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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全球著名的法国格勒诺布尔（Grenoble）科创中心为研究对象，回顾并总结了该科创中心

的发展历程及成功经验。分析得出，法国格勒诺布尔科创中心的成功得益于法国政府 20 世纪 50 年

代的“去中心化”国土整治战略规划和之后近 70 年的发展定力、法国公立大型科研机构的战略支撑，

以及当地以大科学装置集群为中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协同发展的创新生态。以上经验对我

国正在打造的北京、上海、合肥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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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曾是世界科创中心，至今仍是世界科技

强国。不但在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生命科学等重

大战略性领域长期保持国际领先，而且区域创新竞

争力布局上独具特色。除全球顶级创新资源云集

的巴黎，位于法国东南部的边陲小城格勒诺布尔

（Grenoble，以下简称格勒）同样引人瞩目 [1]。

曾被欧盟评为法国第二大创新型城市 [2]、福布

斯最具创新力城市排行榜 [3] 全球第五 的格勒，位

处阿尔卑斯山脉腹地，毗邻法意边境，并不具备传

统“大都市型”创新中心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创新资

源优势。但格勒这座因举办 1968 年世界冬奥会而

名声大噪的滑雪小城，先后走出 6 位诺贝尔科学奖

科学家；坐拥由 5 座先进大科学装置形成的“国际

大科学装置集群”；是法国研发型就业岗位比例最

高的城市；拥有完善的电子、信息技术“产学研”

一体化协同发展布局和出众的全球影响力，被业界

誉为法国乃至欧洲的“硅谷”[4]，综合创新影响力

可与巴黎相媲美，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欧洲

神秘的创新之都”。

1　形成和发展过程

格勒位于法国东南部罗纳 - 阿尔卑斯大区伊

泽尔省，人口约 20 万 , 是二战时期全法抵抗法

西斯德国侵略最活跃的 5 个抵抗运动地区之一。

这段二战史以及其间避难至此的法国物理学家、

197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路易·尼尔（Louis 

Néel）等一批优秀科学家，成为日后格勒发展

成欧洲科创中心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总体上，

格勒科创中心形成于二战前后，大致分为 4 个阶

段。

1870-1945 年期间，人类第二次电气工业革命

带动了格勒水电领域的飞速发展，确立了格勒早期

能源产业优势。阿尔卑斯山脉丰富的水资源为格勒

成为世界水电先驱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

1869 年世界首座水电站在格勒投入运营。产业发

展的内需催生了格勒电气工程研究所于 1898 年正

式成立，与格勒大学等机构一起为格勒发展为法国

重要的发电机和电器设备产业基地提供了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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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到 20 世纪 30 年代，格勒已经拥有格勒

理工学院（IPG）、电化学和电冶金研究所（IEE）、

傅里叶研究所等若干一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提

供能源、电子、冶金等领域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与职

业培训，并与当地相关产业形成了紧密的互助合作

关系。

二战后期，路易·尼尔与诺尔·费里西（Noel 

Felici）、路易·威尔（Louis Weil）等科学家为躲

避战乱来到格勒。路易·尼尔教授 1942 年发明的

铁磁技术，不但实现了永磁材料的低成本制备，促

进了全球广播、电力和电信产业的飞速发展，而且

在当时经费和科研条件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开创了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业生产“契约化合作”的

新模式，使产业界可获得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

技术，研究部门则获得更好的实验条件和经费保障，

这种模式时至今日仍是格勒协同创新的历史传统。

1945-1967 年期间，格勒紧密围绕法国战后重

大国家战略需求，确立了科技创新优先发展方向。

当时以巴黎独大的大都市病日益凸显，其人口和经

济活力独占全法近六分之一。为此，20 世纪 50 年

代中期，法国政府开始实施“去中心化”领土整

治规划，组建领土整治规划与地区竞争力部际委员

会 [5]，将产业逐步向巴黎大区外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转移，致力于打造一批以图卢兹、格勒等为代表的

