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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高质量发展和示范引领作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发

展需要强大的生态体系支撑。基于科技创新生态视角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从科技企业、科技

人才、科技要素、科技服务、科技文化等方向梳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现状，为加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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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leading role of th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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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needs strong ecological 
system suppor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logy, this paper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and combs 
the construction status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s from the direc-
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elem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im-
portant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
stration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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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初熊彼特将“创新”引入经济系统后，推动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1]。根据《2022 年全

球创新指数报告》对全球 132 个经济体的创新生态系统表现进行综合评价排名[2]，数据显示，中国排名

第 11 位，较去年再上升 1 位，连续 10 年稳步提升，位居 36 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根据《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指数 2022》[3]数据显示，在综合排名中，北京首次超越伦敦，在全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中位列第

3 位，粤港澳大湾区、上海均进入全球前 10 强，分别位居全球第 6、第 10 位；在科学中心指标排名中，

北京第 4 位、粤港澳大湾区第 5 位、上海第 25 位；在创新高地指标排名中，北京第 3 位、粤港澳大湾区

第 7 位、上海第 13 位；在创新生态指标排名中，粤港澳大湾区第 4 位、北京第 5 位、上海第 12 位。根

据《2022 年“中国 100 城”城市创新生态指数报告》[4]数据显示(见表 1)，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等

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入围城市数量较多，其中，广东省有 4 个、江苏省 3 个、浙江省 2 个城市，并且长

三角地区有 7 个城市数量最多，东部地区城市多于中西部地区。 
 
Table 1. Top 20 innovative cities 
表 1. 创新主体城市 Top 20 

城市 创新主体得分 创新主体排名 GDP 排名 人均 GDP 排名 所在省市 

北京 0.9320 1 2 2 北京市 

深圳 0.5222 2 3 5 广东省 

上海 0.4959 3 1 7 上海市 

广州 0.4150 4 4 12 广东省 

杭州 0.3348 5 8 10 浙江省 

南京 0.3149 6 10 4 江苏省 

苏州 0.3099 7 6 6 江苏省 

武汉 0.3032 8 9 16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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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西安 0.2698 9 22 54 陕西省 

合肥 0.2600 10 20 29 安徽省 

成都 0.2454 11 7 45 四川省 

天津 0.2360 12 11 35 天津市 

佛山 0.2261 13 17 24 广东省 

珠海 0.2011 14 72 9 广东省 

青岛 0.2003 15 13 19 山东省 

长沙 0.1987 16 15 20 湖南省 

宁波 0.1967 17 12 14 浙江省 

重庆 0.1960 18 5 58 重庆市 

无锡 0.1890 19 14 1 江苏省 

郑州 0.1884 20 16 36 河南省 

注：创新主体得分指其包括的二级指标标准化数据均权之和，数据来源于《2022“中国 100 城”城市创新生态指数

报告》。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5]。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7]。中共

二十大提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8]等重要思想。“科技

创新”与“生态系统”两词结合使用，为科技生态环境赋予了更动态化的内涵，只有筑牢科技创新生态

系统的各个因素和环节之间的纽带，保障其运行过程实现安全、顺畅、绿色、高效，才能大大实现整个

科技创新生态的向好发展。 
杜传忠[9]等通过“结构–立体”“活动–功能”和“系统–生态”三大机制提升一个国家的科技创

新能力。马景文[10]深入剖析了科技创新生态的概述来源、时代背景、主要特点以及丰富意义，通过分析

知与行的辩证逻辑关系来审视科技创新生态。刘欣博[11]等构建吉林省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路径研究，提出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建设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强化科技创新金融支撑、完善科技创

新中介服务机构、营造科技创新人文氛围等有效措施。陈静[12]提出江西省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问题剖析与

路径选择，从强化制度供给角度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从激活创新主体角度推进企业融通

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从强化创新策源能力角度构建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基础的研究体系，从强化创新

服务角度树立市场需求导向，构筑以科技创新服务为支撑的保障体系，从培育创新创业文化角度大力提

倡企业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因此，为了准确把握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现状，不断完善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本文提出从科技创新生态视角，以科技企业、科技人才、科技要素、

科技服务、科技文化生态建设为主，深入剖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现状，为新时代提升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总体概况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累计成立了 23 个，分布在北京、湖北、上海、广东等 21 个省市。其中，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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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年份划分，2009 年 2 个、2014 年 5 个、2015 年 4 个、2016 年 6 个、2018 年 3 个、2019 年 1 个、2022
年 2 个；按地区分布划分，华东地区有 8 个省市，华中地区有 3 个省，东北地区有 3 个省，西北地区有

3 个省，华北地区有 2 个市，西南地区有 2 个省市，华南地区有 1 个省；按省份划分，除广东省和浙江

省分别有 2 个，其他省只有 1 个；按高新区数量划分，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 9 个，珠三角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有 8 个，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 7 个，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 6 个，其他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 1~3 个。 
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战略目标看，1) 立足国际视野的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到 2025

年建成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为北京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中国光谷’”；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际一流科学城”；

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3]
“国际一流的创新创业中心”；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创新

