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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上海市科技资源的分布现状，剖析了上海市各区县科技投入资源分布不均及高科技企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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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科技都有了质的

飞跃，从 30 年前物质贫乏、经济困窘、科技落后的欠发达

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科技贫国变成现在的

科技大国，成就之大不可不惊叹。我们在许多领域，如杂

交水稻、激光照排、人类基因测序、神舟系列飞船、嫦娥

绕月卫星、歼十飞机计划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科技实力明显上升，科技素质日渐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

家相比，我们还只能算是科技大国，而不是科技强国。 

我国要从科技大国变成科技强国，一个重要的观念要

转变，即从粗放式的科技投入与发展向集约化的科技投入

与发展转变［1］。胡锦涛同志在 2004 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为了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

展，使科学技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要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 

1 上海市科技资源分布现状分析 

上海市科技资源丰富，科技实力在全国居于前列。据

《上海市科技统计年鉴 2006》的数据显示，2005 年，上海

市共有科技活动人员 196 736 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145 

492 人；筹集科技经费 4 503 亿元，其中政府拨款 91 亿元；

承担项目(课题)数 34 976 项，发表论文 51 117 篇，申请专

利 17 571 件，获得专利授权 8 011 件。R&D 经费 213.77 亿

元(其中企业 R&D 经费 143.86 亿元，占 67%)，R&D 占 GDP

的比重为 2.35%，大大超过我国 1.34%的平均水平。上海市

的科技机构和科技人员数量、科技设施的先进与完备程度、

科技投入与科技产出规模等，都在全国各省市中居于前列。 

但是，与很多地方一样，上海市科技资源分配不均、

配置不合理的现象也较为突出，各领域、各区县资源分配

与利用尚未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在兼顾各方面的平衡发

展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1 各区县科技投入资源分布不均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核心城区和郊区县的人均地方财

政科技拨款和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差异均十分悬

殊。处于核心城区的浦东新区、徐汇区、卢湾区、静安区、

长宁区、黄浦区、杨浦区和作为新兴开发区的闵行区、青

浦区的人均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和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

例都较高，而处于郊区县的奉贤区、金山区、南汇区、宝

山区和崇明县都较低。 

1.2 各区县高科技企业分布不均 

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情况来看，各区县间的发展亦

十分悬殊。根据 2006 年的数据显示，上海市共有经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 2 431 家，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 430 家；居于

前 3 位的浦东新区、徐汇区和闵行区占到了上海市全部高

新技术企业总数的 46%和全部大中型高新技术工业企业的

51%，表现出深厚的科技实力和产业优势，而其余 16 个区

县只分别占到了 54%和 49%。尤其是作为新兴开发区的闵

行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走在了全市的前列。依托于闵行

经济技术开发区、闵行出口加工区这两大国家级开发区和

莘庄工业区、紫竹科学园区这两大市级开发区，以及区内

众多的高校和研发机构，如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等和英特尔、意法半导体、微创软件、网通等国际著名公

司在园区内设立的研发机构，闵行区科技实力猛飞突进，

发展势头很猛，成为郊区县和新兴开发区发展的典范。不

过，除这三大领头区外，其余核心城区、新兴开发区与郊

区县虽有差别，但并不明显。甚至有些核心城区，如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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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黄浦区、卢湾区等由于面积狭小，土地资源昂贵，导

致老城区难以建立新兴开发区来大规模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在城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少，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和打造产业化园区方面都落到了郊区县的后面(见图 2)。 

 

图 1 上海市各区县 2005 年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图 2 上海市各区县(2006)年高新技术企业分布 

如图 3 所示，从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和人均工业

总产值来看，浦东新区、闵行区、徐汇区等仍居于前列。

与前面略有不同的是，松江区这两项指标均处于非常高的

位置，甚至比科技实力雄厚的徐汇区还靠前，表现出后来

居上的态势。这与松江工业区和松江科技园区大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直接相关。位于郊区县的嘉定区和青浦区也都

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这表明，虽然郊区县在科技资源配

置上不占优势，但完全有可能抓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机

遇，瞄准产业定位，依托产业园区和科技园区，充分发挥

比较优势，通过新兴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后来居上。

这也是郊区县发展科技事业、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并进

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从高新技术企业的总体实力分布上看，浦东新区、徐

汇区、闵行区和松江区的科技实力排在所有区县的前列。

比如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金桥出口加工区、徐汇的漕

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闵行的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紫竹科学园区以及松江的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等，

聚集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了产业集聚和技术溢出，

已成为各区产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也为我们

在核心城区和新兴开发区发展科技事业提供了样本。 

但是，很多的区县，特别是郊区县的科技资源明显不

足，科技实力较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尚没有达到一定的

层次，因此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政府的政策倾斜和

市场化引导，使更多的科技资源流向亟需的区县，实现资

源、平台、人才、资金、信息、市场等的多重共享与互动，

并最终带动后发区县形成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

现经济和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如何探索一条适合科

技资源配置的合理途径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2 上海市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应注意协调好

