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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技术要素是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技术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区域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长三角是我国技术交易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随着科技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

体建设发展规划》和《三省一市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行动方案（2022-2025年）》等的发布

实施，长三角区域技术市场建设进入到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本期简报基于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

（上海科技政策研究所）和上海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研究成果，对2009年以来长三角区域技术

交易市场情况进行梳理，总结三省一市技术交易的主要特征，研究提出有关启示建议，供参考。 

完善上海枢纽功能  提升长三角技术市场协同能级 

——长三角技术交易情况分析与启示 

长三角是我国技术交易最为活跃的区域。2022 年，长三角地区技术

合同交易成交金额达 13351.22亿元，约占全国的 28%，同比增长 39.55%1。

从交易合同数量来看，长三角地区首次于 2018 年实现对京津冀地区的反

超。2022 年长三角地区技术交易合同数近 20 万件，较京津冀地区（12.28

万件）高出约 7.71 万件，约占全国的 1/4；从合同成交金额来看，长三角

                                                        
1
 技术交易合同数据为在技术市场登记的技术交易合同统计数据。数据来源：2010-2022 年《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

度报告》、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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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首次于 2021年实现对京津冀地区的反超。2022 年长三角地区技术交

易合同成交金额达到 13351.22 亿元，较京津冀地区（10663.75 亿元）高

出 2717.47 亿元，同比增长达 39.55%。 

一、总体趋势：指数级增长趋势明显，技术市场交易中心地位更加

凸显 

一是技术市场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2009 年以来，长

三角地区技术交易合同金额持续上升，其相当于长三角 GDP 比重也呈上

升趋势，尤其是 2017 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技术交易合同金额和对经济的

贡献呈指数式增长趋势。2022 年，长三角地区技术交易合同金额相当于

该区域 GDP 比重达到 4.6%，较 2017 年（1.16%）增长近 3 倍。技术合同

是高质量技术服务业的重要表征，技术市场的快速发展为科技成果价值发

现、创新活力释放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图 1）。 

 

图1  2009-2022年长三角技术交易合同金额及其相当于GDP的比重 

二是区域技术市场交易中心地位更加凸显。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和中

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崛起，全国范围内去中心化的趋势有所显现，京津冀地

区的跨区域技术交易占比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但 2017 年以来，长三角

地区的技术交易占比逐步增长。2009 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技术吸纳和技

术输出合同数量及合同金额均稳步增长，技术吸纳和技术输出合同数量占

全国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25%左右，技术吸纳和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占全国的



3 
 

比重呈上升趋势。2022 年长三角地区技术合同输出金额占全国的 25.48%，

比 2009 年上升了 5%；技术合同吸纳金额占全国的 26.84%，比 2009 年上

升了 10%（图 2）。 

 

图2  2009-2022年长三角及京津冀技术吸纳、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和合同数占全国比重情况 

三是技术交易的国际化趋势持续加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技术引进的

主要集聚区，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数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 1/2，合同金额占

全国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1/3 左右。从合同金额看，2021 年长三角地区国外

技术引进合同为 161.01 亿美元，较 2009 年翻了一番，占全国的比重为

43.88%（京津冀为 14.05%）。从合同数量来看，2021 年长三角国外技术

引进 3327 项，占全国的比重为 55.24%（京津冀为 11.61%），占比较 2009

年上涨了 13.60%（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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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9-2022年长三角及京津冀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和合同数量占全国的比重情况 

二、各省市情况：地区差异化特征明显 

三省一市在全国技术交易中的地位呈现差异化特点。从全国来看，

2022 年北京仍稳居第一位，技术合同交易成交金额近 8000 亿元，其后分

别为广东、上海、江苏、山东等。2022 年，安徽省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

2912.63 亿元，较 2021 年增长了 1100 亿元，自 2017 年后第一次超过浙江

省合同成交金额。浙江省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 2546.50 亿元，较 2021 年

增长了超 500 亿元，位居全国第 9 位，但总量上仍与上海、江苏有较大差

距。 

表1  2022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技术合同交易成交金额与排名 

省/市 
技术合同交易成交

金额(亿元) 
技术合同交

易全国排名 
技术合同交易排

名比上年度情况 
2022GDP 全国

排名 
江苏 3888.58 4 不变 2 
上海 4003.51 3 上不变 11 
浙江 2546.50 9 上升 1 位 4 
安徽 2912.63 8 下降 1 位 10 

上海：技术合同质量较高，创新策源功能凸显。2009 年以来，除个

别年份外，上海技术交易合同均价均超过其他三省，2022 年，上海市技

术交易合同均价为 1046.26 亿元，技术交易合同均价较安徽省高出约 100

万元，约为江苏和浙江的两倍。与江苏和浙江不同，上海历年技术输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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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金额均高于技术吸纳合同金额，尤其是最近两年，上海技术输出合同金

