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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意义 ]G60 科创走廊作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推动引擎，其科技创新发展能力是驱动“三先”走廊

目标实现的关键。对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进行系统量化评价，是监测“三先”走廊建设发展的有效手段。[ 方法

/ 过程 ] 本研究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结合 G60 科创走廊的“三先”走廊发展定位，构建以创新策源、先进制造和科

创生态为基本框架的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对 G60 科创走廊及其所属九城市 2016 年至今的科技创新发展

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并选取代表性指标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国内主要创新城市群、国外主要创新城市进行了国内外的

对比分析。[ 结果 / 结论 ] 本研究经系统刻画，分析了 G60 科创走廊的建设成效，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提升创新策源辐射

能力、加强科技创新主体集聚、完善创新生态环境，推动 G60 科创走廊“三先”发展的重要作用，为 G60 科创走廊深

化发展提供研究参考。

关键词：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创新驱动；创新评价

中图分类号：G353.1

Evalu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PU Lina1,2　XIE Wenxian2　LIU Zhihui1　LIU Qiyan1

1.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38, China;  

2. The Administration Center of Shanghai R&D Public Service Platforms, Shanghai 20003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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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0 S&T Innovation Valley’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bility is the key to driv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three 

基金项目　上海市 2022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科技创新资源视角的 G60 科创走廊协同创新能力分析”

（22692195400）。

作者简介　普丽娜（1981-），博士，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E-mail: lnpu@sgst.cn；谢文娴（1987-），硕士，

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科技创新资源评价；刘志辉（1979-），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评价与竞争情报；刘琦岩（1964-），

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及情报研究。

引用格式　普丽娜 , 谢文娴 , 刘志辉 , 等 . 区域创新系统视角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评价研究 [J]. 情报工程 , 2023, 9(5): 46-58.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4



区域创新系统视角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评价研究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23 年·第 9 卷·第 5 期 047

first” goals. A systematic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monito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first” valley. [Methods/Processe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of the “three first” of the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It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model and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basic framework of innovation strategy sourc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S&T innovation ecology. 

It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the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and its 

nine affiliated cities from 2016 to present, and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other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ajor innovation city clusters in China, and major innovation cities abroad. [Results/Conclusion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characteri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further validat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enhancing innovation radiation capacity, strengthen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S&T innovation entities, and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 ecology in promoting the “three first” development of the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providing research reference 

for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the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Keywords: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novation Driven; Innovation Evaluation

引言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包括 G60 国家高速公

路和沪苏湖、商合杭高速铁路沿线的上海、苏州、

杭州、湖州、嘉兴、金华、合肥、芜湖、宣城

9 个城市。自 2016 年上海市提出沿 G60 国家高

速公路合作共建沪苏杭产城融合的科创走廊开

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内涵不断丰富，建

设不断深化。2019 年 12 月，《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特别强调要“持

续有序推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打造科

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产业和城市一体化发

展的先行先试走廊”。2021 年 4 月，科技部等

六部门联合发布《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方

案》，明确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中国制造迈

向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

驱动的先试走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

的“三先”走廊发展目标，进一步指明了 G60

科创走廊作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引擎定位。

从 2016 年的“科创”走廊，到当前“三先”

走廊，政策界和学术界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许

多解读，都纷纷聚焦于科技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的核心上，认为科技创新既是驱动先进制造技

术进步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也是检验制

度创新和产城融合成效的关键判据。当前，对

标“三先”走廊目标，系统定量分析 G60 科创

走廊科技创新发展的研究还较少，若能基于科

技创新视角定量检视 G60 科创走廊发展状况，

势必利于客观认识 G60 科创走廊发展进程，评

述创新举措成效，明确未来发展方向，更好推

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1　理论背景

区域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系统的要素或子

系统，相较于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强

调在区域发展目标视域下构建创新要素互动和

知识流动网络 [1]，以服务于地方产业经济发展

需求 [2-3]，完成创新驱动产业经济能力的提升，

形成良好的创新城市生态 [4-5]。科技创新资源作

为区域创新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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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质量、配置效率是考察科技创新体系是