各具产业特色的区域城市。

在此背景下，路易·尼尔等教授建议依托其在

格勒已建立的硬件设施、实验条件及当地雄厚的产

业基础，建立一个可与巴黎相匹敌的科学中心 [6]。

加之格勒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并承诺全力服务科创中

心建设，提供一切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营造更

有利于与学术界合作的工业环境，推动多学科发展，

最终，法国政府决定在格勒打造民用核能和集成电

路研发基地，以满足法国在核能和信息科技革命方

面的重大战略需求。

在 不 到 5 年 的 时 间 内， 法 国 国 家 科 研 中 心

（CNRS）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与当地大

学和科研机构投入巨资建设的全球首台模拟潮汐

的大型实验设备、全法第 2 座回旋加速器、3 座研

究用途的核反应堆，以及组建的金属物理与静电

实验室（LEPM）、集成电路研究团队、极低温研

究中心（CRTBT），不但迅速改善了格勒在基础

研究方面的硬件条件和实力，而且为提升格勒在

科技领域的知名度、聚集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两家机构建设的大型

基础研究设施多数由格勒大学教授牵头或参与建

设和运行，使格勒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保持天然

稳固的合作联系并形成传统。至此，格勒以核能

基础研究和电子信息领域为主的研究和产业布局

已具相当规模。

　　1967—2000 年期间，格勒利用国际化发展契

机，确立在特色领域的领先优势。经过战后 20 多

年的建设与发展，格勒科技创新已初具规模。随

后，格勒利用法德两国政府联合建设高通量劳厄 -

郎之万研究所（ILL）以及举办 1968 年世界冬季

奥运会的历史机遇，对当地公路、铁路等基础设

施进行大规模改建，营造了科学半岛（Polygone 

scientifique）和高教园区（Domaine Universaire）并

行发展的宜居宜业环境，不但显著提高了格勒的国

际美誉度，而且为格勒日后吸引国际人才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科学半岛是格勒伊泽尔河和德拉克河在汇流

处形成的占地 25 公顷的区域。该岛曾被征用为炮

兵后勤部队军火库，自 1956 年 CEA 从军方接手

该岛以来，包括 3 座研究用核反应堆在内的若干

科研基础设施与研究机构相继落户于此；1967 年，

世界上中子源能量最高的高通量劳厄 - 郎之万研

究所（ILL）在该岛正式建成，进而吸引欧洲分

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与欧洲结构生物学研

究所分别于 1975 年和 1992 年在该岛成功设立；

1994 年，欧洲同步辐射光源（ERSF）也在该岛正

式投入运行，并于 2010 年与岛上其他机构成立欧

洲光子与中子科技园（EPN）进行合署办公 [7]，

是法国乃至世界大科学装置最密集的半岛。在电

子、集成电路和信息技术领域，科学半岛同样成

果丰硕，产生了若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和企业，如 1967 年，原格勒核研究中心集成电子

集团正式成立电子与信息技术国家实验室（CEA-

LETI）；1972 年， 特 种 集 成 电 路 研 究 与 制 造

（EFCIS）公司在格勒诞生，是著名的法意半导体

（STMicroeletronics）的前身；1992 年，施耐德集

团在格勒成立全球著名的施耐德电气等，使该半

岛在法国科技成果转化、基础科研引领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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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享有盛誉。

为满足格勒科创中心长远发展的人才需求，

格勒高教园区于 1950 年末进行统筹规划设计。通

过将多家高等院校在同一园区合署办学，解决原来

院校地理分布过于分散的问题，提升硬件与教学资

源的资源共享。目前，该园区有格勒 - 阿尔卑斯

大学、格勒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校、格勒巴黎政

治学院等多家法国一流的大学和精英学院，可容纳

学生、教职员工等 4 万余人，高校之间共享学生宿

舍、图书馆、餐厅等基础设施和教学服务部门，此

外，该园区还设有多个独立或与大学共建的研究机

构。2018 年，该园区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报评选的

“欧洲最美校园”调查中排名第八。加之格勒在科

教融合方面的独特优势，每年吸引大批的国际学生

来格勒深造。据统计，格勒不但留学生比例高于法

国平均水平，而且在校博士生比例在全法仅次于巴

黎（6.2%），41% 的学生可以获得参与基础研究

和工程项目的机会。

进入 21 世纪，格勒着力布局能源转型，深化

协同创新。为提振法国经济，政府和民众期望科技

创新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在此背

景下，格勒开始将传统民用核能研究向未来绿色可

持续能源转型，将学科纵深发展同时向跨学科、跨

部门协同创新推进。

自 2000 至 2015 年期间，格勒科学半岛原有

的三座核反应堆相继停用并进行全面拆除，腾退

后的区域主要用于新兴的生命健康、生物质能源

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原核科学研究所回旋电子加

速器关闭，将其研究方向调整扩展为宇宙学，更

名为亚原子物理与宇宙学实验室；2005 年格勒核

能研究中心（C.E.N.G）关闭并组建新能源技术和

纳米材料创新实验室（LITEN），主要开展对氢

能源、太阳能光伏能源、生物燃料等新能源系统

的优化和改进；2017 年，格勒宣布启动 Biomax

项目，计划到 2020 年建成可供两万户家庭供暖、

1 000 户供电的绿色生态高技术燃木项目，时任法

国环境部长 Hulot 为该项目奠基，体现法国政府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新能源的决心和实际

