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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
内在逻辑、实践束缚及路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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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新区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也是科技兴国战略的重要承担者。通过对现阶段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

企业实地调研，发现: 部分高新区提供的服务供应与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吻合，供需之间结构性矛盾

较为显著，高新区在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效应未能显现，制约着科技创新战略的有效实施。基于对高新区

在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方面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运行机理的梳理，结合增长极理论，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强化协同管

理，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激发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的内生动力，提升科技

型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促进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新区; 科技型企业; 内生性; 协同治理; 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9445 / j. cnki. 15－1103 /g3. 2023. 04. 011

The internal logic，practical constraints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SONG Bao－sheng，MA Guo－zhang，ZHAO You－ping，

ZHAO Cui－ping，ZHOU Chun－tao，YE Hai－kun
(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nan 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s the main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bearer of the strate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country. Through field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enterprises in national high－tech zones，it is found that the service supply provided

by som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does not match the actual dema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enterprises for innova-

tion and development，and there exits rather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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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has not been

shown，which restrict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inter-

nal logic and external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fostering and developing technology－based enter-

prises，we combine the growth pole theory，strengthen the top－level system design，enhance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im-

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 mechanisms，create a favorab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vironment，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national high － tech zones in fostering and develo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based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ased enterprises，promote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National high－tech zone; Technology－based enterprises; Endogene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 opti-

mization

1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

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目标导向，突出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融合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营造有利于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进而促进企业健康

成长、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2〕。作为科

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重要阵地，高新区承载着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的重担〔3〕，能够较好地引领科技型企

业开展科技创新，加强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产业链

上、中、下游等环节的有效融通〔4〕。至 2021 年年底

我国国家级高新区达到 169 家( 含享受高新区同等

政策的苏州工业园) ，集聚了全国约 1 /3 的高新技

术企业，培养壮大了一批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超过 480 000 亿元，同比增长 12%左右，

利润总额达到 42 000 亿元，同比增长 17%左右〔5〕，

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作

为特殊的政府派出机构〔6〕，高新区兼具了政府与企

业组织的双重职能，职责权限容易混淆，加上现阶段

协调机制不到位，高新区的科技创新政策的供给与

科技型企业的现实需求对接不充分，造成相关政策

执行不力，科技型企业研发和成果的产业化受到不

同程度影响，制约高新区功能的发挥和国家科技创

新战略的有效实施〔7〕。围绕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

型企业的创新能力，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

研究，当前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方面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内涵和外延的解读〔8，9〕、影响因素〔10，11〕、

对接机制〔12〕、对接路径〔13，14〕等方面; 另外，关于高

新区与科技型企业的对接效应〔12〕、动力效应〔15〕、运

行效率〔16〕、投资效应〔17〕、科技型企业发展效应〔18〕

等方面，诸多专家都有所研究，大多以定性研究为

主; 部分学者运用层次分析法〔19〕、因子聚类分析方

法〔20〕、熵值法〔21〕、灰色关联〔22〕、耦合协调度模型〔23〕

等方法对高新区培养发展科技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及

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为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

型企业对接模式和路径调整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基于此，尝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从高新区如何服

务科技型企业创新的微观机理入手，厘清高新区平

台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的逻辑关系，分析影响高新

区与科技型企业有效对接的因素，结合协同理论从

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构建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企

业新机制，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全方位推进高新

区服务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2 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的理论逻辑

利用增长极理论中极化效应，高新区把资金、技
术、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到高新区，通过研发对要素

调配、重组形成新技术、新产品，利用增长极理论中

涓滴效应，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进行辖射，形成高

新区空间上的扩散，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的部署。
2. 1 高新区战略规划可以引领和带动科技型企业

的创新发展

高新区作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前沿基

地，承担涉及国家战略性技术创新的主要产出功能。

其发展规划、产业定位、开发建设决定了国家战略的

高端技术研发任务的完成，能够积极引导企业开展

科技创新，使得高新区更有效落实顶层设计方案。

从内在逻辑讲，高新区在规划建设时，一般围绕国家

的规划和战略目标，明确发展定位，确定发展方向，

把科技创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园区产业规划的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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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挥园区规划对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的引导和

