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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创新网络的建构是提升国家、

地方创新竞争力的关键。从增长到创新、

从做大体量到链接网络，创新网络的建

构离不开政府主动的空间供给侧调整。

文章反思了传统产业空间供给方式在创

新网络建构方面的“邻近性”缺位，创

造性地提出“链接型空间”的概念，用

以描述政府针对创新网络而供给的特定

空间，建构出“链接型空间供给—基于

邻近性的创新网络建构—网络驱动产业

空间重构”的系统逻辑，并以两类典型

的城市实践为实证。初步探讨了规划思

维和技术方法的应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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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national and

local innovation competitiveness. From the stage of quantity-oriented growth and

spatial expansion to that of quality-oriented innovation and network intensification,

the supply of industrial spaces needs to be adapted to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nventional industrial space supply system in

supporting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inkage

space" which i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nurturing innovation networks. The

paper follows the system logic of "linkage space supply — innovation network

formation based on proximity — network-driven industr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and

uses two typical urban practices for illustration. Finally, the paper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planning theory and the related technic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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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网络的建构是提升国家、地方创新竞争力的关键，尤其在当前中国开创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背景下，链接地方与区域甚至全国的创

新网络无疑是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合理配置的基础。从增长到创新、

从做大体量到链接网络，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亦离不开政府主动的空间供给侧改革，特

别是产业空间。因此，基于创新网络的形成机制，研究如何通过特定的产业空间供给，

有针对性地链接地方与区域甚至全国的创新网络，并探讨其对地方产业与空间的系统影

响，是实际而迫切的议题。

“创新网络”被提出以来，西方学者对其形成、演化机制展开了持续研究：一方面，

关注企业、科研机构、科学家等创新参与者的网络组织作用[1-3]；另一方面，关注地理

邻近、组织邻近、认知邻近等多维邻近性对创新网络的影响[4-7]。总体而言，西方研究

奠定了创新网络的基础理论，但由于西方市场化程度高、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完善的社会

特征，对创新网络中的“政府作为”讨论较少。近年来，国内学者一方面关注区域创新

网络的演化特征[8-11]，另一方面结合创新驱动的国家需求和地方实践，开始运用基础理

论“实用性”地探讨空间的应对，提出布局公共空间、建设交通网络、促进土地混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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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打造创新融合圈等方式[12-16]，并关

注到新兴的特定空间对于创新网络的链

接价值[17]和创新网络对于产业空间的塑

造效用[18-22]。但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充分探讨创新网络

与空间供给之间的耦合机制，尚未从理

论层面理清“政府空间供给—创新网络

形成—地方空间重构”之间的系统关系。

基于此，本文试图解析传统产业空间供

给方式在创新网络建构方面的“邻近性”

缺位，进而提出“链接型空间”的概念，

用以描述政府针对创新网络而供给的特

定空间，并建构出“链接型空间供给—

基于邻近性的创新网络建构—网络驱动

产业空间重构”的系统分析框架，进而

以两类典型案例为实证，最终提出规划

的应对策略。

1 集聚与竞争：传统产业空间供

给的效用与局限

1.1 服务增长的供给：园区的集聚与

竞争

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增长时代中，

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国内市场化逐步建

立的制度红利，产业空间供给的主要任

务是发挥土地、基础设施等空间资源要

素的低成本优势以撬动市场投资，并通

过大规模、高效率的空间供给满足快速

增长的市场需求。一方面，产业空间的

供给强调“规模集聚”。通过积极设立各

类产业园区（实质上是功能区、政策区、

管理区“多区”复合的制度空间[23]），凭

借设施配套、政策条件、企业服务等，

吸引企业在特定地域范围内集中布局，

实现聚集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 of ag⁃
glomeration），同时节约土地平整、公共

设施等政府投入并提升管理效率。另一

方面，产业空间的供给强调“多园竞

争”。在城市、区县甚至街镇中同时建设

多个产业园区。多园布局能够就近吸纳

普通劳动力（通勤机动性弱），有利于控

制用工和务工成本，尤其适应发展初期

低成本、就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需求；

更重要的是作为政府治理的“群狼战

术”，以竞争激励不同部门提升空间供给

效率和服务水平。正因此，虽然1990年
代国家层面对开发区进行了一轮的清理，

但并没有限制地方“类开发区”的园区

建设，而是规范出“地方政府创建—上

级政府认定”的动态激励机制。可以说，

服务于增长的产业空间供给，以规模集

聚与竞争激励导向下的空间“（园）区

划”为主要特点，形成规模较大、数量

众多的产业园区，也造就了中国产业空

间 “ 大 分 散 、 小 集 聚 ” 的 总 体 格

局（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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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集聚与竞争导向的园区开发模式
Fig.1 Model of cluster and competition-oriented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1.2 应对创新的局限：多维邻近性的

