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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型城市是知识经济时代下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文章在研究创新型城市相关理论以

及政府职能定位基础上，与国内其他前沿城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作对比，从外商直接投资额、科研教育资

源和商标注册数以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基本情况四个方面来分析重庆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基本

现状，由此找出制约重庆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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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在十二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各地便争相迈开了

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步伐。建立创新型城市不仅是实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

客观要求，更是发挥区域经济内在发展动力和联动机制，利用创新辐射效应来带

动周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合理路径。

一、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及政府职能定位

“创新型城市”是知识经济时代产生的概念，其英文表述有两种: “Creative

City”和“Innovative City”。前者指对城市面临的问题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法，由

此带来城市的复兴，后者则主要研究以创新作为驱动力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式和

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断融合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思想
［1］。这是一种在创新环境下，

以政府、企业、创新服务机构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以制度创新、服务创

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等为对象，在主体交互作用下，以自主创新为

驱动力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中，政府的制度创新是核心，是推动整个创新

型城市建设的关键因素和前提保障; 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的知识创新，为企业的

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知识存量; 而创新服务机构所承担的服务创新则是沟通和

联接各个创新主体的桥梁和纽带。按照推动城市创新力的主要因素，创新型城

市一般可分为制度创新型城市、文化创新型城市、技术创新型城市和知识创新型

城市四种。

在整个创新型城市的建设中，政府始终处于核心地位。特别是在现阶段的

中国，由于市场机制的自我运作尚不足以支撑创新行为，政府正确、合理的引导

便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根据美国学者哈登特夫妇在《新公共服务: 服务，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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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舵》［2］

一书中所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政

府职能定位的解读，它既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所强

调的“划桨”作用，也区别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所

突出的“掌舵”作用，而是具有资源聚合力和现实回

应力的公共机构，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确立全心全

意为公民服务的职责，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

想，而非仅仅重视生产效率。具体到创新型城市建

立中，政府主要发挥三大角色作用: 一是组织者角

色，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建立城市创新体系，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创新文化环境的培育，创造良

好外部环境; 二是协调者角色，将国内外分散和稀缺

的创新资源整合起来并高效利用，综合考虑成本—

收益以及人民利益，避免资源浪费，促进纵向上中

央—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协调以及横向上各地方政

府之间的配合; 三是激励者角色，创新具有高风险、

高投入的特征，普通投资者支持和投入创新产品开

发和研究的动力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制定和实施

相关激励政策，来规避“市场失灵”，包括知识产权

保护、创新型人才培养、金融优惠政策、政府采购等

方面，以推动整个创新过程。总之，只有将企业和投

资者的创新风险分散和转移，并将创新成果有效保

护、推广和利用，才能使创新活动持续下去并达到双

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一般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

方面。前者包括大学、政府、研究机构和私人企业研

究部门的研发能力，信息和通信的可获得性，城市的

综合教育体系及从大众文化到高雅艺术的各类文化

设施等; 软件指标则包括城市历史、城市危机感、城

市的内在创新能力及组织能力、市民价值体系及市

民对城市的归属感等方面
［3］。由于软件指标不易量

化，衡量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标准主要集中于硬件

指标的考察。目前，对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国

内外均无统一标准，在国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欧

洲创新记分牌( EIS) 和罗伯特·哈金斯协会的世界

知识竞争力指数( WKCI) ，而国内较具代表性的研究

有: 2000 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小组开始进行的区域

创新能力研究，建立了包含 5 个一级指标( 知识创造

能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

环境、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 和 23 个二级指标的评

价体系; 杨冬梅建立了由目标层、准则层、领域层、指

标层组成的四层次体系，从城市知识创新能力、城市

创新环境支撑能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的支

撑能力三部分，下设 35 个初选指标进行分析
［4］; 杨

华峰等从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管理与制度

创新能力、服务创新能力、文化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综

合效绩六个方面为主要内容，提出了一套四层次的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5］;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主持的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科学评价课题最新发布的《2009

中国城市创新报告》中将城市创新能力分解为创新

基础条件与支撑能力、技术产业化能力和品牌创新

能力三部分，下设 25 个指标，分别建立评价体系进

行测评。

二、重庆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现状及制约因素

根据以上理论，笔者将分别从外商直接投资额、

科研教育资源和商标注册数以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

展( R＆D) 基本情况几个方面来分析重庆市创新型城

市建设的基本现状，并由此找出制约重庆市创新型

城市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

( 一) 重庆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现状分析

1． 外商直接投资额( FDI)

