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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创新经济中!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因其流动受资源和环境约束较小而在空间上高
度集聚!创新中心的区域布局和创新网络结构也具有较高的可规划性&不同于传统经济中因产业
集聚和扩散而形成$核心(边缘%格局下的区域一体化!创新经济中因创新的共享化扩散而形成共
享型区域一体化# 因此!应积极发展创新经济!由区域内所有政府"创新主体"生产主体等共建区
域创新产业共同体!通过各地区协商共治"各行为主体协作共治和政府与市场协同共治优化创新
生态!有效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进而充分发挥创新扩散促进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作用!实现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应优化创新网络系统!打造高水平区域创新共同体&推
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共建开放性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促进集成式制度创新!共治区域创
新生态&进而实现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为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

关键词"创新经济&区域一体化&创新中心&创新网络&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区域创新共同体&

区域产业共同体&长三角
中图分类号"C"31)%#C1$:##文献标志码"D##文章编号"13:;<=1!1%$"$"&"!<""3=<1"

一$引言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1+

& $"1=年11月%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12年1$月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以指导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在,纲要-中#除'一体化(及与之相关联的'协同( '合作( '协调( '协
作('联动('融合('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等外#'创新(无疑是高频词之一& 毋庸置疑#要实现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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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必须要创新& 鉴于此#本文无意对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是试图基于创新
经济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理论探究#为长三角在创新经济中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政
策启示&

国外对创新经济的研究较早& 约瑟夫/熊彼特!121$"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就强调了创新的重
要性$迈克/波特!12=%"进一步强调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认为创新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及政策
变量#是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 1223年#经合组织!/MN."发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QM,+?RSMN8MT

9O.MN $L?+?-6"的报告#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I-RI8R'JSS!$""3"通过模拟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系统
运作发现技术创新有可能颠覆市场均衡的动力机制*$+

& 从空间视角研究创新经济是一个新的领域&

'̀(I98GI!$""!"首次提出'创新经济地理学(!PQIMF'9'L7F?I'̂J,WQ-'S099'X,U7'9"的概念*!+

$$"1;年#布鲁
金斯学会!>J''G79 8̂098U7UVU7'9"发布的研究报告,创新区的崛起.美国创新的新地理-!"QM52.M?P%++?;O42?+

=2.472L4.. )HMRJM?87O/Q6?P%++?;O42?+ 2+ )-M72LO"指出#创新经济将重塑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经济模式%地
方决策和社会网络*;+

& 国内对创新经济的研究较晚#且主要集中于区域或城市及科技园区等#总体性的研
究较为薄弱#尤其是对创新经济的空间格局缺乏深入探讨!吕拉昌等#$"13$曾刚等#$"1="

*%<3+

&

目前#'创新经济(一词应用广泛而内涵不一#本文的创新经济!099'X,U7XIMF'9'L-#也称为创新型经济"

是指.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

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为支撑#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洪银兴等#$"1:"

*:+

& 传统经济的产
业空间格局是建立在各地要素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的比较优势上的#而创新经济突破产业发展的传统要素
结构#进而不断弱化和消除产业发展对劳动力%资源以区位条件等的过度依赖#将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新格
局& 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创新经济最根本和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本文在分析创新经济对区
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以创新活动为切入点探讨在创新经济框架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特征和趋势#

进而提出促进长三角创新经济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政策启示&

二$创新经济与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知识%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的作用日益增强#地区竞争优势不仅来源于产业基础

和区位条件#更取决于知识禀赋& 创新经济建立在人才%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基础之上#依赖于知识和信
息的生产%应用和扩散#并与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进行组合#能更加有效地提高生产能力和效
率& 在知识经济中#企业努力寻找技术进步以实现自我提升和持续发展#创新产业的发展也影响和改造传
统产业#并使其成为创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爆炸式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创新经济将成为人类经济发展
的主导模式!弗里德曼#$""="

*=+

&

16创新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相比#创新经济是一种更能体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经济发展方式#人们通过知识

的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突破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对生产活动的约束#进而谋求经济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经济对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及其演变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其带来的变化也是无所不
在的#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创新要素成为决定经济发展区位优势的关键& 在传统经济中#一个地区是否具有区位优势主要取
决于其资源禀赋%气候状况和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而创新经济改变了生产的要素结构#创新要素!知识%技
术%人才%信息%制度等"成为区域经济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关键决定因素& 每一项重大技术突破都会带来产
业发展的巨变#引发新一轮产业分工大变局& 在创新经济中#这种改变既是渐变式的过程#也是突变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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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一些新兴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要素驱动转变#更加重视人才和技术的作用#资源和
劳动力对?.̀ 的贡献大幅度下降#而知识和技术进步的贡献不断上升!施瓦布#$"13"

