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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双碳”目标下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及其矫正∗

任 晓 莉

摘　 要：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区域创新成为我国深入实施国家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成为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国区域创新建设已取得显著

的成效，但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 缓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推
进符合“双碳”目标要求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需要更新认识，跳出狭隘的区域创新理念；挖掘优势，选择符合本区

域的创新发展模式；调整政策，形成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格局；突破障碍，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体系；积极

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深化改革，完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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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２０３５ 年温室气体稳中有降，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温室气体中和。 这是我国基于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２０２１ 年是“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我
国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求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

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那么，“双碳”目标下，
我国区域创新有哪些新特点新成就？ 当下我国区域

创新发展不平衡有哪些表现？ 如何辨识区域创新发

展不平衡的相关问题？ 如何在有利于促进碳中和实

现的前提下，缓和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并促进

我国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 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

们作出回答。

一、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分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我国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 （以下简称《创新战略》）。 《创新战略》

作为新时代我国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对我国的区

域创新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推动我国区域创新取

得了新进展，并在前沿基础研究、新兴技术商业化应

用等部分领域实现了新突破。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

与东北地区科技进步明显，四大经济板块创新能力

显著提升。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２０２０》数
据显示，２０１８ 年，我国四大板块发明专利申请量分

别达到 ８９６５ 万件、２６５６ 万件、１７０４ 万件与 ４８０ 万

件。 ２０１９ 年，我国有 ４４ 座城市（包含港澳台地区）
跻身全球创新城市 ５００ 强，较 ２０１５ 年增加 １８ 个；四
大经济板块入围城市数量分别为 ２４ 个、５ 个、５ 个与

４ 个。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重点城

市群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北京、上海、深
圳等城市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初步显现。
深圳市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在“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排名中由 ２０１５ 年

的第 ７５ 位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第 ５３ 位，评级也由区域性

创新枢纽（ＨＵＢ）跃迁为全球创新支点，在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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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Ｇ、新型金属材料等前沿领域均处于全球第一梯

队。 我国多层级、多维度的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建设

工作迅速铺开，成为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

支撑，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持续加深。 截至目前，
我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量已达到 ２７ 家，国家级

高新区数量扩大至 １６９ 个。 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的特色创新平台相继设

立。 浙江、湖南、上海等多个省市基于自身创新资源

禀赋，集结优势科研力量，以政产学研协作为基础，
启动了国家实验室建设。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辉煌

的，也是令人振奋的。 但是，我国区域创新发展还存

在着许多问题，特别是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比

较突出，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影响了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进而影响了我

国创新驱动发展所赋予其应承担的重任的完成。
一个区域的创新能力乃至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

其所具有的创新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几个最为核心

的创新要素是研发投入、科研人员、科研机构、高等

学校、发明专利、高技术企业以及企业创新情况。 以

部分典型直辖市和省级行政区为切入点可以对我国

各区域的创新要素不平衡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一般

来说，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与创新要素富集度排名相

关性较强，但也不尽然。 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

澳和成渝四大科学中心是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

最为集聚的地区，但是，其内部也存在着创新要素发

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为了分析最具创新能力区

域内部的差异，我们将河北作为考察对象之一。 此

外，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为了集中说明问题，我们对省

级行政区的选择集中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多年以来

排名居全国前五的几个省份，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

的省（市）作为分析对象。 由于中部六省是我国由

经济大国迈向发达国家的中坚力量，是解决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同时也是人

口众多、优质高校多、高层次人才多的地区，我们也

选择了湖北作为分析研究对象。
表 １　 相关年度典型省（市）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投入及强度比较

地区 ２０１８ 年政府研发
投入（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９ 年

Ｒ＆Ｄ 经费投入
强度（１） 以全国为 １ Ｒ＆Ｄ 经费投入

强度（２） 以全国为 １

２０１９ 年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比
２０１２ 年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增加