缺失

尽管服务增长的供给经验至今仍然

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增长到创新并不

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线性过程，创新网络

的形成更依赖于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多维

邻近性。其中：地理邻近是指创新主体

所处的物质空间距离较短，有利于隐性

知识等信息的传播；认知邻近是指创新

主体拥有相似的知识基础、价值判断与

事件理解等个体感知，是创新互动产生

的前提；组织邻近 （广义上包括制度、

文化等邻近内涵）是指创新主体隶属于

同一组织或受到统一的制度约束，通过

集体关系使合作网络“内部化（localiza⁃
tion）”，从而降低合作的不确定性和交

易成本[24]。不同的邻近性会相互影响和

替代，地方创新网络往往需要多维邻近

的叠加，而区域甚至全球创新网络的形

成则主要依托认知、组织邻近性以克服

地理不邻近的障碍。

面向增长的传统产业空间供给方式

往往忽视了创新网络对于多维邻近性的

需求，甚至加剧认知、组织等的差异和

冲突（亦可称为“距离”），导致集聚不

邻近、集聚不集群的情况。一方面，规

模集聚的过程往往无法有针对性地吸

引符合网络需求的关键性创新主体，且

无法有效消解不同主体之间的认知和

制度距离。部分地区由于创新要素的先

天缺失以及区位、能级等制约因素，根本

无法通过规模增长吸引到所需的创新资

源，面临集聚“失灵”的无奈；部分地

区空有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要素，却

因为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诉求差异、

体制约束等原因而无法形成创新网络。

另一方面，多园竞争的方式强化了政府

“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意识，加剧地

区/园区间的认知和组织距离，阻滞了跨

区创新网络的形成，甚至出现地理越邻

近（资源相似）、政府间危机和竞争意识

越强，导致认知和组织距离越大的“邻

近性悖论”，以至于地理邻近性的失

效（图2）。

2 链接型空间：针对创新网络的

产业空间供给

2.1 链接型空间的内涵与供给特征

面对传统空间供给方式的局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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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区/园区间的邻近性悖论
Fig.2 Proximity paradox between regions /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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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区已开始探索针对创新网络更为有

效的供给方式。本文提出“链接型空间”

的概念，认为其是政府出于激发地方创

新活力的目的，有针对性地主导策划并

推动建设的，具有显著创新网络链接效

应的空间载体。判断“链接型空间”的

两个基本标准是空间形成过程中的政府

主动干预作用以及空间形成后对于地方

创新网络状态的重塑效果，能够促成地

方内外广泛且密切的创新合作网络。其

可能是一个或一群创新型机构的空间载

体，且不局限于特定的产业门类、机构

类型，本质上是一种针对创新网络的战

略意图实施空间。

链接型空间的出现，是对传统产业

空间供给方式的积极补充，而非全面替

代，其呈现出产业空间供给的若干新特

征。其一，是更为精准的集聚。区别于

以规模集聚为导向的传统供给方式，政

府需要基于地方资源基础和创新需求，

精准设计创新网络的链接方案和链接型

空间的建设形式，定制化地匹配地方创

新发展的潜力。其二，代表了更加柔性

的合作。区别于以竞争激励为导向的传

统供给方式，链接型空间重在针对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创新主体 （政产学研）

进行资源整合，政府需要以开放式治理

为原则，建构鼓励多元主体共建共赢的

制度基础，并通过动态调整、因地制宜

的柔性方式介入链接型空间的建设和运

营过程（既非“完全包办”也非“甩手

不管”）。其三，是更为精明的增长。链接

型空间的出现并不是反增长的，而是强调

通过有限且关键的空间供给，“针灸式”

