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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World Factory" to "Bay Area of Innovation": Evolution and Typology of
Innovation Spatial Units of Innov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ZHAN Wei, YUAN Qifeng, LI Gang, YANG Jie, GU Jiaxin

Abstract: In the age of globalized knowledge economy, innovation has emerged as

the primary driver of nat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From being known as the

"World Factory" to attaining the reputation of "Bay Area of Innovati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n important hub within the global indus‐

trial and innovation system by leveraging its institutional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The region has seen a remarkable surge in the number of patents growing from hun‐

dreds, to tens of thousands,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and to millions. This paper ex‐

amines PRD and its "innovation spatial units", where various innovation factors con‐

verg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ulti-source data, it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glomeration and network, delineates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nova‐

tion spatial unit", interprets its typology, and therefore broaden the scope and depth

of research on innovation space. The study shows that:①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space in PRD is characterized by a process of agglomeration, diffusion, and new ag‐

glomeration. Notably, Guangzhou and Shenzhen have followed different trajectorie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②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policy zones such as high-

tech zones and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proves to be an effective means of stimulat‐

ing innovation activities, as they attract innovators and subsequently evolving into fo‐

cal points for innovation activities. ③ Drawing from the interplays among industries,

urban areas, and the people, the paper dissects and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spatial

units in three categories. It is found that agglomerations centered on the entrepreneur‐

ial endeavor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exhibit high levels of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Keywords: Pearl River Delta; innovation spatial unit; spatial evolution; unit typol‐

ogy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发展作为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路径，创新驱动地区经

济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发展愿景[1-2]。根据2022年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全球顶级科技集群中，中国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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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创

新已经成为国家与城市发展新动力。从

“世界工厂”转向“创新湾区”，珠三角

以制度、区位优势成为全球产业与创新

体系中的重要节点，其创新发明专利从

“百—万—十万—百万级”不断跃升。以

珠三角为研究对象，发现创新要素集聚

的“创新空间单元”，并运用多源数据分

析集聚与网络特性，解释“创新空间单

元”演化特征，诠释其类型，进一步丰

富创新空间研究的尺度与内涵。研究表

明：珠三角创新空间演化特征为“集

聚—扩散—集聚”，以广州、深圳为核心

的区域创新的演化路径不同；高新区、

高科技产业园区等产业政策区集聚创新

主体并产生大量创新活动，是政策框架

有效的创新空间；基于“产、城、人”

关系对创新空间单元的类型进行三类剖

析，中小企业创业型集聚创新效率高且

可持续。

关键词 珠三角；创新空间单元；空间

演化；单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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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集群在前十中占有三席之位，其

中深圳—香港—广州位列全球第二，北

京、上海—苏州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六。

创新在全球各地的城市区域开始繁荣生

长，同时成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新动力，

其空间发展呈现网络流动、等级分异的

明显特征[3]。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早在

《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理论”的

概念，强调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生产方

法与技术的革新作用具有巨大影响[4]。
1980年代开始，创新研究结合地理空间

并展开相关研究，并超越企业的体系开

始包含制度、环境等层面，创新被视为

一个具有复杂性的综合系统[5]。
创新环境学派认为地域范围内的各

种交易、合作网络构成创新环境，同时

邻近地方化的交流与学习能够增加创新

发生的同时降低成本，关于“邻近性”