强度（２－１）

北京 ９２０．５７ ５．５９ ２．９２ ６．３１ ２．８３ ０．７２
上海 ４７１．２５ ３．１９ １．６７ ４．００ １．７９ ０．８１
广东 ２８７．６８ ２．１７ １．１４ ２．８８ １．２４ ０．７１
江苏 ２５３．９３ ２．４０ １．２６ ２．７９ １．０４ ０．３９
山东 １３６．５６ ２．３８ １．５６ ２．６８ １．０７ ０．３０
浙江 １１３．８９ ２．１０ １．１０ ２．６８ １．２０ ０．５８
河南 ６０．４ １．０７ ０．５６ １．４６ ０．６５ ０．３９
湖北 １７６．１８ １．７０ ０．８９ ２．０９ ０．９３ ０．３９
河北 ６８．１６ １．０６ ０．５５ １．６１ ０．７２ ０．５５
全国 １．９１ ２．２３ ０．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１．区域之间 Ｒ＆Ｄ 投入及强度差距分析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强度是研发经费

支出与 ＧＤＰ 之比，是国际上用于衡量一国或一个地

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

区域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８ 年，在所选省（市）中，政府研发投入排名第一

为北京市，为 ９２０．５７ 亿元，最后一名为河南省，只有

６０．４ 亿元，北京政府研发投入是河南的近 １６ 倍，如
果算上人均的话，差距会更大。 从经费投入强度来

看，２０１９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投入

总量为 ２２１４３．６ 亿元，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为 ２．２３，比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９１ 增加了 ０．３２。 在选取的 ９ 个省（市）
中，北京的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最高，排在首位，８ 年

间提升到 ６．３１，增加了 ０．７２，为全国平均增加强度

０．３２的２．２５倍。 上海 ８ 年间提升的强度为 ０．８１，排在

第二位，虽然高于北京的 ０．７２，但 ２０１９ 年经费投入

强度最高为 ４．００，强度较北京低 ２．３１。 河南、湖北、
河北三省经费投入强度多年来都在全国平均线以

下。 只有超出 ２％的经费投入强度，才表示创新从

引进模仿阶段迈向自主创新阶段，因为基础研究经

费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助于从源头上提升原始创新

能力，已从许多国家创新发展经验中得到验证。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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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虽然从全国来看，在信息技术、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的今天，我国已经从引进模仿阶段迈向自主创新

阶段，但还有一些省份欠缺这样的条件和基础。
经济发展总量排名前 ４ 位的广东、江苏、山东、

浙江，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相差无几，而经济发展总

量多年排名第 ５ 位的河南，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与前

４ 位省份和北京、上海相比，差距比较大。 这是因

为，虽然 ＧＤＰ 排名前位，但是河南的人均 ＧＤＰ 却排

名靠后。 人均数据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的水平，与规

模无关。 虽然总量对于地区发展意义很大，但人均

才是一种最真实的数据体现。 ２０２０ 年，人均 ＧＤＰ
十强省份依次是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山东、陕西、

内蒙古、湖北、安徽以及湖南。 河南作为我国 ＧＤＰ
总量第五名的强省，人均 ＧＤＰ 中出局前十，所以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与前六位省（市）差距比较大。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９ 年北京的（Ｒ＆Ｄ）经费投入强度分别

为河南的 ５． ２２、４． ３２ 倍，为京津冀地区的河北的

５．２７、３．９２ 倍。 经费投入的增加，是我国科技进步和

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体现，展现的是科技创新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壮大经济新动能方面发挥的关键作

用力。 上面的分析说明：一方面，我国区域创新存在

着较大的地区差距；另一方面，即使在创新能力比较

强、创新比较活跃的区域内部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

和差距较大的问题。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研究与开发机构与 Ｒ＆Ｄ 人员差距分析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
数量（个）

