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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以色列的成功因素
值得宁波借鉴

问：硅谷和以色列是全球最知名的创新创业热
土，宁波未来的发展能否借鉴它们作为科创中心城市
的发展经验？

王忠宏：硅谷的成功在于构建了一个富有活力的
生态体系。培养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创新创业氛
围，构建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有着高素质的人才团
队，而且流动性非常强的劳动力市场，培养一大批专
业化创业服务机构。

以色列创新生态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府的
支持，主要是在初期阶段，这时也是新兴技术最需要
支持，投入风险最高的时期。以色列不会让创业者一
直充当投资者，而是通过扶持使他所承担的风险越来
越低。在以色列，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是
从发明到创新的流程得以实现的关键，这一体系可以
自我更新、不断循环，使得国家得以很好转型，发展
为领先的全球创新中心。

宁波要建立技术创新生态系统，首先在于有资源
和空间的支持，这些资源首要的是创业者、工程师、
研究机构和研究大学；其次是政府的支持，通过扶持
使创业者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低；第三，初创企业和
大公司；第四，能够在大学里自由流动的人才；第
五，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开放协同机制；最后，还要有
一个从发明到创新的流程，这个流程把资源优化组合
塑造为创新，这就是初创企业所能生存并繁荣的一个
环境。

柔性的产业政策需要智库发挥作用

问：政府在着力营造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提供
功能性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发展上，社会力量也正
在积极发挥作用。您怎么看待产业发展中发挥智库机
构的作用？

王忠宏：实际上，产业政策分为刚性的产业政策
和柔性的产业政策。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是
刚性的，由政府颁布并推动实施。然而，政府部门专
注于事务性工作，往往缺乏快速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及
时做出响应的能力，这时可发挥柔性的产业政策的作
用，可借助智库机构。

专业的事情，应该让专业的人来做。高端智库引
领高质量发展，依托智库机构对未来技术方向、产业
分布、产能投资等进行专业化的研究和发布，对于全
社会共同推动产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搭建资源聚合
平台，智库不仅是专家智慧集合体，还将形成一个

“政、产、学、研”四位一体服务平台。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结合宁波发展“十四

五”规划前瞻性问题，围绕宁波“一带一路”综合试
验区、“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智能经济、外向型
经济、民营经济等方面选题，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智慧，顺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这对于充分调动国
家高端智库力量、有效整合智库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将成为地方媒体与国家高端智库合作的先行
点、示范点、创新点。

长三角要形成区域性的创新集群

问：有数据表明，目前，宁波的综合创新影响
力位居全国第21位 （不含京 、沪），去年宁波的
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比重仅为
2.35%，这个比重远低于京、沪、深、汉、津、宁、
杭等城市。在当前的全球形势下，您认为推动宁波
提升创新动力、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实现产业的创
新发展应当从何处入手？

王忠宏：创新活动要在开放式创新的环境中有
效开展，应有效融合研发机构与企业或创意提出者
的支持与合作，这就要求区域要有完善的创新流
程、创新管理，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科学园区、科
技园区以及区域创新集群是三种不同的创新加速平
台。

其中，区域创新集群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区域创
新能力，形成面向企业服务的创新资源网络，打造
区域和国家竞争力。政府机构，服务组织、科研机
构、研发中心，以及其他行业支持体系，都是区域
创新集群的要素。只有所有要素有机集成，才能形
成区域性的创新集群。

问：长三角三省一市人口占全国1/6，经济总量
占全国近1/4，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以上，相当
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您认为当前应如何理解推动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王忠宏：长三角地区的面积、人口、经济增长
率综合排名已在世界主要城市群中高居第一，但是
地均GDP、人均GDP、人均专利数却远远落后于英
国大伦敦地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城市群、日本关
东-关西地区等，甚至弱于我国珠三角城市群。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视角下，它更
应该被理解成一个经济地域概念，形成经济充满活
力、高端人才汇聚、创新能力跃升、空间利用集约
高效的世界级城市群框架。

长三角一直以产业配套能力强而著称，近年来
也正从同质化竞争向同城化合作转变。长三角协同
创新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发展
水平的跃升，长三角创新发展日趋国际化，区域协
同发展诉求也日益高涨，这对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数据显示，长三角的人均经济和创新浓度指标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区域竞争力不仅体现在
机构、人才、项目的竞争上，更重要是最终应体现
在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上。

未来十五年，长三角可把提升经济的创新品质作
为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把加强产业发展的创
新浓度和智力密度放在首要位置。除了加强产业协同
外，提升对群外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以及群内各城
市间的智能协同力和创新要素的智慧组合力。

长三角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发展要素由劳
动力资本向创新要素主导转变，在全球产业分工中
由靠资源、廉价劳动力向靠创造价值转变，资源配
置由强调产业链、创新链向协同转变，创新群体从
过去仅仅关注科技界向让全社会广大民众都能享受
到科技的收益转变。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主要是打破各种要素之间
流通的门槛、壁垒，实现便利性。未来的竞争不仅
是机构、人才、项目的竞争，更重要是体系的竞
争，只有协同发展才能共赢。宁波要在长三角区域
协同发展格局中谋方位置，引领和共筑世界级大湾
区，尽早推动甬舟一体化，以提升宁波城市地位，
辐射带动宁波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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