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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转移新模式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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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导产业合理转移对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具有重要作用，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近年来逐步成为产业转移

的重要方式，然而其学理认识还存在较大缺口。本文运用多案例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对近年来部分西部省市承接产业转

移典型项目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催生产业转移形成的新模式和核心动力。研究发现，跨区域科技成果转

化是推进产业转移的有效方式，主要表现为增量产能转移、算力数据转移、延链协同转移、成果孵化转移四种新模式，其动力主

要来源于市场驱动力、分工重塑力和制度作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转移的实现路径模

型，为西部地区通过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承接产业转移实践提供学理支撑和政策路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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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产业转移在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中的作用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规划）提出要

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安排超过 10亿元专项资金支

持中西部和东北重点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强调“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政法〔2021〕215号，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指出要“探索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合作模式，鼓励东部地区科技创新成果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孵化转

化”，将“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两项重要工作进行了有机融合。在引导产业转移的政策语境下，跨区

域成果转化是指东部地区的科技成果在东部以外的地区形成现实生产力，是打通原始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的重要手段，备受西部产业转移承接地政府重视。例如，西部科学城正在大力吸引“双一流”高校、研究院

等科研机构落户，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已累计引进国际化高端研发机构 49家，成都、西安等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城市正在全面推进全国技术转移一体化建设。政策和产业实践表明，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已经成为推动

产业有序转移的重要途径。

产业转移是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迁移现象，微观上体现为企业的选址决策，宏观上表现为在

转入地形成新的产业。从产业转移背景下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内涵的视角，已有研究认为其包括创新要素

的流动、创新资源的整合及创新主体间的合作与互动等形式（郭丽娟和邹洋，2015）；从产业转移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的视角，已有研究基于特定区域发现产业转移促进了城市间科技成果的跨区域转化（胡续华等，

2016）；从科技成果转化与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视角，已有研究认为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不强是西部

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张仁枫和王莹莹，2018）。尽管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已经成为促进

产业有序转移的重要手段，但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表现形式、动力机制等认识还存在较大缺口。本文

从研究产业转移现象出发，以承接地的视角，把非承接地策源产生的科技成果在承接地形成新产业、进而推

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视为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由此衍生出几个重要问题，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是否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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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产业转移？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其动力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有利于理清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产业转移的机理，为发挥我国战略纵深优势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提供学理支撑和路径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与国家关于探索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合作模式的战略要求相比，与西部各省市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力

的实践探索相比，国内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转移关系的研究还十分滞后。目前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研

究主要有两大的方面。

一是，针对产业转移动力机制，主要从要素禀赋、运输成本、交易成本、集聚外部性、市场需求、营商环境

和政策等方面探寻“产业为什么会转移”这个问题。要素禀赋方面，要素禀赋优势能降低生产成本、塑造比较

优势，影响产业集聚（孙晓华等，2018）。运输成本方面，运输成本的高低影响企业选址决策是否临近要素市

场还是消费市场（郑鑫和陈耀，2012）。交易成本方面，当交易成本较高时企业会靠近消费市场而远离要素市

场，并影响生产率不同的企业迁移先后顺序（黄肖琦和柴敏，2006）。集聚外部性方面，集聚有利于产生规模

经济和知识溢出，成为企业集聚的动因（孙翊等，2010）。市场需求方面，市场需求大的区域市场竞争更为激

烈，但运输成本会更低，从而影响企业选址决策（王树华和刘志彪，2023）。营商环境方面，过度的市场竞争会

导致拥挤成本出现，良好的贸易和创新创业环境有助于吸引企业迁入（周浩等，2015）。政策方面，政策和制

度通过影响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间接改变生产要素结构和成本，影响产业转移

（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吕大国等，2019）。

二是，针对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概念内涵、成效评价、动力机制等，回答“是什么”“怎

么样”等问题。概念内涵方面，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通常指研究型大学、技术中介机构、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

打破行政区域壁垒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等创新活动的过程（许彩侠，2012；程跃和王维梦，2022）。成效

评价方面，不少学者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模糊综合评价、神经网络等方法选择知识共享、网络能力、创新能力

等指标评价转化成效，证明了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对技术进步的正向提升效应，认为经济发展差距、地理距

离和区域间合作协同度是影响转化成效的主要原因（刘志华等，2014；姜玲和张浩文，2018；吴卫红等，

2022）。动力机制方面，通常认为市场规模、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互补、区域创新环境等因素推动着跨区域科

