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 | 大数据研究

Temporal-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Policy 
of Innovation Space in Shanghai

上海市创新空间的演化特征与政策启示*

——基于专利数据的探讨

王启轩   程  遥   许珂玮    WANG Qixuan, CHENG Yao, XU Kewei

城市是创新活动最为集聚和频繁的地区，创新活动也是城市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专利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表现

成果，专利视角下城市创新空间格局的研究已经展开，但仍需进一步辨析其分类及合作演化特征。以1985年至2019年上

海市专利数据为基础，分析上海市域内部的创新空间格局演化，进而根据专利所属技术领域做分类型探讨，并探索市域

内部创新网络联系。首先，从创新空间的分时段格局演化看，上海市的创新空间经历了从单中心集聚到中心—外围结构

形成，再到构建起以市区为核心的多级节点体系3个阶段。其次，细分发现不同技术领域创新活动的空间布局已发生结

构性变化，基础型与运用型创新主体的空间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另外，创新合作在主体联系方面往往集中于大型企

业与其独立科研中心、重点高校与相关领域公司之间，在空间拓展方面则向着长三角区域尤其是上海大都市圈内辐射。

最后，基于研究发现探讨了城市创新的发展阶段、类型差异、网络构建3方面的政策启示。

Urban innovation space is a kind of important functional space in which innovation activities are frequent and innovation subjects 

are gathered.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urban innovation spatial pattern based on the patent has been launched, but it still needs 

to be refined. Based on the patent application database of Shanghai from 1985 to 201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in Shanghai, discuss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s according to the technical fields of patents, and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network connections within the cit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space in different periods, Shanghai's innovation space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single center in the 

urban center, formation of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and multi-level node system with the urban center as the core; (2) It is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technology fields has undergon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the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basic and applied innovation agenc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 

cooperation, it i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agency connections, innovation cooperation is often concentrated between large enterprises 

and their independent research centers, key universities and companies in related fields, while in terms of spatial expansion, it 

also radiates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specially the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spatial difference and network construction on innovation space i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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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同年，科

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印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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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的通知》。2022年，党的

二十大则指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并在2035年“总体目标”中指出要力争“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

