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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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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适应 ,系统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链远未形成。其结果是 :一方面导致高校、科研院所的许多研究成果进
入市场慢 ,大量的研究成果被搁置 ;另一方面 ,急需解决技术难题的企业 ,却找不到合适的研发机构。此外 ,
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信息传播慢等原因 ,致使高校、院所许多本该得到大力支持的研究项目未获支
持 ,而又有很多科研没有针对性 ,偏离了市场的实际需求。

三、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创新体系是一个中观层面的复杂大系统 ,其创建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长三角

区域创新体系的各个子系统与宏观的国家创新体系、微观的行政区划的创新系统有联系 ,但也有区别 ,有相
似的地方 ,但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

1、承载体系建设。根据长三角区域创新需求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务繁重 ,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创新要
求迫切 ,创新服务机制、服务网络急需建立等特点。长三角的创新承载体系建设应尽快建立完善多元化、多
层次、多模式、多目标的创新基地 ,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要加强对高校、院所、国家级工程中心等的
引导 ,积极有效地推进产学研结合 ,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扎实的技术支撑。二要积极鼓励企业与高校、研
究院所共建各类地方性重点创新基地 (地方性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等) ;三是政府要引导支持成立各类行业
协会及各类中小企业联盟 ,鼓励中小企业跨省市共建或联建行业性的服务及研发机构。四是要继续加大力
度 ,鼓励企业、高校及院所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 ,引进和共建面向区域发展的中外合资的研发机构 ,共享创
新成果和知识产权。

2、服务体系建设。根据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现状 ,应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 ①在长三角地区 ,重
点建设和培育若干个上规模的、多元股份制 (以民间资本为主) 的、高水平的、与国际接轨的综合性创新服务
机构。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由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该行业的发展战略及行业规则 ,积极推进科技中
介机构资信认证和评价工作 ,促进科技中介机构提高业务水平。③长三角地区应重点建设创新创业服务的
公用技术基础设施平台建设。广泛地吸引国内外的优秀人才到长三角创业 ,培育未来的先进产业 ,为持续发
展打好基础。④长三角地区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大胆探索 ,在国内率先完善创业投资和创业服务机制 ,
鼓励跨省市的创业投资和跨省市创业投资公司的联合投资 ,构建一个开放的、全球性的金融信贷服务体系。

3、管理体系建设。管理体系在创新体系中具有政策指导、行政性服务和宏观协调等职能 ;其完善与否直
接影响创新要素的合理配置、高效的流动以及创新体系的综合竞争力。因此 ,在长三角区域应尽快成立长三
角区域创新领导小组及组织机构 ,明确相应的职能。在此基础上 ,长三角区域创新管理机构应尽快负责制订
区域创新的中长期规划和行动计划 ;组织区域性重大创新项目的合作和攻关 ;确定区域内共同建设的重点创
新基地 (机构 ,园区) ;争取国家对区域创新体系和重大项目的支持 ;协调和规范区域内创新活动的鼓励政策 ;
建立区域性信息平台 ,技术及产权交易平台 ;培育区域性高层次科技管理和科技中介人才 ;开展区域性创新
活动和对外合作、交流 ;组织长三角区域创新论坛和战略、政策研究 ;建立多元投入的区域创新基金和成果转
化基金。

四、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1、建立长三角区域创新合作机制。合作机制应以企业为主体 ,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 ,以市场为导向 ,由

政府推动 ,形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整体规划、有序推进的格局。在三地政府 (科技厅) 的领导下 ,主动接受
中科院、工程院和清华大学等著名院校的指导 ,成立由区域内各政府及科技行政部门领导的共同参加的长三
角地区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 ,下设若干个专项工作小组 ,具体分工负责落实和组织实施。

2、加大并合理运用政府的科技投入。首先 ,长三角地区的各级政府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 ;同时尽快
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模式 ,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其次 ,三地的科技行政部门应协
商制订相对统一的科技投入规则 ,尽量避免行政区划引起的、短期利益驱动的科技项目重复设置、重复投入。

3、三地联合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三地的科技行政部门应紧紧围绕三地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带、
企业群发展中重大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 ,组织三地的科技人员开展联合攻关。鼓励上海、浙江和江苏的大
企业、大院大所和著名高校与相关单位 ,联合申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联合完成长三角
的重大科技工程和区域支柱产业重大科技攻关专项。

4、推进科技资源相互开放和共享。为了达到资源共享 ,建议二省一市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中试
基地、技术标准检测机构、科技信息机构等相互开放。鼓励各地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其科技人员充分利用
这些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技术标准检测机构、科技信息机构等科技条件 ,开展研究开发工作。同时建议三
地联合共建科技教育信息网、大型公共仪器设备服务网、高技术信息库、国际技术标准库和专家库 ,实现联网
共享。

5、三地联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2002 年 ,浙江省和上海市专利授权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二和第五
位 ,是专利大省、大市 ,但同时也是专利侵权和被侵权的重点省市。为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打击侵权
行为 ,建议建立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网络 ,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通报、移送制度 ,开展联合查处和
协同办案。

6、联合共建技术市场。组织发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在网上技术市场发布科技成果、优势研究领域、
学科方向和企业技术难题等信息 ,广泛技术难题的招投标。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及其科技人员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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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财源建设的创新策略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技术与经济学院 　满希明

一、财源建设观念的创新
财源建设始终是财政经济工作的基础和中心环节。面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新的形势 ,推进财

