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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打破区域、产业及行业间的限制和束缚,实现跨界融合,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已成为北京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机遇。 该文结合具体案例,提出充分利用以北京为代表的创新

资源优势,同时推动创新驱动、协同发展两大战略,实现长江经济带与北京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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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驱动,协同发展是国家大战略

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一届领

导集体依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又相

继提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建设“一带一

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三大战略交汇了国家发展理念、国内区域协同发展

和新型全球治理战略的构想,是真正的大战略。
作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周边外交的大手

笔,“一带一路”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从世界地

图看,“一带一路”南北两线连接了亚太经济圈和欧

洲经济圈。 据统计,仅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总额的 55%左右,拥有世界

总人口的大约 70%和世界已探明能源资源的 75%
左右。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再加上世界最有竞争

力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一带一路”有望成为世界

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和新全球化

时代背景下的经济大动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多为新兴经济体或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普遍

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时期,同样,国内的西北地区、
东南地区都还欠发达,区域发展存在巨大落差,发展

愿望强烈。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涉及 9 个省 2

个直辖市,贯穿中国沿海和内陆,不仅把东、中、西三

大地带连接起来,还连接着京沪、京九、京广等南北

铁路干线,在重庆、四川、云南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重

合,从而承东启西、辐射南北,是缩小地区差距、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其中,重庆是两带建设

的枢纽,向西北通过“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

道,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有效平台;向东通过

长江黄金水道贯通长江经济带;向西南通过云南和

滇缅公路直达中印孟缅经济走廊,连接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 通过重庆枢纽作用的发挥,可使“长江”
携手“丝路”构建出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大格局。

协同发展战略应努力使生产要素摆脱行政区划

束缚,在更大的空间内进行流动和组合。 古代丝绸

之路以打通交通、贸易通道带动区域间的交流、交往

实现协同发展。 而今天,在全球产业技术革命浪潮

中,创新驱动战略成为全球共识,必须放弃以推销廉

价商品和获取资源为目标的旧模式,以创新驱动为

着力点,以互利共赢为着眼点,在更宽的领域、更广

的范围、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在科技创新、战略能源、
经济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推进全方位合作,推动资

源要素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不同的国家

和地区之间建立联系,共享人才、资本、技术、市场等

要素,建立和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区

域之间的经济实现优势互补,互通有无。 让协同创

新成为协同发展的核心理念。

2 北京在国家新战略中的新使命和新机遇

2. 1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今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

时强调,北京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

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

中心的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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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北京的新定位、
新要求,是北京的新使命和新机遇。 北京有基础、有
条件,更有责任在服务国家创新战略方面有更大的

担当、更大的作为。 为此,北京要担当好科技创新引

领者、高端经济增长极、创新创业首选地、文化创新

先行区和生态建设示范城等“五种责任”。
2. 1. 1 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率先成为科技创新引领者

以全球视野谋划,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提高重大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 积

极争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北

京布局。 紧紧围绕国家创新战略,部署一批前沿性、
探索性技术研发,产生一批标志性技术甚至颠覆性

技术,实现从“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跨越,建设全

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1. 2 着力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切实打造高

端经济增长极

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以资金链来支撑创新链、
引导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构建与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相

匹配的“高、精、尖”经济结构,做强“北京创造”和
“北京服务”品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让先

导技术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源动力”,让互

联网大数据技术成为现代服务业重构和商业模式创

新的重要支撑。
2. 1. 3 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营造良好政策环

境,努力建设创新创业首选地

弘扬中关村创新文化,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的社会氛围,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服务环境,汇聚全球

高端人才。 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促进社会

资本与科技创新深度对接。 不断完善全社会参与的

创新创业服务体系,鼓励公众参与创新,营造良好的

创新生态环境,把北京建设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的首

选之地。
2. 1. 4 着力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发展,加快构建文

化创新先行区

发挥全国文化中心作用,实施文化科技融合与

创新工程,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提高重点

文化领域的科技支撑水平;推进国家级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设
计之都”建设,提高“北京设计”的核心竞争力和品