*2+

&

二是空间距离对产业布局的约束不断弱化& 空间距离是传统经济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变量#不但企业的
空间布局受原材料来源地和消费目的地的影响#而且产业链的布局也受到地理距离和空间范围的较大约
束& 技术进步推动了创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创新经济又加速了技术进步#交通与通讯的便捷与便利正在
迅速弱化地理距离的影响#使之不再是决定企业生产和个人生活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 决定创新要素转移
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组织特性而非企业间的地理接近性#因而在创新经济中全球产业分布由'地域空间(转
向'流动空间(#出现'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并存的现象#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地理学的终结(和'距离的
消失(!凯恩克罗斯#$""$"

*1"+

&

三是区域产业发展形态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 新技术不但以强大的渗透力和扩张力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促使各行各业!包括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新业态与新模式持续涌现#同时#这些新
业态与新模式还会受各地社会环境和消费市场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 总之#在创新经济的发
展过程中充满了各类创新活动#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和创新行为的广泛性带来创新成果的极大丰富#创造并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进而促使区域产业发展整体繁荣并特色凸现& 同时#这些创新活动并
非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进而形成创新网络#而创新网络的特征及其空间分布将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产
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6创新网络,创新的集聚与扩散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一样会出现空间上的集聚#创新活

动也与产业发展一样会形成'中心0外围(格局#进而会形成创新中心& 然而#由于创新要素与生产要素
具有不同的特征和结构以及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本身存在异质性#创新活动的集聚与生产活动的集聚也
具有不同的机制与路径#进而创新中心与产业中心不但具有不同的形成和演进规律#而且在地理分布上
也并非完全重合!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

!

& 在传统经济中#除制度因素外#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资
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其中资本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它可以引导劳动力和技术流动并与自然资
源相配置#进而从事生产活动并实现利润最大化$同时#由于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是客观的#因而传统经
济中生产活动的集聚和产业中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位条件的约束& 在创新经济中#创新要素主
要包括知识!科研机构和大学等"%人才%资本%信息等#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不再是资本#而是由知识和人
才形成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强的地区会吸引资本进入从事创新活动!比如美国硅谷的发展"& 人才%资
本%信息等具有很强的流动#知识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地理依赖性#但其终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相对于自
然资源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因此#创新经济中创新活动的集聚和创新中心的形成受到区位条件的约束较
小#进而表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一是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并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创新网络& 由于创新要素具有更
强的流动性#因而创新活动的集聚度要高于生产活动$同时#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地区生产能力"受自然资
源供给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较大#而创新活动的集聚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很小& 同时#虽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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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参与者众多#不仅有科研机构%大学#还有资本方%金融机构等#因而具有良好的创新氛围的城市和科技园区
成为创新活动的集聚地& 目前#中心城市和高科技园区对人才等创新要素有着强大的集聚力#形成产业创新经济活动高密
度的重要节点或重要枢纽#产生创新'节点('门户城市(等!即创新中心& 这些创新中心的经济发展以科技及信息生产和服
务为主#而不是以资源加工或商品生产为主!陆大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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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具有高度的空间集聚性#但由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在传统经济发展中形成了
不同的产业!经济"中心#产业中心通常处于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或者产业集聚会促进地区创新能力提升!

#

因而#从较大的区域范围来看#创新活动不会仅仅集聚于一个地方#而是会集聚于多个创新中心并产生分工
和等级结构#进而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创新网络格局& 虽然创新集群并不一定与产业集群重合#但现实中
创新中心与产业中心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重合性& 二是创新中心的网络布局和发展具有较高的可规
划性& 正是由于创新活动的集聚和创新中心的形成受到区位条件的约束较小#创新中心的区域布局有了更
多的规划空间#人们不但可以对单个创新中心的选址有更高的战略的谋划!如雄安新区的建设"#也可以对
区域创新网络结构进行更具远见的优化和升级!如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规划"&

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的高度集聚#导致区域创新能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用新
经济地理学理论诠释区域经济存在的'核心0边缘(差异分布格局!OJV L̂,9#1221"

*1$+

#创新活动的密集程
度在空间上也呈现'核心0边缘(格局.创新活动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形成科创中心%研发中心和创新型企
业的集聚地#次中心城市成为产业创新中心与产业研发基地#而其他城市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集聚与扩散!辐射"往往是并存的#产业集聚后会出现产业扩
散#创新集聚后也会形成创新扩散& 然而#创新扩散与产业扩散有很大的不同.

