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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角下科技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区位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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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服务业区域集聚态势日益凸显，探究关联驱动因素的区位异质性，对推动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山东省 16 市相关数据，运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测算划分集聚层次，实证分析不同集聚水平地区影响因素

的变化。结果表明：区域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同集聚层次下，城市规模具有较高关联度，知识溢

出、市场开放水平尚处于低影响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支持因集聚水平不同，影响位

次、关联强弱均发生变化。基于此，进一步分析科技服务业先导城市的政策实践，并提出相应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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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Location Quotient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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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egional agglomeration tre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location heterogeneity of related driving factors to promo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16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location entropy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measure and divide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and the chang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different agglomeration levels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Under different 
agglomeration levels, the city size has a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and the lev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market opening is still in the low impact stag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rket demand, human 
capital level, and government support have changed due to different levels of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policy practice of the leading c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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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服务业是在产业不断细化及融合趋势持

续深化下形成的，已成为国民经济和区域发展中

关键产业及经济增长新引擎。作为创新与产业间

的桥梁和载体，通过市场手段有效弥合经济与科

技之间的隔阂，是区域产业动能转换、创新能力

提升等重要推力。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既为科技服务业提供

强力支撑，也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提供良好机遇。

近年来，推动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已成为许多地

区新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式，开展科学评价，正确

认识区域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及影响因素，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集聚发展是现代产业的主要特征和趋势。产

业集聚除吸引技术和资源外，还可以促进企业之

间的知识和技术外溢、劳动力市场汇集、投入共

享等，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经济。早期产业集聚

研究多集中在工业或制造业。随着经济服务化的

不断推进，Scott于 1988 年率先提出 “服务业集

聚”的概念。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根

植于制造部门的科技服务实现了产业外部化，并

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态势和功用逐渐凸

显。集聚模式具有高效的组织形式、较低的交互

成本和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等优势，为科技服务

业发展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 [1]。同时，科技服务

业集聚效应通过劳动生产率正向促进产业升级，

通过创新的中间和最终产出促进产业高质发展 [2]。

作为协同创新网络的子网络 [3]，培育科技产业集

群是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4]。

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科技服务业集聚发

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从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

机理、集聚影响因素、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对产业升级，特别是制造业推动效能等方面，多

角度地开展了研究。谢静 [5]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

构建科技服务业集聚化发展动力机制模型，并基

于自组织动力和他组织动力要素耦合的论证提出

了策略分析；朱文涛等 [6]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从本

地效应和省际互动视角，论证了科技服务业集聚

对创新能力的驱动机理、作用效果；张琴等 [7]研

究了科技服务业集聚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测度

了“北上广苏”四地集聚状况，分析了对制造业

升级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特别是实证分析，多从国家、

省域层面开展，随着科技服务业集聚态势特征日

益凸显，缩小研究单元范围开展实证分析，可为

不断动态演化的产业发展提供更贴近实践的信息

反馈。然而相关研究较多地关注整体评价体系下

的区域表现水平，却忽视了不同集聚层次下影响

因子的变化。本文对山东省 16 市科技服务业集

聚度进行测算，构建评价体系，对比分析不同集

聚层次下影响因子变化及原因，并进一步分析科

技服务业先导城市的政策实践，借鉴相关经验提

出建议。

2 山东省各市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

2.1 模型选择

已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产业集聚的测

量方法。主要包括空间基尼系数（从行业角度）、

赫芬达尔指数（从企业角度）、区位熵（行业专

业化水平）和EG指数（基于空间基尼系数）[8]。

区位熵又称专业化率，最早由经济学家Haggett
提出，用以体现一个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并

