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
根! 今天 "双创# 蓬勃发展势
头更加明显! 对稳增长$ 调结
构 $ 促就业的作用显著增强 %

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
争力! 还需进一步发挥创投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
&助推器 # 作用 ! 及其激发民
间投资的 &催化剂# 作用%

如何实现创新$ 创业$ 创
投三者的全面融合' 日前成立
的 &同济大学创新创业创投
(三创 ) 研究中心 * 将以 &扎
根中国三创实践! 构建中国三
创理论! 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 为使命! 开展 &三创* 理
论研究$ 建设 &三创* 基础数
据库$ 发布 &三创指数*% 在
同日举行的 &三创* 高峰论坛
上 ! 与会专家就创新 $ 创业 $

创投三指数之间的协同联动 $

&三创* 生态系统建设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

推动高校与其他创

新主体的良性互动

十九大报告提出! 加强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 大学必须思
考如何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过
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重庆大
学张宗益教授认为! &高校在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的同时! 必
须与企业$ 研究所以及其他创
新主体深入合作 *% 如何推动
与其他创新主体的良性互动 !

是高校下一个阶段探索过程中
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

过去三十年间! 中国企业
由小到大$ 由大到强! 中国经
济实现了实质性的弯道超越 %

但与此同时! 中国商学的理论
研究工作依旧停留在简单的模
仿追赶的阶段! 尚未形成针对
本国情境的中国理论! 与中国
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影
响不相匹配% 于是! 把中国素
材$ 中国情境开放给世界研究
者! 便成为了今天中国学人的
一项重要使命% 同济大学管理
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建教授表
示! 谈到创新创业! 人们常常
习惯于强调大学的教育使命 !

却忽略到了高校的科研功能 %

由高校来发布创新指数! 从某
种意义上来讲! 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和公信力%

不论对于哪个学科的研
究! 首要任务都是要把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搞清楚% 中国科技
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认为 !

我们常常习惯性地把 &科 * $

&技 * 捏一起的 ! 而在实际讨
论问题的时候! 考虑的却基本
上都是技术! 忽视了科学% 而
在西方的文献中! 创新都会被
清晰地标注为 &科学与技术创
新 *%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
念! 需要我们格外注意%

中国的大发展必然伴随大
投入! 同时必然创造出服务业
的大需求%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研究员表
示! 北京$ 上海以及众多省会
城市纷纷把创新服务业当做产
生城市经济增量的主要动力 !

而科技服务业服务内容的开展
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正为各类
创新主体增添新的力量$ 丰富
新的内容 ! 并因此倍受社会
关注%

我国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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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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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级高
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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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 (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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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众
创空间! 正在形成一套有限空
间内具有服务功能的$ 结构趋
于完整的 $ 日趋成熟的新业
态% 用生态的方法$ 生态的理
念来构建创新服务业态的尝
试! 具有中国特色! 且已成为
世界范围内引起各方关注的创
新案例%

在硅谷! 很多创新服务都
是平台式供给的! 资源配置效
率非常高%

虚实结合可促进经

济长期健康发展

挑战永远与机遇并存% 人
们在认识创新$ 创业$ 创投三
个概念的过程中! 也不可避免
地面对着挑战性问题与选题
误区%

虽然如今创新已经成为了
一种大众语言! 可谓人人都在
谈创新 ! 但上世纪

&%

年代中
期 ! 创新概念引入中国的时
候 ! 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
念% 据王元介绍! &在原来的
科委 ! 也就是后来的科技部 !

很多同志并不接受 +创新, 这
个概念! 更倾向于我们过去所
熟悉的 +科技进步,*% 上世纪
初 ! 约瑟夫-熊彼特 (

'()*+,

-.(/) 01,23+*4*5

) 提出 &创新
理论 #! 他从技术与经济相结
合的角度! 探讨技术创新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事实
上! &创新# 概念本身就是具
有生命力的! 在人类的实践过
程中! 熊彼特的 &创新# 概念
也始终处在变化和演进之中 !

