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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新的主体，其创新绩效与整个协同系统的发展水

平密切相关，负责直接带动协同组织科技创新的高效开

展 ； 高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主 要 承 担 基 础 性 的 应 用 研 究 ， 负

责对前沿技术开发研究，为科技创新提供原始动力，并

与企业主体开展合作，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市场

化；在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源的同时，促进科研成

果产品化、产业化，并为社会输送创新型人才；金融机

构负责解决科技创新资金短缺的问题。因此，打造“政

产学研金”五位一体的创新系统，有助于围绕县域知识

创新平台、技术创新平台和科技创新中介服务平台形成

协 同 创 新 ， 借 助 外 部 力 量 在 陕 西 县 域 形 成 外 部 融 合 创

新。[16]

2、加强科研人才引进和培养

人力资源是科研活动的基石，科研人员的匮乏制约

了县域创新能力的提升。陕西科研人才资源主要集中于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国有企业，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分

布格局，面向实际应用、扎根基层的科技人才则显得相

对稀缺。因此，首先陕西县域要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引

进机制，深化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及人才资源

的互联互通与协作对接，引进国内外专业人才、创新团

队和高校毕业生，为县域发展注入创新血液。同时，可

以设立专项资金，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政策和资金

支持，解决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后顾之忧。其次，要

加大对县域本土科研人才的培养力度。可以通过设立科

研培训基地、组织专业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等，提高现

有科研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17]此外，还可以鼓

励和支持县域内的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联

合研究和人才培养项目，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3、构建开放式县域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陕西县域科技成果转化的精髓在于促进科技创新资

源与特色资源、产业的深度融合，确保创新成果能够精

准对接并赋能地方经济。然而，当前陕西县域经济在发

展中遭遇的瓶颈之一，便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尚未健全。

一 个 理 想 的 科 技 创 新 生 态 系 统 ， 应 当 是 多 主 体 协 同 合

作、多要素紧密联动、多领域交叉互动的典范，做到科

技创新的各类要素达到规模化集聚、供给充沛、流通无

阻且深度融合的状态，激发县域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促进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与应用。目前，陕西县域“科

技创新生态体系”研究尚处于探索与构建的初步阶段，

主要由政府、大学、行业、支持机构、企业家、金融体

系、客户和民间社会等参与，首先是在战略层面构建网

络状、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促进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参与

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及合作。[18]其次，依托陕西雄厚的

科教实力，推动科技研发成为陕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的核心动力；再次，建设以县域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为

基本单元，以县域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为中观组织，以多

尺度的县域间创新生态系统为依托的多层次创新生态系

统的融合发展、互动提升。

（三）基于“内部自主创新+外部融合创新”的实施

路径

内部自主创新和外部融合创新相结合的实施路径，

是指在陕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过程中同时利用和整

合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以达到更高效、更具创新力的

结果。[19]以下是这种路径的主要特征和实施步骤：

1、搭建创新平台和孵化器

以规模最大的科技创新孵化器和科技成果转化“高

地”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为中心，陕西在各个县应分别

搭建起创新平台和孵化器，如秦创原商南孵化中心、秦

创原创新促进中心城固县分中心、秦创原城固线上科创

服务平台等，可以为县域提供创新资源共享和交流的空

间，吸引内外部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同时，陕西县域存

在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产业形态，搭建技术孵化器可以为

中小微企业提供创业辅导、技术支持和资金扶持，促进

中小微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和发展。[20]

2、建立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机制

在 陕 西 县 域 加 强 技 术 转 移 机 制 建 设 ， 通 过 专 利 授

权、技术许可等方式与他人分享技术，促进行业合作与

发展，促进内外部创新技术的流通和应用。建立技术转

移平台，提供技术需求对接、评估和转让服务，帮助县

域企业快速获取先进技术，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这一

举措可以通过政府主导或行业协会组织，将高校和科研

院 所 的 成 果 转 化 为 切 实 可 行 的 应 用 技 术 ， 从 而 服 务 于

陕西县域的本地企业和产业发展。[21]同时，鼓励知识共

享，在陕西县域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专业社群，加强县

域内外部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陕西县域

创新能力的跨界整合。[22]

3、整合金融支持和资金引导

金 融 作 为 资 本 与 资 源 高 效 配 置 的 核 心 枢 纽 ， 构 成

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与保障，陕西县域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同样离不开金融的支持。[23]设立技术转移基金或创

新投资基金（例如陕西蒲城县的市场化管理运营模式的

创新基金），吸引金融机构参与，为加速技术转移与创

新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与风险投资，催化创新成

果的商业化进程，推动其向产业化阶段的迈进。同时，

在融资担保服务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可以依托市担保公

司，创新开展“县域振兴批量贷”担保合作模式，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