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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津冀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 ,承担着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极的核心动力作用。但政府间竞争 、
投入结构趋同等因素导致区域科技创新联系与协作程度 、辐射和扩散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 。据此 ,从科

技创新资源 、科技创新投入能力 、科技创新产出能力 、知识获取和技术吸纳能力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

八个方面对京津冀进行比较分析。结论表明: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整体上以北京为优 ,但差异性较大
且在不同的领域各有所长。建议以规范政府竞争 、扩大合作和制定区域规划等政策来提高京津冀区域科

技创新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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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的特点与存在问题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综合科技实力最强的区域 ,其

在全国高校 、知识和人才的密集程度远远超过长三角

和珠三角地区 ,能够提供基础科学研究 、高科技研发 、

经济管理 、职业技工等所需的各类高级人才和专门人

才。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京津冀区域是我国智力密集度最高的地区 ,

大学 、各类研发机构与研发人员高度集中 ,论文、专利

(发明专利)数量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二是科技资金

投入总量较大 ,科研成果丰硕 ,技术市场交易活跃 ,科学

研究经费投入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接近世界发达国家

的该项指标 ,科研成果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三是区域

内产业正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 ,已形成了一大批高 、精 、

尖科研项目和方向 ,多个重点尖端项目已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第四 ,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已开始探索建立 ,一批

特色产业创新链和产业链初步形成 ,科学技术对京津冀

区域社会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加强[ 1] 。

随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 ,

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 ,譬如京津城铁的

开通 ,极大程度地缩短了京津冀之间的距离 ,有利于充

分发挥各自的科技创新能力 ,实现区域内的快速对

接
[ 2] 。不过由于地方政府利益驱动 ,京津冀区域科技创

新的不足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

首先是区域科技创新的联系与协作程度低。地方

政府为达到自身政绩的最大化 ,各自按照自身发展规

划的要求进行科技创新。由于发展规划的接近或趋

同 ,导致科技资源投入结构雷同 ,而产出效率不一 ,资

源浪费现象和产业同构现象严重 ,造成了“合而不一” 、

“互而不补” 、“各自为政” ,使得优势资源得不到良性循

环 ,知识流动性差。

其次是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化对促进

科技的辐射和扩散还有很大的空间。在京津冀区域范

围内 ,北京的科技创新能力最强 ,但其科技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在北京地域内 ,而对天津 、河北的辐射和研发转

化还有很大的空间 ,对形成北京—天津—河北的科技

创新与研发转化梯次链条还需要进一步推动。

最后是基于科技创新的产业化合作不足。由于科

技创新的联系和协作程度低 ,延伸到产业化方面受到

严重的阻碍 ,影响了区域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使应该

以研发为主体的区域以产业化为先 ,而应该以产业化

为主体的区域却因为缺乏研发成果而被迫从事研发 ,

导致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同构或被扭曲 ,使得要素的

流动受到阻碍并导致其利用效率极其低下。

总之 ,京津冀地区 ,特别是京津之间 ,从科技创新

到研发转化再到产业化都存在竞争过度现象。政府间

的过度竞争可能导致的是资源浪费 、利用效率低下等



问题。应该承认政府间竞争存在的现实性和必然性 ,

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明显

的改观。因此为提高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需要

对当前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进行比较分析 ,并在政府

竞争等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来改善区域科技

创新的效率。

2　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评价体系

要客观分析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各国和国

际性科技指标报告通常所用的是多指标分析比较法 ,

所以我们也采用该方法分析研究京津冀科技创新能

力;并在分析研究中借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建

立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设定一个评价指标体

系 ,但不设定权重值 ,也不进行综合评价计算分值 ,只

对指标体系中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 。指标选择的基

本原则是:一是必须有利于推进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

的建设 ,注重该区域创新的系统化 ;二是必须突出企

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三是必须强调创新环境建设的

重要性;四是必须兼顾其发展的存量 、相对水平和增

长率 3 个维度。

借鉴国内外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 3-5] ,根据京津冀

创新实践方面的特点 ,设定了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分

析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主要包括 8个一级指标 ,

16 个二级指标 , 56个三级指标(见表 1)。

表 1　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科技创新资源

科技组织资源 政府部门属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企业技术开发机构

科技人力资源 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科技英才 、科技人力资源培养

科技财力资源 全社会科技经费筹集 、科技经费筹集来源构成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科技创新投入能力

