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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新产业体系空间特征与空间治理对策
□　孙文勇，罗　彦，樊德良，蔡澍瑶

[摘　要]“双循环”新格局下，创新产业体系的构建完善是我国培育和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场所空间”与
“流动空间”的视角，从创新投入与创新链要素空间分布、创新企业联系网络与创新要素空间变迁等方面对我国创新产业体
系布局的总体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并且，根据新格局下的关键技术创新突破、创新一体化市场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要求，
提出新格局下创新产业空间治理的建议，即推动区域创新空间协调发展，促进创新要素有序转移；以城市群与都市圈为核心
载体，推动创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建立完善创新型城镇化体系，实现创新要素流动的分层有序组织；优化创新发展环境，
提升创新要素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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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Industry System/Sun Wenyong, 
Luo Yan, Fan Deliang, Cai Shuyao
[Abstract] Under the new economic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s",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layout of the 
innovation industr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cultivate and enhance innov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space" and "flow spa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layout of China's 
innovation industry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innovation investmen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chain elements, the 
network of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nd the spatial changes of innovation element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ke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eakthroughs, innovative integrated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space governance suggestions: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pace and the orderly transfer of 
innovation elements;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factor market with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metropolitan area as the 
core carrier; establishing the innovative urbanization system and realizing the hierarchical and orderly organization of the flow of 
innovative elements; optimizing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innovation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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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突出；而在国际大循环中，逆全球化趋势加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带来了巨大冲击，而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凸显了我国
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2022 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明确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
要求，要求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促进创新要素有
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我国创
新产业体系发展不仅需要提升核心战略领域的创新产

据统计，我国已经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
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
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0 年，中
共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
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不仅是对未来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
整和完善，还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
重大战略部署。在国内大循环中，我国生产体系内部循
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创新转化不足、“卡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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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还需加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
完整性与自主性，继续发挥完整产业体系
下的内循环优势。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环
节，越来越多的创新活动从封闭转向开放，
依赖企业、人才、知识等创新要素的流动
和联系，形成了全球、国家、区域和城市
等多个尺度的创新协作网络，有力支撑和
引领安全稳定、韧性通畅“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的构建。

“双循环”新格局势必将推动国土
空间格局的调整，影响国土空间治理对
策的制定。当前，关于“双循环”新格
局下的国土空间和创新产业空间特征的
研究刚刚起步，且对于全国尺度产业空
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格局、特征等方面，
面向创新产业体系布局与要素流动的空
间特征和治理策略讨论不多。基于此，
本文立足“双循环”新格局，从要素分
布与流动的视角出发，对全国创新产业
空间特征进行分析，探讨新要求下的空
间优化思路和治理对策。

1研究框架

创新产业体系指的是各种创新产业
要素、创新产业环节、创新产业类型及
其相互关系。本文采用“场所空间”与“流
动空间”结合的分析视角，对创新产业
体系的空间布局与联系网络进行综合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治理的对策

建议。“场所空间”主要关注创新产业要
素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创新产业要素流动
的基础和结果；“流动空间”则主要关注
创新产业要素的流动网络，是促进创新产
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因素和过程。

1.1创新产业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
“场所空间”视角主要从创新投入、

创新链要素空间分布两方面进行分析。
创新投入的分布特征主要基于研究与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为
“R&D”) 经费支出进行分析，能够有效
反映各类科技创新投入的空间分布。创新
链是知识技术从理念到产业化和市场化的
过程，是涵盖基础研究、技术转化 ( 包括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规模生产(产业化、
市场化 )3 个阶段的链式结构。第一阶段
是基础研究，是以国家级科研院所或实验
室等科研载体为核心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是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源头，本文基于国
家重点实验室空间分布进行分析；第二阶
段是技术转化，即将基础科研成果转化为
初步技术成果，是以市场为驱动链接科技
与产业的中间环节，本文以专利授权量作
为衡量指标，是依靠创新技术的积累形成
产品和成果转化的重要体现；第三阶段
为规模生产，是以产业集群和制造业企
业为载体，推动创新成果的产品化与规
模化生产应用，是创新转化的终端环节，
本文基于制造业增加值与企业数量等统

计数据进行分析。

1.2创新产业要素的空间流动特征
“流动空间”视角主要从全国创新

企业总部—分支网络与创新产业要素空
间变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全国创新企
业总部—分支网络重点选择了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
服务业三类行业进行分析：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企业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关键
载体，包括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
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三类企
业；高技术产业是产业体系中创新能力和
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是 R&D 经费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
业①；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
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服务业行业②，是创
新产业的应用侧和需求侧。创新要素空
间变迁主要从 R&D 经费支出空间变化、
制造业创新产业要素流动、制造业分布
变化三方面进行分析 ( 图 1)。