列”。上述顶层设计均表明，在城市与区域发

展中践行创新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创新型经

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空间生长与

利用的基本逻辑，城市内部也因此形成了各

类适应创新需求的创新空间[1]。探究城市中各

类创新要素与活动的分布格局和变化趋势，

可为创新导向下的城市空间发展和规划提供

政策启示。

我国已有较多关于创新活动在城市与区

域中的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但由于城市内部

创新数据难以获取，诸多研究仍主要聚焦国家

和区域尺度[2]，且较少关注不同类型创新活动

的空间布局差异。既有关于城市内部创新空间

格局演化的研究往往是从创新要素总体布局

的角度出发，鲜有研究对不同技术领域创新活

动的微观分布进行细分比较，亦少有关于创新

合作网络及演化的研究。以1985—2019年的

上海市专利申请数据为基础，通过解析专利申

请地址在市域空间的微观布局，分析上海城市

创新空间的总体格局演化特征，并讨论不同类

型创新空间的布局差异；同时，探索上海市创

新空间的网络演化特征，把握市域创新主体合

作的特点，进而对城市创新空间的规划发展提

出政策启示。

1  城市创新空间研究概述

1.1  创新理论与城市创新空间

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

力。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时代，外生力量

对地方空间创新发展的影响愈加显著，弗里

曼、库克等学者提出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

系统等概念[3-4]，进而用于解释创新对区域经济

增长的推动作用[5]。同时，创新过程产生的外溢

效应能为邻近地区的发展提供技术、人才、知

识等要素，亦有着强烈的地方空间属性[6]。国内

聚焦城市创新的研究多集中于区域层面，如：

静态对比视角下，采用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投

入、专利授权量等创新指标，探讨城市创新能

力和区域创新格局及其机理[7-10]；动态网络视角

下，运用科技企业投资[11]、专利合作网络[12-14]、论

文合作网络[15]等方法解读区域创新合作格局

及其演化特征。

创新空间是多尺度的概念，宏观尺度下

城市可视为国家和区域创新网络的组成节点

和创新活动的开展基地[16]；中微观尺度下，城

市内的创新空间则是各类创新活动发生和集

聚的场所[17]。然而，从园区、片区等中观尺度着

手的城市创新空间研究仍难以用于解读城市

创新空间结构的微观生长过程[18]。随着地理信

息技术和空间计量方法的成熟，从创新活动的

微观布局视角出发，探讨城市内部创新空间分

布规律的研究方兴未艾。

1.2  专利视角的创新空间演化

科学认知城市内部创新空间分布与演化

规律，可为其格局优化及配套设施、政策供给

提供依据，进而有效促进城市创新活动的发展

进步。国外已有诸多从创新型企业布局等角度

出发解析城市地区创新空间特征及规律的研

究[19-20]。我国的城市创新空间研究可根据创新

空间的类型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对政府所界定

的创新空间载体的研究，包括创新园区发展及

转型[21]、创意园区布局及演化[22]，以及创新空

间的形成机理等[23]；其二则是对创新活动所处

空间布局特征的研究，例如以科创企业[24]、专

利地址[25]13等作为锚点，识别城市内部的创新

空间，进而探讨其空间结构演化规律。

从创新产出活动的微观布局认识城市创

新空间，具有可突破行政边界局限、体现创新

主体微观分布等优势。其中，专利数据在创新

空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强、数据精确度高等

优点，随着各类专利数据库的日臻完善，丰富

的专利数据为城市创新空间研究提供了便利

条件[26]；部分学者已运用专利申请/授权等数

据，对城市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演化特征做

了分析[25]15，[27]，但仍有待在专利类型、合作网

络等方面做进一步探索。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及发展背景

本文重点研究范围为上海市域。自1986

年起，上海市就被规划为“我国的经济、科技、

文化中心之一”，科技创新始终是上海在国家

和国际职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长三角区

域的领头羊，创新发展是上海落实长江经济带

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引领区域发

展的核心举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上海做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的重要指示；近年来，《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7—2035年）》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等顶层设计中，皆明确提

出要将上海打造为“科技创新中心”。在建设

科创中心的过程中，上海需依托特定的创新空

间，将其作为创新要素的承载地和创新活动的

策源地。在此背景下，厘清上海创新活动的空

间分布及演化规律，能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和市域科创空间规划起到重要的指引和支

撑作用[28]。

同时也须认识到，上海的科技创新发展

与其整体产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在上海从

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的过程中，上海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1980年代，上海的经济以二产为主，纺织、

机械等制造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据相当比重，科

技创新更多是为本地制造业服务；1999年，上

海的三产比重开始超过二产，之后三产比重持

续攀升而二产比重下降，各类产业发展向着高

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迈进。在上海将科创作为

城市战略职能的背景下，聚焦创新空间的格局

演变及其空间映射，有利于为“十四五”时期

上海市创新产业和空间的发展提供决策启示。

2.2  研究数据与方法

研究数据主要源于中国专利信息中心开

发的“专利之星”检索平台，利用python爬

虫程序，共取得上海市专利申请数据100万余

条①。考虑到我国的专利注册始于1985年，而

爬取数据时部分专利部分专利数据还未收录

完全，因此研究时段选择1985—2019年。专利

① 数据爬取于2021年2月1日，网站为“专利之星”（http://www.patentstar.cn/）检索系统。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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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小发明

专利）和“外观设计”3大类，为便于分类型

分析，筛选出分类标准统一的“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作为分析基础（以下统称

“专利”），剔除以个人名义申请的“非职务专

利”后作为“研究数据”②。对比“研究数据”

