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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ve city is a very strategic topic fo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soc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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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型城市对于国内外经济、社会和区域发展是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课题。本文中基于现

实需要，概述了天津滨海新区创新型城区的创新基础，综述了天津滨海新区创新型新创区的创新薄弱

环节及创新环境展望，以期为天津滨海新区创新型城区建设探索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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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也是一个城市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抓住了创新，也就抓住了一个城市增强综合

竞争力的阀门。创新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美籍奥地利经济

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 1912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

理论》。作者把创新界定为“执行新的组合”或“建立

新的生产函数”，亦即企业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

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1] 。近 20 年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城市经济功能呈现出由传统产业转向高新

产业、由制造转向研发、由生产转向服务并迈向创新中

心的趋势，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信息、技术、

品牌、知识、人才等创新资源的载体和聚集地。由此，

城市功能与创新的关系开始受到人们关注[2] 。在“核

心竞争力”[3]的概念引入城市研究后，将“创新”定位

为城市的核心功能或核心竞争力的主张得到愈来愈广

泛的认同，因此研究天津滨海新区创新型城区创新基础

与环境展望具有现实意义。 

2. 天津滨海新区创新型城区创新基础 

2.1. 综合实力增长迅猛，创新环境不断优化 

2.1.1. 创新支撑环境 

近年来，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

日益扩大，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新区科技创新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支撑。2006--2009 年，

滨海新区全区生产总值从 1960.49 亿元迅速增长到

3810.67 亿元，年均增长达 24.8%；工业总产值从

5200.52 亿元增长到 8500 亿元，年均增长 17.8%；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从 864.29 亿元增长到 2502.66 亿元，

年均增长 42.5%；实际利用外资额从 33.45 亿美元增长

到 57.64 亿美元，年均增长 19.9%。2009 年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 2％以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农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年均在 10%以上，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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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合参合率近 100%。新区循环经济快速发展，走在

了全国前列。中新天津生态城开发建设的不断推进，

推动滨海新区生态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截至 2009

年，滨海新区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85％，全年环境空气

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达到 85%。 

2.1.2. 创新制度环境 

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滨海新区

在行政管理体制、金融创新、科技体制、土地管理等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已取得一些改革事项的较大突

破，为滨海新区的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科技体制改革在建立健全协调联动体制、科技资源聚

集机制、探索新型创业风险投资模式、加快建设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及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渤海

产业投资基金等一批基金相继设立，“中国融资租赁

模式”已初具雏形，首家全国性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滨

海新区挂牌、小额贷款公司在滨海展开试点，促进金

融业和企业总部发展、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注册登

记和税收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支持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

与文件已经出台，滨海新区“资本池”的效应已开始

凸现。 

2.1.3. 创新政策环境 

目前新区已初步营造了有利于研发转化的政策环

境。一是出台了关于固定资产可加速折旧、无形资产

缩短摊销年限等优惠政策。二是设立了每年 10 亿元的

滨海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 2 0 亿元的滨海新区风

险投资引导基金。三是积极整合各管委会科技政策。

对引进研发机构给与大力扶持，规定对符合条件的独

立法人内资研发机构，外商独资研发机构，生产性企

业内部设立的非独立研发机构，给予资金扶持和研发

费用资助等。 

2.2. 科技活动日益活跃，创新资源聚集效应明显 

2.2.1. 创新人才 

新区科技人才聚集明显加快。2009 年，滨海新区

专业技术人才总量为 183900 人，其中初级职称 125496

人，占全部人员比重的 68.2%，具有高级职称的 15716

人，占全部人员的 8.6%。2008 年，滨海新区科技活动

人员数为 61245 人，其中 R＆D 人员数量达到 30537

人，占科技活动人员比例为 49.9%。从人员分布看，

专业技术人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和滨海高新区，两个

管委会的科技人才数占全区科技人才总数的 54.4%，

尤其是在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分布上，开发区和高新区

两地的 R＆D 人员占全区的 80%以上，两院院士、长

江学者等领军型人才占据了全区的 90%以上。 

2.2.2. 科技投入 

2009 年，滨海新区财政科技投入达到 10 亿元，

其中开发区、高新区和保税区三个管委会财政科技投

入 5.6 亿元，占新区全区的比重超过 50%。近年来滨

海新区科技活动经费筹集和研发投入大幅度增加，

2006—2008年，滨海新区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从 64.82

亿元迅速增长到 154.58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54.4%；

R&D 经费从 20.51 亿元增长到 59.92 亿元，年平均增

长率为 70.9％；R＆D 经费占 GDP 比重从 1.05%增长

到 1.93%，提高了 0.88 个百分点。2008 年滨海新区科

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占全市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比重