技成果转化（吕荣杰等，2018；陈钰芬等，2023）。也有学者从跨区域协同创新角度出发，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受

政府、市场和企业三方因素驱动，制度质量、创新主体能力和技术临近性是影响跨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因素

（臧欣昱等，2017；崔新健和崔志新，2018；苏屹和曹铮，2023）。

总体看，既有研究和产业实践已经注意到产业转移的过程伴随着技术转移和溢出，但缺乏对跨区域科技成

果转化与产业转移关系的严谨提炼和系统归纳，难以为更有效制定和实施促进产业转移相关政策提供学理支

撑。特别地，既有研究更多把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作为产业转移的“结果”，据此提出完善协同创新机制来提升

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等对策建议（马永红等，2016）。但是，《指导意见》将跨区域科技成果作为一种创新合作模式，

而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二者之间存在的这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见产业实践明显领先学理认识。针对这一研

究缺口，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是以跨区域成果转化作为“因”、产业转移作为“果”这个关系的视角，以多案例扎

根理论研究方法，弥补现有研究缺口，在深化“是什么”的认识基础上提出“怎么办”的对策建议。

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Strauss和 Corbin（1997）提出的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构建理论。

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无须预先设立研究假设，带着研究目的从实际调查入手，在收集资料的同时分析资

料，在资料的不断丰富中完善和修正理论范畴，直至收集的资料不再产生新的概念或范畴，达到理论饱和（井

润田和孙璇，2021）。该方法能很好规避现有研究观点对研究问题的先入影响，适合于研究角度较新而现有

文献较少的研究问题（宋耘等，2022）。

本文适合采用多案例的扎根理论方法。首先，引言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是探究“是什么”“怎么样”，适合

采用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解学梅和韩宇航，2022）。其次，现有相关文献大多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采用案

例研究偏少，且较少深入探究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影响产业转移的机理和路径，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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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理论尚未覆盖或有效解释的研究缺口进行探寻（张宁和才国伟，2021）。最后，相较于单个案例，通过多

个案例的“复制”逻辑得出的理论模型更为可靠，且基于多案例素材的扎根分析可以探索新的概念和关系，便

于深入剖析其影响机理和路径（徐凤增等，2021）。

（二）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了近年来部分西部省市承接的典型产业转移项目弗迪电池、宁德时代等 8个企业案例和重庆

两江协同创新区 1个企业集群案例，基本情况见表 1。
案例选择遵循以下 4个原则。一是遵循理论抽样的原则，案例选取是处于构建理论的需要（李高勇和毛

基业，2015），这些案例的成长过程具有明显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影响产业转移的特征，通过不同企业间的

跨案例对比分析不同情境，得到研究结论。入选企业均是由企业异地布局或外来人才在本地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而来。二是遵循代表性和差异性原则（汪涛和王婧，2019），这些案例具有明显特色和显著差异性，所选

企业在地域分布（重庆、四川、贵州）和细分行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医药行业等）等方面存在差异。三是

遵循资料可得性原则，这些企业资料来源渠道广，本文作者与案例所在地方政府和案例项目负责人均有直接

联系，同时不少企业是上市公司（或其母公司为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年报、信息披露报告等资料详尽，完

备的原始数据有利于后续进行三角验证（孙新波等，2022）。四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考虑到东西部发展不

平衡、特别是西部发展不充分是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之一，同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大力承接产业转移，补齐建强产业链”的要求，选取这些案例能够为相关产业转移实

践提供参考借鉴。

表 1 案例基本情况简介

企业名
（简称）

弗迪电池

宁德时代

曙光公司

腾讯

海尔
COSMOPlat

中检院西南
分院

成都先导

海创药业

重庆两江
协同创新区

案例简介

安全性能问题是汽车动力电池领域发展的痛点，“刀片电池”在传统电池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安全稳定性。2018年比亚迪汽车动
力电池生产项目落户重庆璧山，“刀片电池”在璧山正式量产下线，比亚迪随后把在深圳的科研团队迁入璧山。2022年比亚迪新增投

资 135亿元在璧山建设扩能项目和研究总院项目，达产后比亚迪在璧山动力电池产值将达到 360亿元，产能将达到 550亿瓦时

充电速度是动力电池性能的核心指标，宁德时代研发的超快充技术能使电池 5分钟充至 80%电量。2019年 3月，宁德时代落户宜宾，
随后持续扩大产能布局，宜宾项目扩展至总投资达 640亿元建设年产 2350亿瓦时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其产值在 2022年上半年

