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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生态理论和“四链”融合研究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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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既能反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动力来源、又能协调创新要素与创新环境

之间相互关系的“四链”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这是一种跨组织共生式协同创新发展新范式。其核心是由科技导向

型产业链、科技创新链、科技资金链、科技服务链构成的“四链”，通过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优化创新生态系统，

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协同建设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于这个理论框架，在对现实基础和制约因素进行客观

研判的基础上，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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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our chai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which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power source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but als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elements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his is a new paradigm of cross organizational symbiotic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ts core is the "four chains" compose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iented industry ch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 chai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chain. 
Through mutual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four chains", it can optimize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furthermore collaboratively build a high-level global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enter.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judgment of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build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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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秋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
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
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中国完善“内循环”，
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2017 年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

架协议》以及 2019 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均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五大战略定位
之一。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体系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抉择，也是为港澳经济注入发展新动能和拓
展发展新领域的需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可以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创新链，进而为
内地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赋能，带动中国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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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此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
设可以促进港澳与内地城市的协同发展，从而有利
于完善国内大循环体系，打造新发展格局。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
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积极谋划建设全球科技创
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和增
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1］。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
多集中在世界大城市中心，而且是在科技革命和区
域经济发展的共同推动下衍化产生的。对全球科技
创新中心的实践进行追踪观察，发现全球创新范式
已从封闭式创新升级到开放式创新，近年来又演变
为以生态系统为核心，强调“产学研用”共生的创
新方式［2］。王云等［3］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
理论的基础上 , 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
才”为核心 , 以“科技 - 产业 - 全球生产网络”和“人
才 - 环境 - 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理论模式 , 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
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
的核心节点 ,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
网络的协同效应。随着全球科技创新竞争越来越激
烈，这种跨组织共生式创新，涵盖了产业链、创新链、
资金链、服务链“四链”的生态化、有机式的创新
生态系统，才更可持续，并更具竞争力。

因此，本文将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四链”
融合的视角，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的理论框架，并结合大湾区现状对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言献策。

1　相关研究述评

英 国 学 者 J.D. 贝 尔 纳［4］ 最 先 明 晰“ 世 界 科
学活动中心”的概念［5］。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
Yuasa［6］借助量化分析方法得出，成为世界科学中
心的条件是一国在某一时期的科学成果占全世界科
学成果的比例大于 25%。2000 年，《在线》杂志在
国际上最早提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Global hub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的 概 念。 随 后， 联 合 国
《2001 年人类发展报告》又提出“科技成长中心”
（Technological growth hubs）的概念，两者均认为高
校和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风险投资者是科技中
心应包含的基本要素。国内学者肖林［7］的研究揭示，
未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不仅具有科技、经济和文化
融合发展的特征，而且包含创新、创意和创业高度
集聚、融和的特征。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的界定经历了一个渐进式动态变化的
过程，即在技术革命和区域发展的推动下，从科技
研究中心的范畴演化为涵盖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的

体系。
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研究：辜胜阻等［8］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制约
因素，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要着力打造创新生态系
统，一要强化科技资源对接和创新主体联动，二要
促进湾区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三要加
强顶层设计，建立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郭文伟等
［9］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
示，大湾区创新与金融集聚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自
相关性，研发支出、教育投入、政府政策以及经济
体量和创新水平是正相关关系；周四清等［10］粤港
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只有
制造业、金融业及教育行业相互协同和渗透，才能
有效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此外，黄群慧等［11］］
在对比了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以及京津冀、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粤港澳大
湾区科技创新的优势和劣势，并提出了湾区构建对
接“一带一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议。总之，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
现状和经验总结，而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理
论框架的探究略显不足。

自 1912 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这
一概念以来，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经历了由简单到
复杂的演变过程，逐渐形成了线性（技术拉动、市
场推动等）和非线性（链联系、集成、系统整合与
网络等）两种模式，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属于非线性
创新模式的分支 , 在如何提升区域和国家创新能力
方面受到了学者的青睐［12］。