带 来 创 新 集 聚 的 启 发 从 此 而 来[6-7]。
Cooke[8]、Morgan[9]首次提出“区域创新系

统”和“学习型区域”等概念，他们认

为地理集聚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高

等院校、中介机构和地方政府等创新主

体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创新系统的社会

组织结构，知识和信息在网络中的流动，

使得知识和信息不再只限于个别掌握它

们的主体所独有，由此形成了集体学习，

集体学习支持和促进创新，创新推动了

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此后，关于区域

创新系统的各个层次、多个尺度的讨论

开始逐渐丰富起来[10-12]。在定量实证层

面，对于创新空间的评价多数集中在对

于城市 （园区） 创新能力[13-14]、创新指

标体系的建构层次[15-16]、影响创新发展

的因素[17]等内容；在理论结合层面，创

新空间与产业区[18]、产业集群[19]的联系探

讨比较紧密。21世纪初，国内许多经济

地理学者开始产业集群的相关概念、理

论的研究，并运用于地方化的发展

实践[20-22]。
从国内的实证研究来看，区域创新

发展研究集中在中国的珠三角（PRD）、

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对创新空间与

类型发展进行了多种方法和尺度的评

估[23-28]。其中，较多研究运用空间集聚

与社会网络指标评估方法描述区域的创

新发展特征，揭示了以上特征区域创新

空间呈现高度极化、不均衡的分布特

征[25]，基于企业和技术（专利）转移剖

析创新系统呈现不同程度的协同力、竞

争力、联通力特性[26-27] 。但大部分研究

讨论仍然在集中城市间互动联系或非地

理特性的网络关系，并不能进一步准确

描述创新空间格局演化与类型。

总体来看，较少研究关注到中观尺

度的区域中创新空间的具体特征，缺乏

一个综合的视角观察创新空间的演化机

制与发展类型。创新要素与集群为何高

度集聚在某些地理空间？创新空间如何

进行相对表征？政策与事件推动进程中

创新空间是如何互动的？创新空间发展

类型如何描述？以上问题仍值得进一步

探索。特别是在珠三角这一以创新为发

展竞争力的区域，欠缺一个对于区域创

新空间发展的相对准确的创新空间边界

建构的认知。如何在区域发展网络中打

造创新极点空间，推进创新空间的发展

与有效提升，首先需要建构区域创新空

间的发展演化的研究框架，剖析其内在

的发展机制问题。

本研究以珠三角为研究区域，梳理

改革开放40年发展进程，发现珠三角在

不同地域集聚大量的创新主体与要素，

将其定义为“创新空间单元”[29]，作为

区域范围内的创新极点。借鉴“首位

度”、“集中度”、“联系度”等筛选创新

集聚区指标[30-31]，满足以下条件将被确

定为“创新空间单元”：①创新要素空间

集聚达到 90%以上；②与其他创新主体

产生的创新联系（互动）的要素占 50%
以上。结合多源数据，剖析区域范围内

“创新空间单元”的演化特征，梳理创新

空间演化路径、发展类型，以期能为创

新空间发展、区域创新系统提供新的研

究视野，并帮助建构区域创新空间发展

框架。

1 研究区域概况

珠三角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试验

地也是重要的区域政策单元，其行政范

围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佛山、东

莞、惠州、肇庆、珠海、中山、江门等9
个地级市。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设立经

济特区，拉开全国改革开放序幕。珠三

角地区穷则思变，进而经历了从相对封

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率先引进

“三来一补”，创办“三资”企业，实验

改革土地、金融、产权制度等，为对接

全球产业与创新转移奠定基础[32-33]。珠

三角以地缘与政策优势开始吸引全球各

地的外商投资，香港、台湾商人由于语

言相通、拥有亲缘地缘纽带，优先选择

成本极低的广东沿海作为产业转移的目

的地，特殊的政策与相对自由的市场经

济的结合，为特区带来了原始的“区域

资产”积累，以深圳、东莞为典型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区被称为“世界工厂”[34]。
然而，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阵营贸

易凸显情况下，中国两头在外的国际循

环受到重重阻碍。中国与地方政府调整

外向经济发展路径，启动内外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珠三角也开始了

从低成本的“世界工厂”转型成为“自

主创新”的创新湾区，以创新发展为目

标嵌入全球生产体系，以获得产业与经

济发展的更多主动权。

与国内的其他区域政策单元——京

津冀和长三角相比，珠三角地区的创新

优势具有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与体制，

以及活跃的多元化创新生态系统。借助

发明专利数据，发现40年的发展进程中

其创新要素从“百—万—十万—百万级”