已突破 320亿元

先进计算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为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中科曙光在璧山投资建设的西部（重
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项目整体电能利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PUE）达到 1.144水平，服务器数量近 3万台，为基础研究计

算任务和产业转型需求赋能，有力支撑西部（重庆）科学城发展战略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2018年，腾讯在贵州建设的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行，规模达到 30万台服
务器，用来存储最重要的大数据。目前贵安集结了苹果、华为、腾讯、富士康等多家运营中心和数据中心，有力赋能贵州产业转型升级

“上云用数赋能”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过程，有利于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2019年海尔 COSMOPlat西南区域总部在重庆
市江北区落户。作为重庆“企业上云”服务商，海尔 COSMOPlat促进了企业用平台实现转型升级。截至 2022年 4月，海尔 COSMOPlat

已推动 2500余家重庆本土企业上云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主要开展检验检测及其相关技术基础研究。2020年 10月中国检科院西南研究院项目落户西部（重庆）科学
城，建成投用后积极参与制定相关标准，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填补相关产业空白，吸引了更多人才、投资和产业落地，并为当地企业

提供技术支持

成都先导是西南科创板块首家上市企业，2012年由李进博士带回基因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归国后联合多位行业内资深专家共同创建，
公司主要研究基因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及原创新药的早期阶段研发。公司于 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在 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39亿元

海创药业是一家基于“PROTAC+氘代”等先进技术、研发具有重大临床需求药物的企业。由成都海归人才陈元伟于 2013年领衔创办，
并带回了当时在国内处于研究空白的氘代药物技术。公司于 2022年在科创板上市，目前已申请发明专利超过 100项

已累计引进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大学大院，以“科创+产业”为引领，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设立高端研发
机构。已累计孵化出 71家企业，2021年全年累计实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113项

（三）资料收集与信效度保障

本文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围绕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影响产业转移的主题展开，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

料。一手资料的收集主要采用座谈、电话和腾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访谈对象主要为落地企业中高层管理者

及地方政府机关干部等内部知情者。访谈方式均以半结构化方式展开，遵循“关系唤醒‐话题引入‐话题讨

论‐总结回访”的过程，访谈焦点和深度逐渐增加，并在过程中根据访谈对象反馈的信息动态调整访谈问题以

避免脱离企业实际和数据过于结构化（曹裕等，2023）。二手数据主要包括媒体报道、企业官网介绍、上市公

司招股说明书和年报、行业研报等公开资料。效度检验采用相关检验法，对多种渠道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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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初步结论。在资料分析过程中收集补充新的资料，不断修正和完善研究框架，直至不再产生新的概念达到

“理论饱和”。共收集获得资料总计 6万余字。

四、扎根过程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通过从案例的原始资料中挖掘概念与范畴并进行定义，以实现原始资料向初始范畴的转化

（王美钰等，2022）。为减少研究人员带来的主观性偏见、定见或影响，本文将收集到的资料打散，尽量使用原

话作为标签进行初始概念的发掘。利用 Nvivo质性分析软件进行辅助编码，使用逐句逐段“沉浸式”编码策

略，在整体分析全部样本资料的基础上，最终得到 407个标签，进一步归纳为 21个一阶概念。

（二）主轴式编码
该阶段对开放式编码结果继续进行类属化、主题化、概念化，挖掘各项类属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并进行

逻辑联结和概念拟合（刘航等，2022）。具体做法是丰富和发展范畴的性质和层面，使范畴更严密，并将各独

立的范畴进行关联，发现建立范畴间的潜在逻辑关系。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结合已有跨区域科技成果转

化与产业转移概念维度的相似性与可能性，将一阶类属再次抽象化，共提炼出 8个二阶概念。

（三）选择式编码
该阶段通过对类属、主题及资料的反复分析，明示数据与新归纳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其他范畴的高

度概括和总结（王晓青等，2021）。这一阶段共归纳出 4个聚合构念，并形成理论模型。通过对各个案例中的

二阶类属进行持续比对和反复验证，弗迪电池和宁德时代案例提炼出核心构念“增量产能转移”；曙光公司和

腾讯案例提炼出核心构念“算力数据转移”；海尔 COSMOPlat和中检院西南分院案例提炼出核心构念“延链

协同转移”，成都先导和海创药业等案例提炼出核心构念“成果孵化转移”，4个核心构念均能准确凝练的描

述相应的科技成果转化与企业落地的情况，并将其他概念类属串联统筹起来。

（四）编码过程图
通过以上扎根理论编码过程，本文得到了多个不同的概念类属并反复提炼构念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跨

