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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科技资源向江西流动的政策与机制研究
王　伟　卢　渝　万慧俊　汤　丽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为了解决江西省在科技资源流动不足、创新平台薄弱、人才引进困难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江西省科技发展现状，并且分析

科技资源流动的成功案例，提出江西省如何优化科技资源流动的对策。首先，分析了江西省科技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研发投入不足、

科技成果转化缓慢和人才流失等问题。其次，借鉴美国和德国在科技资源流动方面的经验，提出通过政策引导、区域合作、产业集群建

设和人才引进等手段，促进科技资源向江西流动。最后，本文针对分析的问题提出五项对策，这些对策的实施有望提升江西省的科技创

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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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各省份纷纷加大科技投入，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但区域间科技资源分布仍然存在不均衡现象，特别是中部地区与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科技资源的集聚和创新能力仍存在一定

差距。江西省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镇化

加速推进的关键阶段，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水平对推动江西经济提

升具备重要战略意义。

当前，江西省面临科技资源流入不足、创新平台较少、科技

人才流失等挑战。尽管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如增

加研发经费投入、设立创新创业扶持基金等，但整体效果仍有待

提升。因此，研究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和机制推动科技资源向江

西流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内外科技资源流动的现状与经验，结合江

西省的实际情况，探讨适合江西的科技资源流动政策与机制。通

过深入分析政策环境、资源配置与人才引进等关键因素，提出具

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江西省构建高效的科技

创新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依据。

二、江西省科技发展现状分析

1. 科技创新基础与现状。根据《江西省科技发展报告》，全

省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加，2023 年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

506.4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 2.57%，较上一年有所增长。然而，

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相比，江西的研发投入强度仍然较低，科技

资源的总量与质量亟待提升。截止 2023 年全省现有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有 10062 家，科技成果转化率逐步提高，但与先进地区相比，

创新主体数量少、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

2. 科技人才现状。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江西省近

年来积极实施人才引进战略，引进高层次人才超过 2 万名，培养

本地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尽管如此，江西省科技人才总量较少，

尤其是高端人才匮乏。此外，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部分优秀

科技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对本地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一定

制约。

3. 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现状。江西省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转化率仍然较低，高附加值、高技术

含量的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领域，许多高校和科研

机构的科技成果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化路径。

4. 政策环境与政府支持。江西省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支

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如《江西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江

西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等。这些政策在引导科技

创新资源、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仍存在资源配置不均、资金使用效

率不高等问题，部分政策的实际效果未达到预期。

5. 面临的主要挑战。（1）科技投入不足：与其他省份相比，

江西省在研发板块的投入强度较低，科技资源的总量和质量有待

提升。（2）创新主体较弱：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创新意识不到位，

大部分都是靠着现有的技术去制造，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缺

乏核心竞争力。（3）人才流失严重：高层次科技人才引进难度大，

本省人才流失较为突出，缺乏顶尖科研人才。（4）科研成果转化

率低：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产学研合作较浅，创新链与产业

链对接不到位。江西省科技发展现状表明，虽然在政府政策支持

下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存在较多瓶颈和制约因素。下一步，需

通过优化政策环境、提升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产学研协同等多

方面措施，推动科技资源向江西省的高效流动，促进科技创新能

力的整体提升。

三、国内外科技资源流动的政策与机制

（一）国际经验借鉴

美国通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协同作用，有效促进科技资源

的流动与配置。联邦政府通过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实验室

等机构，集中资源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州政府则根据本地

产业需求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吸引外来科技资源。尤其值

得关注的是美国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该计划通过政府资助，

帮助小型企业将创新技术转化为商业成果，带动区域技术发展。

王新涛等分析了德国高技术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此技术通过

联邦层面的政策引导，促进科研机构、企业和高校的跨区域合作。

德国设立了弗劳恩霍夫协会、亥姆霍兹联合会等应用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分布，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