在传统经济发展中#经济中心对外围地区的辐射效应主要是通过产业扩散来实现的#而产业扩散主要
有两条路径.一是产业转移& 由于技术进步带来产业结构升级#中心地区将低附加值和淘汰的产业或企业
向外围地区转移$或者由于受到资源和环境约束#中心地区将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或企业向外围地区转
移& 二是产业链扩张#中心地区为实现产业的规模化和高附加值化发展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消费市场的
拓展#将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向外围地区转移或者整体扩散到外围地区& 显然#产业扩散主要是由中心地
区主导的#外围地区往往只是'承接(!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虽然可以加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并
缩小由于产业集聚带来的区域经济差距#进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核心0边缘(的
区域经济格局&

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创新中心对外围地区的辐射效应并不仅仅是创新活动本身的扩散!虽然创新活动
也会扩散"#而主要在于创新成果的扩散& 与生产活动的产出是消费品不一样#创新活动的产出是一种更高
的生产力#创新成果在外围地区的应用有可能为其带来跨越式发展& 创新成果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产
业发展模式的创新!新的业态%生产模式%营销模式%消费模式等"

"和制度的创新& 创新活动本身的空间扩
散#会带动创新中心周边地区创新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成果在外围地区的扩散#可以使外围地区有机会和
能力发展先进产业!而不是中心地区转移或扩散出来的产业"$产业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在外围地区的扩
散#可以激发外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改善产业成长环境#创造产业发展机会#

#而且这种扩散对外围地区
来说几乎是不需要成本的!除基于地区实际的适应性改造外"& 因此#在创新的扩散#尤其是创新成果的扩
散过程中#创新中心与外围地区的关系不再是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而是平等合作的关系& 创新中心通过成
果扩散实现其创新价值#外围地区则通过成果应用实现创新发展#两者形成一种平等的分工关系#这将打破
'核心0边缘(的区域经济格局#进而实现各地区共享发展& 本文将这种趋向于共享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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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波特!12=%"指出#产业集群使创新的速率与能力提升#进而促进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一种自我加强机制$产业
创新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性(就是创新#产业集群助推创新创业&

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通常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广泛应用的结果& 重大技术的突破会带来连锁反应#创新一旦出现!如互
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并扩散到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生产要素%生产手段%生产条件与结果都会改变#可能使一种产业引
发另一种产业#创造出新业态#形成新模式%新流程#并促成中小企业的持续涌现&

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被转移到后发地区#进而产生新的发展机会!富克斯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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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

总之#不同于传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集聚和扩散会带来'核心0边缘(格局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创新
经济发展中的创新集聚和扩散将破除'核心0边缘(的区域经济格局#实现更具共享性的区域一体化发展&

但是#结构的变革需要创新式的政策方法!富克斯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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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要实现创新经济可能带来的共享
型区域一体化发展#还需要有相应的主体响应和制度创新#尤其应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创新主体与
生产主体的合作共赢& 创新成果的扩散是创新经济促成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路径#这就涉及相关
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与合作机制问题& 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中#创新主体!创新成果生产者"与生
产主体!创新成果应用者"如何实现持续的合作和共赢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是创新网络和创新生态
的共享化趋向& 由于创新活动的集聚受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较小#因而可以更方便和更有效地对创新中
心的布局和网络结构进行有偏向性的调整#偏向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调整将有利于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

而偏向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的调整则会带来'核心0边缘(格局的区域一体化& 同时#还需要相关政策的协
调#形成有利于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生态#以有效激励创新活动的广泛开展和创新成果的共享化
扩散&

!6创新产业共同体,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创新经济需要依靠创新系统做支撑#创新经济中的创新应是集成式%持续性的创新& 创新不是单一