每万人 Ｒ＆Ｄ 机构
数量（个 ／ 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人）

每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

研究与实验发展（Ｒ＆Ｄ）社会总人数

总数（人） 每万人 Ｒ＆Ｄ 人员
数量

北京 ２１５４ ４９ ２．３ ５５３５ ２．６ ４６４１７８ ２１５．４
上海 ２４２８ ７８ ３．２ ４８６８ ２．０ ２９３３４６ １２０．８
广东 １１５２１ １６２ １．４ １２４６２ １．１ １０９１５４４ ９４．７
江苏 ８０７０ ９８ １．２ ６２４３ ０．８ ８９７７０１ １１１．２
山东 １００７０ １７３ １．７ ８１０１ ０．８ ４４２２３３ ４３．９
浙江 ５８５０ ８０ １．４ ４６１４ ０．８ ７１３６８４ １２１．９
河南 ９６４０ １０２ １．０ ３５４４ ０．４ ２９６３４９ ３０．７
湖北 ５９２７ ７３ １．２ ２８３４ ０．５ ２８５５０７ ４８．１
河北 ７５９２ ６６ ０．８ ２１８６ ０．３ １８３１５１ ２４．１
全国 １４０００５ ２４９１ １．８ １１５１１０ ０．８ ７１２９２５６ ５０．９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２．区域之间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拥有量差距

分析

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是区域创新的核心要素。
当今世界，人力资本和人才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

愈加凸显，而在 Ｒ＆Ｄ 中，我国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

“人才红利”可观。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从国际上通

用的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全时当量来看，我国

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人员全时当量达到 ４８０．０８
万人；按照从事的研究类型来看，基础研究 ３９．２０ 万

人，应用研究 ６１．５４ 万人，试验发展 ３７９．３７ 万人，从
事技术转化工作的人才储备充足，从事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的人才有待进一步积累。 整体来说，我国

Ｒ＆Ｄ 人力资本储备尚可，但是如表 ２ 所示，分区域

来看，我国也存在着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不平衡、区域

差距明显的问题。
其一，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的机构与人员拥有

量普遍不高。 ２０１９ 年，我国地方部门属 Ｒ＆Ｄ 的机

构总量为 ２４９１ 个，平均每万人拥有 １．８ 个 Ｒ＆Ｄ 机

构；Ｒ＆Ｄ 人员总量为 １１５１１０ 人，平均每万人拥有０．８
个 Ｒ＆Ｄ 人员；Ｒ＆Ｄ 社会总人数为 ７１２９２５６ 人，平均

每万人拥有 ５０．９ 个 Ｒ＆Ｄ 人员。
其二，地区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与人员拥有量

不平衡现象明显。 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人均拥有

量只有北京、上海高于全国平均量，平均每万人分别

拥有 ２．３ 个和 ３．２ 个 Ｒ＆Ｄ 机构，其他省份均低于全

国平均量；地方部门属 Ｒ＆Ｄ 机构人员人均拥有量只

有北京、上海和广东高于全国平均量，平均每万人分

别拥有２．６、２．０、１．１ 个 Ｒ＆Ｄ 人员，其他省份或与全

国平均量持平（３ 个省份）或低于全国平均量（３ 个

省份）。
其三，省（市）之间和创新中心内部（如京津冀

内部）Ｒ＆Ｄ 机构与人员拥有量差距明显。 地方部门

属 Ｒ＆Ｄ 机构和人员人均拥有量最高的分别是上海

（万人均 ３．２ 个）和北京（万人均 ２．６ 人），分别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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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万人均 ０．８ 个、万人均 ０．３ 人）的 ４．０ 倍和约 ８．７
倍、河南（万人均１．０个、万人均 ０．４ 人）的 ３．２ 倍和

６．５倍。 全社会 Ｒ＆Ｄ 人员人均拥有量前三位的分别

是北京（万人均２１５．４人）、浙江（万人均 １２１．９ 人）和

上海（万人均１２０．８人），后四位的分别是河北（万人

均 ２４．１ 人）、河南（万人均 ３０．７ 人）、山东（万人均

４３．９ 人）和湖北（万人均 ４８．１ 人），均低于全国的平

均值（万人均 ５０．９ 人）。
表 ３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高等学校及其 Ｒ＆Ｄ 人员及科技产出

