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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成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把

被摆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新疆

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其成为西

部大开发的重点，霍尔果斯和喀

什两大经济特区被确立并赋予引

领带动新疆经济发展的重任。霍

尔果斯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

心支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

国家发展的重点区域。中哈霍尔

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以下简称中

哈合作中心）作为我国向西开放

的重要窗口和门户，是新疆跨越

式发展的增长极和新的经济增长

点，对新疆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一、创新驱动的内涵

（一）相关理论回顾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源

泉，创新也永远不会过时。创

新的概念最早由 1912 年被美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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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

斯·熊彼特提出，熊彼特的动态

发展理论以创新概念为特色，其

理论重点突出的是技术创新。各

国学者从不同的侧重点对创新有

不同的解释，我们主要从经济增

长理论来研究，创新是推动经济

增长的一种内生化力量，其核心

是科技创新，包括科学创新和技

术创新两方面，其中科学创新属

于知识层面，是研究的新发现和

知识上的新突破，而技术创新则

属于工具层面，是新技术的发现

和新方法的采用。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各国学者开

始注重从经济学角度对创新驱动

进行研究，创新驱动型经济比较

系统的论述来自于 1990 年美国

管理学家迈克·波特，他认为一

个国家的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过

程可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及

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创新驱动

阶段中高科技和知识成为最重

摘 要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党和国家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点，是提升竞争力、转变发

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创新示范

区，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典范。本文深入分析中哈合作中心创新发展的实际情况，重点从创新人才

的引进和激励机制、创新创业平台和中介服务机构、创新政策、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议，为中哈合作中心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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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资源，通过市场化和网络

化实现科技和经济一体化，形

成产业聚集，从而推动经济的

发展 [2]。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

一种驱动力量，它对经济的贡

献比生产要素优势对经济的贡

献时限更长，又比投资驱动经

济的方式更加独立于政府的参

与。所以努力增强我国的创新

驱动能力，尤其是有带动示范

作用的经济特区的创新驱动能

力，能够充分发挥经济发展的

潜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

对创新驱动的研究主要有国家

创新驱动、区域创新驱动和产

业创新驱动。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实 质 是 一

个国家或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

体现，它充分显示了科技对经

济社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标

志 着 科 学 技 术 对 经 济 的 贡 献

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

济社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标准。由此可见，创新驱动是

基金项目 ：自治区软科学项目（201442112），基于“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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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它不

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为重要

的是通过对知识、技术、机制

和管理模式等要素的创新和布

局， 实 现 对 有 形 资 本、 劳 动

力、物质资源等要素的重新组

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形

成新的生产力。各种物质要素

经过新知识和新发明的介入和

组合，使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

和 商 业 上 得 到 迅 速 应 用 和 扩

散，创造了新的增长要素，提

高了创新能力，形成了内生性

增长。创新驱动可以在减少物

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

的快速增长，这就要以创新模

式配合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

（二）国内外相关实践

纵 观 国 内 外 新 驱 动 的 实

践，国外创新驱动研究起步比

较 早 而 且 也 相 对 成 熟， 尤 其

在科技创新导向的创新驱动方

面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值得我们

学习。美国作为世界上创新驱

动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近几

十年来，紧扣经济社会发展趋

势，超前部署创新战略，建立

高科技产业集群，引领世界经

济潮流。日本是二战后迅速崛

起 的 国 家， 但 1994 年 后， 信

息科技发展与美国差距迅速拉

大，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技

术领先地位在东亚受到挑战。

日本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缺陷

是以渐进创新为基础的“追赶

型”体制在制度结构上无法适

应新的产业革命对激进创新的

要求。我国应借鉴美国和日本的

经验教训，努力实现体制创新。

值 得 注 意 的 是，2015 年 9

月日本公布《展望日本中长期科

技创新政策——第四期科学技术

基本规划》，在强化“科技创新

立国”战略的基础上，确定了实

现日本以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三

大发展理念 , 并确定了将采取的

重要措施。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

国家有 20 个左右，它们有如下

共同特征 ：研发投入占 GDP 的

比例一般在 2% 以上 ；科技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在 70% 以上 ；对

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 30%

以下。而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为 39%，对外技术依存度

>40%，与创新型国家存在明显

差距。虽然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

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距世界最主

要创新型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国注重创新驱动发展起始

于 1996 年，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引起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2012 年党的十八大

