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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作为日本研究机构最多、技术领域最广的科创集聚区“筑波科学城”，正加快

建立区域开放创新体系，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努力向“超级城市型国家战略特区”

转型发展。本期专报基于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国际科技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野村综研）

的研究成果，对筑波科学城的转型发展进行深度剖析。供参考。 

强化创新资源集聚、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创新体系 

——日本筑波科学城转型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筑波科学城位于东京东北 50 公里处，总面积约 283 平方公

里，已集聚 29 所国家研究和教育机构、150 所民间研究机构，形成

了运转完善的“官产学研”创新体系。目前，筑波实际居民 24.2 万

余人，约有 2 万名研究人员（外籍研究人员约占 50%），已产生 4

位诺贝尔奖得主。筑波研究机构大多独立运作，也面临着开展协同

创新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挑战。以下介绍其转型发展的有关做法

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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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筑波科学城转型发展路径 

2020 年，日本发布《筑波站周边中心城市建设战略》，打造活

力、创新和绿色的世界领先城市面貌，强调区域内研究机构产出的

成果在应用场景中的使用。2022 年，筑波科学城进一步被提升为“超

级城市型国家战略特区”，以数字化技术和区域内先进技术集群的

融合为基础，设计了行政服务、移动出行、购物物流、医疗护理、

防灾和基础设施六大科技创新应用场景，确保科技进步全面改善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其主要实施路径是：改变传统单一

线性创新和产学研合作模式，探索建立更开放、更多元互动的创新

体系，强调从“研发（R&D）”转向“连接与开发（C&D，Connect 

& Develop)”（图 1），最大程度集聚创新要素，并充分激活学术界、

产业界、政府及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合作，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三

个方面： 

 

图 1：筑波创新生态系统的迭代—从 1.0线性创新到 3.0开放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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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促进多方互动与合作。打通“公众-产业界-学术界-政府”

间的信息交流链路，各方相互启发思路、修正创新方向，从而激发

跨学科和跨领域间的创新合作。比如，积极推行“Under one Roof”

（同一屋檐下）的创新理念，致力于创建集研究人员、企业家、投

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于一体的创新创业环境。通过建设日本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所等机构，强化研究领域与商业应用之间的桥梁作用。建

立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交流和技术合作。实施灵

活的人才流动政策，允许科研人员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自由流动，

增强互动与合作。 

二是创新解决方案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在多元互动的开放创新

模式下，微观主体间的创新活动发生变化，创新解决方案从传统单

一化工业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和定制化。这种转变打破了传统的、

定向委托的具体技术研究目标，通过应用场景牵引使解决方案更易

于适应市场变化和用户的多元需求，用户的角色也从被动接受产业

创新成果转变为主动参与创新方案的制定过程。 

三是致力于资源整合与效率提升。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平台、

创新孵化器，积极与地方政府和国际机构合作，筑波科学城不仅促

进了科研成果的快速转化，还加强了不同领域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

同时，依托筑波研究学园都市交流协议会、全球创新推进机构（TGI）

等平台，强化创新需求对接、联合研发、信息与资源共享、商业化

论证及技术转移服务等环节，提高整个产业的创新效率和市场响应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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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筑波科学城转型发展的实践案例 

1、筑波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枢纽：全球创新推进机构 

为解决基础研究与产业培育之间的脱节问题，筑波科学城成立

了筑波全球创新推进机构（TGI），是国家政府指定的“筑波国际

战略综合特区”相关业务的推进中心，后升级为独立运营的社团法

人。作为筑波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枢纽，TGI 围绕生命健康和绿色

低碳领域，致力于支持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全程支持技术成果从早

期发现、开发到商业化的全过程，创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案例

（图 2）。 

图 2：TGI在筑波创新体系中的枢纽作用 

一是医疗与工程合作创新。TGI 着力打造一个医疗器械商业化

生态系统的区域合作基地，以及广域合作网络中共享医疗器械商业

化所需专业支持人力资源的系统，形成自给自足的区域化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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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网络。 

二是下一代技术的创新创业。聚焦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TGI 支持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和新业务的创建发展，提供商业计

划书构建和商业化论证等服务，增强筑波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竞争

力。 

三是布局实施国际战略综合特区重点研发项目。包括生活支援

机器人、创新医疗技术开发、核医学检测药的国产化、藻类生物能

和城市稀有金属回收循环等技术研发。其中，“TIA 纳米技术世界

级创新平台”的建设是重点项目之一。 

在具体举措上，TGI 还提供技术研发咨询服务，帮助学界与产

业界需求对接，协调共同研究，提供市场动向的最新信息和研究经

费筹措支援。同时，TGI 也支持科技成果在社会化应用方面的努力，

如与行政机关的信息交换、专家交流和对市民的采访调查。此外，

TGI 还开设了筑波科技一站式咨询窗口，并建立了技术转移中介机

制，进一步加强技术和知识的转化与共享。 

2、开放创新与资源整合的实践：筑波纳米技术创新平台 

筑波纳米技术创新平台（TIA-nano）是全球领先的纳米制造技

术科研集群。作为筑波地区资金投入最大、成果最有影响力的研究

平台，TIA-nano 不仅提供先进的共用研究设施，还致力于人才培养

与新兴技术的快速开发。该平台汇集了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物质材料研究中心、筑波大学、高能加速器、东京大学、东北大学

等顶尖研究机构，共同推动超精纳米加工技术在电子电路、纳米管、

生物医疗、微电子系统等领域的应用。通过一站式服务和强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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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TIA-nano 加强了核心研究机构之间的网络，支持创新系统关

键要素的集聚配置和国际创新合作网络的构建。 

一是促进研发生产一体化发展。比如，深化半导体（IOT/AI 传

感器）、物质材料数据平台、光・量子测量技术等领域布局，通过

设立“架桥”计划，实现多个研究机构与多家企业之间的合作，从

而加速科研成果的广泛应用与商业化。 

二是建立科学高效的设备共享机制。从超净实验室到大型粒子

加速器，TIA-nano 构建了一个包括多种先进研究设施的共用网络。

通过建立设备数据库和优化共用制度，极大地提升了共享研究资源

的使用便利性和效率，不仅允许研究者根据需求快速检索合适的设

备和可用时间，还可以实现经验参数和制造工艺等研究资源的共享。 

三是优化人才流动和知识产权服务机制。实施研究员派遣聘用

制度，有效促进研究机构与企业间的人才流动。推行共同研究合同

手续简便化和知识产权的一站式服务，极大地加强了产学研合作的

灵活性和响应速度，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过程。 

三、经验与启示 

一是构建更加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借鉴筑波科学城“Under 

one Roof”的理念，建立一个集研究人员、企业家、投资者和政策制

定者于一体、多元互动的创新创业环境，通过完善科技园区内的生

活文化设施来提升科研人员的生活质量，吸引和保留更多国内外顶

尖人才。   

二是推动多方协同合作与资源整合。强化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互动与合作，包括公众、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通过建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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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共享平台和实体协作空间，促进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创新合作。

同时，通过政策激励和资金支持，促进不同领域和行业间的资源共

享和优势互补，打破行业壁垒，鼓励跨领域创新。 

三是促进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应用。从传统的研发（R&D）模式

向连接与开发（C&D）模式转变，利用开放式创新策略集聚全球智

慧，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同时，强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信

息共享，通过建立开放式创新平台，促进内部与外部资源的无缝连

接。 

四是更大力度推动科技惠民和应用示范。针对性地解决老龄化、

环境保护、城市发展等社会问题，设计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示范场景，

探索建立社会问题研究基金，支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治理等

方面的科研项目和创新尝试，确保科技成果惠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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