the core engin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spatial governance uni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ig data not only make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tself qualitative change, but also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 
fac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combined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ig data and analysis methods,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eanwhile, this study uses the innovation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 tool to 
analy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is are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rough the visual analysis, 
the Production-learning-researc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a high degree of synergy in the manufacturing 
field, which great suppor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innovation chain.
Keywords: 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 innovation map, Yangtze River Delta, collaboration,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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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群是处于地理空间邻近的、相对独立

的、多个城市的群落集合体。城市群是城市数量

和空间的聚合，同时也包含了各城市间的城际关

系 [1]，如经济和贸易往来、人才流动、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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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交流等。由于城市群以城市为单元聚集了大

量的人口、经济、社会、科技资源，各主要国家

城市群是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发展的核心

引擎 [2-3]。如美国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组成了

其东西海岸发展的核心地理单元 [4]，日本则是以

东京、名古屋、大阪、九州等城市为中心，结合

其外向型经济优势构建了多个产业城市群促进了

本国经济的腾飞 [2-3]。同样地，在我国京津冀城

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

城市群等也成为各区域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

增长极 [5-6]。

随着新一代科技与产业技术革命的到来，城

市群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也成为其继续引领区域

进行发展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纽

约、东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均将自身发展定位

与科技创新中心相关联 [7-9]。但随着科技与产业

的发展，科技创新在城市群这一空间结构的治理

与决策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如跨行政区划的制度

协调、人员的自由流动、协同保障机制的建立

等 [10-12]。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

得科学研究本身已经呈现出第四范式（大数据范

式），也使得科技管理本身面临着创新主体增加、

创新人员活跃、创新要素更加丰富、管理数据飞

速增长等难题 [13]。仅从科技成果数据库来看（如

Scopus、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其存储的数据

量均以数亿、数十亿条计 [14]。在此种情况下，结

合科技创新链条所产生的各类型数据将变得更为

庞大，如果再将时空数据、社会统计信息、网络

多媒体信息等与科技治理、与决策相关联的信息

纳入，则产生的派生信息将无法估计 [15]。但从现

有的科技创新管理手段来看，大多数还停留在以

人工处理、人工分析为主的阶段。这种处理方式

在科技大数据爆炸和科技管理需求日益增多的时

代将难以为继，特别是面对城市群这类具有多个

行政主体和创新主体相互交叉且具有复杂创新网

络的治理单元时，传统的治理手段与方法将难以

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因此，迫切需要面向城市群

科技治理，通过科技大数据与相应的管理理念、

技术手段，针对城市群科技创新治理提供必要的

工具，为城市群创新协同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1 循证决策理念

1.1 循证决策的关键要素

从历史发展来看，循证决策的发展经历了 5
个阶段 [16]：17 世纪的萌芽阶段，20 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快速发展期， 20 世纪 60 年代的制度化时

期 [16]，20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质疑

期，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的复兴期 [16]。循证决

策从字面来看其关键点是“循”和“证”。“证”

即证据，“循”即依据。证据是决策的依据和源

头，而依据证据进行分析决策则成为决策的另一

关键所在。

从证据的定义来看，由于应用领域不同、应

用的决策问题不同，循证决策者对于证据的定

义、边界存在着不同的认知，但从实际的应用来

看，循证决策的证据需要兼顾“定量”与“定

性”两方面。如英国在推动循证决策过程中，其

证据就同时涉及专家知识、已有研究文献、已有

数据及与利益相关者的调查问卷等 [16]；美国在应

用循证决策的过程中同样强调定性与定量证据的

结合，如统计序列、回溯审核等证据要素 [16]。

从循证决策的分析方法来看，现有循证决策

分析方法偏向于采用系统性评价方法，大多数研

究所采用的方法与当前计量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研

究方法相关 [17]。如以循证决策应用较多的医学领

域来看，队列研究、对照研究、计量分析方法、

元分析方法等均有应用，但由于应用领域的不

同、决策目标的不同，循证决策针对不同领域与

问题的方法论尚需进一步研究完善 [17]。

从循证决策的实际应用来看，各主要发达国

家对于循证决策的应用走在了前列，如前述英国

政府与美国政府所采用的循证决策管理方法。近

年来，我国政府也在不断倡导科学决策，循证决

策正成为各国政府系统化、科学化决策的有利抓

手。但是，从循证决策的实际应用来看，它往往

受具体决策问题、社会环境、政治文化背景、利

益相关方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使得循证决策中

对证据的采纳、方法的利用、结论的生成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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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影响和偏离 [18-19]。此外，循证决策所依赖

