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9 —

摘   要：城市群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大城市为构成单元的、联系较为紧密

的城市群体。以英伦城市群的基本情况为切入点，分析英伦城市群科技创新特点，并以大曼彻斯特都

市圈医疗保健产业科技创新举措为重点研究案例，从产业发展定位、区域资源整合、技术转化体系和

资金投入渠道等方面进行经验总结，提出长三角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可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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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城市群科技创新策略研究及对长三角的启示

卢世晴，施颖佳，方　红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杭州　310053）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科技发展的重要

动力。21 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重塑了

世界经济格局，多国相继出台并持续完善了科技

创新战略，提升科技实力，如日本成立综合研究

开发机构，设立专职研究岗，以相关领域专家为

主导，完成各项研究任务 [1]。而科技创新中心作

为培育国家科研力量的载体，既能够提供全方位

的科研资源支持，又能够协调创新资源，平衡各

地发展，有效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 [2]。当前，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模式不再

仅局限于某几个企业的合作联盟，而是依托城镇

化的发展打造影响力更大、科研实力更强的城市

群创新综合体。

中国城市群发展日益加快，如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环渤海湾经济区

等，城市群的人口聚集现象显著，产业占比较为稳

定，以第三产业为主 [3]，核心城市功能完善，以科

技创新优化城市群经济模式，构建科技创新新生态，

促进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但是当前中国城市群也

存在人才吸引力不强、周边城市协同程度低和人

才收入有待提升等问题。本文以英伦城市群的基

本情况为切入点，以大曼彻斯特都市圈为重点研

究案例，对英伦城市群科技创新策略展开深入分

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长三角科技创新的可行举措，

为长三角的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1　英伦城市群基本情况

城市群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特大城市为核

心，由若干大城市为构成单元的、联系较为紧密的

城市群体。英伦城市群的划定从确定核心城市开

始，并以核心城市为中心，辐射出一片与之紧密联

系的城市区域，共包含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

格拉斯哥、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谢菲尔德、利兹、

爱丁堡、加的夫、诺丁汉和纽卡斯尔 12 个核心

城市在内的 303 个地方行政单位（Local Authority 

Districts），总人口 5 639 万人 [4]，土地面积（陆地

面积）约为 13.53 万 km2 [5]，包括英国多数大型城市。

基于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公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数据，汇总

了 2015—2019 年英伦城市群 GDP 及 GDP 增长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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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与 2010—2019 年英伦城市群人口增长率（见

图 2）。如图 1 所示，英伦城市群是英国经济的核

心区域，经济总量大。2019 年英伦城市群 GDP 为

17 196.21 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 87.79%；英伦

城市群人均 GDP 约为 30 494.95 英镑，比英国人

均 GDP 高 3.99%[6]。如图 2 所示，2010—2019 年，

英伦城市群总人口增长率均略高于英国总人口增

长率，而英伦城市群核心城市总人口增长率则明显

高于英伦城市群总人口增长率与英国总人口增长

率，城市群人才虹吸效应显著。

2　英伦城市群科技创新特点

2.1　各具特色的重点产业发展方向

英伦城市群产业发展依托地域优势，明确重

点产业发展方向，形成了产业梯度。城市群各核心

城市产业发展各具特色，例如，大伦敦主要发展金

融、创意媒体、信息技术和制药等产业，在计算机

技术、电信和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国际优势。布里斯

托尔主要发展航空航天、环境技术、先进工程以及

分销与物流等产业。其中，航空航天产业尤为亮

眼——拥有欧洲最大的航空航天企业集群之一 [7]，

涵盖空中客车公司（Airbus SE）、波音公司（Boeing 

Co.）和劳斯莱斯公司（Rolls-Royce）在内的 9 家顶

级航空航天公司，本地航空航天 GDP 占英国航空

航天和国防 GDP 的 1/3。大曼彻斯特主要发展先进

制造、医疗保健、数字与创意以及能源等产业，并

且作为石墨烯的起源地，当地石墨烯产业相当发达，

曼彻斯特大学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合成了含有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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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9 年英伦城市群人口增长率

图 1　2015—2019 年英伦城市群GDP及 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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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化硼夹层的石墨烯材料、新型光活性抗菌材料和

