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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年前 ,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博览会 ———1929 年杭州西湖博览会 ,博览
会由浙江省政府主办 ,但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支持 ,受到了全国各界以至海外华侨的热情关注和帮助。湖北、
安徽、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也设立了筹备分会 ,安南 (越南) 南圻、爪哇 (印度尼西亚) 万隆等地设
立了西湖博览会征集出品委员会。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浙江 ,其规模和影响遍播全国 ,远及海外。

西湖博览会会场设在北里湖的四周 ,包括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宝石山麓与葛岭沿湖地区 ,总面积达
1. 25 平方公里 ,环绕会场一周约四公里 ,分为 8 馆 2 所 (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
馆、丝绸馆、工业馆、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和 3 个特别陈列处 (铁路陈列厅、交通部临时电信所陈列处、航
空陈列处) 。自 1929 年 6 月 6 日开幕到 10 月 11 日闭幕 ,前后历时 128 天 ,参观团体 1997 个 ,参观人数达
17617711 人次。会场大门口柱子上所刻的一副对联 :“地有湖山 ,集二十二省无上出品之大观 ,全国精华都归
眼底 ;天然图画 ,开六月六日空前及时盛会 ,诸君成竹 ,早在胸中”,客观地反映出西湖博览会的盛况。10 月
11 日 ,西湖博览会举行闭幕式 ,工商部长孔祥熙、行政院代表陶公衡及省党部、省政府各委员、各机关团体代
表 4000 余人出席。会长张静江致闭幕词 ,报告西湖博览会之经过情形。