技术进步的发生#而是多项技术簇群的融合#即集成式创新!09UÎJ,UIR 099'X,U7'9"$不仅是高科技产业%高
新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而是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管理持续产生#并持续地提高
生产效率和增加财富积累#即持续性创新!N'9U79V'V8099'X,U7'9"!谢德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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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不仅仅是由知
识%技术或人才等单个创新要素决定的#而是与其他关联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再
到模式创新#创新空间一再拓展!如产品创新依靠设计人员与团队%模式创新依靠创新组合"#形成完整
的创新链& 创新经济正塑造出一种更加开放的经济形态#创新不是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为核心来完成全
部工作#而是依靠多主体一体化推进$企业也不再是壁垒森严的个体#而是互相配合形成良好的产业生
态#建立起协作关系#进而通过产业链分工带动整个区域的生产活动& 由此可见#创新经济发展的潜力与
效率需要通过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促进才能充分发挥#即需要不断促进创新链与产业
链的深度融合&

目前#大多数文献是将'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作为对'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状态(的描述而
直接使用的#对其内涵和机制的系统化深入研究不足!朱瑞博#$"1"$丁立会等#$"12$孔祥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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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相关研究多从微观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角度进行分析!韩江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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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认为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
合(的语境中#更应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系#因此#这里主要基于其与'政产学研融合
!一体化"(的比较从宏观层面进行简要分析.

政产学研融合主要着眼于创新主体与生产主体的关系#更强调具体的!单个的"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和
扩散#以实现创新活动的经济价值并促进相关生产活动的效率提高& 而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更多地着眼于
创新活动与生产活动的相互交融和促进#更强调从区域整体层面提升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和产业进
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 因此#这里的'创新链(不宜片面地理解为'围绕某一个创新的核心主体#以满足市场
需求为导向#通过知识创新活动将相关的创新参与主体连接起来#以实现知识的经济化过程与创新系统优
化目标的功能链节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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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应理解为整个区域所有创新主体!相互协作形成的涵盖各生产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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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及产业模式创新的全流程创新链#即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创新链网络$ '产业
链(也不宜简单地理解为单个产业的各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
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

*$1+

#而应理解为整个区域所有生产主体"分工合作形成的包含
各产业链条的链式网络#即区域产业共同体的产业链& 因此#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应是在区域创新共
同体和区域产业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

总之#要通过区域合作%创新协作%产业联动%企业竞合等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才能充分发挥
创新扩散促进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效应#这就需要由各级各地政府%各种创新主体%各个生产主体共建
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各创新中心要形成合理的分工和网络结构#各创新主体要优势互补协作提升创新能
力#形成区域创新共同体$同时#各产业中心也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和辐射带动作用#各生产主体应在竞争
中合作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形成区域产业共同体$进而#共建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以区域创新共同体的
集成式%持续性创新整体提升区域产业共同体的生产能力和效率#以区域产业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全面推动
区域创新共同体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 共建区域创新产业
共同体#需要政府%创新主体和生产主体等的协同努力#也需要对相关行为主体进行合理规制#以激励和约
束其具体行为#进而需要培育和塑造良好的创新生态&

;6创新生态,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的共生共进
创新生态是指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之间以及创新群落内部各个体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创

新群落就是由各创新主体相互关联构成的创新网络#创新环境包括经济%社会%市场%体制%制度%文化等要
素$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态循环系统#统一于创新活动的整个动态过程中!隋映辉#$"";$

潘雄锋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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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群落!创新网络"是内生于创新生态中的#一方面其发展状态要与创新环境相
适应#另一方面作为创新生态中最活跃的要素#创新群落的发展会带动创新环境的改变& 因此#创新群落的
形成与优化是创新生态演进的重要驱动力& 同时#创新环境不但决定了创新群落的初始形态#而且对创新
群落的演化方向和速度具有重要影响& 创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创新生态#而在良好的创新生态中创
新群落与创新环境是共生共进的#需要通过多维共治来进行培育和塑造&

基于创新网络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是先进的有利于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和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创新
群落形态$基于产业网络的区域产业共同体#是创新群落生长的基础和创新成果扩散的主要载体#也是创新
群落持续发展的支撑$而基于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的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是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共生共
进的最优组织形态& 因此#各地区!尤其是创新中心和产业中心"都应积极参与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产业
共同体和创新产业共同体!下文简称共同体"#这需要各地区在发展创新经济的价值取向%需求驱动上共同
推进#同时也必然会产生地区分工与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而需要各地通过协商共治来解决&作为创新生态中
主要的行为主体#各种创新主体和生产主体!有的既是创新主体也是生产主体"是共同体的构建者#但也是
各自独立的经济主体并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因而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也需要各行为主体的协作共治& 此
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创新经济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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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是指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多个行为主体#基于强烈的认同意识#依据一定的方式和规范结合而成
的相互关联%共同发展的群体或组织& 创新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的创新价值理念%创新需求和相互认同感的各创新主体!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创新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创新促进平台等"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共同促进其整体和个体创新能力
和水平提升的创新组织体系*$"+