地驱动地方创新生态系统的完善与产业

空间的高质量利用，将合理的规模增长

作为创新网络驱动的结果，而非前置的

目标、手段。总体而言，不同于服务增

长的大刀阔斧式的空间“（园）区划”，

链接型空间是基于创新网络的“点睛之

笔”，是更为精细的空间供给（图3）。
链接型空间具有制度空间（institu⁃

tional space）、流动空间 （space of flow）
与物质空间的复合属性（图 4）。其是链

接导向的制度空间，以吸引、组建具有

创新网络链接效用、潜力的机构/组织为

目的，往往在规划、建设、管理、运营

等环节实施特殊的制度；也是创新交互

的流动空间，是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创

新主体的交互平台，汇集了活跃且关键

的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

还是尺度灵活的物质空间，对于规模的

依赖较小，可以是独立地块、独栋楼宇

甚至是局部办公空间，链接效用的持续

发挥并不依赖于自身空间规模的扩张。

2.2 链接型空间的机制与类型：邻近性

与网络重构

链接型空间的供给与作用机制是通

过制度空间的精明设计与物质空间的合

理布局，重构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创新

主体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进而形成支撑

和激发创新合作的流动空间。鉴于链接

型空间的复合特性，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标准，嵌入式、飞地式是其中较为典型

的类别，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地方基础、

创新需求以及网络结构特征（图5）。
2.2.1 嵌入式链接型空间及其邻近性

重塑

嵌入式链接型空间是由政府将外部

创新要素引入本地所形成的网络链接空

间。此类空间的形成通常需要本地具备

一定的产业基础、较明确的创新合作需

求以及较好的人才服务环境等前提，即

除了政府干预，地方禀赋亦需对创新要

素有一定吸引力。在这种情景下，政府

通过精准的对象遴选、低成本的场地

（用地）支持，并匹配相应的税收和财政

激励，将外部创新要素引入本地、组建

新的机构。外部创新要素的嵌入能为本

地创新合作的开展提供地理邻近性；政

府从前期信息需求的收集、对接，到后

期各项制度的设计实施，促成不同主体

之间的认知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更重

要的是，嵌入式链接型空间本质上是地

方与外部创新要素开展区域合作的在

地化载体，为地方链接外部创新要素

提供了稳定的媒介渠道，有助于地方利

用外部要素的创新资源及其创新网络。

嵌入式链接型空间不仅将加密地方内

部的创新网络，更将激发外部创新要素

及其创新网络与地方开展多元的创新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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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链接型空间的内涵与供给特征
Fig.3 Connotation and supply characteristics of

linkage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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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链接型空间的复合属性
Fig.4 Composite properties of linkage spaces

图5 两类链接型空间的适用情景与网络组织特点
Fig.5 Applicable scenarios and network organization of two types of linkage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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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飞地式链接型空间及其邻近性

