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能力：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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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章从科研机构平台、科技人力资源、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创新产出、高技术产业五个方面设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定量评价了长

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能力；并对它们的科技创新政策展开述评，以期发现政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最后，就加快推

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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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覆盖 11 个省市，面积约2.05×106km2，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区域竞争是

国家竞争的重要体现，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增长极，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
. 本文把长江经济带

划分为龙头、龙身和龙尾3 个区域. 其中，龙头地区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龙身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龙尾地

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 

1 研究文献综述 

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关键要素，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2]
最早提出创新概念，认为创新是现代

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应该作为一种崭新的生产要素引入到生产函数中. 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弗里曼
[3]
率先提出国家创新系统

概念，强调政府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
[4]
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产业创

新和升级能力，而非简单地决定于其自然资源、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齐建国
[5]
是我国较早运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来分析经济体制

问题的学者，认为应该将国家经济系统看作一个综合技术创新系统，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取决于国家的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

的快慢又取决于经济体制. 区域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地区研究、开发、运用、扩散新技术和

新知识，并以此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竞争力，其核心在于地方政府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氛围

和环境，促进区域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持续地、富有效率地创新，从而推动本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和区域竞争力. 张换兆、霍光峰、刘冠男
[6]
实证分析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议以规范政府竞争、扩大合作和制定区域规

划来提高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白嘉
[7]
定量评价了全国30 个省级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说明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是缩小

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 张丽佳、侯红明、李宏荣
[8]
认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应充分发挥区

域集聚优势，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打破省域行政区划的局限，实现区域内资源互补与优势整合. 郭子枫、崔新健、刘轶芳
[9]

综合评价了中部6 省省会城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和科技政策，梳理了区域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徐长乐、徐廷廷、孟越男
[10]
认为

长江经济带区际产业发展的互补特征鲜明，但也存在区域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区域创新能力研

究的关注点在于各省(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等地区以及相互之间的对比分析方面. 2014 年9 月国务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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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见》，明确长江经济带覆盖流域范围由此前的9 个省市增加到11 个省市，目前国

内学者针对扩围后的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的研究文献还不多. 因此，通过加强对扩围后的长江经济带的创新能力及科技政策的

研究，有助于推动沿江产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培育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产业集群，实现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发展. 

2 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研究 

本着科学、系统和可操作原则，在学习借鉴上述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确定了一个评价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

系，由5 个一级指标和24 个二级指标构成. 长江经济带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数据如表1 所示. 

2.1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地区科研机构平台比较 

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来看，龙身地区拥有普通高校 454 所、占全国总量的 18.2%，分别比龙头地区

占全国的比重(13.1%)、龙尾地区占全国比重(11.4%)高出 5.1 个百分点和 6.8 个百分点；龙身地区拥有科研机构 505 所、占全

国总量的 13.8%，分别比龙头地区占全国的比重(10.4%)、龙尾地区占全国的比重(10.3%)高出 3.4 个百分点和 3.5 个百分点. 国

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基地，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国家重点

实验室已经在研究成果、条件建设、人才培养、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成为“国字号”的科技创新实验平台
[11]
. 龙头

地区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73 个、占全国总量的 27.5%，分别比龙身地区占全国的比重(16.6%)、龙尾地区占全国的比重(8.7%)

高出 10.9 个百分点和 18.8 个百分点，上海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40 个、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湖北(19 个)高出 21 个，贵

州则为零.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龙头地区拥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63 个、占全国总量的

18.98%，分别比龙身地区占全国的比重(14.16%)、龙尾地区占全国的比重(10.24%)高出 4.82 和 8.74 个百分点. 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配置不均衡. 如表 1 所示(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4》，长江经

济带 11 个省市的《统计年鉴 2014》，国家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 

 

2.2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地区科技人力资源比较 



 

通过从普通高校、科研院所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和研发人员数量等方面比较，来了解长江经济带的研究

开发人力资源情况，科技人力资源分布不均衡，决定了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直接影响到其经济社会发展领域. 长

江经济带各省市《统计年鉴2014》数据显示，江苏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46.42 万人年，高于浙江31.10 万人年、上海16.58 万

人年、湖北13.31 万人年、安徽11.93 万人年、四川10.97 万人年、湖南10.34 万人年、重庆5.26 万人年、江西4.35 万人年、

云南2.85 万人年和贵州2.39 万人年；在总研发人员数量上，江苏从事研发的人员最多，为62.69 万人，占全国的12.49%，比

排名第二的浙江(8.29%)高出4.2 个百分点，表明江苏比其余10 个省市更加注重科技研发活动，能够提供充足的保障要素来吸

引更多的人才投身科技研发活动. 

