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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策源地是汇聚重大创新资源，迸发科技成果，聚集产业链内各个企业创新动能的区域。形成创新策

源地需要整合区域内资源，构建创新发展格局。借助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的优势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优化布局，可以在现有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互补融合，带动区域持续焕发创新活力。

相较于广东、北京、上海等地，江苏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长期处于创新动能不足的困境。本文以江苏为

例，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探讨江苏创新集聚区域的问题，探究区域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进出口对

区域发展的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江苏省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融合发展的建议。分别从融合构建

“531”特色产业小镇、制定特色小镇清单、制定特色保障政策、构建特色小镇数字化创新共享平台四

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对于其他地区构建高质量创新策源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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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rthplace of innovation is an area where major innovative resources are gather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re bursting forth, and the innovative kinetic energy of each en-
terprise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is gathered. The formation of a birthplace of innovation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reg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t is possible to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y integration of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encourage the region to keep re-
viving its innovation vitality with the help of industrial parks,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the stra-
tegically planned layou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Compared with Guangdong, Beijing,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Jiangsu Province’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have long been in the predicament 
of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momentum. This study uses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dopts data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examines the issues facing the region’s innovation agglome-
ration area, looks at the effects of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local businesse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offers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aimed at integrating and developing Jiangsu Province’s industrial parks and featured towns. There 
are four areas in which policy suggestions are made: creating and integrating “531” highlighted 
industrial towns; creating a list of featured towns; creating featured protection regulations; and 
creating a digital innovation and sharing platform for them. This study serves as a valuable re-
source for other locations seeking to develop birthplace of innovation of superior cal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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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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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新策源地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整合各类资源，创造显著成果，并有效地将这些成果转化，以全

面支撑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活动[1]。具备资源整合、研发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以及未来产业引领的重

要职能[2]。在国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创

新策源地的发展面临新的市场需求机会窗口[3]。然而，现有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等产业集聚区尚存在创

新动能不足、产业升级受阻等问题[4]。此外，在利用新一代技术带来的机会窗口时，区域内产业可能存

在能力不足的困境[5]。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融合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充分借助劳动力以及进出口优

势，刺激企业创新发展，加速产业升级，进而摆脱创新劣势[6]。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基于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优融合发展，提出打造具备江苏特色的创新策源地。

当前，解决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匮乏、要素红利衰减等所造成的创新动能不足、产业升级受

阻等问题[7]。以上成为创造产业新突破，实现江苏“强富美高”发展目标的必要前提。然而，江苏产业

园区和特色小镇的融合尚存在一些重要的关节点需要打通：构建特色产业小镇的可行性，以及建成特色

产业小镇可以为江苏产业发展带来哪些优势，如何依托现有产业园区等产业链载体构建特色产业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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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江苏省内产业园区与产业小镇内的企业劳动力与进出口情况，探究基于产业融合发

展的内生动力，提出打造以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相结合的创新策源地策略。 

2. 江苏省产业聚集区发展现状 

特色小镇是在改革创新时代精神引领下，各地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战略选择和破局之举，是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关键载体，也是产业链创新发展的新型增长极[8]。而产业园区是政府与

企业共建的区域性的开发区，是全球产业链集群融合发展的有力依托，是产业链创新发展的重要孵化器

[9]。特色小镇作为结合区域特色、人文底蕴和要素禀赋，形成产、城、人、文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

[10]。在产业创新发展中逐渐与产业园区的职能形成互补，共同成为国家创新市场构建的重要“经济窗口”

[11]。江苏省作为全国产业发展政策的先行先试省，打造了石墨烯小镇、昆山智谷小镇等一批具备产业发

展特色的小镇。在与同区域内产业园区如苏州工业园区、常州创新园区等互动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区域内双极协同优势互补的有利发展模式，对激发省内创新活力、提振江苏的区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

作用[12]。在以国内大市场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协同发展的新阶段，江苏省明确了十四五期间重点打

造的“531”特色产业链项目，着力培育 50 条重点产业链，做强 30 条优势产业链，推动 10 条卓越产业

链快速发展。而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作为产业链的关键载体，双方需要更高程度的配合，达成更深层次