& 区域创新共同体则在创新共同体的基础上强调区域内不同地区的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分工协
作的关系#共同促进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活动开展& 区域产业共同体和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的概念与之类似&

这里的生产主体可能同时也是创新主体&



挥政府作用#因而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还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共治& 总之#应通过多维共治优化创新生
态#促进创新群落与创新环境的共生共进#进而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和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

三$以创新经济推动长三角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
综上所述#在创新经济中#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因其流动受资源和环境约束较小而在空间上高度集聚

进而形成创新中心#创新中心的区域布局和创新网络结构也具有较高的可规划性$同时#创新的共享化扩散
可以使外围地区与创新中在经济上形成平等的分工格局#破除传统经济发展的'核心0边缘(区域格局#推
动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 因此#应积极发展创新经济#由区域内所有政府%创新主体%生产主体等共建区
域创新产业共同体#通过各地区协商共治%各行为主体协作共治和政府与市场协同共治优化创新生态#有效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进而充分发挥创新扩散促进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实现区域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 当然#由于不同的区域在创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发展定位上存在差异#具体的发展策略也
有所差异& 下面基于长三角创新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一体化发展战略定位#就如何通过发展创新经济促进
长三角更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一简要分析&

16长三角创新经济发展概况与一体化发展战略定位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集聚区#科技创新优势明显#创新经济发展全国领先& 从创新

中心来看#长三角有上海张江和安徽合肥$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还拥有众多的高水平大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并积极建设各种类型的科技园区#逐步构建由创新型城市为节点的创新网络& 得益
于创新中心的多点式布局#近年来长三角创新经济呈现多点爆发式增长#区域特色显著& 目前#长三角的研
发投入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的!"E以上& 发明专利申请量从$"1"年的!%:件增长到$"1:年1 3:1

件#增长近;倍#走在全国前列$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从$"1"年的;3家提升到$"1:年
的2:家& 各区域创新中心得到地方财力的大力支持#各地研发投入不断创出新高& $"1:年长三角地区研
发投入强度为$):1E!全国水平$)1!E"#其中上海为!)2!E!$"1=年达到;E"#江苏%浙江和安徽分别为
$)3!E%$);%E和$)"%E!安徽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合肥市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E"&

从创新扩散来看#长三角的创新高地首先出现在上海#然后向江浙两省扩散#再延伸到安徽以至全国&

从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些技术层次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一些技术层次较高技术密集型
产业& $""%0$"1%年长三角一市三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
上升了:个百分点$上海的资金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知识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了3)2个
百分点*$;+

& 可见#长三角产业升级加快#从制造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态势不可逆转& 上海既是科创中心#

也是典型的技术输出城市#不仅向外转移技术含量低的制造加工环节#也向外转移知识密集型产业& 伴随
着产业转移%知识技术转移#可以使后发地区产生出全新的产业#并增强其发展创新经济的能力& 安徽尽管
是承接沪苏浙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但通过产业转移和生产要素重组以及加强技术研发#其创新能力连续
七年进入全国第一方阵$成为全国家电产业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并向上游延伸#发展新型显示屏%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新兴高技术产业#形成创新经济的新增长级& 可见#尽管地区间创新经济发展
不均衡#但发达地区通过知识%技术%人才和产业等的空间外溢可以有效带动后发地区的创新经济发展&

从地区联动来看#长三角一市三省各级政府在引导和推动创新和产业联动上下了很大功夫#并从战略
高度积极推动创新协作联盟& '?3"科创走廊(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下科技创新与产业
发展深度融合的试点#包括2个城市#有效促进城市间%产业内和企业间各种创新合作$跨地区的机器人%智
能驾驶和网联汽车%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联盟组织也正在形成& 在此之前#长三角各类产业联盟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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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1:年达到!:个#这些联盟在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和产业链体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长三角
开始着手谋划都市区!圈"%城市群的'创新圈(#提升圈内和跨地区的创新关联度#进而积极构建长三角创新
经济生态圈和创新共同体& 此外#在新兴产业的创新链构建上#不只是基于优势产业或优势技术#而且立足
于组合式%集成式技术创新#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城市间竞争与合作的共生共赢关系&