地区

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 Ｒ＆Ｄ 人员 高等学校科技产出

总数（所） 每万人学校数
量（所 ／ 万人） 总数（人） 每所高校 Ｒ＆Ｄ 人员

数量（人 ／ 所） 发表科技论文（篇） 有效发明专利（件）

北京 ９３ ４．３ １２８１４６ １３７７．９１ １３１１１８ ５９４９８
上海 ６４ ２．６ ６９７６１ １０９０．０１ ９７９４３ ２５９９１
广东 １５４ １．３ ８３３５１ ５４１．２４ １０６１７２ ２０９３８
江苏 １６７ ２．１ ９４７５５ ５６７．３９ １４１２４７ ５５１９９
山东 １４６ １．４ ６６３４１ ４５４．３９ ７５３５７ ２３０９１
浙江 １０８ １．８ ６７４１２ ６２４．１６ ５７７７３ ３３０４７
河南 １４１ １．４ ３７７４３ ２６７．６８ ５０２３５ ９９７５
湖北 １２８ ２．２ ５５４５７ ４３３．２５ ８００７１ ２１２４３
河北 １２２ １．６ ３６０１７ ２９５．２２ ３５３２３ ４７６９
全国 ２６８８ １．９ １２３３１８０ ４５８．７７ １４４７６６３ ４１４０３２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３．区域之间高等院校及科研人员和科研产出差

距分析

高等院校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和发展潜

力的重要标志，是创新型人才培养和输出的孵化器，
也是创新性成果输出的基础和土壤。 当前，我国高

等教育虽然办学规模和年毕业人数已居世界首位，
但区域之间高等院校的规模和质量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的供

给，影响着各地区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 从表 ３ 看，
２０１９ 年，全国拥有 ２６８８ 所高校，高校 Ｒ＆Ｄ 总人数

为 １２３３１８０ 人，每所高校平均拥有 ４５８ 位 Ｒ＆Ｄ 人

员，发 表 科 技 论 文 １４４７６６３ 篇，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４１４０３２ 件。 在所选省（市）中，每万人拥有高校最多

的省（市）是北京，达 ４．３ 所 ／万人。 北京全部高校拥

有 Ｒ＆Ｄ 人 员 １２８１４６ 人， 占 全 国 １２３３１８０ 人 的

１０．３９％。 北京平均每所高校拥有 １３７７．９１ 位 Ｒ＆Ｄ
人员，全部高校发表科技论文 １３１１１８ 篇，占全国总

量的９．０６％；有效发明专利 ５９４９８ 件，占全国总量的

１４．３７％。 每万人拥有高校量居后三位的省（市）分
别是广东、山东和河南，分别为 １．３、１．４、１．４ 所 ／万
人，只有北京的 ３０％左右；高校拥有 Ｒ＆Ｄ 人员居后

两位的省份分别是河北、河南，分别为３６０１７、３７７４３
人，只占全国的２．９２％、３．０６％；平均每所高校拥有的

Ｒ＆Ｄ 人员，河南居最后一位，只有２６７．６８人 ／所，仅
占北京的２１．４％、全国平均水平的５８．２５％，与人口大

省的地位极不相称；发表科技论文最少的省份是河

北省，只有 ３５３２３ 篇，只有北京的 ２６．９４％，只占全国

总量的 ２．４４％；有效发明专利最少的也是河北省，只
有 ４７６９ 件，占全国总量的 １．１５％，与北京相比，差距

巨大，说明京津冀虽然贵为全国四大科创中心之一，
但内部差距极大，不平衡问题严重。

表 ４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国内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

地区
国内专利申请 国内专利授权

数量（件） 占全国（％） 数量（件） 占全国（％）
北京 ２２６１１３ ５．３９ １３１７１６ ５．３２
上海 １７３５８６ １１．６１ １００５８７ ４．０５
广东 ８０７７００ １９．２５ ５２７３９０ ２１．３１
江苏 ５９４２４９ １４．１６ ３１４３９５ １２．７１
山东 ２６３２１１ ６．２７ １４６４８１ ５．９２
浙江 ４３５８８３ １０．３９ ２８５３４２ １１．５３
河南 １４４０１０ ３．４４ ８６２４７ ３．４８
湖北 １４１３２１ ３．３７ ７３９４０ ２．９９
河北 １０１２７４ ２．４１ ５７８０９ ２．３３
全国 ４１９５１０４ ２４７４４０６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４．区域之间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差距分析