与《上海市统计年鉴》中的历年专利总量发

现，本文采用数据与年鉴中所对应的专利数据

基本一致，证明数据质量较高，可以涵盖研究

时段内上海市的所有专利（见图1）。

根据专利数据的详细申请地址信息，查

询对应的经纬度坐标后，将其落位于GIS平

台作为空间分析基础。同时，遵循“总体演化

格局—专利分类特征—网络演化特征”递进

的分析逻辑，从静态、动态两个视角展开研究

（见图2），主要分析内容包括：（1）微观专利

布局表征的上海创新空间总体格局变化；（2）

根据《国际专利分类表》（以下称“IPC分类”）

将专利分为8大技术领域，探讨各类专利所表

征的创新空间演化特征；（3）基于多年份专利

合作情况，构建市域内部的创新网络，讨论其

演化及拓展特征。运用的空间分析方法包括：

空间统计、核密度分析、网络分析等。

3  上海市创新空间演化分析

3.1 创新空间的总体演化格局

3.1.1    历时演化分析

从1989年、1999年、2009年和2019年4个

时间截面的专利分布变化看，上海市城市创新

空间已从最初的集聚中心城区发展，演化出外

围各区县全面开花的空间特征（见图3）。20

世纪80年代，上海市创新空间集中分布于中

心城区的黄浦、静安、杨浦等区；至1990年代

及21世纪初，上海市创新空间迅速向外围郊

区拓展，这一趋势与相关研究对该时期上海市

域内产业布局调整的分析结论一致[29]。至今，

上海市的创新空间总体上可视为遍及全域，原

有“中心—外围”的空间格局中的“中心”

已大幅度向外拓展、“外围”区域亦培育起诸

多创新空间，对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形成了完善的空间体系支撑。

3.1.2    现状格局辨析

通过专利布局核密度分析，考察2019年

上海市的创新空间格局（见图4），发现：当前

上海市域发育较好的创新空间可分为3个层

级。第一层级为中心城区内的浦江两岸“漕河

泾—内环—杨浦”一线，是上海发展较为成熟

的创新高地。第二层级为正在快速发育的创新

增长极——浦东张江科学城地区。相比之下，

市域内的其他科技创新空间，如闵行大学城、

紫竹高新区、金桥等创新开放区域，以及上海

“十四五”期间重点打造的“五个新城”（嘉定、

青浦、松江、奉贤、临港），在2019年仍属于第

三层级——正在培育中的创新节点，其内部创

新主体竞争力亟需提升，对周边企业、科研院

所的辐射能力亦有待强化。

综合来看，上海的创新空间从集聚在中

心城区的单核结构，向全市域多中心网络结

构演变我国《专利法》将发明定义为“对

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

案”，可见发明专利表征的创新往往与产业发

展关系密切；相关研究也指出，近年来上海远

郊地区的新城等板块成为市域创新活动重要

的增长节点[30]。结合创新空间的演化过程和

最新的创新空间格局，上海创新空间与其产

业空间的整体演化态势相吻合，即从改革开

放后开始，逐步从中心城区向市域外围扩散，

并在张江、大学城等地区形成创新节点，而部

分外围产业片区在转型过程中亦被打造成为

创新极核。目前，上海中心城区已经成为中央

创新密集区，张江科学城则成为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的承载区，外围五个新城则成为市

域创新—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节点（见图5）。

3.2  创新空间的分类特征解析

3.2.1    不同创新活动的结构变化

城市不同类型专利的组成结构及空间布

局体现了创新活动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格局，考

察上海市基于IPC分类的8大技术领域专利③

的比例结构（见图6），发现：“纺织；造纸”领

域的专利申请比例呈现持续降低的态势，与上

海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逐步外迁，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的进程一致；“化学；冶金”“人类生活必

需”领域的专利比例呈先上升后降低的特征，

说明其在21世纪初经历了较快的创新发展；

“作业；运输”“物理”等技术领域的专利在近

期占比较高。这反映出近年来上海市汽车、精

密仪器、电子产品等产业部类的比例上升及其

创新活动的活跃。

不同领域头部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在

图1 研究数据和统计数据的拟合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data and statistical data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自绘。