2全国创新产业体系的空间特征

2.1创新投入的空间特征
2020 年，我国 R&D 经费支出达到

2.4 万亿元，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占比为
6.0%，用于应用研究的占比为 11.3%，
用于试验发展的占比为 82.7%。空间上
总体呈现东、中、西、东北地区梯度递
减格局。东部地区在总体与分项的 R&D
经费支出上均有绝对优势，全国 R&D 经
费支出的比例为 60% ～ 70%；中西部地
区各项占比均在 10% ～ 20%，其中在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领域，西部地区高于
中部地区，但在试验发展领域中部地区
略高；东北地区各项支出占比均不高。

在城市层面，R&D 经费支出规模和
支出强度同时呈现梯度分布与等级分布
的特征。在空间分布上，东部沿海地区
城市科创支出规模优势明显，东部内陆
及中西部地区总体较少。在等级分布上，
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
及其他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密集地区，

图 1  创新产业体系布局特征研究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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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022 年第 7 期    第 38 卷

在 R&D 经费支出规模和支出强度上均有
明显优势；内陆地区的经费支出则主要
集中在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

区域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的 R&D
经费支出规模超过全国总投入规模的
40%，是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其中北京、
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的 R&D 经费支出
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同时，也有部分
专业型城市的 R&D 经费支出强度较高，
如绵阳、鹰潭、嘉峪关、芜湖等，体现了
专业领域创新特色。

2.2创新链要素的空间特征
2.2.1基础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基础创新的重要载
体，主要依托高校、科研机构、重点企业
和产业集群进行建设。因此，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分布与科研能力和经济发展密切相
关，且主要集聚在两类城市：一类是科研
能力较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集聚的城市，
其中北京的重点实验室数量在全国遥遥领
先，此外传统科教强市如上海、南京、武
汉、西安等也有相当数量的实验室集聚；
另一类是基于重点企业和优势产业建设重
点实验室的城市，代表城市为科技产业发
展基础较好的深圳。
2.2.2技术转化

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发明专利的数
量占全国总量超过 40%，且东部沿海地
区发明专利的整体数量大幅领先于中西

部地区；相比 R&D 经费支出规模与人员
投入规模，以深圳、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
地区城市专利产出效率相对较高，体现出
市场驱动下的创新研发和转化效率特征。
2.2.3规模生产

全国制造业分布格局整体呈现出东
部沿海地区集聚、主要城市群集聚、内陆
中心城市局部集聚的特征。东部地区制造
业企业的集聚度与增加值均较高，尤其是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内
陆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则主要集聚在成渝城
市群、中西部部分区域性中心城市等，包
括长沙、武汉、南昌、郑州等。

2.3创新企业联系网络的空间特征
2.3.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总部—
分支联系网络显示出明显的多层级等级
性网络特征：第一、第二层级是以北京
为核心的四大城市群间的强联系网络；
第三层级是以北京为核心，联系区域性
中心城市的放射形网络；第四层级是上
海、广州、深圳与其他省域中心城市之
间的联系网络；第五层级则是区域中心
城市之间的密集网络 ( 图 2)。
2.3.2高技术制造业

在高技术制造业总部—分支联系网
络中，珠三角地区城市的引领作用相对
突出，并与北京、上海、成都形成四极
结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仍然集中分布

在主要城市群等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其
余地区发展仍较为薄弱，但通过建立高
技术制造业网络联系，部分中西部地区
与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形成了区域性服
务—研发—制造的中枢。以城市群、都市
圈为载体的空间邻近型联系网络相较其
他行业类型企业网络明显增多，其中长
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内形成高度
密集的簇群网络，大量以都市圈为载体
的城市联系组群出现，如上海—苏州、
济南—淄博、北京—廊坊、西安—咸阳、
广州—佛山等，说明此类企业的空间临
近型分工和产业链组织特征突出 ( 图 3)。
2.3.3高技术服务业

在全国高技术服务业总部—分支联
系网络中，北京的中心性极其明显，形
成单极放射的网络结构，其中与上海、
广州、成都之间联系较强；其他城市之
间的联系相对而言均较弱，仅有乌鲁木
齐、成都等少数城市或都市圈具有较强
的周边辐射影响 ( 图 4)。