调控功能〔24〕。由此，区域内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

中，依据高新区发展战略和规划目标，统筹安排好土

地利用和建筑规模，摒弃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

发展模式，开展科技创新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注

重提高单位使用效率和产出水平，提升科技创新效

率，促进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发展的有效实施。
2. 2 高新区聚集创新资源可以推动科技型企业的

创新发展

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是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的基础。2020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

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新区建设要面向国家创新

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强化功能建设，完善区域内创

新环 境，为 科 技 型 企 业 的 创 新 发 展 提 供 良 好 服

务〔25〕。其内在逻辑为，利用国家对高新区扶持政

策，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呈现不同程度的“虹

吸效应”，使各项优惠政策、宽松的融资措施、优秀

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者等资源集聚高新区，同时，健

全信息网络建设和完善成果转让及管理咨询等中介

机构，扩充创业孵化载体空间，增强创新发展的内源

动力，为科技型企业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撑，推动

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2. 3 高新区可以合理调配创新资源对接科技型企

业的创新发展诉求

创新资源向高新区集聚并一定能够发挥预期效

益，一定要结合区域内的实际诉求，进行合理调配，

使资源要素的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的边际成本相

等，资源的需求和供给达到均衡，资源利用效益达到

最优。结合优先序发展理论，高新区在配置科技创

新资源时，结合区域内产业布局情况和企业科技创

新的实际诉求，进行整体谋划，合理调配创新资源，

实现政、产、学、研、用、金、服等各类创新资源的有效

融合。其内在逻辑: 国家设置高新区的目的就是针

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技术、发展潜力

大、效益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科技产业进行克坚

攻难，通过政策引导、制度安排、网络组织重建，使区

域内不同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组合，形成新的产

业流程和新的业态，助力“新制造”，实现补“链”、强
“链”、扩“链”，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推进高新区高

质量发展。

2. 4 高新区可以降低科技型企业的创新成本

高新区是科技成果创新、转化的主战场，也是科

技创新资源聚集的重要基地。无论是大型高技术企

业还是中小微科技创新型企业，入驻高新区都能实

现创新主体间创新的联动效应，达到规模经济。其

内在逻辑为: 创新资源的聚集使得达到不同程度社

会资本的积累、减低交易成本，形成高新区的产业集

聚效应。在骨干企业的诉求带动下，企业社会分工

自发深化，一般上游企业由大学、科研机构以及企业

的研发部门组成，承担高新技术的研发任务; 中游企

业大多是由从事工程设计与开发的企业组成，则把

新技术付诸产业化生产和运营，是将新技术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下游企业则是由专门从事高新技术产

品生产与经营的企业组成，是高新技术运用的环节，

侧重于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以实现规模经济。

由于在高新区内各类企业的聚集，上、中、下游企业

的市场分工、协调构成了一个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各

环节的距离为零，各节点紧密相接，相互之间转化费

用不高，降低成果转化成本，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集

聚的良性循环发展。

3 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面临的挑战

为了解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情况，课题

组对部分高新区部分入驻管辖区内的科技型企业进

行实地调查和访谈，依据实地调研的数据，运用 Sta-
ta17 软件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针对高新区培育发

展科技型企业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现状描述和分

析，结果如下。
3. 1 协同管理不到位，创新效率不高

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能够充分发挥高新区的

职能，有效聚集创新资源，开展科技研发，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推动区域内经济快速增长，并为新时期国

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构建提供有力支撑。由于高新区

聚集科研机构、生产企业、金融、信息、评估中介等服

务机构，园区内的管理点多面广，科技创新涉及到的

问题较为复杂，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高新区应加强

与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协调沟通，在治理

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绩效等方面进行整体协调规

划，提升管理能力和办事效率，增强园区内的创新水

平。依据调研结果，发现: 有 57. 68%的高新区在管

理过程中，由于协调意识不到位，缺乏协调沟通机

48 科 学 管 理 研 究 第 41 卷



制，各部门间横向和纵向的嵌合度不够，协同管理运

行不畅，致使对各自的地位和存在方式认识的模糊，

各方信息不能及时有效沟通或共享，存在不同程度

地出现了“越位、缺位、错位”的行为，导致办事环节

增多，协调难度加大，科技型企业科技研发和成果转

换效率较低，制约高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
3. 2 功能偏离，创新驱动能力不突出