的融合，才能满足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要求[13]。 
江苏现有的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存在特色产业链不明确、资源利用率较低、创新动能疲软、监管效

果不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产业的发展。如何解决此类问题，打造更具特色的产业链新载体，成为现阶

段需要着重考虑的关键。特色产业小镇是以“531”产业链项目为依据，深度融合产业园区现有优势以及

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的升级成果，也是省内各区域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区，政府

及相关部门需要明确各特色产业小镇建镇依据的产业链、小镇所在产业园区等，以便对省内各个特色产

业小镇的建设以及产业链的布局规划进行监督、引导和督促调整，优化升级创新路径，增速江苏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建议制定产业小镇清单，并围绕清单所列各小镇特色产业链，优化特色产业小镇的产业链

布局，丰富小镇内产业链结构，避免出现小镇产业发展同质化问题。此外，围绕重点产业对省内特色小

镇进行布局是加速江苏省产业园区与特色发展的全新思路。同时，特色产业小镇也是创新发展的新载体，

具备技术创新以及研发优势，但单纯以某一个区域内的产业园区为基础，某一种或者几种产业链为发展

方向，很难形成高效的产业间互动，沟通交流受阻，阻滞技术传播速度，不利于产业创新发展。此外，

省内缺乏相关的沟通协调平台也不利于政府精准的针对产业链的发展问题以及企业间合作问题进行宏观

调控，长此以往，可能导致本土技术发展迟滞，产业创新的动能受阻的情况发生。 

3. 数据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与选择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IED)为本研究提供了数据。CIED 是一个大型数据集，重点基于研究人员常用

的工业企业以及生产型公司。包括大约一百个与不同经济变量有关的指标，如销售额、总资产、就业、

行业分类、所有制类型等。我们使用了 2003 年至 2014 年江苏省的工业企业数据，同时考虑到这一时期

的可用数据。为了优化数据库的利用率，我们采用了顺序方法来生成样本。最初，员工少于 20 人的观察

结果被排除在外。此外，任何不符合既定会计惯例的记录都被删除。例如，观察到流动资产价值或固定

资产净值超过资产总值，或当前折旧额超过累计折旧。此外，我们删除了工业增加值低于零的记录。最

终，年销售额低于 500 万元的公司的数据被排除在外。经过上述处理，我们的样本共由 315,514 家公司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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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模型 

江苏省内企业对闭环供应链系统具备一定的优势，因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简单的探讨。而其衡量标

准是以公平关切效用模型 ( )0r r rU λ= ∏ − ∏ −∏ ，其中 λ 为公平关切程度系数， 0∏ 为企业公平关切的利

润参考点。企业对单位效用减少和增加对敏感系数相同。在正向供应链中，市场需求为 1D pα= − 。在逆

向供应链中，引入竞争系数 γ ，渠道主体之间对竞争力度随 β 和 γ 的增大而增大(其中 0β > ， 0γ > )。得

到以下模型：MR 模型下工企回收量 rm rmD k pθ β= + ，零售企业回收量 ( )1rm rrD k pθ β= − + 。设定工企和

零售企业的利润模型为： 

(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MR
M rm rrm rrm rr

MR
M rrm rr rr

w c p p k p p k p

p w p p p k p

α ε θ β ε θ β

α θ β

 ∏ = − − + − + + − − + 
 ∏ = − − + − − + 

             (1) 

然而，从供应链角度分析江苏省产业的发展模式显然具备较强的局限性，因此，本文仅将其作为衡

量企业发展状况的一种影响因素。 
为了探究劳动生产率与进出口对江苏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的基础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1it it i itY X a uβ= + +                                    (2) 

其中 ia  ( 1, ,a N=  )表示每个参数的未知截距， itY 是被解释变量，其中 i 表示国家，t 表示时间段。 itX 是

包含探索性变量的向量。 1β 为自变量的系数。而它描述的是随机项。在下面的模型(2)中，我们在国家效

应模型中加入了时间效应，如下所示。 

0 1 2 3it it i t itY X C T uβ β β β= + + + +                              (3) 

