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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
的关键。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在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大步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迈进。
　　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城市是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是产业、资金和人才的空间聚集，是创新要素的集合体。
科学技术创新、新技术的应用和产业化以及品牌创新，它们的载体大多都在城市。
因此，城市承上启下，肩负着确保创新型国家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使命。
可见建设创新型城市是实现国家创新战略目标的核心力量。
　　为了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从2006年开始，组织
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了《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科学评价》课题研究，先后于2007年和2008年召开“首届
中国城市创新论坛”及“第二届中国城市创新论坛”发布年度研究成果，并于2008年首次正式出版了
《2008年中国城市创新报告》。
在此基础上，今年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又继续深化城市创新理论研究，优化评价方法，形成了《2009
年中国城市创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正式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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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中国城市创新报告》较为系统的阐述了2009年中国城市创新的整体态势与格局，着重对
城市体制创新、城市创新的主体、集群创新以及产业提升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对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分别从创新基础条件与支撑能力、技术产业化能力、品牌创新能力三个方面
来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评估，并按副省级以上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三大类进行了综合测评。
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和企业，对其创新经验进行了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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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词序第一部分 城市创新能力总报告1 城市创新总体评价：态势与格局1.1 城市创新能力综合测评结
果1.2 城市创新单项能力评价结果1.3 城市创新主要特征及亮点2 城市创新实践过程：践行科学发展2.1 
城市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增长方式转变2.2 创新加速城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2.3 城
市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迈进3 城市创新区域分布：经验与模式3.1“珠三角”
城市创新群3.2 “长三角”城市创新群3.3 京津冀城市创新群3.4 新兴城市创新群4 城市创新年度关注重
心：政府、企业、集群创新与体制创新4.1 政府是城市创新的主导者4.2 企业始终是城市创新的主体4.3 
产业集群创新成为城市创新的新方向4.4 体制和机制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关键5 城市创新的推进：
回顾与展望5.1我国改革开放30年城市创新经验总结5.2 我国城市创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5.3 我国城市创
新的基本走向及继续推进的主要建议第二部分 城市创新能力分报告分报告一：政府推动与城市创新1 
从战略层面看，政府推动制定城市创新发展战略1.1 城市创新含义的重新认识1.2 城市创新定义的特
点1.3 城市创新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2 从战术层面看。
政府实施城市创新发展战略的主要做法2.1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2.2 实施税收优惠措施，
降低科技创新成本2.3 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产业创新能力2.4 推进科技体制和机制改革，提高服
务创新能力3 从实践层面看。
政府推动城市创新的主要类型3.1科技创新型城市3.2 工业创新型城市3.3 服务创新型城市3.4 文化创新型
城市3.5 体制创新型城市4 从绩效层面看，政府推动城市创新的主要经验及不足之处4.1 政府推动城市创
新的主要成绩4.2 政府推动城市创新的不足之处4.3 对政府推动城市创新的几点建议分报告二：企业是
城市创新的主体1 企业是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的主体1.1 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是迅速提升我国技术创新
能力的有效途径1.2 企业在引进消化吸收新技术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 企业是自主技术研发的主体2.1 
自主技术研发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根本2.2 企业是自主技术研发投入和执行的主体3 企业是把技术转
化为严品的主体3.1 技术转化为产品是创新过程的必要环节3.2 我国自主技术成果产业化率普遍较低及
其原因3.3 嚣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城市自主技术成果产业化体系4 企业是把新技术产品品牌化市场化的主
体4.1 新技术产品品牌化和市场化是形成城市品牌创新能力的关键4.2 企业在新技术产品市场推广、品
牌打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4.3 构建新技术产品品牌化和市场化的有机体系5 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城市
创新格局5.1 城市创新体系建设模式分析5.2 以企业为主体的城市创新体系建设新趋势分报告三：集群
创新与产业提升1 城市、产业与集群1.1 城市是第二、第三产业的集聚地1.2 集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形
态1.3 产业集群的主要类型2 中国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城市竞争力提升2.1 中国产业集群的类型2.2 中国产
业集群的主要特点⋯⋯分报告四：体制创新与城市竞争力第三部分 城市创新能力的分析与评价方法第
四部分 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测评结果第五部分 中国城市创新专题研究第六部分 中国城市企业创新典型
案例分析第七部分 中国城市创新典型案例分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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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市创新能力中技术产业化能力测评指标由8个子指标构成，分别为：每万名研发研究人员科技
论文数，每万人三种专利授权数，新产品销售额占总产值比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综合能耗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技术
产品出口额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
　　城市的技术产业化能力测评结果显示，在副省级及以上城市排在前十名的依次为：北京市，上海
市，深圳市，广州市，天津市，杭州市，南京市，宁波市，青岛市，大连市。
　　地级市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苏州市，无锡市，佛山市，东莞市，大庆市，烟台市，东营市
，常州市，南通市，绍兴市。
　　县级市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为：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吴江市，即墨市，太仓
市，慈溪市，龙口市，晋江市。
　　技术产业化能力是构筑城市创新综合能力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将城市创新投入和成果转换为显示
生产力，是创新型国家战略落地的根本体现。
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地级市以及县级市排名靠前的城市都是高新技术产业较为密集的城市，而且科技
园区发展水平也较高，产业化资金和人才聚集能力较强。
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依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产业化经验。
在技术产业化能力塑造上与内陆城市相比有更高的平台和更深厚的积累，因此能在我国城市技术产业
能力序列中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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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中国城市创新报告》为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重点研究项目，汇集创新信息·每年新版
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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