衡量一个地区在较高水平地区的地位、作用等。

由于区位熵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区域尺度异质性

效应的潜在担忧，准确反映当前区域内产业要素

的空间分布，分析较为直观，因此在集聚经济研

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选择区位熵的方法测

算科技服务业集聚度。其计算公式为：

 LQij =
q q
q q
ij j

i

/
/

  （1）

式中，LQij是 j地区 i产业的区位熵；qij表示 j
地区 i产业的相关测算指标；qj表示 j地区所有产

业的相关指标；qi表示基准区域（即包含小区域

的更大区域的经济体）i产业的相关测算指标；q
表示基准区域内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本文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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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作为一个次区域，省域作为基准区域。

2.2 数据来源

基于相关文献研究和数据可得性，以《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M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两个门类为科技服务业的数据构成。

对于区位熵指标，研究学者通常选择从业人数，

而王宏起等 [9]认为，考虑到员工流动性大，会影

响以年为节点的行业集聚趋势考察的准确性，因

而选择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作为研究指标。本

文以科技服务业法人单位为指标，相对具有稳定

性，可准确反映科技服务业行业变化趋势。数据

来自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山东省统计年鉴》

及相关地市统计年鉴等。

2.3 测算结果

按照式 (1)对山东省各地市科技服务业发展

水平进行测算。将测算的熵值划分为 3 个层次队

列，分别列出每个队列前 3 位的地市（表 1）。一

般来说，如果这个产业区位熵大于 1 时，说明区

域内这个产业集聚力较强，具有明显的专业化优

势；区位熵小于 1 时，区域内这个产业集聚力较

弱，专业化程度处于劣势 [10]。山东省济南、东

营、青岛 3 个市区位熵值均大于 1，位于第一队

列，科技服务业集聚较有优势；烟台、淄博、泰

安等 6 个地市区位熵值处于 0.8 和 1 之间，位于

第二队列，虽小于 1 但集聚态势正逐步形成；济

宁、滨州、枣庄等 7 个地市区位熵值处于 0.5 和

0.8 之间，位于第三队列，集聚水平偏弱。由此可

见，山东省各地市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差异较大。

3 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3.1 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和研究

产业活动空间集聚及形成，马歇尔外部性是

重要的理论基础。他发现企业基于外部性在同一

区位上集中的现象，并指出产生这一现象的 3 个

基本来源，即劳动力市场共享、投入产出关联和

知识外溢 [11]。Paul Krugman提出“中心—外围”

新的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运输成本、要素流通

及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空间集聚的根本原因 [12]。

此外，Webber的工业区位论、Porter新竞争优势

理论等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同时，我国学

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科技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开展

研究。张清正 [13]认为中国科技服务业受到内外两

方面因素影响，如政府政策、市场需求的外部影

响，科技创新、专业分工的内部原因，并选取经

济基础、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等因素回归分析；

徐顽强等 [14]依据波特钻石模型，从科技资源、市

场需求、外部环境、政府行为 4 个角度选取 14
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开展研究，认为宏

观经济环境、生产要素配置、科技融资、市场需

求是影响较大的核心因子；王晓燕 [15]对长江经

济带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区域、分行业实证检验，认为制造业集聚、知识

外溢和对外开放度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干

预、信息化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明显；赵丹

等 [16]对国内科技服务业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采

用空间基尼系数和面板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回归

分析，认为地区生产总值和技术成交额的增加有

利于科技服务业均衡发展。

3.2 影响因素评价指标

基于上述理论和研究，本文选取了影响科技

服务业集聚发展的 7 个指标，见表 2。
（1）经济发展水平（x1）。经济发展是行业

繁荣的基础。区域的整体经济水平、社会进步与

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紧密关联，为产业发展提供

技术、基础设施、良好环境等 [3]。选取人均GDP
来反映区域经济的相对规模和发展水平。

（2）知识溢出（x2）。多个经济增长理论都

把知识溢出作为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因

素。本地化的知识溢出是推动集群创新发展的核

表 1 山东省部分地市科技服务业集聚水平

队列 第一队列 第二队列 第三队列

地市 济南 东营 青岛 烟台 淄博 泰安 济宁 滨州 枣庄

区位熵值 1.74 1.27 1.19 0.96 0.91 0.89 0.74 0.72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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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力 [17]。隐性知识溢出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地

