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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depend on the gathering of innovative talents, the support of first-rat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innovation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ourse of future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build a multi-level 
network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with international centers which can 
connect to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 national centers which are capable of leading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regional centers which can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igh-tech industrialization, and local centers which 
can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innovative milieu with openness and inclusion, attraction to tal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op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all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On the basis of taking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planning and building variou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latform should be implemented by government to incubate a group of le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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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区域创新
Regional Innovation in China under Double Cycle Pattern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落实二十大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刊》特策划“‘双
循环’格局下中国区域创新”专题，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黄河流域等国家战略发展区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技术创新网络建设、产业集群的数字化、创新效率与溢出、绿色技术跨区流动等内容进行系列研究，
旨在为我国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专题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
会副理事长、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文忠指导推进。

引用格式：张文忠. 中国不同层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布局与政策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 37(12): 1745-1756.
Zhang W Z. Layout and suggestions o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at different level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2, 37(12): 1745-1756. (in Chinese)

中国不同层级科技创新中心的
布局与政策建议

张文忠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摘要    科技创新中心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离

不开创新人才的集聚、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支撑，以及创新组织和企业的合作与相互促进。中国在面向未

来发展征程中，建设不同层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网络体系，形成能够对接全球创新网络体系的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引领全国科技研发和技术转移的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区域科技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以及促进地方特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地方科技创新中心。围绕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营造

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吸引高素质人才，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统筹规划

和建设各种科技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平台，以企业为创新活动主体，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型

领军企业。

关键词    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资源，区位选择，创新环境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20925002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逐步由传统生产要素

投入、出口拉动等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科技创新无

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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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

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如何建设不同层级的科

技创新中心，形成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区域

创新中心为核心，不同功能的地方科技创新为支点的

国家创新中心网络体系，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世界视角，不同层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空间分布

对全球经济、技术、人才和投资的流动、集聚和网络

组织有很大影响[1]。科技创新中心空间布局不仅引领

全球科技发展动向和热点，也影响着世界高端经济的

空间组织，甚至影响着金融、风险投资和专业服务的

空间布局，进而决定创新产业的生产基地和创新的市

场空间格局。

1 科技创新中心的职能与特征

创新是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和制度环境高度契

合的产物。创新理论鼻祖熊彼特（Schumpeter）[2]认

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和

生产条件实施“新组合”。经济地理学更多是从空间

邻近、空间集聚和区域合作与竞争等视角分析创新形

成、集聚和扩散的机制，一般认为协同合作的行业、

地理空间接近企业、人口流动和交流等会促进创新产

业的集聚[3]。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城市促进了知识溢

出，以及不同创新者之间的知识与思想交流，城市就

成为创新的中心（专利和教育水平）。发展经济学认

为，创新中心的形成及发展会带来知识和技术的溢

出，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促进作用。以“内生经济增

长”为核心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地区的发展与知

识和技术的溢出有关——知识和技术的溢出可带来报

酬递增；随着报酬递增带来地区经济发展，形成类似

“滚雪球”效应，进而会造成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

展的差异[4]。

1.1 科技创新中心的职能与等级性
科技创新中心是科学、技术和知识的研究中心，

也是技术和知识孵化、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同时还是

高科技的产业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等四大功能[5]。中心

地理论认为，城市等级与城市职能有关，高等级的城

市职能决定着城市的等级结构[6]。科技创新中心从全

球、国家或区域尺度而言，也存在着空间等级性、职

能的分工与合作。科技创新中心的等级取决于其科技

创新职能在全球、国家和区域中的地位。从科学、技

术和知识的研究地位，技术和知识的孵化、生产和传

播能力，以及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水平等出发，科技创

新中心可分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

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地方科技创新中心 4 个层级

（图 1）。

科技创新中心的职能等级决定了其在全球、国家

和区域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高等级创新中心通常具

有低层级创新中心的一般职能；但低等级创新中心的

特殊职能，如专精特等研发和产业化职能，高等级创

新中心不一定完全对应；并且，不同层级的科技创新

中心不存在隶属关系。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位居最高层级，是全球科学研

究、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是全球科学

图 1     科技创新中心的等级性
Figure 1     Hierarc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强联系