基于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全国领先#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的现实#国家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给予了较高的战略定位.要建成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
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1+

& 这样的战略
定位要求长三角的创新经济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是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 鉴于,纲要-已对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这里仅基于前文研究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6优化创新网络系统!打造高水平区域创新共同体
创新网络是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基本架构#创新中心则是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创新中心是创新要素和

创新活动高度集聚的地方#也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因此#创新中心是创新经济的中枢#创新中心的空间布
局是决定创新网络结构的关键因素#创新中心建设则是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的重要抓手& 基于长三角的发
展现状和战略定位#长三角的创新网络应是多中心%多层次的&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张江和安徽
合肥"是最高层次的创新中心#其发展应着眼于全球科技进步#重点进行基础性研究以及重大技术%核心技
术%前沿技术%引领技术%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攻关$次级创新中心包括其他各种国家级科创中心和平台#

主要为全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与服务$再次级创新中心主要为长三角的技术进步
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然后还有省级创新中心%城市创新中心等& 此外#还应积极建设各类产业创新
中心及其他专业性创新中心和平台& 各层次%各类型创新中心要基于各自优势和发展潜力进行合理分工#

促使竞争趋异#进而形成创新网络& 当然#仅有创新网络还不够#还要建立和完善激励创新要素流动的机
制%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机制%推动合作攻关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的机制等#以加快创新要素的合理集聚%

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整合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等#进而在充分发挥各自创
新优势和协同创新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快速提升长三角的整体创新能力%效率和水平&

!6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共建开放性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
技术创新离不开产业发展#创新成果需要应用于生产实践$产业发展也离不开技术进步#生产能力和效

率的提升需要技术驱动& 与基于创新网络和创新主体的联动可以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一样#基于产业网络
和生产主体的联动可以构建区域产业共同体#进而基于政府的引导以及创新主体和生产主体的联动可以共
建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 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依托创新链提升产业链%围绕产业链优化创新链#可以实现
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深度融合#也有利于促成集成式%持续性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长三角的发
展基础%区位条件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定位#其区域创新产业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不能局限于长三
角的地理范围#而应具有很强的对外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区域创新共同体应面向全球产业
发展#为世界产业技术革命做出贡献#尤其应为中国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知识服
务$二是其区域产业共同体也应面向全球创新链#不应排斥外部创新主体提供的技术支持$三是区域创新共
同体的构建应吸纳外部创新要素!

#有效整合优质创新资源#提高整体创新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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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发展#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的集聚并不一定体现在空间上#不同地方的创新主体联合进行某项重大科技攻关
已成为常态#甚至不需要科研人员的流动#只需要信息的交流#此时'创新策源(成为关键&



产业共同体的构建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融合需要政府引导#但真正起作用的应是市场#创新主体和生产
主体基于市场规律进行行为决策#政府的作用只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激励市场主体做出符合自己期望的行
为选择&

;6促进集成式制度创新!共治区域创新生态
通过创新经济实现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关键在于共享化的创新扩散广泛存在#区域创新产业共同

体的构建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无疑都有利于共享化的创新扩散& 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区域创新
产业共同体的构建#还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或是创新的共享化扩散#都发生于创新生态中#而要
形成有利于上述行为的良好的创新生态需要各地区的协商共治%各行为主体的协作共治和政府与市场的协
同共治& 要形成有效的创新生态多维共治格局#还需要集成式的制度创新.长三角各级各地政府应利用区
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政策优势#积极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并注意各项制度的兼容性%各地区改革的协同
性#形成一系列集成式的制度创新并集中落实$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公平高效
的一体化要素市场体系以促进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建立创新效益共享机制以激励协同创新
活动的开展和创新成果的扩散#加强知识产权联合保护以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以
推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各创新主体和生产主体也应积极适应创新经济的发展#树立先进发展理念#学习
先进管理制度#优化要素结构#与关联主体协作共进#积极采纳新技术%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共同塑造国
际领先的创新生态#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促进创新的共享化扩散#实现共享型区域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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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U-(IJÎ7'9,(79UÎJ,U7'9 78S'JLIR BIF,V8I'SF'<8Q,J79 '̂S799'X,U7'9 79 799'X,U7XIIF'9'L-6D8,JI8V(U# NQ79,

8Q'V(R ,FU7XI(-RIXI('W 799'X,U7XIIF'9'L-# F'<F'98UJVFUJÎ7'9,(799'X,U7XI79RV8UJ7,(F'LLV97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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