科技人力投入 科技活动人员 、科技活动人员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R&D人员

科技财力投入 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R&D 经费投入

科技项目投入 科技项目投入 、R&D 项目投入

科技创新产出能力 科技论文 、论著 、科技成果 、专利产出

知识获取和技术吸纳能力
技术贸易与科技合作 技术市场技术合同、技术市场成交地域流向 、国外技术引进 、企业购买国内外技术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投资企业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 企业技术开发机构 、技术创新人力投入 、技术创新经费投入 、新产品开发投入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专利产出和新产品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高新技术创新能力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从业人员 、总产出 、总收入 、出口

环境

基础设施 交通设施 、全社会客货运量 、通信信息

劳动者素质与人才培养 教育投资水平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当年新增加大学毕业生

市场需求 政府财政支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商品进出口差额和居民消费水平

科技创新贡献能力
宏观经济效益 人均GDP、GDP、分产业 GDP 总量 、分产业GDP 构成

社会生产率 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 、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工业企业全员生产率

2.1　科技创新资源

科技创新组织资源是指独立科研机构 、企业技术

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及其科研机构的总和。科技人力

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其规模和素质是衡量一

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科技财力资

源主要分析全社会科技经费筹集 、科技经费筹集来源

构成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等方面的指标。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 、文化中心 ,组织 、人力和财

力资源比较集中 ,整体水平也较高 ,这是其它地区所无

法比拟的。在科研组织资源方面 ,北京以政府科研机

构为主 ,天津结构较为均衡 ,而河北则以企业科研结构

为主 ,接近 2/3。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 ,河北人力资源

培养数量较多 ,但整体人力资源水平较低。在科技财

力资源方面 ,北京以政府资金为主 ,占 47%,天津 、河北

以企业资金为主 ,分别占 77%和 74%(见表 2)。这一

方面体现了北京的地位优势 ,另一方面也表明河北 、天

津的创新投入中企业的主体性高于北京。

2.2　科技创新投入能力

科技创新投入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区域创新系

统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创

新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从 2007 年的科技创新投入

看 ,北京在科技人力投入 、科研量投入 、科技财力投入

等方面均高于天津和河北。但从具体指标来看 ,北京

大中型企业科研人力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仅为

12.5%,天津为 40%,河北为 54%;在科研量投入上 ,北

京以研发机构投入为主 ,占 35%,河北 、天津以企业为

主 ,占 54%和 40%;在财力投入上 ,它们都以 R&D 经

费内部支出为主(见表 3)。这一方面表明河北 、天津的

人力投入以企业为主 ,另一方面也表明北京丰富的科

研院所资源对大中型企业的人力投入具有替代效应。

2.3　科技创新产出能力

科技产出能力是反映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

也反映科技资源配置的绩效 ,包括科学出版物 、专利 、

标准 、科技成果以及新产品和科技服务等。根据数据

的可得性 ,笔者主要分析了科技论文和论著 、科技成

果 、专利产出等方面的指标。其中 ,新产品开发列入

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在专利的授权数与受理

数的比例方面 , 2007 年河北为 68%,北京为 4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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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仅为 35.4%。在大中型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数上 ,北

京为 37%,天津 17%,河北 14%(见表 4)。这就表明

河北 、天津企业在研发投入上虽然所占比例较高 ,但

实际专利产出率较低。在科技成果上 ,北京 、天津 、河

北都较为注重应用技术研究 ,这与我国当前所处的以

追随发展为主的大背景有关 ,在基础理论和软科学研

究方面都普遍不足 ,天津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表现

略好。
表 2　2007年京津冀科技创新资源比较

二级指标 区域
三级指标

政府科研机构 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科研机构 其它

科技创新组织资源

北京 265 79 54 0

天津 264 195 153 162

河北 126 152 824 121

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万人) 专业技术人员(万人) 科技英才(院士人数)
科技人力资源培养

(在校人数 ,万人)

科技人力资源

北京 468.1 218.6 699 56.8

天津 166.5 42.5 38 37.11

河北 272.6 111.91 11 93.1

全社会科技经费

筹集(万元)

政府资金

(万元)

企业资金

(万元)

金融机构贷款

(万元)

科技财力资源

北京 9 922 818 4 760 320 3 752 226 83 648

天津 2 781 396 349 147 2 149 555 137 626

河北 1 640 046 321 299 1 220 953 40 739

注: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表 3　2007年京津冀科技创新投入能力比较

二级指标 区域

三级指标

科技活动人员(人)
科技活动人员中的科学家

和工程师(人)
R&D人员(人) 大中型企业(人) 高等院校(人)

科技人

力投入

北京 401 595 324 488 111 320 50 520 46 988

天津 112 650 77 371 10 070 45 044 15 549

河北 136 441 96 124 10 496 73 801 15 894

科技研

究量投

入

R&D人员全时当

量总计(人年)