专利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科技创新为

核心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由于大部分创

新发明可以申请专利，并且大部分专利是伴随着经

济用途而产生的，所以专利数量不仅能在宏观或微

观的不同层面反映国家或企业的发明创新活动以及

研发产出、知识产权的拥有量、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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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地位，也能较好地反映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部门或技术开发部门的发明和

创新活动状况，从而通过专利数量评估其技术发展

现状，跟踪和预测技术发展的趋势，帮助人们了解相

关产业和技术领域中企业或国家的技术活动及战略

布局，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参考，为企业的决策

者把握特定技术的开发、投资方向以及制定企业专

利战略等方面提供依据。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我国发明

专利数量居前几位的企业分别是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京东方科技集团、ＯＰＰＯ 广东移动通信和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等。 从表 ４ 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９ 年，
在所分析的省（市）中，广东、江苏两省国内专利申

请数最多，分别为 ８０７７００、５９４２４９ 件，分别占全国的

１９．２５％、 １４．１６％； 两省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数也分

别排第一和第二位，分别为 ５２７３９０、３１４３９５ 件，分别

占全国的 ２１．３１％、１２．７１％。 尤其是广东省，无论是

国内专利申请数还是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数，都居

我国第一位，不愧创新型大省称号。 而河北、湖北和

河南位居后三位，专利申请数分别只占全国的

２．４１％、３．３７％和 ３．４４％，获得专利授权数分别只占

全国的 ２．３３％、２．９９％和 ３．４８％，与创新强省广东省

相比，差距很大，专利申请数分别只有广东省的

１２．５２％、１５．５３％和 １７．８７％，获得专利授权数分别只

有广东省的 １０．９３％、１４．０３％和 １６．３３７％，说明其创

新的竞争力和活力比较低。 联系到表 ３ 中高校数量

排名，广东省每万人拥有高校的比例低于上述三个

省，也可以得出结论，高校的数量并不一定和创新实

力成正比，高校的质量和其他因素也可以产生很大

影响，需要我们综合考量。
表 ５　 ２０１９ 年典型省（市）高技术企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动

地区

高技术产业生产经营情况 规模以上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企业数（个） 营业收入
（亿元）

企业平均收入
（亿元 ／ 个）

开展创新活动
企业数（个）

开展创新合作的
企业数（个）

创新合作企业占
全部企业的比重（％）

北京 ８５３ ５８５０ ６．８６ １２６９０ ５３０２ １８．８
上海 １１１１ ７４３８ ６．６９ １３０６３ ６１５７ １８．７
广东 ９５４２ ４６７２３ ４．９０ ５６４１９ ２６７９９ ２３．３
江苏 ５１１１ ２３９６４ ４．６９ ４８９７３ ２２７３８ ２５．７
山东 １５６４ ５９１１ ３．７８ ２２６２３ ９６９３ １８．３
浙江 ３１５０ ８３８４ ２．６６ ４２２０３ ２２４１９ ２７．５
河南 １１０６ ６１１８ ５．５３ １５１５０ ５９９９ １５．０
湖北 １２３０ ４４３４ ３．６０ １４５３５ ６４９２ ２１．２
河北 ６７０ １５７６ ２．３５ ９１３５ ３６３１ １５．８
全国 ３５８３３ １５８８４９ ４．４３ ３６３４２２ １６４１８３ ２０．４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５．区域之间高技术产业及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