否完备的重要维度 [6-7]，刘玲利 [8]、王雪原 [9] 等

对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系统的组成进行了进

一步解析，认为区域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系统是

区域创新系统的核心系统，可以通过要素维、

组织维和产出维三个维度对其结构组成以及联

系机制进行表征 [10]。其中，要素维反映科技创

新资源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基础支撑作用，主要

包括人、财、物、信息等基础资源要素，以及

研发机构、高校、企业等创新主体要素；组织

维反映环境要素对科技创新资源的聚集、配置

和引导作用，主要指政策、制度、市场等环境

要素；产出维反映科技创新资源的产出能力和

效率，通过产出维可以评估科技创新资源配置

系统的配置效率，从而表征区域创新系统对提

升科技创新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资源禀赋优

良，其规模和配置效率已具备较高水平，赵菁

奇等 [11] 基于创新绩效投入—产出比对 G60 九城

市进行分析，邢景丽等 [12] 基于五大发展核心理

念构建了指数评价体系对 G60 九城市高质量发

展进行了综合评价，还有学者利用研发投入等

单变量测算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 G60

建设“三先”走廊目标和路线图的提出，监测

建设发展成效、系统量化分析发展状况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但目前相关研究还较为缺乏。鉴

于此，本研究基于区域科技创新系统视角，系

统解构 G60“三先”走廊发展定位，以先进制

造业为发展核心，创新驱动为内在动力，城市

联动与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为创新生态保障；围

绕 G60 科创走廊资源集聚、协同辐射、创新策

源、先进制造质量引领、产业能级提升、创新

生态优化、产城融合建设七大体系，构建了评

价模型和指标体系；通过系统的数据采集分析，

开展运行绩效评价，较为全面表征 G60 科创走

廊科技创新能力，力争系统反映 G60 科创走廊

科技创新系统对区域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

动与影响，为 G60“三先”走廊创新发展研究

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评价模型构建

本研究基于“三先”走廊定位的建设框架，

结合区域创新系统理论，通过国内外文献调研

和多轮专家咨询，遴选评价指标，构建了以创

新策源为基础、先进制造为核心、科创生态为

保障的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模型（图

1）。在分析模型的框架基础上，研究形成了“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

内容共包含三个分析维度。

创新策源是 G60 科创走廊创新发展的基础。

本研究由创新资源聚集的基础性作用出发，通

过分析区域科技创新协同辐射关系，以及创新

策源能力水平，系统刻画 G60 创新策源与辐射

的能力。其中，以 R&D 人员全时当量、高端人

才数量、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

规模以上企业 R&D 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重、高校数量、活跃研发机构数量、国家级

创新基地数量、大型科研仪器数量等 8 个指标

综合反映 G60 科创走廊创新人才、研发资金和

创新机构的资源集聚水平；以区域内论文合著、

区域内专利转移转让和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 3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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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表征 G60 科创走廊协同辐射的能力；以

万人均 SCI 论文数量、万人均发明专利数量、

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数量和年度新增商标数量

4个指标来反映G60科创走廊创新策源的能级。

图 1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模型

先进制造是 G60 科创走廊由中国制造迈向

中国创造先进走廊的核心。本研究以技术创新

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为切入点，从质量引领和能

级提升两个方面着重分析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

其中，以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数量、国家

级检验检测服务机构数量、集成电路设计领域

知识产权数量、制造业上市企业数量等 4 个指

标来表征G60科创走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

以工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国家级

高新园区工业总产值 4 个指标来综合反映 G60

科创走廊的产业能级提升的情况。

科创生态：是 G60 科创走廊实现“三先”

目标的环境保障。本研究基于生态优化和产城

融合两个方面表征 G60 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

展的城市发展现状。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创

新创业载体数量两个指标反映创新生态和环境

氛围的营造能力。以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数

量、互联网入户数、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人

均公路拥有里程数量、客运总量 5 个指标来表

征在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城市智

能化、数字化、绿色一体化的环境建设情况。

2.2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研究分析框架，构建了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研究指标体系，具体包含