理空间集聚的关键因素 [10]。以区域专利授权量表

征隐性知识溢出程度。

（3）人力资本水平（x3）。科技服务业依托

于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提供智力成果和服务。人

力资本不仅是一个区域的资源禀赋，也是科技服

务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投入要素 [18]。以普通高等学

校在校学生数与年末常住人口占比来表征。

（4）政府支持（x4）。科技服务业集聚虽是

市场化的企业自组织过程，但这一进程不能只依

赖于市场力量，政府行为因素对产业集聚化发展

具有引导、驱动、调控作用 [3]。选取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支出与地方生产总值的占比来表示政府支

持的力度。

（5）市场开放水平（x5）。外国直接投资是

反映区域市场开放性和活跃性的有效指标。它不

仅是当地产业提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也是

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的重要途径。通

过其技术溢出和产业集聚可发挥中间传导作用，

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用实际流入的外国直接投

资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

（6）城市规模（x6）。城市规模可提供必要

的空间条件和外部环境，在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

准时，产业多元化、竞争和产业密度对集聚的外

部性产生积极影响。城市化率过高时，又会因拥

挤效应导致竞争的正面影响消失 [19]。城市规模选

取城镇人口与年末常住人口的占比。

（7）市场需求（x7）。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间的供需关系，让工业生产需求直接影响生产性

服务业的规模和门类，共同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

发展的合理模式 [20]。区域工业发展水平，特别

是制造业的创新需求对科技服务业发展产生直接

推力。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值

代表。

3.3 实证分析

3.3.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影响因素的分析一般采用回归分析法、灰色

关联分析法、BP神经网络法等 [21]。灰色关联分

析模型（GRA）是对一个系统的发展变化态势

进行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通过参考数据列和

若干比较数据列的几何形状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

系的紧密性，可清晰展现引起这个系统发展变化

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相较于其他传统分析方

法，它对数据的要求相对较低，不需要线性、批

数或对数分布，且计算量小，能够对“小样本”

和“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有效处理。灰

色关联分析在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工程控制等

得到广泛应用，受到诸多学者的青睐。科技服务

业集聚形成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受到诸多因

素影响。科技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现阶段还缺

少大样本数据支撑，总体来讲产业数据灰度较

大。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选取山东省济

宁、青岛两个不同集聚层次地区为研究对象，以

2013—2021 年科技服务业集聚度为因变量，以同

期经济发展水平、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水平等指

标为自变量，探究相关影响因素的关联程度和差

异。数据源自山东省及济宁市、青岛市统计年鉴

数据的筛选及计算。

3.3.2 济宁、青岛两市集聚水平

按照式（1）测算方法，分别测度济宁市、

青岛市 2013—2021 年科技服务业集聚度区位熵。

其演变趋势如图 1 所示。

表 2 各影响因素评价指标

影响因素 指标值

经济发展水平（x1） 人均GDP

知识溢出（x2） 专利授权量

人力资本水平（x3）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年末常住人口

政府支持（x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GDP

市场开放水平（x5） 外国直接投资 /GDP

城市规模（x6） 城镇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

市场需求（x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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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来看，两市科技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

