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硅谷经验看“四链”深度融合
李重达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明确

提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

要求。构建“四链”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生态，有利

于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

是解决科技和经济“两张皮”问题的重要抓手，是推

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支点，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

求。

“四链”融合的内涵与意义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是指

将创新、产业、资金和人才四个方面有机融合，在实

践中努力营造“四链”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进而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链是实现技术创新向生产转化的基础，创新

链是提升整体创新能力的核心，创新链围绕产业链展

开，在产业链发展的关键环节，良好的创新条件能够

降低产业链上下游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突破

产业升级瓶颈，促进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与创新

链相互作用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的核心。资

金链为创新链服务，同时也是产业链优化升级的重要

支持力量，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良好

的资金环境能够持续支撑新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并

形成良性的资金循环。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各个环节，

需要一大批具有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的战略科学家、

科技领军人才、优秀企业家、卓越工程师等各类人才，

形成完整的人才链来推动科技成果从创新链向产业链

的转化。

“四链”融合本质上是政府、企业、高等院校和

科研院所、相关金融服务机构等各方力量协同配合，

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形成的创新生态，是知识、技术、

资本、人才、政策等多种要素集聚，实现互联互通，

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硅谷“四链”融合经验借鉴

美国硅谷是全球知名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地，被奉

为“创新圣地”，也是全球公认的高水平人才高地，其

在“四链”融合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提供了良好

的示范参考。

全球知名高校汇聚顶尖人才。20 世纪 50 年代，

斯坦福大学成立了斯坦福工业园区，重点研究电子、

航空、化学、制药等前沿科技领域，园区将土地低价

长租给与斯坦福大学共同成长的高科技企业，孵化出

了苹果、英特尔、谷歌、特斯拉等引领全球科技的引

擎企业，逐渐形成了高科技企业集聚的硅谷。今天硅

谷地区汇集了85 所全球知名高校，其中有 3 所为 QS

大学排名前 30，7 所为 QS 大学排名前 200 的高校，

全球自然指数 200 强的科研机构 12 所，良好的科研

环境和创新氛围吸引了全球顶尖学子来硅谷求学深

造。斯坦福大学研究生中国籍学生的比例达到了31%，

来自多元化背景的学生互相交流，可以获取不一样的

学习机会与全球视野，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同时，

硅谷地区的高校鼓励教师创业或到企业任职，再将企

业工作和创业经验带回学校，开设各类创新创业课程。

每年从斯坦福大学走出 1000 余名创业家，创立 900

余家初创公司。硅谷地区高校校友创业成功后，又向

学校输送捐款进一步发展教育科研事业，形成良性循

环，源源不断为硅谷创造一批又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

顶尖人才。

风险投资为核心的资金集群推动创新创业。硅谷

    创新不是独角戏，构建“四链”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就要以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态度，构建更加自主、协同、

开放的制度，让创新要素融通汇聚，助力高质量发展。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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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四链”深度融合，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

优化创新链，强化“四链”深度融合关键核心。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大基

础研究投入力度，实现更多从 0 到 1 的突破。强化政

府财政投入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实现中央财政投

入稳步增长，确保基础研究经费占 GDP 比重和占研

发经费比重长期稳步提升。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和主

动性，鼓励引导发达地区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加

大对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发挥财政杠杆、税收激励作

用，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基础研究积极性，扩大

基础研究投入来源多样性。优化科研力量布局，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研究应更多强调自由探索和对某一领域

知识边界的拓展；公共性较强的研究机构要重点聚焦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聚焦以应用为导向的定向研究；

企业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布局行业关键共性问题攻

关项目，加强科技领军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加

强科技创新力量联动整合，形成科学高效的资源配置

与项目组织体系。

升级产业链，筑牢“四链”深度融合协同基础。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形成科技创新支持产业升级、产业发展反哺

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综合运用各类财税工具，引导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度成熟的风险资本市场，为创

业者和创业公司提供融资支持。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本

支持，大量的初创公司通过参加创业加速器和孵化器

来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帮助初创公司成长并吸引投

资者。创业公司通过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多轮融资

等多种方式获得资本支持，用于公司发展并快速扩张。

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创业公司通过股权融资、债权融

资等方式获得更多资金，推动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同时，

硅谷也有许多投资机构和基金会，通过资本的流动和

创新项目的孵化，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发展。2021

年，对硅谷的风险投资额达到 441 亿美元，包括创纪

录的 257 笔每笔超 1 亿美元的巨额交易。2021 年，投

向硅谷和旧金山地区的天使投资激增，达到 12 亿美元，

硅谷的天使投资同比增长 12%，参与这些交易的天使

和天使团数量同比增加近 40%。高度发达的资金集群

大大提高了创新创业成功的概率，加速了硅谷地区的

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

开放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加州是美国少

数几个明确禁止非竞争协议的州之一。相较于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开发与商业化在同一组织进行的传统

