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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现状

作为原本高等教育资源原本匮乏的深圳近年来也积极谋划引

进国内、国际优质高效资源，2011 年以来已相继引进清华—伯

克利深圳学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工大研究生院、香

港中文大学，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众多名校入驻西丽

湖国际科教城，这些大学无一不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国际一流

高等院校，对推动深圳的产业升级及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

作用。在引进高校的选择上，深圳采取了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和

“特色”学院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在拥有“力争成为国内一流

研究型大学”的南方科技大学的同时还有以教育为依托，将教

育、产业及科技企业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研究中心如中科院深圳研

究生院、鹏城实验室等。

随着2019年8月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

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更是上升为省、部共建平台，在拥有众多高

水平大学的同时聚集了一大批国家级高水平实验室，并在“云

网”、“云脑”等重点项目有所突破。

2  日本筑波国际科学城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提倡从“贸易立国”转变为“科

技立国”的大背景下，在距东京60公里的依托大量科研机构发

挥智力集中优势开始兴建筑波学园都市，从1958年开始兴建至

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现拥有科研人员近2万名，国家级科研

院所近2万家，业已成为日本最大的科研基地与高等教育基地。

日本筑波国际科学城的成功与日本政府早期的科学规划及土地、

资金、税收，外国人就业等给予的众多优惠政策密不可分但是也

应该看到，这种强有力的政府包办形式也给园区的发展埋下了不

少隐患如：科研项目的立项、审批及经费均需要政府行政审批，

需要获得审批后才能进行后续研究，运行体系的僵化极大地制约

了园区的创新活力和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因此在借鉴的同时也

应看到其不足。

3  启示

通过对日本筑波科学城发展的分析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3.1应由政府牵头做好前期规划工作

筑波科学城在建立之初就由政府对其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规划

及明确的定位：不仅是大学、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的聚集地还

要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体现以人为本，以达到聚集人气，长期

发展的目标。建议在西丽湖科教城的规划中既要体现其是高尖端

科学技术的创新高地又要体现是国际知识技术交流的重要节点，

同时是向社会公众普及科学技术以及区域创新中心的模范高地。

3.2应由政府主导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融合交流

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应秉承深圳一贯的开放、包容的精神，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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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在上世纪 6 0 年代起日本开始了“技术立国”策略，在全国大力发展科学工业园区，筑波科学

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立的。筑波科学城内拥有筑波大学及众多的国立科研机构和民间科研机构，日本政府各部门积极促进大学和产业之间、

科学城内各研究机构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目前，筑波已拥有6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政府与市场配置及人才与配套环境的国际化上对同样

是政府主导的我国的科教城的建设有一定的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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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民营企业、新型研发组织及研究院所的积极性，更加注

重引入民间的创新主体，注重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换，同时，

政府应在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内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譬如：允

许国有创投高管持股，对于创业投资机构的税收减免政策等等，

并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灵活机动地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促

进其内部的发展力量。

3.3要充分发挥“双区”优势引进国际化人才

从对筑波科学城内的科研人员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外国学者

占其总研究人员的1/4以上，其中外国学者又有1/3来自中国，这

些外国专家学者为筑波科学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

议利用现有“双区”政策红利，积极引进国外的优秀专家学者，并

借鉴筑波科学城的政策，在留学生、外国学者的宿舍租金上面给

予一定的补助，并积极营造适度超前的城市化水平，使得外国研

究者在科学城内工作和生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国际性的文

化氛围，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国际化人才来科学城生活和工作，

也更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科研产出与发展。

3.4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

成熟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日本筑波国际科学城成功的一个

重要因素。日本筑波科学城的立法是全维度的立体式的既有专门

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法律也有针对特定区域的立法更有一些不

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

出台的《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法》、《筑波研究学园城市建设计

划大纲》及《高技术工业聚集地区开发促进法》等这些法律和制

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在产品的研发和高科技技术的成果转化及保护

等均有涉及，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直以来，深圳在保护科技创新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着力

构建与深圳发展创新匹配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并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建议在立法层面的相关保障的同时以发条或者条例的形式将科学

城的规划、建设及管理方面的内容固定下来，并对各级政府及科

研机构在高新技术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为科学城的长远健康

发展起到切实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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