区域科技转化促进产业转移的典型模式。编码过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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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发现与模型阐释

（一）跨区域成果转化催生产业转移的新模式
1. 增量产能转移模式

增量产能转移指在不影响企业目前所在地存量产能的前提下，抢抓细分市场扩张机遇，通过在其他地方

新设立区域总部和生产基地等方式进行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将产品订单的增量转移至其他地区进行生产

并以此带动自身和配套产业转移（典型证据见表 2）。在增量产能转移的过程中，企业具有的领先科技成果

在新增产能上得以实现应用转化，往往比原有生产线更具有技术优势，有利于打通企业科研成果转化、助推

创新驱动式发展（薛阳等，2023）。与传统产业转移模式整个工厂和生产线搬迁的异地复制形式不同，增量产

能转移模式仅将增量产能向外转移，不影响本地存量市场，且转移的这部分增量产能伴随着领先科技成果的

转化，产业转移过程中遇到的阻力相对更小。

增量产能转移模式中案例企业进行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有效促进了产业转移。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销量 688.7万辆，同比增长 93.4%，是美国的 7倍，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63%，市场需求旺盛，销量增长迅速。

而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和核心部件，技术含量较高创新成果密集。第一，案例中比亚

迪和宁德时代具有领先技术优势。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续航里程相比普通动力电池提升了 50%，同时

具有高稳定性和安全性；宁德时代的超快充技术能够最快 5分钟充至 80%电量，可实现整车 1000公里续航，

先进技术加持下市场需求量较大。为了满足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两家企业分别在重庆璧山和四川宜宾设

立区域总部和生产基地，投资扩建生产线，把先进技术转移到其他地区进行成果转化，区域总部的产能规模

也吸引了一批配套企业转移。第二，资源禀赋优势是企业进行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考虑因素。璧山

工业基础较好，比亚迪将璧山项目打造为“刀片电池”产品首发工厂和唯一生产基地；宜宾锂矿资源和化工资

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宁德时代将宜宾基地打造为最重要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建立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已

扩建至第十期，实现了科技成果向产品端市场的转化，产能不断扩大。

增量产能转移模式中，企业在增量市场布局中将具备领先技术成果的增量订单转移到西部地区进行生

产，通过靠近原材料或市场并获取政策优惠来规避转出地较高的要素成本和政策限制。对企业而言，在其他

地区设立区域总部和生产基地，投资扩建新的生产线，将扩大的产能订单转移至其他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进

行生产，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并进一步为企业开拓市场。对转入地而言，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或实现原有产

品升级，并更具有竞争力，带动了本地配套企业的发展，实现了资源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对转出地而言，保

证了既有存量不受影响，维持经济总量优势，能够强化总部经济模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新旧动能

转化。

表 2 增量产能转移模式典型证据

聚合构念

增量产能
转移

二阶类属

新技术
升级

新产能
布局

一阶类属

先进电池技术

首发工厂和唯一生产基地

动力电池需求量增加

追加投资扩大产能

设立区域总部和
生产基地

举例/解释

公司研发生产的“刀片电池”具有很高的安全性能，同时采用了新的生产工艺，推动产品结构创新，
续航里程可提升 50%以上

我们公司是比亚迪旗下专做动力电池产品的，是“刀片电池”的首发工厂和目前唯一的生产基地

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大，公司目前产能比较紧张，今年还将投资建设新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璧山弗迪动力电池生产基地目前已经达到 200亿瓦时生产能力，不久还将新增 150亿瓦时产能的生
产线，初步估计产能将扩大到 350亿瓦时

宜宾市携手宁德时代共建宁德时代西南总部、电池生产基地……助力宜宾打造世界最大动力电池
生产基地

2. 算力数据转移模式

算力数据转移指企业通过在其他地区设立数据中心和建设算力枢纽等方式将算力和数据存储需求有序

转移并以此带动相关资金和产业转移（典型证据见表 3）。算力是指对数据的处理和输出的能力，是数字化

技术持续发展的衡量标准，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田杰棠和张春花，2023）。国家层面启动的“东数西

算”工程，通过引导算力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布局，使得算力需求由东部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传统产业转移模

式中重点考虑如何获取更低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较少关注到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时

代，算力和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算力数据转移模式强调企业将算力数据资源以融合新

技术应用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向外转移，能够优化企业自身的算力网络体系并赋能产业承接地传统

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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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跨空间无损传输特征重新塑造了算力经济区域间比较优势，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科技成果转