不断跃升（图 1）。珠三角内地城市借助

与港澳融合发展，跨越经济、制度、地

理边界进行协同发展，协同进一步推进

了创新驱动发展。领先的市场化程度、

国际化水平和长期以来区域内的紧密合

作，孕育了珠三角多元化的创新要素与

主体[35]，创新主体集聚形成创新集群共

同打造大湾区的创新增长极，“创新湾

区”将在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进

程中成为对接全球经济的重要窗口和支

点。

2 珠三角创新空间发展格局演变

以多时空阶段研究创新空间单元的

演进，可以从“整体”和“具体”两个

方面切入。从创新空间单元演进来看，

整体研究建构完整的框架叙事，结合不

同时空创新空间单元的特征进行分析；

具体研究以影响创新发展的具体事件、

政策等作为推动创新演进的变量，并以

此展开论述。本研究从整体进入，以具

体推动的事件作为补充，以阐明各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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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创新发展演变机制。

因发明专利数据具有表征创新活动

的优势[36]，因此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

（SIPO）发布的发明专利数据进行研究，

同时结合高新技术企业、建设用地数据、

政策产业区范围等数据进行矫正。将数

据预处理，结合专利申请最早从1985年
开始统计且第一个 10年 （1980—1990
年）专利分布参考集聚分布准确性不强，

故最终对其进行 3个阶段分析：第一阶

段（1978—2000年） 4334个、第二阶段

（2001—2010年） 134 313个、第三阶段

（2011—2020年）专利数据1 289 130个，

共计1 427 786条发明专利数据。结合空

间聚类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37-38]进行创

新空间单元、创新空间单元之间的网络

的界定与分析。借助空间聚类分析识别

具有90%统计显著性的创新空间集聚区，

筛选 50%以上具有创新联系的创新空间

单元，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建立专利合作

的共现矩阵识别创新空间单元网络关系。

具体定量研究公式如下：

Ii = xi - X̄
S 2
i

∑
j = 1,j ≠ i

n

wij ( )xj - X̄ ( )1

S 2
i
= ∑j = 1,j ≠ i

n ( )xj - X̄ 2

n - 1 ( )2
Sq =∑

j = 1

n Lij
n ( )3

表达式(1)、(2)中：x i表示第 i个格网

的专利数量属性；X̄为所有格网专利数量

的平均值；w ij为空间点 i与 j之间的空间

权重；n为珠三角地域范围内格网个数。

表达式（3）中：Sq表示第 q个创新

空间单元与其直接相连的节点数占所有

节点数量的比例；L ij当单元 i与单元 j直

接相连时候计为1，否则为0。

2.1 点 状 创 新 产 生 阶 段 （1980—

2000年）

在点状创新产生阶段，以经济特区

为龙头，渐次开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充

分利用先行开放的特殊政策，发挥邻近

港澳的地缘优势，通过“三来一补”等

形式承接了大量港澳传统制造业产业的

转移，并进一步从特区扩展到内地。

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

拉开了广东“先行一步、带头试验”改

革开放的序幕。此阶段珠三角地区创新

主体大部分产生在国企、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广州有色金属

研究院）的载体，主要集中在广州越秀、

荔湾、天河等地；另外一部分依靠经济

特区的特殊政策，外资的企业开始在深

圳经济特区内投资建厂，创新主体开始

出现在深圳的罗湖口岸、蛇口等地。外

资（主要是港资）的工业企业进入，建

立了深圳电子工业与全球的联系，同时

接轨了与世界的高效率运作的物流供应

链体系[图2(a)]。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

坚定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的决心。同

时期，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高新

技术开发区先后设立，企业开始向高新

区、开发区集聚，除了以研究院、高校

为主体的创新持续增长以外，创新主体

开始在广州经济开发区、深圳关内地区

蛇口工业区、南油工业区等地持续增加，

创新主体空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1994
年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