为 46.9%，新区 R&D 经费占全市 R&D 经费总量的比

重为 38.5%。 

2.2.3. 创新平台和机构 

2006—2009 年，滨海新区紧紧抓住开发开放带来

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大聚集国内外科技资源力度。目

前，辖区内现有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立的学院 4 所，

有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等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 8 所。有

科研院所 16 家(其中中央驻津院所 8 家，市属院所 8

家)。拥有 50 多家国家和市级科研机构，50 多家大型

企业研发中心和 62 家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相继建设了

1 0 家行业技术研发中心，吸引了中科院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院、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等 1 2 个国家级科

技创新平台在新区落户。截至 2008 年底，新区拥有各

类经认定的创新机构157家。其中重点实验室1 4家(含

国家级 1 家，部委级 6 家，市级 7 家)；工程技术中心

2 6 家(其中国家级 9 家，市级 17 家)；企业技术中心 9 

6 家(其中国家级 11 家，币级 83 家)；各类科技企业孵

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达到 24 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

8 家；风险投资机构 1 5 家。 

2.3.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产业创新绩效突出 

2.3.1. 科技产出 

滨海新区专利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呈逐年稳步提

高。2009 年，滨海新区专利申请量约为 6850 件，比

上年增长 5%左右’  其中发明专利 2740 件，占总申

请量的 4 0％。专利授权 1581 件比上年增长 11.58%，

其中发明专利 259 项，占总授权量的 16.83%，是上年

授权量的 2.78 倍。目前，组织实施了 100 项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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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项目，全区每年市级以上科技立项超过 300 项。

