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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TECH INNOVATION 科技创新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研究

陈文佳　谌凯

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 智江南　杭州　310006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本文旨在研究分析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状况，为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

新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方法 / 过程 ] 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产业联动、环境支撑四个方面构建

区域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创新有序度和协

同度，研究分析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状况，并提出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结

果 / 结论 ] 研究表明，2010-2018 年期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科技创新有序度均呈现较为稳定的上升

趋势，但地区间差距较大；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度波动上升，且处于低水平协同状态；三省一市两两间

科技创新协同水平差异较大，上海、江苏、浙江三地间的协同相对较好，安徽较弱。基于此，应进一

步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体制机制创新、加强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高水平

创新人才集聚，助推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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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synergetic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Methods/Proces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innovation input, innovation 
output, industry linkage, and environment support. Based on the degree of order and coordin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measured by coordination measurement model 
with respect to composite syste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ed innov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Results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0 to 2018, the order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three provinces and one c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a stable upward trend, but there is 
a big gap among regions. The synergy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verall shows the trend of fluctuation rising 
with a low-level synergy state. The synergy degre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tween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is better than that of Anhui.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boost the collabor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e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ollaborative system and mechanism, enhance the 
shar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accelerate the gathering of high-level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measurement model with respect to composite 
system

引言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社

会发展等各个领域都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长

期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区域发展的前列。2010年，

国务院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将长三角地区的范围确定为江苏、浙江、上海

两省一市；2014 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

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首

次明确将安徽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一部分。

至此，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格局正式形成。此后，

国家层面相继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发展规划，

将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并对加强长三角地区协同创新、增强区域创新

策源能力和竞争能力等进行了相应部署。经过

多年努力，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取得

了一定成效。根据 2018 年相关统计数据，可以

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创新人才集聚效应不断

增强，长三角地区每万人拥有 R&D 人员 60.06

人年，显著高于全国 31.4 人年的平均水平；二

是研发投入强度稳步增长，长三角地区 R&D 投

入强度为 2.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4%），

高于美国平均水平（2.76%）；三是区域创新

合作更加紧密，长三角区域国际科技论文合作

数达到 16096 篇，增速高达 26.62%；四是高技

术产业发展迅速，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利润达到

3160.7 亿元，占比达到全国三分之一；五是创

业孵化成效喜人，2010 年以来，长三角孵化器

在孵企业数量翻了六番，在孵企业总收入实现

翻番。然而，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仍

存在协同机制不完善、科技资源重复配置、人

才流动不畅、跨区域合作有限、核心城市带动

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快推动长三角区域创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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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进一步释放长三角创新活力和动力，

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1　文献梳理

专家学者就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相关主题

开展了有益探索。早在 2008 年，毕亮亮、施祖

麟 [1] 就采用因子分析和分层聚类分析方法，对

长三角 16 个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提

出要利用“涓滴效应”，实现中心城市对周边

城市的创新辐射，带动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

和创新能力。杨耀武、张仁开 [2] 构建长三角区

域科技创新政策框架，评估研究了长三角区域

科技发展的政策需求、政策瓶颈、政策机制以

及政策推进路线图。虞震 [3] 构建指标体系，采

用加权综合评价方法，对泛长三角城市 2009 年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研究表明上海科

技创新能力优势不够明显，江浙两省科技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安徽有待提高。刘亮 [4] 分析了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现状、形势和要

求、存在的瓶颈和问题，认为要推动建立长三

角间跨区域体制、创新载体、创新市场交易、

创新中介间的协同机制。纪江明 [5] 构建指标体

系，采用熵权 TOPSIS 方法，对长三角科技创

新政策进行评估，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科技创

新政策实施具有较好成效。方微、冯高阳等 [6]

对比分析 2015—2018 年度长三角三省一市区域

科技创新发展情况，提出推进创新平台建设、

加强科技合作、扩大资源开放等建议。汪琛、

孙启贵 [7] 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和主成

分分析法，对长三角科技创新绩效进行测度，

研究表明，长三角科技创新绩效强度中等偏下

且存在差异性，提出对接全球创新发展战略、

强化区域创新协同发展、优化创新投入机制体

制、推进创新绩效评估的对策建议。对现有文

献的梳理发现，针对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的研

究较少，且尚未有文献对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

协同度进行系统测算。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从

协同学出发，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有序度和系

统间的协同度进行有效测量，业已被广泛运用

于研究区域科技创新协同、科技与经济协同、

产业与创新环境协同、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协

同、高技术产业创新协同、投融资系统协同 [8-20]