产生竞争效应，空间渐进式改革开放使

得产业逐步在珠三角各个城市发展。内

地市场呈现“前店后厂”发展格局，各

地的专业镇及产业集群开始逐步形成并

出现一批专业市场，此阶段珠三角开始

涌现了一批以乡镇空间为载体，民营企

业为主体的创新空间。创新主体开始在

民营企业当中活跃，并在乡镇产业片区

产生，类似于珠海格力、佛山美的等企

业创新在此阶段逐渐发展培育起来

[图2(b)]。
“点状创新阶段”（1980—2000年）

时期，珠三角地区还未产生创新空间单

元，创新的培育尚处于初始阶段，创新

主体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两地。此阶

段政府开始划定政策区带动了产业的集

聚，为下一阶段创新空间单元的产生创

造了条件。

2.2 本 地 创 新 活 跃 阶 段 （2001—

2010年）

在本地创新活跃阶段，政策区内部

的创新企业不断集聚，产生创新网络联

系，并形成创新空间单元，创新总量较

高的创新主体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与国

有企业，企业开始本地孵化并形成本地

创新网络，区域单元间的创新网络仍处

于培育阶段。

2001年，中国宣布正式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掀起了大量“全球资

本”进入中国土地的热潮。在2002年左

右，全国性的新城、新区、开发区建设

如火如荼，珠三角地区在此阶段开始了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了省内建

立完善的高速公路体系，推动建设用地

迅速扩张，同时产业集群在政策单元内

集聚，形成大量的创新产业集群。2008
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珠三角地

区除了继续保持外资引入增长趋势之外，

给予了本地民营企业较大的扶持，各地

开始出现了多类型主体的创新空间单元。

同时为了激励创新发展，政府提出了高

新企业税收优惠政策①。在此阶段，广、

深两地作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创新发

展特征明显，发展路径具有典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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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0—2020年各阶段珠三角发明专利变化统计图
Fig.1 Statistics of changes in patents in nine Pearl River Delta cities by stage from 198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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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节特征描述主要以广、深作为主

体展开论述。

2.2.1 深圳的创新空间发展

在此阶段，深圳的创新空间单元较

多以港、台投资企业为主体，深圳利用

临港优势，引入外资企业进入特区关内，

并逐步拓展到关外。大量外资企业在珠

三角内地逐渐形成上下游产业链集群，

并逐步形成了本地的创新网络联系。典

型的代表是深圳龙华镇油松第十工业区

（创新总量：34 592），在珠三角全域均

排名第一的创新空间单元，其中创新主

体创新量最高的企业是来自台湾的鸿富

精密（富士康）。其他像南山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创新总量：29 092）、南油开发

区（创新总量：1331）等创新单元，最

早成长的主要动力为港、台投资以及中

外合资的企业。见图3。
除此之外，深圳也涌现了一批以本

地创新企业为主导的创新单元，主体类

型是以 ICT产业链为主导的电子信息产

业。如福田车公庙天安数码城、福田赛

格科技园区、龙岗坂田华为基地等。其

中华为最早是在紧邻蛇口工业区的南油

开发区，而后因为企业扩大规模搬迁到

南山科技产业园区（南山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1998年坂田基地动工，到 2002
年华为才告别南山科技产业园区搬迁至

坂田基地。从2002年开始，坂田基地以

龙头企业的华为创新迅速成长为重要的

创新产业集群，并产生从深圳—全国—

全球的创新策源，带动了坂田及其周边

城市空间的发展。有效的政策空间与创

新空间单元相互嵌套，市场经济活力加

上政策的推动力，带动了华为这类龙头

企业的创新空间单元发展。

2.2.2 广州的创新空间发展

广州以研究院、高校等为创新主体

的创新空间单元逐渐形成，代表的典型

创新空间单元有：广州天河五山科教片

区、海珠中大片区、越秀广工片区、番

禺大学城片区[图 4(a)]。广州天河五山科

教片区依托于华南理工、华南农业、华

南师范等大学形成创新空间集聚区。其

创新总量（5392）珠三角全域排名第三，

单元范围面积排名第一（与高校占地面

积大有关）。见图4、图5。

广州划定的政策单元在此阶段也形

成了一些有别于高校、研究院创新模式

的创新空间单元，如广州科学城（创新

总量 857）。广州科学城是广州开发区承

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聚集地，也是广州

开发区二次创业的空间承载[39]。1984年
广州开发区作为我国最早的14个国家级

经开区之一成立，享有外资政策优惠，

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实现产业集聚。1998
年 6月广州经开区与高新区合并成立了

新的广州开发区，并在合并后召开了科

技发展思路研讨会，明确了“科技强区”

战略，并举办首届广州留交会，开办广

州开发区留创园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业、创新，带动了广州科学城创新总量

图2 点状创新阶段创新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innovation in the dotted innovation st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K��L/

