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科技指标看北京在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地位
□刘辉锋

【内容摘要】《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提出以北京为核心，建设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新引擎的发展目标。本文

基于科技指标的视角，从四个维度分析了北京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创新能力在环渤海地区的地位，并指出了北京在

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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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家发布的《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提出，

为了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新引

擎，要“以北京为核心，进一步强化京津双城联动，立足京津

冀、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城市群的现实基础和比较优势”，“积

极打造带动合作发展重要引擎”［1］，并再次强调了《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北京的功能定位，即作为全国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前三个中心与北

京作为国家首都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则是

给予北京的新定位。这一定位既是对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

具有比较优势的肯定，也为其未来在环渤海地区发挥引领、
辐射和带动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北京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表现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

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七个省( 区、市) 。在经济规模上，

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在环渤海地区排第 4 位，2015 年达到

2. 3万亿元;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看，北 京 居 全 国 第 二 位，

2015 年达到 106 497 元。
从地区生产总值按三次产业结构的分布看，环渤海地区

的总体特征是: 农业只占较低的比重，基本没有超过 10% ; 第

二产业在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 5 个

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处在

30% ～40%。北京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六个地区完全不同。
自 2009 年以来，农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一直在 1%
以下。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近 10 年来则一

直在 70%以上，并且呈缓慢的上升态势。2015 年，北京市第

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已高达 79. 7%，对北京市经济增长贡

献率高达 90%［2］。这种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发展势头，

表明北京已经成功地从工业经济走向服务型经济。按照经

济发展规律，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主要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

发展壮大的结果。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更要依靠一个

强大的、处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工业作为支撑，才可能为其

注入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从北京服务业的发展状况看，生

产性服务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2015 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高达 52. 9%，而且从发展趋势看

这一比例还会继续提高。
二、北京在环渤海地区的科技创新地位

北京市之所以能有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与

其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资源禀赋优势相关。这种资源

禀赋就是科技创新资源。创新理论和现实经验表明，科技创

新资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它在某一地区的高度聚集，不仅

能给本地带来倍增的经济回报，而且可以不受周边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的影响。北京能否成为环渤海地区的发展龙头，乃

至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与北京当前拥有的科技创新资源禀

赋和创新能力直接相关。这里主要基于历年统计数据［3 ～ 4］，

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科技创新活动主体、科技创新活动产

出和科技创新活动绩效四个方面，对北京在环渤海地区的科

技创新地位进行分析。
( 一) 科技创新资源投入。从环渤海地区科技人力投入

状况看，北京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除了在研发人员数和研

发人员全时当量两个表征研发人员投入规模的指标上排第 2
位，北京还在每万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和每万人研发人

员全时当量两个指标上，远远超出其他 6 个地区。2015 年，

北京这两项指标值分别为 4 233. 5 人 /万人和 113. 2 人年 /万
人，排名均居全国首位。

从科技创新活动的经费投入情况看，北京在环渤海地区

处于优势地位。研发经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是衡

量一个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核心指标。2014 年，北京的

这一指标值为 6. 01%，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财政科技支

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衡量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支持力度

的重要指标。2015 年，北京的该项指标值为 5. 02%，全国排

名第一。
( 二) 科技创新活动主体。企业是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

主体，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规模和创新能力可以反映一个地

区的创新能力与竞争力。特别是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

地区研发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反映了工业企业在该地区研发

活动中的地位。2015 年北京的该项指标值为 17. 6%，在全国

排倒数第一。不过，北京的非工业企业发展较好，研发经费

支出超过了工业企业。另外，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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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中企业资金占比这一指标，2015 年北京为 7. 01%，低于

其他 6 个省市，反映出北京的工业企业在产学研合作创新方

面表现不佳。
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是研发活动中从事科学研究( 包括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的主力，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原始

创新能力。2015 年，北京的高校研发人员为 8. 0 万人，研发

经费支出为 162. 6 亿元，分别占全国高校研发人员和研发经

费总量的 9. 6% 和 16. 3%。2015 年，北京拥有研究机构 389
家，占全国总量的 10. 7%。研究机构共有研发人员 11. 1 万

人，投入研发经费 702. 8 亿元，分别占全国研究机构研发人员

和研发经费的 25. 5%和 32. 9%。可见，北京在开展科学研究

方面拥有其他地区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资源优势，这是建设

科技创新中心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北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 三) 科技创新活动产出。由于北京在高校和研究机构