等各类协同问题。因此，本文构建区域科技创

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

度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创新有序度、长三角区

域整体科技创新协同度以及长三角三省一市两

两间科技创新协同度，并提出推进长三角区域

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较为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指标体系与方法

2.1　指标体系

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区域科技创新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借鉴虞震 [3]、蹇令香 [19]、

鲁继通 [20] 等学者研究成果，基于长三角区域协

同创新发展实际情况，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

数据可得性原则，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产

业联动、环境支撑四个方面，选取能够表征各

子系统科技创新发展行为的序参量指标，构建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

如表 1 所示。各项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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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创新投
入X1

万人R&D人员全时当量X11 人年

R&D投入强度X12 %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X13 亿元

创新产
出X2

技术市场成交额X21 亿元

万人专利拥有量X22 件

科技论文数X23 篇

产业联
动X3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
重X31

%

高新区企业工业总产值X32 千元

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上工
业比重X33

%

环境支
撑X4

有R&D活动的企业数占比X41 %

万人互联网接入量X42 户

研发机构数X43 个

2.2　研究方法

2.2.1　子系统有序度模型

将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复合系统 R={R1，

R2，R3，R4}，其中，R1-R4 分别代表上海市科

技创新子系统、江苏省科技创新子系统、浙江

省科技创新子系统、安徽省科技创新子系统。

各子系统 Ri 的序参量为 xi={xi1, xi2,…,xin}，其中，

n≥1, αij≤xij≤βij, j=(1, 2,…,n)。αij、βij 分别为序参

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序参量分量 xij 的有序度

yij 计算公式如下：

( )

=
( )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ij

x
x

x
x

y

α
β α

β
β α

−
 −
 −
 −

为正向指标

为负向指标
        （1）

其中 , 0≤yij≤1, yij 数值越大，表明序参量分

量 xij 对系统有序度的贡献越大。

运用熵权法赋予序参量权重 λj，以线性加

权法测算子系统 Ri 的有序度 Yi，计算公式如下：

1 1
       0 1 

n n

i j ij j j
j j

Y yλ λ λ
= =

= ≥ =∑ ∑其中 且      （2）

Yi 越大，子系统 Ri 的有序度越高，表明其

对复合系统有序度的贡献越大。

2.2.2　熵权法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计算参序量权重系数。

采用最小 - 最大标准化法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kj kj

kj
kj kj

x
x

γ
δ γ

−
−                     （3）

其中，xk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δkj

和 γkj 分别表示各子系统序参量的上限值和下限

值。

测算各指标权重系数。

首先，对指标做比重变换，计算公式如下：
*

*
1

kj
kj m

k kj

x

x
p

=

=
∑                   （4）

其次，测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

如下：

1
ln( ) 

m

j kj kj
k

e q p p
=

= − ∑                （5）

其中，q>0, ej ≥ 0, 常数 q 和样本数 m 有关，

一般令 q=1/ln(m), 本文 m 取 9，则 0≤ej≤1。

最后，根据熵值确定指标权重系数 λj，其

中 n 为指标数，计算公式如下：

1

(1 )

( )
j

j n
jj

e

n e
λ

=

−
=

−∑                    （6）

2.2.3　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

假设 T0 为初始时刻，子系统 Ri 的有序度

为 Yi
0，协同演化至 T1 时刻，子系统 Ri 的有序

度为 Yi
1，则可以建立模型 C，测算长三角区域

科技创新协同度，计算公式如下：

                                                                 （7）

ωi 为各子系统的权重系数，以长三角三省

4 4
1 0

1 1

    || 0 1i i i i i
i i

C Y Yω ω ωη
= =

=≥= −∑ ∑且

1 0

1 0

1 0, 
 

,1 0 
i i

i i

Y Y
Y Y

η
 −

≤
>

= 
−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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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 GDP 占区域 GDP 的权重来代表。由公式