从外商直接投资额来看，自 2001 年以来，重庆

市外商直接投资额呈逐年上升趋势，并在 2008 年达

到 272 913 万美元，为 2001 年的 9． 64 倍。从投资领

域来 看，2008 年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额 总 额 中 68． 21%

( 186 141 万美元) 进入了第三产业，其中，76． 01% 的

资金直接进入了房地产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

( 9． 55% ) ，而和创新紧密联系的“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为 0%，高端的第三产业代表，如“金融业”，也仅

占 4． 84%。

2． 高等院校以及教育情况

截至 2008 年，市区拥有高等学校 54 所 ( 其中

“211 工程”高校两所) 。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迅猛: 从

数量上看，高等教育在校学生 709 157 人，为 2001 年

( 170 006 人) 的 4． 17 倍; 从质量和结构来看，研究生

( 含博士、硕士) 35 005 人，占 4． 94%。研究生毕业

人数从 2001 年的 1 401 人增加到 2008 年的 8 925

人，增长了 5． 37 倍。

3． 商标注册情况

作为 文 化 创 新 的 产 出 衡 量 标 准 之 一，2001 －

2008 年，重庆市每年商标新增注册数基本呈逐年上

升趋势，特别是 2008 年，与 2007 年相比增幅高达

50． 10%，达到 5 607 件; 然而驰名商标数却一直较

少，直到 2006 年才突破两位数关口 ( 13 件) 。截止

2008 年底，中国驰名商标的数量已经达到 1 359 件，

重庆仅 19 件，占全国驰名商标总量的 1． 40%①。

4．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基本情况

研究与试验发展方面，全国 30 个省市( 西藏除

外) 2008 年数据显示( 表 1) ，103 234 个总项目中，重

庆有 2 650 项，占 2． 57%，而 R＆D 人员和经费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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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第 19 位，总体相对靠后。从四个直辖市对比

来说，重庆市 R＆D 三项指标均排在最后，其中，R＆D
项目数仅为北京的 39． 38%，R＆D 经费仅为上海的

24． 26%。从内部结构来看，重庆市企业中 R＆D 人

员占全市总体的 73． 02%，并且主要以工业企业为主

( 70． 08% ) ②。
表 1 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活动情况(2008 年)

地区 项目数( 项)
R＆D 人员全时

当量( 人年)

R＆D 经费

( 万元)

全国 103 234 1 014 223 26 813 110
北京 6 730 26 892 709 676
天津 4 765 21 799 897 905
上海 5 465 36 692 1 811 127
重庆 2 650 20 872 439 451

重庆排名 15 19 19

( 二) 重庆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制约因素分析

综观以上数据，重庆市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外资流向不合理，政府导向性不足

重庆市虽然对外商吸引力大，外资投入高，并且

68． 21%直接进入第三产业，但绝大部分投入了房地

产业，而与创新直接相关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以

及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业”等高端第三产业投入比例

极小。因此，重庆市并未将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有

引导性、高效、可持续地利用起来，进入创新型城市

建设的健康途径之中。
2． 一流高校数量较少，创新人才储备受限

全国“211 工程”高校排名前五位的省市是: 北

京( 19 所) 、江苏( 11 所) 、上海( 11 所) 、陕西( 6 所) 、
四川( 5 所) ，而重庆“211 工程”高校仅有重庆大学

和西南大学两所，无论与同为直辖市的北京、上海相

比，还是与同在西部的四川相比，都还有所欠缺。一

流高校数量较少，必然使整个城市的科研后备实力

不足，不利于创新的战略性发展。
3． 驰名商标数量较少，影响力有限

对比全国，截止 2008 年底，排在驰名商标数量

前三位的省市分别是: 浙江 175、广东 143、山东 127，

而重庆仅为 19 个，不到浙江的 1 /9。在驰名商标中，

汽车、摩托车类 7 个，占总体的 1 /3 以上。总体来

说，重庆市知名品牌数量较少，传播范围较小，缺乏

更多的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品牌。
4． 研发投入较为不足，科研基础较为薄弱

在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 ( R＆D) 方面，2008 年，

四个直辖市中，虽重庆市 GDP 与天津较为接近，但

R＆D 经费仅为天津的一半。天津 R＆D 经费占 GDP
比例为 1． 79%，而重庆市仅为 1． 19%，距离普遍认

同的创新型城市标准 ( 2． 5% 以上) 还有较大距离。
此外，由于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数量较少，加之本身

