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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飞地”：跨区域整合资源 

提升科创能级的重要路径 

 

所谓‚科创飞地‛，是指一地在异地设立科创园区、科创平

台等，通过科创要素和产业要素跨区域对接，从‚飞入地‛汲

取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为‚飞出地‛的城市建设和产业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从而来助力自身科创能级的快速

提升。‚科创飞地‛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智的重要抓手，打破了

科创园区、科创平台跨区域限制，使科创要素和产业要素实现

有效对接，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支持政策错位、产业定位不

清晰、利益共享不畅等问题，如何切实发挥‚科创飞地‛的作

用，迫切需要政府持续探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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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地吹响科技招商“集结号” 

当前，这种以跨区域人才引进、企业孵化、科技成果产业

化等为核心目标的‚科创飞地‛发展迅速。从全国来看，当前

‚科创飞地‛正呈现出高密度布局、市场化运营等趋势和特点，

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武汉、西安等是

‚科创飞地‛最集中的城市和区域。自 2022 年以来，多个省市

和地区加入科技招商新赛道，纷纷出台科技招商专项政策，发

布招商‚清单‛‚路线图‛等，多个城市‚官宣‛将‚重兵‛布

局科技招商。 

从目前各地已披露的规划来看，科技招商的产业领域主要

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重大

项目、科技成果、创新平台、服务平台、科创基金等各类创新

资源，都是科技招商的目标对象。 

在推动科技招商过程中，各地政府多措并举，不仅拼资源、

拼政策，还要拼服务、拼环境。各地为破解招商模式单一化等

问题，在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招商政策，创新品牌招商、基金

招商、异地招商等科技招商方式方法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尤其

在招商方式创新方面，基金招商、异地招商是较为常见的做法，

机构招商、活动招商、品牌招商也逐渐成为科技招商的重要手

段。尤其在异地招商方面，依托大院大所的‚科创飞地‛热度

一直有增无减，且成为地方对接异地创新资源导入的重要‚前

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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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地科技招商主要还处在拼资源和政策的阶段，上述

科技招商方式方法创新，则是政府提供前置招商服务、发展资

金、产业链配套、应用市场等差异化配置吸引优质科技型企业

落户的与时俱进的主动作为。 

二、“科创飞地”延伸新触角 

弥补科创短板，向资源富集的地方‚借力‛发展，已成为

各地政府的普遍共识，‚科创飞地‛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探索。目

前各地‚科创飞地‛主要采取离地离岸方式设置孵化器、创新

中心等载体，利用当地科创资源筛选创新项目进行孵化，孵化

之后导流回本地。无锡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早在 2021 年，

无锡市委市政府就启动了长三角—粤港澳（无锡）科创产业融

合发展区建设，遍布深圳南山、宝安和龙华区等核心区域的‚科

创飞地‛，针对无锡各区县（市）的产业特色，有针对性地培育

孵化企业，持续打通无锡和大湾区的资源通道。 

从运营模式看，目前‚科创飞地‛项目主要采用两种运营

模式：一是由政府平台公司自主运营；二是委托专业的招商运

营机构进行运营。无锡设在深圳的‚科创飞地‛多采取了与专

业机构合作的运营模式。而‚科创飞地‛一头连接着县域主体

的创新需求和政策支持，另一头对接着大城市的创新资源和创

投资本，从过往实践来看，‚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运

营‛的运营模式更具备自主性与灵活性。以无锡为例，无锡各

板块在全国已建成及正在筹建中的‚科创飞地‛共 36 个，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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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设立 9 个飞地、北京 9 个飞地、粤港澳大湾区 13 个飞地。 

一线城市资源富集，但竞争者也很多，普通的县城很难在

激烈的竞争中‚分到一杯羹‛。对科技创新资源相对薄弱的县域，

与其盲目扎堆一线城市，不如围绕本区域产业发展类型，结合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中不同区域的科技创新实际，进行布局。较

具代表性的就是位于杭州未来科技城，与杭州海创园比邻的衢

州海创园。依靠杭州衢州两地‚山海协作‛的政策保障，衢州

海创园产业项目延伸涵盖衢州市全部 6 个山区县，为衢州集聚

高端要素和引进新兴产业打开了新通道，也为杭州优势产业延

伸扩张提供了良好空间支撑。 

三、“科创飞地”热中的冷思考 

一是合理的选址。对于兴起的‚科创飞地‛建设浪潮，我

们必须看到，‚科创飞地‛落地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专业运营

机构和合理的选址。合理的选址则是‚科创飞地‛落子的前提。

当前，‚飞出地‛与‚飞入地‛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行政管理

冲突等体制机制难题已成为不少‚飞地‛运营失败的主要原因。

从这一角度看，布局‚科创飞地‛需要通过加强制度保障来强

化双方合作的内生动力。而衢州海创园的例子则提供了一个思

路：在地址选择上，本省内部或相邻的城市群、都市圈地理相

近，两地政府行政管理间的壁垒相对较少，更具有政策上的协

同性，沟通更为默契。比如，衢州海创园与杭州的合作便是‚山

海协作‛的政策保障下进行的，杭州在惠企服务、人才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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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提供支持，入驻衢州海创园的企业和人才，可以享受杭衢

‚同城同待遇‛的政策；衢州则以土地指标换取‚飞地‛空间，

满足杭州未来科技城在开发过程中的大量土地指标需求。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科技招商是一项系统工程，

好项目不光要引得进，还得留得住、发展好。我们在创新招商

手段的同时也需注意完善全链服务。‚科创飞地‛不是简单的招

商中心，一般来说，政府往往缺乏目标产业方向的创新平台运

营经验。当飞地建成之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管理运行‘科

创飞地’中的决定性作用，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管

理，以提升飞地利用效率。 

三是关注项目的成长性。科技招商是顺应城市产业由集聚，

到集群，再到构建创新集群的形态演进的必然选择。科技招商

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注入各类创新要素，营造创新创业生态。因

此，在科技招商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关心投资规模和强度等

传统指标，更应关注项目的成长性，包括项目团队的研发实力、

市场规模、商业模式、与当地传统企业嫁接的匹配度等因素。 

四是“科创飞地”的核心是创新。必须凸现其创新功能。‚科

创飞地‛主要涉及创新孵化、市场开拓、招商引资，我们要避

免把‚科创飞地‛招商引资作为第一功能，这就违背了联合设

立‚科创飞地‛的初衷，而是要着力于孵化企业和培育新技术，

助力飞出地产业技术升级，实现飞入-飞出地共赢。 

五是“科创飞地”建设要避免房地产化。过去受土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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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不少地方的‚科创飞地‛发展，最后都变成了搞房地产，

要么打着‚科创飞地‛的名义卖楼，要么靠向企业或各类孵化

器收取房租而活着，这就违背了我们搞‚科创飞地‛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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