3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30 个三级指标；

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

了设置，详见下表（表 1）。

2.3　数据来源和测度方法

（1）数据来源

针对研究对象，本研究采集了 2016—2019

年G60 科创走廊各城市的社会经济类指标数据、

科技类指标数据、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数据和公司

数据。其中，社会经济类指标数据来源主要为：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全国

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和政府官网。

EVALU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G60 S&T INNOVATION VALLE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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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创新策源

资源聚集

1.R&D 人员全时当量（万人年） 3.49 

2. 高端人才数量（人） 2.71 

3.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 3.78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3.89 

5. 高校数量（个） 3.45 

6. 活跃研发机构数量（个） 3.26 

7. 国家级创新基地数量（个） 2.37 

8. 大型科研仪器数量（台 / 套） 3.03 

协同辐射

9.G60 区域内论文合著占与全国城市进行论文合著总数的比例（%） 3.69 

10.G60 区域内、外专利转移转让数量的比值（%） 3.48 

11. 技术合同成交额（亿元） 3.08 

策源能力

12. 万人均 SCI 发表（篇） 3.34 

13. 万人均发明专利数量（件） 3.78 

14. 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数量（个） 2.75 

15. 年度新增商标数量（个） 3.24 

先进制造

质量引领

16. 年度新增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数量（项） 3.01 

17. 为产品研发、生产和使用提供检验检测服务的国家级机构数量（家） 3.02 

18. 年度新增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知识产权数量（个） 2.95 

19. 年度新增制造业上市企业数量（家） 3.26 

能级提升

20. 工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 比重（%） 3.88 

21.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制造业部分）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3.66 

22.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亿元） 2.81 

23. 先进制造业国家级高新区工业总产值（亿元） 3.23 

科创生态

生态优化
24.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家） 3.34 

25. 创新创业载体数量（个） 3.30 

产城融合

26. 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数量（万个） 3.47 

27. 互联网入户数（万户） 3.62 

28.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3.88 

29. 人均公路拥有里程数量（公里 / 人） 3.68 

30. 客运总量（万人次） 3.54 

科技类指标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科技论文

统计源期刊（CSTPCD）数据库、Web of Sci-

ence、EI、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Incopat 专

利数据库。

上市公司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自建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库。

科技基础条件资源类指标数据（如大型科

研仪器设施）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调

查数据库。

（2）数据标准化方法

采集的指标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存在不一

致，无法直接比较，为消除各指标之间的量纲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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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对所有三级指标数据利用离差标准化进

行了处理。对于部分城市个别指标数据无法获

取的，以相邻年份或相邻年份平均值替代的方

法，进行缺失值处理。公式如下：

min( )
max( ) min( )

i i
i

i i

x xy
x x
−

=
−

xi 表示为第 i 个三级指标数据原始值，yi 表

示标准化之后数值，且 yi 的值处于 [0,1] 之间，

i 代表三级指标序号，取 1—30。

（3）综合指数计算

利用综合指标法将各级指标计算得分综合

得到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I：

 30

1 i ii
I y w

=
= ∑

I 表示评价得分，yi 表示标准化之后数值，

wi 是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权重，i 代表三级指

标序号，取 1—30。

3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
发展研究分析

3.1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指数

（1）总体评价

通过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指数评价

模型，计算出 2016—2019 年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测算显示，2016 年以来，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科技创新总体实力大幅提升，科技创新发