�
�
�
F
���

�
�
/
K
�
�
L
/
��L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
�
�

#
�
T
�
�
*
'
�

V
�
�
�
F
V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E
�
�
�

�
�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
'
�

V
�
�
U
�
�
U
�
�
V

#
�
�
�
P
�
�
�
�
�
�
�

#
�
T
�
!
�
0
�
�
�
�

图3 本地创新活跃阶段创新总量与单元面积
Fig.3 Total innovation and unit area in the active stage of local innovation

（a）点状创新产生阶段（1980—1990年）创新空间格局 （b）点状创新产生阶段（1991—2000年）创新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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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

除广州、深圳两市以外，各地乡镇

的民营企业经济活跃，类似于美的、格

力等企业为了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

推动创新的进步，加强研发的投入。在

其所在乡镇工业区或园区产生了一些创

新空间单元：佛山顺德北滘美的工业园、

珠海格力集团产业园、惠州 TCL工业

园区。

2.3 区 域 创 新 外 溢 阶 段 （2011—

2020年）

在区域创新外溢阶段，创新空间单

元的范围迅速扩张，单元内部集聚大量

创新要素。同时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

圈突破行政区边界并进行功能重组，基

于“流空间”的全球—城市区域的功能

性城市区域形成，创新空间以区域轨道

网络的建设为支撑，从单元—城市—都

市圈不断拓展，广州都市圈、深圳都市

圈内部集聚大量“创新空间单元”，单元

互动形成的创新空间网络是区域创新体

系的重要支撑。

2.3.1 深圳都市圈的创新空间格局

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扩容到全市，

深圳自此开启了“全域高新区化”。在此

阶段，深圳把握住了全球“开源”软硬

件技术的发展契机，利用自身雄厚的产

业基础、持续的财政投入和发达的资本

市场，逐步从“跟随模仿创新”向“自

主源头创新”转型，并在2016年实现了

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和

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

于本地龙头企业。深圳南山高新区、龙

岗坂雪岗、福田商务中心创新集聚片区

创新总量的排名在整个深圳乃至珠三角

都排名前列，其单元范围内产出最多的

创新主体均是本地的龙头企业，如腾讯、

华为、中兴等。在深圳市内，深圳南山

高新产业片区以中心度90排名第一（中

心度代表网络中与其他单元产生不同联

系的次数，代表网络中节点的地位），随

后是深圳高新区大学城园区 （中心度

55）、福田中心商务区（中心度 47）（表

1）。除去单元内部的创新网络联系以外，

深圳市内单元间产生较强的创新联系有：

深圳南山高新产业片区—深圳光明研祥

智谷、深圳南山高新产业片区—深圳福

田创新集聚片区、深圳大亚湾核电基

地—深圳福田创新集聚片区。见图

5、图6。
城际轨道网络迅速发展，产业区位

不断重构，创新格局为“关内—关外—

都市圈”，空间发展沿轨道网络拓展，区

域创新空间网络基本形成。都市圈外围

的东莞、惠州与深圳联系紧密的创新空

间单元有：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深圳南山高新产业片区、深圳南山留仙

洞片区—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深

圳南山高新产业片区—东莞长安镇OPPO
产业园区[图6(b)]。
2.3.2 广州都市圈的创新空间格局

除了上一阶段的广州天河五山科教

片区、广州海珠中大片区等以高校为创

图4 本地活跃阶段创新空间格局
Fig.4 Innovation space pattern in the local active stage

（a）本地创新活跃阶段—创新空间单元分布与创新空间格局 （b）本地创新活跃阶段—创新空间单元网络格局

图5 区域创新外溢阶段创新总量与单元面积
Fig.5 Total innovation and unit area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pillover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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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体的重要创新空间单元继续培育之