研究与开发机构 R&D 人员

全时当量(人年)

大中型企业 R&D人员

全时当量(人年)

高校 R&D人员全时

当量(人年)

北京 187 578 65 667 23 798 24 837

天津 44 854 5 722 17 850 7 935

河北 45 334 5 178 24 636 6 790

科技财

力投入

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R&D 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北京 8 254 203 5 053 870

天津 2 321 685 1 146 921

河北 1 630 384 900 165

2.4　知识获取和技术吸纳能力

知识获取与技术吸纳能力是指一个地区获取和应

用国内外一切先进科技成果的能力。对于知识创新能

力薄弱的地区来说 ,技术吸纳能力强弱具有重要意义 ,

在这里主要分析技术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两个指标。

在技术贸易方面 ,主要分析技术市场技术合同 、技术市

场成交合同地域流向 、国外技术引进 、企业购买国内外

技术等方面的指标;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 ,主要分析外

商投资额和投资企业。2007年北京的知识获取和技术

吸纳能力在总量上较高。具体而言 ,在企业引进国外

技术方面 ,天津远高于河北 、北京;但在消化吸收支出

方面 ,天津则远低于北京和河北;在购买国内技术方

面 ,河北支出最高。这就表明 ,一是天津以企业为主体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同时由于技术与国际接轨 ,吸收消

表 4　2007年京津冀科技创新产出能力比较

二级指标 区域
三级指标

科技论文和论著(篇 部) 专利申请受理数(项) 专利申请授权数(项) 大中型企业专利拥有数量(项)

科技论文

和论著 、专

利产出等

北京 36 578 31 680 14 954 5 880

天津 6 112 15 744 5 584 979

河北 2 336 7 853 5 358 766

科技成果

总数(项) 基础理论(项) 应用技术(项) 软科学(项)

北京 1 010 59 871 80

天津 1 886 242 1 583 61

河北 2 479 117 2 208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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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本较低;二是天津 、北京的技术水平相比国内其它

区域较高 ,其技术引进主要来源于国外;三是河北的技

术水平较低 ,产业结构层次也较低。

2.5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反映一个地区创新能力

强弱的重要方面。因为工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

对于知识创新能力薄弱的地区来说 ,工业企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更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重点分析工业企业

的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两方面的主

要指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包括企业技术开发机

构 、技术创新人力投入 、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和新产品开

发投入等方面的指标;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则主要

包括专利产出和新产品两个方面。

2007 年 ,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人力投入上河北最高 ,

但在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和新产品开发投入上天津最

高。在工业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方面 ,北京申

请的专利数略高;在新产品的产值和收入方面 ,北京也略

高于天津(见表 6)。由此可以发现 ,北京和天津的工业技

术创新产出能力远高于河北 ,技术创新效率较高。这也可

以看出 ,河北与北京 、天津的产业结构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表 5　2007年京津冀知识获取和技术吸纳能力比较

国外技术引进

合同数量(项) 合同金额(万元)

企业购买国内外技术

引进国外技术支出

(万元)

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万元)

购买国内技术支出

(万元)

技术贸易

与科技

合作

北京 1 711 433 072 63 811 16 143 6 570

天津 475 120 874 545 326 35 431 46 857

河北 72 12 069 245 042 55 340 68 699

技术市场技术合同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地域流向

合同数量(项) 合同金额(万元) 合同数量(项) 合同金额(万元)

北京 1 402 871 21 270 16 998 1 031 906

天津 262 581 6 415 6 297 231 158

河北 94 143 3 340 5 230 163 950

外商直接

投资和投

资企业

企业数(户) 投资总额(亿美元)

北京 13 237 876

天津 11 429 829

河北 3 696 291

表 6　2007年京津冀工业企业创新能力比较

二级指标 区域

三级指标

企业技术开发机构(个) 技术创新人力投入(人) 技术创新经费投入(万元) 新产品开发投入(万元)

工业企业技术

创新投入能力

北京 54 50 520 964 622 612 204

天津 153 45 044 1 353 150 621 016

河北 824 73 801 1 050 493 549 115

专利产出(项)

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拥有数

新产品(亿元)

产值 收入

工业企业技术

创新产出能力

北京 2 462 5 880 2 429 2 346

天津 2 123 979 2 200 2 143

河北 1 103 766 797 797

2.6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指通过开发或引进新技术 ,

推动产业发展的能力。它是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也是

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其中 ,高技

术产业是区域产业技术创新的制高点 ,高技术产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则是反映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显著标