2.4创新要素的空间变迁
2.4.1创新投入的空间发展趋势

基于 2009 ～ 2018 年主要城市③ 的
R&D 经费支出增长分析，总体上大多数主
要城市在 R&D 经费支出规模上均有所增
长，但在投入强度上则有所差异。其中，
部分中西部城市 R&D 经费支出规模和投
入强度均在快速增长，典型城市如鹰潭、

图 2  2019 年全国科研类企业总部—分支机构联系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截至2019年中国企业工商登记数据，港澳台数据暂缺。

60 ～ 711 
712 ～ 2　207 
2　208 ～ 5　170
5　171 ～ 13　032

13　033 ～ 26　354

789 ～ 1　697
416 ～ 788
203 ～ 415
79 ～ 202
23 ～ 78

城市总部分支联系之和 / 个

总部分支联系 / 对

图例

图 3  2019 年全国高技术制造业总部—分支机构联
系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截至2019年中国企业工商登记数据，港澳台
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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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9 ～ 2018 我国主要城市 R&D 经费支出增长率示意图
资料来源：2010 ～ 2019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港澳台数据暂缺。

核心城市，主要是深圳、苏州、上海等；
分支机构设置较多的为北京、上海、西
安等城市，体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密集
地区对制造业科研资源的吸引力 ( 图 6)。
2.4.3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变迁

制造业转移是创新产业转化和技术、
人才等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孕育和拓展创新产业发展新空
间的重要途径。基于制造业企业的总体空
间变迁，可见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的转移
特征存在差异。高替代型制造业主要包括
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食品、纺织等，其转
移趋势在于跨省与省内临近型转移，或从
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进行
跳跃型转移。同时，此类制造业的发展具
有面状扩散的特征，大量制造业增长于县

域单元。广大中西部地区 ( 河南、河北、
湖南、湖北、贵州等地 ) 的制造业空间扩
散发展趋势明显。

低替代型制造业主要包括技术密集
型企业，如计算机、医药制造等，转移过
程主要集中在三大城市群，转移方式则以
城市群与都市圈内部临近型转移和指向中
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等级型转移为主。例
如，深圳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大量向惠州、
东莞等地区转移，同时也有一部分向中西
部中心城市 ( 如重庆、郑州等 ) 转移。

2.5小结
2.5.1区域创新要素集聚不均衡

自然资源和地理格局决定了我国人
口与产业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创新要素
的分布同样符合这一总体规律。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创新企业的分布和联系网络均
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空间特征。

东部地区是创新产业发展最具优势
和潜力的地区。更多的基础研究设施、
更强技术吸收能力的企业发展、更好的
创新制度环境，也使得创新链各环节之
间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创新效率
相比中西部地区更高。但创新要素的过
度集聚也带来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使创
新效率有所下降。

随着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逐
步推进，制造业更多向内陆腹地迁移，广
大中西部城市承载了更多创新产业转化和
规模制造的职能。大多数中西部城市的创
新投入和要素集聚在近年来均保持较高增
长速度，但在创新产业集聚规模有限的前
提下，相比东部地区其绝对差距仍然较大。

东北地区则显现出一定的“创新危
机”，各类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网络地位
均不占优势，在增长趋势上也并不乐观。
其中，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等中心
城市在区域中具有一定创新要素集聚作
用，但在发展趋势上相比中西部潜力城市
仍有一定差距。
2.5.2 城市群与都市圈是创新产业
体系的组织中枢

在创新投入与创新链要素的分布上，

呼和浩特、包头等，但因基数较小，与
东部城市之间的绝对经费规模差距仍然
有所扩大；东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 R&D
经费支出规模增长总体相对稳定，其中
上海在 R&D 经费支出规模相对稳定增长
的同时，经费支出强度持续较高地增长；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中西部城市的 R&D
经费支出规模有所增长，但投入强度有
所下降，如太原、长春等 ( 图 5)。
2.4.2创新要素流动

以制造业企业总部对外设置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分支机构的联系网络，
分析制造行业下创新要素 ( 包括资金、人
才等 ) 的投入和流动。总体上看，此类企
业创新联系网络较弱，制造业企业总部
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

图 4  2019 年全国高技术服务业总部—分支机构联系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截至2019年中国企业工商登记数据，港澳台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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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三大城市
群均处于第一梯队的位置，集聚了大量
的创新要素，但创新能力与创新要素整
合度均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创新企业联
系网络中，核心城市群也发挥了重要的
创新要素流动中枢和支点作用，构成了
我国创新产业网络格局的核心骨架。