额增长显著。2022 年上海技术输出合同金额为 3882.13 亿元，约为技术吸

纳合同金额的 2 倍，比上年提高 52.51%（图 4）。 

图4 2009-2022年上海市吸纳和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及占长三角的比重 

江苏：技术市场交易活跃，技术吸纳能力持续强劲。2009 年以来，

江苏技术合同成交数量逐年递增，占长三角的比重也呈波动式上升态势。

技术交易合同数量和占长三角的比重远超其他三省市。2022 年，江苏合

同成交数量为 8.74 万项，超过上海和浙江的 2 倍，约是安徽省的 3 倍。

对比技术输出和技术吸纳合同金额的情况来看，江苏省整体呈现出技术吸

纳更为强劲的特点，尤其是 2022 年，江苏技术吸纳合同金额比技术输出

高出 71.60%，图 5）。技术吸纳能力强劲，表明江苏省产业在技术应用方

面更强，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更加凸显。 

 

图5  2009-2022年江苏省吸纳和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及占长三角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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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相对表现偏弱。2009 年以来，浙江省技

术交易合同数量和合同金额持续增长，但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相比，浙江省

在技术市场交易表现偏弱。2022 年浙江技术交易合同数量为 4.36 万项，

较 2009 年提高了 2 倍（江苏提高了 5 倍），技术交易合同金额为 2546.50

亿元，较 2009 年提高了 44 倍（安徽省提高了 80 倍）。从技术吸纳和技术

输出合同金额看，2015-2020 年，浙江省技术吸纳合同金额占长三角的比

重由 10.64%上升至 27.59%，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占长三角的比重由 6.43%

上升至 24.47%，2021-2022 年，两者皆有所回落（图 6）。 

图 6  2009-2022 年浙江省技术吸纳和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及占长三角的比重 

安徽：技术市场质量齐升，技术输出反超技术吸纳。2020 年以来，

安徽省技术交易市场表现亮眼，技术合同交易金额增长约 3 倍。2022 年，

技术合同金额为 2912.63 亿元，自 2017 年以来首次超过浙江省，单笔技

术合同金额为 950.91 万元，仅次于上海（1046.26 万元）。2022 年，安徽

省技术输出合同金额为 2875.45 亿元，较技术吸纳合同金额高出约 200 亿

元，实现了自 2017 年之后首次反超浙江省，表明安徽对外技术辐射能力

开始显现（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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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9-2022 年安徽省技术吸纳和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及占长三角的比重 

三、有关问题与启示建议 

从区域比较来看，与京津冀区域相比，长三角地区在技术市场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度和技术输出合同金额均价方面仍相对偏低。2022 年京津冀

技术合同金额占 GDP 比重约为 10.60%、单笔技术输出合同金额 865.01

万元；同期长三角地区分别为 4.60%、613.76 万元，约为京津冀地区的 1/2

和 2/3。从城市比较来看，上海技术辐射功能仍低于北京，技术吸纳的能

力低于深圳。2022 年，北京技术输出合同金额是上海技术输出金额的 2

倍；深圳技术吸纳合同金额比上海技术吸纳合同金额高 134.12 亿元。 

面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需要更加重视技术要素在促进区域

创新中的核心功能，激发技术市场活力，形成“输出+输入”联动、“辐射

+吸纳”相得益彰的区域协同创新效用，打造以上海为技术要素枢纽、三

省联动的技术市场协同网络。 

一是要进一步巩固上海技术辐射功能，打造区域技术市场交易枢纽。

上海近年来技术市场发展态势良好，基于科创中心、创新策源功能的打造，

对长三角腹地的技术辐射功能已经逐步凸显。应当进一步巩固上海技术要

素枢纽地位，匹配“金融+技术”的功能，形成区域引领和交易枢纽功能。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以市场带动技术供需匹配，加速现代化技术

要素市场，助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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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构建长三角技术要素市场网络，打造互联互通的技术交易网络。

发挥各省市技术创新发展优势，聚焦创新策源能力提升，加快创新要素有

序流动，推动长三角地区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增

强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实现技术交易信息互通，提升技术交易资源匹

配效率和精准度，促进跨区域技术资源流通，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质增

效。 

三是完善技术数据联动机制，搭建数据资源及服务共享平台。目前

技术合同登记以“乙方”登记为主，各地仅能掌握技术输出的具体数据，

例如上海能够掌握技术输出合同类型、输出地区，但不掌握外省市输入到

上海的技术合同，不利于全面了解技术合作领域动向。建议在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等相关区域，建立技术合同数据的共享平台，依托上海技术交易

所等具有国家资质的专业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数据资源的发掘，促进区域一

体化成果的呈现。 

四是加快长三角技术市场一体化发展，优化监督管理服务。完善长

三角一体化技术交易市场网络，探索在G60科创走廊以及长三角重点示范

区域，优先建立统一技术合同评定标准与规范体系，进一步打通长三角三

省一市技术交易平台。强化技术市场监督管理联动，提升长三角一体化技

术交易监督管理和市场服务水平，共同推进长三角技术市场持续活跃和一

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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