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地方科技创新中心

弱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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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其基本特征：① 全球科学研究

的原创中心，引领世界各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② 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源头；③ 全球科技资源（包

括大学、研究机构、科研人才和科研资金等）的集聚

地；④ 推动全球重大科技进步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地。

国家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则肩负着一个国家或一

个区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推广、科技成果转

化、科技产业化等职能。其在一个国家或区域中位

居科技创新研发、成果产出、创新资源及人才的领导

和支配地位，处于高技术产业价值链的顶端，具有技

术、人才和产业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能够有效组织和

调控国家或区域创新资源、技术和人才城市或地区。

地方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城市创新产业的集聚

区，具有加速城市产业升级，推动城市融入更高层级

创新网络的重要功能。地方科技创新中心能够与更

高层级的科技创新中心对接，为当地提供更加广阔、

便利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持续不断地提供新的源动

力，激发城市经济增长活力，提升城市的创新力、吸

引力和竞争力。

1.2 科技创新中心的集聚与扩散性
构成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机构与组织、生产性与

服务性企业及技术人才等要素具有空间集聚性[7]。科

技研发及产业化表现为明显的地理空间集聚特征，并

且创新成果的交易、产业化和创新服务等也集聚在特

定空间范围内。这种地理空间中的集聚，在产业层面

上不仅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可以实现共享，

更重要的是在知识层面上，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

流，人员、信息和技术等集聚和交流，可以产生新灵

感，提高科技产出效率，形成知识技术外溢效应。科

技创新与创新企业集聚也可能产生互为因果关系，相

互作用和强化，出现类似缪尔达尔（Myrdal）[8]所说

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进而推进科技创新中心的

形成和发展。

科技创新中心的知识和技术扩散存在等级扩散、

近邻扩散两种扩散方式。不同于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

论，知识与技术的扩散不仅由高层级科技创新中心向

低层级扩散[9]，也存在于同一层级间的扩散（图 1），

以及向周边其他更低层级的扩散。知识和技术由中心

向外围扩散，存在着距离衰减效应，尤其是隐性知识

远距离传播的难度和成本较大；知识和技术扩散过程

和强度与人的流动、交通方式、市场需求等有关。

2 科技创新中心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区位条件包括人才和

技术的高度集聚性、产学研间的密切合作性、研发费

用和创新资金的高强度投入水平、知识和技术产出效

率及回报率等；同时，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

与城市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开放与

包容性文化等因素有关。

2.1 宏观区位选择因素
科技创新中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开放度高的超特大城市，不同层级的科技创新中心与

世界城市的等级结构体系基本相吻合。国际创新中心

与世界城市的最高等级基本一致——纽约、洛杉矶、

伦敦、东京等不仅是世界城市最高等级，也是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因此，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重要区位

条件就是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城市。从美国、加拿大

和北欧国家的经验来看，科技创新中心对于住房、教

育、个人服务等要求较高；同时，完善的公共服务、

大量的风险投资、健全的法律服务和市场体系，以及

便利的通信设施等，有助于创新人才集聚、信息和技

术的传播、创新成果的产业化。除此之外，从科技创

新中心布局的宏观区位条件来看，开放性和包容性高

的城市有利于技术、人才和其他要素的集聚，进而促

进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总之，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

化、高素质的人才、完备的服务设施、较强的包容

性、高效规范的政府市场环境是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

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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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观区位选择因素
科技创新中心对城市的要素流动、产业体系、市