基础薄弱，其科研产出所占 GDP 比例偏小，也未对

GDP 产生强大的带动作用。
三、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要解决重庆市创新型

城市建设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必须在充分结合政府

在创新型城市中的组织、协调、激励职能基础上，发

挥重庆内外优势，确立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从而引

领整个城市创新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
( 一) 选择好技术创新方向，加大新能源 R＆D 经

费投入

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的特殊发展历

史和战略地位决定了自身特有的优势。第一是国家

提供的多层面多角度的政策优势，党中央国务院通

过胡锦涛主席的“314”讲话，明确表明希望重庆在西

部“率先”和“领先”发展，并以此探索在西部大开发

中能以点带面的成功经验; 第二是生产要素优势，重

庆不仅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并且其工业

综合成本较低，加之特有的地理优势，是西部地区中

向外运销产品最快捷和运输成本最低的城市; 第三

是现代工业技术优势，重庆不仅是国家重要的老牌

工业城市和制造业基地，直辖后更是在诸多地区建

立了特色工业园区，并且在园区内形成了最新工业

发展规划。因此，重庆在确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

前提下，着力于工业部门，大力发展如新能源等前沿

科技建设项目，加大其 R＆D 经费投入，并辅以其他

方面的创新，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 二) 发挥城市集群优势，加快周边中小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

城市群，即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

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几个

特大城市为中心，具备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

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

完整的“集合体”。具有功能高端化、结构等级化、分
工合理化、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化、发展动态化的

特征
［4］。
作为国内十大城市群之一，以重庆、成都为中心

的川渝城市群位于最西部，然而其核心城市经济规

模大、发展水平高，而周边城市规模小、发展水平低;

城市内部及城市之间差异巨大，二元经济特征明显，

不利于发挥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作用。此外，中小城

市基础设施缺乏，使其无法达到产业分工和城市功

能配置的要求。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城市群和经济

圈优势，加大其辐射效应，必须加快周边地区特别是

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完成一个城市的整体

而非局部的功能规划，带动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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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加速一流城市品牌建设，鼓励区县自主创

新建设

重庆不仅拥有深厚的“巴渝文化”( 融合了从远

古时期的巫文化到秦汉时期的巴文化再到近代的陪

都文化、抗战文化、移民文化) ，还拥有诸如丰都的鬼

文化、合川的钓鱼城文化、长寿的寿文化、铜梁的龙

灯文化等“地域文化”。因此，在城市品牌的建立上，

坚持从文化中孕育、打造、推广品牌，发挥其内在的

持久力。此外，为了从根本上起到以点带面的创新

作用，政府更应重视对区县品牌建设的鼓励和支持，

为其提供物质和政策上的便利，以开拓其工作思路，

激发其创新的积极性，真正将各个层面的内在创新

机制调动起来。
( 四) 加速人才特区建设，增强创新人才储备

要在全市形成一个重视人才和尊重人才的氛

围，并且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来培育、扶持、留住、吸
引和利用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创新人才，建立多层

次的人才体系，打造创新人才特区。推进创新，教育

先行。首先，政府应积极扶持打造更多的“211”、
“985”高校，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及科研资源，扩大

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吸引大量国内外优秀生源;

其次，加大投入，打造高层次人才生活配套环境，如

人才公寓建设、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等;

再次，加强产学研合作，特别是建立更多的实践基

地，鼓励、引导研究生、本科生走进企业，参与企业运

行中实际难题的解决及相关研发活动，加速知识储

备的技能转移; 最后，针对已经走向工作岗位的人

员，不断加强公共职业能力开发和培训，提供在职教

育和终生教育，从根本上提高劳动力素质，将创新型

城市建设中的人才储备机制真正发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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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City in Chongqing: Current Situation，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RAN Guang-he，DENG Ou-di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 R． China)

Abstract: Innovative City is a brand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pattern in this knowledge economy era．
Based on theories of Innovative City and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compares Chongqing with other in-
novative cities in China，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city of Chongqing from FDI， research and
education resources ，trademark registration and basic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vities of industrial en-
terprises． To mitigate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existed， suggestions to relative issues are given．

Key words: innovative city; government fun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 责任编辑 傅旭东)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