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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徐杰  财联社编委、科创板日报主编
如何定义现代化的城市？地理学对城市的定义是指地处交通方便的、且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
集结合体，《辞源》则直接概括为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
我觉得，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在于多元的产业性，前者包括了工业、服务业等，而农村则是单一的农业。因此，
城市的发展首先依赖于产业的不断发展，科技则是产业发展的最大驱动力，这尤其体现在现代化的城市。
当前，小到乡镇，大到北上广深，都在增强自身的科技驱动。比如，在我国中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
湖北阳新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这样一组数据：构建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科技投入体系，确保全社
会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达到 2.5%，而这个县城 GDP 为 200 多亿元，这样的比例目标，充分说明了对
科技驱动的重视。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城市更为明显，人们最日常的衣食住行都用到了科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得到了大力应用，我们所处的城市已进入了智能时代，通过智能化，城市的运行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但是，在科技城市成为共识下，如何形成城市的差异性，如何提高城市的策源能力，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通
过科技支撑，实现更为绿色、低碳、生态的城市？
作为中国高度聚焦科创生态的科创板日报，我们的关注点从公司、行业、资本市场，延展到城市，我们联
合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发起“中国城市科创实力调研”，通过系统化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希望为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目标贡献我们的力量，我们更期待未来更多的科创领
域的实践者加入我们，协力并行。

                    陈超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馆（所）长
2021 年中国进入后疫情时代的双循环高质量发展时期，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作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国内各城市高度聚焦科技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
要素集聚，加速改善产业创新环境，塑造新的创新地理格局和城市创新生态。
我们关注科创企业发展，聚焦科创板企业数据，从城市科创研发、城市科创转化、城市科创综合环境等 3
方面构建城市科创评估体系，对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实力进行跟踪比较，分析其优势特色、核心竞争力、成
长潜力，进一步挖掘科技创新举措、经验和不足等。
本次课题研究是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与上海报业集团科创板日报的初次合作，是作为首批上
海市重点智库的研究机构与国内唯一专注科创板领域的权威媒体的首次联合发布，是智媒融合的一次崭新
探索。我们集聚各自优势资源，共同策划和制作《2021 中国城市科创实力调研》，以科创板企业数据为重
要依据，多维度数据展示中国城市科创发展情况，力求为各城市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发展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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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最优环境，而一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往往就藏在科技创新的
引领力当中。正因如此，科创板日报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一同策划、
研究，并倾力制作了【2021 中国城市科创实力调研】，希望通过分析不同城市的科
创能力与水平，为未来科创产业的创新、变革营造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在历时 3 个
月多的合作中，双方团队通力合作，为本次报告的初期策划、研究方向、数据分析
和传播推广等方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在此我们表示感谢：
首先，感谢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在参考丰富的文献资料后，从多维度
入手，制定科学的指标评价体系及检索策略，并进一步开展严谨的数据抓取，保证
研究分析的全面、客观。诚挚鸣谢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陈超馆
（所）长提供的指导，感谢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杨荣斌主任、林鹤副
主任进行指导，曹磊、祝毓、杜渐、张耘、温一村等课题组成员进行各项研究工作，
以及上海大学实习生涂欣楠、柴孜玉协助进行大量数据采集与整理工作。
科创板日报作为一级市场及科创板报道权威媒体，诞生于科创，与科创共生，也持
续关注着“城市”这一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在此，感谢财联社编委、科创板日报
主编徐杰先生在文字内容方面提供的支持，感谢科创板日报助理总经理刘荦女士及
科创板日报【2021 中国城市科创实力调研】项目负责人闫玉茜女士及其团队在项目
统筹、运营协调方面的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科创板上市企业数据支持方星矿数据提供的全面支持。
最后感谢所有参与本次项目的工作人员，在报告呈现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摘要

北京、上海、深圳稳居科创领军地位，湖州、赣州、芜湖科创实力不容小觑

本报告汇集专利与论文数据、科创板企业数据、城市综合数据，从城市科创研发、城市科创转化、城市科创综合环境等
3 方面构建城市科创评估体系，对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实力进行跟踪比较。
按照 54 城市三类一级指标评价得分所处分值较集聚区间，大致划分领军城市、先锋城市、潜力城市、跟随城市不同水平。

值得注意的城市有以下几类：
1. 北京、上海、深圳位列前 3 强，大部分一级指标得分都较高；苏州、杭州、广州、天津、武汉等城市紧随其后。
2. 合肥、无锡、湖州、赣州、芜湖等城市科创研发能力、科创转化能力以及科创综合环境都较强，属于亮点城市。
3. 从城市地区分布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较多城市的科创实力较强，其创新人才资源集聚水平、创新创业投入规模 
     和强度、知识创造的广度和深度、技术成果传播和扩散效应、对国内乃至国际的创新辐射均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

• 54 个城市中，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科创实力评分达到或超过一线或新一线城市中位数，处于领军地位。其中，北京、上海、
深圳是城市科创实力评分前 3 强；合肥是城市科创实力评分最高的二线城市，排名第 9 位。

• 排名第 11-28 位的城市，大多为新一线或二线城市，城市科创实力评分达到或超过二线城市中位数，处于先锋地位。其中，
湖州是城市科创实力评分最高的三线城市，赣州、芜湖的城市科创实力评分也较高。

• 排名第 29-41 位的城市，大多为二线或三线城市，城市科创实力评分达到或超过三线城市中位数，处于潜力地位。

北京、上海、深圳稳居科创领军地位，湖州、赣州、芜湖科创实力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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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深圳稳居科创领军地位，湖州、赣州、芜湖科创实力不容小觑

研究方法
本次报告选择全国科创板企业所在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科学原则、客观原则、全面原则、
精炼原则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城市科创综合
能力等 3 个方面设置具体指标，采用线性综合评价模型、直线型无量钢化、均值法等方法
进行数据处理与指标评价，形成对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实力的比较分析。

• 在城市科创研发能力方面，北京、深圳、上海位列前 3 强。
• 大部分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属于领军地位，例如广州、青岛、武汉、杭州、南京等；无锡、合肥、赣州、

