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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作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载体，在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提质

增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 246 家基地为研究对象，以 2016—2018 年基地发展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

合方式，分析基地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从国家和基地两个层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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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developing high technology and realizing industrialization”, 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ization ba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riving rapid growth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regional economy. Taking 246 bases as research objects with development monitoring data from 
2016 to 2018 as the basi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base development are analyzed by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both national and base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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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以下简称“基

地”）是指产业特色鲜明、技术创新能力强、具

有较大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或产业集群。

为加快国家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1999 年科技部开始基地建设和认定工作。

基地作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载

体，有力地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对所

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在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1]，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在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方面有很大潜力，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对基

地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挖掘基地高质量发展存在

的不足和短板，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议。文

中涉及相关统计数据来自科技部基地发展监测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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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999 年，科技部启动了基地建设和认定工

作。自 2009 年起，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入

贯彻《国务院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发挥科技对经济的支撑引

领作用，基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以

来，基地进入质量提升阶段。围绕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国民经济重大支柱产业发展需要，突出

高新技术专业化、特色化和集群化，以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为核心，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了一批

在国内外具有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集群建设。截

至 2019 年年底，全国共有基地 246 家。基地按

我国经济区域 [2]划分，中东部地区有 89 家，占

比 36%；中部地区有 67 家，占比 27%；西部地

区有 68 家，占比 28%。东北地区有 22 家，占比

9%。基地集中在材料、先进制造、能源、信息、

交通等五大高新技术领域。

2 发展现状及特色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基地已形成经济体量

快速增长、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科技成果加快转

化、企业活力竞相迸发、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发

展局面，成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支撑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2.1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基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增长

速度和发展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区

域中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为服务区域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18 年，基

地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纳税总额分别为

141 558.0 亿元、46 617.6 亿元、8 335.2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8.3%、16.1%、9.7%，见

图 1、图 2、图 3。
2.2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高

基地高度重视研发投入，通过积极建设企

业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

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成果产

出。2018 年基地企业研发投入总额超过 4 122 亿

元，占 2018 年全国企业研发投入的 20.6%，年

均复合增长率（指 2016—2018 年均复合增长率，

下同）为 7.9%，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7%，

比当年我国整体研发投入强度高 0.5 个百分点。

建在园区企业的创新平台共 5 786 家，具体分布

见图 4。基地创新成果产出数量大幅增加，有力

支撑了行业整体创新发展。2018 年，基地专利

拥有量达 569 015 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6.7%。

图 1 2016—2018 年基地工业总产值及增长率

图 2 2016—2018 年基地工业增加值及增长率

图 3 2016—2018 年基地纳税总额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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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8 年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54 010 件，占

全国发明专利拥有量的 9.6%，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8.5%。

2.3 大中小企业融通的集群化发展态势明显

新注册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和上市企业数是衡量一个区域产业竞争力

及活力的重要指标，主导产业领域内新注册企业

数及占比是产业集群化发展程度的标尺 [3]。如图

5 所示，2018 年基地新注册企业数量达 440 185
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8.6%，平均每天新注

册企业 1 206 家。其中，主导产业领域新注册企

业数量为 49 754 家，占当年基地全部新注册企

业数量的 11.3%，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3.5%。基

地新企业注册活跃，成为我国创业的重要爆发

地。基地积极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集群化

发展。2018 年基地科技型中小企业共 52 679 家，

占全国 40.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5.3%。2018
年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 25 162 家，占全国

14.6%，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32.1%。2018 年基地

拥有收入亿元以上企业 12 051 家，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 39.2%，且拥有上市企业 1 402 家，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 17%。收入亿元以上企业、上市企

业等领军企业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

级、技术创新突破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基地

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2.4 人才、资本等创新资源加速集聚

基地加快人才引进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队伍不断扩大，高层次人才集聚度进一步提升。