牌影响力。

2. 1. 5 着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全力打

造生态建设示范城

围绕大气污染治理、交通管理、水环境建设、食
品安全等可持续发展和重大民生需求,学习国际成

功经验,携手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为破解生态环境难

题提供先进理念和科技支撑,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

经济发达、社会健康、生态良好的国际示范城市。
2. 2 以协同创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产业间的界限渐趋模糊,出
现了产业、行业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又使区域间合作交流不断加

强,行政区划界限逐步淡化。 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

首要关注的是沿线城市,但不能只局限在沿线城市

中,要用好全球资源,用好全国资源。 北京是首都,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还是国际科技创新资源

聚集地和重要的国际技术转移的枢纽,正在全力打

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创新网络重要节点,提升在

全球创新版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为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北京不仅要为京津冀发展做支撑,还应该

成为以协同创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龙头。 打破区

域、产业及行业间的限制和束缚,实现跨界融合,以
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已成为北京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机遇。

3 以协同创新实现全线共赢

充分利用以北京为代表的创新资源优势,同时

推动创新驱动、协同发展两大战略,长江经济带就会

形成协同创新全线共赢的大格局。
3. 1 资源共享、互联互通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有必要

通过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现资源共享与互联互通,
从而填补不同地区间的发展鸿沟。 长江经济带的

上、中、下游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梯度和要素禀赋差

异,产业能级沿长江流向呈现递增趋势,要素丰裕度

则沿长江流向递减。 优质科教资源大都集中在上

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特大型城市。 “长江经

济带”的发展需要经济带内部优势互补,更需要经

济带与北京创新资源跨区域共享、合作。 可以通过

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创新资源共享,“不为所有、但
求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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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科技资源开放

共享的“北京模式”
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作为科技创新的基础性条

件,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一系列制度创

新,实现了对在京高校院所企业科技资源的有效整

合、高效运营和市场化服务,为全社会特别是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 自 2009 年

以来共促进首都地区 676 个国家级、北京市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中心,价值 192 亿元,3. 8 万台(套)仪
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共享,促进了 500 多项较成熟的

科研成果转移转化,聚集了包括两院院士、长江学者

等高端人才在内的 9 000 多位专家,形成了仪器设

备、数据资料、科技成果和研发服务人才队伍共同开

放的大格局。 仅 2013 年北京市就有 1 万余家企业

享受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的各类服务,服务合同额达

18 亿元,其中测试 4 亿元、联合研发 11 亿元、技术

转移 3 亿元,在服务企业不同层次创新需求的同时,
也提升了首都创新的内生动力。 目前首都科技条件

平台已在天津、河北、贵阳、内蒙、银川等地开设服务

窗口,效果良好。
3. 2 市场协同、产业分工

协同创新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各种行政壁

垒,推动相关各省市间的协调合作,形成统一的市场

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
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但“协同”不是趋同,避免

产业、园区的简单复制和同构性、同质化发展,要发

挥各自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一体

化”不是同样化,不能拉高就低,要充分利用长江经

济带的发展愿望、工业基础、市场潜力形成内部分工

合作,有效引导产业集群协同发展,避免“高端产

业、低端环节”和“低端过热、高端不足”的倾向。
【案例 2】实施长江经济带产业合理转移新布局

(引自《创新》2014 年 5 月)
从产业定位来看,上、中、下游各具特色,转型升

级的方向也不太一样。 长三角作为长江下游地区,
经济发达,科技实力雄厚,改革开放较早,应该成为

高科技研发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和高端产业、总部经

济的集聚地;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基础,产业配套能力比较强。
而且区位条件好,交通四通八达,物流成本低,应将