德国政府注重产业集群建设，以巴伐利亚州的汽车产业集群为例，

通过政策支持吸引大量科技资源，形成了区域科技创新的良性循

环。

（二）国内政策与机制

1. 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中国在促进科技资源流动方面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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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政策措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区

域创新合作，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的科技资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中国设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机构，通过专项资金、

政策优惠等手段引导科技资源合理配置。

2. 区域合作与对口支援机制：王建华等分析了国内区域合作

机制，如“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科技资源的

跨区域流动提供了示范作用。中西部地区通过与东部发达地区建

立对口支援关系，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的互通。例如，北京与

江西的对口合作，推动部分成果在江西落地。

3. 人才与政策激励机制：国内各省市积极出台人才引进政策，

通过“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吸引高层次人才流入。江西省

也推出了“赣鄱英才”工程，旨在通过提供住房、科研经费等支持，

吸引外来科技人才。但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人才引进效果仍需

提升。

（三）主要经验与启示

1. 加强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结合，国际经验表明，政府的引

导作用至关重要，但更需依托市场机制，形成科技资源流动的长

效机制。政府应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模式，根据区域实际情况

提供差异化支持。

2. 重视科技资源的区域协同与共享，发达国家注重不同行业、

不同领域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中国也应加快区域协同创新

体系的构建，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促进科技成果跨区域流动。

3. 发挥产业集群的吸引力，通过构建特色产业集群，形成“虹

吸效应”，吸引更多科技资源流入。例如，德国巴伐利亚州和日

本筑波科技城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产业集群在促进科技资源流

动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江

西省可以在政府引导、人才激励、产业集群打造等方面探索更为

有效的科技资源流动机制，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四、推动科技资源向江西流动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政策体系

1. 优化政府引导机制，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制定专门针对

科技资源流动的支持政策。设立江西省科技资源引进专项基金，

对重点领域的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创新平台建设提供财政支持。

同时，简化科技项目审批流程，提升政策执行力和透明度，确保

政策落到实处。

2. 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政府应该加强挖掘当地科技特色，

针对性制定不同的科技扶持政策。例如，对南昌、赣州等工业基

础较强的地区，可重点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对偏远地区，则重点

支持农业科技和生态科技发展。

（二）构建科技资源共享与合作平台

1. 建立跨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加强与发达地区的全方位合作，

设立联合实验室、创新合作方式等，推动科技成果共享。鼓励东

部地区的高校、科研所与江西省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开展技术合

作与人才交流。

2. 打造省内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全省统一的科技资源信

息平台，整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技资源，形成统一的资

源库，促进科技成果的流通和共享。推动各种科研设备、实验室

开放使用，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

（三）加强科技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

1. 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特

别是针对高层次科研人才和团队。提供住房补贴、科研经费、税

收优惠等政策支持，打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设立“江西科

技英才计划”，引进一批高水平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2. 加强本地人才培养，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设立联合培

养项目，培养适应江西产业需求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鼓励企业与

高校共建实习基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3. 防止人才流失，通过提供有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路径，增

强本地科技人才的归属感。同时，完善人才评价机制，突出创新

能力和实际贡献，避免“唯论文”倾向。

（四）打造重点产业集群，增强吸引力

1.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聚焦江西省的航空、新材料、电子信息、

先进制造等优势领域，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通过政

策引导和资金扶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形成

集聚效应，吸引相关科技资源流入。

2. 建设科技园区与创新基地，依托南昌、赣州、九江等重点

城市，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园区和创新基地，打造“科技特区”。

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等措施，吸引外来企业入驻，形成科技

资源的集聚效应。

五、结论

通过对江西省科技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并借鉴国内外先进

地区的经验，可以看出，江西在科技资源引进、配置与利用方面

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也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潜力。通过完善政

策体系、构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强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打

造优势产业集群以及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江西有望实现科技资源

的有效流动，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本研究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包括加强政府引导、促进跨区域科

技合作、打造科技园区、完善人才政策等，旨在为江西省提供切

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吸引外部科技资源流入，

还能够激发本地创新活力，形成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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