二硫化钼超薄材料，在石墨烯研究应用领域占据全

球领先地位。

2.2　高度整合的跨区域科技创新资源

2021 年英伦城市群拥有 27 家位列全球 500 强

的领先学术机构，441 名“高被引科学家”。近年来，

各高校以学术实力为依托，整合优势资源，跨校、

跨领域建设了多个重点产业的一流科技创新基地，

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以“枢纽—轮

辐式（hub and spoke model）”运作的亨利·莱斯

研究所（Henry Royce Institute）聚集了多家高校的

二维材料、先进金属加工、原子到器件（Atoms to 

Devices）、生物医学材料、化学材料设计、能源储备、

苛刻环境下的材料系统、节能分子内电荷转移材料

与核材料等材料学科优势资源。其中心枢纽位于

曼彻斯特大学内，其内部合作伙伴谢菲尔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heffield）、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剑 桥 大 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牛 津 大 学

（University of Oxford）、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 英 国 国 家 核 实 验 室（National 

Nuclear Laboratory） 和 英 国 原 子 能 管 理 局（UK 

Atomic Energy Authority）成为该模式的“轮辐”。

亨利·莱斯研究所的每个研究主题均指定了“学科

带头人”，其与该领域内的相关组织开展跨地区合

作，确定该研究领域面对的新挑战与急需弥补的能

力鸿沟，为该领域发展拓宽了科学视野。亨利·莱

斯研究所还创建了一个研究供应链，确保其研究成

果能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保健、电子产品、信息

通信技术、核能、汽车制造、高价值制造、石油和

天然气等行业。

与 之 相 似 的， 还 有 佩 特 拉 物 联 网 中 心

（PETRAS 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IoT 

Systems Cybersecurity），该中心集聚了伦敦大学学

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牛津大学、华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南安普顿大

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及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等高校物联网

优势技术力量，完成了多个物联网设备（AACIoT）的

身份验证和访问控制、地面和飞行器物联网网络

安全的多角度设计等 50 多个相关项目。法拉第研

究所（The Faraday Institution）汇聚了剑桥大学、

伦 敦 帝 国 理 工 学 院、 纽 卡 斯 尔 大 学（Newcastle 

University）、牛津大学、南安普敦大学、伦敦大学

学院及华威大学等高校的优质科研资源，主要开展

电池寿命延长、电池系统建模、电池回收再利用和

下一代固态电池研发等科学研究。

2.3　层次多样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英 伦 城 市 群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体 系 较 为 完 善。

一是通过建设科技园区、孵化器和技术创新中心

等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例如，伦敦科技城（Tech 

City）为数字创新企业提供覆盖整个企业发展周期

的各类服务；曼彻斯特科学联盟（MSP）为生命科

学企业提供从专业孵化中心到定制实验室及国际

卓越研发中心的一系列服务；由伦敦的数字技术

创新中心（Digital Catapult）、伯明翰的能源系统

技术创新中心（Energy Systems Catapult）、曼彻斯

特的药物发现技术创新中心（Medicines Discovery 

Catapult）等组成了技术创新中心网络（Catapult 

Networks），其服务覆盖整个英伦城市群。二是积

极推动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转移与科研成果商业

化。鼓励院校与企业缔结合作伙伴关系，如知识转

移网络（KTN）与知识转移伙伴计划（KTP）；鼓

励发展院校衍生企业，如伦敦大学学院专门成立伦

敦大学学院商业有限公司（UCLB），为研究人员

提供从信息咨询到专利注册、技术许可、组建全新

衍生公司的技术商业化整体流程支持。伦敦大学学

院商业有限公司年报显示，在 2018—2019 年其推

动了 68 家衍生公司组建，完成了 300 件专利许可

交易，申请了 33 件专利，收入了 3 200 万英镑；

2019—2020 年，合并了 7 个衍生公司，完成了 695 件

专利许可交易，申请了 63 件专利，有 4 个衍生公

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收入了 2 384 万英镑 [8]。

3　大曼彻斯特都市圈案例分析

大曼彻斯特都市圈是英伦城市群的核心组成

部分，它以曼彻斯特为核心，汇聚索尔福德、特拉

福德和斯托克波特等 9 个地方行政单位，形成了一

个繁荣的都市圈。医疗保健是大曼彻斯特的重点发

展产业之一，也是大曼彻斯特的核心优势之一 [9]。

大曼彻斯特拥有欧洲最大的临床学术区，生物医药

集群位列英国前三，医疗保健产业蓬勃发展。本文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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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曼彻斯特都市圈医疗保健产业科技创新举措为