动差距分析

高技术通常是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的技

术，具有技术变化快速、产品寿命周期短、产品性能

和工艺技术改进快等特点，高技术处于不断完善、不
断发展的过程中，因而高技术产业的基本特征就是

创新性。 其创新性一旦被市场所接受，不仅能带来

高收益，也推动着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从而加

速推动着全社会的创新进程，所以，高技术产业是一

个国家或区域创新实践的重要载体和创新能力的重

要体现。 从表 ５ 看，２０１９ 年，我国拥有 ３５８３３ 个高

技术企业，营业收入为 １５８８４９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

开展创新活动的有 ３６３４３３ 个。 在我们所分析的省

（市）中，拥有高技术企业数量最多、企业营业收入

最高的省份是广东省，分别为 ９５４２ 个、４６７２３ 亿元，

分别占全国的 ２６．６３％、２９．４１％，企业平均收入为 ４．９
亿元，高于全国 ４．４３ 亿元的平均数。 拥有高技术企

业数量最少、企业营业收入最低的省份是河北省，分
别为 ６７０ 个、１５７６ 亿元。 河北高技术企业数量、企
业营业收入只有广东省的 ７．０２％、３．３７％，只占全国

的 １．８７％、９．９２％，企业平均收入只有 ２．３５ 亿元，远
低于全国４．４３亿元的平均数。

以上我们通过特定区域的选择，用具体的量化

数据，分析了区域之间 Ｒ＆Ｄ 投入及强度差距、区域

之间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拥有量差距、区域之间高

等院校及科研人员和科研产出差距、区域之间专利

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差距、区域之间高技术产业及

规模以上企业创新活动差距等五个方面，从而全面

剖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现实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从

五个方面的分析来看，虽然我国部分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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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较快，但是地区间创新能力差距在日益扩大，区
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程度有所加深，区域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面临着挑战，到了需要重视研究和注意矫

正的程度。

二、“双碳”行动下矫正区域创新发展

不平衡需要澄清的几个认识问题

　 　 由于创新是一种持续漫长的把知识变成价值

的、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是从绵绵不断的创

意变成可以创造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产品体系的

过程，更是新思想产生，经过研发、制造、营销的系统

过程。 人类的美好生活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

量，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创新的竞争力的高低。
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早已意识到，只有创新才能不断

刺激和带动经济增长，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推动产业

结构的不断升级、提高国家竞争力，因此创新引致的

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被世界各国和

地区高度重视，而各国各地区由于创新的加速，都程

度不一地存在着区域创新的差异和不平衡问题，并
间接地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为了促进区域

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关注

区域创新的不平衡现象，缓和乃至矫正区域创新的

不平衡问题。 矫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问题其实是

一个缓和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过程，需要对区域

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有科学、准确、客观的认识，防
止对“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认识的偏颇，客观上需

要准确界定与“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相关的几个

问题，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需要澄清以下四个方面的

问题。
１．“双碳”行动对区域创新不平衡的形成有一定

的影响

一方面，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与区域创新和区域

发展密切相关。 国际组织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科
技创新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是解决碳达

峰、碳中和问题的关键，所以，碳中和本身也是一场

科技创新的竞赛。 早在 １９９０ 年，联合国启动了政府

间全球气候变化谈判，１９９２ 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７ 年通过《京都议定书》，２０１５ 年

达成《巴黎协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先

后实现了碳达峰，其中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其实现碳

达峰的重要支撑，因此，创新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的重要因素。 既然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世界各国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本质上是能源生产、
消费和科技革命，是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更多地

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支撑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需要，支撑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所以，“双碳”行动与创新密切相关，前
者的实现需要创新作基础，后者的进步可以加快前

者的实现。 另外，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已经成为我国

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在资源约束加剧、人口红利减

少、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创新驱

动解决发展转型问题，只有通过全面创新，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世界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区域已经被认为是创新

和创新生产最基础的网络节点，尤其是在企业、产业

和国家竞争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思想创造性

运用的时候。 但是，由于支持创新的能力存在着差

距，加上创新活动的地域化不断加剧，使本已存在着

的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越来越大，区域之间的创新能

力差距也越来越大。 在同一“双碳”目标下，由于区

域的创新能力不同，导致符合“双碳”目标的创新实

践活动也存在着差距。
２．矫正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并不等于实现区域

创新的同步同等发展

由于创新竞争力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
各区域经济地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有高有低、
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区域创新要素的布局和创新能