2.3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地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比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被科研人员公认为是最规范、最公正、最能反映科研工作人员竞

争能力的研究基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多少已经成为衡量各地基础研究水平和竞争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12]
. 通过

对面上项目、重点项目的数据对比，能够看出龙头地区整体科研水平较高. 面上项目最能够代表科研人员整体水平，如表 1 所

示，龙头地区获得面上项目高达 4 164 项，龙身地区获得面上项目 2 126 项，龙尾地区获得面上项目 1 016 项. 重点项目能够

反映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竞争力，龙头地区获得重点项目 145 项，是龙身地区(64 项)的 2.3 倍、龙尾地区(20 项)的 7.3 倍. 如

表 2 所示，上海在面上项目、重点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等四类项目中的获得数量上领先长

江经济带其余 10 个省市，表明上海聚焦了全国比较丰富的科技资源. 因为上海是我国的经济、金融、航运中心，在国际化程度、

市场开拓能力、人力资源、科技实力和制造业水平等诸多方面优势明显，在整个龙头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形成中起到了很

大作用. 而龙尾地区在基础研究方面则相对薄弱，不仅表现在普通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平台的数量上少于龙头地区，更缺乏

高水平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如表 2 所示(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官方网站). 

 

2.4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地区科技创新成果比较 

 

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科技论文数量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研究水平，体现其科技创新竞争力. 如表 1 所示，龙

头地区被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科技论文总量为 76 736 篇，占全国总量的 23.16%，明显高于龙身(41 461 篇)、龙尾(24 976 篇)，

说明龙头地区基础研究能力较强，而龙身、龙尾地区在此方面相对薄弱. 发明专利的科技含量高，体现原创性，是新产品和新

工艺的核心，发明专利的创造力和拥有量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开发能力和内在竞争力，在经济增速放缓、转型升级加速

的形势下，发明专利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3]
.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和龙尾地区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31.66%、

9.78%、6.24%，授权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26.87%、8.94%、6.28%. 表 3 数据显示，江苏是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最多的省份，



 

分别为 141 259 件和 16 790 件，远远高于其余 10 个省市. 其中，龙身地区的湖北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是 18 189 件和 4 052 

件，授权量比例很高、达到 22.28%，表明湖北的发明专利申请质量较高. 如表 3 所示(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4》). 

2.5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地区高技术产业比较 

在传统产业增长乏力、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高技术产业以高渗透性、高附加值、高增长率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其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性和先导性作用日益突出
[14]
. 如图 1 所示，龙头地区由于改革开放起步早、得益于大力发展外向

型经济，同时吸收引进大量外资和技术，兼具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分别

为 26.57%、28.08%，远高于龙身地区(7.95%、6.46%)和龙尾地区(8.79%、3.28%)，表明上海、江苏和浙江 3 个省市的科技成果

应用能力和产业化能力较强，极大地提升了其产业结构提档升级。 

 

2.6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地区研发强度比较 

研发(R&D)强度是指支出的研发经费占国家或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科技研发的重视程度，是评

价科技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15]
.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高，研发活动活跃，研发经费支出合计达到 5 045.79 亿元人

民币，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11 846.60 亿元人民币)的 42.59%.从表 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中国科技统

计年鉴 2014》，占比为该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中可以发现，研发经费支出超过 400 亿元的有上海、江苏、浙江和湖北 4 个

省市，共支出 3 527.70 亿元人民币. 全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 2.08%，超过这个水平的有上海、江苏、浙江 3 个省市. 龙头

地区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60%，远高于龙身地区(1.53%)和龙尾地区(1.21%). 但是龙头地区 3 个省市的研发经费结构侧

重点也不尽相同，上海更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项研究经费投入占比之和为 20.28%，大大高于江苏(8.31%)和浙江

(7.19%)；然而，江苏、浙江试验发展的投入占比分别为 91.16%和 92.81%，超过上海(79.72%)，由于试验发展的研发活动主体

是企业，这表明江苏、浙江的企业科技研发的积极性、主动性较高，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2.7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地区科技创新政策比较 

科技创新政策是国家或地区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所制定的各种法律、计划、文件和措施，对提高创新效率、推进科技成果

转化、提升创新能力等方面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都能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科技创

新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制定了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法规与政策.上海出台《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提出以知识竞争力为测度的上海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发展目标；江苏出台《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技创新工程加快

建设创新型省份的意见》，成为全国第一家创新型试点省份；安徽出台《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

设的意见》及 6 个配套文件(简称“1+6”政策)、《关于修订印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配套文件的

通知》(简称“1+6+2”配套政策)，成为全国第二家创新型试点省份；湖南出台《知识产权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 年)》，

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知识产权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云南制定《依托招商引资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的实施办法》，把招商引资和

招才引智相结合，通过招商项目的落地，引进一批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提升招商引资综合效益. 