型经济发展高地”；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中心”；长株潭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之都”；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和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高新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

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蓝色经济引领转型升级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四区一中心’：全球海

洋科技创新中心、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经济转型升级样板区、创新创业生态示范区、开放协同创新引

领区”；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连接海峡两岸、具有较强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2) 立足创新创业发展的有：宁波、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全国一流的民营经济创新

创业新高地”；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东北亚科技创新创业中心，努力把沈大国家高新区建设

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集聚区、转型升级引领区、创新创业生态区、开放创新先导区”；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原创新创业中心，努力建成开放创新先导区、

技术转移集聚区、转型升级引领区和创新创业生态区”；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成为全省创

新创业核心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对俄及东北亚创新合作先导区”。3) 立足技术创新发展的有：西安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一带一路’创新之都”；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重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学研究高地和技术创新先锋”；兰白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国唯一以‘科技创新改革’为主题的试验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

造面向中西亚地区的创新发展高地，引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

造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联动发展的创新高地”[14]；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创新能力卓越、创

新经济领先、创新生态一流的区域创新中心”。 
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产业方向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

术与健康产业为主、先进制造、现代交通、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为重点产业。武汉东湖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以光电子信息、生物、环保节能、高端装备为重点产业。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

集成电路、软件和生物医药三大高新技术产业为引领。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5]以节能环保、清洁生

产、清洁能源为产业发展方向。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6]以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为重点产业。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7]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为重点产业。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重大新兴产业基地、

重大新兴产业工程、重大新兴产业专项为主[18]。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为重点产业[19]。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其中，乌鲁木齐国

家高新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新材料、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产业，依托临空经济产

业园、大数据产业园、生物医药产业园、智慧安防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天山科技城等建设；昌吉国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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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新区以先进装备制造、生物技术、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产业；石河子国家高新区以大数据、

通用航空、现代农业为重点产业[20]。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农业、

新旅游、新电商”为建设重点。 

3. 科技企业生态建设现状 

科技企业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核心主体，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广泛开展科技企业创

新生态体系建设。如，1) 《“十四五”时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中大力激发企业

创新活力，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设立“金种子”企业培育基金，实施“普惠服务 + 精准服务 + 权益投资”

支持；建立独角兽企业行业管家制度；高新技术企业“报备即批准”方式认定[21]。2) 上海张江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为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服务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以企业为主体推进产学研“部

区合作”“院地合作”、产业和技术联盟。3) 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2] 2018 年共有市级以上创新载

体 1800 多个，以工程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为主，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电子和生命信息等领域。区内有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约 1.4 万家，是深圳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的主体。4)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3]
的省外高新技术企业直接认定，最高给予 150 万元一次性奖补，对“独角兽”企业、科创板后备企业可

“一企一策”给予支持。5) 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评为独角兽、瞪羚及培育企业连续 3 年根据上

年度对地方综合贡献度可给予一定奖补；对自创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增幅排名前三名的国家高新区，从高

新区提质增效专项中分别给予 100 万元、60 万元、30 万元奖励[24]。6)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探索小

微企业创新创业综合改革示范区和优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流程。 

4. 科技人才生态建设现状 

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更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源泉。1)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国际人才流动渠道、海外人才工作、居留和出入境直通车制度，急需紧缺外籍技术人才积极探索技

术移民试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优化创业服务促进人才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25] (中科园发〔2019〕20 号)。2)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26]建立人才信息平台，对高端领军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团队及其创新创业项目给予支持，通过

股权激励代持专项资金，对作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给予股权和分红权激励，探索创新国际教育、

人才合作模式，建设国际教育、人才合作试验区。3) 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7]制定“一本绿卡管引

才”方案，对引进高层次人才实行“一个点位登记全部信息、一张绿卡记载基本情况、一本手册载明服

务流程、一个中心实现全程办理”，通过流程再造实现高层次人才落户高效服务。4) 山东半岛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探索重点人才“直通车”机制，对顶尖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实施“一人一策”“一事一议”。

深化高校企业“共引共育”人才使用模式，建立自创区干部“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5) 沈
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构建“人才特区”、加大“招才引智”和“筑巢引凤”力度。6) 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立以人才团队贡献绩效为评价和激励机制，建立“人才绿卡”制度，提供一对一政务服务。

7) 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培养与引进并举、存量与增量并重”的“人才特区”，“互联网+
人才”柔性引进模式。8) 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支持人才管理先行先试，为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提供

创新创业保障，精准对接产业高端人才。9)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企业与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

人才的“双聘”“旋转门”机制，构建“长春人才创新港”和“长春净月人才谷”，加快建设专家公寓

以及人才社区[28]。10) 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在自创区建立产业教授、

研究员制度[29]。11) 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青浦园区实现了高校与企业的人才培训基地，为企

业引进人才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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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技要素生态建设现状 

科技要素的集成整合起到了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1)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构建高校、企业、

