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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和研究人员常常往返在清

华大学和天津东丽区之间，他们不但将许多仪器设备搬到了

天津，而且还在天津东丽区创建了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

究院（简称高端院），并通过这样的技术转化创新平台，聚集

人才，统筹资金，不断向外辐射高端技术。

据介绍，清华大学高端院是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

大背景下，由天津市政府和清华大学于 2014 年联合创建。

目前已建设成为包括 17 个研究所、3 个联合研发中心，涵盖

机器人与自动化、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技术转化创新平台。

成立以来，科技转化成效显著：共签订科技转化合同19项，

科研总经费达7000余万元。纵向项目组织申报天津市科技支

撑计划重点项目1项，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与中广

核、兰石、万丰奥特、海尔等行业龙头企业和集团建立了战略合

作关系，在先进核能系统、石油钻采和炼化设备、智能家电制造

等领域展开科技研发和技术合作。目前这里已获批设立院士

专家工作站和专家服务基地，以高端院为平台进行科研成果推

广转化、技术承包、产品示范、项目合作、联合攻关。

在做好成果转化的同时，他们还着力推进聚才引智，吸引人

才进驻天津。在天津市及东丽区的人才政策扶持下，他们成功吸

引大量具有高学历和丰富技术研发经验的人才齐聚高端院。

此外，他们还积极联系行业协会，灵活整合人才资源。

已先后与天津市科技协作促进会、天津市企业联合会、天津

市钢铁协会、天津市机器人产业协会、东丽区装备制造业协

会合作，定期举办并参加项目对接会及论坛，与百余家企业

进行技术交流，并将征集到的技术难题，面向高端院内研发

团队和清华大学相关院系进行发布并组织对接服务。

清华高端院走出校园做加法
文·本报记者 冯国梧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就京津冀协同发展

发表意见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

京津是中国科技教育资源最密集的地区，坐落有上百所大学

和一大批高水平科研院所，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高科技公司。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必须能够高效配置这些科技资源，

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李家俊说，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必须要主动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并有所作为。要努力成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引领者。尤其是高等院校，要认真学

习贯彻发展新理念，教育学生，引领社会。要集成京津冀地

区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主动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解

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问题。例如大气汚染联防联治，水

源地保护和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要主动服务京津冀区

域定位，在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和高技术企业发展中发挥独特

作用。例如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 2025”规

划纲要，通过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把科技资源配置与京津

冀区域发展定位结合好。要通过改革，推动创新创业，主动

释放创新活力，鼓励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

李家俊认为，高校有着巨大的创新潜力。从国际上看，

200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生和教授创办的企业

GDP总量相当于韩国当年的经济总量。在京津冀发展中高

校的作用不可小视。京津冀地区创新资源的活力一旦释放

必将对整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

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李家俊：京津冀协同发展
需高效配置资源
文·本报记者 冯国梧

代表委员
有话说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

金黄的稻田环形围绕，天然池塘、水面构成的湿地触目

可及……

美丽的田园风光、江南的诗画韵味令人沉醉，然而这里

让人心驰神往的远不止此。

这里的名字就显露出它的非比寻常——“梦想小镇”。

“希望这里成为天下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起步的摇篮，

让梦想变成财富，让梦想成真。”浙江省省长李强说。

的确，无论产业还是旅游，梦想小镇都别具风采，但它最

本质的身份是孵化器，是浙江发挥区域优势打造的特色众创

空间。自去年 3月 28日开园至今不到一年间，梦想小镇已入

驻创业项目 500余个，新注册投资机构和各类基金 108家，资

本总额逾 362亿元。其中 54个项目获得百万元以上融资，融

资总额达到 14.7亿元。

梦想小镇只是浙江决定创建的 100 个省级特色小镇其

中的一个。

不仅仅是浙江，在江苏，通过制定《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

和管理办法》，其孵化器数量和面积均占全国 1/3；在安徽，

系列政策出台引导社会资本构建了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

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在陕西，组建了陕西创新创业联

盟，建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61 家，孵化器总面积超过 100 万平

方米……

江苏、安徽、浙江、陕西，在地缘上并无特别关联，但它们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

2013年，为推动地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科技部批复4省开展创新型省份试点建设。

3年来，“试点建设”引发了一系列聚变。科技部评价，4

省“创新基础不断优化、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创新动力不断增强，为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新型省份试点建设带动经济发展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4 省把产业技术创新作

为切入点和着力点，依靠科技创新“无中生有”，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增长点；依靠科技创新对特色优势传统

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促进了经济提质增效。据统

计，2015 年 4 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1680 家，占全国的 27%；

高新技术产值达到 11.2 万亿元，比 2013 年增长 25%；创新型

产业集群总数达 13个，占全国的 40%。

创新活力显著增强。依靠“双创”打造“双引擎”，4省依

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大学科技园、高校院所等，

利用互联网、电子信息等新技术和众创、众包、众筹、众扶等

新模式，一批新型创新创业孵化器蓬勃发展，金融支撑服务

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创新促创业、创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4省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聚集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重要支撑。据初步统计，2015年 4省累计

入选千人计划 850人、两院院士 210人，分别占全国的 16%和

13%；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平均值由 2013 年的

63.07人年增长到 2015年的 73.88人年；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平均达 8.75件/万人，较 2013年增长超过 60%。

创新载体取得重大突破。4 省抓住创新平台基地等重

要载体，积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统筹集聚和高端引领，加

快构建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2015 年，国

家批复建设苏南、杭州、西安 3 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

现了示范区在试点省份的全覆盖，成为引领区域创新发展

的“核心先试区”。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结构调整，无论是

自主创新还是开放合作，无论是当前发展还是长远潜力，

各项数据都很亮眼。4 省国家高新区由 2013 年的 26 家增

长为 35 家，增长 35%；省级高新区达到 57 家，比 2013 年增

长 18.8%；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累计约 2 万亿，比 2013 年增

长近 25%。

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突破。4 省着力打通科技创新和

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科技

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结合、科研院所改革等方面提出了不少

重要改革举措，安徽、陕西两省纳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

布局，加快构建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环境，探索积累

的很多经验和做法已在全国范围推广。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既没有专项经费，又没有特殊渠道支持，3 年试点建设

却取得了突出成效，秘诀在哪儿？

“把科技创新摆上核心位置，坚持一把手抓第一动力；抓

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强化产业创新；抓创新载体建设，加速引

领创新；抓科技体制改革，激励团队创新；抓创新体系建设，

推进全面创新。”科技部认为，“这些基本经验和普适性做法

值得总结，这将为‘十三五’区域科技创新提供重要借鉴。”

试点建设取得的良好成效也使各地对“创新是引领发展

第一动力”的理解认识和战略定位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我们将‘创新湖北’纳入‘五个湖北’建设总体框架，作

为未来‘黄金十年’发展的总任务之一，先行成立省政府领导

任组长的试点建设领导小组，动员全省各市州、各有关部门

开展‘以创促建’。”湖北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跟湖北一样，福建、四川、广东、辽宁等 27 个地方将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摆上省里发展的核心目标。以“创新型省

份”建设为目标，全国形成了抢抓创新发展新机遇、争当创

新发展排头兵的良好态势，区域创新力的新一轮聚变效应

正在酝酿……

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重要借鉴

江苏、安徽、浙江、陕西这四个“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把产业技术创新作为切入点
和着力点，依靠科技创新“无中生有”，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增长点；依靠科技
创新对特色优势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促进了经济提质增效。

据统计，2015年 4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1680家，占全国的 27%；高新技术产值达到
11.2万亿元，比 2013年增长 25%；创新型产业集群总数达 13个，占全国的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