外，一些像广州科学城、广州开发区西

区、中新广州知识城等创新空间单元，

作为政策性产业空间内部的有效的创新

空间开始出现，其中广州科学城作为典

型的政策有效创新单元，创新总量与创

新单元的范围均排名珠三角前列（表1）。
广州一直以来的创新空间的主导力量是

高校、研究院与大型国企，这是与深圳

创新路径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区域创新

空间外溢阶段，除去高校与研究院这类

创新主体，以广州科学城为代表的创新

空间单元开始迅速崛起。

不同于深圳都市圈，广州都市圈的

创新网络存在明显的两条发展线索：一

条是以高校作为网络中心的产学研创新

合作网络；另一条是以大型国企为中心、

中小企业混合集聚的创新合作网络。以

高校为核心线索的通过校企合作平台等

多种途径为都市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技

术支撑，比如：广州天河五山科教集聚

片区—广州科学城、南方电网科学研究

院—中国南方电网；以大型国企、中小

企业混合集聚的网络结构大部分都是以

子母公司或者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合作

联系，其中典型的联系是：顺德北滘工

业园—顺德北滘美的总部、广州科学

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黄埔云

埔工业园—广州科学城。广佛两市之间

产生的较强联系是广州高校与佛山企业

联系、广州大型国企与佛山企业联系，

如佛山顺德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国

际联合研究院—广州海珠新港西路科教

集聚区、广州珠江新城国企创新集聚

区—佛山禅城季华五路创新集聚区

[图6(b)]。
“区域创新空间外溢”阶段在珠三角

展现出了多节点、多路径的创新空间网

络特征。其中两个极点城市深圳、广州

展现出了不同的创新空间组织路径。路

径不同主要体现在：①深圳借助特区的

优势，利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力，

借助制度与政策带动创新空间发展；广

州则以高校、研究院与大型国企作为创

新的发展基础，而后延展出政策单元空

间以制度有效性带动企业集聚激发创新

活力的创新发展路径。②深圳的都市圈

创新网络以创新企业的强联系为主，广

州都市圈的创新联系则以校企合作、大

型国企内外部的合作为主。从创新空间

单元联系的深度与广度来看，深圳都市

圈的创新空间单元联系强度强于广州都

市圈，而广州都市圈创新空间单元联系

广度则强于深圳都市圈。见表1、图7。

3 多时空阶段的创新空间格局演

变特征

“世界是平的，创新是尖的。”改革

开放 40年来，在“引进—吸收—创造”

的发展进程中在相对较小的空间边界范

创新空间单元名称

广州天河科教创新集聚区（华工、华
师、暨大、珠江新城）

深圳南山高新区（包含蛇口、南油、高
新区）

广州越秀区东风路创新聚集区

广州海珠区新港中山大学片区

广州科学城

深圳高新区大学城园区

深圳福田中心商务区

珠海格力产业园

佛山顺德北滘美的工业城

东莞长安镇Oppo工业园

城市分类

广州

深圳

广州

广州

广州

深圳

深圳

珠海

佛山

东莞

入度

71

43
38
29
28
28
29
2
5
1

出度

65

47
40
33
34
27
18
4
7
5

中心度

136

90
78
62
62
55
47
6
12
6

总联系 /次
3974

31 950
6126
1320
8847
1218
11 260
1472
579
399

创新总量 /个
44 285

192 085
28 211
13 508
28 340
17 991
43 755
27 248
17 675
46 222

表1 区域创新外溢阶段——创新空间单元的中心度与联系度
Tab.1 Regional innovation spillover stage: centrality and connectedness of innovation spatial units

图6 区域创新外溢阶段创新空间格局
Fig.6 Innovation space pattern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pillover stage

（a）区域创新外溢阶段—创新空间单元分布与创新空间格局 （b）区域创新外溢阶段—创新空间单元网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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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集聚区域大量创新要素，创新空间