化有效促进了算力产业转移。案例企业抢抓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璧山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算

力网络成渝枢纽节点重庆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曙光公司投资建设了“东数西算”成渝枢纽（重庆）先进数据

中心；贵州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之一，定位打造为面向全国的非实时性算力保障基地，吸引

腾讯在贵州建立了数据中心用来储存最重要的大数据。第一，企业的先进技术成果通过数据中心建设实现

了转化。曙光采用浸没液冷技术、余热回收等多种先进技术，使数据中心整体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PUE）达到 1.144的节能水准，并在核心计算芯片国产替代情形下实现了全栈安全可靠。腾讯云贵安七星数

据中心是国内首个实现特高防护等级的绿色高效灾备数据中心，其自主研发的 T‐block技术大幅缩短了项目

建设工期，其极限 PUE达 1.1左右。第二，通过数据中心等算力设施跨区域布局，有效带动了资金和企业的

转移。由曙光公司投资建设的先进数据中心已经与一批企业开展投资合作，联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力打

造算力网络生态圈，带动数据中心产业集群发展。腾讯云贵安七星数据中心项目发挥了典范和标杆作用，吸

引并带动了更多大数据项目落地到贵安，目前贵安新区已经规划建设了 14个超大型数据中心，是全球超大

型数据中心聚集最多的地区之一。

算力数据转移模式中，案例企业将具备行业领先技术的数据中心转移至西部地区，就近吸纳西部地区丰

富的绿色资源，既为企业节约了成本，也有利于贯彻落实“双碳”目标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加快构建跨区

域资源协同调度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对企业而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考虑到成本因素选择将数据中心

转移至自然禀赋丰富的欠发达地区（王建冬等，2020），能够充分利用转入地适宜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清洁能

源等自然资源，有利于实现差异化和互补化发展，为企业降本增效。对转入地而言，借助数据中心产业链条

长、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的特点，带动企业将自身产业链环节延伸拓展到转入地，促进资金和企业向转入

地转移和集聚。对转出地而言，数据中心转移可以有效解决算力资源紧张问题，能够腾出发展空间和集中有

限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助力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产业增值。

表 3 算力数据转移模式典型证据

聚合构念

算力数据
转移

二阶类属

打造算力网络
生态圈

算力设施布局
带动产业转移

一阶类属

数据中心
集群发展

布局算力网络
国家枢纽

算力需求
有序转移

带动更多
项目落地

“东数西算”
带动投资

举例/解释

大数据产业市场主体良性集聚发展，微软、腾讯等国内外大数据互联网领军企业扎根贵州，带动本土
配套企业不断壮大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同意在成渝、贵州等地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布局了重庆集群、天府集群、贵安
集群等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引导东部地区庞大的算力需求向西部地区有序转移，让西部地区的丰富算力资源就近吸纳，得到充
分利用，支撑东部地区数据的运算

我们和贵州省、贵阳市已经签约了有关大数据产业的战略合作协议，这将为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提
供强劲动力，同时可以吸引和带动更多大数据的项目落地到贵安

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不断推进，借助数据中心产业链条长、投资金额大、带动效应强的特点，
能够有效推动数据中心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集群式发展

3. 延链协同转移模式

延链协同转移指在制造业优势背景下吸引生产性服务业落地，通过提供工业互联网等平台服务使得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供应链协同组织关系，实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而出现的两类产业

协同转移现象（典型证据见表 4）。其中，协同组织关系是指两类产业在转移过程中表现出的关联性、互动性

和同步性。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企业价值链的中

心逐步由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转移，科技中介服务、质检技术服务、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等生产性服务业愈

发受到重视（向海燕和李子瑞，2022；向海燕和李梦晨，2022）。工业物联网平台可以有效促进异质分布数据

资源的深度整合、优化与重构，例如，大规模定制模式通过大批量生产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提供定制产品和服

务以满足用户异质性需求偏好，模块性和交互性技术增进了创新主体间的交流协作，有利于对市场的快速响

应和控制成本（周文辉等，2018；陈武等，2022）。与传统产业转移模式中主要以加工和制造环节向外转移所

不同，延链协同转移模式顺应服务型制造的发展趋势，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关系，

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在产业承接地实现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

产业根植性更强。

西部地区凭借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优势和亟待转型升级的巨大需求，吸引了一批具备先进技术的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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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落地。COSMOPlat是海尔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其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大

规模定制模式，于 2019年在重庆设立其西南区域总部，助力西南地区企业上云、上平台。COSMOPlat围绕用

户需求链接多维资源，为用户提供场景生态下的定制化服务，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和转型升级。中国检科

