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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创”生态系统

创新发展研究

王 政 翔

摘 要：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批建立以来，在“双创”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仍存在创

新资金投入不足、创业要素体系不够完善、产业集聚成效不够显著、人才体系结构不够健全、创新创业环境有待优

化等问题。未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应从培育“双创”生态文化、优化要素配置效益、推进“双创”政策落

地、加强宜创宜居环境建设、加速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推进“双创”生态系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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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国家自创区）

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

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首要载体，在国家科技

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地位。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是国

家批准建立的第12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依托

郑州、洛阳、新乡三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

全省之力建设的创新高地，同时也是河南体制机制

创新的重要示范基地。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被视为国家转型发展时期弥补动力需求的重要力

量，如何构建“双创”生态系统，从而促进创新创业、

积蓄发展势能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一、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双创”生态系统建设

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郑洛新国家自创区不断加强创新主体

建设，贯彻创新创业政策，强化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以创新引领企业，加速创新型企业成长，推动企业

转型升级。

1.“双创”人才集聚初显成效

近年来，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初见成效，通过各项人才引进政策和措施，将人才贫

瘠区转变成人才高地。郑州坚持把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工作重点，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通过采取多项人才普惠政策，引进国内外顶

尖人才、领军型科技创新创业团队等，贯彻落实以人

才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洛阳开展“河洛英才计划”，

决定在5年内拿出不少于20亿元，力争组织引进创

新创业团队50个以上，吸引500名以上高层次人才

来洛阳创新创业，引进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建设急需

的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强化创新发展的人才支撑。

2.创新创业主体日益壮大

郑洛新国家自创区的快速发展与持续加强科

研机构、创新型企业等技术创新主体建设密不可

分。截至2021年年底，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拥有高新

技术企业 2882 家、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和载体

1339家、省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 110家、省级及以

上企业技术中心351家、院士工作站105家、新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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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机构71家。其中，郑州大力加强科技政策普及和

宣传，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提高研究开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同时联合科技部、财政

部等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

协调配合，保障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洛阳积

极开展孵化载体建设，支持知名大学、企业设立分

支机构，加快建设成果转化基地，对成功建立的科

研机构给予政策支持。新乡不断强化创新主体培

育，引进科技领军企业，大力发展区域产业园，不断

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3.创新创业平台不断增加

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是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重

要平台。截至2021年年底，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拥有

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和载体 1339家，较 2020年增

加 174家，同比增长 14.9%，其中核心区增长 21%，

辐射区增长9.6%。具体来看，郑州拥有各类创新创

业载体 284家，是 2015年的 17.2倍，孵化面积高达

879万平方米，在孵企业接近 15000家，其中包括

169家众创空间，是河南最具活力的创新创业高

地。洛阳与新乡依托各自资源禀赋推出打造创新

创业平台的具体举措，在创新创业平台规模、质量

等方面较过去有了显著进步。但与国内其他地区

相比，郑洛新国家自创区研发机构建设力度、科研

成果转化率相对不足，使得与建设良好的创新创业

生态系统要求差距较大。

4.创新创业政策日益优化

创新创业政策是创新创业系统发展的秩序保

障与激励机制，政策支持是创新发展的“催化

剂”。2016年 8月，河南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

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

见》，为推动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建设释放出强大的

政策红利，标志着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建设迈出了

实质性步伐。2017年，河南发布四个专项行动计

划，围绕创新创业企业建设、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

引进、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创新创业机构建设四个

方面对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发展做出规划。2020年
10月，为促进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先行者，河南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主体培育、

创新产业集群发展、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出台政

策举措，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

不断完善。

二、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双创”生态系统建设

存在的问题

由于郑洛新国家自创区起步较晚，与其他率先

建立的国家自创区相比，在创新体系、资源配置、创

新活动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1.创新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研发投入是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河南及郑州、洛阳和新乡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

