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2 ─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22年 11月 第 54卷第 6期　52-58, 84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54 No.6 52-58, 84 Nov. 2022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陕西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

演进历程及其启示

聂晓静等1 杨忠泰 2

（1．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宝鸡 721013； 
2．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陕西宝鸡 721013）

摘要：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需要高质量的创新平台支撑和驱动。在科学界定区

域科技创新平台的内涵、提炼概括陕西科技创新资源结构体系存在的“四强四弱”与“三分现象”的非均衡性和相对封

闭性的基本特征及内在缺陷的基础上，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回顾总结陕西省从“八五”到“十四五”持续30年

实施的一系列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的演进历程和基本持征，提出陕西“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模式，为新常态下

陕西乃至全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系统化推进科技创新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陕西省；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禀赋特征；科技成果转化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22.06.006 CSTR：15994.14.issn.1674.1544.2022.06.006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Evolution Proc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Shaanxi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NIE Xiaojing1, YANG Zhongtai2

(1. School of Marxism,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has importa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and obvious region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quires the support and drive of the high-quality innovation platforms. 
In the context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t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bstract and summariz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ent defects in non-equilibrium and relative closure of “four strong and four weak” and 
“three division phenomenon” existing in the structure system of shaanx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history and logic,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 seri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rried 
out from the 8th Five-Year Plan to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it explores shaanxi “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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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

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

展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理论研究。区域经济

理论认为，除物质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因

素外，科学技术及其空间集聚特征也是影响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区域科技创新越来越

成为新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性力

量 [2]。在此基础上，学者对科技创新驱动区域经

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等，特

别是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

研究。黄鲁成 [3]指出，区域技术创新系统理论主

要关注区域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是

一种面向“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Cooke等 [4]率先提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概念；黄

鲁成 [5]从创新主体的视角，认为区域创新生态系

统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通

过物质、能量及信息流动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

形成的“生命共同体”；李晓娣等 [6]从动态视角，

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外生成机制等进行了深入

研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在区域技术创新

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以及三

重螺旋理论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该理论以创新为

中心，强调高校、产业（企业）、政府之间的沟

通与联系，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社会效益的

实现 [7]，为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提供了理论指

导和分析框架。但对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的内涵与

外延，对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区域经济、区

域科技资源结构特征的内在关系，及其内部运行

机制等关键性问题研究还滞后于实践。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在推进区域创新生态

系统建设中，都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适应本地需

要的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其中以整合国家重点高

校、科研院所和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资源优势，突

出发挥“北京科技中心”支撑、引领作用的“中

关村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以及分布浙江省主要

产业领域的“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最具特色

和成效。陕西省为充分发挥区域科技创新资源优

势，推动经济发展，长达 30 多年持续实施了一

系列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平台建设工程（以下

简称“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但是，从理论

研究、统计数据和实践来看，我国科技与经济结

合仍存在着体制机制障碍，政府资助的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与企业之间进行的产品开发往往存

在一条“死亡之谷”，科技成果转化慢、转化难、

转化率低的问题仍很突出 [8]。

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陕西省

时强调指出：“陕西是科教大省，要充分挖掘好、

利用好、滋养好富集的科教资源，努力在创新驱

动发展方面走在前列。[9]”在系统思维中切中陕西

发展的重点，为陕西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出了根本遵循。本文将根据陕西省科技创

新资源丰裕、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但区域经济发

展明显滞后的特点，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切入点，

对陕西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进行纵向深化

研究。

1 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与陕西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的资源基础

1.1 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的基本内涵

科技创新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厘清其内

涵和外延，关键是对“创新”如何界定。狭义地

讲，“创新”可理解为通常所讲的通过科学研究

Chuanyuan” innovation-driven platform construction mode. Under the new normal, it provide new inspiration 
to Shaanxi and even the country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systematic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boos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Shaanxi province,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characteristics of endowment 
in the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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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创造、发明，即获得科学

发现、技术发明及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应用等科学

技术成果，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并成为

转化现实生产力的基础。因此，提出了科学研究

基地平台概念，如各级、各类科学研究中心、重

点实验中心等。广义地讲，“创新”不仅包括上

述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科学技术成果活动，而且

包括基于科学技术成果，以及创新理论创始人熊

彼特关于“创新”界定的“企业家对生产要素

的新组合”[7] ，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的复杂过

程。本文采用广义的创新概念，将区域科技创新

平台界定为：是以创新需求为核心，整合实体性

和非实体性资源，在区域内进行创新活动——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活动，并提供创新服务和政

策支持的公共性基地平台。其核心是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与市场价值等方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的对立统一体。因此，本文提到的区域科技创新

平台也就是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平台。

1.2 陕西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资源禀赋特征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以科技创新资源为基

