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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加快实施，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扎实推进，都迫切需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挥创新支撑和引领作用。基于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创新

活动调查统计数据，系统比较了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国家高新区创新人才集聚、创新资金投入、创新主

体培育、国际平台建设和技术合同成交 5 个方面的创新指标情况，分析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现状，

针对安徽省国家高新区存在的人才投入创新支撑不足，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布局不均衡，以及创新

成果转移转化能力较弱等问题，从深度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角度，围绕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创

新平台共建共享、打造“升级版”创新共同体和加强政策对接联动等方面提出促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

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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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国

家高新区”）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推进中国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经济体制和科技

体制改革，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而做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截至 2022 年末，国家高新区总数已

达 177 家，集聚了全国 35.9% 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6.2% 的高新技术企业、67.4% 的科创板上市企业，

国家高新区正日益成为各地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主

阵地 [1-2]。2022 年 9 月，科技部印发了《“十四五”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规划》，要求要落实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鼓励国家高新区开展东西合作

和南北互动，优化合作机制，探索解决区域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路径 [3]。当前，长江三角洲

（以下简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有 36 个国家

级高新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各地也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十四五”时期国家高新

区发展进行谋划，着力发挥国家高新区的示范引领

和辐射带动作用。

随着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国

家高新区对区域创新发展推动作用持续增强，相关

研究也有了积极进展。在高新区区域创新发展方面，

方亮等 [4] 使用超效率法研究了安徽省国家级高新区

科技创新效率及其区域空间差异，提出规模效率成

为限制高新区综合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王亚丹

等 [5] 利用协调度模型分析陕西国家高新区与区域经

济间协调发展水平时空分布格局。而围绕长三角高

新区创新协同研究方面，于佳佳等 [6] 从产业链互融、

创新要素共享、创新政策互通等角度，提出昆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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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对接融入上海、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体

化路径。苏州市统计局课题组的陈鼎昌 [7] 从城市群、

都市圈两个角度，对标先进地区剖析苏州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可行路径。方大春 [8] 采

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长三角国家高新区空间关联

网络，对国家高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边缘辐射带动

作用进行研究。相关文献表明，国家高新区创新协

调发展研究从城市群、都市圈等时空角度，突出与

区域经济联系和创新辐射的带动作用，强调产业链、

创新链和创新政策等要素的整合与协同。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分析归纳发现，当前对国家

高新区区域创新发展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多视角、多

维度、实证与理论相结合的特点。对国家高新区的

区域创新研究主要围绕创新能力评价、创新体系构

建和影响因素等开展，其中对区域经济影响和协调

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对科技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

的研究较少，尤其从省域角度对国家高新区创新资

源进行比较，研究长三角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更是

少有涉及。

基于此，本研究以长三角一体化为背景，以长

三角省级区域国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高新区

创新活动调查统计数据①，系统比较沪苏浙皖国家

高新区在创新人才集聚、创新资金投入、创新主体

培育、国际平台建设和技术合同成交方面的创新情

况，总结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的现状，并从

推动安徽省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提

出国家高新区促进区域创新协同发展的相关建议。

1　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差异

实现从科技到成果的转化需要灵活的创新载

体和优越的承载区域。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国家高新区不断集聚科技

创新资源，提升产业创新水平，坚持以上海的龙头

带动作用，发挥苏浙皖地区的创新优势，有力推动

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

1.1　创新人才集聚情况

1.1.1　从业人员整体结构不断优化

集聚多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是国家高新区工作

的重点。长三角国家高新区也有各自的人才政策，

如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际人才试验区建

设、合肥高新区“江淮硅谷”人才工程、苏州工业

园“金鸡湖人才计划”等 [6]。随着人才引进计划的

相继出台，从业人员不断涌入，长三角国家高新区

从业人员队伍的整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高学历化

和高技能化趋势明显。

从高新区层面来看，2020 年杭州高新区、苏

州工业园、上海张江高新区和合肥高新区的从业人

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均在 50% 以上，远高于

全国高新区的平均水平（39.5%），其中杭州高新

区最高，达 63.8%，之后依次是苏州工业园 58.2%、

上海张江高新区 56.5%、合肥高新区 51.9%，均较

2019 年有所提升。从业人员结构不断优化，有利

于各地发挥高新区产业园、孵化器等平台的人才培

养作用，推动形成国家高新区快速发展与科技创新

人才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

1.1.2　R&D 人员稳定增长但差异较大

2020 年，长三角地区国家高新区企业 R&D 人

员全时当量从高到低分别是江苏、浙江、上海、安

徽，数据分别为 31.6 万人年、12.9 万人年、10.5 万

人年和 7.4 万人年。苏浙沪地区均超过 10 万人年，

其国家高新区 R&D 人员数聚集明显，特别是江苏

国家高新区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在全国的占比

达 15.6%，在所有省份中同比提升最快。究其原因，

江苏近年围绕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核心战略、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并研究出