志。因此 ,笔者重点分析了高技术产业企业数 、从业人

员 、总产值 、总收入和出口总额等主要指标。

在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 ,北京在企业

数量 、从业人员 、总产值 、总收入和出口总额等方面都

远高于天津 、河北。但从单个企业和个人来看 ,单一企

业创造的总产值天津最高 ,总收入北京略高于天津 ,出

口总额河北最高 ,个人创造的总产值河北最高 ,总收入

和出口总额北京最高(见表 7)。由此可见:天津高新技

术产业的资本量大 ,技术水平较高 ,价值量大;北京高

新技术企业资本量较小 ,技术水平也较高 ,价值量相对

较小;河北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本量 、技术水平与天津 、

北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人力投入较高。
表 7　2007年京津冀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比较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数(个) 从业人员(人) 总产值(万元) 总收入(万元) 出口总额(万美元)

北京 18 611 891 560 38 504 242 90 156 989 1 971 397

天津 2 640 200 439 9 415 751 12 501 955 362 321

河北 655 122 721 8 274 607 9 692 026 158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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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创新环境

在一个给定的科技投入和制度体系下 ,创新环境
是决定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关键。由于创新环境涉及

的因素比较多 ,有些环境因素又是无法用统计数据来
衡量的 ,尤其是软环境更难以量化。根据统计资料 ,本
文从基础设施 、劳动者素质与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等

方面进行反映。
与北京 、天津相比 ,河北省在基础设施 、人才培养

等方面的投入较大 ,但由于其人口众多和面积较广 ,
实际人均基础设施和享受的教育培养仍然处于较低

水平 ,导致创新环境较差。天津相对河北略好 ,但与
北京相比 ,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大专以上人才
占总人口的比重仅约为北京的 1/2(见表 8)。从整体

的市场需求来看 ,天津和河北与北京也存在很大的差
距。因此 ,天津 、河北的创新环境建设还需要加大投
入力度。

2.8　科技创新贡献能力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衡量一

个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 ,因为创新的落脚点就是

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 、快速 、持续发展。根据统计资

料 ,重点分析宏观经济效益 、社会生产率两个指标。在

宏观经济效益方面分析了人均 GDP 和 GDP总量 、三次

产业的分类及其构成;在社会生产率方面分析了工业

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工业企

业全员生产率等指标。

从宏观经济效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 ,北京的产业

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 ,即高新技术产业 、高端服务业

等;而天津和河北以第二产业为主 ,即制造业 、高技术

产业等 ,同时河北省的第一产业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

在社会生产率方面 ,河北的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和

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均处于第一。但工业企业的全员生

产率天津为 83.4万元/人 ,北京略低为 80.9 万元/人 ,

而河北省仅为 56.2 万元/人(见表 9)。因此从总体上

来说 ,天津由于集中于工业制造业 ,科技创新的贡献能

力相对而言较为明显。

表 8　2007年京津冀创新环境比较

二级指标 区域

三级指标

交通设施

年末实有道路

长度(km)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

(万 m 2)

全社会客货运量

全社会客运量

(万人)

全社会货运量

(万 t)

基础

设施

北京 5 540 7 734 16 190 19 877.3

天津 5 679 7 775 6 829 50 261.4

河北 9 453 19 901 88 886 96 890.5

通信信息

长途电话交换机

容量(路端)

局用交换机

容量(万门)

移动电话交换机

容量(万户)

长途光缆线路

长度(km)

互联网宽带接入

端口(万个)

北京 579 710 1 547.5 2 398.0 3 460 398.7

天津 183 208 608.4 1 065.0 2 773 119.2

河北 484 940 2 105.1 3 952.5 21 230 301.9

　　　教育投资(万元)

合　计
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

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办学经费
社会捐赠经费 事业收入

其它教

育经费

劳动者素

质与人才

培养

北京 3 374 329.1 2 542 281.0 168 922.1 43 710.9 500 064.2 119 350.9

天津 1 428 991.8 969 254.3 38 500.6 1 400.1 379 686.3 40 150.5

河北 3 554 401.1 2 372 848.8 182 073.4 22 080.0 90 4607.6 72 791.3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当年新增加大学毕业生(人)

北京 28.665 033 68 141 990

天津 14.932 735 43 92 288

河北 3.926 256 661 240 674

财政支出

(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商品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居民平均消费

支出(元)

市场

需求

北京 3 299.004 6 3 907.2 19 294 630 15 330.44

天津 1 348.652 4 2 353.1 7 152 414 12 028.88

河北 3 013.296 4 6 884.7 2 553 227 8 234.97

3　提高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议

从上述对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分析 、比较 ,

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是北京的研发投入以政府为主 ,天津 、河北以企

业为主 ,且北京的政府科研机构研发投入对大中型企

业的研发投入存在替代效应。

二是河北 、天津的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效率较低 ,且
河北 、天津 、北京都较注重应用技术研究 ,对理论研发