高新区作为率先探索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开展

的特定功能区域，属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的先行

者。因此，高新区内高质量的科技型企业入驻数量、

科技研发能力和成果转换能力将是高新区功能发挥

和目标实现的保证。由于部分地区“GDP”锦标主

义思想严重，高新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功能偏离

现象。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有 50. 21%的高新区严

重依赖便宜的土地价格进行数量扩张，有 21. 34%

的高新区甚至把正在使用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或

把一 些 厂 房 出 租 当 作 园 区 创 收 的 重 要 来 源; 有

48. 67%的高新区由于前期调研不充分、规划设计不

当、选址区域位置不好、远离城区、交通及基础设施

不好加上优惠政策不力，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

入驻较少，高层次人才匮乏，园区内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普遍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孵化功能欠缺，产城

融合成本过高，高新区的发展与建设目标相背离，区

域创新能力不高，技术商品化、产业化不强，辐射带

动效果较差。
3. 3 高新区科技产业链条连贯性能差，科技创新效

应不明显

健全、完善的产业链条基本上是以产品形成的

主线进行的，从技术研发、材料供应、产品生产、销售

等一系列链条，都是沿着线性方式传递〔26〕，整个产

业链条应连贯一起，各个节点要承上启下，保证产业

持续运行。一般通过对原有生产要素的重组和调配

等创新，在可以润滑各个产业节点，促使整个产业链

条前后连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效益。由于高

新区未能培育起与市场经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新

的价值观念，缺乏技术联合团队攻关和联合协调治

理机构，不能充分协调好各结点、各环节的利益关

系，产业链、创新链“双链”交织不够，造成大批科技

创新成果在园区内转化得不到实体企业支撑，产业

链条停滞，园区内产业关联度不高，科技创新效应不

明显。在实地调研中，53. 27%的高新区存在产业链

条短，创新能力不足。如某高新区 54. 21%的入驻

企业都是以粗加工工业和低端制造产业为主; 中高

端环节的企业占入驻园区企业总数的 23. 67%。产

业关联度不高，上下游产业联系不紧密，产业附加值

低，产业集群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缓慢，科技创新效

果不强，产业结构雷同、同质化发展倾向导致高新区

产业缺乏竞争力，发展后劲疲乏，高新区建设的质量

不高。
3. 4 高新区基础设施不健全，制约科技型企业可持

续发展

健全、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发挥“科技红娘”

功能，为高新区的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

的氛围，发挥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

提高园区竞争力，促进园区的高质量发展。由于资

金供应的持续性不强，公共服务管理职能不到位，中

介服务体系的不健全，针对园区内科技型企业提供

专业化供应配套的较少，特别是系统智能化建设不

到位，极大的制约高新区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在调研过程中，有 67. 38%的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

缺失或建设质量不高，有 57. 34%的高新区建设的

基础设施与企业科技创新需求不配套，特别是系统

性智能园区建设起点低、处于智能化 1. 0 阶段，导致

工业互联网及数字化发展程度滞后，只能再单体应

用、局部智能方面有所体现; 有 71. 32%的高新区对

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支持与培育不够，未能真正形

成高科技企业的培养体系，创新成果的研发和转化

难度较大，高新区建设功能未能显现。

4 高新区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的路径优化

在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背景下，高新区应理

清思路、科学规划，明确定位，提升建设质量，为培育

发展科技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4. 1 加强协调沟通，提高高新区协同管理效率

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够促使地方政府与高新区

管委会、入驻企业随时交流，较好的把国家政策、发
展规划、企业利益融合为一体，推动科技创新活动开

展，落实科技创新战略的有效实施。①构建跨系统、

跨部门的联治机制，设立非官方的协调沟通机构，就

高新区的功能、目标入驻对象以及后续建设发展情

况进行定期不定交流; ②厘清各参与主体的职责和

权限: 地方政府要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利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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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律等工具进行宏观间接管控，培育完善各种专

业市场; 高新区管委会要加强对园区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有效监管，着力搞好对申请入住的科研机构和