的几个关系 

2.1 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投入的关系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力量，特别在技术创新领域更是发

挥主要作用；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知识创新中起到了主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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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海市各区县 2006 年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与人均工业总产值 

用；高科技园区和孵化器则在区域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们的结合能给一个地区带来持久的创新活力和不断的科

技发展［2,3］。 

以徐汇区为例，徐汇区科技实力雄厚，高新技术企业

众多，2006 年，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达 334 家，高新

技术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 3 783 346.8 万元，占全区 GDP

的 61.48%。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对徐汇区的经济发展起

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徐汇区内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

大学医学院、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

大学等一批著名高校，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一大批研究机构，为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

科技发展模式，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促进

科技创新创业，是解决企业和高校、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

投入与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整合区域科技资源，

实现协同发展的有效举措［4］。 

在科技园区和平台建设上，徐汇区也走在了全市的前

列。该区现有国家级开发区 2 个，即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

区和漕河泾出口加工区；国家大学科技园 2 个，即上海交

通大学国家科技园和华东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 3 个，即上海科技创业中心、漕河泾新兴技

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和慧谷高科技创业中心。这些开发

区、国家科技园或科技企业孵化器，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成

长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产业聚集

和知识扩散提供了平台，为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2000 年 9 月 21 日，区政府在徐家汇科技密集区

战略研讨会上，提出建设“三区三园”(徐家汇科技密集区与

上海交大科技园、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与徐汇园、华泾

工业园区与华东理工大学产业园)的构想，并把“三区三园”

建设列为徐汇区“十五”计划期间发展的重点项目，成为徐

汇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十一五”末，徐汇区已建成 20 个都市工业园、10 个科技园、

10 个创意产业园、5 个孵化器，使园区总建筑面积达到 100

万㎡，就业人数达到 3 万人，总产出 100 亿元。 

正是通过有效解决产学研相结合的问题，摆正关系，

增强合力，实现利益均沾，将各种力量进行汇聚和整合，

徐汇区的科技事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走在了上海市的前

列。徐汇区的这一特色，可以作为处理企业和高校、研究

机构的科技资源投入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借鉴。 

2.2 各区县之间的资源分配与侧重的关系 

从各区的资源分配、投入与产出情况看，各区之间差

别较大，少数科技资源集中的城区，如浦东新区、徐汇、

闵行等占有上海市科技资源的大部分，如何在科技资源分

配中寻求最优化，成为政府在进行资源配置中所必须考虑

的因素。一种思路是，根据单位投入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

来衡量。其中的收益包括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科技成果

和安排就业这几个方面的综合。当然，考虑到拉动欠发达

郊区的实际需要，可以适当将收益乘以大于 1 的因子。也

就是说，在比较各区县边际科技投入与产出的基础上，优

先将科技资源配置给边际收益大的区县。对于边际收益明

显小于其它区县的，可适当减少投入。 

在考虑各区县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当前的

发展水平和实力，又要对一些科技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县予

以重点项目扶持，每一个区县至少发展一两个有特色、能

体现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在全国同类产业中

居于领先地位，并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海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已逐步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产业

集群。如张江、漕河泾、松江工业区等微电子及信息产业

群，嘉定汽车城、金桥等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群，上海化工

区、金山石化等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产业群，宝钢等精品

钢材产业群。另外，临港重型装备和成套装备产业群、莘

庄工业区的平板显示产业群、长兴岛船舶制造产业群以及

航天航空等战略产业群正在加快建设。 

依托于产业集群，能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并直接

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决定各区县科技资源分配

的问题上，既要顾及到各区的自身财力与基本条件，也要

重视各区已有或有潜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在各区县

特色产业发展的初期，应重点投入一定的资金帮助，建立

相应的产业园区环境，并对于园区内的企业在一定时间内

给予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比如南汇区的海洋高新技



· 52 ·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年 

术产业园，崇明县的生物产业和生态农业园等。 

2.3 公共科技资源与专项科技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建设公共科技平台，对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整体推进科技创新和创业有着基础性作用。比如，

上海市科委建立的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从研发、人

力资源、创业投资、信息和知识产权等方面对企业提供基

础性支持。加大公共科技资源的建设和投入，可以大大节

省全社会对科技的总体花费，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对于整个产业的能级提升和技术推广有着

重要的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在公共科技资源和平台建设方

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提供公共

产品，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在公共科技资源和平台方

面增加投入，对于改善投资环境，营造自主创新创业的良

好氛围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的科技资源投入方向，

应该由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投入，转向对公共科技资源的投

入，逐步降低公共科技资源的进入门槛，让越来越多的创

业企业都能享受到公共科技资源带来的好处。 

另一方面，重视专项科技资源的投入，对于高新技术

产业，特别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关键性、全局性产业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具有长远战略意义并处于起步期的