场规模与人居环境条件都有较高的要求。从中观区位

而言，① 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建立在大

量的技术流、信息流、物质流和人流等基础上。有利

于各种要素集聚和融合发展的空间会成为科技创新中

心，如航空和航运枢纽、高铁和高速等交通枢纽或综

合性枢纽门户，以及国际数字信息枢纽会促进科技创

新中心发展形成。② 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建构在多元化

的产业体系之上。产业体系多元化的城市，可以为科

技创新活动提供更为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并在产

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有效提升

科技创新的产出效率。③ 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建立在

认可度高、潜力大的市场之上。由于新技术、新产品

需要得到市场的认可，一个稳定的、潜力巨大的、具

有鉴赏和认可的市场和多元场景应用，对于新技术研

发、新产品推广乃至创新企业成长至关重要。④ 科技

创新中心也需要建立在适宜的人居环境之上。舒适的

城市宜居环境有益于创新人才和高科技企业集聚，进

而促进不同层级的科技创新中心形成。

2.3 微观区位选择因素
在城市中，科技创新中心集聚在特定的区位空

间。科技创新中心大多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区域，如高

校集中区、文化和艺术集聚区、高技术企业集聚的园

区、自然环境宜人区域，或者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建

筑区域等。高科技从业人员更倾向于低密度建筑、环

境舒适宜人和安静的工作环境。因此，在城市边缘但

交通便利的地区，高科技从业人员能够体会到多样化

但不喧杂的城市氛围，拥有相对独立但又便于面对面

交流的空间；同时，研究机构、组织和相关企业也易

于获得各种各样的人才，并且接近风险投资公司、法

律和咨询公司，拥有一定的初创和研发空间。从微观

区位而言，科技创新中心应选择：① 环境舒适和宜人

的城区，创新从业人员、创新企业对环境的安静、舒

适要求相对较高；② 便于沟通、易于面对面交流的区

域；③ 具有大量相关群体聚集的区域，创新活动需要

业内人员的集聚、互动和协作，同时也需要接近研究

机构和相关企业，形成相互合作与支撑的创新氛围；   

④ 身份和形象是识别度和认可度高的区域。例如，

“中关村”是创新发展的标签，创新机构和企业在类

似选择区位，也就意味着得到行业内的认可，有利于

知识、技术和信息的获取及市场空间的拓展。

3 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基础

通常衡量科技创新中心等级水平的指标，包括科

技资源状况、科技创新组织和机构数量和质量、科技

人才集聚、科技创新投入水平、科技创新产出水平和

效率、创新辐射力、创新价值链、产业化能力等。目

前，我国缺乏国际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且地区分

布极不平衡，基础科学和重大研究原创性水平尚未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高端产业发展仍然存在技术“卡

脖子”问题，距离打造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有一定

的距离。“双一流”建设大学高度集中于北京为中心

的京津冀地区、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国家实验

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研究机构的分布也类似——各

种国家级研究机构北京占了 19.21%，其他省份占比很

低（表 1）。

从科技投入来看，2020 年北京市研究与试验发

展（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 6%，基础研究经费投

入约占全国 1/4，投入强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0]。

上海  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4.21%，粤港澳大湾区

为 3.7%，而其他地区大多低于 3%。PCT（《专利合

作条约》）专利申请量粤港澳大湾区最高，约占全国

的 42.29%，约为北京的 3.4 倍和上海的 8.2 倍；另外， 

福建、山东占比也相对较高。可见，市场化相对高的

地区更重视 PCT 专利申请。

从企业的创新来看，众创空间、有研发中心的企

业数量和在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也是反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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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2020 年，长三角地区众

创空间占全国的比例为 23.94%，规模上工业企业建

立研究机构比例达到 40%，在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

为 29.89%，均位居全国第一；其次是粤港澳大湾区和

京津冀地区；山东、成渝和湖北占比也相对较高。

从经济对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来看，2022  年

《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上北京企业有  54 家，

占全国  145 家的  1/3，上海  12 家、深圳  10 家、杭

州 8 家、香港 7 家、广州 4 家。2022 中国工业企业市

值 2000 强中，广东企业数量最多，高达 276 家，浙江

表1    2020年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的数量或占全国的比重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2020