湖州也处于第一梯队，属于科创研发能力亮点城市。
• 处于第二梯队的多为新一线或二线城市，如天津、成都、苏州、宁波、厦门等。

科创研发能力亮点城市：无锡、合肥、赣州、湖州

• 在城市科创转化能力方面，北京、上海、苏州位列前 3 强，深圳、杭州紧随其后。
• 大部分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属于领军城市地位，例如广州、天津、成都、武汉等；无锡、常州、合肥、

烟台和湖州也处于第一梯队，属于科创转化能力亮点城市。
• 长沙、西安、沈阳、青岛、南京、东莞、哈尔滨、济南、厦门等处于第二梯队；赣州也处于第二梯队，属于科创转化

能力亮点城市。

科创转化能力亮点城市：无锡、常州、合肥、烟台、湖州、赣州

• 在城市科创综合能力方面，北京、深圳、上海、杭州位列前 4 强，武汉、广州、天津、苏州等紧随其后。
• 合肥、芜湖是得分较高的二线或三线城市，属于科创综合能力亮点城市。
• 相对来说，沈阳、东莞是得分最低的新一线城市，在城市科创环境领域尚有差距。

科创综合能力亮点城市：合肥、芜湖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上海报业集团 | 科创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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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深圳稳居科创领军地位，湖州、赣州、芜湖科创实力不容小觑

当前，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城市竞争力和国家实力最关键
的体现。中国已进入加快创新的攻坚阶段，众多城市提出
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战略，高度聚焦科技创新，在集
聚科技创新资源、加速科技创新转化、培育科技创新环境、
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等方面采取措施，不断改善产业创新
环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积极参与区域协同创
新，发挥不同城市间要素价值的比较优势，塑造新的创新
地理格局和城市创新生态。

1.1 科创城市孕育科创企业发展

2019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推动科创板开板，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为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
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服务。这是扶持科创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针
对创新企业的特点，在资产、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加强适当性管理，
通过发行、交易、退市、投资者适当性、证券公司资本约束等新制度以及引入
中长期资金等配套措施，强化市场功能，增强市场包容性。截至 2021 年 7 月
22 日，科创板上市公司已达 313 家，总市值将近 5 万亿元，平均市盈率 74.47 倍。
科创板公司集中于重点支持的六大产业领域，将近 35% 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领
域，生物医药领域和高端装备领域分别占比 20% 左右，新材料领域 10% 左右、
节能环保领域 8%、新能源领域 4%。
科创板企业是中国正在发展中的科创企业代表，是推动城市科技创新的重要动
力。聚焦科创板企业，瞩目科创板企业集聚的城市，关注这些具有成长潜力、
各具发展特色的科创型城市，探寻其在资源集聚、成果转化、环境改善等方面
的政策措施，有助于从其借鉴而加速推动科创企业孕育、技术变革以及产业升级。

313家
科创板上市公司

74.47倍
平均市盈率

5万亿元
总市值将近

新一代信息 技术领域

35%

生物医药 领域

20%

新材料 领域

10%

节能环保 领域

8%

高端装备 领域

20%

新能源 领域

4%

科创板公司集中于重点支持的六大产业领域：

城市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集聚各类科技创新要
素，推动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科创企业是
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将科技成果集成应用并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关键环节，在城市科创功能体系中获得各类要素资
源，孕育、驱动其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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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选择全国科创板企业所在城市为研究对象，关注
科创型城市培育科创企业发展现状。根据相关数据，截至
2021 年 3 月，去除国外注册情况，中国科创板企业按照
国内注册城市如下分布在 54 个城市。

本报告从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城市科
创综合能力等 3 个方面设置一级指标，选取 24 个二级指
标组成指标体系，对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实力进行分析比较。
其中，城市科创研发能力领域，参考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联合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
评价》报告，制定检索策略，对 PCT 专利、学术论文、科
研机构、科学家等进行检索与评价，探寻城市科创策源实
力；城市科创转化能力领域，参考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上海报业集团星矿数据

表 1 - 中国城市科创实力指标评价体系

1.2 中国城市科创实力比较

1 北京
2 上海
3 苏州
4 深圳
5 杭州
6 合肥
7 成都
8 广州
9 东莞
10 无锡
11 武汉
12 济南
13 南京
14 天津
15 长沙
16 常州
17 佛山
18 福州

19 湖州
20 南通
21 青岛
22 西安
23 宁波
24 龙岩
25 梅州
26 厦门
27 台州
28 泰州
29 镇江
30 株洲
31 安阳
32 大连
33 德州
34 赣州
35 哈尔滨
36 海口

37 鹤壁
38 惠州
39 济宁
40 嘉兴
41 锦州
42 连云港
43 洛阳
44 南昌
45 清远
46 沈阳
47 芜湖
48 烟台
49 延安
50 扬州
51 宜春
52 益阳
53 长春
54 淄博

序号          城市 序号          城市 序号          城市

指标体系、城市高成长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指数等，对科创
板企业进行数据抓取，根据企业经营、技术与专利等情况，
评估城市科创产业化水平；城市科创综合能力领域，参考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标体系、瑞士国际管理学院世
界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中国区域科
技创新评价、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中国科创城市
报告、国家区域科技进步评价指标体系等，评估城市科创
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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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综合评价法、指标无量纲化、均值法
等方法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计算，
得到每个城市在 0-10 区间内的评分。同
时，根据第一财经“2021 城市商业魅力
排行榜”对 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城市
级别分类，获得不同级别城市科创实力评
分中位数。汇总各城市得分在不同级别间
的分布情况，按照其各类指标评价得分所
处分值较集聚区间，大致划分领军城市、
先锋城市、潜力城市、追随城市水平。

54 个城市中，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科创实
力评分达到或超过一线或新一线城市中位
数，处于领军城市地位。
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是城市科创实力
评分前 3 强，得分高于 4；合肥是城市科
创实力评分最高的二线城市，排名第 9 位。
排名第 11-28 位的城市，大多为新一线或
二线城市，城市科创实力评分达到或超过
二线城市中位数，处于先锋城市地位。其
中，湖州是城市科创实力评分最高的三线
城市，赣州、芜湖的城市科创实力评分也
较高；佛山、沈阳是城市科创实力评分较
低的新一线城市，排名在 20 位之外。
排名第 29-41 位的城市，大多为二线或
三线城市，城市科创实力评分达到或超过
三线城市中位数，处于潜力城市地位。其
中，台州是城市科创实力评分最低的二线
城市。其余城市低于三线城市中位数，大
多为三线或四线城市，处于追随城市地位。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表 2 - 中国城市科创实力指标评价体系