上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决定了在科学研究产出方面也必定处

于优势地位。在科技论文产出方面，无论是国内发表的论

文，还是被 SCI 收录的国际科技论文; 无论从论文数量看，还

是从投入 － 产出效率看，北京在环渤海地区都绝对领先于其

他省市。2015 年，北京的国内科技论文数和 SCI 论文数分别

为 8. 6 万篇和 4. 6 万篇，每百人年研发人员投入的国内论文

数和 SCI 论文数分别为 29. 7 篇和 14. 6 篇，每亿元研发经费

投入的国内论文数和 SCI 论文数分别为 57. 5 篇和 28. 2 篇。
专利是连接科学研究与商业化之间的中间产出，一个地区的

专利产出规模和效率能够反映该地区的技术水平、技术存量

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5］。2015 年，北京的每万人发明专利申

请量和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分别为 41. 0 件和 61. 3 件，均

排名全国第一;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拥有量分别为

8. 9 万件和 13. 3 万件，排名均为全国第 2 位。
一个地区技术市场的交易状况反映了该地区对技术的

吸收能力和扩散能力，北京的技术市场交易规模在全国遥遥

领先于其他省份。2015 年，北京技术市场共签订技术输出合

同 7. 2 万项，占全国的 23. 5% ; 合同成交金额为 3 453. 9 亿

元，占全国的 35. 1%。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中流向外省市的

成交额所占比重非常高，2006 ～ 2010 年间都在 40% 以上，特

别是 2012 年以来，一直处在 55% 左右的水平。需要注意的

是，北京对外输出的大量技术并没有流向周边地区，而是主

要流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北京吸纳技术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意味着，由于缺乏紧密的产业关联和区域分工合作，北京

强大的研发实力所形成的创新成果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影

响很小，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到了外围地区。
( 四) 科技创新绩效。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最终目标是

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相对于北京在

科技创新资源和研发活动投入方面形成的巨大优势，在创新

绩效方面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比较优势。2015 年，北京的劳动

生产率为 15. 41 万元 /人，资本生产率为 0. 35 万元 /万元，全

年空气达到二级以上天数为 186 天，只略高于环渤海地区的

平均水平。只有综合能耗产出率( 地区生产总值与地区综合

能源消费量的比值) 表现突出，达到 27. 02 元 /千克标准煤，

居全国首位。

三、北京在环渤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特点

北京在环渤海地区具有完全不同其他省市的经济表现

和发展特点。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北京的

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省市。北京的产业结构与众不同，

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服务业，而工业发展水平表现一般。从

服务业的内部结构看，生产性服务业居于主导地位，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的一半以上。这表明北京在汇聚科技创新资

源和开展研发活动方面已经形成巨大的领先优势，支撑了本

地生产性服务业的良好发展。
总体上，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

一，北京的科技资源拥有量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量，无

论是总量规模还是投入强度，不仅在环渤海地区一枝独秀，在

全国也居于领先地位。第二，作为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执行主

体的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在环渤海地区的竞争力并不强，

其开展研发活动的规模和投入强度与周边经济不发达的省份

相当。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其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

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主要不是以本地工业作为支撑。第

三，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所拥有的研发人员数量和开展研

发活动的经费投入，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形成了具有完

全竞争优势的原始创新能力。北京的科技论文产出规模和产

出效率大大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即是这种能力的直接

体现。第四，北京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所形成的大量成果无法

在本地内部消化，一半以上都转移到了外部，但周边几个环渤

海的省市受益不多。北京的产学研合作水平不高，从另一方

面反映了这种状况。第五，北京的科技创新绩效表现欠佳，劳

动生产率水平不高，创新驱动经济的体制和机制还存在很多

问题。北京没有带动周边地区分享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成

果，而周边地区长期粗放式发展模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

漫延到了北京。近几年广受社会公众关注的雾霾问题，水资

源严重短缺问题，即是这种负面影响最显著的表现。
可见，从环渤海地区看，北京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竞争优势，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其

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与周边地区没有建立起协同发展的有效

机制。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将整个环渤海地区统筹考虑和

规划，以北京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根据周边省市各自的比

较优势，建立起优势互补、有序合作的产业分工体系。这正

是实施《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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