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创新驱动

发展上升到国家宏观层面。国家

在“十三五”规划中更是把创新

放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重点强

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二、中哈合作中心创新

体系的发展现状

中哈合作中心自 2012 年正

式封关运营以来，受到党中央和

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高度关注，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和霍尔果斯

市委、政府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不断优化合作中心创新发展环

境，探索开放型创新体系，不断

加快产业聚集发展。目前，中哈

合作中心创新发展取得了一定成

就，但与发达国家的自贸区相比

还存在着一定差距 ：

（一）技术创新能力

中哈合作中心创新资源投

入（人、财、物）逐步增加，注

重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充分利用

科技援疆的政策机遇，学习内地

省市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注重

向科技创新比较成熟的内地发达

地区进行经验交流，并高薪聘请

江苏园区高技术人才。另外，其

研究开发与孵化能力、技术创新

扩散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相对

于内地发达地区仍属薄弱，而且

创新人才比较匮乏，创新项目数

较少，缺少专利技术。

（二）支撑创新能力

霍 尔 果 斯 市 气 候 温 暖 湿

润，年平均气温 8 摄氏度，气候

条件比较好，但大学生、专业技

术人才数量少，智力支撑能力不

足。近几年，国家对霍尔果斯市

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霍尔果斯

市综合建设有了很大程度的提

高 ：工业经济规模和第三产业规

模虽不如内地发达地区城市，但

也在逐步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在

逐步完善，霍尔果斯市机场在规

划中 ；城市职工的人均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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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稳步提高。

（三）制度创新能力 

党中央和自治区政府高度

重视中哈合作中心的创新发展，

为了发挥好合作中心的带头示范

作用，国家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

（包括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霍

尔果斯口岸、中哈霍尔果斯边

境合作中心、霍尔果斯经济开

发区和霍尔果斯市实行“四套班

子”“一套人马”的管理运行机

制，在运营初期会比较有利于合

作中心的发展和管理，但是随着

合作中心的发展日益完善，这种

管理运行机制的弊端将逐渐显现。

三、中哈合作中心创新

体系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人才引进和激励

机制，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

离不开创新人才，中哈合作中

心要深化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和

政策，完善技术创新人才和管

理创新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加

强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机

制，加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创新人才支持政策，清除

制约人才流动的各种制度和政

策障碍。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有

利于创新人才发挥作用的激励

机制，完善科技人员收入分配

政策，健全科技贡献与收入分

配挂钩的机制，全面调动人才

创新的积极性。

（二）创新创业平台和中介

服务机构建设，增强支撑创新

能力

霍尔果斯位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的核心支点，战略位

置十分重要，中哈合作中心要

充分运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

的战略机遇，加快发展现代商

贸业、综合物流业、文化旅游

业，积极拓展对外交流合作的

广度和深度，完善创新服务体

系，尤其是要加快“双创”平

台和中介服务机构建设，霍尔

果斯市政府应给予“双创”示

范 基 地 财 政、 税 收 等 优 惠 政

策，引导和支持合作中心加快

“双创”平台和中介服务机构建

设，全面增强合作中心的支撑

创新能力。

（三）创新管理模式，提高

制度创新能力 

加快中哈合作中心管理模

式创新，逐渐淡化政府管理，

逐步过渡到政府管理为辅、公

司管理为主的管理化模式。加

快市场化资源的引入和运作，

避免政府管理带来的效率低下

等弊端，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合

作中心产业快速发展。建议合

作中心管委会从霍尔果斯口岸

管委会中独立出来，结合实际

情况，引入最先进的企业管理

模 式， 创 新 合 作 中 心 管 理 体

制、 模 式， 改 变 目 前 多 头 管

理、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可

鼓励合作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实

际情况提出提高工作效率的整

改、落实方案，根据实施效果

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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