台针对全省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

加强省内国家高新区的统筹管理，人才发展环境得

到明显优化 [9]。

从高新区层面来看，2020 年企业 R&D 人员全

时当量排名国内前 10 位的长三角高新区分别为上

海张江高新区（10.3 万人年）、南京高新区（9.7 万

人年）、苏州工业园（7.3 万人年）和杭州高新区

（6.0 万人年），上海张江高新区的企业 R&D 人员

数量头部效应明显。相比之下，安徽没有能够进入

国内前 10 位的国家高新区，与上述长三角高新区

的差距较大。

1.2　创新资金投入情况

1.2.1　企业 R&D 投入继续加大

2020 年，国家高新区研发投入继续增长，企

业 R&D 投入达 9 192 亿元，同比增长 11.3%，占

①　《中国统计年鉴 2021》《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1》。

 ◇胡　伟，汪　凯，邹中华：长三角省级区域国家高新区创新资源比较研究——兼论安徽省国家高新区发展策略



— 53 —

表 1　2020 年长三角国家高新区科技资金投入情况

全国企业 R&D 投入的 49.2%。其中，企业 R&D

投入超过 100 亿元的长三角高新区有 6 家，从高

到低分别是上海张江高新区、南京高新区、杭州高

新区、合肥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和宁波高新区。另

外，从国家高新区企业 R&D 投入占增加值比例来

看，从高到低分别是安徽（12.0%）、江苏（11.9%）、

浙江（11.3%）和上海（9.1%），其中，安徽、上

海的企业 R&D 投入金额有所增长，江苏、浙江略

有下降，见表 1。

1.2.2　财政科技支出稳步增长

2020 年，长三角国家高新区中财政科技支出

占当年同类型财政支出比例最高的是上海，达到

84.3%，之后依次是安徽、浙江和江苏，除江苏外

均较上一年有所增长，且相互间差异较为明显，

见表 1。从高新区层面看，2020 年国家高新区财政

科技拨款在 30 亿元以上的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共有

4 家，从高到低分别是上海张江高新区、合肥高新

区、苏州工业园和杭州高新区，各高新区通过发挥

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调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科技

创新。从各地采取的财税政策来看，主要通过设立

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补助资金和科技发展资金资助企

业科研开发，设立专利申请资助专项经费，对自主

创新型企业减税或返还，特许权使用费实行免征或

减征，建立高增加值产品的增值税补偿机制等多种

举措支持企业创新 [10]。

1.2.3　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化

产学研合作经费是产学研主体之间合作规模

的表征，体现了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水平。

2016—2020 年，国家高新区企业产学研合作经费

从 515.1 亿元增长到 1 902.4 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53.9%。就长三角产学研合作情况而言，2020 年国