创新生态系统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
通过由研究创新系统中的主体转变为研究主体之间、
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实现了创新分析
模式的演变［13］。其主要目的是如何落实可持续发
展观，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
对现有文献的归纳总结，创新生态系统主要包括：
（1）主体及支持要素，前者主要包括高校、企业及
各类科研院所、企业，后者主要指的是政府政策、
金融资本、专业性中介服务机构和各种行业组织等；
（2）创新种群，即创新主体及创新要素集聚所形成
的产业（或企业）的集合；（3）创新群落，即由成
功的领头羊企业牵头，各类异质性企业跟进并集聚，
进而在某一区域形成的功能互补的创新型企业及其
相关机构集聚的群落；（4）创新生态环境，主要包
括创新基础设施、技术、经济体量等硬性环境，以
及体制机制、社会文化等构成的软性环境，它们都
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根据李
万等［14］的研究，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创新主体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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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多样共生，创新群落及支撑要素竞合演化、
物质流和信息流开放协同等特征。很明显，创新生
态系统理论重在揭示创新主体和创新环境同等重要
的地位，但是没有凸显创新主体的关键作用，因此
缺乏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动力来源的界定。

观察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演进特征，谭慧芳
等［15］的研究发现，旧金山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的关键是建立发达的全球创新网络和完善的创
新生态系统。硅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是大学、
“引擎”企业、政府等创新主体，专业性服务机构
和社交网络等要素，以及创新环境良性互动的结
果［16］。创新要素在东京大湾区内集聚是东京大湾
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此外，日本扶持
创新的法律计划及针对人才、财税、知识产权、产
学官合作的政策措施是东京大湾区实现创新发展的
重要保障［17］。由此看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主
要建设经验是营造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有效
联接和配置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不断提升创新能

图 1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论框架

 

级。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是区域创新系统健康、
高效运行的内生动力，创新链对产业链具有能动作
用，产业链对创新链也具有拉动作用，“两链融合”
深度制约着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效率［18］。不仅产
业链与创新链要深度融合，张大为等［19］认为，金
融是科技创新最强有力的支点，粤港澳大湾区应制
定金融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战略。不难看出，这种
产业链、创新链、金融支持（资金链）等跨组织共
生融合式创新是当前创新发展的新范式，是建设国
际科创中心的重要举措。

2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产业
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四链”融合模式，
构建了一个既能反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动力来源、
又能协调创新要素与创新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2.1　创新主体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动力来源

由图 1 可以看出，这里的创新主体由高校和科
研机构、企业、政府、服务机构等要素构成，且各
要素之间存在一种网状结构。

根据亨利·埃茨科威兹等［20］的观点，高校是
知识和人才的摇篮，也是培养高新技术企业的场所。
高校通过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使科研成果产业化，
避免了理论研究不接地气、理论与应用“两张皮”
的现象，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
此外，大学教师和学生通过开办公司、参与企业持
股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成为创新创业的主体。这些
高校里衍生出来的企业的诞生促进了人才在大学和
企业间快速地流动，较好地呈现了理论指导实践和
实践促进理论发展的模式。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
通过融合高校和政府的作用，演变成新型的、更具
创新性的产业组织。市场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和科研
机构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应用和消费的场所。政府的
主要作用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创新政策

来促进企业、高校以及市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打
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进而增强区域的创新能力。
各类金融资本、专业性机构及行业组织等中介服务
组织是创新的支撑要素，他们提供的资讯、政策、
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资源，是高校、企业、科研院所
以及政府等机构进行创新活动的“粘合剂”，可以
保证整个创新流程的有效运转。总之，高校、企业、
政府等创新主体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动力来源，
并通过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关系推动着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2.2　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构成了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生态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除了要
有提供动力来源的创新主体外，还要有良好的外部
环境支撑，科技导向型产业链、科技创新链、科技
资金链和科技服务链构成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
新生态。

（1）产业链的界定。是指不同企业之间以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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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需求为连接纽带的上下游关联组织，是产业发展
的直接创造组织。本文认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首先要打造以高技术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导向型的产
业链，通过向市场提供科技产品和服务，不断推动
创新成果转化，保障创新活动的持续推进。