区域
高校
（个）

国家实验室
（个）

全国重点实
验室（个）

研究机构占
比（%）

R&D经费投入
强度（%）

PCT专利申请
量占比（%）

专利授权数
占比（%）

众创空间 占
比（%）

有研发的企业
数占比（%）

在孵企业
占比（%）

北京 27 9 84 19.21 6.53 12.44 4.76 2.74 0.92 5.58

京津冀 32 9 92 24.43 3.99 13.51 7.18 12.81 4.73 11.44

上海 11 1 32 4.47 4.21 5.16 4.83 1.70 1.16 3.18

长三角 25 2 68 18.46 3.22 26.21 28.78 23.94 46.71 29.89

粤港澳   4 2 43 6.79 3.70 42.29 18.48 9.49 31.35 14.78

广东   4 2 43 9.29 3.01 40.72 20.73 11.72 31.35 14.78

湖北   7 0 20 5.22 2.32 2.18 3.22 4.82 3.12 5.33

成渝   7 0 14 7.25 2.23 1.29 4.44 6.52 4.12 5.49

辽宁   4 1   9 5.92 2.18 0.56 1.76 4.93 0.59 1.89

东北 11 1 23 10.91 1.72 0.89 3.29 2.95 0.98 5.24

山东   3 1   5 7.08 2.34 4.37 6.97 6.19 4.69 6.25

陕西   7 0 13 4.47 2.35 0.69 1.77 3.52 0.67 2.24

福建   2 0   4 2.96 1.98 5.61 4.26 3.96 2.39 1.65

河南   1 0   0 3.42 1.73 0.33 3.59 3.37 2.12 3.98

甘肃   1 1   7 2.67 1.26 0.46 0.61 2.56 0.17 1.75

山西   1 0   2 1.39 1.12 0.15 0.80 4.47 1.24 1.22

云南   1 0   2 2.44 1.04 0.15 0.85 1.57 0.58 1.25

广西   1 0   3 1.57 0.81 0.18 1.68 1.43 0.46 1.84

注：高校只包括“双一流”建设大学；研究机构包括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和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下属研究所；由于部分直辖市、省份和自治区缺少2020年
全年PCT专利申请量，云南省以2019年数据替换，天津市（统计在京津冀地区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2021年数据替代，山西省仅包含2019
年1-10月数据，福建省仅包含2020年1-8月数据；由于部分地级市缺少有研发的企业数和在孵企业数据，粤港澳大湾区该两项数据以广东省的
相应数据替代

Note: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clude only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e national laboratories, state key laboratories, 
national engineering center,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local joint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and affiliated institut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and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Due to the lack of annual PCT patent application 
volume data in 2020, Yunnan Province are replaced by data in 2019, while data of Tianji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re replaced by data in 2021. Shanxi Province only includes data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2019, and Fujian Province only 
includes data from January to August 2020. Due to the lack of data on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with R&D institutions and incubating enterprises in 
some cities, these data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re replaced by the data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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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14 家、北京 209 家、江苏 205 家、上海 157 家、

台湾  123 家；另外，山东  117 家、四川  59 家、安

徽 58 家和福建 52 家。202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第四批

认定的 4 357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浙江、广

东、江苏、山东、北京、湖北、安徽、上海企业均超

过 200 家。由此可见，世界 500 强、市值 2000 强工业

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与科技创新中心在空间上有

一定的吻合性，形成相互支撑，循环累积的作用。

总之，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的空间差异远超过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亟待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科技创

新资源的布局和人才培育和引进。

4 多层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布局与发展导向

从世界科技发展态势、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

战略需要、国家安全与科技发展格局及地方经济发展

动力等视角而言，需要形成对接全球创新网络体系、

引领全国科技研发和技术产业化、推动区域科技产业

化和推广，以及特色技术研发和创新城市的多层级的

科技创新中心体系（表 2）。

4.1 创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要建设的三大国际创新中心是一个科技创新联合

体：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以北京为核心，包括天

津、河北的京津冀地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以

上海为核心，包括江苏、浙江和安徽的长三角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以深圳和香港为核