展总体得分逐年增加，四年增幅达 22%，年均

增幅 6.9%。2018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

为国家战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加速，

总体得分增长在四年间最为突出，年增幅达

12%。总体分析突出反映了科技创新作为 G60

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推动产业

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已发挥重要的核心驱动作用

（图 2）。

图 2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总指数四年得
分及增长情况

（2）分维度分析

创新策源辐射能力增长显著，指数得分

2019 年较 2016 年增长近 20%。二级指标计算

揭示：创新人才、创新主体队伍不断壮大，研

发投入逐年增长，质量提升，R&D 人员全时当

量增长 18%，高端人才增长 34%，占长三角区

域总增长超七成，R&D 投入增长 17.6%，规模

以上企业 R&D 投入增幅达 41%，四年均值达

1.65%，是长三角区域均值（1.28%）的 1.3 倍；

聚集了近 200 家高校，2800 余家活跃研发机构，

G60 脑智科创基地、腾讯科恩实验室、优图实

验室等高水平创新平台相继落户。创新策源能

力不断提升，各类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四年来，

年均发明专利达 31.8 件 / 万人，是长三角区域

（18 件 / 万人）的近 1.7 倍；累计获国家级科

学技术奖励数达 137 项，占长三角区域总量的

61%。协同创新网络活跃度日益增长，技术创

新协同格局已初现规模，论文合著遍布全国，

四年合著总量超 8 万篇；专利合作和转让在长

三角 G60 九城市间不断加速，四年来，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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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合作增长 6%，专利转移转让增长 47%，在长

三角区域乃至全国范围都呈现出很好的示范带

动作用。

先进制造发展迅猛，指数得分 2019 年较

2016 年增长 18%，年均增长 5.5%。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整体产业升级转型不断加速，规模以

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制造业部分）占比

年均值达 37.15%，2019 年超过 40%。重点领

域自主创新网络构建扎实推进，以集成电路领

域为例，四年里 G60 九城市共申请知识产权超

4500 件，涵盖产业链各细分环节，四年新增量

翻一番。国家标准制修订数量连年增加，九城

市共制订并申请国家标准超400个，增幅达8倍。

研发技术服务提质增效，国家级检验检测机构

近 300 家，占全国的 10%，四年增幅超 2.7 倍，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有力支撑了“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先进走廊建设发展。

科创生态不断优化，指数得分 2019 年较

2016 年增长近 30%。区域企业创新环境日益

完善，年均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 5000 家，四

年增幅达 89%。城市互联互通综合交通体系不

断健全，年均人均拥有公路里程密度超 20 公

里 / 万人，客运总量超 10 亿人次。生态环境治

理能力稳步提升，环境空气质量年均优良率达

75.9%。数字经济发展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

2019 年，G60 九市互联网入户数累计超 3000

万户，四年间增长 40.7%，工业互联网赋能企

业超 30 万家，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夯实了

数字经济基础。创新政策加速出台，协同创新

保障机制不断完善，2016 年至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发布并推进各项政策200余份，

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可行的创新政策体系，有

力推动和保障了长三角 G60 实现产城融合“先

行走廊”建设目标。

图 3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三先”维度的四年指数得分及增长情况

3.2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城市科技创新发展
分析

（1）总体情况

基于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分析

框架，对所有九个城市的创新策源、先进制造

和科创生态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九个城市发

展趋势与长三角 G60 整体发展趋势同步，均呈

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表 2）。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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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指数历年城市得分概览

 指数 年份 G60区域 上海 嘉兴 杭州 金华 苏州 湖州 宣城 芜湖 合肥

2016 238.2 61.5 23.2 32.2 15.9 32.7 14.4 15.0 17.4 25.9
2017 249.7 66.9 20.9 36.1 15.7 35.5 17.4 14.5 16.4 26.2
2018 279.5 69.9 22.8 38.1 18.6 37.6 19.3 18.7 20.7 33.8
2019 290.8 73.6 23.5 42.6 18.1 41.3 19.5 20.4 19.4 32.6
2016 118.7 33.5 14.5 16.3 7.7 10.9 8.5 5.6 7.7 14.0
2017 115.5 32.9 11.1 17.2 7.1 10.7 9.3 5.2 8.2 13.8
2018 140.6 36.6 12.8 20.4 9.2 13.0 11.2 7.6 12.2 17.7
2019 142.4 37.7 12.2 22.7 9.8 15.1 10.1 8.2 10.2 16.4
2016 54.8 14.6 5.3 5.9 2.4 10.4 3.2 3.2 4.8 5.2
2017 68.1 19.4 6.3 7.7 2.8 12.4 4.6 3.6 4.8 6.5
2018 64.0 17.2 5.8 5.6 2.6 11.4 4.1 4.3 4.9 8.0
2019 64.4 17.6 6.2 6.0 0.4 12.1 4.2 4.6 5.3 8.0
2016 64.7 13.5 3.4 10.0 5.9 11.5 2.7 6.2 4.9 6.7
2017 66.1 14.7 3.5 11.3 5.9 12.4 3.5 5.8 3.3 5.9
2018 74.9 16.2 4.2 12.0 6.9 13.2 4.0 6.8 3.6 8.1
2019 84.0 18.3 5.1 13.8 8.0 14.1 5.1 7.5 3.9 8.2