3 可知，-1 ≤ C ≤ 1，当 C 大于 0 时，表明区域

科技创新复合系统在 T0 至 T1 时段内处于协同

演化状态，其值越接近 1，协同程度越高；当 C

小于 0 时，表明在 T0 至 T1 时段内，区域协同

创新系统处于非协同演化的无序状态。

2.2.4　子系统间协同度模型

假设 T0 为初始时刻，子系统 Ri 的有序度

为 Yi
0，Rh 的有序度为 Yh

0，协同演化至 T1 时刻，

子系统 Ri 的有序度为 Yi
1，子系统 Rh 的有序度

为 Yh
1，子系统 Ri 和子系统 Rh 的两两协同度为

Dih。则可以建立模型 D，测算长三角三省一市

各子系统两两间的协同度，计算公式如下：

1 0 1 0

1 0 1 0,

( )( )

1 0 0
 

1,  
 

ih i i h h

i i h h

D Y Y Y Y

Y Y Y Y

µ

µ

= − −

 − > − >
= 

−
其中，

其他

且

    （8）

本文借鉴以往研究成果将区域创新协同度

划分为 4 个等级，如表 2。

表 2  区域科技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等级评价标准

发展等级 非协同 低度协同 一般协同 高度协同

协同度 -1≤C≤0 0＜C≤0.3 0.3＜C≤0.7 0.7＜C≤1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10-2018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科

技创新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

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火炬

统计年鉴》《上海科技统计年鉴》《浙江科技

统计年鉴》以及安徽科技统计公报、江苏科技

进步统计监测综合评价结果等统计资料。

3.2　实证过程

3.2.1　计算序参量权重

根据熵权法，按照公式（3）-（6），运用

excel计算得出4个子系统序参量的权重值，如表3：

表 3  科技创新子系统指标权重

序参量
权重 　

R1 R2 R3 R4

X11
0.06350 0.06832 0.06015 0.04920

X12
0.05719 0.05828 0.05951 0.06248

X13
0.05458 0.05089 0.10283 0.14480

X21
0.13158 0.08016 0.20307 0.08607

X22
0.09900 0.06267 0.06027 0.06696

X23
0.11896 0.12094 0.10097 0.10919

X31
0.06480 0.10979 0.08353 0.09415

X32
0.06358 0.05450 0.05305 0.07329

X33
0.10602 0.13485 0.07345 0.08028

X41
0.09513 0.05930 0.07112 0.08675

X42
0.10043 0.13359 0.07180 0.08235

X43
0.04522 0.06670 0.06025 0.06449

权重合计 1 1 1 1

 

3.2.2　计算子系统有序度

根据子系统有序度模型，按照公式（1）和

（2），计算得出 4 个子系统有序度，其中 Y1 代

表上海科技创新系统有序度、Y2 代表江苏科技

创新系统有序度、Y3 代表浙江科技创新系统有

序度、Y4 代表安徽科技创新系统有序度，如表 4：

表 4  科技创新子系统有序度

年份 Y1 Y2 Y3 Y4

2010 0.4528 0.4833 0.1784 0.0820

2011 0.4194 0.4738 0.1524 0.0408

2012 0.4569 0.5319 0.1945 0.0672

2013 0.4691 0.5754 0.2277 0.1162

2014 0.5152 0.6037 0.2615 0.1574

2015 0.5607 0.6567 0.3042 0.1809

2016 0.6002 0.7252 0.3537 0.2329

2017 0.6252 0.8091 0.4050 0.2764

2018 0.6989 0.8526 0.5159 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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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计算复合系统协同度

根据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将表 4 计算得

出的子系统有序度带入公式（7），计算得出复

合系统协同度，如表 5：

表 5  科技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

年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协同度 0.02222 0.04604 0.03657 0.03439 0.04499 0.05654 0.06043 0.06487

3.2.4　计算子系统间协同度

将表 4 计算得出的子系统有序度带入公式

（8），计算得出子系统两两间的协同度，其中

D12 代表上海 - 江苏之间科技创新协同度，D13

代表上海 - 浙江之间科技创新协同度，D14 代

表上海 - 安徽之间科技创新协同度，D23 代表江

苏 - 浙江之间科技创新协同度，D24 代表江苏 -

安徽之间科技创新协同度，D34 代表浙江 - 安徽

之间科技创新协同度，如表 6：

表 6  科技创新子系统间协同度

年份 D12 D13 D14 D23 D24 D34

2010 0.01775 0.04667 0.02307 0.03613 0.04909 0.05196
2011 0.02948 0.03973 0.02014 0.03949 0.04404 0.04423
2012 0.03715 0.03149 0.02448 0.04358 0.03266 0.04532
2013 0.01565 0.04940 0.03804 0.03094 0.04755 0.05824
2014 0.01972 0.03916 0.04623 0.03415 0.03527 0.05967
2015 0.03275 0.03333 0.04036 0.03733 0.03164 0.05079
2016 0.01775 0.04667 0.02307 0.03613 0.04909 0.05196
2017 0.02948 0.03973 0.02014 0.03949 0.04404 0.04423
2018 0.03715 0.03149 0.02448 0.04358 0.03266 0.04532