家高新区企业产学研合作研发费用支出最多的是上

海，达到 177.3 亿元，整体占比（占国家高新区整

体的比例）达 9.3%，之后依次是江苏、浙江和安

徽，费用支出分别是 89.7 亿元、80.8 亿元和 27.3 亿

元，见表 1。从高新区层面来看，2020 年企业产学

研合作研发费用支出达到 10 亿元以上的园区有上

海张江高新区、杭州高新区、南京高新区、合肥高

新区、苏州工业园和宁波高新区，其中上海张江高

新区费用支出高达 174.3 亿元，之后依次是 56.2 亿

元、42.3 亿元、21.7 亿元、17.1 亿元和 10.6 亿元。

以上 6 家园区合计贡献了长三角高新区 80% 以上

的企业产学研合作经费，远超其余园区。由此可见，

长三角高新区产学研合作经费地区差异显著，整体

上东部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规模更大。

1.3　创新主体培育情况

1.3.1　各类研发服务机构整体增长

截至 2020 年末，长三角国家高新区省级及以

上各类研发机构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浙江、

安徽和上海，数量分别为 4 494 家、1 969 家、955 家

和 735 家。江苏同时也位居全国第一，整体占比达

到 15.65%，远超全国其他省份，见表 2。同时，长

三角国家高新区通过推进创新服务机构建设，不断

提高园区的服务创新创业能力，2020 年，长三角国

家高新区省级及以上创新服务机构数量从高到低依

次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江苏又以 649 家仅

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见表 2。从高新区层面

来看，2020 年拥有省级及以上各类创新服务机构数

排名靠前的长三角国家高新区有上海张江高新区、

苏州工业园、南京高新区、宁波高新区和合肥高新

区，数量分别是 222 家、158 家、126 家、114 家和

87 家，见图 1。这充分说明，江苏省对研发服务机

省份

国家高新区企业 R&D 投入占增加值
比例（%）

国家高新区财政科技支出占比
（%）

2020 年国家高新区企业产学研
合作经费

2020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19 年 经费支出（亿元） 整体占比（%）

江苏 11.9 12.2 10.3 10.8 89.7 4.8

浙江 11.3 12.0 11.9 11.7 80.8 4.3

安徽 12.0 10.0 40.4 36.7 27.3 1.4

上海 9.1 8.5 84.3 50.8 177.3 9.3

·区域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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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 年长三角主要高新区创新服务机构及入统高新技术企业情况

表 2　2020 年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创新主体培育情况

构的培育起步早、重视程度深，在研发机构建设上

始终坚持主体多元化模式和市场化管理运作机制，

始终坚持前瞻性的科研主攻方向和多样化的成果转

化路径，逐步形成了富于江苏特色的发展特征 [11]。

1.3.2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幅增加

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 2020 年认定的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均超过 1 000 家，其中江苏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4 679 家，占国家高新区整体的

12.4%，见表 2。从长三角高新区层面来看，2020 年

入统高新技术企业在 1 000 家以上的园区分别为上海

张江高新区、南京高新区、苏州工业园、杭州高新区、

合肥高新区和宁波高新区。其中，仅上海张江高新

区就拥有 9 232 家入统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上在长三

角高新区中占据优势，其整体占比高达 9.6%，见图 1。

1.3.3　孵化载体数量稳步增长

截至 2020 年末，国家高新区内共有科技企业

孵化器 3 018 家，其中省级及以上 1 508 家、国家

级 739 家；众创空间 3 681 家，其中科技部备案的

1 147 家，科技企业加速器 888 家，各类孵化载体

数同比增长率均超过 10%。从长三角高新区来看，

2020 年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 40 家的国家高新区有

南京高新区、上海张江高新区、杭州高新区、合肥

高新区和宁波高新区。其中，南京高新区不仅孵化

器总数最多，还拥有多达 39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另外，2020 年长三角区域共有 6 家国家高新

区的众创空间达到 50 家以上，分别为南京高新区、

上海张江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宁波高新区、杭州

高新区和合肥高新区，南京高新区仍然居于首位，

其科技部备案的众创空间数量也最多，部分主要高

新区孵化载体情况见表 3。南京高新区取得的突出

成绩离不开南京市对孵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高度

重视，南京市政府专门出台《关于支持南京高新区

省份

国家高新区省级
及以上研发机构

国家高新区 2020 年
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高新区内资控股企
业设立的境外研发机构

国家高新区省级及
以上创新服务机构

数量（家） 整体占比（%） 数量（家） 整体占比（%） 数量（家） 整体占比（%） 数量（家） 整体占比（%）

江苏 4 494 15.65 4 679 12.4 261 18.7 649 10.9

浙江 1 969 6.86 2 058 5.4 67 4.8 353 5.9

安徽 955 3.33 1 013 2.7 55 4.0 174 2.9

上海 735 2.56 2 955 7.8 167 12.0 23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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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 年长三角主要国家高新区孵化载体情况

科技载体 宁波高新区 合肥高新区 杭州高新区 上海张江高新区 南京高新区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家 10 12 14 37 39