城市科创研发能力

PCT 专利申请数量
PCT 专利申请增长率

学术论文数量
学术论文 3 年 CAGR

高质量专利占比
高质量论文占比

领先研发机构数量
领先学术机构数量
高被引科学家数量

城市科创转化能力

科创板企业数量
企业营业收入

企业研发人员占比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企业授权专利数量
企业核心技术数量

企业商标数量
企业控股公司城市分布情况

城市科创综合能力

研发人员占地区人口比重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财政科技拨款占政府支出比重
国家级众创空间数量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研发与转化平台数量

媒体评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上海报业集团 | 科创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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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项指标评价得分观察来看，值得注意的城市有以下几类：
1. 北京、上海、深圳位列前 3 强，大部分一级指标得分都较高；苏州、杭州、广州、天津、武汉等城市紧随其后。
2. 合肥、无锡、湖州、赣州、芜湖等城市科创研发能力、科创转化能力以及科创综合环境都较强，属于亮点城市。
3. 从城市地区分布来看，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较多城市的科创实力较强，其创新人才资源集聚水平、创新创业投入规模和强度、

知识创造的广度和深度、技术成果传播和扩散效应、对国内乃至国际的创新辐射均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城
市科创实力较弱，地区差别明显。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表 3 - 中国城市科创实力分布

领军城市

先锋城市

潜力城市

追随城市

得分≥ 2.34

1.47 ≤得分 <2.34

1.13 ≤得分 <1.47

得分 <1.13

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杭州、广州、天津、武汉、合肥、青岛

南京、成都、无锡、西安、宁波、湖州、长沙、厦门、济南、东莞、
大连、赣州、佛山、常州、沈阳、芜湖、哈尔滨、烟台

南昌、福州、嘉兴、惠州、南通、镇江、长春、台州、德州、
连云港、扬州、益阳、洛阳

株洲、海口、淄博、泰州、清远、鹤壁、济宁、龙岩、安阳、
宜春、梅州、延安、锦州

所处水平 得分区间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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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发展现状分析
专利与学术论文的数量、增速、质量是衡量城市科创研发
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本报告专利数据采用 PCT 专利申
请数量，学术论文数据采用 SCI、ESI 学术论文数量，衡
量论文质量采用的是高被引论文占学术论文数量比重，衡
量专利质量采用的是合享价值度星级 8 及以上的专利数量
在 PCT 专利申请数量中的占比。这里的合享价值度星级是
专利分析行业经常使用技术稳定性、技术先进性、保护范
围层面等技术指标对专利进行的 1-10 区间评分，分数越
高则专利价值越高，一般合享价值度星级 8 以上专利即认
定为高质量专利。
项目组制定检索策略，对专利与学术论文进行检索，并根
据 2020 年公开 PCT 专利、ESI 高质量论文、科睿唯安《2020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等情况，对全球 PCT 专利数量排名前
500 领先研发机构、论文数量排名前 500 领先学术机构、
6000 多名高被引科学家进行城市映射，评估各城市科创
研发能力，重点关注其得分在城市级别之上的具有一定发
展潜力的城市。
从 PCT 专利申请情况来看，整体呈现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PCT 专利申请量平稳、二三线重点城市 PCT 专利申请量
突飞猛进、东部与中部重点城市 PCT 专利申请量增长超过

全国其他地区的态势。其中，前几名的 PCT 申请量数量相
差较大，首位深圳 PCT 申请量遥遥领先国内其他城市，约
是北京的 2.5 倍，是上海的近 6 倍；排名第 2 位的北京是
排名第 3 位的将近 2 倍；东莞和上海紧随其后。此外，常州、
合肥、惠州是值得关注的专利申请规模较大的二线城市；
南京的 PCT 规模与增长率皆在前 10 位，在拥有一定基数
规模的基础上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三线城市赣州、湖州、
芜湖的专利增长率分别排名第 1、第 3 和第 14，但其专利
申请数量规模分别排名第 33、第 38 和第 41，属于规模相
对较小、增长速度较快的城市。
从学术论文情况来看，科创板所在城市的学术生产力主要
集中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从地域分布来看，长三角的表
现最为突出。首位北京 2020 年学术论文数量遥遥领先国
内其他城市，是上海的 2 倍多；排名第 2 位的上海 2020
年学术论文数量 55035 篇，是排名第 3 位的 2.5 倍；其后
是南京、杭州、广州、天津，学术论文数量皆在 2 万多篇。
此外，值得关注的二三线城市有济南、长春、合肥、镇江、
扬州，学术论文数量排名较前；无锡的 2018-2020 年学术
论文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50%，是增长率最高的城市，与
青岛、深圳等城市都属于既拥有一定学术论文规模又拥有
较高增长速度的城市，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2021中国城市科创实力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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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质量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合肥、宁波、无锡的高价
值专利数据及其占比皆属于前列水平，是高价值专利集聚的区域。其中，深圳、
北京、东莞、上海基本处于高价值专利前 4 强的稳定地位。特别是深圳和北京，
高价值专利数量是排名第 3 或第 4 位城市的 3 倍左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
但相对于 PCT 专利申请总量来看，深圳与北京之间高价值专利的数量差距明
显缩小，深圳的高价值专利为北京的 1.7 倍左右。合肥的高质量专利占比超过
50%，位列首位。
在论文质量方面，北京、上海、武汉是高被引论文数量前 3 强城市，特别是北
京的高被引论文数量超过上海与武汉的总和，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除了一线
或新一线城市，合肥、镇江是值得关注的二三线城市，高被引论文数量较多。
同时，武汉、长沙、青岛、深圳、宁波、南京、厦门、杭州等一线或新一线城
市既拥有一定高被引论文数量规模，又拥有一定占比规模；而湖州、延安、锦
州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少，其高被引论文数量虽然较少但在较低基数学术论文中
的占比相对较高。
在全球领先研发机构、领先学术机构、高被引科学家方面，54 个城市共拥有
76 家全球领先研发机构、95 家全球领先学术机构、687 名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主要分布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大多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城市。
其中，深圳拥有 21 家全球领先研发机构、3 家全球领先学术机构、HCR 高被
引科学家 10 人，位列领先研发机构数量首位；北京拥有 19 家全球领先研发机构、
16 家全球领先学术机构、200 多名 HCR 高被引科学家，位列领先学术机构和
高被引科学家数量首位；上海拥有 4 家全球领先研发机构、9 家全球领先学术
机构、67 名 HCR 高被引科学家，分别位列第 4、第 3、第 2。此外，值得关注
的是，合肥是 HCR 高被引科学家数量最多的二线城市。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和部
分新一线城市没有全球领先研发机构、领先学术机构或高被引科学家，说明其
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上海报业集团 | 科创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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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 54 个城市的科创研发能力，北京、深圳、上海位列前 3 强，得分超过 1，其他城市该项一级指标得分皆低于 1。