重塑

飞地式链接型空间是由政府在创新

活力较强、网络密集的外部地区布局的

网络链接空间。此类空间适用于地区之

间存在一定创新能级落差或禀赋差异的

网络合作，尤其为那些受区位条件、产

业基础等制约而缺乏创新要素吸引力的

地区，提供了弥补地方短板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景下，政府通过购买土地、物

业等市场化手段或区域间土地指标置换、

签署合作框架等政府协商形式，在外创

建具有较强管理服务权限的“飞地”，进

而通过低成本的场地支持，吸引创新要

素在飞地集聚，以期为地方产业提供远

程创新服务并孵化、培育具有在地产业化

潜力的创新企业。政府通过管理与服务

职能的异地渗透，创造出两地之间信息

交往、政策衔接的认知邻近性与组织邻

近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理不邻近的

缺陷，而在飞地的空间布局上，往往选

择创新要素密集、活跃的地区，为飞地

周边创新网络的形成创造地理邻近优势。

2.3 链接型空间的效用：网络驱动的产

业空间重构

链接型空间能够依托各类创新网络，

“触媒”式地驱动地方产业空间的系统重

构，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通过技

术服务网络，为地方传统企业的创新升

级提供助力，推动结合生产过程的灰度

创新，进而提升存量工业用地绩效，驱

动既有工业园区的集约化增长；通过创

新孵化网络，为地方提供吸引高端人才

创业、捕获未来产业的契机，培育创新

企业并催生出相应的创新空间；通过成

果转化网络，为地方提供将创新成果规

模化生产的发展机遇，促进高新制造业

空间的出现、壮大。总体而言，链接型

空间能在保持微空间、微增长的状态下，

成为撬动庞大产业集群进行协同创新的

战略支点和地方产业空间重构的引擎。

在区域产业空间尺度上，链接型空间在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理距离对于创新网

络形成的影响，促成创新要素在更大范

围、更为自由的流动和重组，并重新定

义区域功能结构与地方的区位角色。总

体而言，其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产业空

间基于创新网络的“聚变”（内涵式提升

的高质量集聚）与“裂变”（差异化协同

的创新分工）。

3 案例实证：基于两类链接型空

间的分析

本文所选的案例对象无锡、衢州，

虽然不是区域的创新中心城市，但却都

能针对各自创新短板、需求，成为主动

供给链接型空间的开拓者；并在链接型

空间的建设和运作中，依托创新网络实

现了地方产业生态与空间的重塑，从而奠

定了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而且，因

为链接型空间的供给思路具有广泛的借

鉴意义，在省内甚至区域中得到推广。

3.1 嵌入式链接型空间：以无锡惠山区

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例

无锡惠山区是由政府主动引进外部

创新要素、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

产业研究院），并实现创新网络有效链接

的典型代表。产业研究院重在强化产业

技术供给，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

链接产学研创新网络的重要载体。作为

苏南乡镇企业的发祥地之一，惠山区虽

然具备冶金、印染、纺织、机械等传统

产业基础，但也面临着乡镇企业规模小

且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缺乏的

问题。为此，早在2008年惠山区就提出

“一镇一院一产业”的战略，通过引进高

校、院所共建产业研究院，至2014年其

就基本完成了主要产业研究院的布局。

相关建设行动引起了省、市的广泛关注，

进而在“十三五”期间，以产业研究院

为代表的新型研发载体成为江苏推动创

新型省份建设的重要抓手。截至 2020
年，共有省统新型研发机构 438家，吸

纳就业人员 1.6万人，年开展技术服务

4.5万多项次，转化科技成果近 1000项，

累计引进、孵化企业4000余家，年收入

超100亿元。

惠山区建成了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

究院、哈工大无锡新材料研究院、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无锡研究院等多个研究院，

针对各街镇的传统优势产业（机械、冶

金等）提供精准匹配的技术支持（表1）。
筹建时，政府详细梳理了不同乡镇的产

业特色和创新需求，在全国范围内联系、

邀请相关技术领域的高校、科研机构，

共同设立研究院；政府出资进行场地建

设并配套财政补贴等政策优惠，吸引高

校、科研机构以技术入股。作为独立法

人，研究院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图

6）：在组织上遵循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

负责制，由政府与高校 （或科研机构）

共同组成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

不定期通过会议形式确定重大事项的决

策；由专家担任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并

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工作进展。研究院以

办公楼宇为载体，建筑面积从几千到几

万平方米不等，灵活集成研发办公、孵

化加速、产品展示和销售、会议交流、

人才培训等功能，广泛分布在各街镇的

主要制造业板块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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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惠山区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模式
Fig.6 Construction mode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

ogy Research Institute in Huishan District

表1 惠山区典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情况
Tab.1 Typical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s in Huishan District

研究院名称
中科院电工所

无锡分所
东北大学

无锡研究院
哈工大无锡

新材料研究院
华中科技大学
无锡研究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无锡研究院

所在街道

堰桥街道

钱桥街道

玉祁街道

长安街道

洛社镇

建筑面积/万m2
0.22
0.30
0.50
2.40
0.54

技术优势
以新能源发电、电气交通、电力设备及节能技术等为重点，联动风
电产业等新能源产业

以冷轧、特殊钢等为研究重点，联动冶金新材料产业

以材料表面工程、器件特种胶接、密封材料等为研究重点，联动新
材料产业
以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技术与装备产业化为重点，联动机械制造等
产业
以数字化设计制造、特种加工、光电检测等为重点，联动电机电
气、电子信息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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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研究院作为地方与外部高校、