升郑洛新国家自创区的研发投入。河南设立3亿元

国家自创区专项资金用于拉动国家自创区创新资源

投入力度。经过多年的发展，郑洛新国家自创区的

创新投入有了一定提升。但与北京中关村国家自创

区、武汉东湖国家自创区等相比，郑洛新国家自创区

研发投入总量和比例均相对较低。未来需要积极发

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引导更多科技专项资金流

向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坚持市场的主体地位，吸引更

多社会资本投向郑洛新国家自创区的建设。

2.创业要素体系不够完善

创新创业载体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建设提供

具体承载空间和场所。近年来，郑洛新国家自创区

积极打造研发平台，加强创新创业孵化器、加速器、

众创空间等载体建设。然而，由于起步较晚、服务

理念局限、发展水平局限等原因，郑洛新国家自创

区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较为滞后，在载体的水平

层次、链条衔接、运行绩效、服务能力、共享程度等

方面存在明显不足，难以满足自创区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而国内以中关村为代

表的部分先进国家自创区在创新创业服务方面已

进入“创服3.0”时代。

3.产业集聚成效不够显著

2020年，中关村入统企业数高达 27487家，全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2276.4 亿元，其中技术收入

16027.4 亿元、产品销售收入 19784.8 亿元。2019
年，上海张江国家自创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56000亿元，相比2018年增长7.1%。而郑洛

新国家自创区地区生产总值于 2021年首次突破千

亿元大关。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郑洛新国家自

创区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有利于发挥规模优

势，但与中关村、上海张江等率先成立的国家自创

区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来看，郑洛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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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创区在创新资源交流与合作方面相对薄弱，难

以发挥创新资源的规模经济优势。

4.人才体系结构不够健全

创新创业型人才体系建设是构建创新创业生

态系统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并指

出，中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

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

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中关村在“人才特

区”制度创新与建设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中，具有以

战略思维选才、聚焦前沿稀缺人才、突破评价体制

障碍等特点。上海张江国家自创区和武汉东湖国

家自创区也强力推动招才引智，成功推动大量海内

外高端人才落地。相比之下，郑洛新国家自创区的

人才体系建设略显不足，对创新创业人才尤其是高

层次双创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5.创新创业环境有待优化

近年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又处于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因此，结合实际探索适

合的创新创业发展模式尤为重要。一个良好的创

新创业环境有助于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和提高创新

创业水平，从而增强核心竞争力。“中关村指数

2021”报告中显示，2020年中关村指数达到 251.3，
较 2019年提升 28.9，其中，“双创”生态指数较 2019
年提升13.0，达到388.9。这表明中关村创新创业环