其中 2β 描述了国家 iC 的二元回归系数， 3β 描述了时期 tT 的二元回归系数。因此，我们控制了由于变化

造成的时间效应，以及可能影响研究国家矿产租金的事件。 
将方程重新参数化如下： 

( ) 0 1 2 3L.Log LP dumexport K age ituβ β β β= + + + +                       (4) 

( ) 0 4 5 6 7L.Log LP RVemploy UVemploy K age ituβ β β β β= + + + + +                 (5) 

( ) 0 4 5 6 7 8L.Log LP RVemploy UVemploy K age dumexport ituβ β β β β β= + + + + + +           (6) 

在这项研究中，因变量是劳动生产率，定义为每个员工的产出。为了减少偏度和峰度，我们取变量

的对数，即： 

LP TP TLI=                                      (7) 

( )LogLP log LP=                                    (8) 

其中，TP 为企业的总产出，TLI 为企业的总劳动投入。 
在自变量方面，我们在区域尺度上探索了相关品种(RV)和非相关品种(UV)。这两个指标对于位于同

一城市的公司来说是相同的，并且因地区而异。原始指标用于衡量 Frenken 等人定义的相关和不相关品

种[14]。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两个变量来表示出口活动。首先，DumExp 是一个虚拟变量，显示企业在报告

年度是否向国外销售了任何商品或服务。其次，ExpShare 计算一家公司的出口强度占总收入的比例。 
考虑几个可能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即规模，以公司总资产、年龄和所有权的对数计算。此外，

引入劳动生产率的一年滞后作为一个变量，该变量可能会影响因变量，标记为 L.log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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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表 1 列出了主要自变量的统计汇总和相关矩阵。在我们的实验中，已经观察到矩阵中的相关值没有

一个超过阈值 0.70。这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本次研究中，22.03%的企业观察结果参与了出口

活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in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 1. 主要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平均值 标准差 L.logLP UVemploy RVemploy K Dumexport Age 

L.logLP 5.8570 0.9113 1.0000      

UVemploy 5.3287 1.9054 0.0273* 1.0000     

RVemploy 6.8107 4.0718 0.0406* 0.9918* 1    

K 4.5627 12.868 0.2210* −0.2882* −0.2872* 1.0000   

Dumexport 0.2203 0.4145 −0.0337* 0.0419* 0.0460* 0.0463* 1.0000  

Age 9.6431 7.9849 −0.0457* 0.0560* −0.0488* 0.0499* 0.0810* 1 

注：*表示 Bonferroni 校正后 1%水平的显著性。 

 
此外，本研究对江苏省两类企业(是否为出口公司)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加深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

之间差异的认识。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表 2，与非出口公司相比，出口公司往往具有更大的规模

和更长的市场占有率。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出口的公司表现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Table 2. Comparing two types of companies in Jiangsu province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江苏省两类企业描述性统计对比 

 非出口公司 出口公司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logLP 5.8738 0.8952 2.0058 10.9576 5.8009 0.9613 2.4329 10.5461 

RVemploy 6.7110 4.0209 1.1220 12.6079 7.1632 4.2282 1.1220 12.6079 

UVemploy 5.2863 1.8757 2.1910 7.8499 5.4789 1.9996 2.1910 7.8499 

K 4.2458 11.5514 0 3000 5.6842 16.6660 0 1599.485 

Age 9.2992 7.6996 1 209 10.8602 8.8146 1 147 

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节介绍回归结果，通过对江苏省企业劳动力以及出口效果的研究，探究企业对区域内经济发展的

影响效果。因变量是企业劳动生产率，它在几个自变量上进行回归，以说明区域内产业多样性的影响。

根据数据结构使用随机效应估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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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见表 3。所有回归模型都控制了所有权、城市、年份和行业变量。在三个模型中，logLP 的

一年滞后期(L.logLP)均为正且显著，表明早期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可以促进当前生产率的增长，这表明了

一种生产率积累效应。RV 的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位于相关品种较多地区的企业往往具