图2 本文分析逻辑框架
Fig.2  The analytical logic framework of this researc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② 以个人名义申请的专利称为“非职务专利”，由于个人的申请地址、专利类型难以判别，研究中往往剔除这类比例较少的数据，利用专利权属属于单位的“职务
专利”作为数据基础，职务专利一般占所有专利比重超过90%。另外，专利可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小发明）和“外观设计”3大类，其中前两者分量更
足且分类方式一致，可根据《国际专利分类表》进行IPC分类，所以本文使用这两类数据。
③ 基于IPC分类，发明专利8大部类具体包括：“人类生活必需（A部）”“作业；运输（B部）”“化学；冶金（C部）”“纺织；造纸（D部）”“固定建筑物（E部）”“机械工程；
照明；加热；武器；爆破（F部）”“物理（G部）”“电学（H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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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竞争力方面的差异极大。比较2019年不

同部类专利申请量的前15位单位（见图7），

发现极少数头部创新单位贡献了绝大部分的

专利申请量。分析头部创新单位（专利数量达

两位数以上）的数量占比，可以发现，即使是

占比最高的“作业；运输”领域，头部创新单

位的数量也仅占该领域单位数量的10.48%；

但与此同时，在大部分技术领域，各头部创新

单位的专利申请量皆过百，其专利总申请量在

该领域专利中的占比达到27.57%（纺织；造

纸）—56.75%（固定建筑物）之间，说明创

新在头部企业有鲜明的集聚特征。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企业

的专利申请比重已超过80%④，但头部单位中

仍有较多大学、医院、研究所等非企业机构，其

在“化学；冶金”“物理”“电学”等基础学科和

相关技术领域，以及医疗器械等人类生活必需

品技术领域的创新引领作用尤为凸显。充分说

明在上述领域，市场化企业的研发投入还较

低、创新力量仍较为薄弱，近期仍需围绕高等

院校、三甲医院等科研单位展开创新突破，但

图3 上海市创新空间的总体格局演化
Fig.3  The overall pattern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space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上海市创新空间与产业空间的演化示意图
Fig.5  The evolution diagram of innovation space and industrial space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2019年上海市专利布局空间格局
Fig.4  The spatial pattern of innovation space in Shanghai 
in 2019

资料来源：笔者结合GIS分析结果自绘。

图7 8大技术领域的头部（前15）专利单位（红色为大学/医院/院所等非企业）
Fig.7  Top 15 patent units in eight technical fields (red is non-business uni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上海市8大技术领域的专利比例结构及总量

变化
Fig.6  Patent proportion and total amount change of 
eight technical fields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④ 统计得到公司性质单位在2019年的专利申请量已达到83.61%，其他各类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的专利申请量不足20%。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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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应注重相关新兴企业的孵化及其与高

校的联动发展。

3.2.2    各类创新主体的空间布局

在认知专利结构变化基础上，将上海市

1989—2019年间的各类型专利统计至所属

单位，对比考察8大类型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

演化⑤。

从8大部类专利单位的核密度看，上海市

各技术领域的创新空间皆已随相应产业的布

局拓展到全域，不再依赖中心城区作为创新

极核，但各类创新主体的分布具有显著的差

异（见图8-图9）。至今，纺织、作业运输领域的

创新单位呈总体分散布局、个别单位专利份额

多的特征；固定建筑物领域的创新单位集聚于

中心城区，外围只有宝山、青浦等节点，这与建

图8 上海市8大技术领域创新单位核密度（1989年）
Fig.8  Kernel density of innovation units in eight technological fields of Shanghai in 1989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上海市8大技术领域创新单位核密度（2019年）
Fig.9  Kernel density of innovation units in eight technological fields of Shanghai in 2019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⑤ 创新主体即发明所属单位，是发明创造得以实现并将专利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基本单元，考察其空间分布有助于认识创新活动主体的空间集聚特征。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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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相关领域的公司、高校等多位于主城区内有