创新策源

先进制造

科创生态

总指数

从单个城市的指数得分来看，上海、杭州、

苏州、合肥得分最高，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科

技创新的龙头，充分发挥创新引领力，研发投

入强度四年持续领跑，“十三五”发明专利申

请量较“十二五”增长 76%，有力支撑了 G60

科创走廊的科技创新发展；杭州和苏州着力推

进科创体系建设，不断创新机制体制，带动高

端人才不断集聚；合肥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产业

高质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占比与增

速在九城市中排位领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与上海张江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共创”，

稳固成为 G60 科技创新策源核心。

从指数增长趋势来看，宣城、湖州、杭州

三个城市创新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城市总得分

年均增幅均超过九城市均值（7.3%），位居

九市前三，其中宣城和湖州四年间在创新要素

协同、产业驱动发展方面表现优异，增幅均超

35%，两市不断强化 G60 区域协同创新能力，

专利合作活跃，在新材料、智能装备等产业上

不断加强要素协同合作，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

杭州数字产业引领水平显著，指数四年增幅达

33%（图 4）。芜湖自主研发能力发展较快，特

别是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领域，2018

年发明专利拥有量相较于 2016 年实现增长翻

番；嘉兴、金华高新技术企业规模迅速壮大，

园区创新氛围浓厚，企业技术创新活力倍增。

图 4  2016—2019年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九城市总体得分及年均增长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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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60 九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特征

在对所有九个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综合指数

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指数分析模型进一步解构

分析各城市创新策源、先进制造、科创生态发

展情况，并结合九个城市各自科技创新发展路

径及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的相关举措，

对九个城市在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中的科技创新

发展特征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基于评价指标的深入分析发现，长三角

G60 九城市结合各自优势和禀赋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协同发展特征。嘉兴、合肥、芜湖和金华

的企业研发投入突出，显超其他城市，表现出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趋势；合肥、芜湖万人均发明专利四年申请量

位列九市第一、第二，体现了通过区域协同合

作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的创新模式；嘉兴、

湖州在 G60 区域内的专利合作规模位列九城

市前列，宣城万人均发明专利数量 2018 年较

2016 年增长 1.5 倍，当年增速远超其他城市，

这三个城市都是凭借优良的区位优势，广泛吸

收沪苏杭创新资源与成果，与沪苏杭在高端制

造、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良好创新协同，提升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能级。

从创新策源维度来看，分值前四位分别为

上海、杭州、合肥、苏州，上海在资源基础、

策源能力、协同辐射各方面表现均衡，呈现出

引领型的创新策源辐射特征，与杭州、合肥和

苏州等策源辐射节点，共同形成创新策源中心

网络。围绕创新策源中心网络，嘉兴、湖州、

宣城、金华充分利用创新资源，有效吸收整合

提升自身产业创新能力，湖州在发明专利转移

转让、金华在专利引进吸收等方面表现突出。

从创新策源得分增长来看，宣城最好，四年

增幅达 45%，杭州、苏州和芜湖增幅也均超

30%，得益于三个城市在重点产业厚植创新资

源基础，不断强化产业技术创新，在数字产业、

医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重点产业形成重

大技术创新成果并高效落地。

基于对先进制造发展维度的分析，长三角

G60 九城市呈现沪苏引领、七市协同的发展格

局。上海、苏州两市分值最高，不断向其他城

市技术溢出；合肥、杭州紧随其后，分别依托

高校优势、数字产业，支撑了区域内的创新协同。

合肥、宣城、湖州四年增幅均超过 40%，其中

合肥、宣城的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占比年均增长超 20%，体现了以企业为主体的