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 3 显示，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不从事出口业务的企业。其余

变量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规模(总资产)与劳动生产率显著正相关，表明江苏省内企业存在规模经济。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回归结果 

 (1) (2) (3) 

L.logLP 0.623*** 0.623*** 0.622*** 

 (0.003) (0.003) (0.003) 

dumexport −0.042***  −0.044*** 

 (0.007)  (0.007) 

K 0.079*** 0.076*** 0.079*** 

 (0.002) (0.002) (0.002) 

Age −0.007*** −0.007*** −0.007*** 

 (0.000) (0.000) (0.000) 

RVemploy  0.442*** 0.446*** 

  (0.036) (0.036) 

UVemploy  −0.080*** −0.084*** 

  (0.040) (0.040) 

_cons 33.053*** −1.886*** −1.924*** 

 (0.495) (0.686) (0.686) 

R-sq 0.6919 0.6923 0.6926 

N 61,455 61,455 61,455 

 
发现 RV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既为正，又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相关的品种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很重要。江苏省是就业机会的重要枢纽，容纳了全国约 38%的人口。这种现象是提高劳动力利用率、提

高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此外，观察到代表公司资产存量的变量“规模”表现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系数。这一发现表明，企业规模与其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表明，江苏具备打造创新

策源地的内生条件，即规模效应和劳动生产率优势。 
使用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来进一步检验出口比重在多大程度上调节了 RV 和 UV 对出口公

司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对出口公司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说明江苏省跨国企业对区域的影响。结

果如表 4 所示。变量(ExpShare)表明，出口销售额越高，劳动生产率越低。当企业拥有较高的出口比例时，

相关品种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会更强。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出口的公司表现出较低的劳动生产

率水平，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江苏省的出口生产率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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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Exporting firms 
表 4. 出口公司 

 (4) (5) (6) 

L.logLP 0.660*** 0.661*** 0.661*** 

 (0.006) (0.006) (0.006) 

K 0.077*** 0.077*** 0.077*** 

 (0.004) (0.004) (0.004) 

Exportshar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ge −0.005*** −0.005*** −0.005*** 

 (0.001) (0.001) (0.001) 

RVemploy  0.550*** 0.553*** 

  (0.075) (0.075) 

UVemploy  −0.056 −0.002 

  (0.086) (0.090) 

c.RVemploy*c.exportshare   −0.107 

   (0.110) 

c.UVemploy*c.exportshare   −0.157*** 

   (0.053) 

_cons 0.945** −4.025*** −4.062*** 

 (0.434) (1.144) (1.145) 

R-sq 0.7722 0.7734 0.7734 

N 14,121 14,121 14,121 

其中，*p < 0.1，**p < 0.05，***p < 0.01。 

 
可以肯定的是，江苏省从事出口的公司表现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出动的影

响，观察到出口份额在相关品种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中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此外，这一发现表明，

从事出口的公司可以利用拥有各种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好处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综上所述，以区域内现

有企业为核心，围绕区域进行资源的重构以及重新布局，是当前优化劳动生产率和维持企业发展的必要

前提，也是提高战略性新型产业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 

5. 讨论与建议 

5.1. 倾力打造以产业园区为基础，特色鲜明的“531”产业小镇 

由以上研究结果，充分利用江苏省内现有优势，加速构建创新策源地。十四五期间提出的“531”产

业链项目为江苏省产业的升级布置了新的任务，也对现有的产业链载体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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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以现有产业园区为基础，围绕“531”产业链项目，倾力打造“531”特色产业小镇。“531”产业链

项目可以作为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融合的纽带，以具备深厚产业链发展底蕴的产业园区为基础，融合现

有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地遴选适宜本地发展的“531”产业链，突出重点地打造一批特色产业

链“园中镇”、“区边镇”。 
园中镇以园区内现有的产业链重点企业为核心，充分利用产业园区内现有未被有效利用的土地资源

建镇，盘活存量和低效建设用地，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合理规划生产区、生活区、创新孵化区、