科研机构（简称“总部机构”）的合作

载体，其既是组织地方创新网络的重要

枢纽，同时也是维系地方与总部机构间

的持续合作、激发更多开放创新网络的

积极触媒，实现了从植入“地方”到重

塑“地方”的效用演进。第一阶段，充

分依托总部机构的创新资源，为本地企

业提供技术服务，提升产业空间绩效。

在政府牵引与推动下，研究院全面参与

了“单元级智能化改造”“车间级协同提

升”“智能工厂”等建设工程，成为产业

园区智能化升级的重要助力。在此过程

中，研究院实际上是地方与总部机构开

展技术合作的“柔性”平台，应对地方

技术需求的动态变化，在部门架构和人

员组成上大都进行过调整。以华中科技

大学无锡研究院（以下简称“华科研究

院”）为例，从最初的5个部门扩张到9
所、5中心、1室的规模，其间陆续与

230余家本地企业建立了稳定的技术服务

关系。第二阶段，发挥总部机构以及自

身的技术储备、人才培养优势，孵化新

兴科技企业，孕育高新产业空间。例如，

华科研究院以华科校友为主要孵化对象，

投资建设了华科智能制造产业园，培育

了集萃华科、中车时代、黎曼机器人等

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此外，南航来创产

业园、哈工大机器人科创基地、风电产

业园等产业空间也都是在总部机构的支

持下由研究院直接投资或参与建设的。

第三阶段，深入参与地方创新生态体系

建设，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交往与合作，

广泛吸引高端人才，衍生出丰富的创新

空间。研究院与地方龙头企业共同组建

成了冶金新材料、新能源技术、智能制

造、精密制造等多个产业联盟，促进企

业间技术交流和设备共享。整合总部机

构资源开展各类人才培训服务，进一步

活跃地方创新创业的交往氛围。例如，

培训企业“创二代”的EMBA以及针对

企业高层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的终身

学习平台等。充分借助研究院的“专家

朋友圈”，形成开放的院士、专家技术咨

询库。截至2021年底，惠山区与49名中

外院士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

其中，由院士领衔的新型研发机构6个，

由院士出资创办企业10家，各类远程技

术合作项目30多个。为此，政府在阳山

镇桃花岛景区建成“院士小镇”，作为院

士们创新创业的交流和实践平台，并聘

请丁汉院士（华科研究院院长）为首任

镇长，以期带动更多院士支持地方发展。

总体而言，以产业技术研究院为枢纽的

地方创新网络及其空间体系已日益成熟

（图7），研究院链接的总部机构及其外部

网络为地方提供了持续发展的支撑。

3.2 飞地式链接型空间：以衢州市创新

飞地为例

衢州市是由政府主动在创新活力较

强、网络密集的外部地区布局“飞地”，

并实现创新网络有效链接的典型代表。

“创新飞地”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到外部

创新资源更丰富的地区设立的跨区域创

新合作平台。地处钱江源头、偏居浙西

南的衢州，远离经济活跃的沿江沿海区

域且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面对本地经济

体量较小、产业结构偏重、创新吸引力

不足的制约，其在2013年建设了全省首

个“创新飞地”，并于次年迅速推动从省

内到省际的布局拓展。衢州实践为浙江

省的“创新飞地”建设起到了积极示范，

“创新飞地”也逐步成为全省力推的重要

工程，当前浙江飞地数量已超百个，飞

入地以杭州、上海为主，还包括了北京、

深圳等创新城市（图8）。
2013年，在“山海协作”的政策背

景下，衢州市政府出资建设了浙江省首

个创新飞地——杭州衢州海创园；次年，

通过邀请乡贤院士牵线搭桥，衢州市政

府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又建立了上海

张江（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截至

2021年，衢州市（市本级）在杭州、北

京、上海、深圳共有 6处飞地，建筑面

积从几千到几万平方米不等，初步形成

以长三角为主、嵌入沿海三大城市群的

飞地群（表 2）。飞地由衢州国资公司通

过购地建设、直接购买或租赁物业等方

式获得管理权限，并引入创投基金等第

三方运营商与地方国资服务机构、政府

服务专班等共同负责日常运营，形成专

业化+两地化的服务体系。飞地选址均在

创新资源的密集地区，以充分利用飞入

地创新要素集聚、创新网络外溢的优势，

例如，杭州的未来科技城（图 9）。飞地

以集聚、孵化高新企业为主，结合飞入

地的创新产业环境，在目标产业的定位

上也各有侧重，以架构相对多元的新经

济体系。杭州衢州海创园、柯城科创园

因结对帮扶的上级要求，能享受同城同

待遇、飞入地税收返还和分成等特殊政

策；其他飞地主要通过以税代租以及力

度更大的衢州地方性创新扶持政策，争

取飞地中的企业在衢州注册或两地注册，

并鼓励企业在衢州设立生产基地。

创新飞地的建设不仅为衢州提供了

新经济的外部税源，更为本地的创新发

展与园区升级提供了新契机。一方面，

图7 惠山区产业技术研究院及其地方创新网络空间体系
Fig.7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local innovation cyberspaces in Huish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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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作为创新孵化器和招商端口，通过