投入存在不足。
三是天津 、北京与国际技术前沿接轨程度较高 ,河

北相对较弱。这可能是因为邻近北京 ,天津享受了技
术溢出 、辐射效应带来的便利 。相对应的 ,北京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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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2007年京津冀科技创新贡献能力比较

二级指标 区域 人均 GDP(元) GDP(亿元)

三级指标

三次产业总量(亿元) 三次产业构成(%)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宏观

经济

效益

北京 58 204 9 353.32 101.26 2 509.40 6 742.66 1.1 26.8 72.1

天津 46 122 5 050.40 110.19 2 892.53 2 047.68 2.2 57.3 40.5

河北 19 877 13 709.50 1 804.72 7 241.80 4 662.98 13.2 52.8 34.0

社会生

产率

工业总产值(亿元) 工业增加值(亿元) 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万人) 工业企业全员生产率(万元/人)

北京 9 648.38 2 159.41 119.25 80.908 846 96

天津 10 075.07 2 952.68 120.76 83.430 523 35

河北 17 054.78 4 822.78 303.21 56.247 419 28

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较高 ,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

力也较高 ,产业结构较优。

四是河北的创新环境较差 ,科技创新的贡献能力

也较低。天津由于以高科技制造业为主 ,科技创新的

贡献较为明显。

基于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 6] ,北京应该侧重于现

代服务业的高端部分和高新技术的研发 ,天津应侧重

现代服务业的中低端部分 、高新技术的研发转化和先

进制造业等 ,河北则应侧重服务北京 、天津和现代农业

等方面。京津冀是具有首都地区战略地位的地区 ,提

高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对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

展 ,增强京津冀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具有重

要意义。

第一 ,京津冀政府间的竞争要具有导向性 ,通过市

场化以竞争带动合作。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主

要通过各自的高新区来体现 ,所以京津冀的竞争和合

作 ,主要是高新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特别是京津的

竞争和合作主要体现在中关村与滨海新区的竞争与合

作上 ,载体就是项目 ,主体是政府或准政府组织与机

构。以政府的力量影响市场的运作在当前仍然是一种

常态。这种模式对快速实现产业布局 、新兴市场培育

和产业链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兴的

市场和技术领域 ,应该鼓励这种政府间的竞争行为。

但是在现有的产业内 ,政府间的竞争还应该限制在所

在的分工范围内 ,避免由于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和

配置效率降低 ,而且对现有产业内的竞争限制 ,还有利

于形成自发性的合作需求。而从长远来看 ,我们则应

该从项目本身的合作逐步转向制度环境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 ,特别是要发挥滨海新区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先行先试”作用 ,对有利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高

的合作与竞争的制度创新进行试验和试行 ,逐步形成

有效的竞争与合作机制 ,以此作为示范 ,逐步推广到其

它区域。

第二 ,加强京津冀政府间的合作 ,通过合作来增强

竞争。2009 年 5 月 18 日 ,京津冀签订《关于建立京津

冀两市一省城乡规划协调机制框架协议》 ,试图建立和

完善城乡规划方面的协商对话机制 、协作交流机制 、共

同市场机制等。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 ,京津冀

区域科技的合作与交流成为一种内生需求。当前 ,京

津冀要以区域分工为基础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进行合

作 ,并以各自分工进行竞争 ,通过合作来提高自身的核

心竞争力。

第三 ,为提高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要以区域

规划为基础 ,逐步深入到科技创新合作的各个领域 ,着

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促进科技创新资

源的扩散 ,特别是北京科技创新资源要有重点地向以

企业为研发核心的天津 、河北等地区转移 ,提高新资源

的适用性和利用效率;二是北京大中型企业应该一方

面进一步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减少人

力资源投入的替代效应 ,另一方面提高大中型企业与

科院院所的研发的差异性 ,尽量避免资源投入的重复

性;三是提高专利的申请数量和授权率 ,特别是以外向

型经济为主的天津 、北京 ,要加大企业专利建设;四是

提高知识获取和技术吸纳能力 ,要增强服务经济的针

对性 ,避免无效引进等现象出现 ,提高技术引进的有效

性 ,降低技术消化吸收的成本 ,同时增强技术引进的扩

散与辐射效应;五是在分工基础上加强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河北要增强企业技术创新投

入和新产品开发投入的力度 ,提高投入的产出效率 ,确

实提高工业新产品产值和收入;六是京津冀地区在基

础设施等硬件建设方面要加大力度 ,在教育投资等软

件的投入上更要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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