心，包括整个大湾区。

4.1.1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

以北京为核心，立足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优势，把

北京建设成为全球重大科学研究中心、科技创新的策源

地、科技教育和传播中心、高技术研发和应用基地。

突出北京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发挥北京在全球

科教资源、人才和创新企业集聚优势，积极融入全球

科技创新网络体系，提升在世界前沿科学研究、重大

和关键工程技术领域创新及产业化水平。利用在北京

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组织等的研发能力，加

快大科学装置、交叉研究平台建设，以前沿科学和

重大科技攻关为导向，提升基础科学研究和重大科学

技术前沿的原创能力，打造全球科技研发和创新策源

地。发挥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建设全国

乃至全球重要的生物技术与医药产业、信息技术与数

字经济、能源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材料科学与新材料

产业、智能制造等高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基地。以政治

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促进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的建设，提升科技馆、专业技术场馆等功能，构建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普及、展示和传播中心。

立足京津冀共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京

津冀地区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是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手段。促进科技资源和创新

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和转移，通过科技资源与创新要

素整合及共享，促进京津冀创新链与产业链条高水平

对接，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水平和能力。

4.1.2 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

发挥上海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吸引国际知名大

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组织设立分支机构，或与本

地机构建立联合研发中心，推动上海知名大学、研究

机构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体系，加大国与国间的科技合

作和人员交流，建设若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国际顶级

研究机构，增强上海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发挥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作用，围绕世界前沿领域、

重大前沿战略项目、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等，形

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原创成

果。以张江科学城、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临港

新片区等为重点，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创新平台，集聚

全球创新人才、创新要素和创新企业。围绕优势学科

和高技术产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企

业，形成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为核心的

全球创新产业高地。突破关键技术，以新材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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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航空航天、能源装备、海洋科技与工程装备等

产业为核心，建设全球高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立足长三角共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挥长

三角的整体优势，特别是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

肥-芜湖等核心城市在各省与长三角五大都市圈中的

创新协同与带动作用，共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突出长三角 G60 科技创新走廊作用，协同布局一批重

大科技项目和研发平台，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

等领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建设一批国

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示范基地及先进制造业集

群，共同构筑全球创新高地。以上海、南通、杭州、

绍兴、宁波、舟山等城市为主，共同建设沿海科技创

新发展带。发挥市场和产业化基础好的优势，推进先

进技术与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科技结

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产业化基地。依托全国

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科学研究平台，以及孵化

器、科技创新示范园、产业园区等创新平台，建设沿

江原始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推动科技、产业、

金融、人才等要素汇聚与融合发展。

4.1.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目标是通

过体制和机制创新，集聚国际创新资源，提升科技创

新成果的转化能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和高技

术产业集聚高地。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创建国

际一流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促进技术、信

息和资本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合发展。发挥

优越的创新环境和生活条件，吸引国际顶级优秀人才

的集聚和合作交流，组建一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科技

创新人才队伍。支持国与国间科技融资、成果转化、

技术转让和企业孵化，推进重大科研成果的研发、中

试、转化和推广。

发挥大湾区科技资本和风险投资市场优势，构

建国际化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打造广州-深圳-香

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助推大湾区国际科技中心的

发展。发挥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组织作为创新

源作用，利用各类科技创新和产业园区的平台集聚功

能，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

表 2    不同层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
Table 2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at different levels

层级 中心城市 范围 建设重点

国
际
级

北京 京津冀 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基础研究的原创中心、生物与信息产业化基地、科教传播中心

上海 长三角 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高技术和新发明策源地、先进技术的产业化基地、协同创新中心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 粤港澳大湾区 高技术创新与转化基地、国际化人才和技术集聚区、国际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国
家
级

武汉 武汉都市圈 光电子信息研发和产业化基地、高端人才集聚区、高技术转化与创新产业集聚区

成都-重庆 成渝都市圈 国家级研究机构、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的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沈阳-大连 东北地区 创新人才和资源集聚区、装备制造和现代农业科技的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西安 西安都市圈 创新人才和机构集聚区、航空航天和新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济南-青岛 山东半岛 全国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先进制造业和海洋科技的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区域级
郑州、长沙、福州、
厦门、兰州等

各都市圈 全国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基地

地方级
一批地方特色创新型
中小城市

各中小城市 特色大学和研究机构、专业化人才培育基地、地方创新文化集聚区、“专精特新”企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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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和海洋装备等高技术产业