院西南院于 2020年落户重庆，具备食品安全检测三大技术瓶颈解决方案，主要开展检验检测基础科学研究，

为当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两家生产性服务企业落地后，通过合作设立研究机构等方式广泛开展产学研合

作，帮助构建完善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吸引相关领域的人才、技术、资金、企业集聚。同时依托自身平台资源，

为其他企业提供专业平台服务和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与当地先进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发挥了关键环节供

应链核心带动作用。

延链协同转移模式依托生产性服务企业的赋能平台，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增强转移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发挥示范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带动产业转移。对企业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和

制造业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转入具有制造业优势的地区实现优势互补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为制造

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市场供给可达性和需求可达性，吸引企业落地，促进企业集聚发展（刘振中，

2021）。对转入地而言，延链协同转移模式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落地后积极发挥平台的带动作用，助力当地

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迈进，提高了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和承接能力。对转出地而言，其

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较早，发展阶段较转入地具有比较优势，而转入地在要素成本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实行延链协同转移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差异化发展。

表 4 延链协同转移模式典型证据

聚合构念

延链协同
转移

二阶类属

构建产学研
转化体系

提供系统性
解决方案

一阶类属

合作建立研究院和
孵化基地

加快产学研合作

全场景工业互联网
解决方案

提供专业平台服务

解决关键性技术问题

举例/解释

落地后的海尔 COSMOPlat与重庆本地企业合作，先后成立了多家工业互联网联合创新中心等产业合作
和孵化平台

中检院西南分院落地后将吸引相关人才、技术、资金和企业等研发创新资源在重庆集聚，有效加强检验
检测领域的产学研合作

COSMOPlat是我们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模式，能够为企
业提供全流程、多场景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平台上汇集了上亿的用户资源和产业资源，已经为近百企业提供了创新设计服务

帮助着重解决检验检测检疫工作中关键性、基础性的科学技术问题

4. 成果孵化转移模式

成果孵化转移指通过建立产业孵化基地和成果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合作方式进行科技成果跨区域孵化，

实现知识创造到产品开发再到产业化，并吸引投资和带动产业转移（典型证据见表 5）。“十四五”规划和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把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摆在了重要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我国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大意义（刘胜等，2021）。成果孵化转移模式将领先技术进行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有

利于推动技术从基础研究到市场落地，跨越技术与产品之间的“鸿沟”。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导下的成熟

阶段和标准化阶段技术和产品对外转移不同，成果孵化转移更突出尚未市场化的领先技术成果的转移，并通

过技术孵化在承接地推出新产品，进而形成新业态和新模式。

成果孵化转移实现了原始创新向产品应用的转化，通过新技术孵化研发出新的产品、催生出新的需求、

产生新的业态（宋亮等，2023），吸引带动了一批产业转移。成都先导和海创药业的创始人从国外回国创业，

基于当时国内处于技术空缺且具有较大市场需求的基因编码化合物库技术和“PROTAC+氘代”技术，在医药

产业资源丰富的成都进行创业孵化，成立公司并完成了科创板上市融资。高校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胡凯和王炜哲，2023）。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协同创新区目前已引进了多所大学大

院共同设立研究机构，瞄准当地产业需求，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进行科技成果孵化。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

心基于钛合金精密铸造等技术已经成立重庆两航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力争打造为行业中的龙头

企业；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依托大学丰富资源，与当地展开了广泛的产学研合作，与多家企业形成协

同创新联合体，多项技术成果已进入企业供应链体系；哈工大重庆研究院设立的紫丁香孵化器已孵化科技型

企业近 30家，为本地企业科技孵化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成果孵化转移能够利用关键核心技术的孵化打通全产业链条，实现全产业链优势共享，吸引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集聚，带动产业集聚发展。对企业而言，孵化出的企业实现了科学研究到产品端市场的转化，有助于

打通创新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破除原始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转化壁垒，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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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转入地而言，落地企业设立研究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使创新活动突破了地理和组织界限，能够提升本地

的科学技术水平，并有效利用本地的市场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吸引带动投资和产业集聚，提高区域创新效率

（李武艳和周依甸，2022），促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创新体系。对转出地而言，能为本地企业开拓更广泛

的市场，通过孵化企业的资金反哺作用，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5 成果孵化转移模式典型证据