大部分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属
于领军城市地位；二线城市无锡、合肥和三
线城市赣州、湖州也处于第一梯队，属于科
创研发能力亮点城市。

处于第二梯队的多为新一线或二线城市。处
于第三梯队和第四梯队的多为三四线城市，
部分新一线或二线城市如沈阳、南通、哈尔
滨的得分较低。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表 4 - 各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分布

领军城市

先锋城市

潜力城市

追随城市

城市科创
研发能力

评分≥ 0.64

0.49 ≤评分 <0.64

0.39 ≤评分 <0.49

评分 <0.39

所处水平一级指标 得分区间
北京、深圳、上海、青岛、赣州、广州、武汉、杭州、

南京、湖州、无锡、合肥、长沙
东莞、台州、天津、成都、镇江、厦门、常州、苏州、济南、

嘉兴、宁波、芜湖、佛山、宜春
洛阳、南昌、福州、海口、株洲、西安、烟台、连云港、

长春、扬州、梅州、惠州、淄博、大连、济宁、安阳

延安、沈阳、南通、台州、龙岩、哈尔滨、锦州

城市

2021中国城市科创实力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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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发展现状分析
科创企业营业收入、专利、核心技术、商标等都是体现城
市科创转化的重要指标，反应了城市科技创新转化的能力
和水平。项目组汇集科创板企业数据，评估与重点关注正
在成长中或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科创型城市。
在科创板企业数量方面，截至 2021 年 7 月，54 个城市共
有 309 家科创板企业。前 6 强城市拥有科创板企业数量都
超过 10 家。其中，上海与北京科创板企业皆超过 40 家。
合肥、无锡、湖州是科创板企业数量较多的二三线城市，
值得关注。
在企业营业收入方面，根据科创板企业 2020 年年报数据，
54 个城市科创板企业营业总收入中位数 18.45 亿元。排
名前 8 强城市 2020 年科创板企业营业收入皆超过 130 亿
元。排名前 12 强的城市中包括 6 个长三角城市；其中常州、
合肥、湖州是科创板企业营业收入较多的二三线城市，显
示长三角地区城市的较强实力。
在企业研发人员占比方面，根据科创板企业 2020 年年报
数据，54 个城市科创板企业 2020 年研发人员占比均值为
23.73%。排名前 12 位的城市大多为一线、新一线或二线
城市。烟台、哈尔滨、沈阳、无锡是科创板企业研发人员
占比较高的城市，2020 年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35%。此外，
赣州、济宁是科创板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较高的三线城市。
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方面，根据科创板企业 2020 年
年报数据，54 个城市科创板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均值
为 8.54%。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大多为一线、新一线或二
线企业。其中，天津以超过 40% 的科创板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强度位居首位，远高于大多数城市。值得注意的是，
哈尔滨、长春、烟台、大连等是进入科创板企业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前 10 之列的二线城市；赣州、扬州、德州、
安阳等三线与四线城市进入前 20 位之列。特别是赣州，
2020 年科创板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33.21%，仅次
于天津，高强度的研发经费投入比重将带来更多科创产出，
今后几年的发展潜力有待关注。
在企业授权专利情况方面，54 个城市 2020 年科创板企业
所有类型专利授权总数 18816 件，城市中位数 91 件。排
名前 12 位的城市主要是一线、新一线或二线城市，其中
北京、深圳、苏州为前 3 强城市。广州、杭州、上海的授
权专利数量和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皆在前 12 强之列，科创

投入与产出形成较强正相关。此外，合肥、济南、无锡、
湖州、安阳是企业授权专利数量较高的二线、三线或四线
城市。
在企业核心技术情况方面，54 个城市 2020 年科创板企业
核心技术总数 3861 个，城市中位数 28 个。排名前 10 位
的城市主要是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其中北京、上海、苏州
为前 3 强城市。北京、上海、苏州、杭州、成都、广州的
企业核心技术数量和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皆在前 20 强之列，
科创投入与产出形成较强正相关。此外，合肥、湖州是科
创板企业核心技术数量较多的二三线城市，分别排名第 6、
第 17 位。
在企业商标方面，54 个城市 2020 年科创板企业商标总数
3326 个，城市中位数 9 个。排名前 11 位的城市主要是
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常州、无锡、湖州、锦州是科创板企
业注册商标较多的二线、三线或四线城市，特别是常州，
2020 年企业商标数量 532 个，超过北京、苏州、上海、
深圳等一线或新一线城市，位列首位。有 14 个城市科创
板企业核心技术数量为零。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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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科创板企业控股公司情况，54 个城市 2020 年科创板
企业控股公司总数 281 个，分布于 15 个城市。其中，苏
州以 70 个控股公司数量位列首位；湖州 57 个紧随其后，
是控股公司数量最多的三线城市；北京与上海皆为 39 个；
西安、杭州、南通在 10 个以上；连云港、南京、合肥、深圳、
宜春为 5 个以上，其余城市 1-3 个。可以看到，控股公司
所在城市的区域分布相对集中，较集中于长三角地区。此
外，从控股公司关联情况，关注其城市分布情况，探寻城
市关联程度。可以看到，北京、上海、苏州是关联程度最
密集的前 3 强城市，杭州、湖州、南京、成都、西安、合肥、
广州、天津、深圳等也是关联度较多的城市，充分显示出
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外向型关联发展。