3.3　结果分析

3.3.1　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创新有序度分析

长三角科技创新子系统有序度测算结果见

图 1。从整体上来看，2010-2018 年期间，长三

角科技创新子系统有序度均呈现较为稳定的上

升趋势。表明，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整体发展

态势良好。从各子系统来看，长三角三省一市

科技创新有序度存在较大差距，但排名一直没

有改变，其中江苏、上海两地有序度领先优势

明显，浙江居后、安徽最低。从增长速度上来看，

江苏有序度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引领优势持续

放大，上海、安徽有序度增长态势较为平稳且

略有放慢，浙江从 2017 年开始有序度增长速度

明显加快，与上海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由此

可见，长三角三省一市中，江苏、上海两地能

够充分把握和利用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契机，

有效提高内部各创新要素相互配合、作用的有

序度，并积极发挥创新溢出效应，与周边地区

实现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从而提升自身创新

效率和能力。浙江科技创新有序度较大幅度落

后于江苏、上海，但与上海的差距在逐步减少，

这种向好的趋势得益于浙江近年来对科技创新

的高度重视，能够在加大创新投入，集聚创新

资源，引育创新人才等方面持续发力。安徽科

技创新有序度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且上升速度

未见明显提升，说明安徽科技创新协同能力相

对较弱，这与安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仍然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有较大关系，

未来其在创新资源配置、科技对外合作等各方

面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3.3.2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度分析

由图 2 可见，2011-2018 年期间，长三角区

域科技创新协同度处于 0.022~0.065 之间，均为

正值，说明，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处于协同状

态；协同度数值均低于 0.3，表明，长三角区域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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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处于低水平协同状态。协同水平偏低

与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面临的多重障

碍有关。一是信息不对称。相较于省内科技创

新，跨省科技创新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市场

在创新资源配置上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政府

在整体规划上更容易出现判断误差，区域内创

新人才流动、创新资源共享、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等往往不够顺畅和及时，由此带来信用、合作、

监管等成本，阻碍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步伐。

二是体制机制不顺。区域行政界线和管理条块

分割带来体制机制障碍，尽管三省一市政府在

区域协同创新上业已开展有益探索，但仍存在

诸多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问题，协同创

新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三是存在地方保

护主义。各省市政府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

对手，对自身利益有内生的追求冲动，对竞争

对手有内生的防备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长三

角协同创新。鉴于此，可从体制机制创新、创

新资源共享、创新平台搭建、创新人才集聚等

方面，强化政策实施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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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趋势上来看，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

协同度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大致可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1-2014 年间，协同度呈

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状态；第二个阶段为

2014-2018 年间，协同度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

究其原因，长三角作为我国科技创新最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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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之一，虽然早在 2003 年，就开展了协同