在不同的企业创新网络中，各城市
群也承担了差异化的职能并发挥不同作
用，如京津冀城市群在服务业创新中更
具引领作用，珠三角城市群在制造业创
新中更具主导地位，而长三角城市群则
发挥了更加综合全面的创新枢纽作用。

都市圈在全国创新产业体系中的作
用同样不可忽视。一方面，以核心城市
为中心的都市圈是三大城市群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城市群发挥中枢作用的核心
支撑，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
市以都市圈的组织模式支撑了所在城市
群的创新能级；另一方面，三大城市群
之外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则发挥
了区域性的创新网络中枢作用，既是链
接、承接三大城市群创新要素的核心载
体，也是组织、协同周边创新链与资源
要素流动的重要中枢。
2.5.3创新要素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

创新投入、创新链等方面的创新要
素均高度集聚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等少数几个核心城市，这些核心城市在创
新企业联系网络中也占据了绝对的引领地
位。在第二梯队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中，仅
有少数城市在部分专业领域中具有一定优
势，如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在高校和
科研机构集聚下，对基础研究和企业创新
要素投入有一定吸引，其他城市则与第一
梯队城市在创新上的综合差距较大。

在经济产业与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的
核心城市以外，部分专业型、特色型城
市依托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发展，其创新
价值开始显现，如绵阳、义乌、株洲等，
一方面链接了都市圈内中心城市的创新
要素；另一方面也充分依托了本地相对
优势的自然地理资源或产业基础，形成
了较好的创新产业发展态势。

其他中小城市和县城则部分承担了
创新产业规模制造的转移与载体功能，
其中融入城市群或都市圈发展格局的中
小城市和县城，部分已成为区域产业链
的组成部分，承担创新链上的部分技术
转化和规模生产职能；而其他基础区位
和资源环境较差的中小城市及县城，则
相对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制造业集聚，更
多以生活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为主。
2.5.4区域创新要素流动网络化水平
仍有待提升

由核心城市群与核心城市引领的多
中心辐射网络形成了我国创新要素流动
的骨架，以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为载体的核心城市之间，
形成全国层面联系最强的创新要素流动
走廊；以城市群核心城市、中西部区域
性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其周边腹地辐射
的网络，则成为第二层级的流动网络；
创新要素流动总体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
全国层面的创新要素流动网络发育仍处
于初级阶段。

创新要素流动的基础是创新主体之
间的联络与互动，而创新环境与政策则
影响了创新主体的集聚与发展。城市创
新的包容与活力、城区的功能复合与活力
等因素，均是创新企业、创新机构孕育和
成长的重要基础，同样存在提升空间。

3“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创新产业
空间治理对策

3.1“双循环”新格局对创新产业
空间发展的新要求

我国创新产业体系在全球化的环境
下快速发展形成，但大量关键技术或关
键环节对国外技术存在依赖，自主可控
性较弱。在逆全球化和部分国家的极端
保护主义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强化自主
创新能力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基础研究
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

国内市场分割的现象仍然突出，体
现在产权交易市场、商品市场、要素市
场等多个方面。基于创新企业的全国创

新要素流动网络也仍处于发育阶段，网
络联系强度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均衡性
不高。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将
有利于释放我国创新产业发展的潜力和
红利，加强创新溢出和创新要素共享，
提升创新要素流动网络的整体水平。

从创新产业体系布局的角度推进区
域协调发展，是充分释放我国不同地区
的发展潜力和相对优势，形成国内大循
环创新发展合力的重要支撑。中西部地
区与东北地区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不
仅在投资和消费方面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还是未来创新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支撑
和规模转化空间 ( 图 7)。

面向新格局新要求，我国未来创新产
业体系的空间治理优化应兼顾战略安全与
产业竞争力，从总体区域、城市群与都市
圈、城镇体系、创新环境等多个层面深入。

3.2推动区域创新空间协调发展，
促进创新要素有序转移

(1) 提升东部沿海地区的自主创新能
力和辐射扩散能力。以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三大核心城市群为载体，结合各
自的创新特色与分工定位，加强跨城市
群的协作与联动机制建设，促进一流人
才、资本、企业等要素得以充分流动与
有效配置，支撑关键技术创新能力突破。

图 6  2019 年全国制造业总部—科研类分支机构
联系网络示意图
资料来源：截至2019年中国企业工商登记数据，港澳
台数据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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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对内陆地区的科技服务与高技术服
务，推动有条件的产业适度疏解和外溢，
带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