总体来看 54 个城市的科创转化能力，北京、上海、苏州
位列前 3 强，得分超过 1.5；深圳、杭州紧随其后，得分
超过 1；其他城市该项一级指标得分皆低于 1。大部分一
线或新一线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属于领军城市地位；二线
城市无锡、常州、合肥、烟台和三线城市湖州也处于第一
梯队，属于科创转化能力亮点城市，特别是湖州排名第 6
位，值得关注。处于第二梯队的多为新一线或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赣州也处于第二梯队，属于科创转化能力亮点城
市。处于第三梯队的多为二三线城市。处于第四梯队的多
为三四线城市，宁波、嘉兴、佛山、台州是得分较低的新
一线或二线城市。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表 5 - 各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分布

领军城市

先锋城市

潜力城市

追随城市

城市科创
转化能力

评分≥ 0.51

0.30 ≤评分 <0.51

0.18 ≤评分 <0.30

评分 <0.18

所处水平一级指标 得分区间
北京、上海、苏州、深圳、杭州、湖州、广州、天津、

无锡、常州、成都、合肥、烟台、武汉
长沙、哈尔滨、赣州、济南、西安、沈阳、青岛、南京、 

东莞、厦门、惠州
南昌、南通、福州、大连、安阳、长春、连云港、宁波、

济宁、锦州、泰州、扬州、梅州、嘉兴、芜湖、淄博
台州、海口、鹤壁、德州、佛山、延安、株洲、镇江、 

龙岩、清远、益阳、宜春、洛阳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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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科创综合能力主要是评估地区科技创新环境，包括研
发人才、研发投入、载体平台等因素，是创新活动能够进
行的重要支撑，是拉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
而对于地区政府科技创新政策和公众关注程度的评估是一
个难点，也是众多城市科创能力研究中较缺失的领域。本
次研究尝试引入媒体评价，借助媒体对于政府科创政策或
措施的报道情况，评估地区政府以及公众对于科技创新的
关注程度。
在城市研发人员占地区人口比重方面，根据《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与科技统计年鉴数据，54 个
城市研发人员占地区人口比重均值 1.02%。排名前 9 位的
城市为深圳、北京、厦门、杭州、宁波、东莞、广州、苏州、
长沙。此外，厦门、湖州是城市研发人员占比最高的二线
与三线城市，值得关注。
在城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方面，54 个城市 R&D 经费占地
区 GDP 比重均值为 3.14%。排名前 4 位的城市为北京、
深圳、西安、上海。其中，北京与深圳的研发人员比重与
研发投入强度均占据 54 城市第 1 和第 2；西安的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排名第 3，超过上海。此外，合肥、芜湖是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最高的二三线城市，值得关注。
在 城 市 地 区 财 政 科 技 拨 款 占 地 区 政 府 支 出 比 重 方 面，
54 个城市地区财政科技拨款占地区政府支出比重均值为
5.36%。排名前 9 位的城市为深圳、合肥、佛山、芜湖、广州、
苏州、武汉、杭州、宁波。其中，深圳占比超过 12%，位
列首位；佛山是财政科技拨款占政府支出比重最高的新一
线城市，排名第 3 位；合肥与芜湖两个二三线城市，在众
多一线或新一线城市中脱颖而出，分别排名第 2 和第 4，
充分显示当地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
在国家级众创空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研发与转化
平台方面，根据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发布的众
创空间名单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名单、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54 个城市当前共有国家
级众创空间 1360 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627 个、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10 个。总体
来看，54 个城市中，国家级众创空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研发与转化平台数量皆在前 20 强的城市有北京、
杭州、宁波、上海、天津、武汉、广州、苏州、大连、青岛、
南京、成都、西安、合肥，多为地区性资源较集中的直辖
市或省会城市。此外，厦门、济宁是拥有国家级众创空间
数量较多的二三线城市，常州、洛阳是拥有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数量较多的二三线城市，长春、大连、哈尔滨、
南昌是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数量较多的二线城市。

在媒体评价方面，2019 年 54 城市新华网科创相关主题
新闻报道 9004 条，城市中位数 87 条；2020 年 54 城市
10930 条，城市中位数 169 条，呈现快速增长状态。从增
长率来看，三四线城市的增速远大于一线或新一线城市。
排名前 9 位的城市为天津、南京、北京、广州、上海、成
都、武汉、青岛、宁波。综合来看，科创领域新闻报道数
量较多的城市关注的主题与其地区特色密切相关。例如作
为首都的北京，有较多国家层面的科创政策报道；作为经
济金融中心的上海，有大量科创板、科创金融主题的新闻
报道；作为高新企业集聚地的深圳，较为关注人才引进和
前沿信息技术，以及临近香港的特殊优势；天津、广州、
宁波等城市凸显地区一体化特色；企业数量较少的成都、
青岛，较关注吸引高新企业进驻。此外，新闻报道也体现
了时效性，例如成都 2019 年有大量关于成都创交会的报
道，武汉 2020 年有较多关于企业在疫情后复苏、抗疫中
涌现的科技创新的报道。相比较而言，科创领域新闻报道
数量较少的城市大多是三四线城市，例如惠州、台州等，
关注的主题主要是省级科创政策，而与该城市相关的较少；
产业方面更关注传统产业转移、改革和升级，而非高新产
业，同时较关注农业、基建等领域；此外还有部分地区特色，
例如东北地区的改革重组、福建省的医疗改革、沿海地区
的对外开放；在时效性方面则较多集中体现了扶贫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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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 54 个城市的科创综合能力，北京、深圳、上海、杭州位列前 4 强，得分超过 1.6；武汉、广州、天津、苏州等
紧随其后。

大部分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处于第一梯队，属于领
军城市地位。第二梯队多为新一线或二线城市，
合肥、芜湖也处于这一层次，是得分较高的二线
或三线城市，分别排名第 13、第 19 位，值得关注，
属于科创综合能力亮点城市。