案例，分析其科技创新实践经验。

3.1　依托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促进跨学科医疗

　　 创新实践

大曼彻斯特高校院所的基础科研能力十分强

大。曼彻斯特大学是英国罗素大学集团（Russell 

Group）成员之一，为全球 500 强领先学术机构，在

医学及其上游领域（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研究实

力雄厚。曼彻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在医学研究上也颇具优势，其医疗研

究成果被评为国际级优秀水准乃至更高水平。自

2008 年以来，为了支持医疗研究项目，曼彻斯特城

市大学已经投资超过 1.5 亿英镑，具有强大的医疗

研究能力。索尔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Salford）在

护理、工程和运动医学方面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义

肢学与矫具学为世界顶尖专业；学校 83% 的研究

成果获得了世界级认证，其中 12% 的研究成果更

是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10]。丰富的院校资源为大

曼彻斯特医疗创新夯实了科研基础。大曼彻斯特积

极利用学术科研资源，开展跨学科领域的医疗创新

实践，如数字技术、医疗保健、生物技术和能源技

术等跨学科交叉应用，引领科技创新融合领域的发

展。例如，曼彻斯特大学和英格兰公共卫生部门及

其他 19 个学术机构、卫生合作伙伴合作建立数字

医疗研究中心（Health eResearch Centre，HeRC），

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医疗保健领域科技创新，吸引

了来自政府、研究委员会和相关产业的 2 000 万英

镑资金 [9]。数字医疗研究中心将自我护理领域、综

合护理领域和患者体验领域的研究项目与智能手

机、可穿戴设备和实时监控等辅助医疗诊断与治疗

项目结合 [11]，创新了医疗和社会护理的服务方式，

扩大了“医疗保健 + 数字化”模式。大曼彻斯特还

开展 DataWELL 信息学项目，实现了不同医疗机构

间数据的互通互联 [12]。此外，“先进材料 + 医疗”

的科技创新举措同样令人瞩目。例如，曼彻斯特大

学耗资 6 100 万英镑建设的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努

力探索石墨烯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13]，研究进展

受到业界高度关注。材料研究与创新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致力于

微米 / 纳米级人造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研究，帮

助中小企业开发医疗设备、生物传感器、诊断设备

和能源纤维等领域的微米 / 纳米级人造材料 [9]。

3.2　完善顶层设计，构建制度资金多重保障体系

大曼彻斯特医疗创新保障体系完善。在管理制

度上，出台相关政策、设置支持部门、组织协作网

络。大曼彻斯特联合管理局（GMCA）根据本地

实情，陆续出台《医疗和社会保障计划书》（The 

Health and Social Care Prospectus）、《大曼彻斯特

本地产业战略》（Greater Manchester Local Industrial 

Strategy）等政策文件，组建大曼彻斯特健康与社

会护理联盟（GMHSC），探索推出医疗研究与创

新 的“ 一 个 曼 彻 斯 特” 方 法（“One Manchester” 