聚合构念

成果孵化
转移

二阶类属

依托先进技术

新技术孵化

一阶类属

带回先进技术

依托大学丰富资源

市场需求大

形成协同创新联合体

建设孵化基地和
成果转移中心

科创板上市

举例/解释

李进放弃了国外头部药企高管的工作，凭借具备基因编码化合物库合成及筛选技术平台的先进
技术，回国到成都创建了成都先导

研究院组建了一支由北京大学多位杰出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依托北大丰富的创新资源，目前已
形成了 1个中心、11个实验室的研发机构体系

陈元伟从美国给导师寄完药后了解到比卡鲁胺这类药物在国内没有生产和销售，意识到在中国
市场创新药领域大有可为

我们与企业及科研院所广泛开展了产学研项目合作，加入了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协同创
新产业旗舰联盟，联合推进新的产学研体制构建

哈工大重庆研究院将结合重庆产业定位及发展需要，整合哈工大学科优势，着重打造产业孵化基
地、成果转移转化中心等成果转化基地

海创药业成功登陆科创板，标志着海创从研发阶段创新药企业向‘研产销一体化’的制药企业
加速迈进

（二）跨区域成果转化的核心动力
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动力归纳为市场驱动力、分工重塑力和制度作

用力三类，提出了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转移的核心动力和实现路径模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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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转移的实现路径模型

1. 市场驱动力

市场驱动力指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通过对利益最大化的权衡，使企业具备将其技术成果进行跨区

域生产转化的内在驱动力（熊鸿儒，2021）。与传统产业转移模式不同，随着技术变革的加快，企业需要迅速

将研发的先进技术成果转化成产品并应用于市场回笼资金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使得抢占市场进行先进技

术转化的推动力成为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核心动力中市场驱动力的独特内涵。市场推动力一是转出地的成

本推力。区域间由于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要素价格具有差异，产生了潜在的利益差，成为推

动跨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诱因。腾讯选择将高能耗的数据中心设立在贵州便是考虑到其拥有的丰富绿色

资源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有助于为企业降低成本。市场推动力二是转入地的市场拉力。市场需求是产业发

展最根本的动力，追求市场扩张和实现原始创新向产品应用转化是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的主要原因。比亚

迪和宁德时代跨区域建设生产基地并将技术进行转化实现产品升级，既是为了满足产品端市场不断增长的

需求，也是为了靠近原材料市场而节约成本。

增量产能转移模式中，受到深圳较高生产成本带来的市场推力及璧山区位、产业等优势带来的市场拉力

共同作用下，比亚迪将深圳的动力电池科研团队及增量产能转移至璧山，有效推动了产业转移。算力数据转

移模式中，沿海发达地区的土地成本和用电成本较高，数据中心产业向外转移的市场推力较大，同时贵州在

土地、劳动力、能源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拉动了数据中心产业转移落地贵州。延链协同转移模式中，

重庆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市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较大，吸引了海尔 COSMOPlat和中检院西南分院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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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服务企业落地，带动了相关产业转移。成果孵化转移模式中，成都具有丰富的医药产业资源和应用市

场，拉动了一批海外领军人才带着先进技术落地进行孵化，同时孵化出的新技术催生出一批新业态，吸引带

动产业转移。

2. 分工重塑力

企业为了充分利用区域间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

造和组装的部分转移出去，以实现经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促进区域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

价值链分工（刘友金和胡黎明，2011）。与传统产业转移模式转出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环节不同，跨区域科

技成果转化会出现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转移，更重视企业、研发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协同合作。区域

分工层面，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对东部、西部等各大区域进行了各自的分工定位，随着东部

地区加快实施“腾笼换鸟”进程，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转移。价

值链分工层面，针对新能源汽车、算力等具体产品和服务，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把主导企业的研发和制造、销

售环节等价值链环节分区域布局完成了价值链跨区域重组，促进了产业转移。产业链分工层面，龙头企业在

自身价值链上的选址布局为转入地带来经济外部性，形成新地域的产业集聚动力，推动产业要素跨区域重组

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式（宋炳林，2014）。

增量产能转移模式中，弗迪电池和宁德时代依托总部经济模式，将先进技术成果转移到靠近要素市场和

产品市场的地方进行转化，建立生产基地生产升级后的产品并进行销售，将研发、制造和销售环节分离，实现

了价值链跨区域重组。算力数据转移模式中，腾讯将数据中心产业转移至贵州，实现了数据中心产业和其他

产业分离式发展的产业链分工。延链协同转移模式中，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落地后与转入地先进制造业深度