关；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空间在特定区域形

成明显集聚，如物理、电学、化学等创新空间集

聚于浦东张江、徐汇漕河泾、杨浦大学区等企

业、高校集中地带，市域外围还有松江、闵行、

临港、宝山等创新节点，基本形成“市中心极

核—外围多节点”的空间格局。不同部类专利

视角下的创新空间格局差异证明，虽然上海等

国内大城市有着创新制度、载体、主体和要素

等创新生态的支撑，综合的创新空间发育相对

完善[31]，但不同技术领域创新及其关联产业的

发育情况仍有显著差异，相应创新空间在城市

内的布局也有明显差异[32]。

3.3  创新空间的网络演化探索

3.3.1    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

在城市内部尺度探索专利所属单位的合

作关系，认知上海市域内创新网络的格局演化

特征⑥。

从市域专利合作视角看（见图10），创新

空间的扩散伴随着市域内创新联系网络的形

成，从1989—2019年，上海市域逐步形成以中

心城区为核心、逐步向外发散的创新联系网

络。分阶段看，2000年以前上海市域的创新

网络并未真正形成，少量联系沿黄浦江向杨

浦、闵行方向拓展；至2009年，市域创新网络

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未辐射到临港、奉贤等

地区；到2019年，上海市内部的创新网络呈现

“中心密集、外围稀疏，围绕核心向外辐射”的

空间格局。可见，尽管上海市内诸多创新主体

已经拓展到外围地区，但由于中心城区有成熟

的创新服务和相对浓厚的创新氛围，其在专利

联系网络中仍占据网络中心的地位。同时，发

现目前参与创新合作较多的单位主要为大型

公司和高校，企业中上汽通用、中国商飞、国家

电网及旗下企业参与企业间创新合作较多，高

校中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

等参与校企创新合作较多。侧面反映出这些企

业、高校借助其雄厚的科研力量带动形成了一

定规模的创新合作集群，有利于围绕此类企业

和科研单位，构建起创新主体互动协同的开放

型创新网络[33]。

3.3.2    创新合作的拓展特征

在合作主体的拓展方面，聚焦上海市域创

新网络的主干联系。提取2019年专利合作联系

超过15的单位并分析其合作类型，可以发现：

专利合作网络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与其独立

的研发、生产部门之间，属于同一产业系统内

的创新合作；同时，部分高校也建立起与特定

企业间的稳定创新链条（见表1）。上海市域

内创新网络的主干联系充分说明，创新合作集

专利第一单位 专利第二单位 联系值 主体合作类型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392 企业及其研发部门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华东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63 企业及其研发部门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58 企业及其生产部门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宝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9 高校与企业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德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 企业及其数据部门

上海中船临港船舶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 17 企业及其研发部门

上海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 企业及其研发部门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上海三原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17 企业及其制造部门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16 高校与企业

上海世浦泰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威德环保有限公司 15 企业及其生产部门

表1 2019年上海市专利合作网络前10位联系情况

Tab.1  Top 10 connections of patent cooperation network in Shanghai in 2019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⑥ 本文专利合作网络是根据同一专利的第一、第二合作单位关系构建，筛选规则包括：（1）第一、第二单位皆在上海；（2）第一、第二单位名称不同，且为了避免过
于明显的从属关系（如第二单位为第一单位的内部机构），第二单位须以第一/独立单位身份申请过专利；（3）第一、第二单位查询地址不同。从而确保专利合作主
体间合作的对等性和空间的差异性。

注释：

图10 上海市域专利合作网络（1989—2019年）
Fig.10  The patent cooperation network in Shanghai from 1989 to 2019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1989年

c 2009年

b 1999年

d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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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产业链上下游、校企联动合作等领域，而