2018 年基地从业人员总数达 7 296 143 人，年均

复合增长率为 4.3%。其中，2018 年本科及以上

学历从业人员 1 951 622 人，占全部从业人员比

重为 26.7%，较 2016 年增加 1.2 个百分点。基地

持续加大对创新创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快集聚

市场化、专业化投资机构，成为推进技术成果转

移转化的重要动力。2018 年基地政府产业资金

图 4 2016—2018 年基地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情况

图 5 2016—2018 年基地新注册企业数量及增长率



·科技资源管理与应用·刘志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 29 ─

达 6 139.2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4.9%。拥

有政府引导基金 2 379.1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为 18.0%。2018 年拥有天使投资机构 2 248 家，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4.0%，且拥有风险投资机构

4 600 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3.9%。基地加快

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布局，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载

体质量显著提高。2018 年基地拥有国家级众创空

间 465 家，占全国的 24.6%，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4.6%。2018 年拥有国家级孵化器 376 家，占全

国的 38.4%，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9.8%。基地创业

孵化、科技服务等创新创业环境持续完善，内生

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

2.5 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

基地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和创新资源配置，国

际竞争能力和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参与国

际竞争、抢占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的支撑平

台。2018 年基地实现进出口总额 7 127.5 亿美元，

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15.4%，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9%。2018 年基地PCT专利拥有量达 15 444 件，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4.9%，且注册境外商标 8 181
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4.8%，见图 6。参与制

定国际标准 244 项。海外上市企业有 133 家，较

2016 年、2017 年分别增加 22 家、11 家，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9.5%。基地加快在全球范围整合和

利用资源，集聚国际高端人才、技术、资本，形

成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发展新格局。

2018 年基地拥有外商投资企业 7 992 家，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19.1%；拥有港澳台资企业 4 667 家，

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2.4%；拥有留学归国人员

20 691 人，拥有外籍从业人员 16 146 人，年均复

合增长率为 21.5%。

3 面临的问题

基地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集聚创新创业资

源、激发区域发展活力等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

成绩，但是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产业化基地在

新产业新业态布局、主导产业特色等方面还存在

一定的问题。

3.1 领域分布均衡，围绕新产业新业态建立的基

地数量较少

目前，产业化基地产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材

料、先进制造、能源、信息、交通及现代服务业

六大领域。其中，近五成共 121 家基地集中在

材料领域，而在信息技术大发展的现在，信息

领域的产业化基地占比不到一成。由于发展时间

较短、产业集群化发展程度不高等原因，尚未在

人工智能、5G无线通信等新兴产业领域布局建

设产业化基地。但信息领域基地平均经济规模最

大。2018 年，可见信息领域、材料领域、交通

领域、能源领域、先进制造领域基地平均主导产

业工业总产值分别为 450 亿元、351 亿元、317
亿元、240 亿元、223 亿元，可见信息领域平均

规模是制造领域规模的两倍。应在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5G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图 6 2016—2018 年基地PCT专利拥有量、注册境外商标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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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领域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布局基

地，而对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基地则要努力

促进发展质量的提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

创业孵化水平。

3.2 基地在全国的区域布局还不平衡，发展水平

也存在较大差别

从数量来看，东部地区基地数量最多，占比

近 40%，东北地区仅占 9.0%。从省份分布来看，

不同省份之间差异也较大。江西省拥有基地数量

最多，达 25 家，而海南等 4 个省份尚未建设产

业化基地。从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基地经济

规模相对较大、发展质量相对较高，发展规模和

质量均呈现从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的趋

势。2018 年，东部地区基地平均工业增加值最

高，达 354 亿元，且复合增长率为 23.16%；东北

地区基地平均工业增加值均最低，仅为 73 亿元，

见图 7。2018 年，东部地区基地平均纳税额为 67
亿元，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基地平均纳税额

的两倍多。因此，要坚持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为

依据，进一步强化在基地布局中落实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强化在中西部地区的布局。