相对来说，沈阳、东莞是得分最低的新一线城市，
在城市科创环境领域尚有差距。处于第三梯队
的多为二三线城市。处于第四梯队的多为三四
线城市，台州是得分较低的二线城市。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表 6  - 城市科创综合能力分布

领军城市

先锋城市

潜力城市

追随城市

城市科创
综合能力

评分≥ 1.31

0.69 ≤评分 <1.31

0.43 ≤评分 <0.69

评分 <0.43

所处水平一级指标 得分区间
北京、深圳、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天津、苏州、宁波

南京、青岛、西安、合肥、成都、厦门、佛山、大连、长沙、
芜湖、无锡、济南、沈阳、东莞、福州、嘉兴、南昌

哈尔滨、湖州、南通、惠州、洛阳、镇江、烟台、长春、
株洲、扬州、连云港、常州、淄博

赣州、海口、泰州、台州、德州、龙岩、济宁、益阳、清远、
宜春、鹤壁、安阳、西安、锦州、梅州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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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城市案例研究
5.1  深圳城市科创实力研究
5.2  苏州城市科创实力研究
5.3  合肥城市科创实力研究



在第一财经“2021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深圳为一线城市。根据指标体系评分，深圳市的城市科创实力得分为 4.36，
在 54 个科创板企业所在城市评分中排名第 3 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处于领军城市地位，其城市科创研发能力、科创转
化能力以及科创综合能力都非常强。

深圳是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一，集聚各类科技创新
要素。PCT 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将近 1.6 万件，是唯一一个
PCT 专利申请数量超万件的城市，位列 54 城市之首。价
值度星级 8 及以上高质量专利数量将近 4000 件，是高质
量专利数量超千件的唯二城市之一，位列 54 城市之首。
在学术论文方面，2020 年深圳市 SCI、ESI 学术论文数量
将近 7000 篇，高被引论文数量将近 150 篇；高质量论文
占比 1.99%，在一线城市该项指标中排名首位。
在研发资源方面，2020 年深圳市拥有全球领先科技研发
机构 21 家、全球领先学术机构 3 家、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10 人，其领先科技研发机构拥有量位列 54 城市之首。
在科创企业方面，深圳市是珠三角地区科创企业的集聚城
市。截至 2021 年 7 月，深圳拥有 26 家科创板企业，仅
次于上海、北京和苏州，高度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26 家科创板企业 2020 年营业收
入将近 540 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拥有研发人员超过
9000 人，研发人员占比接近 25%。26 家科创板企业研发
支出超过 30 亿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企业研发经费投
入强度 5.85%。企业所有类型授权专利数量超过 2000 件，
仅次于北京。企业核心技术数量超过 350 个，仅次于北京、
上海和苏州。企业商标数量超过 350 个，仅次于常州、北
京、苏州和上海。

5.1  深圳城市科创实力研究

在城市综合环境方面，深圳城市研发人员将近 40 万人，
占地区人口比重将近 3%，是占比超过 2% 的唯二城市之一，
位居 54 城市之首；城市 R&D 经费支出超过 1300 亿元，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近 5%，仅次于北京。同时，城市财
政科技拨款占政府支出比重超过 12%，位居 54 城市之首，
充分显示其当地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
在城市科创载体方面，深圳市拥有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与国
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86 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35 个，
在 54 城市中皆排名第 4 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 个。
在媒体对于深圳市科创的关注度方面，2019 年新华网城
市科创相关主题新闻报道深圳市超过 400 条、2020 年超
过 200 条，排名第 23 位。其主题较多集中于城市科创政
策与制度创新、智慧城市建设、科创中心建设与区域合作、
科创人才建设与研发投入发展、科创企业技术及产品、金
融科创监管、科创主题会展与论坛等众多领域。
总体来看，深圳市城市科创研发能力与城市科创综合能力
得分分别为 1.24 和 1.69，在 54 城市中皆排名第 2 位，仅
次于北京；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得分 1.43，在 54 城市中排
名第 4 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苏州。所有一级指标得分
及总分皆处于领军城市地位。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表 7 - 深圳市各级指标得分及其排名与所处水平

城市科创实力总得分
城市科创研发能力
城市科创转化能力
城市科创综合能力

领军城市
领军城市
领军城市
领军城市

4.36
1.24
1.43
1.69

3
2
4
2

指标 得分 排名 城市

2021中国城市科创实力调研

24



深圳市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得分

PCT 专利 
PCT 专利申请数量将近 1.6 万件； 
高质量专利数量将近 4000 件； 
位列 54 城市之首 

得分：1.24
排名：2/54

科研机构和人员 
拥有全球领先科技研发机构 21 家； 
位列 54 城市之首； 
全球领先学术机构 3 家，排名第 9；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10 人，排名第 16

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数量将近 7000 篇，排名第 15； 
高被引论文数量将近 150 篇，排名第 13； 
高质量论文占比 1.99%，排名第 12

1.99%

深圳市各级指标得分及其排名与所处水平

深圳市

城市总科创实力：领军城市 城市科创转化能力：领军城市

城市科创综合能力：领军城市城市科创研发能力：领军城市

得分：4.36 
排名：3

得分：1.43 
排名：4

得分：1.69 
排名：2

得分：1.24 
排名：2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上海报业集团 | 科创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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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科创综合能力得分

研发人员
将近 40 万人，占地区人口比重将近 3%， 
位居 54 城市之首

科创空间
拥有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与国家专业化
众创空间 86 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35 个， 
在 54 城市中皆排名第 4 位；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1 个

得分：1.69
排名：2/54

城市 R&D 经费支出超过
1300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将近 5%，排名第 2

5%

城市财政科技拨款占政府
支出比重超过 12%， 
位居 54 城市之首

12%

新华网城市科创相关主题
新闻报道超过 200 条，排
名第 23

200+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深圳市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得分