的“证据”内容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大

数据时代的到来所带来的证据来源与研究范式的

变化，使得循证决策未来可采用的证据来源和证

析方法愈发丰富。如何将决策问题、定量定性数

据，特别是大数据，以及关联的技术、方法引入

循证决策中，进一步完善循证决策方法和证据，

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融合尽可能完备的证据体

系，也成为循证决策在新的发展时期所面临的重

大挑战和机遇 [20]。

1.2 大数据为科技管理的循证决策带来挑战

当前，科技大数据的涌现为科技创新管理

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原始数据资源，从循证决策的

角度来看提供了潜在的证据来源，融合了科技创

新链条的多源、多维数据，为科技管理和决策分

析提供了庞大的决策支撑基础。在科技创新管理

分析中，科技大数据只有经过处理与分析，结合

具体的管理应用场景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特别

是，针对城市群这样具有复杂组成单元和网络关

联的治理单元，循证决策流程需要依据城市群科

技的特点进行设置。

从证据获取的角度，城市群所面临的科技创

新管理大数据依赖于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自身创新

数据与各城市间的创新网络关联。这些数据不再

是单个且孤立的“数据孤岛”，也不再依赖于传

统的人工数据，而应该是在区域科技创新链、产

业链、政策链、行政单元多尺度叠加下构成的数

据。以创新链为例，用于城市群分析的数据主要

包括城市创新的管理主体（如政府）、创新主体

（如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人才、创新基

础设施（如仪器、平台、装置等）、创新孵化平

台（如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新中介服务机

构（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创新

成果（如论文、专利、软件著作、技术交易等）。

同时，还包括上述数据之间构成的网络，如专利

转移网络、论文合作网络、技术交易网络、人才

流动网络等，体现了城市群的连接，丰富的数据

源构成了城市群创新管理的数据基础。此外，与

科技创新环境或信息相关的社会统计信息及即时

的网络媒体信息也应该适时地纳入城市群科技创

新治理的数据底层资源中。

从证据获取的分析方法角度，城市群的科

技大数据转化为信息或需要通过各类数据分析

方法、模型和工具，需要针对大数据的“4V”

（Volume、Variety、Value、Velocity）特征 [21]进行

运用。通用型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可以辅助科技管

理信息的提取、分类与初步分析。如爬虫技术可

以帮助丰富数据资源，文本信息处理技术可以针

对论文、专利、政策等科技大数据进行定量化存

储与处理，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数据进

行定量分析，而科学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地理空间分析、可视分析技术则可以应用于不同

场景，针对特定管理和决策需求的应用，分析得

出与实际问题相关联的关键证据。但在实际应用

中也需要跳出“就数据论数据”“唯数据论”的

怪圈。城市群的科技治理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

分析和管理人员需要兼顾科技创新管理的对象、

应用目标和应用场景等，结合管理学科、情报学

科的定量化分析方法与手段，融合定量、定性多

种分析方式，进行多维信息汇聚、抽取、分析，

进而形成较为完整且可靠的决策证据。

从证据的应用角度，多元参与是循证决策

的一个显著特征，循证决策需要政策相关者的互

动与协作 [20]，这在城市群科技创新管理中尤为

明显。多个城市、多个链条、多种主体叠加在同

一治理单元内，需要城市群科技创新治理兼顾多

个方面。当科技数据提取的证据服务于科技治理

与决策之时，则需要将相关证据进行呈现与分

享，以统一的模式面向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如将

专家、管理人员、利益相关方等纳入同一情境和

场景中，可以使定量化的证据与专家知识、管理

需求相结合，进一步加强证据的有效性，更好地

应用于决策。可视化技术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

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并在屏

幕上显示出来，而交互处理技术具有呈现信息、

揭示隐性信息的能力，结合可交互、可见即可得

的操作特性，为决策管理提供了工具和方法的支

撑 [22]。因此，针对城市群科技创新管理的循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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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或证据，可以通过可视化分析方法和手段进行