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区域中不可能存在创新能力绝

对同等水平、创新资源和要素绝对相等拥有、创新成

果和成就绝对一致的绝对均衡，而是相对均衡、相对

平稳、有先有后的发展。 所以，缓和并矫正区域创新

发展不平衡现象并不是要绝对完全地实现区域创新

的均衡发展，更不能强求同步同等发展。
３．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

而不是异态

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

态而不是异态，我们所要实现的是区域创新发展的

相对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让区域创新发展不

平衡发展到高度不平衡乃至失衡状态，从而造成创

新要素分布的过度分化和差距的过分悬殊。 由于经

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因此，在统一的经

济体内，如果各区域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差距过分悬

殊，就会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进而严重

２２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



影响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经

济社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区域创新发展的相

对平衡，可形成更多新的创新增长点、创新增长极，
从而在多区域推进科技创新并在其他各方面实现创

新，使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率先兴起、新动能加速形

成，从而使我国经济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在危机中寻

求转机、在转型中谋求发展，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４．缓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依靠创新

驱动不断促进区域发展的长期过程

缓和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目的是促进区

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允

许存在一定差距前提下的不断修正、不断实现共同

发展的、长期的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不足的短期原因之一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供

给结构老化。 要促使我国经济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

之路，一方面，需要加大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力度，引导社会和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持续不

断地创新引领供给结构升级，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

化，依靠创新驱动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从而不断提

高科技创新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需
要加快破解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制约

转型的难题，推动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加
大对创新能力不足地区的援助力度，调动发达地区

科技创新资源积极性。 这是一个长期、漫长而持续

的过程。

三、缓和并矫正我国区域创新发展

不平衡问题的对策建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

标，即到 ２０２０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 ２０３０ 年跻

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 ２０５０ 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

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就我国来

讲，我们现在进入向第二个目标迈进的时期，也就是

要努力赶超发达国家先进创新群体。 目前，我国的

创新正处在超越的转折点上，我国科技创新从整体

实力上已经逼近世界前 １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和成渝四大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工作正有条不紊地

向前推进。 但是，仅有四个创新中心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两个目标的实现，要求形

成多个创新的增长极，这就需要注意缓和乃至矫正

我国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区

域创新面临着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的发展

机遇：一方面，国家不断出台一些区域性的政策，全
力打造我国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力图形成若干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可复制可推

广的区域创新样板，并建设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另
一方面，各地区利用本地区特色资源和在全国创新

中的地位，不断推出各具特色、符合地方发展实际和

发展需要的创新政策和战略，希冀不断提升自身创

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驱动发展，通过深化改革带动

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经济发展新高地。 今后，
需要在符合“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持续推进我国的

区域创新发展，同时注意缓和并矫正区域发展的不

平衡问题，实现区域创新的协调和健康发展。
１．更新认识，跳出狭隘的区域创新理念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

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树立新发展理念，实
现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前提和基础是思想和观念

的正确、不走偏差。 为此，要防止两个方面的认识误

区：一是防止在区域创新中忽视碳达峰要求和碳中

和实现目标。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科技创新作

重要保障，同时，未来实现碳中和目标和发展方式的

根本性转变也需要创新作有力支撑。 所以，任何科

技创新目标的制订、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等都要以

实现“双碳”目标为基础和前提。 二是防止在思想

深处将区域创新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立起来。 一

般来说，人们对创新理念的理解是指企业或个人打

破常规，突破现状、敢为人先、敢于挑战未来、谋求新

境界的思维定势。 要正确处理其中的竞争与合作关

系。 由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各个国

家和各个区域之间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角逐、
争夺或竞争，而禀赋各异的各个区域又在忙着打造

自己的创新优势，所以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区域

创新发展中的竞争与合作对立起来，从而成为解决

区域创新不平衡问题的观念障碍。 应该认识到，竞
争确实能激发创新主体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但也容

易滋生不利于区域创新合作体系形成的行为后果，
从而损害各地区的创新发展，所以，区域之间的创新

发展既要有良性的竞争，更需要一种合力、一种互

动，相互包容，加强合作，协调运作，建立起相应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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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范和有效的区际协调机制，保证创新的健康

发展。
２．挖掘优势，选择符合本区域的创新发展模式

早在 ２０１２ 年，为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充
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中共

