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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略智库北京总部研究员 杨婉琼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四

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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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上海、深圳作为国家明确定位

并重点推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在全球

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如何发挥自

身优势特色，更好地引领中国创新发展和

科技强国建设？

为科学评价北上深的科技创新实

力，本文立足科技创新全链条，从顶层设

计、人才储备、基础研究、创新能力、创新

载体、科创企业、产业发展、金融支撑、营

商环境等方面，对三大科技创新中心进行

系统分析和对比，并给出相关建议。

一、顶层设计

（一）北京

从国家战略看，北上深虽都是国家

明确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但因为资源禀

赋、优势基础不同，在顶层设计中有着相

对差异化的定位考量。

国务院印发的《北京加强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指出，“坚持和强

化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地位，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

挥引领示范和核心支撑作用，打造全球原

始创新策源地，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

区，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形成全球

开放创新核心区”。

文件要求北京要强化服务国家战略

属性，承担“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国家

急需的领域取得突破，全面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实施”的重大任务。

（二）上海

国务院印发的《上海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指出，“要围绕率先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以推动科技创新

为核心，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攻方

向，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进军”。

文件要求上海要发挥其开放创新的

优势，着力破除阻碍科技创新的体制机

制，更好统筹国际国内创新资源，代表国

家参与世界科技创新竞争。

（三）深圳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大湾区战

略定位之一。

文件要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全国

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要发

挥创新链、产业链方面的优势和敢闯敢试

的冲劲，“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

新创意之都”。

从三大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看，

北京优势在基础研究，重在服务基础科学

创新和全国发展大局；上海优势在市场

化、国际化，重在体制机制突破和参与国

际竞争；深圳优势在市场化、产业化，重在

产学研融合和创新型产业发展。

二、人才储备

北京高校云集、科研机构众多，形成

了强大的科研人才培养能力；上海教育资

源丰富，城市配套服务完善，体现了较强

的人才聚集效应；深圳创新型人才主要集

聚在各类企业中，形成了独特的以应用为

导向的创新型人才储备和培养模式。

从高校数量上看，京沪具备明显优

势。北京共有高校92所，上海有64所，深

圳仅有12所。全国36所A类一流大学建

设高校中，北京8家、上海4家、深圳0家。

从高校学生人数来看，京沪遥遥领

先深圳。2020年北京高校在校人数共有

97.7万人，毕业生数达24.8万人，在校人

数和毕业生数都遥遥领先；上海高校在校

人数共有 69.12万人、毕业生数 13.42万

人；深圳高校在校学生数共有9.67万人、

毕业生数2.53万人。

从院士人数来看，当前北京共有830
名院士，占全国院士总数的47.24%；上海

共有 179 名院士，占全国院士总数的

10.19%；深圳共有46名院士，占全国院士

总数的2.62%。北京占据绝对优势，远高

于上海和深圳。

三、基础研究

得益于央地协同对原始创新的长期

强有力支持，北京在R&D投入和基础研

究等产业链前端优势明显；上海R&D投

入和基础研究发展较为均衡；由于教育资

源相对薄弱，深圳在研究经费投入方面力

度不小，但基础研究投入方面略显不足。

R&D 投入方面，2019 年北京 R&D
经费投入金额为 2233.6 亿元，上海为

1524.6亿元，深圳为 1328亿元。从各地

区R&D经费来源于政府部门的占比看，

北京为49.2%，比全国整体水平高29%，上

海为34.7%，深圳为5.8%。

深圳在三市中最低。但需要指出的

是，深圳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突出，突出体

现为4个90%：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

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
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

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

在基础研究方面，北京优势明显，上

海发展均衡，深圳较为薄弱。从投入占比

看，北京基础研究投入占 R&D 比重为

14.9%，上海为 7.8%，深圳仅为 2.7%。从

投入来源看，北京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中，

有94%来自中央层面，96.1%来自科研机

构和高校。

四、创新能力

北京依托雄厚人才储备和充足研究

投入，在创新能力方面具备较大优势，知

识产权综合实力、重大科技成果方面领

跑；深圳在专利成果方面不遑多让，特别

是PCT国际专利申请量领先全国；上海

则相对均衡。

知识产权综合实力方面，北京连续

十年位居全国第一，优势明显；深圳则在

专利成果转化方面拥有明显优势。2019
年，北京专利授权量达13.17万件，其中发

明专利授权量 5.31 万件；上海分别为

10.06万件和2.27万件，深圳分别为16.66
万件和2.61万件。

需要指出的是，深圳万人专利申请

数达 184 件，比排名第二的北京高出约

80%；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 20209件，

连续17年居全国首位。

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方面，北京拥有

明显优势。2012年以来，在京单位主持

完成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累计500余项，约

占全国的 1/3。第五次国家技术预测的

结果显示，在全国领跑世界的技术成果

中，北京占比55.7%。2016-2019年，北京

连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技术转化方面，得益于强大的科技

创新产出能力，北京在技术交易方面非常

活跃。2020 年，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

6316.2亿元，遥遥领先于上海的 1815.27
亿元和深圳的1036亿元。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北京每年成交