行动。

在数字技术、纳米微电子、电子工业和信息

技术领域，格勒利用在该领域长期雄厚的产业基础

和研发能力，深度挖掘以大科学装置为特色的基础

研究对传统产业的转化支撑，努力促进信息技术产

业与能源、医疗健康、化学的深度融合，着力探索

跨机构、跨学科的协同创新模式。为贯彻以上理

念，2006 年格勒正式成立微纳米技术竞争力集群

（MINATEC） [8] ，是“格勒创新模式”发展历史

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 。该园区旨在瞄准世界

卓越创新中心，形成涵盖欧洲范围内的纳米科学综

合研究集群，集中了研究机构、高等教育、企业各

类创新人员共计 4800 名，其中 3 000 名研究人员，

1 200名学生及600名受聘于入驻企业的研发人员，

覆盖从技术转移到工业应用的学生培训、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整个创新链，通过常态化的头脑风暴和

学科互补，形成独具特色的创新生态圈，现已发展

成为欧洲乃至全球在微电子和纳米技术发展的风向

标。

2009 年，为进一步放大 MINATEC 创新模式的

发展潜力，格勒科学半岛推出了更宏大的 GIANT

计划（格勒先进新技术创新园 , Grenoble Innovation 

for Advanced New Technologies，GIANT）[9]。该计划

由两家法国国立科研机构 CEA、CNRS；3 家国际

大科学装置 ESRF、ILL、EMBL；以及格勒诺布尔

管理学院 GEM、格勒诺布尔国立理工学院 INP、格

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集团 UGA 共 8 家机构共同

发起，旨在科学半岛共同建设 GIANT 园区，营造

和谐的创新生态，促进学科交叉和技术共享、鼓励

思想碰撞，传播知识，更好地回应如数字转型、气

候变化及其他环境问题、生命科学和健康发展等当

下和未来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挑战。

据官方统计，该园区共有研究人员、工程师、

技术人员、学生等各类人员近 3 万，其中 40%

为学生；每年申报专利 700 余项、发表科技论文

6 000 余篇。在过去近十年，该园区共孵化初创型

企业约计 200 多家，现仍有 40 家企业入驻在园区

内，他们利用园区内平台与相关科研机构、高校

深度开展深度互补合作。除自我探索，该园区在

2012 年率先发起并每年牵头组织“全球先进创新

生态圈高层论坛”，每年在格勒和国外轮流举行，

目的是通过论坛宣传格勒 GIANT 创新生态圈发展

理念、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大创新中心的优秀经验、

搭建国际创新生态圈沟通平台，从而推动全球科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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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卓越创新。

2　经验总结及启示

与大多数设立在创新资源云集的大都市的科

创中心相比，“格勒科创模式”的成功更令人深思。

经过近 70 年潜心发展，格勒不但扭转了原本在区

位、人才、科学设施等方面的相对劣势，反而成为

国际知名的一流人才和科技高地。它的成功既是法

国政府战后科技举国体制政策的一部“简史”，也

是一部建设一流全球科创中心的活“教材”，其成

功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2.1　法国政府战略定位清晰，国家意志贯彻到位

格勒科创中心的成功表面上看是区域科技创

新能力的逆袭，但本质是法国国家意志和战略

需求的实现。二战后，法国将民用核能、航空

航天、电子通信等列为战略性重点发展领域。围

绕以上目标，法国政府利用中央集权制的体制

优势对全法科研布局和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配

置。格勒科创中心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迅速崛

起折射出法国在民用核能研究和信息技术领域清

晰的发展思路以及迫切的战略需求，也客观反映

了当时法国政府将格勒打造成为巴黎之外另一科

创中心的巨大决心和举国体制保障，若非如此，

不可能在当时短短几年内，法国两家最著名的大

型公立科研机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和法国原子

能委员会大规模入驻格勒，启动建设了包括 3 座

民用研究反应堆在内的若干大型科研设施，这种

推进速度时至今日依然难出其右，彰显了法国政

府在“光荣 30 年”黄金发展期卓著的顶层设计

能力和果断有力的政策执行力，其“总导演”的

角色功不可没。

2.2　坚持学科聚焦，保持战略定力

九尺高台始于垒土，格勒科创中心近 70 年发

展历程充分说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绝非一蹴而就的突击性任务，而是一项长期、复杂、

系统的潜心培育过程。格勒在全球能源和信息科学

领域的成就得益于国家、地方、高教与科研部门、

产业界等数十年磨一剑的战略定力以及一贯的政策

延续性，这些因素使格勒在学科纵深发展和横向交

叉方面相得益彰、卓越科学和模式创新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2.3　跨机构协同创新体系完善，跨学科深度融合