3.3 部分基地经济体量较小，难以发挥区域经济

增长带动作用

如果基地经济体量小，自身的经济活动气势

很难旺盛，可能会导致创新创业活力不足，创新

要素流动不畅，技术和经济溢出效应不明显。截

至 2018 年年底，有 43 家基地年工业总产值低于

100 亿元，占比超过 20%；有 21 家基地工业总产

值低于 50 亿元，占比近 9%；有 5 家基地的工业

总产值尚不足 20 亿元。因此，要加大发展力度，

着力在规模上下功夫。

3.4 部分基地的主导产业特色不突出、优势不明

显，主导产业规模在基地内占比较小

55 家基地主导产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低于 50%。部分基地企业集聚程度

不高，有超过 30 家基地主导产业领域的企业不

足 10 家，还有近 20 家基地主导产业领域的企业

不足 5 家。因此，要推动基地集群化发展，突出

主导产业特色，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

现代化水平。

3.5 部分基地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创新环境还

需持续完善

有部分基地在人才、创新平台的聚集上还

存在差距。有 48 家基地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

占从业人数比例不足 20%，有 7 家基地的占比尚

不足 5%。有 29 家基地尚未拥有市级及以上众创

空间或孵化器，且有 73 家基地尚未拥有国家级

众创空间或孵化器，共占基地总数比例 35%。因

此，要基地所在地政府要下更大气力加强从创空

间、孵化器创新创业平台的建设，加强人才引进

培养，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提高基地创新能力。

4 发展路径与建议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是国家科技部布局

和指导的高新技术产业重要载体，基地所在地政

府又承担着经济发展、技术进展的主体职责，故

图 7 2016—2018 年各地区基地平均工业增加值及年均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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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国家和基地两个层面提出发展建议。

4.1 在国家层面要强化高质量发展导向

4.1.1 优化基地布局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重大需

求，统筹和推动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特

别是支持围绕人工智能、5G无线通信等新兴产

业领域布局建设基地，加强信息、能源和交通领

域在基地中的布局。

4.1.2 加强基地分类指导和管理

在指导和管理中突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化、高质量发展”目标，对经济规模较大、

竞争能力较强的基地给予重点支持，鼓励其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对经济规模中等、竞争能力尚可的基地，

以提升其产业发展质量为重点，使其成为促进

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工作的重要抓手，打造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增长极；对经济规模较小、竞争

能力一般的基地，突出特色，重点将其打造为

区域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推动创新创业和产

业资源集聚；建立淘汰机制，淘汰不符合基地

功能定位的基地。

4.1.3 建立统计监测和评价工作体系

加强对基地统计指标的研究，完善统计监测

指标体系，每年对基地进行一次数据统计。每两

年开展一次基地评价工作，把高新技术产业高质

量、集群化发展作为目标导向，把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初创企业培育、创新创业环境建设作为重

要的评价导向。

4.2 在基地层面要夯实高质量发展路径

根据基地发展现状，从“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出发提出基地实

现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4-5]，使基地高新技术产

业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成为

高质量发展领跑者。

4.2.1 着力推动创新发展

基地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加速人

才、技术和资本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加快建设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 [1]。加快建设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

中心等创新平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抢占制高

点。加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创新创业

载体建设力度，培育更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积极培育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在

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服务上实现新突破。

4.2.2 着力推动协调发展

强化产业协调发展，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

系 [1]。突出产业特色，围绕主导产业，强化补链、

强链，提升产业聚集度和产业竞争力，与区域内

形成差异化发展、协调发展的整体格局。强化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完善基地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基地文化和社会建设。

4.2.3 着力推动绿色发展

基地发展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施可持续发

展 [7]。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发展环境友好型

产业，更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围绕主导产业，

推动园区绿色、低碳、循环、智慧化改造，增量

优化带动存量提升，促进产业向智能化、高端

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7]。

4.2.4 着力推动开放发展

基地要坚持开放包容，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资源，积极拓展国

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吸引和利用全球

资源，围绕产业特色，集聚国际高端人才、技

术、资本，积极引进外商投资企业，支持跨国企

业在基地设立研发中心，形成高水平开放发展新

格局。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比较优

势，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企业走出去。

4.2.5 着力推动共享发展

基地在经济规模、创新资源聚集、科技创

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已有较好基础，在发

展中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通过产业

对接、技术交流、人才流动、平台建设等多种形

式，加强与本地区其他区域以及产业基础薄弱

地区的合作，增强基地发展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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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过去 20 多年里，基地已得到较好较快的发

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引下，未来不仅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要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引领者和示范区，辐射带动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当前基地发展存在的问

题，在国家层面上要强化高质量发展导向，在基

地层面上要夯实高质量发展路径，着力推动创新发

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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