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联合体，集聚创新要素向创新主体的一体化配置。《〈关于精准支持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重大前沿项目与创新平台建设的若干措施〉实施办法(试行)》[30] (中科园发〔2019〕25 号)
统筹推进一区十六园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31] (中科园发〔2019〕6 号)助力科技与金融、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2) 武
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仪器设备、实验室、文献、数据等开放共享机制。3) 山东半岛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科学(科创)城、创新谷、国际创新园等综合科创载体，推动项目、平台、人才、资金等多

要素一体化配置。4)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新认定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给予一次性 500万元奖补；

优先在自创区建设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对新认定的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给予

一次性 300 万元奖补；对新建的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与转化平台，省财政一次性给予 300 万元奖补，

运行期间按照考核评估结果进行奖励；对在国家高新区考评中位次明显提升的给予奖励，在创新要素、

土地指标、人才支持等方面给予倾斜。5)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32] (苏财

规〔2023〕2 号)用于支持核心区和辐射区发展的部分，其使用和管理遵循“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科学

分配、注重绩效”的原则，采用“大专项 + 任务清单”管理模式。6)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长春

净月高新区打造了慧程科技公司研发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一体化智能控制平台、吉林豆云产业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的豆业云产业互联网平台、“吉牛云”大数据平台等科技创新体系[33]。 

6 科技服务生态建设现状 

科技服务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工作，面向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引领、服务能

力提升、服务质量升级。1)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专业化技术服务网络、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

证中心、专业化创业孵化平台、创业孵化服务、跨境孵化网络等，促进技术转移、科技成果商品化、创

新创业服务。2) 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青浦园区搭建了不同产业的科技创新平台服务区域内的

对口企业[34]，建立了与华东理工大学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与专业机构共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

点平台，实行“一企一方案”专利托管实施方案，为企业提供专利代理、转让、人才培训等服务；并制

定特色的科技创新政策，提出“政府补一点、企业出一点、机构让一点”的模式。面向重点产业领域专

业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打造张江创新服务集聚区和张江国际科技合作公共服务平台。

3)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吸引国际和国内科技金融机构，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创新要素交易，为

示范区提供金融资本服务。4) 《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规划(2019~2025)》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制定了 10 个区的发展指引，其中，福田园区“金融 + 科技 + 文化”、罗湖园区“金融 + 科技 + 消
费”、南山园区“科技 + 金融 + 教育 + 服务”、盐田园区“科技 + 健康 + 智能”、宝安园区“科

技 + 制造 + 服务”、龙岗园区“科技 + 制造 + 教育”、龙华园区“科技 + 制造 + 服务”、坪山园

区“科技 + 制造 + 教育”、光明园区“科技 + 制造”、大鹏园区“生态 + 科技”。5) 天津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三位一体的全链条孵化服务体系。6)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35]探索人才政策协同、人才使用、成果转化激励三个机制，为人才做好“硬服务”和“软服务”。

7) 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本地注册 + 异地孵化”“异地孵化 + 本地加速”的新型创新创业

模式，实现异地科技成果带土移植与转化。8) 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创新创业孵化载体获得国家

认定的给予资金奖励和扶持。9)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长春净月高新区建立“数字文”、“数字车”、

“数字光”、“数字农”、“数字康”、“数字城”的数字赋能[36]，实现数字经济与文化、汽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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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农业、智慧康养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科技文化生态建设现状 

切实推动科技文化协同发展，以此为经济建设、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等提供重要支撑和长效活力。

1)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生态集成服务商，弘扬具有凝聚力、影响力、荣誉感

的中关村文化和中关村企业家精神。2) 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开放包容的创新精神，开展科学传播、

科学普及理念和模式。3) 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深化光谷文化、打造光谷企业家精神、树立光谷品牌，

建立园区、产业集群、企业品牌的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光谷品牌的影响力。4) 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培育创新创业文化，活跃区域创业文化和打造区域创新创业品牌；大力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加强文化

科技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重点培育视觉工业、创意设计等领域。5) 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继续

加强对创新创业的宣传、追求高质量的创新文化，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会展平台。6) 合芜蚌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创意文化产业基地，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文化与科技融合企业，形成一

批有影响力的创意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打造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创意文化产业集群。7) 长春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长春新区探索“六区联动”战略路径、“奋斗、创新、诚信、超越”文化理念、“施行政科学、

规划提升、产业升级、科研聚集、人才融汇、资金活水、建设高端、城乡融合、治理创新、作风转变”

十大工程，构建域内领先的一流的国家级新区。8) 哈大齐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相关部门及各种媒体，

探索开展科学推广、技术对接、创新创业竞赛活动等，宣传、培育龙江创新文化。 

8. 结语 

目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经覆盖全国各重点省市，并且在科技企业、科技人才、科技要素、科

技服务、科技文化等生态体系构建了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依托科技主体与载体共同助力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建立创新主体与创新载体的开放合作模式；完善人才引育引进机制，拓宽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高质量的人才链，加强科技人才系统支撑；汇聚科技要素资源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集成，运

用好税收和财政等政策工具，积极探索科技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健全科技服务体系，构建布局合理、

体系完备、高效高质的科技创新发展服务体系；建立开放包容的科技文化助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品

牌效应，打造科学精神、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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