呈现，进而揭示不同创新主体、不同创新链条、

不同城市的隐含、关联信息，促成数据分析结果

的统一呈现与结论形成的快速形成。

2 知识图谱及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框架

图谱或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是由

Google于 2012 年提出，其主要是面向复杂关系

与实体的分析技术。从本质上来看，知识图谱是

一种揭示实体之间关系的语义网络 [23]。与之相

应地，在科学学研究领域，科学知识图谱（Map-
ping Knowledge Domains）可以作为宏观层面跟

踪科技前沿、选择科研方向、预测学科发展、开

展知识管理与辅助决策的有效工具 [23]。与知识图

谱相比较，科学知识图谱则侧重于利用可视化技

术对知识点之间的关联进行图形化展示，主要目

的是通过可视化结果支持科技发展规律发现及趋

势分析 [23]。但从以上概念和总结中可以看出，知

识图谱与科学知识图谱所面对的问题领域属于微

观层面，其“图谱”针对的研究对象较为聚焦，

在面对宏观尺度的科技管理决策问题时，上述数

据、工具和技术的应用则显得较为单薄。基于上

述问题，赵志耘等 [23]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结合大

数据与可视化技术，利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海量多源的科技创新要素数据，构建了中国科

技创新图谱，在时间、空间及创新专题等维度呈

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可视化决

策证据并辅助科技创新管理与决策实施。

如图 1 所示，本文将依据循证决策理念，借

鉴中国科技创新图谱理念，将空间尺度与研究内

容进一步聚焦，针对城市群科技创新管理中的问

题，广泛收集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主体、成果、

平台、资源等数据，综合科技创新大数据分析技

术，如文本分析、信息组织、数据挖掘与可视分

析等，构建针对多元主体、多元场景的关联分析

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着重体现科技创新大数据的

图 1 基于循证决策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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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交互展示，利用可视化手段进行数据和数据

关系的呈现，将专家智慧、利益相关方引入到科

技创新循证决策分析过程中，从而构建基于循证

决策理念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该图谱将面向

区域内多层次、多角度的科技创新与发展问题，

结合科技大数据提供的证据发现其中蕴含的科技

创新规律，从而支持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治理。

3 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构建

3.1 研究区域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中国长江的下游，是我国

重要的人口、经济、创新资源集聚地。以创新为

例，该区域内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 2 个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拥有约占全国 1/4 的“双一流”

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年

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的 1/3
左右，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研发强度均超过

3%[24]。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与传统产业渗透融合，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

服务产业规模分别约占全国的 1/2 和 1/3[25]，在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

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

和产业集群 [26]。

2019 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要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

融合，促进人才流动和科研资源共享，整合区域

创新资源，联合开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打造区域创新共同体，共同完善技术创新链，形

成区域联动、分工协作、协同推进的技术创新体

系 [26]。以创新为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就需要面

对区域内各城市及区域间协同创新所带来的科技

协同、科技管理问题，而随着科学研究和应用的

日益复杂，针对其管理所面临的数据类型和数量

也在不断加大，由此基于循证决策和科技大数据

的长三角科技创新的应用将及时地为相关区域发

展提供有利支撑。

3.2 平台设计

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所涉及的行政区域包

含长三角 26 个核心城市，即上海、南京、无锡、

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

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

台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

州、池州、宣城。

系统架构主要包括数据层、分析层、引擎

层、展示层，如图 2 所示。

（1）数据层：原始科技创新大数据经过清

洗、转换、规范、标注、抽取、整合一系列数据

加工形成数据层。该层是系统核心底层，主要为

分析层提供原始分析数据资源。

（2）分析层：利用科学数据可视化、知识组

织、文本信息处理分析、地理可视化等技术，对

汇聚的科技创新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并为引擎

层与展示层生成相应的自动分析结果，便于相关

信息与证据的直接调用。

（3）引擎层：基于是衔接数据层和展示层之

间的纽带，是提供上层展示应用功能与信息的中

间件的统称。该平台主要基于Echarts、MapV、

D3、MapBox GL以及其他第三方API等技术 [27]。

（4）展示层：展示科技创新基础、科技创新

评价、科技创新分析的各类现状指标，分析图表

和详细数据信息和对比结果，提供交互式分析入

口 [27]，使得专家与决策者可以直接通过系统进行

数据的统计分析、关联分析、空间分析等，确保

决策证据的使用。

3.3 典型数据

为满足整个科技创新图谱围绕科技创新链

进行循证分析与决策的需求，长三角科技创新图

谱集成了权威的科技创新数据，如大型仪器、论

文、专利、上市企业、科技创新统计数据等，这

其中反映区域协同的数据最为典型。

（1）长三角科技论文数据：长三角科技创

新图谱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

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28]为基础。

该数据库收集了发布在我国的主要科技期刊题录

信息，通过上述题录信息的解析与分析，进行基

础研究成果的刻画，并特别关注基于作者信息的

长三角区域内论文合作情况的分析与表达。

（2）长三角专利数据：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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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用的专利数据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国