融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成果孵化转移模式中，各大院

所依托自身丰富的创新资源，与其他地区进行产学研合作，将科技成果进行孵化，实现了东部发达地区创新

资源和西部地区市场优势协调配合的区域分工。

3. 制度作用力

政府通过出台鼓励性或限制性政策影响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等因素改

变企业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成本，引导企业将先进科技成果进行跨区域转移转化，促进企业按照规划进行有序

的转移。与传统描述跨国产品技术梯次转移的雁阵模式不同，国内跨区域技术成果转化带来的产业转移伴

随最新技术成果的扩散，这主要得益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下“统一大市场”系列制度建设。制度作用力一是

提供政策引导支持。国家层面，政府通过出台发展政策赋予区域间不同的发展定位来促进区域间的产业转

移。“东数西算”工程通过有序引导数据中心向规划范围内的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布局，严格限制在其他区

域布局，对带动数据中心产业链上下游产业转移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国发〔2022〕2号文件中指出支持

贵州布局建设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设备等产业备份基地，赋予了贵州打造产业链备份基地的分工定

位。地方政府层面，政策支持是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界参与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动力（李培楠等，2013）。重

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为落地科研院所积极提供基金补贴和政策便利，引导科学研究与产业需求实际相结合，已

有序引进落户了 49家科研院所，促进了产业集群式发展。制度作用力二是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宜宾市着

力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环境，并以宁德时代为核心加快完善动力电池产业及其核心配套项目，有效

带动了动力电池产业集聚发展；成都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改善创新环境，使得海外领军人才

加速回国创业并孵化出一批新的企业，催生出一批新业态，促进了产业转移。

增量产能转移模式中，璧山正在加快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配套政策较为完善，宜宾也出台政策促进

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多项优惠政策和较为完善的营商环境推动了比亚迪和宁德时代将动力电池生产基地落

地。算力数据转移模式中，璧山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重庆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之一，贵州在建设国家算力

枢纽节点，政策推动力较大，有效促进了数据中心产业向璧山和贵州转移。延链协同转移模式中，重庆正在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大力推进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了一批生产性服

务企业落地。成果孵化转移模式中，两江协同创新区位于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内，是建设西部（重

庆）科学城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有效带动了相关研究院和企业的落地。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近年来部分西部省市承接的典型产业转移项目弗迪电池、宁德时代等 8个企业案例和重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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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协同创新区 1个企业集群案例形成的 6万余字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程序编码方法，提炼出 4个典型转移模

式，并构建出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转移的实现路径模型。本文可能的理论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

点。一是拓展了产业转移现象的理论刻画，针对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转移的产业实践和政策实践，

在产品生命周期、标准化技术转移等经典模式基础上，提出了增量产能转移、算力数据转移、延链协同转移和

成果孵化转移 4个构念来刻画产业转移新模式，丰富了产业转移模式相关的理论认识；二是拓展了产业转移

规律的理论阐释，针对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如何促进产业转移，在交通区位、要素成本、根植性等“推拉力”经

典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市场驱动力、分工重塑力和制度作用力三个核心动力，丰富了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相关

的理论解释。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推动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转移，西部地区承接地可以从以下 4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大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吸引承接增量产能转移。做好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批国家

级产业备份基地引导战略转移，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挖掘资源优势，加大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围绕增

量产能、增量市场、新机构、新业态开展战略合作，做大“增量”，避免争夺“存量”。

二是做好算力需求保障，布局承接算力数据转移。加快“东数西算”工程国家算力枢纽建设，引导数据中

心建设与算力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区域间能耗指标管理机制，提高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效率，增强对东部地区

算力和数据转移的承载能力。

三是持续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加快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延链协同转移。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构建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注重引进与本地优势互补的生产性服务企

业，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四是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大承接成果孵化转移。围绕解决利益分配焦点问题，完善相关机制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视科学研究与产业需求对接，加强产业导向型基础研究，建立多层级孵化转化体系，

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创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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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s of Industrial Transfer：Exploratory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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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uiding the rational transfer of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trans‐region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recent years，but 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in it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Using the multi‐cas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and cases of typical projects undertaken by some western cities in recent years，the new patterns and
core driving force we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region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er，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new patterns，namely incremental capacity transfer、computing
power data transfer、extended chain collaborative transfer and achievement incubation transfer. The driving force mainly comes from
market driving force，labor division remodeling force and institutional force. Furthermore，the realization path model of trans‐region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er was presented. Finally，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ath suggestions for the western region to undertake the practi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through trans‐region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re proposed.
Keywords：trans‐region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industrial transfer；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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