础。陕西省位于我国内陆腹地，是科技大省，科

技创新资源丰裕，国家（军工）科技创新资源优

势尤为突出，也是我国三大科技中心（中央科技

极、内陆科技圈、沿海科技带）内陆科技圈的核

心区域之一 [10]。2020 年，陕西省拥有高等学校

109 所，其中 8 所为双一流高校，位列全国第五；

陕西省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 1 758.95 亿元，位列

全国第六；研究与试验经费投入 632.33 亿元，投

入强度位列全国第七；综合创新指数位列全国第

九，其中科技活动产出指数位列全国第四 [11]。

陕西省科技创新资源优势，既是其自身长期

努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内在规律作用的结果，又是

国家基于总体战略布局支持形成的。早在新中国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就把陕西省作为我国西部地

区战略支撑，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

重点布局，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形成支

持，带有明显的“嵌入性”和国家使命特征，致

使陕西省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在较短

时期聚集了大量的军工科技创新资源及国家重点

高校、科研院所。

陕西省科技创新资源特殊的形成和聚集过

程，造成了其是一个相对封闭垂直结构的科技创

新体系 [12]。同时，由于关中地域文化起源于“内

陆农耕文化”，创新文化因子欠缺 [13]，加之计划

经济体制惯性，体制机制创新严重滞后，陕西区

域科技创新资源体系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非均

衡性和相对封闭性的基本特征与内在缺陷，即形

成了“国家（军工）强、地方弱，中心城市（西

安）强、外围城市（宝鸡等其他城市）弱，高校

科研院所强、企业弱，国有强、民营弱”，以及

“科技体制上的分离，条块上的分割，市场上的

分隔”等“四强四弱”与“三分现象”[14]。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国家（军工）

强、地方弱”，是指在陕西省，承担和完成国家

（军工）科技创新任务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及军工

科技创新能力强，与地方经济关联性不大；“中

心城市强、外围城市弱”，是指省会西安市占有

全省近八成（76.9%）的科技创新资源，而宝鸡、

咸阳等其他城市占有率非常低。这与双中心省份

（如江苏省）或多中心省份科技创新资源在省内

主要城市分布比较均衡不同，陕西省为典型的科

技单中心省份 [15]。当然，由于科技创新资源具有

区域“根植性”、技术能力的“非流动性”、技术

外溢的“空间局限性”等特性 [13]，陕西省完全可

以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为本区域服务。

这是陕西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禀赋独有的特征和有

利条件，构成了陕西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客

观条件和基础。

2 陕西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历程和特征

2.1 “八五”到“十三五”平台建设

高质量创新资源需要高质量创新平台聚集和

支撑。陕西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禀赋的典型特征和

条件，决定了其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特殊使命，

即国家创新体系在西部地区的重要支撑和创新驱

动发展的“率先性”、核心功能的“辐射性”和

空间布局的“协同性”，也提出了区域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更高的要求，即资源区域利用的“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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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统目标的“质量性”，建设过程的“持续

性”和体制机制创新的“紧迫性”等。这就要求

陕西省在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过程中，更要通

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协同发力，促使

陕西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在前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陕西省从“八五”开

始，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这一主线，进

行了长达 30 多年的持续探索，实施了一系列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工程。具体来讲，为了落实陕

西省于 1988 年在全国率先提出的“教育奠基、

科技兴陕”的发展战略，从 1990 年开始，在

“八五”期间实施了旨在推动科技经济一体化发

展的“1815”科技产业化行动；在“九五”到

“十五”时期实施了旨在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建设的“一线两带”，即“建设以陇海铁路关中

段为轴线的国家级关中高新技术产业带和星火

产业带”；在“十一五”时期实施了旨在优化整

合中央在陕和省内各类科技创新资源，提高区

域自主创新能力的“13115”科技创新工程；在

“十二五”时期实施了旨在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的“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统筹科技资源改革

示范基地”[14]；在“十三五”时期实施了旨在充

分发挥西安科技智力资源和硬科技产业孵化优势

的“建设西安全球硬科技之都”；如今“十四五”

开始全面实施的旨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走在前列

的“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工程。其平台建

设时间持久、内容明确，具体见图 1。
2.1.1 突出阶段性，内容变化较为频繁

陕西省从“八五”到“十三五”实施的一

系列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基本都是按照五

年计划不断调整实施的。从一般的科技产业化行

动到具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星火产业化空间布

局，从专项的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创新到局部地

区的硬科技创新孵化平台建设，再到全局整体推

进的创新驱动平台建设，应当说实施思路是明确

的，内容也是较为科学的。但每个平台建设缺乏

持续性和一以贯之的实施和落实，基本上是五年

一个新的内容，并且与省级新领导任命和省级政

府领导班子换届高度联系。因而难免带有政绩工

程以及向上级政府部门争取发展资源和优惠政策

支撑的政策行为特征。

2.1.2 政府推动，以工程项目方式实施

上述各项平台建设的实施都是采取政府设

计、投资和推动，以工程项目的方式实施。这在

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

迎合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集中资源，追求显

图 1 陕西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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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数字绩效”行政逻辑的需求。但实践证明，