科技企业孵化器家 42 79 79 80 171

科技部备案众创空间家 21 21 19 28 48

众创空间家 55 59 68 115 294

打造全链条孵化体系、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及未来

产业的实施细则》，支持南京高新区打造“众创空

间+孵化器+加速器+特色产业园”全链条孵化体系，

为在孵企业的成长提供基于市场化、国际化的增值

服务，提高在孵企业的生存能力。

随着孵化器、众创空间等载体建设工作不断推

进，在孵企业数量也持续增长。截至 2020 年，沪

苏浙皖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加速器内企业数量

均排进国内前 10 名，其中江苏以 18 163 家居全国

首位，浙江、上海和安徽分列第 5 位、第 8 位和第

10 位，长三角区域国家高新区的创业服务体系建

设得到不断巩固和完善。

1.4　国际平台建设情况

国家高新区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一

些先进园区，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美国

硅谷、以色列，上海张江高新区在美国波士顿等地

均建立了创新中心。从长三角情况来看，2020 年

国家高新区内资控股企业设立的境外研发机构数量

从高到低分别是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数量依

次是 261 家、167 家、67 家和 55 家，占国家高新

区整体比例分别为 18.7%、12.0%、4.8% 和 4.0%，

见表 2。从高新区层面来看，2020 年内资控股企业

设立的境外研发机构数量超过 40 家的长三角国家

高新区有上海张江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合肥高新

区和南京高新区，数量依次是 166 家、94 家、51 家

和 49 家，仅上海张江高新区就占到国家高新区总

数的 11.9%，居全国首位。近年来，上海张江高新

区通过中以、中德、中芬、中俄和中美等国际创新

平台建设，其国际协同创新网络得到拓展，全球创

新资源配置能力得到提升，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区

域国际创新合作不断深入。

1.5　技术合同成交情况

长三角国家高新区高度重视科技成果和先进

技术的转移转化，通过加强技术合同登记工作的组

织投入、政策宣传和相关培训，强化科技成果供需

对接，创新技术交易模式，多措并举推进技术交易，

不断提高技术市场活跃度 [12]。2020 年长三角三省

一市国家高新区企业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均超过

100 亿元，占国家高新区整体比例超过 20%，从高

到低依次是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其中上海

位列全国第 3，见图 2。

具体到高新区层面，2020 年企业完成技术合

图 2　2020 年长三角国家高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及占比

其他地区
79.8%

长三角
20.2%

江苏
624.4亿元
38.5%

浙江
234.5亿元
14.4%

上海
659.4亿元
40.6%

安徽
105.5亿元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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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交额超过 50 亿元的长三角国家高新区有 7 家，

从高到低分别为上海张江高新区、南京高新区、苏

州工业园、杭州高新区、苏州高新区、合肥高新区

和无锡高新区，其中上海张江高新区的企业技术合

同成交额高达 654.9 亿元，在国内仅次于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位居第二，之后依次是 241.6 亿

元、148.9 亿元、140.7 亿元、76.2 亿元、66.6 亿元

和 55.6 亿元。由此可见，长三角东部地区高新区

仍然是技术交易的高地。

2　存在的问题

长三角沪苏浙皖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整体上

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但内部呈现“东高西低”的

区域特征，其中江苏国家高新区在人才聚集、创新

主体培育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上海国家高新区在创

新资金投入、国际平台建设和技术合同成交方面更

加突出。相比之下，安徽国家高新区企业 R&D 投

入占增加值比例和国家高新区财政科技支出占比在

长三角分列第一位、第二位，说明随着安徽省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对高新区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增

大。合肥高新区近年来在国家高新区综合评比中稳

居前 10 名，创新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与此同时，

也要看到与沪苏浙相比，安徽国家高新区发展仍存

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2.1　创新人才支撑不足

在创新人才集聚方面，2020 年安徽国家高新

区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为 7.4 万人年，约占江

苏国家高新区的 23%，浙江国家高新区的 57%，

上海国家高新区的 70%。相比沪苏浙地区，安徽

省内大部分高新区在人才引进培育留用上均存在不

足，这与安徽地处中部区位、经济优势不明显有关，

同时由于创新生态建设尚不完善，对创新人才的集

聚能力较弱，导致人才与产业创新发展需求之间存

在一定的差距。而沪苏浙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对促

进创新人才集聚更加明显，对安徽特别是邻近地区

的人才也会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

2.2　创新投入较弱

在创新资金投入方面，因受到中美贸易争端、

新冠疫情等影响，全球化进程受阻，倒逼企业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与高校院所、创新型企业开展

研发合作 [13]。沪苏浙发达的经济和完善的政策为

产学研合作创造了优良环境，各地方国家高新区产

学研合作经费大幅增加，上海更是位居全国第 3。

近年来安徽国家高新区企业产学研合作经费支出虽

然显著增长，但仅占江苏国家高新区的 30%，浙

江国家高新区的 34%，上海国家高新区的 15%，

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2.3　创新平台建设不够

安徽通过政策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快速发展新

型研发机构，但与沪苏浙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2020 年安徽国家高新区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数约