 
科创板企业数量排名第 4； 
科创板企业营业收入将近 540 亿元， 
排名第 3

科创板企业所有类型授权专利数量超
2000 件，排名第 2； 
科创板企业核心技术数量超过 350 个， 
排名第 4

科创板企业商标数量超过 350 个，排
名第 4； 
科创板企业控股公司 5 家，排名第 11

得分：1.43
排名：4/54

科创板企业研发人员超 9000 人， 
研发人员占比将近 25%，排名第 16； 
科创板企业研发支出超 30 亿，排名第 3； 
科创板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5.85%，
排名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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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财经“2021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苏州为新一线城市。根据指标体系评分，苏州市的城市科创实力得分为 3.67，
在 54 个科创板企业所在城市评分中排名第 4 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处于领军城市地位，其科创转化能力与科创
综合能力非常强。

苏州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一。PCT 国际专利申请
数量超过 2000 件，在 54 城市中排名第 5 位，在新一线城
市中仅次于东莞，增长率将近 60%。价值度星级 8 及以上
高质量专利数量 400 多件，高质量专利占比超过 20%，
在新一线城该项指标排名中处于相对较弱的水平。
在学术论文方面，2020 年苏州市 SCI、ESI 学术论文数量
将近 4000 篇，高被引论文数量 60 多篇，高质量论文占比
1.54%，排名皆在第 20-30 位区间，在新一线城该项指标
排名中处于相对偏弱的水平。
在研发资源方面，2020 年苏州市拥有全球领先科技研发
机构 2 家，排名第 5 位；全球领先学术机构 1 家，排名第
6 位；拥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19 人，排名第 16 位。
在科创企业方面，苏州是长三角地区科创企业的集聚城市
之一。截至 2021 年 7 月，苏州拥有 33 家科创板企业，仅
次于上海和北京，主要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新材料、生物等产业领域。33 家科创板企业 2020
年营业收入超过 260 亿元，排名第 6 位；拥有研发人员将
近 8000 人，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20%。33 家科创板企业研
发支出超过 25 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深圳；企业研
发经费投入强度 9.74%。企业所有类型授权专利数量将近
2000 件，企业核心技术数量超过 400 个，企业商标数量
超过 400 个，皆排名第 3 位。企业控股公司 70 家，位列
54 城市之首。

5.2 苏州城市科创实力研究

在城市综合环境方面，苏州城市研发人员将近 16 万人，
占地区人口比重将近 1.5%，排名第 8 位；城市 R&D 经费
支出超过 700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将近 4%，排名第
5 位。同时，城市财政科技拨款占政府支出比重超过 8%，
排名第 6 位。
在城市科创载体方面，苏州市拥有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与国
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48 个，排名第 10 位；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 29 个，排名第 7 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 个，排名第 6 位。
在媒体对于苏州市科创的关注度方面，2019 年新华网城
市科创相关主题新闻报道苏州市超过 300 条、2020 年超
过 250 条，排名第 21 位。其主题较多集中于工业园区科
创发展、营商环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金融科创监管、
科创企业技术与活动、科创人才建设等领域。
总体来看，苏州市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得分 1.81，在 54 城
市中排名第 3 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城市科创综合能力
得分 1.33，在 54 城市中排名第 8 位。两个一级指标得分
皆处于领军城市地位。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得分 0.53，在
54 城市中排名第 25 位，处于先锋城市地位。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表 8 - 苏州市各级指标得分及其排名与所处水平

城市科创实力总得分
城市科创研发能力
城市科创转化能力
城市科创综合能力

领军城市
先锋城市
领军城市
领军城市

3.67
0.53
1.81
1.33

4
25
3
8

指标 得分 排名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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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得分

PCT 专利 
PCT 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2000 件， 
排名第 5； 
高质量专利数量 400 多件，排名第 7； 
高质量专利占比超过 20%，排名第 26 

得分：0.53
排名：25/54

科研机构和人员 
拥有全球领先科技研发机构 2 家； 
排名第 6； 
全球领先学术机构 1 家，排名第 6；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19 人，排名第 16

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数量将近 4000 篇，排名第 21； 
高被引论文数量 60 多篇，排名第 20； 
高质量论文占比 1.54%，排名第 26

>20%

1.54%

苏州市各级指标得分及其排名与所处水平

苏州市

城市总科创实力：领军城市 城市科创转化能力：领军城市

城市科创综合能力：领军城市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先锋城市

得分：3.67 
排名：4

得分：1.81 
排名：3

得分：1.33 
排名：8

得分：0.53 
排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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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城市科创综合能力得分

研发人员
将近 16 万人，占地区人口比重将近
1.5%，排名第 8 

科创空间
拥有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与国家专业化
众创空间 48 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29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 个，排名皆入前
10 之列

得分：1.33
排名：8/54

城市 R&D 经费支出超过
700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将近 4%，排名第 5

4%

城市财政科技拨款占政府
支出比重超过 8%， 
排名第 6

8%

新华网城市科创相关主题
新闻报道超过 250 条，排
名第 21

250+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苏州市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得分

 
科创板企业数量排名第 3； 
科创板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260 亿元， 
排名第 6

科创板企业所有类型授权专利数量将
近 2000 件，排名第 3； 
科创板企业核心技术数量超过 400 个， 
排名第 3

科创板企业商标数量超过 400 个， 
排名第 3； 
科创板企业控股公司 70 家， 
位列 54 城市之首

得分：1.81
排名：3/54

科创板企业研发人员将近 8000 人， 
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20%，排名第 16； 
科创板企业研发支出超 25 亿，排名第 4； 
科创板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9.74%，
排名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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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财经“2021 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合肥为二线城市，但在近几年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发展，科创实力超过其城
市级别水平。根据指标体系评分，合肥市的城市科创实力得分为 2.36，在 54 个科创板企业所在城市评分中排名第 9 位，
是城市科创实力得分最高的二线城市，与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杭州、广州、天津、武汉、青岛等城市同处于领军
城市地位；其城市科创研发能力、科创转化能力以及科创综合能力都较强，属于亮点城市。