对于推进以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核心内容，

具有高风险、长周期、不确定性更大的特殊复杂

平台建设项目而言，这种方式并不完全适合。一

方面，平台建设的不断推进，其应有的推进区域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尚未实施，陕西省经济发展

仍相对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

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致

使该省市场主体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和灵活性。

数据表明，虽然陕西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综合创新

能力较强，但主要是由高校、科研院所完成的科

技活动产出指数较高支撑的，与经济发展直接关

联的市场环境指数却较低。以上述平台建设期间

的 2001—2008 年为例，陕西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能力全国排名在前 10 位左右（其中科技活动产

出指数排名在前 5 位），但市场环境指数却始终

徘徊在 20 位左右 [16]，在全国排名较靠后，且两

者差距较大。

2.1.3 单向度推动，企业主体不突出

科技成果转化是上述系列平台建设力求突破

的重点和难点。“科技成果转化”是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原理在我国科技与经济结

合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一般是指经由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形成的技术原型进行扩大试验，投入实

际应用，生产出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取经济社会

效应的活动 [17]。借助三重螺旋理论所揭示的高

校、产业（企业）、政府三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

机制，可将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概括为以下 5
中模型：在政府引导下，上游高校、科研院所研

究开发出技术成果（含工艺）经由技术市场（中

介组织），转让给下游用户企业的双主体正向线

性转化模式Ⅰ（图 2）；由企业出题，高校、科

研院所研发，按市场机制转让给企业的双主体反

向转化模式Ⅱ；由企业独立研发成果，自己使用

单主体的自行转化模式Ⅲ；龙头企业与其他企业

按一定合作方式共同研发成果，共同使用的合作

转化模式Ⅳ；由重点企业（群）按一定方式与高

校、科研院所构成科技创新联合体协同研发成

果，按市场机制由企业使用的多主体双向互动协

同转化模式Ⅶ（图 3）。其中，模式Ⅰ为典型的

技术推动型模式，模式Ⅱ为典型的需求拉动型模

式，模式Ⅶ为典型的协同转化模式。

在上述 5 种模式中，由于陕西区域科技创新

资源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四强四弱”与“三分现

象”的基本特征和内在缺陷，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大多采取双主体正向或反向线性转化模式Ⅰ或模

式Ⅱ，且在早期以模式Ⅰ为主，从而造成研发主

体所研发成果与本地用户企业主体需求“错位”，

致使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从而加剧了科技与经济

发展“两张皮”、不对称发展的“陕西现象”。这

是陕西省科技创新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发

展效能的一个根本原因。以“十一五”实施的

“13115”科技创新工程为例，在陕西省政府的支

持引导下，依托西北工业大学等国家重点高校人

才智力和科技开发优势，先后组建了陕西工业技

术研究院等 6 家工程技术研究院，其数量在当时

为全国最多。为促进政产学研结合，加快中介服

务基地平台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但促进科技成

果本地转化成效不佳。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

例，2009 年陕西省高校在本省实现技术交易额仅

占全部交易额的 29.9%，70%以上的技术交易额

却是在省外完成的 [18]。

2.2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特征

“十四五”开局之年，陕西省聚全省之力，

图 2 科技成果双主体正向度线性转化模式Ⅰ 图 3 科技成果多主体协同转化模式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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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施了“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以下简称

“秦创原”）建设工程，着力破解长期制约陕西省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性难题。

2.2.1 探索“举省体制”，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促进科技与经

济深度融合，将科技创新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经

济发展的效能，一直是陕西省久而未破的重大难

题。为此，“秦创原”建设工程探索实施“举省

体制”。所谓“举省体制”，就是指陕西省上下联

动，以计划性、项目和政府推动为特点，聚全省

之力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攻克陕西省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难点”“堵点”，促进“两链融合”，

推动“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在前列”的体制；

是省委书记“一号人”抓“一号工程”，促进陕

西省高质量发展的体制。“秦创原”建设工程实

施一年来，陕西省有效整合、利用省内 110 所高

校、1 500 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及军工单位的科技

创新资源，在全面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两

链融合，推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科技成果转化

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2.2.2 围绕关键环节，突破“堵点”“难点”

一是创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双方通道的

人才中介机制，建立了“科技经纪人”“科学家+
工程师”“新双创”3 支人才队伍工作机制和联动

机制。其中，西安市探索形成的“技术经理人”