approach to health research and innovation），设置临

床试验部门、研发支持办公室等。同时，该联盟利

用 60 亿英镑的医疗预算提升大曼彻斯特都市圈医

疗服务水平，推动业界合作，最大限度地改善医疗

效果、降低医疗成本、促进医疗创新。

在资金投入上，大曼彻斯特通过拨划财政预

算、设立专项基金、吸引社会资金和投资基础科研

设施等方式，构建多元化创新投入保障体系，促进

创业投资市场保持活力。例如，2015 年大曼彻斯

特与英国中央政府达成权力下放协议（《DevoManc

协议》），使大曼彻斯特拥有每年超过 60 亿英镑

的医疗保健和社会护理预算资金自主使用权 [9]。大

曼彻斯特通过设立项目和基金的形式推动当地医疗

创新发展，如曼彻斯特健康创新项目、大曼彻斯特

与柴郡生命科学基金。曼彻斯特健康创新项目主

要面向大曼彻斯特都市圈内生命科学产业界研究

人员，鼓励当地企业合作开展医疗健康与生命科

学的创新研究 [14]。大曼彻斯特与柴郡生命科学基

金（3 100 万英镑）为当地（尤其是阿尔德利园区）生

命科学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支持，涉及制药、生物

技术、诊断学、医疗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多个细分领

域 [10]。除了利用财政拨款之外，大曼彻斯特也注

重丰富医疗创新资金来源渠道，依托优势创新研究

项目，吸引来自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

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和社会企业

的拨款与赠款。此外，大曼彻斯特投资建设了曼彻

斯特癌症生物标志物科学中心（Manchester Centre 

for Cancer Biomarker Sciences）、斯托勒生物标志

物发现中心（Stoller Biomarker Discovery Centre）等

医疗保健与生物技术领域的 12 家科研单位。以

投资 1.38 亿英镑建设的质子束治疗中心（Proton 

Beam Therapy Centre）为例，它将与包括道尔顿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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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Dalton Nuclear Institute）在内的多个本地

核科学专家机构合作，使用克罗夫特研究所（The 

Cockcroft Institute）的先进粒子加速器，结合立体

定向消融放射疗法和磁共振成像引导放射疗法开展

研究 [10]。质子束治疗中心于 2018 年开放，是英国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拥有 3 种先进放射治疗技术

的医疗机构 [15]。

3.3　健全产学研成果对接机制，加速科技成果产

　　 业化

大曼彻斯特重视医疗科研成果知识转移与技

术转化，通过引导产学研合作，建设科技园、孵化

器和创新转化支持机构等，完善科技创新配套支持，

推动医疗成果转化进程。

大曼彻斯特积极引导产学研合作，鼓励本地

科研院校与商业企业缔结合作伙伴关系。例如，

英国科研与创新署（UKRI）为大曼彻斯特的高校

提供了 400 余个知识转移合作伙伴牵线帮助；曼彻

斯特大学还与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壳

牌（Royal Dutch Shell）、联合利华（Unilever）和

辉瑞（Pfizer）等领军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新型生物基化学品的研发，加快生物医药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 [9]。同时，大曼彻斯特积极发展院

校衍生企业，如曼彻斯特大学的商业化公司——

曼彻斯特大学创新工厂（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Innovation Factory Limited）致力于推动本校创新成