均有较大增长。青岛市集聚度自 2015 年起就呈

现专业化优势，在省域内位于第一梯队，但近年

来其集聚度趋于减缓。济宁市科技服务业集聚水

平呈现波动逐渐攀升态势，2021 年集聚度最高值

为 0.84，集聚水平仍然偏低，在省域内处于第三

梯队。

对于两市科技服务业集聚度的变化，也可以

采用某些指标进行反馈。如作为区域科技成果转

化的重要指标，技术合同交易额反映了科技服务

业相关产出情况。2021 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

额为 37 294.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2%。同期，山

东省增长了 31.27%，青岛市增长了 11.68%，济

宁市增长了 32.1%。由此可见，青岛市科技服务

市场需求减缓，需防范由经济环境、技术进步、

区域竞争、拥挤效应等变化带来的影响，应强化

科技服务业向高端发展；济宁市市场需求旺盛，

处于科技服务业集聚抬升的关键阶段，应加强行

业市场导入。

3.3.3 关联分析测算及结果

步骤 1：因变量形成参考序列X X k0 0= { ( )∣
k n1,2, , ，自变量形成比较序列，涵盖m个评

价 对 象： X X k k n i mi i= = ={ ( )∣ 1,2, , ; 1, 2, ,  }。
本文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即比较数列为表 2 中x1, x2, 
…, x7 等 7 个影响因素指标；参考数列为上文所测

算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度区位熵值。

步骤 2：由于原始数据单位、量级不一致，

为了消除因此产生的差别性，一般先将参考序列

和各比较序列的原始数据进行消除量纲处理。此

处采用均值化处理，其结果见表 3、表 4。

                         1,  2,  ,   1,  2,  

x k x x ki i
' ( ) = =

x ki

x n
( ) ,             

k n i m= =

1∑
k

n

=1

 

( )

； ,  
步骤 3：灰色关联系数。对于评价对象xi的

图 1 济宁、青岛市科技服务业集聚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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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序列数据无量纲化值（青岛市）

年度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2013 0.848 0.774 0.414 0.858 0.998 1.054 0.935 0.833

2014 0.838 0.823 0.423 0.888 0.978 1.065 0.945 0.849

2015 0.976 0.865 0.602 0.908 1.043 1.114 0.967 0.855

2016 1.033 0.915 0.658 0.949 1.077 1.160 0.988 0.870

2017 1.017 0.985 0.713 0.955 1.023 1.192 1.002 0.886

2018 1.078 1.053 1.049 1.086 1.053 1.216 1.018 1.047

2019 1.077 1.117 1.157 1.122 0.992 0.794 1.024 1.112

2020 1.068 1.163 1.723 1.093 0.944 0.754 1.055 1.288

2021 1.065 1.304 2.260 1.142 0.892 0.652 1.066 1.261

k k n( =1,2, , )个观测时间或观测值，灰色关系

系数γ i (k )的计算式为：

γ i (k ) =
min min max max

i k

x k x k x k x k0 0(
x k x k x k x k

)
0 0

− + −

(
i i

)
(
− + −

)
i i(
ξ

)
max max

i k

ξ
i k

( )
( )

( )
( )

式中，ξ为分辨率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
1）。ξ越小，关联系数间的差异越大，区分能力

越强，通常取 0.5 的值 [22]。计算结果见表 5。
步骤 4：根据 γ i (k )结果值计算灰色关联度

βi (k )。βi (k )的计算公式为：

 β γi i(k k) = 1
n∑k

n

=1
( )

关联度越接近 1，相关度越大。当分辨率系

数ξ =0.5，如果两个因子之间的关联度大于 0.6，
则认为关联度显著 [23]。

对济宁市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进行影响因素

灰色关联度分析，见表 6。在分辨率系数（ξ）取

值 0.5 时，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系数都大

于 0.6，则呈现出显著性。因此，表明研究中选

取的影响因素指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们对济

宁市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力。由表 5 可见，城市规模、经济水平关联度大

于 0.9，两者与科技服务业发展关系紧密，属于

高影响型因素。市场需求、人力资本、政府支持

的关联度大于 0.8，能够有效推动科技服务业集

聚，属于中影响型因素。知识溢出、开放水平的

影响相对较弱，其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尚

处于低影响阶段。

按照灰色关联的规范程式，对青岛市科技服

务业集聚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得出青岛市科技服

务业集聚影响因子的灰色关联度，见表 7。
3.3.4 济宁、青岛两市灰色关联度差异比较

由表 1 可知，青岛、济宁两市科技服务业

发展水平分属第一、第三队列，集聚度有较大差

别。对两市关联度结果（表 6、表 7）排序对比，

可查看各影响因素在不同集聚层级的表现。济

表 3 序列数据无量纲化值（济宁市）

年度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2013 0.753 0.768 0.637 0.788 0.988 1.361 0.863 0.752