内容变得越发丰富 ! 也越发
复杂%

此外! 很多人理所当然地
把科学技术$ 产业当做一个线
性的过程! 主张一项研究必然
会转化为一项技术! 而一项技
术最终必然会转化为产业! 这
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 今天 !

&中国创造 # 在各个领域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无疑是建国以来
几代人厚积薄发的结果% 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 ! &静得下心
来 #$ &耐得住性子 # 依旧是
创新之路的起点%

科学技术创新不该有高下
之分! 不该唯原创最高级! 认
为消化吸收再创新则逊色许
多! 因为创新乃是创造财富和
增加福祉的一种手段! 并不是
目的% 王元认为! 尤其是投资
人 ! 不应过分推崇 $ 甚至炒
作 &黑科技 #$ &硬科技 # 等
概念 % 因为除了颠覆性创新 !

产业发育过程中还存在着大
量活跃的边缘创新 ! 我们不
该低估这些不断发生的渐进
式创新 $ 离散式创新活动的
重大价值 % 没有科技含量的
创新也是创新 ! 王元的观点

是! 当年正是义乌人 &鸡毛换
糖# 的经商传统! 成就了 &华
夏第一市# ...义乌小商品市
场的崛起! 这恰恰就是中国人
创新的典型案例%

对于创投! 社会上也存在
诸多误解% 很多人认为! 金融
属于虚拟经济! 不过是一群人
在玩资本! 并 &诱惑# 着一批
企业脱实向虚% 同济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则认
为!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可
以结合在一起的 % 确切地说 !

虚实结合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
健康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 当
下在两者结合的一些环节上确
实存在脱节的现象! 这也恰恰
是今天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
问题%

无论是技术 ! 还是人才 !

离开了资本和金融的支持! 围
绕创新各个要素的组合是难以
实现的%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
设离不开现代金融的支持% 加
快实现创新型国家是转变发展
方式! 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
须完成的任务! 因此引导金融
资本支持创新创业! 从而形成
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良好生
态! 是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去做
的事情%

指标体系构建 ! 结

构越简单越好

全球范围内目前已有的相
关创新$ 创业$ 创投指数多为
单一指数! 无法将三者有机结
合! 体现三者之间的协同联动

关系% 另外! 这些单一指数并
不能够简单合并% 在这种情况
下! 单一指数无法对政策制定
和引导市场发挥应有的指导
作用%

那么! 创新$ 创业$ 创投
指标该如何构建'

李垣认为! 打造创新$ 创
业$ 创投指数的生态系统! 将
有助于塑造创新创业活动的外
部环境% 指标体系应当综合体
现国家制度与宏观经济基础 $

科技创新资源与实力$ 经济成
熟活跃度$ 金融市场与创投成
熟活跃度$ 社会环境等! 通过
多维度数据源和算法模型得
出! 力求为政策制定者$ 实践
者$ 学者$ 教育工作者们提供
全国范围内关于创新创业创投
本质的多维特征%

王元指出! 切忌把创新资
源$ 创新能力$ 创新绩效$ 创
新环境等几大类指标结构化 !

因为结构化势必导致机械化 !

导致诸项指标之间缺少相应的
关联% 与此同时! 核心指标的
确定尤为重要% 十九大报告中
提到了 &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

的概念 %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
看! 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不
断提升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不
断提升的重要标志% 现代的经
济学研究亦把劳动生产率作为
一项非常重要的核心指标%

需要强调的是! 构建创新
体系的良好生态 ! &多元化 #

概念尤为重要% 首先! 创新主
体必须是多样性的! 其利益相
关者也是多元化的 % 此外 !

&协 调 # 将 成 为 重 中 之 重 %

&协调# 不是 &管治# 的概念!

而是 &治理# 的概念! 负面清
单 $ 责任清单均发挥重要作
用% 创新生态自然趋向于生态
考量 ! 生态考量则是基于环
境的%

刘琦岩则认为! 指标体系
构建! 其结构越简单越好% 中
国的科技创新一直在解决技术
引领与市场拉动的关系% 展望
未来! 从量子卫星发射到载人
航天再出发! 从使用自主芯片
的超级计算机称冠全球到中国
企业技术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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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 随着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攀升!

其对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势必
将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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