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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蕴含着科学技术的新突破，孕育着新的产业发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而催生新一轮的经济发展。
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果断决策，采取了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一揽子应对计划，国务院
专门制定出台了关于发展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文件，突出强调把科技创新作为重
要支撑，更加注重利用科学技术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平稳较快发展。
　　科技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把依靠科技进步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的首要任务，抓紧实施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密切相关的重大专项，加快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推动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大力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动员广大科
研院所和高校的科技力量主动服务基层和企业，积极推动区域创新试点工作。
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其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进一步显现。
各地方也充分重视发挥科技创新在应对危机中的积极作用，把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作为促进经济结构调
整，优化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坚持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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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是以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主题的综合性、连续性的年度研究报告。
以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为指导，通过“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多年形成的评价方法，利用大量的
研究统计数据，本报告权威性、综合性、动态地给出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能力排名和各项
创新能力分析，为地方政府了解本地区的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本报告在历年报告的基础上，推出了城市群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专题报告，对江苏南部的城市群
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解剖了他们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的意义，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
建议。
　　本报告可供各级领导干部，相关决策部门、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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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综合潜力指标排名中，位居前3名的分别是江苏省、四川省和安徽省，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
省分别位于第26名、第25名和第15名，这说明除了江苏省以外，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因为具备良好的
创新基础，增长潜力已经十分有限，而部分创新能力落后的地区仍有较大的创新潜力。
　　对于综合创新潜力最高的地区，排名第1位的江苏省，知识创造潜力、知识获取潜力、企业创新
潜力、创新环境潜力和创新绩效潜力分别位居全国第3名、第13名、第1名、第8名和第6名；综合潜力
排名第2位的四川省的优势则体现在知识获取潜力、创新环境潜力和创新绩效潜力方面，在全国的排
名分别为第4位、第1位和第2位；排名第3位的安徽省，除了知识创造潜力和知识获取潜力排名较靠后
外，企业创新潜力、创新环境潜力和创新绩效潜力均位于全国前10名。
对于上海市、北京市和广东省等综合创新实力较高的地区，上海市除了创新绩效和知识创造潜力排名
分别为第12位和第13位以外，其他三个方面的排名均在15位以后，其中，创新环境潜力的排名为第30
位；北京市的知识获取潜力和创新环境潜力分别排名第29位和第31位，是今后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
广东省除了知识创造潜力位居全国第5名以外，其他四个方面的潜力排名均在10名以后，也成为今后快
速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知识创造潜力方面，黑龙江省位居第1名，福建省和江苏省分别为第2名和第3名；黑龙江省（
第1名）、上海市（第13名）、北京市（第14名）、辽宁省（第11名）、广东省（第5名）、福建省（
第2名）、吉林省（第20名）和海南省（第8名）的排名远领先于其综合潜力的排名（分别为第18名、
第26名、第25名、第30名、第15名、第12名、第31名和第22名），因此知识创造潜力是这五个地区创
新潜力的优势所在；四川省（第27名）、湖北省（第18名）、安徽省（第15名）、河南省（第17名）
、山西省（第28名）、云南省（第29名）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31名）的排名远落后于其综合潜力的
排名（分别为第2名、第4名、第3名、第6名、第17名、第9名和第14名）；其他地区的排名与其综合潜
力的排名差距较小或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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