长达四月之久的西湖博览会终于拉下了帷幕。①西湖博览会为工商厂家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交流场
地。博览会期间 ,各地工商厂家、实业界人士汇聚杭州 ,举行了各种行业性研讨会和综合研讨会 ,共同讨论工
厂的经营、产品质量的改善、国货推广、提高国货竞争力等等 ,共谋实业的发展。为加强企业之间的经验交
流 ,西湖博览会特别安排了分业宣传 ,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家庭工业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知名企
业纷纷登场 ,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宣传企业自身形象 ,介绍各自艰苦创业的经验 ,以供其他厂商参
考。②西湖博览会为工商业产品打开了销路。西湖博览会各商场的营业十分兴旺 ,家庭工业社商场出售无
敌牌出品 ,“问购者纷至沓来 ,每一货到 ,不出三日辄已售罄 ,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上海三星棉铁厂自设分售
处于会场商场以来 ,“迄今三月有余 ,其营业日为发达 ,而尤以手巾销路为更广”。工业馆机械部陈列的纺织
机械、电气机械、印刷机械、发动机等 ,“日来致函询问机械价格及索取样本者 ,日有数起。”到 8 月 15 日 ,大隆
铁工厂共销售发动机 72 台 ,有人感叹 ,“夫在此短促期间 ,有此销售 ,半由于该厂出品精美 ,取价低廉 ,半亦由
于大会予以扩大宣传机会 ,方有此美满结果 ,良可喜也。”这样 ,西湖博览会实际上又成为一个大商场 ,具有商
品展销会的性质。③西湖博览会为各地厂商改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提供了切实依据。西湖
博览会陈列品研究委员会对展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研究者的眼光往往超出展品本身 ,对一业之原料、产地、
主要厂商、产品种类和改进方法加以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工业品研究部在研究时对每一类物品 ,“必将之与
同样舶来品比较研究 ,考其原料 ,是否国产 ;考其品质 ,是否精良 ;至年来进口出口 ,作何消长 ,盖将以昭示国
人及制造业者 ,有所警惕也。”研究者还十分注意当时的国际贸易动态 ,对国际市场需求进行研究 ,指明何者
可为国际贸易品者 ,何者宜如何改进 ,反馈给生产厂家。如丝绸馆研究委员会在美国、法国、英国等销丝国及
日本、意大利等产丝国 ,“约定专员、探访蚕丝市场 ,随时电告 ,藉资借镜 ,而臻进步。”西湖博览会陈列品研究
报告三大册 ,收入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 ,“实为我国建设过程中之实录。”这无疑为厂商今后组织生产提供了
宝贵的决策依据。④西湖博览会是一个社会大课堂 ,它的举行有利于人们增进知识、开阔视野 ,具有广泛的
社会教育意义。西湖博览会举办的目的不仅在振兴实业 ,还在于“发扬文化、开启民智”,所以它“不仅对于提
倡国货颇具热忱 ,并且对于整个的社会文化进步的促进也很注重。”所以西湖博览会虽然“具有一种‘提倡国
货’的性质 ,却也并非限于狭义的仅仅振兴国货为止 ,而实隐隐具有发扬社会文化产业的全般责任。”这样 ,西
湖博览会“采取国内之精华 ,集各业之大成 ,使人民不习见之物 ,一一罗致于前 , ⋯⋯实富教育于无形 ,其功效
之巨 ,亦倍于学校”。西湖博览会各个馆所成为普及知识的课堂 ,农业馆在馆内建有桑园、棚、禽笼等 ,抽水机
现场演示 ,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各种病虫害的防治、新式农具的使用都有详细的介绍 ,所以“农民来会参观 ,颇
可增进农业知识 ,种植方法 ,亦可藉以改进。”卫生馆对于“矫正不合卫生之习惯 ,则有各项实质模型 ,以供展
览 ;人生日常之行动 ,则有各种图表 ,以资比较 ;公共场所 ,则有防范之法 ;传染疾病 ,则有消毒之道 ;此外如育
儿之常识、生产之指南、食物之化验、药物之应用 ,莫不详细陈列 ,以为生命之保障 ;参观者一入本馆 ,人人警
惕于不卫生之危险 ,而观览所得 ,亦可具无量卫生之常识”。西湖博览会对科学上的新成就宣传也是不遗余
力的。“吾国航空事业 ,亦正值积极发展之际 ,亟宜扩大宣传 ,以唤起民众注意”。西湖博览会特邀请中华航
空协进会在会场设立航空陈列处 ,陈列飞机模型。还专门举行了航空宣传大会 ,进行飞行表演 ,请专家讲演
《飞机的功用》、《飞机的构造》、《飞机之原理及效用》等。西湖博览会还在孤山阵亡将士墓至西泠桥建有轻便
铁道 ,长约 1000 米 ,“途虽非遥 ,然铁路所有之形式无不备具”“俨然成一铁路雏形”,参观者“咸以新奇便利 ,
趋之恐不及。”中央建设委员会无线电报拍发处“当场拍发 ,示参观者以无线电报之实地成绩而资研究”。交
通部临时电信所在会场安装自动电话 ,“并备通话法说明 ,通话手续 ,张贴机侧。以供参观者自由试验通话 ,
故游者于此莫不称便。”西湖博览会使人们开阔了眼界 ,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所以当时人们把西
湖博览会称为“社会一般人的大学 ,是不要钱的求学机会”。⑤西湖博览会的举行大大扩大了浙江在国际上
的影响。西湖博览会的举行 ,创造了一个宣传西湖、宣传杭州、宣传浙江的机会。在筹备期间 ,西湖博览会在
派人去南洋宣传的同时 ,并电请我驻外使馆协助宣传。并委托《申报》代作国际宣传 ,向外国各报寄送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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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巢来春 　高福斌 　义乌工商学院 　楼巧玲

一、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意义
在世界经济区域推进的模式中 ,长江三角洲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灵活的市场机制、快速的增长速度等

特征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她与珠三角、环渤海和东北老工业区一起 ,正在形成中华复兴的四个经济增长
极。目前 ,长三角区域经济协作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省
一市在交通、旅游、能源、人才流动、部分政策法规等方面正在推倒和拆除限制经济一体化的“篱笆”和“围
墙”,填平“鸿沟”。但这些措施比起“WT0”规则的规范性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速度 ,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研究
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 ,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提出的战略决策 ,不仅对长三角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而且对沿海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现实基础
1、产业结构类同 ,重复投资严重。三地明显重复的行业高达 8 个 ,分别是 :服装、文体用品、金属制品、普

通机械、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化纤和塑料。此外 ,江苏与浙江在纺织、造纸及制品及专用设备制造业 ,江苏与
上海的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也存在明显的重复现象 ,这些重复严重的行业均是当地制造业的主体。而这些
产业就目前来看 ,主要是低水平加工业的重复 ,缺乏核心竞争力 ,其结果导致各城市在招商引资和外贸出口
方面恶性竞争 ,重复建设 ,资源配置不合理。长此下去 ,不利于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的合理分工、合作、协调
发展和区域一体化。