的技术合同交易中，有 70%是向外输出

的，这也体现了北京强大的技术溢出能

力。

五、创新载体

以国家级实验室、科技企业孵化器

等为代表的创新载体，对集聚创新资源、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至关重要。在这方面，

京沪依靠雄厚的科技创新力量，在创新载

体建设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北上深

明显拉开三个档次。根据科技部公布

的数据，2020 年北京拥有国家重点实

验室 136 个，占据绝对优势；排名全国

第二的上海有 44 个，不足北京的 1/3；
深圳仅为8个。

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较多，和其高

校、科研院所密集有关，也凸显了北京在

重大科技创新载体方面的雄厚实力。

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方面，北京科

技企业孵化器总量已突破500家，累计孵

化企业7万余家，带动就业人数达32.5万

人，远高于上海和深圳。其中，京沪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为56家和49家，

大幅领先于深圳的15家。

但深圳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方面

增速较快，2020年深圳新增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5家，北京4家、上海6家，深

圳在增速方面已经和京沪基本持平。

六、科创企业

创新型企业是衡量科技创新转化能

力的最直接体现。在这方面，北京总体最

强，沪深各有特色。

从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看，北京数量

最多，深圳密度最高。截至2020年年底，

北京拥有高新技术企业2.9万家，远高于

上海的 1.2万家和深圳的 1.86万家。从

行业分布看，北京、深圳高技术企业在互

联网领域较为密集，上海则在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等硬科技领域表现突出。

独角兽企业位居创新型企业金字塔

顶端，是“皇冠上的明珠”。根据长城战略

咨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

2021》，2020年全国独角兽企业共有 251
家，其中北京 82 家、上海 44 家、深圳 20
家。北京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全国的

32.7%，领先优势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估值超过100
亿美元的12家超级独角兽企业，北京占

了7家，深圳有2家，上海则无一家入榜。

七、产业发展

北上深在创新型产业发展方面，形

成了各有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模式。

北京近年来加快结构调整，积极拥

抱新经济，产业加快“由重变轻”；上海坚

持“轻重两手抓”，在大力发展新经济的同

时，也重视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深圳则

持之以恒主攻高技术产业，不断夯实科技

创新驱动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深圳领

先于京沪。2020年，北上深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8965.4亿元、7327.58
亿元和10272.72亿元。深圳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37.7%，远