境建设逐年完善，随着高端创新资源的不断聚集，

国际顶尖创新机构也在加速聚集。相比之下，郑洛

新国家自创区创新创业环境缺少国际竞争力，在人

才、技术、资本等方面的吸引力不足。从现实因素来

看，这可能是由于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地域原因导致

的，综合实力相对落后而难以具有东部沿海地区的

人才吸引力度。

三、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双创”生态系统

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笔者从培育“双创”生态文化、优化要素配置效

益、推进“双创”政策落地、加强宜创宜居环境建设、

加速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促进郑洛新国家自

创区“双创”生态系统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1.培育“双创”生态文化

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营

造宽松的创新创业氛围，保障科技人员的科研自

由。加强科学教育，丰富科学教育内容和形式，激

发青少年的科技兴趣。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提高科

学素养，塑造科学理性精神，在国家自创区形成鼓

励创造、追求卓越的创新创业文化。充分利用互联

网优势，将新文化、新理念传达给广泛的创新创业

人员，努力将新文化、新理念转变为人们的思维习

惯和行动准则，为创新创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之

源和思想之库。同时，政府机构加大对创新创业政

策的宣传力度，让创新创业主体充分理解、认识各

类优惠政策的设置初衷与适用流程，形成学政策、

懂政策、用政策的政策文化氛围。

2.优化要素配置效益

完善要素配置体系，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完

善产学研用等体系，努力将政府、企业、科研机构、

创新创业人员结合在一起，争取各要素协同发展，

弥补创新创业链条的短板，实现资源共享、服务并

联的运行模式。加强各要素间的相互交流、合作，

达到创新创业要素资源的高效使用、无障碍流通，

真正实现资源要素统筹配置和集约化使用，为创新

创业提供全面支持。打造创新创业高地，聚集世界

一流科技人才。通过一批先行先试政策，打造人才

智力高度密集、科技创新活跃度高、新兴产业高速

发展的人才特区。引进国外知名高校、教育机构入

驻，支持产学研合作道路发展。完善生态系统建

设，降低交易成本、时间成本，充分利用社会空闲设

施，建立创新创业服务基地，降低人工成本、融资成

本，提升国家自创区创新创业资源配置效益。

3.推进“双创”政策落地

政策的实施是创新创业活动的有效保障，各项

激励政策为创新创业活动输入了新动力。政府应

加强对创新创业活动实施情况的了解，与时俱进地

制定适合发展的政策体制；建设好政务公开平台，

加强政策宣传、政策解读；加强政府内部监督，保证

政策文件传达效率与政策实施成果；强化政府职

能，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有效结合。郑洛新国家自创

区建设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的复杂系统工程，涉

及郑州、洛阳、新乡三市的科技、经济、教育、土地等

多个业务部门。鉴于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建设的复

杂性及其重要意义，建议成立政策联合执行监管机

构，授予该机构一定的决策权利，提升该机构在政

策制定、执行监督、综合协调等方面的能力。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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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策的执行与监督，建立“人人负责、层层负

责、环环相扣、行之有效”的工作责任制度，确保各

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4.加强宜创宜居环境建设

国家自创区是集创新与创业、生产与生活于一

体的特殊载体。创新创业人员通常具有较高的科

技素养和创造潜力，对健康、居住、交通、文体、休闲

等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较高。国家自创区建设应充

分考虑创新创业人员的群体特征，重视国家自创区

生活环境的改善，为创新创业人员塑造宜居环境，

形成国家自创区相对于其他区域的发展势差，保持

国家自创区对优质企业与高科技人才的引力优

势。国家自创区要实现创新创业人才在本地扎根、

成长、开花、结果，而不仅仅是苗圃和育婴房。促进

创新创业人才成为在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扎根落地

和建功立业的“恒鸟”，而不是短暂停留的“候鸟”。

把郑洛新国家自创区建设成为创新创业的“高地”，

而不是“飞地”。

5.加速体制机制创新

加速国家自创区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打造廉

洁高效的政务生态系统，为国家自创区创新创业主

体提供精准、高效的公共服务，重点解决办事规则

不透明、效率低下、“弹簧门”和“隐形门”等问题。

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柔性人才引进机制。加强制度

创新，采取多元化人才引进策略，对符合国家自创

区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带动作用但暂不具备“硬性”

引进条件的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可采取灵活方式

“柔性”引进。加快创新创业薄弱环节和领域的体

制机制创新，修改不符合创新创业导向的政策法

规，废除制约创新创业的政策规定，构建综合配套

精细化的政策保障体系。推进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的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强化能源

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刚性约束，提高科技和人

才等创新要素在产品价格中的权重，让创新创业者

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激发国家自创区创新创业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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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Zhengzhou-Luoyang-Xinxiang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Wang Zhengxiang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Zhengzhou-Luoyang -Xinxiang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was
approved,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eco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imperfect system of entrepreneurial factors, insufficient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mperfect structure of talent system, and the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
be optimized. In the future, the Zhengzhou-Luoyang -Xinxiang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ecosystem in such aspects as cultivating the“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ecological culture,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factor allocatio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polic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and livable environment, and
accelerating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Key Words: Zhengzhou-Luoyang-Xinxiang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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