项目或行业，政府可以采取设立专项的形式予以支持。可

通过重点新产品计划、小巨人计划、火炬计划等形式，对

某些行业的某些有代表性和一定实力的企业进行扶持。对

于处于产业前端、带有某些产业共性的专项技术，特别是

需要巨大投入的技术，国家应该投入资金进行扶持和发展。 

2.4 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资源分配的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是一种协调与递进的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往往既能成为产业发展的龙头，也能成为传

统产业发展的变革力量，对于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

有着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5,6］。历史上一次次的巨大产

业变革，都是由于产生了更新、更高级的技术或管理方式，

使产业发展范式发生了重大改变。 

但是，传统产业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基础，对国民

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也是安排人口就业，解

决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多的高新技术

产业脱胎于传统产业，而且传统产业还为高技术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资源、人才和市场支撑，所以保持

和促进传统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也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因此，对待二者的态度应是，

既不能一味地发展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的投入不够；又

不能因为急于发展高新技术，而将传统产业抛置一边。而

应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比重，

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逐步淘汰“三高一低”产业。 

2.5 政府科技投入与市场科技投入之间的关系 

政府科技投入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早期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引导作用［7］。在科技企业发展的起步期，创业者资

金严重缺乏，但是又难以从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募集到发

展资金，政府的启动资金对于创业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因此，为了鼓励科技创业，政府应在科技企业发展的

初期给予直接资助。 

到了科技企业发展的成长期，企业已经初具规模，但

是仍然缺乏资金进行扩张，这时政府的直接资助难以解决

发展问题，而通过银行贷款等途径募集资金已经成为其主

要的融资方式。因此，政府的扶持方式也应改为融资担保

或贷款贴息，通过杠杆效应使企业的大规模融资成为可能。 

到了企业的扩张阶段，通过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融资成

为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尽快完善相

关体制和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发展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并

完善其退出渠道，而政府对于企业的补助将进一步减弱。当

然，为了扶持若干有成长潜力的企业发展壮大，政府也会有

方向性地对其予以直接的资助，如上海市小巨人工程就是专

门为处于发展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定实力和规模的高新技术

企业设立的政府资助基金(比如对小巨人企业的规模要求是

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达 1 亿元(制造类)、或 4 000 万元(软件

及科技服务类)或利润 2 000 万元以上，对小巨人培育企业的

规模要求是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达 5 000 万元(制造类)、或 

2 000 万元(软件及科技服务类)或利润 1 000 万元以上)。 

到了企业的成熟期，通过上市等方式进行融资就成为

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这时候，政府在直接财政支持方

面的作用逐步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构建成熟的资本市

场体系和上市环境来满足企业大规模直接融资的需要。 

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解决好政府投入与市场投入、

政府引导与社会共同投资的关系是难点。 

2.6 各部门的科技资源独用与共享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科技部门众多，重复建设严重，科技系统

涉及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困难，其中包括科技部、

中科院、工程院、中科协、教育部下的各个高校以及军事

科技系统等，其根源在于“部门分割、体制封闭”。比如，

Modis 卫星接收站在美国虽仅有 18 座，但已形成了覆盖全

美的数据服务网，可满足军民两用需求；而英、法、德等

大部分欧洲国家均各有一座，通过共享也满足了需要；但

是我国几年前就已经有 30 座，其中北京就建设了 8 座。 

另外，我国科研界还普遍存在科研基地重复建设和实

验室、仪器设备重复购置的现象。以前都是各个单位独立

进行科研活动，大学或科研院所独立拥有实验室和设备的

使用权。一个大学或研究机构买来设备仪器后，另外的大

学或研究所如果也需要同样的设备仪器进行科研活动，就

必须重新自行购买，这样就造成科研设备的重复采购，而

设备的使用效率极低。这种现象不但浪费了大量科研经费，

而且影响到科研活动的全面展开。 

要解决科技资源不足问题和重复建设严重的矛盾，就

要化解结构性分配不均难题，大力促进仪器、设施、平台、

数据库和网络的共享、共用和共建。 

近年来上海整合各方资源，推出了科学仪器、重点实

验室、专业服务机构共享等措施，建立了上海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其作用还在长三角范围内不断辐射，由三地政府

共建“长三角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协作共用网”，在全国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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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步。在未来，要进一步通过各种方式推动科技资源

共享，使政府、市场和民间力量签订长期互借互用、共用

共享的契约，真正发挥科学仪器和公共平台的规模经济性

和范围经济性，达到科技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3 结语 

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的根本目的是达到一种经济上的帕

累托最优，使科技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并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和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协调好以上几个关

系，才能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基础与前沿、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冲突，形成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

政府科技资源与民间科技资源相整合，基础科技资源投入

与高科技发展相融合的发展思路与方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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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sent allocation of S&T resource in Shanghai. Then it analyzes Shanghai’s feature 

in detail of uneven S&T resource allocation, such as S&T input allocation, high-tech enterprises location alloca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local economy. Lastly, it puts forward that if want to explore a way to appropriately allocate S&T resource, 

it should disposal sever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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