（2）创新链的界定，是指高校、科研院所及企
业的研发机构等主体，通过知识创新和传递创新过
程，将创新主体及其参与环节连接起来，为高技术
产业注入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实现创新系统化的
链式组织。创新链包括横向创新链和纵向创新链，
前者主要是基于产业上下游的关联创新，后者则是
基于单项产品的开发创新。创新链的实质是以产业
链为导向的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研发，其目的是
服务于产业链并促进产业链发展壮大。

（3）资金链的界定，本文主要指科技资金链，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链，是指政府、金融机构
及各投资部门为创新创意的产品化、产业化及商业
化过程提供资金供给的链状功能组织。科技资金链
的任务是为创新主体服务，目的是加快科技成果的
研发、转化和产业化进程。

（4）服务链的界定，本文意指科技服务链，即
由政府、各种行业及跨行业中介服务组织等主体串
联起来的链条，其主要目的是为创新流程提供信息
咨询、技术交易等中介服务。科技服务链是一种创
新生产力促进组织，是衔接科技创新的枢纽，是产
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之间的“粘合剂”。
2.3　通过“四链”融合及其与创新主体相互作用，

协同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根据波特［21］的竞争优势理论，要形成区域竞
争优势，既要有高端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
集聚，还要具备很强的生产要素整合能力。而由科
技导向型产业链、科技创新链、科技资金链和科技
服务链构成的创新生态，正可以通过“四链”之间
相互融合、相互作用来整合创新要素，协同打造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来实现这个功能，其理论逻辑如下：

首先，科技导向型产业链在“四链”中处于主
导地位，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创新成果
之间的衔接和集成，支撑科技导向型产业链的发展
壮大。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
问题之一是创新碎片化和孤岛化引起的弱链、断链
现象。故部署基于产业上下游合作和单项产品研发
设计的创新链，并以科技导向型产业链为主轴将技
术创新活动进行关联和统筹，形成研发到产业化整
个链条的无缝化连接，可以解决弱链、断链问题，
并能够对某些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强链建设。

其次，围绕创新链完善服务链，促进创新链和

科技导向型产业链之间的融合，解决链条之间的“粘
结荒”问题。科技服务链的功能是充当创新链和产
业链之间的“连接剂”，打通研发、成果转化及产
业化之间的梗塞。完善的科技服务链既可以延伸和
壮大创新链，又强化了对科技导向型产业链的支撑
推动作用。

再次，科技资金链是创新生态中最活跃的流动
链条，肩负促进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发展壮大
的“粮资”功能。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
无论是核心技术的研发，还是产业的转型升级，都
需要资金链条的支持。然而这些环节都具有高风险、
周期长等特点，通常面临融资难的问题。所以部署
科技资金链，增强创新资金的杠杆作用，进而围绕
科技导向型产业链将创新链、科技服务链很好地串
联起来。

最后，通过“四链”融合、相互作用，协同打
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四链”融合的本质就是，
企业集团、院校类研究机构、政府和相关服务机构
等创新主体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创新生态之间，通
过相互融合、相互协同、相互作用，建设具有整体
协同性和动态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
程。具体而言，科技导向型产业链、科技创新链、
科技资金链和科技服务链通过自身的动态发展而不
断升级直至高端化的过程，就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提供了直接的“内在动力”；同时，“四链”
彼此之间的融合、协同而产生的作用力，形成了一
股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外在隐性动力；正是通
过“四链”各自升级的“内在动力”和“四链”构
成的“外在生态”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
相融合，不断提高创新能级，协同打造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

3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现实基础

与制约因素

 基于上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再结合粤港澳大湾
区的实际情况，从创新主体构成，科技导向型产业链、
创新链、科技资金链和科技服务链等创新生态的形
成，以及“四链”融合的角度，分析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的现实基础和制约因素，以期为下文的政
策建议提供现实依据。
3.1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现实基础