单元成为了区域创新发展的高地。创新

空间单元最多且面积范围最大城市的深

圳，创新空间单元范围面积仅为城市建

成区范围的 13％，创新总量占整个城市

的 77％；广州的创新空间单元范围占城

市建成区范围的6％，创新总量占整个城

市的 57％（表 2），证明珠三角的创新空

间是相对集聚、不均衡的。

对比其各个时空阶段的范围面积与

创新总量的变化（表 3），分析珠三角创

新空间单元发展特征如下：①从广、深

对比来看，深圳以创新政策与制度的优

势，培育了大量的创新空间单元。在排

名前 15的创新单元中，占据了 1/3的份

额，其中深圳南山创新集聚区以绝对的

创新总量（192 085）优势排名第一，其

创新总量的贡献绝大多数来自中小企业

与从中小企业成长出来的大企业；同时

广州科学城有别于广州“大院大所”的

创新模式，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带

动了广州科学城创新的迅猛增长。②从

阶段来看：第一阶段广州以高校为主体

的创新单元作为珠三角主要创新极点；

第二阶段深圳的创新空间单元与创新主

体开始迅猛增长并超越广州，广、深两

市共同成为珠三角创新极点城市。东莞、

佛山主要以龙头企业为重要创新主体，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创新总量产生巨

大增长。

4 珠三角创新空间单元发展类型

辨析

综合分析创新空间单元的产业集群

属性与空间内部发展情况，将创新空间

单元的发展模式进行以下分类：大型企

业集聚模型、大学研究院所研发模型、

中小企业创业模型，共 3种类型创新空

间，其中，中小企业创业模型是政策框

架有效、能够营造创新环境的有效创新

模型，能够大量集聚创新要素产生创新

经济并带动城市和地区发展。

“大型企业集聚模型”即产—人—城

路径：政府以政策优势与廉价的土地成

本要素吸引产业集聚，青睐已经成长或

者成熟的大型企业，通过产业集聚带动

就业与创新人才的集聚，再逐步推进创

新空间的营造，创新城区的公共服务、

城市

深圳

广州

东莞

佛山

珠海

中山

惠州

江门

肇庆

创新空间单元
面积/km²
125.25
90.75
19.75
39.25
11.50
9.50
7.00
1.25
1.00

单元创新
总量/个
426 153
173 999
77 126
55 408
40 278
8189
12 650
1711
607

城市创新
总量/个
553 356
300 081
299 981
136 035
58 846
40 997
36 242
27 829
9535

城市建成区范围
面积/km²
960.45
1324.17
1194.31
161.25
152.85
147.80
286.02
158.01
126.25

创新单元面积占建
成区的比例/％

13.04
6.85
1.65
24.34
7.52
6.43
2.45
0.79
0.79

创新单元的创新总量
占整个城市比例/％

77.01
57.98
25.71
40.73
68.45
19.97
34.90
6.15
6.37

表2 珠三角各个城市创新单元面积与创新总量占比分析
Tab.2 Analysis of the area of innovation uni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innovation in each 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创新空间单元

深圳南山高新区片区

深圳龙华坂雪岗片区

广州天河科教创新集聚区

东莞长安镇Oppo工业园

深圳福田创新集聚区

广州黄埔科学城

广州越秀区东风路创新聚集区

深圳高新区大学城园区
（包括北大深圳研究院、哈工大
深圳校区、清华深圳研究院、中

国科学院深圳研究院）

珠海格力产业园

佛山顺德北滘美的工业城

点状创新产生
（1980—2000年）/个

南山高新技术园区：226
蛇口工业区：43
南油开发区：76

坂田：5
油松第十工业区：53

513
0

赛格科技园：142
上梅林片区：16

0
366

0

14
0

本地创新活跃
（2001—2010年）/个

南山高新技术园区：29 092
蛇口工业区：1299
南油开发区：1331

坂田：1150
油松第十工业区：34 592

5392
133

赛格科技园：2422
上梅林片区：273

857
854

397

275
1893

区域创新外溢
（2011—2020年）

192 085

69 058
53 206
46 222
43 755
28 340
28 211

17 991+11 432

27 248
17 675

表3 创新空间（单元）各个阶段创新总量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innovation output in each stage of the innovation space (unit)

注：仅列出排名前 10的创新空间单元变化

图7 珠三角区域创新空间网络与都市圈创新单元
Fig.7 Regional innovation space network and metropolitan area innovation uni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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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建设。见图8。
“大学研究院所研发模型”即“学