2014 0.897 0.829 0.535 0.816 0.991 1.328 0.897 0.882

2015 0.941 0.914 0.742 0.913 0.987 1.257 0.941 0.920

2016 1.010 0.962 0.747 0.932 0.941 0.654 0.986 0.952

2017 1.073 1.026 0.790 1.200 0.921 0.745 1.019 0.984

2018 1.031 1.071 0.984 0.972 0.994 0.908 1.050 0.968

2019 1.064 1.081 1.019 0.991 1.071 0.574 1.065 0.978

2020 1.049 1.096 1.554 1.156 1.100 1.017 1.085 1.268

2021 1.180 1.254 1.993 1.233 1.006 1.156 1.092 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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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青岛两市科技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紧密程度

排序如下。

济宁：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

＞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支持＞知识溢出＞市场开

放水平。

青岛：城市规模＞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

水平＞政府支持＞市场需求＞市场开放水平＞知

识溢出。

影响因素的排序表明：城市规模是济宁、青

岛两市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首位影响因素；济

宁市科技服务业集聚尚处在形成阶段，经济发展

水平、市场需求对服务业具有直接拉动力，联系

较为紧密，处于二、三位次，这个阶段科技服务

业集聚发展较多依靠市场自主调节；青岛市科技

服务业具备一定集聚优势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

仍是较大牵引力，但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支持影

响力的关联度前移，表明现阶段在持续推进科技

服务业机构数量扩张的同时，更注重科技服务业

规模和服务质量并进发展，强化政府在人才、政

策、资金对科技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升的支撑；市

场开放水平、知识溢出对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具

有促进作用，但与同期其他驱动因素相比影响显

著程度偏弱，在两市测算排序中处于后位。说明

两者在对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反馈路径上还存

在堵点或短板，有待进一步化解提升。

4 科技服务业先导城市政策实践

科技服务业先导城市的发展模式及路径，特

别是系统性、规划性政策可以为区域科技服务业

集聚发展提供较好的借鉴经验。《济南市科技服

务业发展规划（2020—2022 年）》《苏州市打造科

技服务业发展先导城市三年行动计划》《重庆市

提升科技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相继出台。相对

于学术研究中科技服务业的范畴，科技管理部门

出台的政策，支持范围多体现在“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的类别。

济南、苏州、重庆三市结合自身的主导产

表 7  各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青岛市）

评价因素
经济水平 知识溢出 人力资本 政府支持 开放水平 城市规模 市场需求

x1 x2 x3 x4 x5 x6 x7

关联度 0.887 0.635 0.929 0.876 0.737 0.936 0.865

位次 3 7 2 4 6 1 5

表 5 灰色关联系数

年度 x1 x2 x3 x4 x5 x6 x7

2013 0.967 0.778 0.923 0.634 0.401 0.789 0.996

2014 0.858 0.530 0.835 0.812 0.486 1.000 0.966

2015 0.937 0.671 0.935 0.898 0.563 1.000 0.952

2016 0.894 0.607 0.838 0.854 0.533 0.944 0.875

2017 0.896 0.590 0.762 0.728 0.553 0.884 0.821

2018 0.911 0.896 0.872 0.917 0.767 0.956 0.866

2019 0.962 0.899 0.847 0.985 0.453 0.998 0.825

2020 0.898 0.446 0.792 0.889 0.928 0.919 0.651

2021 0.846 0.333 0.885 0.701 0.945 0.823 0.778

表 6 各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济宁市）

评价因素
经济水平 知识溢出 人力资本 政府支持 开放水平 城市规模 市场需求

x1 x2 x3 x4 x5 x6 x7

关联度 0.908 0.639 0.854 0.824 0.625 0.924 0.859

位次 2 6 4 5 7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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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区域创新资源条件，强化战略引导，优化空

