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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现状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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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与讨论是近年来的重要现象之一 ,本文初步评述了太原高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现状

特点 ,研究认为区内创新体系的主要创新主体创新能力一般 ,投入不高 ,产出偏低 ,资金资源与人才资源均有待提高

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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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太原市南

端 ,兴建于 1991 年 7 月 ,1992 年 11 月经国务院批

准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 ,是中西部最早成立的国家

级高新区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 ,各方面均取得了

较大的进步 ,特别是近几年来发展迅猛 ,在生产总

值、入园企业数、出口创汇及占所在城市的 GDP 比

例等方面均有增长 ,出现了喜人的势头。作为一种

特殊的经济区域 ,在发展园区经济的同时 ,其创新体

系也在逐渐完善 ,本文重在对太原高新区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与发展现状做一评价。

一、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家创新体系 (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理论成为了许多国家提高创新

能力与绩效、制定创新政策的重要思想与方法。在

各界深入探讨国家创新体系与各国建设国家创新体

系的过程中 ,区域创新体系 (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概念和理论应运而生。区域创新体系作

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而存在、发展和变化成长

着。同时 ,由于它自身的特殊性 ,学术界对此也进行

着不同进路的研究。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 ( Philip Nicholas Cooke ,

1994)教授在《区域创新系统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

府管理的作用》一书中 ,较早地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概

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

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

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 ,而这

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魏格 ( Wiig ,1995) 在探讨

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时 ,提出广义区域创新体系 ,认

为广义的区域创新系统应包括 : ①进行创新产品生

产供应的生产企业群 ; ②进行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

机构 ; ③进行创新知识与技术生产的研究机构 ; ④对

创新活动进行金融、政策法规约束与支持的政府机

构 ; ⑤金融、商业等创新服务机构。在中国区域创新

能力报告 (2001)中 ,这样定义区域创新体系 ,即一个

区域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关联的、推进创新的制

度组织网络就是区域创新体系。其目的在于推动区

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综

合分析 ,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本质属性 : ①企业、研

究与开发机构、高等院校是其中主要的创新主体要

素。②不同创新主体之间承担着不同的职能 ,但彼

此间又有着以创新为主线的各种关联 ,各自在分工

合作中不断发展和演进。③这些要素是在以一定的

地域空间范围为边界的区域内发展与演化着 ,而且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互动发展中推动与塑造着所在

区域发展的进程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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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此对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解讨论太原高

新区区域创新体系问题。

二、太原高新区区域创新体系现状评价

太原高新区作为政府或企业为了实现更好发展

目标而设立的一个特殊经济区域 ,有着相对独立的

空间边界 ,在发展园区经济过程中 ,园区的科技资源

不断积累 ,科技资源的壮大则不断强化着园区的创

新能力 ,产学研互动发展的机制和环境正在形成。

具体述之 ,有以下几点特征 :

(一)企业是主体 ,但总体创新能力一般

作为特殊经济区域 ,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突出 ,

个别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 ,如太原市中科恒业数码

有限公司独家研究开发出“胎儿缺陷早知道”等高技

术产品 ,但区内企业的总体创新能力一般。创新能

力是企业创新的基础与标志。它可以通过科技资源

投入与技术创新产出等指标反映出来 ,用这两大要

素衡量太原高新区企业的创新能力 ,均显一般。

11R &D 投入强度不足。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

R &D ,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部分 ,是企业形成自

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之重要源泉。R &D 投入强度则

是衡量产业技术密集度和技术先进性的重要指标之

一。2004 年太原高新区全区企业 R &D 经费支出

515 亿元 ,同比增长 12611 % ,虽然比 2003 年提高

017 个百分点 ,但总体看占全区产品销售收入的比

例仍然不高 ,仅为 118 %。若用 515 亿元支出与工

业增加值对比 ,仅为 4137 %。而北京中关村科技园

区在 2002 年时企业 R &D 经费支出为 9415 亿元 ,

占到了企业增加值 10 %的比重 ;国外 OECD 成员国

高技术产业 R &D 强度超过 20 % , 1997 年美国为

2716 % ,法国为 2715 % ,日本为 2013 % ,加拿大为

3117 % ,英国为 1911 %。R &D ,是科技创新的核心

部分 ,是企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源泉 ,没有大

力度的投入 ,必然会影响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影

响到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从而影响到产品和园区

整体的竞争优势。

21 创新经费配置有待改进。作为中部欠发达

省份的一家国家级高新区 ,发展的基础科技资源整

体上弱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方 ,因此技术的引进

这种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辅助形式就成为了太原高

新区企业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核心技

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对企业的发展更加重要。2004

年 ,太原高新区全区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计 115

亿元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1032 万元 ,用于企业的技

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投入之比为 1 :01068 ,这一

比例不仅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的 1 :5～1 :8 的水平 ,

而且也不及我国企业用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投

入之比 1 :01078 这个已经很低的平均水平。一味只

强调引进 ,不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也将陷入“引进

- 落后 - 再引进 - 再落后”的恶性循环链中 ,故应合

理配置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 ,逐渐增加后者的比例 ,

重视培养和提高自主技术能力。

31 企业平均申请专利数仍然不高。测度技术

创新产出的重要指标是专利数 ,申请的专利多少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技术开发活动的产出情况。