占江苏国家高新区的 21%，浙江国家高新区的 49%，

上海国家高新区的 130%；安徽国家高新区内资控

股企业设立的境外研发机构数约占江苏国家高新区

的 21%，浙江国家高新区的 82%，上海国家高新

区的 33%。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方面，安徽国家

高新区当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约占江苏国家高

新区的 22%，浙江国家高新区的 49%，上海国家

高新区的 34%。另外，从长三角头部国家高新区

拥有的孵化器数量来看，安徽的数量较少且分布过

于集中。总体上看，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在企业

总数中占比不高，“小巨人”等行业龙头型高新技

术企业较少，国家级的科创平台数量不多并且地市

间差异较大，整体创新实力较弱。

2.4　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不强

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创新成果转化综合水平不

断提高，从技术合同成交情况来看，沪苏浙皖国家

高新区企业 2020 年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均在百亿

元以上。安徽也在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

建设，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等平台积极引导科技成

果就地交易、转化和应用，技术合同成交额持续上

升 [14]，但是安徽国家高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仅占

上海国家高新区的 16%，江苏国家高新区的 17%，

浙江国家高新区的 55%，表明安徽高新区在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方面存在短板。

3　安徽高新区融入长三角创新协同发展的

　  建议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三

省一市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通过创新合作、资

源共享、成果共用持续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发

展，已逐步形成创新资源集聚和流动、创新成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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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和共享、产业发展联动和转移“三大高地”[15]。

下一步将通过长三角国家高新区的创新合作，加快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同时国

家级高新区在安徽创新驱动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

其规模总量、经济产出、创新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

在省内均占有较大比重。目前基于区域协同的科技

创新共同体已成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和

平台，安徽国家高新区深度融入长三角创新协同发

展，已成为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1）把握战略机遇，构建协同创新网络。

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布局建设长三角国家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张江长三角科技城、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科

技产业合作载体，安徽省应发挥国家高新区作为长

三角区域创新节点的有利条件，把握好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机遇，推动重点城市国家高新区

建设产业创新发展主阵地，以及高端人才和要素集

聚、协同创新、科技改革先行先试，积极推进与沪

苏浙一体化联动发展，努力构建面向长三角的高效

合作、集成联动、协同有序的创新发展网络。

（2）发挥龙头作用，推进创新平台建设。

鼓励安徽省内高新区积极参与长三角协同创

新产业体系建设，发挥上海市高新区创新龙头带动

作用，集成苏浙高新区产业科技创新优势，加强与

沪苏浙战略协同。同时，推动安徽省内园区加入长

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长三角科学数据中心和长

三角实验室共建共享，鼓励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共建

联创中心，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学等

新兴产业及关键共性技术打造公共科技平台，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3）加强园区共建，打造“升级版”创新共

同体。

加强与沪苏浙政府、园区合作共建，进一步完

善合作体制机制，构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支持地

市依托国家高新区开展省际产业合作园区建设，推

动产业有序转移，实现要素双向流动，共享跨区域

经济发展的利益。同时还要发挥安徽国家高新区的

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整合或托管区位相

邻、产业互补的省级高新区及其他工业园区，打造

出集中连片、协同互补和联合发展的“升级版”创

新共同体。

（4）创新合作形式，加快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鼓励安徽省内有条件的高新区要因地制宜，

聚焦特色主导产业与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开展异地孵

化、伙伴园区等多种合作；支持园区做实做强“双

向飞地”“创新飞地”的飞地经济模式，深入开展

“孵化 + 加速”“科技创新 + 场景应用”等创新合作；

围绕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合作，有针对性地引进长

三角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在安徽建立孵化基地，实

现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当前由沪苏浙皖共同发

起成立长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联盟，

有力地推动了区域之间的创新成果匹配对接和转移

转化，安徽省应加强与示范区内高新区在成果转移

转化体制机制方面的政策协同，为创新成果转移转

化提质增速。

（5）加强政策对接，形成良性协同机制。

加强安徽同沪苏浙在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协同创新方面的政策对接和联动，共同破解跨

行政区域的制度障碍。安徽国家高新区应立足自身

实际情况，对照沪苏浙在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和人

才引育等方面展开差异化布局，避免同质化的政策

规划增加创新合作成本，推动形成融合发展与错位

发展有机结合的区域创新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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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e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major strategies such a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and the solid promo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both urgently require the 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to play an innovative support and 
leading role.Based on th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innovation indicators in five aspects of talent 
concentration, innovation investment, innovation subject cultivatio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contract transactions in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n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innovation support in talent investment in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n Anhui 
province, the unbalanced layout of innovation platforms such as new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weak ability to transform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pecific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co-building and sharing 
innovation platforms, creating an upgraded innovation community, and strengthening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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