（研）—人—城”路径：以自身的研发、

学习作为主要的创新策源，通过培养学

生、教师、研究人员作为主要的创新人

才，输送创新人才进入相关的创新创业

企业，相关企业围绕学校、研究院周边

并形成依附性（图 9）。学校与科研院所

集聚形成创新校区，校区周边具有邻近

创新的优势，打造周边的创新产业孵化，

集聚相关创新、创业企业集群依附在大

学与研究院周边，促进创新校区进一步

升级走向以大学与科研院所为中心的创

新、创意城区。

“中小企业创业模型”即“人—产—

城”路径：通过政府划定的特别政策性

产业空间，投入初始的产业空间，吸引

创新创业人才，提供特别优惠政策给创

新创意的中小企业，同时营造开放的市

场环境，孵化中小企业成长，形成创新

产业集群。政府根据创新产业集群的需

求，打造以人才为中心的创新空间，并

不断向创新城区演化（图10）。政府在创

新企业集群孵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创新

发展的政策框架，提供优质城市空间服

务，促进创新集群本地成网并形成较强

空间粘性。

“城兴人，人兴业”作为创新城市的

发展新路径[40]，中小企业发展创业形成

创新集聚的空间，正成为城市新一轮发

展的重要动力。大企业集聚、中小企业

创业、大学研究院研发模型，其创新类

型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路径各有不同（表

4）。从创新投入与产出转化效率、创新

空间发展可持续角度等来看，中小企业

创业模型是投入产出转化效率较高、创

新发展可持续的重要创新类型。深圳南

山创新集聚区最早以中小企业创新为主，

已经成为珠三角创新总量最高的创新空

间单元，其创新单元的边界范围超越政

策性产业空间范围成为珠三角乃至世界

的创新策源地。广州科学城同时也作为

珠三角重要的创新高地，从第二阶段到

第三阶段，作为创新总量增长最快的创

新单元之一，证明中小企业创业模型作

为创新空间单元产生的重要模式，能够

有效并大量地产生创新规模与经济。

5 结论与讨论

珠三角的城市区域格局不断演化与

重构，区域创新空间发展与全球—地方

体系耦合方式与结构不断变化，地方性

政策产业空间锚定与产业区位重构深刻

影响了区域创新空间的格局。本文提出

“创新空间单元”，通过珠三角创新空间

单元的演化以及单元内部集群分类进行

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珠三角创新空间整体格局从集

聚—扩散—集聚，创新空间网络发展态

势由点状培育—本地网络—区域协同。

广州、深圳两个极点城市的演化路径不

同：广州以国有、大企业以及学校研究

院创新为主要路径发展；深圳以扶持中

小企业创新作为主要路径，培育中小企

业，孵化龙头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力量

的结合作为主要创新空间单元的重要发

展路径。

（2）政策性产业空间对创新的培育

具有良好正反馈效益。开发区、高新区

等政策性产业空间给予的政策优势，营

造了优越的创新生态环境并带动了创新

主体的集聚，促进创新的不断繁荣，带

动创新集群网络的多元化发展。

（3）创新空间集群的不同类型代表

空间内部的创新主体与创新演化的方向

差异，珠三角三种类型的创新空间具有

不同的发展路径，以深圳南山高新区与

广州科学城为代表，中小企业的创新模

型是创新要素集聚多、成长快的创新空

间模型，其发展模式有效且可借鉴。

诚然，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

不足，以单元尺度作为基本尺度在区域

尺度表述特征虽具有准确性，但避免不

了因划定标准的不同，对单元面积判断

略有差异；本研究创新空间单元格局与

演变特征仅从珠三角内部出发，并未深

入探究珠三角在全球、国家的尺度下创

新空间与网络的特征如何，政策性产业

空间如何更加有效地激励创新，单元内

部的产业集群特性如何，这些内容是后

续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感谢金经昌中国城乡规划论文竞赛

组委会与相关审稿专家的意见与付出。

类型

大企业集聚模型

大学研究院所研发模型

中小企业创业模型

发展路径

产—人—城

学、研—人—城

人—产—城

典型代表单元

深圳龙华坂雪岗园区（华为）、东莞OPPO工业园（OPPO）、珠
海格力产业园（格力）、佛山顺德北滘美的工业城（美的）

广州五山科教创新片区、海珠中山大学片区

深圳南山高新区片区、广州科学城

表4 不同创新空间单元创新空间类型分类
Tab.4 Classification of innovation spac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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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大企业集聚创新路径
Fig.8 Innovation through clustering of

bigcompanies

图9 大学研究院所创新路径
Fig.9 Innovation through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s

图10 中小企业创业创新路径
Fig.10 Innova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endeavor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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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2008年4月14日，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提出对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实

行统一认定，共同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

策，实现了由区域政策向产业政策的转

移。《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

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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