高于北京的24.8%和上海的20%。

但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北京新经

济增加值 13654亿元，占GDP比重达到

37.8%。

从创新型产业发展领域看，北上深

则各有特色。北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全国领先，拥有以百度、京东、小米、新浪

等为代表的大数据云计算产业集群，以及

旷视科技、商汤科技、寒武纪、地平线等人

工智能产业集群，在网络安全、集成电路、

5G通信等方面拥有较强优势，短板在于

缺乏发达的配套产业体系支撑，周边区域

集群程度不足。

上海创新主体以工业企业为主，制

造业总体能级较高，人工智能、大数据、集

成电路、机器人、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

材料、金融服务等产业全国领先，代表企

业有联影医疗、药明康德、上海莱士、上海

微电子、展讯通讯、东升新材料等，但未能

产生像华为、百度、阿里等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龙头企业。

深圳拥有完整高效的制造业全产业

链，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高度融合，互

联网、通信、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

产业发展迅猛，形成了以华为和比亚迪为

核心的产业创新生态圈，孕育了腾讯、大

疆科技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

八、金融投资生态

三大科创中心同时也都是国际一流

的金融中心，拥有良好的投资生态。第

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北上深

分别位列第七、第三和第九位。

北京风险投资活跃，投融资机制较

为成熟；上海金融要素市场体系完备，国

际金融中心地位突出；深圳企业创新生态

较好，募资能力强，投资活跃度高。

从金融市场体系看，上海 2020年金

融市场交易额超过2274万亿元，各类金

融要素市场体系健全，拥有包括股票、债

券、同业拆借、票据、外汇、黄金、期货、场

外金融衍生品等在内的各类市场。

深圳拥有中小板、创业板等金融市

场，在金融市场改革和金融开放方面走在

前列，全面实施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先后

开展了金融科技监管、数字货币、区块链

等一系列金融创新试点。

从投融资能力看，北京风险投资机

制成熟，投资活跃度较高，初创型企业更

容易获得资金支持，投资数量、退出案例

数、IPO企业数等均有明显优势。

上海依靠完备金融市场体系，形成

了强大的资金池功能和募资能力。2020
年 ，上 海 投 资 基 金 募 资 额 同 比 增 长

56.7%，达到1039.87亿元，首次超过北京。

深圳则在投资能力方面形成独特亮

点，2020年深圳VC和PE投资金额分别

同比增长27.8%和98%，增速均高于北京、

上海，体现了较强的发展后劲。

九、营商环境

北上深都是中国营商环境的标杆性

城市。根据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的

《2020年中国大中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

告》，北上深均居于全国前列，其中深圳、

上海营商环境指数排名最高，北京紧随其

后。

从营商环境差异性看，深圳在软环

境方面优势明显，市场活跃程度较高，市

场主体数和企业数等指标领先京沪。

硬件设施方面，得益于航空吞吐量、

地铁运营里程、港口实力等优势，京沪基

础设施指数相对较高。

社会服务方面，依靠发达的教育医

疗资源和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北京科技

投入强度及医疗、教育和资本服务领域的

优势明显，社会服务指数位列首位，上海

紧随其后。

十、总结和建议

从上述科技创新全链条来看，北上

深各有优势、各具特色。

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科技人

才储备丰富、基础研究能力较强、新经济

动能充足，承担着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职

能，但区域配套能力较弱、科技成果本地

转化能力有待提升。

上海基础研究实力次于北京，各项

功能均衡发展，对周边辐射带动能力强。

深圳基础研究能力较弱，但产业链

配套齐全，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活

跃，成果转化能力强，产业发展后劲充足。

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三大科技创新

中心城市，北上深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特色，实现错位发展、差异竞争，共同支撑

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大局。

（一）北京要充分发挥科研资源密集

优势，加强科研成果转化，提升对周边地

区的辐射带动能力

1. 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

科研资源集聚、央地协同密切等优势，持

续巩固基础研究、前瞻创新等优势，充分

发挥在原始创新方面的辐射引领作用，打

造全球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第一城。

2. 加快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体系，鼓

励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骨干企业开展联

合研究，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积极性，促进更多研究成果投入实际

应用。

3. 发挥人工智能、5G等技术优势，

做好与京津冀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调合

作，弥补制造业产业链上下游物理距离短

板，提升全产业链协作水平，增强对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

4. 充分利用政策手段，引导核心企

业通过产业链带动资金链的方式，带动产

业链上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大中小企业融

通发展，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二）上海要发挥国际化、开放程度

高的优势，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完善

产业创新生态

1.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持续创新

投资管理、积极促进贸易便利、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和制造业

扩大开放，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落户、投资。

2. 充分发挥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

能等新兴产业优势，不断扩大无人驾驶、

生命健康、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应用场景试

点，吸引最新技术和成果到上海投入应

用，打造全球新技术的试验场。

3. 促进本土中小企业与全球隐形冠

军企业合作，采用共同研发、产业配套、人

才交流等多种合作形式，学习借鉴国际先

进经营理念，着力培育本土隐形冠军。

4. 依托产业园区，打造围绕科技创

新的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的产业集群，加快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升

级和智能化改造，引导传统产业向新兴领

域转型。

（三）深圳要做好人才培养和引进，

加强技术研发，提升基础研究能力

1. 多渠道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实施高校卓越发展计划，提升办学规模和

质量，构建有深圳特色的开放式国际化教

育体系，实施高精尖人才培养和引进计

划，打造深圳特色的人才队伍。

2. 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支持科学家

和高层次人才团队等创办多种模式的新

型科研机构，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鼓

励深圳各类创新主体承担或参与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

力争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拿出更多硬核自主产品。

3. 继续发挥产学研转化优势，鼓励

深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鹏城实验室

联动，配套支持承接国家科研任务，对于

具有转化潜力的科研成果，鼓励就地产业

化，打造全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第一城。

4. 针对深圳的优势产业，设立创新

联合体，打造产业生态链；加快打造产业

创新基础设施，帮助有技术有人才但没有

资本的企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中心既是我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内在需求，

也是各地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国

家明确定位并重点推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北京、上

海、深圳三地将如何围绕科技创新全链条之需，因地制

宜、错位发展，共同支撑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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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深科技创新比较：谁能执中国创新之牛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