建构“飞地孵化—在地转化”以及“飞

地展示—在地引进”的联动关系，促进

地方高新产业项目的增长。以上海张江

（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为例，孵化出

的美汀诺医疗、派迪畅科技等高新技术

企业已经在衢州建设了相关的产品生产

基地；以衢州海创园为例，在运作过程

中通过与艾森医药、中电海康、金锦晟

控股等飞地周边成熟高新技术企业和投

资机构的沟通交流，引进了一批高新产

业项目。另一方面，飞地作为支撑本地

企业创新升级、创新转型的重要平台，

通过引导本地企业在飞地增设新机构，

以及集聚、联络能够为本地企业提供生

产性服务的人才、机构等方式，促进产

业园区的提质增效与扩容。以杭州衢州

海创园为例，集聚了由康德药业、信安

数智、禾川科技、赛然生物等衢州本地

企业设立的涵盖风险投资、研发设计、

未来产业等职能的新机构；以上海张江

（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为例，其促成

力捷化工与科技领军人才合作，投资成

立邦华生物医药公司，并推动低效化工

厂区的更新；以北京中关村产业协作园

为例，其成为华友钴业、夏王纸业、金

瑞泓科技等企业“组团”与中科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

科研单位开展技术交流的支撑平台，为

企业工艺的提升与现代化厂区的建设提

供助力。总体而言，由飞地链接而成的

创新网络，已经嵌入衢州市各主要工业

园区（现统合为东部智造新城）的发展

建设（图10）。可见，创新飞地确实为衢

州的产业创新和空间重构提供了外部动

力；不过，其究竟能否彻底颠覆本地资

源的约束？特别是在创新飞地模式被各

地大量推广后，衢州创新飞地的竞争力

和效用仍有待检验。

4 规划的启示与应对

4.1 以链接型空间激活创新动能

相关的先行实践已经证明，链接型

空间作为对传统空间供给方式的积极补

充，能够促进地区之间、地方内部创新

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互动，进而激发创新

活力。因此，在区域、地方的规划中，

需要充分关注链接型空间的创新驱动作

用。一方面，在区域一体化规划中，根

据区域创新禀赋和潜力的差异，预判区

域创新合作模式与演化趋势，策划、布

局各类针对区域创新网络的链接型空间。

将摆脱地理距离束缚的链接型空间作为

区域一体化规划的重要抓手之一，而不

仅局限于以空间扩张缝合区域（在行政

交界处建设新城、新区）或邻界地区的

空间统筹。另一方面，在城市、产业园

区的规划中，基于地方的产业基础和创

新需求，引导地方主动对接、整合周边

区域甚至更广地域范围内的创新资源，

策划、布局符合地方创新发展路径的链

接型空间。将链接型空间的建设作为地

方实施创新战略、突破本地短板甚至是

其所在区域桎梏的重要抓手。

表2 衢州市主要创新飞地建设情况
Tab.2 Construction of main scientific innovation enclaves in Quzhou City

飞地名称

杭州衢州海创园

柯城科创园

杭州科创产业园

上海张江（衢州）
生物医药孵化基地

北京中关村
产业协作园

深圳前海创新园

布局

杭州未来
科技城

上海浦东张江
高科技园
北京海淀

中关村创新园
桂湾金融
先导区

建筑面积/
万m2
19.76
1.51
2.71
1.25
0.70
0.39

出资/管理方

衢州市政府/
衢杭联合管委会
柯城区政府/
柯创园管理办

智造新城管委会
（国家级经开区、
高新区以及衢州
绿色产业集聚区

多区合一）

运营方

衢海百川资管公司+
银江集团

清创和梓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衢州绿色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外派工作专班+
乡贤（院士、侨联）
中关村鸿嘉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嘉富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产业定位

数字经济、生物医药、
新材料等

新材料、装备智能制造、
服装时尚和数字经济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新材料
生物医药、医疗器械