创新模式，硅谷提倡的开放创新模式中，知识可通过

校企合作、企业联合研发等形式无边界地在各组织间

流动。硅谷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针对窃取商业机

密等的诉讼机制非常成熟，美国专利商标局硅谷分局

也会定期举办知识产权保护系列讲座课程，加强对知

识产权保护宣传。在硅谷，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很高，

创业失败的工程师可以重新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既可

以应聘新的科技公司或担任创业顾问，也可以重新创

业，无论创业成功与否，都可以从中积累丰富的创业

经验，这种创业经验的集合使得硅谷孕育成功企业的

概率大大增加，这些大量的成功或是失败的创新行为

构成了硅谷的创新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尽管硅

谷有约 66% 的由风险投资加持的创业公司和 95% 的

新产品面临失败，但整体而言，硅谷地区 6000 多家

创业公司创造了超 440 亿美元的营收。

加快推进“四链”深度融合对策措施

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和人才事业

面临着新的重大使命，增强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引

领支撑作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需

内蒙古霍林郭勒打造铝产业集群，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发（王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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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更加注重通过自主创新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帮助

企业分担创新风险，畅通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渠道。

明确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功能

定位，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提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科研项目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服务的能力。支持

产业集群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组建一批高水平产学

研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功能互补、高效顺畅的创新共

同体，协同攻克共性技术、前沿技术难题。打通从科

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驱动更多科

技资源向创新能力强、创新效率高的企业集聚。深刻、

系统、全面理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集合”

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优化产学研融合创新机制，让

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支持企业创

建示范实践基地，服务重点高校工程硕士博士开展专

业实践和国际交流。

畅通资金链，打造“四链”深度融合服务机制。

进一步完善支持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北交所、

深交所、上交所、港交所错位发展、优势互补，进一

步完善“金字塔形”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不同类型

和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特别是孵化更多有发展潜力的、具备高成长性的“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更高

效地为各类创新企业提供适宜的、全方位的支持，促

进科技、资本和产业高水平循环。大力发展股权投资

（VC/PE），拓宽股权投资资金来源和募资渠道，降低

合格投资者准入门槛，引入更多中长期资金，为种子期、

初创期及成长前期高风险、高成长性的创新型科技企

业“雪中送炭”。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由高校、园

区、企业等联合共建创新创业与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协

会，提供完备的创业孵化、技术转移与科技金融服务，

提供便捷的知识产权与科技咨询服务。强化科技中介

服务机构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培育基于创新链的科技中介服务链，聚焦创新

主体在创新链各环节中的实际需求，构建全链条的服

务体系，不断增强专业化服务能力，提高科技中介服

务活动与创新活动的耦合程度，围绕创新链构建生态

良好的服务链。通过发展风险投资完善科技中介服务，

助力形成尊重科学、敢为人先、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

营造允许试错、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激活人才链，强化“四链”深度融合重要支撑。

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尊重人才

成长规律，健全人才长周期、全过程培养机制，打造

多样化培养方式。改革科技领军人才培养模式，围绕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瓶颈”设置人才培养

方式、调整招生规模，提供更多工程化实践环境，打

造科学合理的人才梯队。塑造更多懂市场的科学家和

懂科技的企业家，让复合型人才在解决“科技”和“经

济”两张皮的难题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探索推广

“揭榜挂帅”，合理“设榜”、广泛“发榜”、有效“选

帅”、大力“兑奖”，创新科研组织形式，开展项目经

费使用“包干制”和基于信任的顶尖科学家负责制等

试点，在重大项目组织上赋予并发挥核心科学家主导

权和主动权，给予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在人财物支配

上更大自主权。畅通科技人才流动使用渠道，打通科

技创新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间的“旋

转门”，在实行社会化用人和市场化薪酬制度等方面

深入探索，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打破学校培养和企业

招聘的传统二元模式，探索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

人才的有效机制，提高产业人才的工程实践能力和产

业适应性。支持重点高校与龙头企业联合建立高校与

企业协同育人新机制，为学生创造有利的实践和科技

创新条件。

  （作者单位：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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