的发展，建设世界级原创技术、高技术、新产业和新

业态的集聚走廊。促进区域间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推

动大湾区合办大学和科研院所，共建科技研发联合体

和联盟、企业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科技园

区等合作机构和平台，促进先进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发挥大湾区核心城市的创新资源禀赋与区位优

势，提升大湾区创新网络体系建设水平，并将大湾区

逐步融入全球创新网络。① 突出香港在科技创新中

的国际化地位，引领粤港澳直接对接全球创新网络体

系，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提高半导体行业、人工智

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

水平。② 发挥深圳在技术应用、产业配套、资金和

人才优势等，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形

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培育一批产业技术创新

平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围绕量子科

学、智能制造、纳米技术、新材料、新一代通信技术

和生物医药等国际科技前沿和重点领域，形成集聚创

新和产业高端化发展基地。

4.2 建设五大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发挥科技资源、人才和产业发展基础，推进科技

创新与区域发展、国家安全相结合，在全国层面应布

局和建设五大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多极支撑、

相对均衡的科技创新中心。

4.2.1 建设武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将武汉都市圈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高

地，引领长江中游乃至全国科技研发和创新发展。武

汉具有众多国家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拥有大量

国家级和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高

技术产业如光电子、数字经济和大健康产业发展基础

良好，这为建设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环境，吸引国际化科教和产

业创新人才，高水平建设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

提升科技研发的原创水平；发挥东湖科学城和光谷科

技创新走廊的资源及创新产业集聚优势，推动创新链

和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培育科

技创新企业，建设全球领先的光电子信息产业链、全

国重要的大健康、智能制造、数字产业、新能源汽车

等引领区。

4.2.2 建设成渝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将成渝都市圈建设成中国西部乃至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区，推动西部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聚焦软件技术、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材料、医疗器械等优势领域，支持成渝地

区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联合创建实验室和研究机

构，积极吸纳全球创新人才和资源，共同建设全国综

合性科学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制造

业创新中心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平台，提高成渝地

区在全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能力，引领西部地区

的高质量发展；依托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与重

庆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推进两地科技协同创新，

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水平，推进电子信息、航空

航天、轨道交通、智能制造、装备制造、汽车等产业

建设成为世界级产业集群。

4.2.3 建设沈阳-大连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将沈阳-大连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东北振

兴的新动力源，以及全国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农

业和生物医疗等科技研发和产业化高地。聚焦东北全

面振兴战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建设国内一流大学

和研究机构，完善基础与应用研究，支持全国重点实

验室、技术创新中心、企业研发中心等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发挥沈阳、大连在辽宁省科技创新中的引

领作用，依托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攻

克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精细化工、新材料、新一代

信息技术、航空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加强与长

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协同创新，鼓励科技成果的区

域内转移和转化；围绕东北振兴新动能的培育，推进

原材料工业的技术改造、装备制造业智能化和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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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农业和生物技术的创新。

4.2.4 建设济南-青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将济南-青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国内海

洋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山东半岛新旧动能转化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以济南和青岛为核心，集聚科技创新资

源，对接全球领先技术，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和国际一

流的海洋学科，创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中心和海洋科

学国家实验室，推进山东半岛各城市协调创新；突出

现代制造业发展中关键技术和海洋科技的应用及产业

化，以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交通装备、生物医药、

精细化工等制造业的尖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为重点

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中心；以海洋科学研究

和海洋产业的技术应用为重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发挥科技创新示范区、高新

区、经开区等创新载体和产业园区功能，集聚新一代

信息技术、新一代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氢能源、新

材料、海洋科技、新能源交通装备等为重点的技术研

发和产业化基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技术创

新集聚区。

4.2.5 建设西安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将西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全球特色专业