开放展示区等区域，丰富小镇内共享的生活和服务设施，强化小镇的发展韧性，吸引相关高技术人才落

户小镇内部。以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园区内主要形成了电子信息、医疗器械、智能装备三大主导

产业，政府可以鼓励园区内重点企业自主申报，享受资源、政策的倾斜。区边镇是在保留特色小镇原有

设施的基础上，打通相邻的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壁垒，形成分工合作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以镇江中瑞

产业园区与镇江再生医疗小镇为例，再生医疗小镇主要聚焦于“531”产业链项目中的生物医药和医疗器

械领域，而中瑞产业园区具备引进外资企业共建合作的有利条件，双方从产业选择和发展方面存在相互

合作的机会。再生医疗小镇可以作为中瑞产业园区的创新孵化器和区域性产业品牌推广媒介，产业园区

作为再生医疗小镇的外资引进渠道和主要产品生产研发区域，实现协同发展。特色产业小镇内设立科技

企业孵化器，对已建有科技企业孵化器并有条件整体搬迁入驻特色小镇的园区企业，支持整体迁入特色

小镇给予相应的政策补偿，鼓励国家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结合特色小镇的产业定位和技术需求，在特

色小镇设立分孵化器，充分发挥和利用已有的资源优势，为特色产业小镇创新创业提供支撑和服务。此

外，通过建设产业园区企业产品的体验馆、产业博物馆等，丰富特色产业小镇职能，增加特色产业小镇

的产业文化生态功能。 

5.2. 罗列“531”特色产业小镇清单，优化特色产业小镇的产业链布局 

清单的制定需要以建镇时的核心企业所申报的所属产业链为方向，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导则》为

重点参考依据，细化特色产业小镇内部包含的产业链内容、企业信息、土地规划、招商计划、小镇预计

达成的年预期等。特色产业小镇清单每年在江苏省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将其作为关联政府、小镇负

责人、小镇内企业家，明确特色产业小镇发展方向，实现权责到位的小镇管理方法的依据，兼顾产业链

的发展和布局、产业发展效果评估的规范、引导、评估、调整的作用。以特色产业小镇清单为依据，筛

选产业园区内现有企业入驻特色产业小镇，制定相关对外招商引资政策，引进和培养特色小镇内企业，

打造鲜活的创新氛围，提升研发效果，促进以小镇为“芯片”，产业园区为“主板”的高质量产业集群

的发展，丰富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结构，向企业特色化、多极化迈进。立足小镇重点打造的“531”产业链，

共享的产业链核心技术，丰富、拓展以产业链技术为基础的创新活动。降低特色小镇内企业的同质化情

况，避免特色小镇内企业扎堆同一产业环节的情况所造成的资源抢占、恶性竞争的不良发展模式。以镇

江丹阳眼镜风尚小镇为例，小镇的建设可以以光学技术为发展中枢，向光学衍生的领域拓展。小镇内聚

集眼镜、X 光设备、显微仪器、光传导材料等制造企业，丰富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力求实现产业

小镇内技术时时创新、企业协同进步的目的。以产业链核心技术作为优化产业布局的中枢，发挥特色产

业小镇的创新优势，构造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协同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共同体，消除特色小镇同质化发展问

题，加速实现江苏“531”产业链创新发展的目标。 

5.3. 制定发展政策总则，配套特色小镇发展政策 

“531”特色小镇的建设需要政府发挥调控作用，只有明确、精准的产业发展政策才能为特色小镇健

康发展提供保障。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做到与产业发展贴合，制定政策和措施保障小镇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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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资、土地规划、公共服务的规范发展，为要素聚集和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准的政策支撑。

建议制定“531”特色产业小镇发展政策总则，细分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土地使用政策、奖惩评价政策

等，明确特色产业小镇建设规范，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强化财政扶持，设立特色小镇建设专项资金，

用于特色小镇重点建设项目贷款贴息，现有资金应优先向特色小镇倾斜。加大金融支持，制定政、银、

企融合发展政策，以政府为纽带，疏通银行与企业间的信贷通道，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的共建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建设，拓宽投融资渠道，为特色小镇建设争取更多的资金。以培