协同创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从科创生态建设维度来看，上海、苏州和杭

州得分最高，高新技术企业新增量最大，新增双

创载体数量占九市总量的 80% 以上，形成了聚集

区；湖州得分四年增幅最大，超 90%，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 255 家，2021 年位列国家创新型城市创

新能力评价第 30 位 [13]；嘉兴分值四年增幅也近

50%，体现出完善创新创业环境的显著成效。九

城市年均新增就业岗位 183万个，年均增长 6.5%，

其中湖州、金华、嘉兴就业岗位增长最为突出，

年均增长均超 15%。加速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方

面，九城市互联网入户数累计 3347 万户，四年

增长达 40.7%，湖州、宣城、芜湖和合肥年增长

最快，分别为 20.4%、18.3%、17.1%、17%。

3.3　长三角G60城市主要创新指标的国内外
比较分析

为进一步探明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驱动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3.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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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基于指数代表性指标选取长三角区

域、国内主要创新城市（群）、国外主要创新

城市进行横向比较，以进一步阐释 G60 科创走

廊科技创新发展成效。

（1）主要指数指标的长三角区域内比较

基于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框架，

从科技创新策源、先进制造发展、科创生态构

建三个维度抽取 2016—2019 年间的代表性指标

分析发现，G60 科创走廊相较于长三角其他城

市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创新驱动成效，体现出强

有力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引擎作用。

从创新策源来看，呈现强劲的科技资源集聚

趋势，G60 九城市 R&D 投入强度 2019 年均值

达 2.98%，是长三角均值（2.84%）的 1.05 倍；

R&D 人员全时当量四年总量占整个长三角区域

的 47.3%，其中高端人才占长三角总量的 72%；

创新策源能力更为突出，万人均 SCI 论文拥有量

是长三角区域的 1.8 倍，万人均发明专利数是长

三角区域的 1.7 倍，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数量占

长三角区域的 61%。从先进制造能级提升来看，

G60 科创走廊创新驱动先进制造动力强劲，PCT

申请规模占长三角区域总量的 58%；规模以上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制造业部分）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于长三角区域 [14] 近 8%；从

科创生态优化来看，四年里 G60 九城市高新技

术企业新增占长三角新增量的 55%（表 3）。

表 3   G60区域与长三角区域指标比较情况

 

评价维度 评价维度 评价维度

R&D研发投入强度
（%）

万人均SCI论文拥有
量（篇/万人）

PCT申请数量
（件）

R&D人员全时当量
（万人年）

万人均发明专利数量
（件/万人）

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比（%）

高端人才（人）
国家级科技奖励数量

（项） 科创生态
高新技术企业新增

数量（个）

比较指标 比较指标 比较指标

资源基础 策源能力

创新驱动

G60 区域 整个长三角区域

G60 区域 整个长三角区域
G60 区域 其他长三角区域

G60 区域 其他长三角区域

G60 区域 整个长三角区域

G60 区域 整个长三角区域

G60 区域 其他长三角区域

G60 区域 其他长三角区域

G60 区域 其他长三角区域

（2）主要产出指标的国内外比较

本研究进一步选取 68 个城市作为国内外水

平的比较分析对象，分别有国内京津冀 13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粤港澳 1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长三角区域除 G60 九市以外的其他 32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东京、

大阪、首尔、芝加哥、斯德哥尔摩、波士顿、

旧金山、新加坡等 12 个全球重要创新城市。研

究主要采集 R&D 研发投入强度和 PCT 申请数

量两个指标的数据，因部分城市数据公开的程

度不一，两个指标采集到的数据的时间范围也

不同，其中 R&D 研发投入强度为 2016—2019

年的数据，PCT 申请数量为 2016—2021 年数据。

从 R&D 研发投入的强度来看，G60 科创走

廊创新投入水平位居国内主要城市群首位（图

5）。G60四年均值为2.8%，超过粤港澳（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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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2.06%）、京津冀（1.67%）三个城市群。