2、科技发展规划趋同 ,科技扶持政策存在较大差异。长三角三省市制定的“十五”科技发展规划雷同 ,三
地受行政区域体系所限 ,地区协调不够 ,单干色彩较重 ,优势资源未能实现联合、互补 ,重复投入、重复建设现
象较为严重。此外 ,科技扶持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对技术产权交易的鼓励政策 ,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发展的引导政策 ,以及各地对研发机构、工程技术中心的支持政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各地的政策均具
有较浓的地方保护色彩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有效流动 ,以及资源布局的自然优化 ,不利于区域一
体化的形成。

3、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三角三地密布劳动密集型产业 ,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 ,主
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科技资源布局不合理 ,区域内缺乏联动 ;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缺乏核心技术 ;研发投
入占 GOP 比例偏低 ,模仿侵权现象较严重 ;工程技术中心数量少 ,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其布局与产业脱节。

4、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不完善。目前 ,长三角地区没有高水平、上规模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现有的科技
中介服务机构规模小 ,服务项目不全 ;三省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数量不到全国的 1/ 10 ,与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

等各种文字的西湖博览会消息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还专门出了西湖博览会特刊 ,这都扩大了西湖博
览会在国际上的影响 ,博览会期间 ,海外商人、华侨团体、外国使节都纷纷前来参观考察。为做好接待工作 ,
西会专门设立交际处招待股 ,指定刘庄、郭庄为华侨招待所 ,新新旅馆为外宾招待所。对于远道而来的贵宾 ,
西湖博览会总是热情接待 ,在欢迎美国记者团的大会上 ,杭州海关监督赵文锐代表会长张静江致欢迎词 ,“浙
江省政府努力于建设事业 ,百废俱举 ,惟经济方面 ,或有须外力投资 ,始克有济。贵国与敝国同为民主国 ,向
来国际友谊极为敦笃 ,诸君又皆握舆论之中心 ,令望素著 ,希望加以豉吹指导 ,敝省敝会实有无穷之希望焉”。
在派专人陪同参观、设宴款待的同时 ,还赠送丝绸、茶叶、扇子、剪刀等小礼品 ,以及中英文西湖博览会指南、
西湖博览会纪念章等 ,既增进友谊 ,又扩大了宣传。大发明家爱迪生看到博览会的报导后 ,兴趣盎然 ,以 83
岁的高龄 ,风尘仆仆来杭 ,其时 ,博览会虽已经落了幕 ,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看了旧址 ,还应邀在博览会礼堂
作了《天生万物皆有用》的科学报告。这也是当时西湖博览会在国际上引起注意的一个例证。西湖博览会使
浙江产品扩大了知名度 ,增强了竞争力。经出品审查委员会审查评定 ,西湖博览会共评出特等奖 239 个、优
等奖 958 个、一等奖 1471 个、二等奖 981 个 ,共评奖 3649 个。浙江出品共获得特等奖 87 个、优等奖 253 个 ,
一等奖 441 个 ,二等奖 472 个 ,获奖总数达 1253 个 ,占总获奖数的 34 % ,居于各省之首。为浙江产品赢得了
良好的声誉 ,扩大了知名度 ,打开了销路 ,“如杭州的王星记扇厂参展中 ,不仅全部展品售完 ,还订出了两年的
期货 ,著名的张小泉剪刀也同样受益。”西湖博览会直接促进了浙江省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开会期间 ,参观者
遐尔毕集 ,举凡舟车之供 ,居食之需 ,无一非仰赖于本地 ;不特大商巨贾得藉以畅销货品 ,即下至贩夫走卒 ,亦
无不共沾其惠 ,于本省经济 ,裨益尤多”。有人估算 ,“假定说有二千万人到杭 ,每人用一块钱在杭州 ,就有二
千万 ,至少有数百万元用在杭州”。这就为杭州旅馆业、饮食业等旅游服务性行业带来了商机 ,大大增加了
丝、茶、扇等杭州名特产的销售 ,进而促进了杭州的繁荣。

西湖博览会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博览会热推到了高潮。1930 年 ,在西湖博览会的基础上 ,我国精选
出品参加了比利时独立百周年国际博览会 ,评奖结果 ,在参赛的 50 多个国家中 ,中国仅次于美国、法国 ,取得
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工商部计划 1930 年举办“北平实业博览会”,并酝酿于 1931 年举行“中华民国建国纪念
国际博览会”。然而 ,由于连年的内乱外患 ,这个计划迟迟未能实现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覆亡为止 ,中国再也
没有出现过像西湖博览会这样的盛会了 ,更不要说国际博览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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