间布局，加快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济南市加

强顶层设计，构建“一廊引领、三核驱动、多点

支撑”点线面联动的科技服务业发展布局，推

动研发转化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

等五大集聚区建设。苏州市按照“关联功能集

中、产业专业集聚、土地集约利用、区域联动发

展”的发展要求，积极引导各县市区科技服务业

集群发展。通过国家科技服务业集聚区试点、市

级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县级科技服务业特色

基地等，加快实现科技服务业高质量集聚。重庆

市以金凤科创园、明月湖科创园、迎龙科创园为

依托，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

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多个科技服务业集聚区，

为全市乃至周边地区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

在具体实施路径上，聚焦于科技服务业细分

行业，通过增量驱动、能级提升、品牌培育、人

才引进培养等，积极推进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核

心层面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创业孵化、检验检

测、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行业的服务效能提

升；构建多层次研发服务体系强化技术供给。三

市均以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

心等开展研发服务，并结合各自实际，通过场景

应用、概念验证、中试工程化服务、创新创业共

同体等新型创新平台建设，增强研发转化融合的

综合应用服务。整合要素资源推动技术转移服务

提标升级。济南市依托省市共建的山东省技术成

果交易中心、山东科技大市场，加快研发转化服

务集群发展；重庆市聚焦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建设，统筹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两

江协同创新区，建设国家技术转移成渝中心；苏

州市整合国家技术转移苏南中心、长三角科技要

素交易中心、苏州市产权交易所等，探索统一开

放、互联互通的技术交易大市场。

5 结论与对策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对科技服务业集聚态势

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服务业

集聚受区域经济社会的多重因素影响。现阶段，

当地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是科技服务业集聚

发展的关键因素。市场需求的旺盛、高素质的人

力资本以及政府的有力支持，构成了科技服务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为科技服务业集聚提供了坚实

基础。而知识溢出、市场开放水平相较于其他因

素影响较弱，需解决相应堵点，以高水平的市场

开放实现更广泛的知识和技术共享。但值得注意

的是，在不同集聚发展阶段、不同区域相关因素

的影响力是不断变化的。应增强行业发展监测，

适时调整引导，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大中城市

已经将科技服务业视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出

台系统性、规划性文件加大研发转化、检验检

测、创业孵化、科技金融等细分行业的培育提

升，进而推动多层次多业态的科技服务业集聚区

建设。

综上所述，针对区域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提

出以下对策。

（1）构建产业间融合协同良好生态。加速产

业新旧动能转换及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以产业创

新需求为导向，推进科技服务业与一二产业全方

位对接，打造产业间融合协同的良好生态系统，

推动市场和服务的双向量增。

（2）推进城市化进程统筹科技服务业集聚

区建设。利用城市在资源整合、产业链拓展和服

务功能提升方面的核心作用，引导主城区、功能

区，创新园、产业园等不同空间载体明确科技服

务业集群方向，规划布局一批功能完善、特色鲜

明的科技服务业中心、基地、节点，推动科技服

务业梯度发展、错位发展、集群发展。

（3）强化政策支持培育壮大科技服务市场主

体。以市场为导向，增强政策激励、财政支持力

度，推动科技服务业中小微机构增量发展。培育

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品牌，形

成行业带动效用。提升市场开放水平，招引品牌

科技服务企业落地。企业主导政府牵引，汇聚高

层次科技服务人才，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4）畅通互联提升区域知识溢出能效。突出

企业主导地位，搭建场景应用、概念中心等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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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平台，深化“政产学研金介”融合。整合提

升技术交易市场要素资源，推动跨区域大市场建

设，促进创新主体间持续交流和知识互动，构建

科技服务业宽领域、多层次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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