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审核、认定，加强市场管理，完善

市场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

中; 入驻企业要构建灵活多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

制，加强技术研发、成果引进和应用，形成良好的自

我创新发展能力;③建立区域内独立各部门之外的

监督核查机构，对达成共识的制度、协议、运作方案

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对拖延项目进度，进行惩

治，确保区域内科技创新项目高效运行。
4. 2 明确功能定位，提升高新区创新驱动能力

高新区承担国家战略任务，通过立法、建章、组
织治理，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创造科技创新的良好环

境，集聚创新资源，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实现创新

成果快速产出的目的，进而拉动整个行业领域或区

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①打破“GDP”考核体系，结

合科技创新战略和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考

核标准及指标体系，突出创新和带动效应，引导企业

进行科技创新和成果的推广应用;②通过充分授权、

精简高效、科技孵化，加强对科技产业培育，将科技

研发、成果转化作为高新区的核心经济，以追求科技

产业价值观为目标，做好前期规划，科学选择合适的

区域构建园区，同时将创意、决策、指挥等高端智能

的所有关联环节进行大规模的聚集，达到增长极理

论的极化与滴涓效应; ③高新区规划始终与技术经

济、数字经济融合一起的，作为一种新型的科技经济

高地，突出区域内发展的核心行业和拳头产品，应针

对性地引入技术含量高、产品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

强的企业，作为高新技术的孵化器进行消化吸收，推

动区域内产业自主创新，促使经济转型升级。
4. 3 合理调配资源，保持高新区科技产业链条连

贯性

高新区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土地、政策、体制等

优势，集聚了大量的科技企业、科研院所与高校，将

智力资源充分集中，并通过合理调配，使生产过程中

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运输等各个环节融为一

体，减少与市场的距离，最大程度上提高产业的制造

效率，提升了产业制造价值。①要从当地实际情况

出发，合理配置资金、人才和组织机构等创新资源，

扬长避短，引导科研院所与高校科研部门进行科技

研发，形成与国家总体目标一致的高新技术产品，及

时与科技型企业进行沟通交流，保证科技成果产业

化;②针对产业间的链条节点，制定相应的优惠政

策，实施区域协同创新工程，在各产业链条配置资

源，加强技术对上、下游产业的渗透，相互间赋能，形

成集成运营商、平台服务、产业链互补连接的产业共

同体，实现产业链条连贯，加快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实现产业规模化; ③构建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

产业链条，要着重做好科技产品市场化工作，合理配

置科技产品走向市场必要的政策、资金和人才，解决

产业与市场对接，能够有效促进上下游产业互动交

流，实现各产业链条价值增值，提高科技型企业经济

效益。
4. 4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新区企业科技创新

的可持续性

加强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高新区支撑体

系的构建，完善园区服务功能，可以有效聚集创新资

源，合理配置创新要素，推动技术的研发、转化和推

广，带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①调整完善产业

用地政策，在符合工具国土空间规划和城乡用途管

制的前提下，探索科技型企业对不同类型用地的合

理转换模式，满足创新主体开展研发、孵化、生产、商
业、生活等用地需求，同时，在园区内对土地开发的

强度、开发的时序以及新增建设用地方面进行倾斜

支持;②加强协同管理，完善市场要素，健全完善各

种中介组织、服务机构等平台建设，构建信息技术支

持中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技术交易中心平台等

机构，探索建立科技创新资本化运营和权益分享机

制，完善科技成果收益管理制度，为科技成果商品

化、产业化、社会化创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有效促

进科技成果顺利转化;③构建齐全的保障机制，培育

各种专业市场，特别做好园区内智能化系统建设，全

方位对接园区内科技型企业对资金、人才、技术服

务、法律咨询服务以及销售和出口服务等方面的实

际诉求，同时高新区全面服务科技创新能力。

5 结束语

高新区是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空间载体，

利用各项优惠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优化软硬条件，

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通过合理调

配，把创新资源提升为科技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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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集中区域。面临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高新区在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进行区

域创新发展中，应承担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战

略任务，通过立法、建章、组织治理处理好服务供应

与科技创新诉求之间的关系，在科技、经济及相关管

理制度的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发展

铺平了道路，形成了较为完善系统的高新区政策支

持体系。同时，重视单项政策要素投入与经济贡献

度之间的绩效关系，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培育促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避免科技创新要素流

失和边缘化，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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