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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经验 
 

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  陆园园 
 

    科技创新中心是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近年来，积极谋划建设科

技创新中心日益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在

当今全球一流科技中心建设中，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可以

作为代表性案例，其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与模式值得深入分析和总结。 

    美国旧金山-圣何塞科技创新中心：开放创新资源网络为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诞生提供最佳

的土壤。以全球创新“圣地”硅谷为腹地的美国“旧金山湾区”，依托硅谷地区知识、资本的外

溢和辐射，圣何塞的高技术产业群、奥克兰的高端制造业，以及旧金山的专业服务(如金融和旅游

业)，通过长期发展构筑了一个“科技（辐射）+产业（网络）+制度（环境）”的全球创新中心。

这个创新中心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是多样性人才池，硅谷拥有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包括工程师、

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以及专业金融和法律服务人员，技术移民人口创建的企业占硅谷全部高

科技企业的 1/3 多；二是产学研集群效应显著，由斯坦福大学师生或校友创建的企业产值占硅谷

总产值的 50%到 60%；三是科技服务支撑体系完善，多样、畅通的融资渠道，使硅谷的企业尤其

是新建企业取得资本支持易得性强；四是成熟的创新资源网络，高校、企业、研发机构、风险资

本和各类中介机构紧密互动，形成了开放创新资源网络，为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诞生提供最佳

的土壤。 

    英国伦敦科技创新中心：凭借“知识（服务）+创意（文化）+市场（枢纽）”模式而成为世

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榜样。伦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文化、金融、商业、教育、

时尚、健康、旅游和航运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伦敦汇聚了世界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集结了

数万家高科技企业、数十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精英，科技创新实力在欧洲处于顶尖位置，特

别是数字经济产业和生命科学产业优势突出。伦敦依靠自由开放环境下的市场机制和自身深厚的

科研积淀，进一步在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加速产业集聚、扩大影响，凭借“知识（服务）+创意（文

化）+市场（枢纽）”模式使大伦敦地区成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榜样。从创新生态系统角度总

结伦敦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举措和经验，得到以下启示：一是雄厚的教育和科研实力是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的基础，二是良好的商业环境有利于创新要素的聚集，三是独立专业的投资和运作

组织有利于政策的实质性落地，四是金融领域的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保障。 

    日本东京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独具一格的“工业（集群）+研发（基地）+政府（立法）”的

创新模式。日本政府从国家到地方共同明确了东京成为全球创新网络枢纽的发展目标，并为进一

步优化东京投资环境、加快创新要素集聚、激发创新活力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2014年 3月，

日本政府正式指定东京圈、关西圈、福冈县福冈市、冲绳县四个地区作为国家战略特区。其中，

东京圈定位为“国际商务创新中心”，战略任务是促进国际资本、国际人才、国际企业聚集东京，

开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东京新产业。东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更多

地体现为集群模式与国际枢纽模式的融合，东京都市圈为创新系统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结构保障。

经过多年转型和升级，东京逐渐从战后的传统工业城市转变为现代化的创新型城市，并且形成了

独具一格的“工业（集群）+研发（基地）+政府（立法）”的创新模式，使得东京成为集制造业

基地、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及人才高地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中心。 

    德国柏林科技创新中心：多种模式的新实验室与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形成一个动态的创新体系。1990年东西德合并后，柏林转型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建立了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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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态系统，依靠蓬勃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包容开发的城市氛围吸引了全球具有创意和冒险

精神的人才。在激发民众创新方面，柏林建立了多种模式的创新实验室，如大众实验室、共享办

公空间、企业能力中心、孵化器/加速器等，这些与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创新体系。在完善创新基础设施、提供必要服务方面，柏林政府不仅出台了多

项发展规划为创新主体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同时也发展了各类专业的服务机构，如为创业者、初

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柏林伙伴公司。同时，区域内部和区域间合作协同是柏林

发展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对内，政府牵头围绕高校建立了多个未来之地园区，为创新思想提供

交流机会和物理空间，实现创新创业项目与大型企业需求的对接；对外，联合勃兰登堡州推出联

合创新战略，通过跨区域集群促进区域资源共享，用产业分工优化投入效率。 

    法国巴黎-萨克雷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变成具有欧洲乃至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创新高地。法

国中央政府和巴黎大区政府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正式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巴

黎-萨克雷科技集群的战略构想，实施三项举措：一是持续鼓励并支持坐落于巴黎市区的高等院校

外迁至萨克雷创新高地；二是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密集型大学——“巴黎-萨克雷”大学，包括 17

家国立高等院校和 6家国立科研机构；三是创建若干新型科学研究实体，如分子科学研究所、法

兰西岛光伏研究所等。得益于法国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巴黎大区政府的配套措施、资金支持等，

这里凝聚和整合了巴黎大区的产学研力量布局，培育和造就了数个优势学科和支柱产业，优化和

提升了巴黎大区的创新水平和生态系统，巴黎-萨克雷由一个工业欠发达的高原蜕变成具有欧洲乃

至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创新高地。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核心动力，从根本上引导着城

市或地区的主导功能向科技创新转变，世界范围内城市或地区间的经济竞争也随之更突出地表现

为科技竞争。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世界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策源地，而且是全球

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先行者，具有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四大功能。放眼

全球创新格局，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些国家已经把居于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

地位的城市或都市圈基于自身优势建设成为科技创新中心；一些国家正在谋划把某些城市和区域

建设为科技创新中心，以抢占经济发展先机和竞争主导权。面对这种全球创新格局和国际竞争形

势，我国提出了“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这既是

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可以说，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新时代我国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

要战略支撑。 

    从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些启示：在国际科技中心建设中，要

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建立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的市场体系，培育开放合作、多元融合、

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此吸引创新要素集聚，推动构建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区域创新生态；要发挥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源头作用和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要引进和

培育创新型企业并形成集聚效应，创新型企业作为创新的引领者和财富的创造者，不仅是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的标志，更是其成长的发动机；还要重视发挥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资

本市场可以为不同类型、不同生命周期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投融资服务，建立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

命周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科技创新的金融体系。此外，还要积极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区

域创新生态，因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过程，是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以及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等创新活动在一定地理空间中集聚并作用的相互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