源建设 ,必须创新发展的思路。首先 ,政府财政部门应提高对财源建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确立“四个
需要”意识。即培植财源是转变财政工作职能的客观需要 ,是根本上缓解地方财政困难的需要 ,是保证资源
型城市经济转型成功的需要 ,是增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实力的需要。为其如此 ,经济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
环 ,财政收入才有可靠稳定的来源 ,财政支持发展经济的职能才能落到实处 ,财政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框
架的财政管理改革才能变成现实。其次 ,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抓好“四个结合”。一要处理好投入与效益
的关系。坚决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建轻管、重投入轻产出的做法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转变观念和
工作方式 ,始终将效益作为投入的基点。二是要处理好现有财源与后续财源的关系。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的实际出发 ,既着眼当前 ,又立足长远 ,在巩固和加强现有财源的同时 ,加大对后续财源的培育力度。特别应
该强调 ,开辟财源 ,必须取之有道 ,绝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为代价 ,通过掠夺性开发来培植财源。三要
处理好开源与节流的关系。要在发展经济、开辟财源的同时 ,树立节支也是增收的观念 ,抓好节流工作。再
次 ,要努力实现“四个结合”,即财源建设与富民强市相结合 ,财源建设与开放开发相结合 ,财源建设与产业结
构调整相结合 ,财源建设与企业改革改制相结合。

二、财源结构的创新
当前 ,资源型城市可用财力不足 ,财政收入质量不高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

为第三产业发展不快、非公有制经济发育不足、高新技术产业不多等等。解决这个问题应以效益型财源建设
为中心 ,以企业增效、农民增收、财税增长为目的 ,以优化经济结构为重点 ,大力发展含税经济。在优化产业
结构方面 ,一是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 ,壮大特色农业 ,强化农业基础财源。在种植品种确定上 ,应选择效益
高、市场销路好、特别是有农林特产税回报的作物 ;进行连片种植和规模开发 ,利用好有限的土地资源 ,发挥
财源的规模效应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展培植加工龙头企业 ,促其扩大生产规模 ,增强带动力 ;积极
发展订单农业、合同农业 ,依托外地龙头企业和出口公司. 开拓海外市场 ,确保农业产品的畅销。二是实现公
有资产的运营 ,培植壮大工业骨干财源。培植壮大纳税大户企业 ,分析、筛选出那些产品市场好、发展后劲
足、利润率高、税收稳定增长 ,特别是加入 WTO 后 ,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企业 ,采取“扶优扶强”的策略 ,重点
培植壮大 ;加强对国有资产的运营。要靠资本运作 ,从国有资产运营的角度 ,加强对企业的扶持 ,并综合考虑
政府的收益、财源的稳固与增加以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等问题。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加快主体财源建
设。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要立足两个市场 ,即区域市场和大流通市场。区域市场的零售业、餐饮业和
社会服务业 ,应着眼于提高质量 ,引入新的经营理念 ,大力发展便民连锁经营、超市经营 ,总经销、总代理 ,同
时要不断改善服务质量 ,增强服务功能 ,提高辐射力 ,在发展中提高 ,在提高中实现财源的稳定增长。大流通
市场是指各类专业批发市场 ,其建设与规模的扩大 ,不仅活跃经济 ,直接增加财源 ,更重要的是使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 ,由全国各地向市场集中 ,对于发展当地社会的服务业、餐饮业、金融业、信息业、房地产业、交
通运输业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四是搞好城市土地经营 ,加快替代财源建设。资源型城市的土地要进行科
学有效的管理与运作 ,实行“六统一”,即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储备、统一开发、统一配置、统一管理。
积极推行土地招标拍卖 ,建立土地市场竞争机制 ,实现土地的最大收益。加强土地二级市场的管理 ,特别是
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对于进入市场的国有土地收足收好土地保证金 ,企业闲置土地出让要政府收回统
一进行拍卖 ,对改制企业的划拨土地 ,要收回土地出让金。

三、投入机制的创新
资金投入的多与少是直接制约资源型城市财源建设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加快财源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自从我国政府财政退出竞争领域后 ,财源建设的重点应由扶持生产向培育市场转变 ,由资金投入向政
策引导转变 ,由培植主导财源向加强基础设施转变 ,要走出一条市场导向型财源建设的新路。适应这一要
求 ,必须大胆创新投入机制 ,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跳出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的旧圈子 ,走面向

技术产权交易。鼓励三地联合举办各类科技成果交易展览会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易。
7、加强人才引进 ,打通区域内部人才交流通道。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 ,大力鼓励引进高层次的技术

和科技管理人才 ,尤其要把海外留学的高素质人才作为三地人才引进的重点。进一步扩大人才市场的开放
度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限制 ,完善三地人才市场流动机制 ,促进科技人才合理交流使用。

8、制订统一的税收分配政策。目前三省市由于地区利益驱动而实行的各种税收分配政策 ,已导致恶性
的招商引资竞争 ,严重影响了三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三省市应率先解放思想 ,推进区域税费一体化改革 ,
加快建立利益协调共享机制。三省市可共同建议国家财政部制定区域经济协作投资的税收分配政策 ,允许
地方政府在投资企业按产权比例转移分配一定比例的地方财政收入 ,使两地的企业和政府通过投资都能获
益 ,实现双赢和多赢 ,以鼓励区域间投资与经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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