　　 机制灵活

格勒科创中心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法国国

家层面“机构协同创新”的宏观政策，如在法国

科研人员在所属机构备案的情况下，可以在其他

科研机构或高校全职工作，也专门设有同时在科

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正式教研岗位；另一方面由

于格勒科创中心规模适中，“熟人社会”使产业

界与研究部门、高等院校更加了解和互信，在创

新链互补互利的传统契约化优势得以凸显，使微

纳米技术竞争力集群和格勒先进新技术创新园能

够进一步将高教与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与企业研

发人员之间集约化混编，从而营造学科交叉和机

构协同的创新生态。

2.4　坚持开放创新战略，打造国际化创新氛围

从历史维度看，劳厄 - 郎之万研究所、欧洲

同步辐射光源、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等全球一流

的国际大科学装置为格勒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发挥了基础平台作用，但更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是格勒从此迈入国际化发展、深度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的新纪元。大科学装置群所营造的国际化多元

创新氛围、每年数以万计活跃在全球科技发展最前

沿的一流人才及其彼此之间的思想碰撞，不断为格

勒的高水平发展补充新鲜血液。因此，创新中心建

设的本质在于“筑巢引凤”，关键在于共享全球创

新人才。

3　相关建议

我国正致力于推进北京、上海、合肥、粤港澳

等科创中心建设，格勒创新中心的建设经验值得借

鉴，具体建议如下。

3.1　瞄准聚焦战略需求，强化国家层面统筹

进一步聚焦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挑战和长远

发展的内在需求，以北京、上海、合肥、粤港澳

科创中心为抓手，探索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和管理

体制“创新特区”，组建若干关键卡脖子技术的

“国家综合科创集群”，设立打造面向新兴产业

革命的“未来创新实验室”。同时，鉴于我国目

前的科技体制现状，科创中心建设已然进入改革

深水区，势必触碰部门利益，挑战传统管理理念，

仅依靠北京、上海、合肥当地政府甚至部委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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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完成如此艰巨的协调任务，建议在国家更高

层面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真正发挥我国举国体制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3.2　科创中心建设应立足长远、发展各有侧重

我国虽然近年来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突飞

猛进的进步，但在很多基础研究、关键卡脖子技

术，特别是科技软实力建设等方面仍与世界发达

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一流科创中心建设既不可能

“一夜成名”，也不可能“贪大求全”。建议结

合北京、上海、合肥、粤港澳科创中心各自区域

特点和优势，面向未来 50 年甚至更长时间，在

国家层面统筹并明确以上科创中心各自的战略目

标和发展任务，最大程度地形成创新合力，避免

同质化竞争。

3.3　试点打破以机构为单位的创新组织模式，鼓

　　 励跨学科跨机构协同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高新园区建设一直采用以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为单位的“圈地运动”，尽

管从园区整体上看学科布局完善，但从实际成效来

看，各机构划地而至、各成体系，导致机构间鲜有

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并未发挥高新区集中规划统筹

的初衷。因此，建议我国科创中心建设在国家层面

的总体协调下，试点采用国际上更通用的以学科为

核心、跨机构组建联合研究团队、形成多学科创新

集群的协同创新模式，并同时考虑建立相应个人、

团队和科研管理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丰富

我国科研组织模式。

3.4　提升开放创新合作能力，融入全球创新生态

　　 圈网络

鉴于我国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较低的现状，建

议多研究和借鉴全球一流科创中心在国际化方面的

成功经验，提前研究和出台我国科创中心在高教、

科研和产业化组织管理模式和成果共享机制方面与

国际接轨的激励政策，建立吸引和共享全球创新人

才的激励机制，打通融入全球创新生态圈网络的快

捷通道。

4　结语

自十八大我国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

来，科技创新被提升到国家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北京、上海、合肥、粤港澳科创中心建设既是我国

在新时期面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的历史性

战略选择，也是引领我国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理念、

优化科技组织实施模式的“创新特区”。通过本文

对“格勒创新模式”的分析不难得出，科创中心建

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顶层设计和执行力，核心在

于部门协调和资源统筹。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要

充分认识和尊重科创中心发展规律，要能沉得住气，

做好长期完善的规划和心理预期，使之成为吸纳全

球创新资源，打造未来我国乃至全球创新高地的重

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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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he Grenoble innovation center was reviewed, in order to illustrate its 
success in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reputable innovation centers in the world. It concludes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Grenoble innovation center benefits from the territorial decentralized policy in 1950s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and its coherence in the following nearly 70 years. It also benefits from the strategical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 system which efficiently integrates fundamental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and industries oriented local scientific infrastructure clusters. This experience is of great value to Beijing, 
Shanghai, Hefei a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build the world-class innovation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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