果和知识产权的商业化，其在 2020—2021 财年对

所有衍生公司的投资达 4 400 万英镑，其中新投资

340 万英镑，成立了 13 家衍生公司；曼彻斯特大

学创新工厂还通过专利授权许可的形式直接将高校

的科研成果投入商业化应用及推广，2020—2021 财

年授权许可收入总额为 740 万英镑 [16]。

此外，大曼彻斯特还通过建设科技园、孵化

器和创新转化支持机构的方式，推动其科技成果

转化。以曼彻斯特科学联盟及其园区内的孵化器

为例，曼彻斯特科学联盟拥有 300 多家高增长型

科技企业（其中许多公司属于生命科学产业）、

曼彻斯特整合医疗和创新科技中心（MIMIT）和凯

杰（QIAGEN）精准医疗园区，为坐落于此的生命

科学企业提供从专业孵化中心到定制实验室和国

际卓越研发中心的一系列服务。曼彻斯特科学联

盟园区拥有两个孵化器：（1）医药科技中心孵化

器，包含办公室设施和干燥实验室设施（Dry-Lab 

Facilities）；（2）城市实验室，是提供医疗保健

和医疗技术的商业研发设施，并与英国国家医疗服

务体系和大学联合开展业务，加速本地医药集群的

技术创新和转化 [9]。

此外，大曼彻斯特还建设了多个科技中介机

构，将其作为医疗科研成果转化的“中间商”，如

药物发现技术创新中心、曼彻斯特癌症研究中心

（Manchester Cancer Research Centre）、 抗 菌 素 耐

药性研究中心（AMR Research Centre）以及生物催

化、生物转化和生物催化制造卓越中心（CoEBio3）。

4　对长三角创新与发展的启示

长三角从地理范畴上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

京市、无锡市和常州市等以及浙江省的杭州市、宁

波市和嘉兴市等 26 个城市，产业体系完备，开放

程度高，被称为“世界第六大创新城市群”[17]。英

伦城市群、大曼彻斯特都市圈的科技创新经验为长

三角科技创新带来启迪和借鉴。

（1）明确重点产业，协同区域错位互补发展。

优化长三角协同创新顶层设计，根据《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明确各省市

重点发展产业，确定协同发展目标，构建各有侧重、

互补互辅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例如，上海市可进一步巩固生物医药产

业优势，利用经济优势和区域龙头地位，打造辐射

长三角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江苏省可继续扩大新材料和智能装备

制造领域的产业优势，进一步推动本地物联网、集

成电路等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浙江省可依托杭州数

字经济第一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G60 科创走

廊等高能级创新载体，积极推进“互联网 +”、生

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安徽省可

进一步加强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

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等平台，加强在量子通信、动态储存芯片等

领域的优势。长三角的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以

及上海市（以下简称“三省一市”）要在先行启动

区内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进一步深化高端产业

科技合作，实现长三角优势互补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提升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医药健康产业等高科技行

业的整体综合能级，达成长三角基本建立科技创新

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的协同发展目标，通过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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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一条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道路。

（2）整合创新资源，构建研究供应链。

整合长三角创新资源，优化合作平台建设，聚

焦区域科技创新重点与关键领域，加强联合科技攻

关，加强知识转移、技术转化的区域联动，构建联

合框架，打造研究供应链。一是重点整合和利用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企业

的科技资源，鼓励大学与大院大所开展跨区域全面

合作，推进高校、企业协同创新，推动产学研用联

合攻关。二是增强科研合作网络的节点密度与链接

强度，加强关键领域的专题合作，加快长三角大型

科学仪器等研发设施的便捷共享进程，推动关键共

性技术、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取得突破。三是完

善长三角协同创新平台，避免科技创新资源分散浪

费、用户多平台交涉等问题。四是利用长三角科研

机构的先进设施和专业知识，构建研究供应链，选

择牵头单位作为轮辐中心，产出应用广泛的高性能

研究成果。

（3）加强区域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区域联动，深化长三角技

术市场联盟合作。定期举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

论坛、创新论坛、产学研合作论坛、国内外科技合

作洽谈、技术转移大会和技术成果对接会等活动，

打造周期固定、吸引力强、持续性长和知名度广的

科技合作活动品牌。一是进一步发展国家技术转移

东部中心（上海）、国家技术转移苏南中心（苏州）、

浙江科技大市场、安徽省网上技术市场等交易平台，

扶持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深挖企业创新需求，协

助其对接长三角乃至全中国、全球创新资源，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率。二是支持长三角一体化（网上）创

新成果展持续举行，实现创新成果展网站与技术市

场网上平台互联互通，扩大媒体宣传，推动先进技

术应用推广。三是深化长三角区域技术市场联盟合

作，扩大“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双创券”使用

范围，加快区域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步伐。

（4）强化产学研共建，弥补科研与产业错位

鸿沟。

积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缔结合作

伙伴关系，在高等院校尤其是新型研发机构中设立

专门的业务合作团队，与各类行业伙伴（横跨初创

企业、中小型企业与大型跨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负责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研究项目的协调，并为企

业充当客户经理的角色，提供从确定需求、构架项

目到交付研究成果的研究和创新全过程支持，构建

产学研创新社区集群，打造开放的、应用导向的产

学研合作新生态。

（5）拓宽资金渠道，健全科技创新政策保障

体系。

拓宽长三角科技创新资金来源渠道，动员各方

参与，统筹协调，健全科技创新政策保障体系。一

是“三省一市”可加强科技金融创新合作，联合设

立长三角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同时引入金融市场资

本，完善风险资本和银行科技金融贷款，深化金融

惠企政策。二是联合制定区域一致性发展政策，完

善跨区域公共服务政策协同机制，持续提升政策便

利度，如提供创新税收政策、长三角高校毕业生就

业和参保等信息共享、企业海外人才互通机制、专

业技术任职资格和继续教育证书等互认互准制度、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以及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等政策

保障，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和管理制度，逐

步提升政策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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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ritish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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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urban groups with megacities as the core and several major 
cities as the constituent units within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range. This paper tak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British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British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selects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asures of healthcare 
industry in Greater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Area as the key research case,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regional resource integrati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system, 
and capital investment channel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feasible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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