不同行业创新企业的集聚还未能催生发达的

创新网络。国外有研究表明，横向合作、公共研

究机构间的创新合作等受空间邻近性影响较

大[34]；然而，上海普遍存在的大型企业总部与

研发部门间的纵向合作，往往会突破空间邻近

的限制。这一背景下，近期上海应该充分利用

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与协同，形成“政—

产—学—研”的创新共同体[35]，进而打破创新

主体难以横向合作的壁垒，并营造高品质的创

新环境，最终实现城市创新网络建构的全方位

提升。

在合作空间的拓展方面，关注上海创新

网络的向外辐射。区域层面的创新网络研究已

经表明，上海的创新能力在长三角起到引领和

辐射作用。考察上海对长三角各城市创新辐射

的变化情况⑦，可发现近10年间上海向长三角

各市的创新辐射联系增长了5倍以上，并集中

于京沪高铁和G60科创走廊两个区域廊道方

向；至2019年，上海与苏州、嘉兴、南京等城市

的专利合作联系已经过百，安徽部分城市也融

入与上海的创新合作网络中（见图11）。同时，

可以发现上海市的区域创新合作中呈现出地

域邻近特征且有日益凸显的趋势。在对外的创

新联系中，上海大都市圈内城市的联系比重从

2009年的52%上升至2019年的63%。这既有

赖于市场经济下上海企业向苏州、嘉兴等地的

拓展，也受到G60科创走廊建设等区域创新协

调发展政策的影响。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分析结论

创新是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创新空间的合理布局与演进能够为城市

的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撑。分析微观专利布

局视角下上海市创新空间的总体演化格局与

分类特征，并利用专利合作关系探索创新网

络格局变化，有助于认知上海市创新空间的

演化规律。

上海市创新空间在近30年中实现了从单

中心到“中心—外围”再到全域拓展的格局

演变。这一空间格局演变依托于上海创新主体

的外迁，更深层次的动因则是上海产业结构的

转变和区域科创中心地位的确立。当前，上海

市域内的创新空间可分为3个层级：第一层级

为中心城区极核，第二层级为浦东张江科学

城、徐汇及漕河泾（属闵行）、杨浦大学城3个

次级节点，第三层级包含了五个新城在内的

外围城镇节点。从分类型的创新空间分布看，

纺织等传统行业的创新已经较为弱势；作业运

输、物理、电学等创新领域，与集成电路、新能

源汽车等上海正在大力发展的新兴行业密切

相关，其创新势头正盛；同时，也必须看到物

理、化学等基础学科领域内的创新，还需从由

政府主导的科研院所等承载向由市场化运作

的企业驱动大力拓展。

上海市域内的创新网络特征说明在创新

合作领域，上海存在“核心—边缘”格局。中

心城区内部的创新网络联系紧密，而外围地区

的网络则主要靠中心城区的辐射，外围各节点

城镇、片区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并未形成完善的

创新联系网络。市域创新网络的主干联系主要

集中于大型企业及其独立研发公司、高校及其

科研相关企业之间，各类创新主体在空间上的

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还未能广

泛地反映在创新产出方面。同时，随着长三角

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上海对区域的创新辐射能

图11 上海创新网络在长三角的辐射及结构
Fig.11  The radiation and structure of Shanghai's innovation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⑦ 既有的长三角区域创新网络格局研究已经较多，本文聚焦于上海市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专利合作创新联系。具体方法为存在跨城市合作的专利中，选择第一单
位为上海、第二/三单位在其他城市的专利作为联系数值，表征上海向外的创新联系拓展。

注释：

力逐步增强，且在地理邻近原则影响下有向大

都市圈内城市集聚的态势。

4.2  政策启示

2021年发布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使上海的“科

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迈上新台阶”。本文发现，

上海市的创新空间已经在市域内整体形成全

域覆盖、多级多类的结构，展现出上海具备建

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的强大潜力。结合“上海2035”对科技创新

与先进制造业的空间布局规划等内容，可将当

前上海的创新空间分为：中心城区“科技企业

+科研院所集聚区”、以张江为代表的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以及市域外围“产业基地+科

创高地”3种生态模式。其中，中心城区的产业

基地已经外迁，创新空间以高科技企业、大型

科研院所等为主要形式，并转向高附加值的科

技服务产业；张江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是依托大

科学装置形成的以研发、孵化、中试为核心，以

生产、服务等功能为支撑的创新生态；市域外

围则以嘉定、临港、大飞机总装基地等为代表，

形成以制造业为基础、以科技研发为引领的创

新空间，但总体而言，外围节点的创新活力与

中心城区、张江等仍有相当差距。在“十四五”

a 2009年 b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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