创新方面的探索，相继签署了《苏浙沪共同推

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发布了《长

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08-2010）》，

并联合开展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大型科学仪器

共建共享，但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争夺仍十分

激烈，合作与竞争来回博弈，科技创新协同状

态不很稳定。2014 年以来，“长三角科技发展

战略研究联盟”成立，一系列旨在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文件、发展规划相继发布和

实施，三省一市在科技创新各领域的合作意愿

不断增强，合作维度不断拓宽，从而区域科技

创新协同度逐年攀升。

3.3.3　长三角科技创新子系统协同度分析

由图 3~7 可见，2011-2018 年期间，长三角

三省一市科技创新协同度均为正值，但小于 0.1，

说明，各地区间科技创新均处于低协同状态。

从整体趋势上来看，各地区间科技创新协同度

均呈现波动的缓慢上升态势，表明，三省一市

科技创新协同的良好局面正在逐步打开。分地

区来看，长三角三省一市两两间科技创新协同

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江苏 - 浙江，江苏 -

上海间的科技创新协同度在波动中上升，增长

态势最好，增长速度最快，并且值得注意的是，

2018 年，浙江 - 上海间科技创新协同度出现大

幅度上升，说明，上海、江苏、浙江三地间的

科技创新协同相对较好，且向好趋势较为明显；

安徽 - 浙江，安徽 - 江苏间科技创新协同度波动

较大，增长幅度较为平缓，且安徽 - 上海间科

技创新协同度呈现出在一个水平线上下波动的

态势，表明，安徽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科技创

新合作相对较少，协同水平相对较低。究其原因，

一方面，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科技经济发展

水平相近又各具优势，在科技创新方面具备较

好的合作基础，因而合作意愿较强，而安徽科

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与其他地区合作的

契合点相对较少，因而相互间的科技创新协同

度较低；另一方面，上海、江苏、浙江三地早

于安徽纳入长三角地区范畴，在创新合作上，

更早得到政策引导和支持，形成了一定的合作

粘性。鉴于此，应以“一体化”思维强化长三

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挥核心地区科技创新

资源优势，加速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辐射带动

长三角其他地区共筑全国科技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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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三省一市为研究对象，构建

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

同度模型测度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创新有序度、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度以及长三角三省一

市两两间科技创新协同度，研究分析长三角区

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状况，得到如下结论：一

是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有序度排序为江苏、上

海、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科技创新有序度较高，

表明两省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间相互配合、作用

的有序度较高，创新协同能力较强，对周边地

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大。浙江位居第三，但科

技创新有序度增长速度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与上海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表明浙江近年来

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逐渐显现，科技创新生态日

渐完善。安徽位次居后，且有序度偏低，与其

他地区差距较大且有一进步扩大的趋势，表明

安徽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能力在长三角地区相对

较弱，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长三角区域科技

创新处于低水平协同状态，协同度呈现波动上

升态势。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竞争与合作并存，

竞合博弈长期存在，科技创新协同水平较低。

2014 年以前，协同度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

状态，2014 年以后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三是

长三角三省一市两两间科技创新协同水平存在

较大差异。上海、江苏、浙江三地间的科技创

新协同度相对较高，安徽与长三角其他地区间

的科技创新协同度都较低。

4.2　建议

基于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科技创新有序度

差距较大、区域科技创新整体协同水平较低、

三省一市两两间科技创新协同水平差异较大的

现状。应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的顶

层设计，优化区域协同创新生态和创新空间布

局，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

同体，全面支撑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是创新区域协同体制机制。强化长三角

区域三省一市战略协同，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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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相互促进、错落有致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在重大创新政策目标设定、高能级创新平台搭

建、高新技术产业布局、高层次创新人才交流、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强跨省域规划协

同，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各地区定位和分工，优

化创新创业生态，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圈，

发挥核心地区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协同创

新的强大合力。完善三省一市高新技术企业、

科创载体、科技成果等互认制度。成立长三角

科技创新发展专家组，建立滚动专家库，在三

省一市挑选战略规划、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

领域的学术专家和企业专家入库，为长三角科

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加强长三角

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统筹规划布局，整合提升已

有同质创新资源，协同谋划新增创新资源，打

破“信息孤岛”，避免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

推进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完善

相关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大重大科创基础设施、

科技经济数据库、人才库、企业库等创新资源

的开放共享程度。引导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加大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程度，通过奖励补助、政府

采购、相关资源配置政策倾斜等方式，给予支

持和鼓励。

三是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整合优化现

有科技创新平台，继续加大对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科学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科技城、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创大走廊等高能级科技

创新平台的支持，统筹长三角科创平台资源，

形成协同创新合力。支持长三角区域龙头领军

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大数据、云

计算、区块链、生命健康、高端装备、节能环保、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水平共建“高

精特新”联合研发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合力

推进全球高端创新资源集聚，加速关键技术应

用示范和成果推广应用。

四是加快高水平创新人才集聚。着力清除

行政区划下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长

三角区域人才政策协同，在人才评定标准、落

户、社会保障、补贴、公共服务等人才政策保

障上探索一体化发展路径，加快建立三省一市

人才职业资格和技术等级互认制度。搭建长三

角高端创新人才交流平台，联合发布紧缺人才

需求目录，避免无序“人才争夺战”。建立海

外高层次人才联合引陪机制，发挥三省一市高

水平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国际化领军企业作用，

抱团式招引国际高端技术、管理人才来长三角

创新创业，打造充满活力的人才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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