在基因药物、信息安全产品、新一代移动通信终端、

民航机电产品、膜材料、海水淡化装备、电动汽车、

无缝钢管等一些高端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新区聚集了

一大批高水平研发转化新项目，形成了一批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拳头产品。 

2.3.2. 产业创新 

近年来，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突出

成就。目前在高性能计算机、新一代无线通信、物联

网、新药创制、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风力发电、

半导体照明等代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向的前沿先

进技术领域奠定了良好发展基础，已经初步形成电子

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

天以及海洋技术六大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先后建立起

1 5 家国家级科技转化与产业化基地。高新技术产业总

产值从 2005 年的 1679 亿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3733 亿

元，占全市比重超过 80%，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 48%。 

2.3.3. 企业创新 

新区多年来吸引聚集了摩托罗拉、三星、飞思卡

尔、维斯塔斯、葛兰素史克、诺和诺德、中兴通讯、

大唐电信、华旗资讯、空客等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和

高端产业化项目，培育了一批以赛象科技、力神电池、

曙光计算机、金耀集团、凯莱英等为代表的自主创新

龙头企业。截至目前，滨海新区共有按照新标准认定

的高新技术企业 514 家，占全市比重达到 68.3%，形

成明显的聚集效应。其中六大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高新

技术企业共 355 家，占新区全部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的

69.1%。 

2.4. 聚集区外创新资源，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加强 

2.4.1. 资源聚集 

“十一五”以来，新区创新体系开放度显著提升，

特别是近几年先后与科技部、卫生部、中科院、中国

医科院、航天科工集团、中电科技集团等国家部委、

国家研发机构和中央大企业，与美国、意大利、瑞典

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全面科技合作关系，聚集资源

条件有所改善，引入国内外创新资源规模不断扩大。 

2.4.2. 创新网络 

积极探索促进区域间科技要素流动，尝试建立区

域间合作开发的利益分享等方面的新机制。新区创新

体系与天津城市创新体系、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区域创

新体系的互动和统筹协调不断加强。滨海新区创新体

系内部的技术创新、科技服务、科技政策等各子体系

间有效互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显著提

升。 

3. 天津滨海新区创新型新创区的新薄弱环

节 

3.1. 科技支撑产业升级的力度有待提升 

从经济结构看，新区目前存在着制造业和服务业

失衡、部分产业外资和内资失衡、大企业和小企业失

衡等结构问题。从规模看，产业总体规模与国内一些

先进地区相比仍然不大，产业能级亟待提升。从布局

看，新区各管委会在重点产业、目标定位等方面存在

着一定的趋同和重复，还没有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模

式和功能差异，内部产业分工与协作还有待进一步明

晰和强化，均面临依靠创新谋求加快发展、构筑新的

竞争优势的繁重任务。 

3.2. 自主创新能力亟待加强 

一是滨海新区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不高。2008

年，滨海新区 R&D 投入占 GDP 比重约在 1.93%，比

天津全市的水平还低 0.5 个百分点。二是科技人才、

机构等资源聚集水平还不够高。海外留学人员还没有

形成大规模来滨海创新创业的势头，聚集的国内外高

水平研发机构仍然偏少，与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等

地差距明显。三是自主创新产出相对能力弱。与全市

同口径数据比，主要科技产出的指标所占比重均不高。

四是滨海新区的经济增长外援性很强。新区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约 80%由外资企业贡献，对少数大型外资企

业具有较强依赖。同时，外资企业对天津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五是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规

模仍然不大。培育的大型科技企业偏少，企业作为自

主创新的主体地位仍然有待加强。 

3.3. 天津的科技资源对新区创新的支持力度不

足 

尽管天津市是我国科技资源密集的城市之一，但

与北京对中关村园区建设的支持、上海对浦东新区开

发开放的支持相比，天津自身的科技资源存量对滨海

新区开发开放的支持能力还较弱。天津现有两院院士

38 人，约为北京的 4%(911 人)，上海的 20%(196 人)。

2008年，天津的科技活动人员12.4万人，是北京(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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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上海(22.42)的 55%；R&D 经费 155.7 亿元，

是北京的 28％，上海的 44％；天津专利申请受理量为

18230 件，是北京(43508)的 42%，是上海(52835)的

35%。 

3.4. 吸聚研发转化资源体制机制亟待完善 

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以来，在国家科技资源动

员机制方面，已经在多个层面与国家相关单位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但是，目前国家科技资源动员还没有

形成一种正常推动机制，部分缺乏实质内容。此外，

天津自身的努力和聚焦度也不够，京津冀区域合作机

制建设也有待进一步从国家层面促进。 

3.5. 滨海新区创新软硬环境还不完备 

一是研发转化的园区载体设施建设处于起步阶

段，包括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在内的功能区招商软

硬件条件亟待加快建设。二是创业孵化设施对创业人

才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在孵化设施面积、创业孵化

机制建设、创业服务能力、孵化企业的数量等方面均

有待加强。三是对设立独立型研发机构的环境吸引力

不够。尽管天津开发区对外资设立研发机构有相当优

厚的政策支持，但像摩托罗拉、三星等在天津设立生

产基地的跨国公司仍选择在北京设立研发机构。 

 

4. 天津滨海新区创新型城区创新环境展望 

4.1. 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国际科技发展与竞

争呈现新态势 

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把加强科技创新、调

整科技政策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措施。经历国际金融

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但将是一个缓慢曲折

的过程，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科技创新成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赢得主动的关

键因素。培育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产业增长点成为各

国寻求走出经济危机、重塑国家竞争力的重点。新的

世界分工越来越趋向于有个性的、创新能力强的地区，

区域的而非国家水平上的竞争重要性上升，科技优势

和特色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制胜的关键。 

4.2. 创新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

擎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

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

前迈进。一是必须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实现经济结

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加快带动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通过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实现资源集聚与优化

配置。滨海新区创新型城区必须在科技体制改革、机

制创新方面先行先试，扩大开放，聚集高端创新资源，

实现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功能。 

4.3. 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发展模式的转变 

未来五年，滨海新区创新型城区的发展必须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之路。新

区作为三次产业中二产占较大比重的城区，面临着三

次产业协调发展的艰巨任务，面临着水资源、土地资

源、能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等瓶颈制约。同时，深

圳特区、浦东新区等国内先进地区正在推动新一轮的

改革发展，中部崛起、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

区发展、横琴开发、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等国家层面

推动的区域战略与规划布局全面推开，形成了竞争的

局面，滨海新区创新型城区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5. 结论 

从创建实践看，创新型城市在世界范围内尚处在探

索之中，尤其创新型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含着

众多因素的创新与互动。而由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经济基

础、历史文化与其他试点城市各异，需要根据自身实际，

探索自己的创新型城区发展模式与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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