服务模式，建立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就地转

化“技术经纪人联盟”运行良好 [19]；在应用类科

研项目征集、立项中，全面推行“揭榜挂帅”机

制，从源头确保了从立项开始就与企业应用相

结合。

二是创建“一院一所”模式，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堵点”“断点”。其中，西北有色

金属研究院长期探索实施的“科研、中试、产业

化”三位一体化发展的“西北有色院”模式 [19]，

有效破解了长期难以解决的实验室成果与产业化

成果之间的链条“断接”难题，从而实现创新链

和产业链的“两链融合”。科技创业是科技成果

转化的重要形式。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仪器研究

所实行开放办所，支持持有成果的科技人才科技

创业，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其长期探索形成了

“众创空间+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基

地）”全链条孵化体系的“西安光机所模式”[19]，

促使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成果快速转

化，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质量。各具特

色的“一院一所”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为主要依

托科研院所自身科技创新实力、加快自有科技成

果转化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但如何打通高校、科

研院所大量“沉睡”成果与企业用户之间通道的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还亟待创新和突破。

2.2.3 重点抓好科技创新政策落地、落实，

突破“最后一公里”

科技创新政策是科技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陕西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往往更注重战略规

划且变动过于频繁，存在政策不配套、不具体及

落实不够等问题，使平台建设流于形式。在“秦

创原”建设工程实施之初，陕西省就制定了涵盖

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和中介服务“五大类”“70 条”

的“秦创原政策包”，并在西咸新区“秦创原”

创新促进中心作为审报窗口统一受理，提供“一

站式”服务，并将“秦创原”建设成效和政策落

实情况，作为评价考核地方各级政府及高校、科

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重要内容，确保了政策有效

落地、落实。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高质量创新成果需要高质量创新驱动平台

支撑。本文系统梳理了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陕

西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资源基础、演进历

程、基本特征和“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模

式，认为陕西省科技创新资源体系结构存在较为

严重的“四强四弱”及“三分现象”的非均衡性

和相对封闭性的基本特征与内在缺陷；陕西省

从“八五”到“十三五”围绕促进科技与经济相

结合这一主线，持续实施的一系列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工程，具有突出阶段性，内容变化较为频

繁、政府推动，项目实施、单向度推进，企业主

体不突出等典型特征；陕西省科技先进但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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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滞后，两者不对称发展的“陕西现象”难题尚

未从根本上解决；为促进陕西创新驱动发展走在

前列，“十四五”开局之年，陕西省探索“举省

体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力图突破区域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障碍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堵

点”“难点”。

3.2 启示

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资源统筹改革。突

破体制机制障碍，一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关

键。陕西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实践表明，之所以在

科技成果转化具体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难以突

破，重要原因是由于省内国家（军工）与地方科

技资源各自成体系，国家（军工）地方科技协同

创新存在严重体制机制障碍。2021 年第二次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

提出，国家要统筹科学技术资源区域空间布局，

推动中央科学技术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紧密衔

接 [20]。这就要求，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

要进一步深化科技资源统筹改革。国家与军工有

关部门在区域科技资源（科技项目）布局时，要

强化国家（军工）与地区之间的统筹安排，并将

国家（军工）科技资源有机融入到区域创新发展

体系，以确保国家（军工）科技创新战略任务的

完成，同时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企业以及高校、科研

院所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中的合理分工和定位。解决科技与经济相结合

的问题始终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陕西区

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实践表明，虽然陕西省

把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破解“陕西现象”的关

键环节，进行了持续的创新和实践，但一直成效

不佳。固然有其自身科技创新资源体系结构的特

殊性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过分强调和依赖高

校、科研院所的作用，尚未很好地运用市场机

制，促进企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因此，

在区域科技新体系建设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

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在

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成果转化中的合理分

工和定位这一关键性问题，强化企业研发能力和

科技成果的形成能力和吸纳能力，加快构建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型科技创新联

合体。

三要以系统、协同的思维和底层思维及政策

体系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政产学研金服

用”要素之间相互耦合、相辅相成的融合创新生

态系统 [21]。陕西区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实践表

明，科技成果转化难，主要表现在产学研结合不

够，根子在市场机制运用不够，政府资助方式及

政府对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的监管方式、考核评

价方式不够科学、合理。因此，在新常态下，政

府要重视运用和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系统、协同的思维和底层

思维对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行全面的机制设

计，并给出相应系统化的政策措施推动“政产学

研金服用”创新要素的有机融合。尤其要加快推

进和完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企业应用类科

研项目，评审、立项的“揭榜挂帅”机制，突出

最终用户作用，实施签订“军令状”“里程牌”

考核管理方式，以从底层和源头解决科技成果转

化难、转化慢、转化率低的突出问题，促进科技

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动力，推动我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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