专利数据为基础，包括外观、实用新型和发明三

大类专利，及其转移转让信息。

（3）长三角上市企业及其关联数据：以长三

角 26 座核心城市的上市企业为收集范围，以沪

市、深市主板企业公开的年报、半年报、季报和

月报公开披露信息为主，对其文本信息进行解析

和深度加工，并结合论文、专利等知识产权信息

进行上市企业分析。

（4）长三角地理空间数据：以中国国家地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系统（https://www.
tianditu.gov.cn/）为基础数据，进行长三角核心城

市的信息展示与分析，保证空间数据来源的可靠

性、准确性。

4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分析

本文将利用构建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平

台，选择区域协同创新，以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

为载体，通过可视化手段进行证据展示，分析长

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态势。

4.1 长三角城市群内的论文合作

论文是基础研究的代表，而论文合作数据是

表征一个区域基础研究协同的典型数据。从长三

角城市论文合作变化来看（图 3），由地图表征的

论文合作网络空间结构较为稳定。网络的核心结

点为南京、上海、杭州，其次为苏州、无锡、合

肥等，城市群整体的基础研究合作结点分布呈现

较好的层次性。论文的发表往往依托以基础研究

为主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而由于上海、南京、杭

州等城市是区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要集聚地，

因此也自然地成为区域内论文合作的主要中心

结点。

4.2 长三角城市群内的专利转入与转出

从专利转入与转出的城市来看，上海市相较

图 2 系统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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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长三角其他城市有着明显的优势，始终占据着

长三角专利转入转出核心城市的位置（图 4）。其

次是苏州、南京、无锡、杭州等城市。如果与

图 3 中基础研究的空间结构对比可以发现，产业

分布集中的城市（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是

整个区域专利转入转出的重心所在。从时空变化

来看，长三角近年来专利空间转入转出呈现结点

涌现的态势，区域内应用技术的协同转化能力得

到了加强，应用知识在区域内的溢出与吸纳较为

活跃。

4.3 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创新主体

上市企业往往是一个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

的龙头，同时某一产业中上市企业的聚集也会对

该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展示的是长

三角地区A股主板上市企业（沪市A股、深市A
股）的情况。

从长三角上市企业整体空间发展来看（图

5），近年来长三角主板上市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从上市企业的空间分布来看，长三角地区上市企

业的集中程度更趋明显，上市企业整体以上海市

为中心，以杭州、南京为两翼向周边辐射扩散。

4.4 长三角城市群产学研关联分析

4.4.1 空间关联

从基础研究与产业分布来看（图 6），即从论

文合作网络与上市企业的空间分布来看，论文合

作主体与应用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分布关联较弱。

从应用技术转移（专利转移）与产业分布（上市

公司）来看，其空间分布的关联性可直观地从数

据可视化分析上看出来（图 6），上海、杭州、南

京、宁波等上市企业集聚度较高的城市也是专利

转移强度较大的城市。决策证据的可视化分析与

展示，较好地表达了区域内科技创新主体与应用

图 3　长三角核心城市论文合作变化

图 4 长三角核心城市专利转移转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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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长三角核心城市上市企业数量变化

图 6 长三角城市群论文（上）、专利（下左）、上市企业（下右）空间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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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的辐射能力之间强相关性。