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

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建立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充分发挥地方在区域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 区域应根据

自身已有条件和潜在优势等具体情况，选择区域创

新发展模式，形成新的区域创新中心，寻求区域发展

的新动力，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达到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 如在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世界迎

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实现自身未来发展

是摆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和现实

课题。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中部地区要“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年底，中部六省没有一个省份的 Ｒ＆Ｄ 投

入及强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为了不辜负国家对中

部地区创新发展的厚望，中部六省纷纷提出了创新

发展的新目标。 河南要激活创新发展动力源，形成

一种新的创新生态；湖北要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湖南要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乘
势而上；山西要将“双碳”的战略导向和目标要求贯

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安徽要进一步发挥科教优势，推
进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江西要加大重大关键

技术攻关力度。 落后区域如果都能充分挖掘自己的

创新优势，不断增强创新的能力，提升创新的竞争

力，将会缓解我国区域创新的不平衡问题。
３．调整政策，形成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格局

政策支持是加快科技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条

件，也是调整创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手段。
一方面，创新资源的适度集中可以更好地发挥

聚集效应，有利于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创新成果的产

生；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需要更多有利于创新

增长极形成的创新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从而

避免区域创新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和差距的过分扩

大。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创新资源和要素过度集

中，有碍于创新驱动区域的协调发展。 如就高校及

科研机构的空间分布来说，全国知名重点院校及中

国科学院等国家级研究机构云集北京，创新资源过

于集中首都地区。 如果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调
整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配置格局，促进人力资源在区

域间的供给平衡，将有利于区域创新的协调发展。
再从推动区域创新中心形成的政策支持来讲，为了

实现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在推动区域创

新中心不断强大的同时，还要注意调节不同区域的

政策支持力度，将优惠政策适度向落后地区倾斜，鼓
励更多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相对落后的区域投资发

展，从而加速相对落后区域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

距，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
４．突破障碍，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

体系

为充分发挥我国一些地区创新能力水平高的科

技资源优势，建议以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为目标

导向，在明确各地区不同创新优势的前提下，以国家

政策为引导，以有利于区域创新协调发展为原则，深
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相关地区强化分工

与协作，建立跨区域的协同创新体系。 如京津冀地

区，可以发挥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天津研发转化

能力突出、河北转型发展势头良好的优势，明确京津

冀三地科技创新互补、分工与协作的功能定位，重点

强化分工与协作，发挥北京创新能力高的优势，带动

创新资源较弱的河北，解决该区域内部的不协调、创
新差距大的问题，将京津冀内部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构建起来，提升京津冀区域整体实力与综合竞争力，
使该区域成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５．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创新合作模式

探索建立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合作创新体系，
从而有效降低知识流动以及技术能力积累、获取和

转化的成本，提升多地区、多区域不同创新主体的合

作行动能力。 一是可以突破创新主体间壁垒，充分

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在合适

的区域、合适的新兴产业领域建立创新战略联盟，显
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效率。 二是中央政府部门充

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调控各地区创新发展资源，有
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从而完善创新要素

流动机制，促进创新要素的共享和有序流动。 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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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和创新主体之间注意建立合作、协作机

制，完善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升级的机制，促进各地

区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升级，推动区域创新由不平衡

转向平衡，最终合力建成一种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

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创新合作模式，提高我国整体

的创新能力，化单个区域创新的优势为区域合作的

整体优势，最终实现创新的协调发展。
６．深化改革，完善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

机制

目前我国区域创新不协调、区域创新分化的态

势比较明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和区

域创新的发展规律，但是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发

展下去，就会导致区域创新发展的失调和失衡，损害

我国整体创新的效率和质量，进而影响我国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由于促进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深化改

革，解决区域创新不平衡问题的关键也是深化改革，
所以解决区域创新不协调问题，增强区域创新发展

的协调性、联动性和整体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扫除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

鼓励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区域创新

体系体制机制创新；克服目前区域创新中分散封闭、

交叉重复等现象，提升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水平；建立

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推进各区域创新的深度

合作与协作，最大限度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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