科技创新政策指引创新发展，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虽然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都出台了之车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但是政

策的实施效果却不尽相同，这说明有的省市科技创新政策结合本地发展实际还不够紧密，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操作性不强，

企业本该享受的政策资助，政府职能部门要么拖延、要么推来踢去，导致政策成了“水中月镜中花”，降低了政府公信力，挫

伤了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的积极性. 

2.8 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身、龙尾地区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比较 

如表 5 所示(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4》，数值分别为该指标数据占全国总量的比重)，

从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两个方面，挑选出 6 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研发强度、研发经费相对数量、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相对规模、

科技论文相对数量、授权发明专利相对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相对数量，评价指标数值都经过标准化处理，分别为该指标值占

全国总量的比重
[16]
. 通过 SPSS17.0 进行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将一组变量，按其性质的亲疏程度进行分类，先将每个变量各自

看成一类，选择距离最小的两类合并成一个新类，然后计算该新类与其它类之间的距离，再将距离最小的两类合并，通过层次

式架构方式反复将变量进行分裂或聚合，以形成一个层次序列的聚类问题的解
[17]
. 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

市按照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第一类为江苏，江苏经济实力雄厚，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明显，区域创新体系日趋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2%以上. 第二类为上海，上海国际科技合作工作

紧贴时代发展要求，与先进国家或地区在创新创业、技术转移和产业合作等领域的交流密切，开放的宏观经济环境为上海创新

能力的提升创造了先发优势
[18]
. 第三类为浙江、安徽、湖北、四川、湖南、重庆、江西等 7 个省市. 第四类为贵州、云南 2 个

省，虽然和其余 9 个省市相比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但是也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3 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对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及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3.1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基本形成稳定格局 

龙头地区的江苏、上海、浙江排名稳定且领先的优势逐渐扩大，处于龙身和龙尾地区的省市相对偏弱，还处于投资和要素

驱动阶段，这些省市科技要素基础薄弱，市场化水平低，创新创业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结合《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5》

来看，我国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排名前9 位依次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天津、重庆和安徽，其中江苏、上海、

浙江、重庆和安徽5 个省市位于长江经济带. 在“到2020 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的指引下，江苏、安徽已经率先成

为国家创新型试点省份，浙江、湖北、湖南也启动创新型省份试点申报工作，其余省市也要以争创“国家创新型试点省份”工

作为抓手，推动自主创新迈出更大步伐，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3.2 科技创新政策受经济环境的影响逐渐变小 

经济欠发达的龙尾地区也可以通过实施科技创新政策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好地支撑本地

区经济发展
[19]
. 根据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2 可知，重庆在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能力排名第8 位. 虽

然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重庆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整合、优化配置科技创新资源，2015 年重庆创新综合能力

排到全国第8 位、排到长江经济带第4 位. 这一方面说明江苏、上海、浙江、重庆和安徽的科技创新政策效果比其他省市更显

著，另一方面说明江西、贵州和云南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政策的助推作用，加快科技创新政策的修订完善，增强政策的针对性

和操作性，实现本省科技创新能力跨越式提升. 

3.3 突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引领作用 

要进一步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优势，加强在技术转移、成果转化、股权激励和科技金融等方面政策措施的探

索. 超越行政区划，联合建设一批高水平的、资源共享的前沿技术研究基地，推动长江经济带“跨区域创新联盟”建设. 目前

国务院已经批复10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其中有7 个位于长江经济带，分别是湖北武汉东湖、上海张江、江苏苏南、湖南长



 

株潭、四川成都、浙江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安徽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 江西、重庆、云南、贵州4 个省市也要以

国家高新区为核心载体，推进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此来培育和贯通长江经济带的

创新协作网络. 

3.4 完善长江经济带跨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要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协调机制，实现区域内资本、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自由、配置高效，促进产业

有序转移和分工协作
[20]
. 龙头地区在产业“腾笼换鸟”的同时，要有序引导具有成本优势的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具

有市场需求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溯江而上，向龙身、龙尾广阔腹地转移. 长江经济带有151 个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开发

区和590 个省级开发区，要鼓励和支持建立开发区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以龙身、龙尾地区的开发区为载体，承接龙头地区产

业转移，推动产业协同合作、联动发展，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区. 

总之，创新是长江这条经济巨龙的灵魂、它将引领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强大的发展新动力，为长江经济带昂起

龙头、振奋龙身、挥动龙尾再次腾飞提供不竭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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