3.1.1　高校、高端研发机构、高技术企业等创新主
体高度集聚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高端研发机构的数量和
质量均处于领先水平，不断地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提供创新人才和知识成果。从表 1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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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中，香港有 5 所、广州
有 1 所排名世界前 200 名的研究型大学。此外，另
有 10 所世界排名前 200 名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在深圳
设立了研究生院或研究院。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机
构催生了粤港澳大湾区优质的高技术企业，2019 年
珠三角有 20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 22 家独角兽企业
［22］，此外，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华为、腾讯、比亚迪
等一批领先世界的创新型“引擎”企业。根据 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由香港与深圳的创新及科技集群
组成的深港科技集群是世界第二大科技集群［23］。

表 1　2021 年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 500 强中的

中国大学名单（括号内为 2020 年排名）
世界排名（1 ～ 500） 学校名称 学校属地 分数（1 ～ 100）

28（36） 清华大学 北京 78.5

51（59） 北京大学 北京 74.9

83（100） 香港大学 香港 71.2

95（113）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 70.6

109（112）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 69.1

122（136）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68.2

124（12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68.0

135（157） 浙江大学 杭州 66.9

148（168） 南京大学 南京 66.0

160（171） 复旦大学 上海 65.5

162（173）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 65.3

170（200）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64.6

177（208） 中山大学 广州 64.0

184（186） 台湾大学 台北 63.6

197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62.6

　　资料来源：US News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2021(2020)。

3.1.2　有发达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了完备
的科技导向型产业链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已基本形成
门类齐全、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制造 + 服
务”双轮驱动的科技导向型产业体系。首先，图 2
的数据表明珠三角制造业持续向中高端推进，先进
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主导作用增强，并逐步实现
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驱动、科技驱动的升级转变，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深圳为
例，2019 年先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达到 71.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达 66.6%［24］。粤港澳大湾区的新一代移
动通信、平板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独自鳌头，产
值已超千亿元。其次，香港、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
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90%，而且以高
技术服务业、互联网经济等为新产业新动能为主［25］。
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资产及风险管理中心，
在金融领域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珠三角雄厚的制
造业基础与港澳地区发达的金融与专业服务的互补
协调发展，构建了完整的科技导向型产业链条，为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和优越的条件。

图 2　珠三角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 2012 － 2017 年《广东统计年鉴》和 2018 年广东统
计信息网数据计算整理得出，由于 2019 年珠三角部分城市的数据没有更
新，所以暂时无法计算出 2019 － 2020 年数据。

 

3.1.3　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和创新精神，形成了激
励创新的“湾区文化”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高度开放的创新环境，香港
国际化与市场化程度高，是大湾区走向世界、参与
国际科技合作的“桥头堡”。澳门是我国最早对外
开放的港口，与欧盟、葡语系国家联系密切，可以
发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桥梁作用。同时，创
新活动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创新文化氛围。粤港澳
大湾区因海而生，与海共荣，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
背景。根据 Hart［26］的研究，海洋社会有较强的开
放性和包容性，容易接受新事物，这有利于企业创新。
此外，Clemens［27］ 认为海洋社会有大量海外侨胞，
跨国族群网络有利于信息和技术扩散，最终促进母
体社会的技术创新。开放的环境和海洋文化哺育了
包容性极强的“移民城市”与“湾区文化”。深圳
经济特区“敢于冒险、追求成功、崇尚创新、宽容
失败”的特区文化吸引了一大批具有“热衷技术、
追求创新、成就动机、机会主义”的创客特质的创
业者，形成了有利于创新的“湾区文化”，共同支
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3.1.4　完善的科技资金链、科技服务链，促进了创
新要素的整合

粤港澳大湾区围绕创新企业形成了完善的科技
资金链和服务链，促进了创新要素的整合，为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一
方面，香港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两个证券市场互联
互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形成了有利
于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资金链。另一方
面，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态
势良好且向中心城市聚集。2018 年广州、深圳两市
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户数和营业收入合计占全省
的比重分别达到 67.6% 和 82.2%。此外，2019 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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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深圳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贡献突出，广州、深
圳对全省的贡献率达 91.2%，是全省其他营利性服
务业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兴信息技术服务、
金融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深圳为首，
2019 年以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为主的深圳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提升
至 73.8%［2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健康服务、文化
创意和设计服务以广州为首。此外，占香港服务业
比重较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金
融类服务业、仓储物流业、资讯及通讯业。因此，
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及技术性服务机构
等形成了发达的科技服务链，结合科技创新链，共
同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要素的整合。
3.2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制约因素