(2) 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创新要素转移
承载能力与本土创新转化水平。基于中
西部的发展水平、技术能力和资源条件，
发挥内需市场规模优势，以长江经济带、
黄河流域等区域发展战略为依托，提高
创新产业的转移承接和协作能力，加强地
区间产业转移项目的协调合作，积极承接
东部地区技术成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
移，并支持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培育，
促进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循环联动。

(3) 促进东北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
创新引领能力提升。支持装备制造等传
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鼓励发展基于本
地资源与产业基础的战略新兴产业，向
价值链中高端提升。加强东北地区与东
部地区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的合作与要
素流动，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

3.3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核心载体，
推动创新协同与市场一体化

(1) 完善城市群创新链条，建设我国
创新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优化城市群

内部创新产业分布与空间组织，整合链
接城市群成熟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与
基础科研设施。以都市圈为载体，构建
以一小时交通圈为主体的创新要素网络
与合作机制，建立“总部—研发—生产—
市场”的都市圈产业分工与协同体系，
形成紧密联动的区域产业创新共同体。

(2) 探索城市群与都市圈市场一体化
建设路径，推动创新要素流动与协同治
理。推动区域性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加强跨行政边界政策与制度
的协调，营造支持要素流动的制度环境，
打通区域创新要素流动壁垒。鼓励区域
科研机构、创新企业的交流合作，促进
人才、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
与共享。促进政府间、市场主体间的沟
通协商，推动区域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3.4完善创新型城镇体系，构筑多
层次有序分工的创新产业体系

首先以国家创新中心城市为核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创新要素组织
中枢。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核
心城市为主要载体，支持国家重点实验

室与一流高校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部署，
提升国际一流创新要素资源集聚，实现
核心技术从 0 到 1 的突破。有序推动超
大城市非核心和低效产业功能的疏解，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质，建设面向国际
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组织中枢，营造“政
府—科研机构—市场企业”共同促进的产
业链生态，增强创新资源配置能力。

其次依托区域创新中心城市，充分
发挥技术转化与产业载体功能，引进先
进技术、人才、资本要素，促进中西部
地区新经济的发展；依托高等院校、重
点实验室等科研院所，推动产业共性基
础技术研发平台的建设，为区域生产力
升级提质提供支撑。

最后以地方特色资源条件为基础，
吸引专业性创新要素，培育特色型、专
业型创新城市，加强中小城市的创新规
模转化承载能力，支持县城以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为重点，促进技术创新、业
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元创新要素
集聚，实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信息
化的深度融合。

3.5优化城市创新环境，提升创新
要素吸引与转化能力

构建包容友好的创新城市，促进封
闭独立型的产业园区向功能复合、成本
适宜的科创城区转变；保护城中村等创
新人群青睐的低成本空间，鼓励植入以
创新创业为导向的城市公共服务网络，
对初创企业、创业人员集聚的地区进行
适度的成本干预，培育包容性的创新创
业环境，保障新经济、初创企业的稳定
发展，警惕“绅士化”的过程对小微企
业的挤压效应；优化创新空间供给方式，
结合轨道站点、交通枢纽，鼓励功能立
体复合的城市综合体开发，探索建筑空
间分时、分区的精细化弹性利用，保护
和预留低成本、共享型办公建筑空间，
为未来潜力产业预留弹性空间；推进创
新导向的旧城与产业园区更新，鼓励功
能混合开发，供给共享型、交互式的工
作空间、生活空间和社交空间，增加创

图 7  面向“双循环”新格局新要求的创新产业体系空间治理对策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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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间的多元性与灵活性。

4结语

创新发展是我国面向“双循环”新
格局与新要求下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分
析我国创新产业体系布局现状的分析基
础上，提出了多层次创新产业体系布局
的空间治理对策建议。区域协调发展的
创新产业布局、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核
心的一体化创新网络、多层次有序分工
的城镇体系布局及优化提升的城市创新
环境，将成为我国进一步建立完善全国
创新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是未来我国
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创新产业体系的空间治理是一项综
合和复杂的系统工程，还涉及国内外社
会经济发展阶段与背景、政策与制度、
人才与劳动力、市场与资本等多个方面
环境与要素。本文虽分析了全国层面的
创新产业要素分布和流动并提出思考，
但尚难以全面解析我国创新发展的空间
特征与问题，对不同尺度、不同类型、
不同要素下的创新产业空间研究仍有待
进一步深入。

[ 注　释 ]
①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经
费支出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
药制造、航空 /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
品制造6大类。
②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
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务、电子
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
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
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 9
大类。
③受限于数据完整性与可获得性，此处选择
全国R&D经费支出前30位的城市和副省
级以上城市为分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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