作为安徽省的经济和科技中心，合肥是安徽省知识产权集
聚的核心城市之一，2013-2019 年 PCT 国际专利申请呈
波动增长态势，占安徽省的 50% 以上，是专利申请数量
较大的二线城市。而且，合肥的专利质量也处于较高水平，
价值度星级 8 及以上高质量专利数量 200 多件，是高质量
专利数量最大的二线城市；高质量专利占比超过 50%，位
列 54 城市之首。
在学术论文方面，2020 年合肥市 SCI、ESI 学术论文数量
将近 1 万篇，是学术论文数量较大的二线城市；高被引论
文数量 150 多篇，是高被引论文数量最高的二线城市；高
质量论文占比 1.59%，排名第 21 位。
在研发资源方面，合肥市拥有包括国家研究中心、重点实
验室、工程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等在内的国
家级研发机构 90 多个，集聚了安徽省的一半以上资源。
2020 年合肥市拥有全球领先科技研发机构 1 家、全球领
先学术机构 2 家；拥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32 人，是 HCR
高被引科学家数量最多的二线城市。
在科创企业方面，合肥市是安徽省科创企业的集聚城市，
近几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迅速，占安徽省高新技术企
业数三成左右。截至 2021 年 7 月，合肥拥有 11 家科创
板企业，是科创板企业数量最多的二线城市，约一半集聚
于高新区，主要集中于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领域。11 家科创板企业 2020 年

5.3 合肥城市科创实力研究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表 9 - 合肥市各级指标得分及其排名与所处水平

城市科创实力总得分
城市科创研发能力
城市科创转化能力
城市科创综合能力

领军城市
领军城市
领军城市
先锋城市

2.36
0.64
0.53
1.18

9
13
12
13

指标 得分 排名 城市

营业收入将近 80 亿元，是科创板企业营业收入较多的二
线城市；拥有研发人员超过 8000 人，研发人员占比接近
20%。11 家科创板企业研发支出超过 5 亿元，企业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 6.60%。企业所有类型授权专利数量超过 800
件，是授权专利数量最多的二线城市。企业核心技术数量
超过 160 个，是核心技术数量最多的二线城市。企业商标
数量 16 个，排名第 19 位。企业控股公司 6 家，排名第 10 位。
在城市综合环境方面，合肥城市研发人员将近 10 万人，占
地区人口比重超过 1%，排名第 14 位；城市 R&D 经费支
出将近 300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 3%，是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最高的二线城市。同时，国家和安徽省为发展
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示范区出台一系列政策扶持，不断加
大财政资金投入，推动芜湖市和合肥市财政科技拨款占政
府支出比重居主导地位。当前合肥城市财政科技拨款占政
府支出比重将近 12%，仅次于首位深圳不到 1 个百分点，
超过北京、上海等众多一线或新一线城市。
在城市科创载体方面，安徽省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
集中在合芜蚌自主创新示范区，占安徽省全部孵化器的
50% 以上，且每年均保持稳步增长。同时，合肥以获批国
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为契机，推动众创空间
快速发展。当前合肥市拥有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与国家专业
化众创空间 19 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1 个、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 个，在 54 城市中
的排名皆在第 20 位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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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得分
PCT 专利 
PCT 专利申请数量将近 500 件； 
高质量专利数量 200 多件； 
高质量专利占比超过 50%， 
位列 54 城市之首 

得分：0.64
排名：13/54

科研机构和人员 
拥有全球领先科技研发机构 1 家； 
全球领先学术机构 2 家；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32 人，排名第 6，
是数量最多的二线城市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数量将近一万篇，排名第 12； 
高被引论文数量 150 多篇， 
高质量论文占比 1.59%，是高被引论文 
数量最高的二线城市

1.59%

>50%

合肥市各级指标得分及其排名与所处水平

合肥市

城市总科创实力：领军城市 城市科创转化能力：领军城市

城市科创综合能力：先锋城市城市科创研发能力：领军城市

得分：2.36 
排名：9

得分：0.53 
排名：12

得分：1.18 
排名：13

得分：0.64 
排名：13

在媒体对于合肥市科创的关注度方面，2019 年与 2020 年
新华网城市科创相关主题新闻报道合肥市皆超过 300 条，
排名第 15 位。其主题较多集中于长三角一体化，科创城
市比较，G60、科学城、开发区等区域科创活动，科创企
业技术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国家科学中心或创新平台动
态，科创主题会展与论坛，科创技术协助抗议与脱贫等众
多领域。
总体来看，合肥市城市科创研发能力得分 0.64，在 54 城

市中排名第 13 位，与北京、深圳、上海等城市同处于领
军城市地位，属于科创研发能力亮点城市；城市科创转化
能力得分 0.53，在 54 城市中排名第 12 位，与北京、上海、
苏州等城市同处于领军城市地位，是科创研发能力评分较
高的二线城市，属于科创转化能力亮点城市；城市科创综
合能力得分 1.18，在 54 城市中排名第 13 位，与南京、青
岛、西安、成都等城市同处于先锋城市地位，是得分最高
的二线城市，属于科创综合能力亮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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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城市科创综合能力得分

研发人员
将近 10 万人，占地区人口比重超过 1%， 
排名第 14

科创空间
拥有国家备案众创空间与国家专业化
众创空间 19 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11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 个， 
排名第 20 位上下

得分：1.18
排名：13/54

城市 R&D 经费支出将近
300 亿元，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超过 3%， 
是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最高
的二线城市

3%

城市财政科技拨款 
占政府支出比重近 12%， 
位仅次于首位深圳不到 1
个百分点

12%

新华网城市科创相关主题
新闻报道超过 300 条， 
排名第 15

300+

资料来源：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ISTIS）

合肥市城市科创转化能力得分

 
科创板企业数量排名第 6； 
是科创板企业数量最多的二线城市； 
科创板企业营业收入将近 80 亿元， 
排名第 9，是科创板企业营业收入较
多的二线城市

科创板企业所有类型授权专利数量超
800 件，排名第 6，是授权专利数量最
多的二线城市； 
科创板企业核心技术数量超 160 个， 
排名第 6，是核心技术数量最多的二
线城市

科创板企业商标数量 16 个， 
排名第 19； 
科创板企业控股公司 6 家，排名第 10

得分：0.53
排名：12/54

科创板企业研发人员超 8000 人， 
研发人员占比将近 20%，排名第 28； 
科创板企业研发支出超 5 亿，排名第 12； 
科创板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6.60%，
排名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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