育上市公司的理念规划建设特色小镇，为特色小镇中的核心企业达到上市要求提供有力支持。统筹安排

财政资金投入、政府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加大对薄弱领域、补短板项目的支持力度。制定明确的

土地使用政策，鼓励以现有产业园区内闲置土地或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作为建镇用地，盘活园区内土地

资源。 
针对需新增建设用地的特色产业小镇，由产业园区所在地区相关部门优先办理供地手续。明确制定

小镇企业奖惩条例，积极引导和及时纠错并存，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奖励方面，针对小镇内

具有重大技术创新突破的企业、在相关领域内达到省内领军的企业、在全国名列前茅的企业予以政策倾

斜，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投资运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鼓励开发性、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债

务风险可控前提下增加中长期融资支持。针对小镇内企业的畸形发展要及时纠错，降低出现为获取“政

策租”而盲目引进外资企业的情况，以及以“531”小镇之名进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小镇要坚决淘汰。

政府及相关部门分工合作，坚持严定标准、统一管理、动态调整的原则，优化升级创新路径，增速江苏

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5.4. 聚力构建省级特色产业小镇数字化创新共享平台 

结合江苏省中外产业园现有合作模式及特色产业链，聚力构建高效联动的省级“531”特色小镇数字

化创新共享平台。以政府为主导，牵线搭桥“531”特色产业小镇企业、情报研究所、高校、公共文化服

务机构等相关部门，以数据作为创建平台的基础，以现有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间的交流模式为参考，构

建特色小镇数字化创新共享平台。 
重点收录汇总小镇内外相关技术、产品、资产、需求等核心产业数据，兼顾高校优势学科、研究人

员、相关研究动态、成果及其应用等数据，打通与情报研究所、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专业数据统计部门

的关节，充分吸纳于产业、小镇发展有利的重要信息资源和智库报告，关联各类数据，高效打通小镇间

企业的交流壁垒，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拓展产业发展的增长点。优化特色小镇的资源配置，强化以政策

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现小镇企业间、小镇与小镇间、小镇与高校间的创新共享，助力江苏产业高速发

展。以数字化的特色产业共享平台作为省内小镇联动的基础，逐渐形成以“531”产业链为建设依据的江

苏特色产业小镇网络体系，促进产、学、研、创加速融合，激活产业链创新活力，实现省内产业链间的

网格化交互协作模式，便于创新动能的释放、高新技术的输送等。政府可设立专门的“531”特色产业小

镇共创协会以及专门的平台管理小组，统一对产业发展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监测，针对特色产业小镇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部门对产业发展的可行性方案进行梳理、筛选、评估，定期组织各个小镇负

责人、小镇相关企业和高校举办交流会，聚各部门之力，实现技术、人才的交流，形成各产业之间的交

叉合作，逐渐形成规范化的创新合作共享制度，加速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培育市场新需求，为打造江苏

特色产业小镇、加速产业发展提供积极保障。 

6. 结论 

产业园区与特色小镇融合发展，是实现创新快速发展的关键手段。本文基于江苏省工业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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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江苏企业集群发展现状，分别从打造以产业园区为基础，特色鲜明的“531”产业小镇、制定“531”
特色产业小镇清单、制定特色产业小镇发展政策总则、配套特色小镇发展政策、构建数字化创新共享平

台提出江苏构建创新策源地，实现产业融合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对构建创新策源地的其他区域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基于区域内政策以及现有

产业链项目，以具备深厚产业链发展底蕴的产业园区为基础，融合现有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

的遴选适宜本地发展产业链。第二，制定明确的小镇清单是构建创新策源地的关键一步，对产业园区与

特色小镇融合起到关键作用，围绕清单进行布局才能保证政策的精准与有效。第三，明确、精准的产业

发展政策才能为特色小镇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方面要做到与产业发展贴合。第四，以

现有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间的交流模式为参考，构建特色小镇数字化创新共享平台。通过持续汇聚相关

资源，充分对创新成果进行有效转化，不断支撑并刺激区域内企业进步，引领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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