和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以及军民融合

世界500强企业、
科技型服务业

图9 衢州在杭州未来科技城的飞地布局与周边要素情况
Fig.9 Layout of Quzhou's enclave sites and the surrounding elements in Hangzhou Future Technology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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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第一、二批（2020、2021年）浙江省数字经济“飞地”示范基地情况
Fig.8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 of demonstration bases of digital economy enclaves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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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精明增长承载链接型空间

由于链接型空间的尺度较为灵活、

其效用的发挥也并不太依赖于自身的空

间规模；因此，规划在布局链接型空间

时，要避免贪大求全的规模偏好，而需

要仔细辨析不同情境中链接型功能的空

间诉求，重视挖掘微空间、存量空间的

承载潜力。积极建构链接型空间与地方

其他产业空间的协同演进关系；以链接

型空间的植入，“针灸式”盘活、优化地

方产业空间格局，围绕链接型空间的地

方网络组织特征，衍生高品质的产业集

群组团。理性匹配适应创新网络需求、

符合其演化规律的空间供给过程，精细

保障整体产业空间的有序增长和高效更

新。近年来，各地科学新城、科技新区

的规划建设如火如荼，俨然已经成为城

市竞争的新时尚。在这样氛围中，尤其

需要警惕冠以“创新”之名的增长主义，

避免“穿新鞋走老路”的误区；需要将

创新区的建设与创新网络的建构相结合，

以链接型空间为触媒，促成创新网络衍

生与城市空间增长的有机耦合。

4.3 以制度设计赋能链接型空间

制度空间是链接型空间的重要属性

之一，链接型空间效用的充分释放和持

续增强离不开合理的制度支撑；因此，

规划应充分考虑空间制度的系统设计。

基于创新网络的需求场景和创新合作主

体的差异，需要探索促进不同地区、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且协同分工的链接型空

间“共建—共营—共享”制度。探索通

过土地指标流转、空间置换、税收分成

等政策方案，促进不同地区政府间合作

共识的达成，共同打造要素互通、利益

共享的链接型“特区”。建构定制化的空

间政策与供给流程，探索通过项目遴选

清单、低成本供地（场地和用地）、税收

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激励方式，鼓励市场

化创新主体参与链接型空间的建设和运

营。设计针对链接型空间的存量更新绿

色通道，从过渡期临时使用方式、地价

补缴方式等角度，探索鼓励多元创新主

体（联合）参与存量空间再利用的政策

体系。探索制定链接型空间的动态监测

和绩效评估机制，对相关政策设计和决

策部署进行及时评估、持续优化。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反思了增长时代以规模集聚与

多园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产业空间供

给方式，指出其在建构创新网络方面的

“邻近性”缺位，进而提出链接型空间的

概念，认为其是政府出于激发地方创新

活力的目的，有针对性地主导策划并推

动建设的，具有显著创新网络链接效应

的空间载体。链接型空间代表了精准集

聚、柔性合作、精明增长等产业空间供

给的新导向，是对传统产业空间供给方

式的积极补充。通过链接型空间的供给

能够重构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创新主体

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进而实现地方内外

多元创新网络的高效链接，并依托创新

网络“触媒”式地驱动地方产业空间的

重构。研究以无锡、衢州为例，对嵌入

式、飞地式两类链接型空间进行了实证

分析。最后，指出规划需要主动策划、

布局链接型空间，并强调空间的精明增

长和制度设计的赋能作用。

“链接型空间”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把

既有的创新空间进行重新分类，而是为

了解析、启发一种产业空间供给的新思

路，提供理解空间创新价值与网络作用

机制的新视角，亦是对西方空间研究思

潮中的网络导向、制度导向的本土化回

应。在政府主动干预、网络链接效用的

基本标准之上，链接型空间的具体形式

必然将不断演化，而不局限于文中提及

的产业研究院、创新飞地等；而现在已

经成为链接型空间的载体，亦有可能在

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丧失链接效用，不再

是链接型空间：这些可能的变化均值得

持续关注和探讨。此外，在我国当前的

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创新驱动的路

径不一而足，对于产业空间的需求亦较

为复杂，往往既要注重提高用地效率，

也要增加必要的规模化的产业空间；因

此，如何巧妙地将链接型空间供给与传

统产业空间供给方式进行结合，按需推

动空间有序的增长、更新与收缩过程，

亦值得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探索。

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于本文的

耐心指导和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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