4.4.2 创新要素关联

从上市企业的行业分类（证监会分类）来看

（图 7），长三角地区的主板上市企业主要以制造

业为主，是我国制造业的核心区域，其次还包括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

从论文合作的主要领域来看（图 8），长三角

城市群论文合作主要集中在医学、建筑、电工技

术、化学、环境科学、经济学、轻工业等领域，

基础研究所涉及领域与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产

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专利转移的从技术领域来看（图 9），机电

设备、机床、热处理与燃烧设备、医药化学及环

保设备占据较多数量，这也与本区域内以制造业

为龙头的产业布局相一致。

基于循证决策的分析角度，将上述可视化

结果（证据）综合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基础研究

合作、应用转化与创新主体的创新分布体现了其

区域创新产学研之间的合作与协同。从创新链来

看，长三角地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上市企

业均是围绕制造业进行优先布局的，相互之间形

成了较为紧密的耦合关系，从创新链的角度为促

进长三角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

撑。从地理空间布局来看，长三角应用技术的研

图 7 长三角核心城市上市企业行业分类

图 8 长三角论文合作领域



·科技资源支撑创新服务·杨 岩等：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构建

─ 99 ─

究转化与创新主体的布局具有较好的空间一致

性，而基础研究相较于这两者则有一定的空间错

位，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特别是交通、物

流等一体化发展 [29-30]，将使人员、货物等要素在

区域内的流动更加便利，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不同

类型创新资源的空间差异，进而支撑区域整体的

发展。

5 结语

本文基于循证决策理念构建了长三角科技

创新图谱，分析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得到以下

结论。

（1）从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的构建来看，利

用循证决策理念，结合科技创新大数据、大数据

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等，

面向特定城市群构建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有效

地反映了长三角典型科技创新要素的空间分析、

时序变化及内在规律，较好地反映了长三角创新

发展态势，为科技创新管理决策提供了直观的、

定量化的分析支撑。

（2）从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的分析结果来

看，长三角科技创新从“数据”到“证据”的

变化可以表明，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的核心创新

单元。从创新链视角来看，可视化的“证据”表

明，长三角的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具有高度

的耦合性。以论文合作、专利转移为代表的数

据表明，长三角科技创新研究集中于制造业领

域。从其创新主体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龙头企

业也为长三角科技创新链与产业链耦合发展提供

了重点的结合点。同时，从“证据”的可视化分

析也可以看出，长三角协同创新能力与均衡发展

程度较高，城市群内以上海、杭州、南京为核

心，其他城市的创新发展变化梯度分明，形成了

多中心化的城市创新体系。从证据展示的地理空

间特性来看，长三角技术应用产出与产业主体的

分布重合度较高是由企业这样的创新和产业主体

决定的，而基础研究的产出重心则与前述两者有

一定的错位是由高校和科研院这样的研究主体决

定的。

（3）从以上的循证分析来看，长三角作为中

国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核心引擎，需要保持其

在制造业发展的应用研究与创新主体优势，持续

打造长三角在未来发展中的核心驱动力。前述分

析也表明，长三角区域内基础创新资源、应用创

新资源、经济产业主体存在空间分布与差异，在

未来的经济、科技、社会、交通发展规划中，长

三角地区需要关注高校、科研院所集中城市与

产业集中城市在信息、交通、物流、人员方面的

联系与沟通，进一步促进长三角地区不同类型创

新要素的交流，减少既有空间布局对创新要素流

动的影响。从本文呈现的长三角一体化科技创新

“证据”来看，长三角三省一市中创新链条的辐

图 9 长三角专利转移转让技术领域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4卷第4期 2022年7月

─ 100 ─

射与影响主要还是受上海、南京、杭州等传统意

义上经济、科技实力较强的城市影响且具有明显

中心辐射的特点，未来在长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

过程中，除要继续突出上述城市的特点外，需要

兼顾区域整体均衡发展，面向安徽省、江苏省北

部、浙江省西部地区等创新辐射与吸纳能力较强

的城市进行布局，促进人员和要素的梯次流动，

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发展的梯度与深度。

（4）从长三角科技创新图谱的应用来看，科

技大数据结合循证决策理念所构建的科技创新图

谱，可以为未来科技创新治理提供一条直观、快

速、精确的技术解决路径，通过对多源科技大数

据的定量化、精确化、快速化收集与解析，可以

为科技创新治理提供直观的证据，进而精确地支

撑整个决策过程。随着数据源、技术方法的不断

丰富，相关模式可以向其他空间和时间尺度进行

迁移，如在省域、城市、区县等尺度进行快速的

迭代与应用，为科技创新治理提供科学性强、适

用性好、穿透性强的决策分析工具。

（5）城市群在我国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过

程中承担了核心空间引擎的作用，长三角科技创

新图谱的构建为循证决策理论结合科技创新图谱

在其他城市群的应用提供了先例和借鉴。首先，

基于循证决策理念的科技创新图谱可以针对不同

城市群，提供相应的底层创新链条数据，进而自

下而上面向不同应用场景成为政策分析与科技管

理的证据。其次，基于证据和循证决策理念的科

技创新图谱可以对城市群这一尺度的创新链条提

供精确、全面、直观的刻画，并融合专家分析理

论与框架，实现定量与定性要结合的决策分析路

径为不同城市群科技创新管理与决策提供可快速

迭代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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