其打造成中国的制造业中心;上游地区资源丰富,经
济欠发达,应依托资源加快科学发展,以资源型产业

为主体,对资源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

值。
从产业分工合作方面来看,要发挥好各地产业

发展的基础优势,推进沿线产业梯度转移,也要在局

部地区和若干领域实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率先

突破,加快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合理、集约高效、互动

共赢的产业分工合作态势。 同时,随着铁路、水运、
航空等交通的无缝对接,加上中上游地区的自然资

源丰富、本身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能够主动承接长

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 另一方面,通过技术

的引进,促进内陆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
从高耗能向低耗能低污染产业升级。

创新本身是个系统工程,协同创新不能仅仅关

注科技成果和研发合作,更应该关注要素市场培育。
只有充分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创新要素才

能加速流动,创新才能高效。 “长江经济带”要加快

高端要素市场建设,在区域内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
还要与北京等创新要素富集地区的市场开展深度合

作。 一方面,从在产业分工上看,京津冀协同创新高

端、原创性研发设计在北京;另一方面,北京高端要

素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不断强化,通过建立面

向全国的新技术新产品(服务)采购平台,促进技

术、产品和服务等各种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

置。 “长江经济带”可以积极承接北京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带动经济转型升

级。
【案例 3】北京技术市场———科技成果转化的

“北京模式”
北京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从 2010 年的 1 579. 5

亿 元增长到2 0 1 3年的2 8 5 1 . 2亿元 ,年均增长

21. 8% ,实现技术交易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从 2010 年的 9. 0%增长到 2013 年的 9. 4% 。 近 4
年来,北京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国的比重保持

在 40%左右,北京流向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

市比重的 55%左右,出口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市比

重的 20%以上。
北京输出到长江经济带技术合同成交额从

2010 年的 248. 4 亿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507. 9 亿元,
平均年增长 26. 9% ,占北京流向外省市技术合同成

交额比重的 30%以上。
这体现出创新驱动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也

反映了北京创新成果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贡献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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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3. 3 让资本为智力打工

北京在加快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中已取

得显著成效,目前资本市场资金充裕,创业投资活

跃。 截至 2014 年 5 月底,中关村在新三板挂牌和通

过 备 案 的 企 业 总 数 达 3 0 7家 ,占 全 国 总 数 的

35. 9% ;上市公司总数达到 242 家,接近美国硅谷地

区上市公司总数 250 家,IPO 融资总额近 2 200 亿

元,其中在创业板上市 64 家,占全国七分之一。 与

此同时,投资案例和金额均居全国首位。 据市场机

构统计,截至 2014 年上半年,北京地区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机构总数 915 家,管理资本总量 1. 14 万亿元

人民币。 仅战略性新兴产业,北京地区股权投资案

例数在全国占比就占 40. 6% ,金额占比为 60. 0% 。
中关村地区发生的创业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占全国

的三分之一左右。
科技是“信号源”,金融是“放大器”。 毋庸置

疑,协同创新需要资本的支撑,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创

新的价值发现,加速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能量释放。
离开了创新活动、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资本找不

到“信号源”,就无法发挥“放大器”的作用;反之,科
技创新离开了金融资本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放大作

用,不能迅速发展。 长江经济带与北京合作可以引

导在北京聚集的全球资本追随着“信号源”成为“放

大器”。 在技术转移中,不断深化金融创新,鼓励和

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研发、转化、交易、服务等各个环

节,创新商业模式,让资金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与配

置,更好的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使资本将

随着科研项目、产业园区及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交易等渠道加速在区域间流动,形成技术、资本融会

贯通的生态系统。
以协同创新推动协同发展,打破传统的以行政

区划为界线的分割式治理体系,绘制经济科技合作

新版图,激发创新驱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互惠共赢

的基础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处于转型期的中

国探索出区域发展的全线共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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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nd Win-win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jing and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YAN Aoshuang
(Beijing Municipal Science & Technology Commission, Beijing100195, China)

Abstract: Beijing is facing with new the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
ment and create sci-tech innovation center by breaking the limits of industries and regions as well as operating un-
der global vis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proposal on cooper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strategies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and synerget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nergetic development;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Bei-
jing; proposal o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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