2004 年 ,全区企业提交专利申请 151 件 ,比上年增

加 28 件 ,增长 2218 %。其中发明专利 50 件 ,比上

年增加 13 件 ,占 3311 %。企业当年拥有有效期内

发明专利 109 件 ,比上年增加 46 件 ,增长 7310 %。

虽然 2004 年与 2003 年相比 ,取得了进步 ,但发明专

利的比例还是偏低。而且从目前入住园区的 1600

家企业 ,即使按 347 家高新技术企业去考虑 ,平均 2

- 3 家企业才提交专利申请 1 件 ,而发明专利占到

高新技术企业数的 14141 % ,平均 6 - 7 家企业才拥

有发明专利 1 件。若把 1600 家入住园区企业作为

分母 ,这些比例就更低了。

41 企业创新盈利稀薄。据山西省科学技术厅

工业处 2004 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评析 ,太原高

新区的发展存在畸形现象 ,园区企业的工业增加值、

工业总产值均增长较快 ,但企业生产产品 ———高新

技术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非常弱 ;高新区内企业盈

利稀薄 (如图 1 所示) ,企业创新成果的附加值小 ,园

区企业的总体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偏弱。

图 1 　2004 年太原高新区发展雷达图

(二)园区内可利用科技资源少 ,区外资源相对

集聚

11 区内公共研究开发平台缺乏。太原高新区

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是高新区的企业 ,一些科

技资源散布在企业中 ,公共的研究开发机构不多 ,一

可能与公共资源的研究开发能力不强有关 ,二可能

与园区创新体系建设不完善相关。

21 区外科技资源相对聚集。太原高新区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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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高等

院校和中科院山西煤化所、中国辐射研究院、北方自

控技术研究所、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信息产业部二

所、三十三所等科研院所 ,具有临近科研人员密集、

科技资源集聚区的优势 ,可大力开展合作 ,充分利用

区外科技资源 ,“借梯登高”。

31 园区科技创新人员队伍人数偏少。2004 年 ,

53 个国家高新区企业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已达到

7216 万人 ,平均一个园区拥有 13698 科技活动人

员。2004 年 ,太原高新区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

8708 人 ,低于全国平均值。科技活动人员数虽然受

园区规模与企业数目的影响 ,不应简单比较 ,但它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园区对科技人员的吸引力大

小和园区的创新活跃程度。

(三)园区体系主体间的互动或合作发生频度低

园区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区域

创新体系中的主体要素互动少 ,合作推进项目的产

品技术或工艺技术创新并取得创新成果的数量少 ,

反映了产学研结合以及园区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够。

如 2004 年 ,太原高新区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企

业有 120 家。从项目的技术来源看 ,本企业自有技

术项目占 8118 % ,引进技术并通过本企业消化创新

项目占 10 % ,来自大专院校的项目仅占 413 % ,其余

分别来自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国外技术。靠企业完成

创新的项目占到了 9118 % ,依托企业自身完成的比

例也占八成。可见 ,在产学研结合与园区企业之间

的合作方面仍然偏弱。

(四)园区体系主体创新互动对园区经济增长的

贡献有限 ,更多地来自外延式增加

从园区现有评价指标体系看 ,太原高新区发展

迅猛。如在 2004 年科技部对全国 53 个国家级高新

区各项指标的统计排名中 ,其经济发展综合加权排

名由 2002 年的第 32 位上升为 2003 年的第 10 位 ,

增长速度排名由第 20 位上升为第 3 位 ,增长幅度排

名由第 23 位上升为第 7 位 ,发展规模排名由第 35

位上升为第 21 位。技工贸总收入从 2001 年的 113

亿元增长到 2004 年的 320 亿元 ,其中 2004 年较

2003 年增长 31 % ;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利税、

出口创汇增长幅度分别为 : 31 %、3814 %、5715 %、

1113 %。但这些变化源于园区体系主体创新互动的

份额有限 ,主要来源于企业规模的外延式扩大以及

进驻园区企业的增多 ,如 2002 年入驻园区的企业数

约为 1100 家 , 2004 年入住园区的企业有近 1600

家 ,2005 年 ,集聚了 1780 家企业。进驻企业的增
加 ,一方面表明园区的环境更加具有吸引力 ,是一种

值得感到欣喜的进步 ,但园区经济的内涵发展对园

区的持续发展更重要。继续推进自主创新、集成创

新、合作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 ,通过创

新强化园区实力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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