和技术的原始创新高地，打造西部创新创业之都。发

挥西安丰富的科技资源、多样的军民融合方式和众多

的创新平台等优势，围绕材料科学、航空航天、半导

体、轨道交通与能源等方向，创建国际一流大学、国

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究机

构；依托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西安科学城、长安大

学城等，引进全国科技领军人才，突破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关键核心技术。

4.3 建设若干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传导和承接国际与国家科

技创新中心的作用，是推动我国科技研发、技术创

新和产业化的重要支撑点。未来能够成为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的城市有郑州、长沙、福州、厦门、兰州、

太原、昆明、南宁等中心城市。国家要加大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的支持力度，在这类中心城市重点布局全国

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研发

平台，集聚高技术人才和创新资源，建设国内乃至国

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提高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基

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以及新技术的产业化进

程；同时，增强其对周边区域科技带动和辐射能力，

以及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作用。

4.4 建设一批特色的地方科技创新中心
以各类中小城市为中心，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地

方科技创新中心是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是

构建地方创新文化和科技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在全

国范围，选择区位条件好，文化、教育和科技等资源

相对丰富的中小城市，积极吸纳和承接国家和区域科

技创新中心的技术、信息和人才等要素，建设特色化

研究机构、创新平台和园区，构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中小型科技研发和创新基地；选择人口和产业集

聚度较高、技术转化和产业化能力强的中小城市，创

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专精特新”创新企业和产业

集群；选择环境宜居、包容性强、发展活力和潜力大

的中小城市，打造一批创新型中小城市等。通过科技

创新基地、创新企业和创新城市的建设，增强地方科

技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5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政策建议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高素质

人才、国际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包容的创新文化、

活跃的风险投资、大量的中小企业、独特的区域创新

环境等支持。

（1）培育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和创新人才。实行

更加开放和全球化的办学和研究理念，鼓励大学和研

究机构积极融入全球科技研发和创新网络，建设一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研究机构，支持国际一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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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实验室和团队等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共建研

究机构和大学。推进国际技术移民试点，吸引全球高

端科技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团队，建设国际化的研

究机构和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2）建设多样化的科技创新平台。发挥政府在

创新平台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统筹规划和建设不同

类型、不同规模和特色的科技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平

台。在全国布局一批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

室等研究机构，新建国家级研究机构要向中西部地区

倾斜；完善科技创新孵化平台、众创空间等高技术产

业孵化、转化平台的功能，为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检

验检测、技术转移、科技金融和咨询等服务，提高成

果的转移和转化水平；提升各类科技园专业化和特色

化发展导向，建设与地区科技资源、产业发展相吻合

的高技术产业集群。

（3）构建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建立有利于人

才流动的机制，鼓励人才跨国、跨区域流动，推动科

学、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与交流；创造有利创新、创业

的环境条件，形成鼓励创新、勇于冒险、容忍失败的

包容氛围；简化科研和技术考核程序，鼓励企业建立

各类风险投资资金、创新创业辅导机构，支持初创企

业、先导技术的转化和产业化，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4）培植优质的创新企业。建立有利于企业家参

与创新的机制，鼓励大中企业建立研发中心，促进新

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占据技术和产业制高点，促进

产业链各个环节创新发展；支持产学研的结合，发挥

科技成果的创新溢出效应，鼓励创新资源、人才的流

动，培育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创建行业冠军；构建有

利于科学家创办企业制度，鼓励科技人员利用专业知

识、技术创办企业，引导企业融入全球研发网络，培

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型领军企业。

（5）完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改革。① 发挥制

度优势，建立以不同层级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的综合

创新集合体，提高资源整合、人才集聚、成果转化和

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国家及区域的自主创新、协同创

新和国际化创新能力。② 建立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

综合协调机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仅是科技部门的

工作，而且是各级政府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因此，需要建立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政策

手段，并在人才、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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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out and Suggestions o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at Differen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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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form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depend on the gathering of 
innovative talents, the support of first-rat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th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innovation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course of future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build a multi-level network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with international centers which can connect to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 national centers which are capable of leading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regional centers which can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igh-tech industrialization, and local centers which can promot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innovative milieu with openness and inclusion, attraction to tal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op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all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On the basis of 
taking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planning and building variou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latform should be implemented by government to incubate a group of lead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with glob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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