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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家入围中国新能源企业500强，省内缺少国内知名的

具有强辐射、吸引和带动作用的领军企业。2020年青海

50强企业榜单中，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以营业收入299.26亿元，位列50强企业第二，这

与国内其他能源企业相比具有很大的极差。

二 是 中 小 微 企 业 创 新 活 力 不 足 。 研 发 投 入 是 衡 量

企业创新活力与能力的重要指标。2020年，入围青海省

50强的能源企业以国家电网青海分公司、国家电投黄河

上游水电开发公司等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数量少。

2019年科技研发总投入为22.45亿元，以171.55亿元的营

业收入位列青海省50强第七的民营企业远东智慧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其科技投入为2.96亿元，占比仅为0.13%。

（二）创新智力资源匮乏

创新型人才是创新驱动力的重要因素，而大学与科

研院所是产生人才、知识的重要源泉。青海目前有高等

院校12所，但只有青海大学1所设有与能源产业相关的专

业；科研机构25所，在西部地区占比仅为2.63%，还没有

国家级的能源研究中心。青海近十年的R&D经费投入不

到1%，R&D人员全时当量截至2019年为5475人，相比于

西部五省（区）二者均处于较低水平，2020年专利授权

数量仅占全国的0.13%。[2]

（三）创新服务组织不健全

产 品 孵 化 器 、 风 险 投 资 公 司 及 科 技 服 务 机 构 作 为

与生产各环节密切联系的生产性服务组织是支撑产业实

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目前，青海缺少国家级创

新孵化器和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缺少对创新创业、孵

化创新与技术推广具有重要支撑与催化作用的科创金融

平台（天使投资、企业风险投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等），现有的“青海省科技金融平台”功能单一，无法

满足科技创新对金融的需求；缺少能提供专业化（产业

信息与咨询、产品检测、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人才培

训等）科技服务组织，降低了清洁能源产业创新活动的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

（四）协同创新网络效应低

青海本地协同创新网络松散。以光伏产业为例，企

业与企业之间更多是竞争大于合作关系，深度专业化分

工协作意识淡薄，企业的专精细化程度低，整体协同发

展的网络组织度低。[3]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在项目之间

的合作少，缺乏高度互动，高校参与科技计划项目的数

量与提供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专利较少，产学研用通道存

在梗阻，本地区清洁能源协同创新网络效应低。[4]

跨 区 域 协 同 创 新 组 织 尚 未 建 立 。 随 着 区 域 一 体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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