从单个城市来看，G60 区域上海、杭州、苏州、

合肥和芜湖的 R&D 研发投入强度四年均值均位

列所选城市的前十位（图 6）。

从 PCT 的申请规模来看，G60 科创走廊六

年大幅提升，2021 年相较于 2016 年，申请数

量增幅达 141%，位居国内四个城市群之首（图

7），期间，2020 年 PCT 申请量近 1 万件，首

次超过京津冀（8506 件），位居国内城市群第

三名。

图 5  2016—2019年国内重要创新城市群的 R&D研发
投入强度比较

图 6  2016—2019年国内主要创新城市的 R&D研发投入强度均值比较

图 7  2016—2021年国内重要创新城市群 PCT申请规模增幅

在 68 个国内外创新城市的比较中发现，六

年间 G60 核心城市沪苏杭的 PCT 申请总量均位

居前二十，其中上海位居第八，苏州第十一，

杭州第十七（图 8），体现了 G60 城市面向全

球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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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6—2021年国内外重要创新城市 PCT申请数量总规模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围绕

G60“三先”走廊定位，参照国内外先进城市

群的创新发展评价经验，构建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

从创新策源、先进制造、科创生态三个维度，

系统定量分析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的

成效，结合 G60 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发展质性分

析，与长三角非 G60 城市、国内外重要创新城

市（群）开展了关键指标的比较分析，对 G60

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

论如下：

（1）“三先”走廊建设初显成效，总体发

展指数四年持续上扬

研 究 数 据 分 析 表 明，G60 科 创 走 廊 在

2016—2019 年持续稳步发展，四年共增长

22%。分维度看，创新策源指数增长近 20%，

体现了创新资源的快速集聚与高效配置，推动

了创新能力的提升，在长三角及全国范围形成

良好的成果辐射效应。先进制造增长近 18%，

表明科技创新作为区域产业发展及综合实力提

升的重要动力，正发挥强大作用，为以先进制

造业为核心的产业创新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创生态指数增长最快，近 30%，体现了创新

政策、制度对创新活动的有效引导，推进了创

新体系不断完善，加速科创生态的形成，在推

动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持续发挥保障作用。

（2）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创新策源引擎作

用凸显，PCT 申请量跻身国内外先进行列

G60 科创走廊经过 5 年多的建设发展，已

具备良好的创新资源基础，产业发展基础深厚，

产城融合生态完善，形成了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核心自驱力。万人均 SCI 论文拥有量、万人均

发明专利数均为长三角的近 2 倍，R&D 人员全

时当量四年总量占长三角近一半，高端人才占

长三角总量七成；2020 年 PCT 申请量超越京津

冀城市群，2016—2021 年 PCT 申请量六年增幅

位居全国主要创新城市群之首，上海、苏州、

杭州 PCT 六年申请总量在全球主要创新城市比

较中分列第八、第十一、第十七位，体现了其

面向全球的创新产业布局趋势，G60 科创走廊

已成为长三角区域当之无愧引领高质量一体化

协同发展的动力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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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60 科创走廊九城高质量协同创新格

局业已形成

G60 九城市已形成良好的协同创新网络，

在创新策源方面，上海创新成果、协同辐射水

平最高，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带动 G60 科

创走廊协同发展；苏杭合作为重要创新中心节

点，为 G60 科创走廊不断提供创新动力和技术

供给；芜湖、金华、宣城发挥产业和地缘优势，

充分利用沪苏杭合的创新资源，加强协同创新，

不断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能级。先进制造

方面，沪苏合产业基础扎实，杭州数字化产业

表现优异；嘉兴、湖州位处沪苏杭合成果辐射

区中心带，在产业技术吸收转化、产业链上下

游衔接方面深入探索实践，推动重点领域产业

发展成效突出。科创生态方面，沪苏杭发挥引

领作用，带动 G60 区域营造创新氛围、打造产

业对接大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实践中

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体制机制，构建了产城融

合的良好生态。

G60 科创走廊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中，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集聚创新资

源要素，完善以市场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制度环

境，厚植先进制造产业发展基础，率先走出了

一条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取得突出的发展成

效，充分体现了其“三先”走廊作为长三角区

域高质量发展引擎的建设定位。可以预见 G60

科创走廊不断夯实科技创新资源基础，进一步

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制度创新突破，将能更好牵

引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转型升级，对推动长

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发挥更重要的引领示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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