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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山西省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对策建议1 

 

王莉
2
 

 

一、山西省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 企业创新存在多种障碍，主体地位不够突出，缺乏足够的创新

动力； 

2. 科技创新链条之间的协同性较弱； 

3. 区域研发活动与市场脱节，忽视研究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二、解决思路与对策 

1. 突出核心企业创新引领地位 

选择各个地区创新发展领先的科技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和领军者，

将创新资源向这些企业和优秀企业家集中，尤其是对中小非国有科技

型企业进行支持，不断促进这些企业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延伸，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 

可以学习外省一些先进的做法。如合芜蚌试验区（合肥、芜湖、

蚌埠三市）集中了安徽省大部分的创新资源，三市共有 130 多所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6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它们围绕有优势、有

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财政科技投入为引导，与产业龙头

企业共同设立“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由龙头企业主导，根据产业

创新需要和市场需求，以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实施关键技术

                                                             
1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科研专项基金项目。 
2 作者简介：王莉（1975-），女，山西翼城人，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博

士，硕士生导师。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8%E8%82%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9C%E6%B9%96/2224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A%8C%E5%9F%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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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和攻关，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机制。 

试验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可操作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对核心

技术和重大装备的研发项目，重大引进技术和装备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项目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给予重点支持，以提高产业核心竞争

力、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安徽省政府每年安排 5 亿元专项资金，用

于试验区各类项目资金、资助、奖励等支出，连续 5 年每年安排 1 亿

元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资金。 

试验区内的合肥高新区还鼓励有条件的创新型企业承担国家重大

科技攻关任务，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研发平台，重点解决科技成

果工程化问题，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自主研发和承接成果转化的能

力。与此同时，安徽省政府还专门设立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资金，90％

以上用于补助和奖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购买关键研发和检测设备、

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开发重点新产品、扶持科技“小巨人”企业创

新等。 

山西省及地区政府在科技资源支持方面还有待改进，如对核心科

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不能充分发挥核心企业的引领作用等。 

2. 加强科技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性 

要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平台、研究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孵化器等

创新载体的各自优势，还要更大限度地发挥不同产学研等创新主体和

融资机构、协会等相应辅助机构之间的协同作用，确保创新资源高效

利用，帮助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解决技术平台利用、科研成

果转化、产品市场推广应用等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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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关村示范区依托密集的科教资源，建立创业平台、科技

融资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和一大批特色的产业技术研

究院。西安高新区科技大市场按照“交易、共享、服务、交流”的功

能定位，以网络平台和实体大厅相结合模式，初步构建起 “三网一

厅”的平台及服务体系，使区域内“分散、分割、分离”的科技资源

实现高效集聚，促进了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推动大型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 

山西省在产学研等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方面支持不足，政府政策

激励引导作用不足。比如科研资金和政策更多倾向于政府支持的纵向

课题的研究，对于高校与企业协作完成的横向课题均被定为最末一级，

使得高校、研究所等大量科研人员的精力都是在申请、完成纵向课题

上，对与企业合作完成横向课题的兴趣不高。这种现象大大阻碍了产

学研等创新主体的协作。相应地，基础设施平台、研究机构、公共服

务平台、孵化器等创新载体的建设也有待加强。 

3. 重视科技成果产业化，政府充分发挥引领作用 

许多产业技术研发和重大课题在项目、经费分配中侧重于科研机

构、央企等创新活力相对较弱的单位。科研项目的评审以专家论证为

主，导致项目承担机构热衷于“唯成果研究”、“唯经费研究”，忽视研

究成果产业化。山西省政府需要在此方面做一些改变，在政策制定方

面有意引导科研人员向科技成果应用与产业化方向努力。 

另外，政府应当充分支持本地创新企业的发展，不仅在政策、资

金、土地等方面给予前期支持，还应在创新成果转化、创新成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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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等创新链条的中后期给予大力支持，推动科研成果的产品化、市

场化建设。科研成果的产品化主要是将实验室产品转化为可使用产品，

此方面可以借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做法，由政府牵头组织相关人

员相关组织进行产品转化研究，再将成熟的成果转移给相关企业进行

制造并推向市场。科研产品的市场化主要是将创新新产品推向市场，

获得市场的认同，从而真正为企业再来效益。在此方面政府应当走在

前列，对本地企业的新产品在市场推广应用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比如

政府可以首先采购使用这些新产品，对市场起示范作用，从而引导市

场认可这些新产品，从行动上真正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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