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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卓越，全面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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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浦江创新论坛——区域（城市）论坛以“塑造中心：创造卓越，全面

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力”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区域高品质创

新、全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经验与发展规律展开深入研讨。本期简报基于嘉宾1

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1 与会嘉宾包括：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吴志强，德国

工程院院士、德国莱布尼茨生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教授 Bernhard Mueller，原深圳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翟立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张兆

安，银紫荆勋贤、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社会创新设计院总监及实务教授（规划）、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席

教授、香港规划署前署长凌嘉勤，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玉鑫，美国旧金山市市长办公室国际贸易和

商业主任 Mark Chandler，爱尔兰科克市战略规划及经济发展部经济发展主任 Seamus Coghlan。 



2019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八 

创造卓越，全面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力 

当前，世界进入以创新要素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开放式创新时代，区

域创新体系建设面临发展挑战和窗口机遇。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区域间

协同是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创新的全球城市区域”将成为未来新的

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全面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力是未来发展的重中

之重。 

一、发展趋势：“创新的全球城市区域”引领未来 

一是创新活动高度依赖基于区域的创新合作网络。在全球化视野

下，创新行为的产生、创新成果的产出越来越摒弃孤立、单一的环境，

更多基于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美国旧金山市市长办

公室国际贸易和商业主任 Mark Chandler 指出，从全球创新城市的发展演

化来看，上世纪 90 年代创新城市数量少，且处于单点辐射状态，而现阶

段随着创新城市的数量跃升，城市之间的创新网络已搭建起来，呈现多

元协同的活跃状态。 

二是全球城市区域的创新能力决定国家核心竞争力。同济大学副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指出，单个城市的“智慧”是不够的，必须

同周边城市共同“智慧”发展。他认为，未来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是全球

科技创新城市引领的、众多创新中心地所集聚生成的、具有内在生态体

系的创新城市群落。德国工程院院士、德国莱布尼茨生态与区域发展研

究所所长 Bernhard Mueller 指出，城市集群有助于促发创新，集群的吸

引力、强烈的认同感、领导力、愿景和框架等是高效打造城市集群的关

键要素。 

二、创新实践：协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并且在实践过程中探索

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 

京津冀：创新发展理念，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打造雄安新区。

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玉鑫指出，雄安新区从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切实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通过科技创新、高新产业、智能城市等专项规划凸

显规划的高起点，通过集聚全球智慧，严选、组建全球团队确保建设的

高标准，通过坚持生态、绿色、低碳、以人民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

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翟立新指出，中关村作为都市型科

技园区探索的领头羊，要注重创新发展、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通过创

新生态化、产业融合化、区域一体化、产业高端化、连接国际化，实现

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长三角：以龙头城市为核心，打造区域发展走廊。上海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研究员张兆安指出，长三角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第六大世界级

城市群，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他认为，长三角

层面应共同打造四条走廊：G60 科技创新走廊，G50 绿色发展走廊，

G42 高端智能制造走廊，临海临港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廊，加强自贸区与

长三角发展的相互促进和借鉴，为上海新时代的发展构建起“两翼齐

飞”的驱动格局。 

粤港澳：破除制约创新要素流动的障碍。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

张思平指出，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给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带来新的挑战，为此，要更好地发挥香港和深圳的优势和作

用，从改革和自主创新的角度，破除创新要素制约流动的障碍，以全方

位的姿态迎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银紫荆勋贤、香港

规划署前署长凌嘉勤指出，大湾区建设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以社会创新为重要抓手，营造宜居的大湾区。 



三、未来方向：全面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力 

一是深化开放协同，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打造区域创新增长

极。张思平倡导更加积极地扩大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新格局。Mark Chandler 指出，开放在促发硅谷创新、构建硅谷创新体系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张兆安提出，创新城市群落构建和发展，取决于创

新“流”的交互网络，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创新交互活动关系。吴志

强指出，未来长三角城镇群在全球的地位，取决于城市群整体的全球资

源配置能力、群内的智力协同和创新要素的智慧组合力。 

二是提升区域创新治理能力，深入推进区域创新布局。Bernhard 

Mueller 指出，全球城市和区域的创新要强调综合规划，进行全面的战略

思考。爱尔兰科克市战略规划及经济发展部经济发展主任 Seamus 

Coghlan 指出，2017 年爱尔兰启动制定了新的规划框架，从国家规划框

架、国家发展规划，到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最后落到市级、县级层

面，通过“溪流效应”一级级传导到基层。张思平指出，从改革和制度

创新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点应从商品、要素流动的开放向

规则、规制、秩序、体制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三是提升区域环境的吸引力，打造以人为本的创新社区。首先，要

营造良好的环境。吴志强指出，创新与环境质量高度相关，区域人均专

利数与该地 PM2.5 指数高度相关，环境越好，单位专利产出越高。其

次，要重视以人为本打造宜居社区。凌嘉勤指出，区域创新的实施主体

不能局限于政府和企业，而是要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应以社会创新为

重要抓手，孕育新一代的社会创新者，加强社会创新与市场的互动。 

 

整理：曲  洁、陈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