根据本文构建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的理论框架（详见图 1），创新主体、创新生态、
运行机制是成败与否的三大关键所在。从现实情况
看，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
3.2.1　创新主体跨区域协同创新水平较低，企业作
为创新体系核心的地位尚未形成

建立高水平的跨区域的科技协同创新系统是打
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必然选择。邓丹青等［28］根
据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案例的分析，发现无论
哪种模式的科技创新中心都需要区域间的包容和协
同发展。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结构中既有内
地城市，又包括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这种“一区
三地”的跨区域协同创新天然存在着制度不同的制
约因素。

就算在同一地区，企业作为最重要的创新主体，
在企业、市场、中介服务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
政府六个主体组成的“产学研”创新体系中，由于
历史的或体制的原因，也大多未能位于核心地位。
例如，在香港、澳门，因产业空心化多年，承担创
新的科技型企业寥若晨星。在珠三角九市，除了深圳、
广州、佛山等少数地区的个别情况外，企业相对于
其它五个创新主体，大多处于弱势。
3.2.2　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四链”
融合存在脱节，创新生态不佳

在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中，香港高校在大湾区
高校中科研水平最高，但制造业却居较低水平；澳
门服务业相对发达，但基本没有实业产业；广州高
校和科研机构众多，但创新企业数量相对不足；深
圳高科技企业的数量、质量均位居第一，但全市基
础研究力量仍较薄弱。

由于大湾区内科技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政
府间尚未形成互补畅通的“产学研”创新体系，香港、

澳门、广州、深圳四大核心城市间的产业链、创新链、
资金链、服务链“四链”融合存在脱节，其它七城
与四大核心城市间也未形成融合发展的态势，总体
上看大湾区创新生态不佳。
3.2.3　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创新运行
机制尚未有效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内地九个城市和香港、澳门
两个特别行政区，具有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一
国两制”、“一区三地”、三种行政管理体制、三
个独立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三种货币，国际上
一些比较成熟的行政区、经济区如同属欧元区的欧
盟和同在一种社会制度下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其运行机制无法在粤港澳大湾区复制或
简单借鉴。近年来，虽然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
创新体系各方都在形成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相互
作用的创新运行机制上做了不少努力，但有效运行
机制仍未形成。

4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前所未
有的伟大事业，本文用创新生态理论和“四链”融
合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基于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制
约因素，提出策略建议如下：
4.1　明确创新型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创

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创新型企业运用新技术、制造新产品、满足市
场新需求是实现创新的必然路径，众多创新型企业
构成了“产学研”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
这也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须遵
循的客观规律。因此，首先要明确创新型企业在企
业、市场、中介服务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
六个主体组成的“产学研”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由政府和法律赋予创新型企业相应的创新活动主导
权和创新资源配置权。
4.2　通过服务链提升金融对创新的支持力度，实现

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四链”融合，

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

 没有金融创新支持的技术创新会出现“闭锁效
应”，没有技术创新匹配的金融创新会沦为“无米
之炊”［29］。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必须完善服务链，加强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深入推进创新链与科技资金链的“双轮”驱动，实
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与服务链“四链”融合。
一是要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既提高资本市场
中高技术企业的占比，又加大对大湾区科技型小微
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二是发展澳门特色金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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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建设中葡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资租赁及资
产管理平台；三是推进大湾区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与
联通，打造资金互通、产品互认和市场互联的金融
联通体制，吸收更多的国内外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进而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前沿产业的发展。
4.3　运用现代治理理论，研究创建粤港澳大湾区创

新运行机制

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
指导，运用现代治理理论，依照相互融合、相互协调、
相互作用的原理，研究创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运行
机制。本文建议，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研究设
立由三地政府派员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
就所有涉及三地跨区域行政管理的事务进行协调和
执行。同时，由这个委员会牵头，研究成立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运行、司法协调、金融业务、人员流动
四个专业管理服务机构，协同打造良好的创新服务
链，消除创新主体合作、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与服务链“四链”融合，
共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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