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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高科技园区：被“逼”出
来的创新模式

中芯国际宣布14纳米制程研发成功，
华力二期12英寸生产线建成投产，安其威
微电子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款单片集成相控
阵T/R芯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使张
江高科技园区不断涌现出创新成果，其主导
产业中国芯突破了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

张江模式，已成为全国高科技园区效仿
的成功典范。

成立于1992年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被誉为“中国硅谷”，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科技创新型人才。而在27 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农田，如今已是世界瞩目的高科技园
区，正在向世界一流的科学城迈进。张江的
成长历程，是中国高新区从 1.0 版本到 4.0
升级版的一个缩影。

用张江高科总经理葛培健的话来说，
张江高科每一步创新都是被“逼”出来的。
作为最早一批政府平台企业，张江高科承
担着区域开发和产业集聚的重任，旗下却
没有一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可供销售，上市
之后又要面临来自股东的业绩压力。葛培
健认为，向科技投行转型，向产业服务与产
业投资要利润是张江高科必须趟出来、走
下去的道路。

为此，张江高科采取充分授权+股权激
励+项目跟投的方式，使董事会从“形似”逐
渐向“神似”转变，真正发挥经营决策作用。
其董事会下设了多个专业委员会，在各自专
业领域为公司科学决策出谋划策，张江高科
也由一家地产企业转型为“创业服务业集成
商”。

同时，在内部机制改革方面，张江高科
通过调整组织结构，设立产业地产事业部、
产业投资事业部、资产经营事业部，以此为
业务核心，用基金管理的模式探索园区运营
的新模式。

有业内人士评价，张江模式的亮点在于
其引领了模式创新，率先推进张江高科“平
台+服务+金融”的全方位服务模式，率先推
进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四新”
经济发展模式，这些都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创
新的样本。

张江高科的创新资源不断集聚。2018
年，张江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完成工业总产

值3208亿元，同比增幅为6.7%。

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在
“谷”不在“光”

在武汉光谷，有一条很特别的街道，在
这条不足1公里的路上，聚集了数百家高科
技企业，这里就是著名的创业街。

这里诞生了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从1987年武汉东湖创业服务中心在东
湖高新区诞生开始，东湖高新区不断创新孵
化管理和经营模式，先后建立了武汉东湖创
业中心、留学生创业园、大学科技园、软件
园、光谷创业街等各类综合孵化器以及软
件、空间地理信息、IC设计等专业孵化器，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业孵化网络体系。20
多年来，这里孵化出了1000多家企业、2000
多项科技项目。我国最大的环保生产企业
凯迪电力公司、最大的通信基站天馈系统生
产企业凡谷电子、最大的索道生产及营运商
三特公司等都在这里孵化成长。

有业内人士评价，光谷的特点在“谷”不
在“光”，“光”只是一种产业形态，光谷的关
键是创新体制机制。为此，武汉东湖高新区
不仅积极探索科技园区新机制，在全国首创
产权式孵化器商业模式——武汉光谷创业
街，还通过各种优惠、补贴等方式，吸引服务
资源，将创业街建设成资源整合的平台。此
后，武汉东湖高新区越来越多的孵化器借鉴
创业街做法，不断向社会资源开放。

除了创业街，东湖高新区推出的“黄金
十条”也被业界津津乐道。2012年8月，武
汉市出台《关于促进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的若干意
见》，简称“黄金十条”，外界将其视为“资本
特区”“人才特区”等新政之后的又一重磅利
器。时隔5年，东湖高新区又发布了“新黄
金十条”，提出了设立“光谷科技悬赏奖”、推
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等全新内容，在实践层
面，对创新创业、新经济发展，做出了顺应新
时期的制度安排。

为了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东湖高新区还
出台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暂行办法》，组
建了规模为10亿元的光谷基金，先后组建
了20家创业投资公司，累计筹集资本金30
多亿元。

机制创新激发了强大的活力。2018
年，东湖高新区新认定7家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15家省级众创空间；新组建2家科技
企业孵化器、14家众创空间。目前，东湖高

新区拥有孵化器60家（国家级17家）、众创
空间98家（国家级25家）、国家专业化众创
空间5家。

西安高新区：提供“360度
创新无国界”服务

华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中兴智能终端
总部、阿里巴巴丝路总部等一大批优质项目
成功签约，为西安搭建智慧城市带来了更广
阔的想象空间。作为大西安建设科创大走
廊、金融金三角、西部硅谷、软件名城以及军
民融合创新的引领者，西安高新区正在着力
打造成为西安“硬科技之都”的发源地、承载
地和新高地。

西安高新区创建于1991年，作为第一
批“90”后，在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体制
创新等方面不断前行，走出一条在内陆地区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路子。28年间，高新
区创出了众多西安第一、陕西第一、全国第
一，迈入了国家级高新区的“第一梯队”，成
为西安和陕西最强劲的引擎、最响亮的名
片。

西安高新区在创业孵化方面一直处于
全国第一方阵，在世界也享有盛誉。高新区
创业园连续两次荣获亚洲孵化器大奖，这是
中国内地唯一一家两次获得该奖项的单
位。业内人士评价，西安高新区在利用军民
融合和科研院所资源优势上做了很多尝试，
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具
有样本意义。

西安高新区在管理体制创新方面也取
得了长足进步，其探索出的贴心服务模式得
到科技部的肯定。西安创业咖啡街就是高
新区新时期贴心服务的体现之一。这里采
用“360度创新无国界，创业无时差”的全新
模式，已经成为创业者与各类机构建立沟通
和联系的大平台。

为了鼓励创业者来高新区发展，高新区
还出台了“西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三
次创业系列政策”，推出20亿元政策红包、
500亿元硬科技产业基金，激发创新活力。

此外，高新区还推出“双自联动”的一系
列改革创新举措，如“多证合一、多项联办”
的改革、“最多跑一次”办事清单231项等措
施。在此基础之上，贸易便利化创新、金融
链条化创新、人才聚集化创新、通关制度创
新等体制机制创新也在不断改进和落实之
中，这些都为高新区建立深度链接“一带一
路”创新创业网络提供了强大支撑。

从沿海到内陆，
体制改革激发园区创新动力

中国园区2019年05月14日星期二
编辑：康源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新闻热线：010-68701050
08

①①

产业园区已经成为科技成果的聚集地和技术交易的重要阵地。超级计算机、高铁运行控制、中低速磁浮列车、人工

智能芯片、创新药物与医疗器械……近年来，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变革性重大科技成果走出高新区，进入市场实

现产业化。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国园区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是分不开的。

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推出的“平台+服务+金融”全方位服务模式，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创新的样本；

东湖高新区不仅推出了新旧“黄金十条”，还设立了“光谷科技悬赏奖”和推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还有位于内陆的西安

高新区，采用“360度创新无国界，创业无时差”的全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在内陆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