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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区域创新现状与模式，对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基于对

四川省获科技进步奖项目的分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四川省的区域开放协同创新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四川开放协同创新中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医院 5大主体间的

多边合作逐步加强，其中企业始终保持主导地位，高校企业、产学研、研究机构企业合作项

目较多且趋势良好；区域开放协同创新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成都平原、川南、攀西、川东

北、川西北经济区，城市开放协同创新格局呈“核心-边缘”分布特征；四川形成了全省、各经

济区“大小”日益复杂的开放协同创新网络，其中成都长期保持网络中心地位，次级网络中

心则在成都平原、川南、攀西和川东北经济区动态变化。最后提出统筹规划布局多个区域

创新中心、优化区域开放协同创新网络、构建良好创新生态系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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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共识，全

球范围内创新范式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再到创

新生态系统演变，并呈现共生式创新发展趋势[1]。以开

放合作、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开放协同创新模式，能够充

分利用区域内外创新资源，增强区域创新竞争力，对于

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日益受到社会关

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作为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

“领头羊”，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新旧动能转换，区域创

新综合能力不断提升，创新步伐正在不断加快，但仍然

面临诸多现实问题[2]。为此，剖析区域创新现状，尤其是

创新模式的分析，对于推动四川转型发展、有效破解创

新驱动发展瓶颈制约，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

支撑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关于创新开展了较多研究，研究热点涵

盖开放式创新、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绩效与能力、区

域创新系统、企业协同与自主创新研究等。其中开放协

同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政府、企业、高

校、研究机构等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合作，如解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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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探究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模式与协同效应和创新绩效

之间的关系[3]；陈芳等认为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主

要由政产学研建立联盟共同推动且企业始终发挥主导

作用[4]；原长弘等运用单案例实证研究了通过政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5]；蔡翔等分析了省

级层面大学-企业-政府协同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6]；Xia

Cao等研究表明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的规模对知识转移

具有重要影响，规模大小与转移速度负相关[7]。二是不

同创新单元间的开放创新合作，如鲜果等基于中国 29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对中国城市

间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邻近性机理进行

分析[8]；马双等运用社会网络探究了长江经济带城市间

的创新联系及其空间结构[9]；张惠璇等运用空间相互作

用模型测度分析了广东省地级城市的创新联系空间格

局和演变特征[10]；姜辉利用VAR模型测度杭州开放度对

全球配置创新资源能力的冲击效应，强调城市开放创

新[11]；Anja Leckel等认为公共政策对区域开放创新具有

重要作用[12]。三是开放式协同创新研究，如毛磊提出跨

区域开展协同创新的前提是区域间实施开放式创新，构

建了跨区域间协同创新的三重交互模式[13]；宋来胜等研

究发现本土企业与国内外企业合作创新对技术创新效

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4]。

目前关于开放协同创新主要对开放创新、协同创新

分别进行了研究，而开放协同创新主要对理论基础或科

技型企业案例进行了研究，对城市、区域等中观层面的

定量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数据或研究视角主要是基于科

技论文和专利数据，较少挖掘科技奖项数据，尤其是区

域开放协同案例研究。为此，本研究以 2009~2019年四

川省科技进步奖为数据源，通过文本挖掘，利用 Ucinet

软件，运用创新单元间合作（包括四川 21个市州间合作

及与省外城市合作）表征四川开放创新，政府、企业、高

校、研究机构、医院等创新主体间合作表征协同创新，即

用不同创新单元间各创新主体间的多边合作反映区域

开放协同创新情况，分析四川开放协同创新主体、单元

的现状和特征，探索区域开放协同创新网络的演变，拓

展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模式。研究结果以期丰富开放协

同创新理论，为提升四川区域创新活力和水平、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是

一种网络分析工具，它能清晰地观察社会网络中行为主

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16]。中心

度是度量整个网络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社会网络

中，处于中心位置的行为主体更易获得资源和信息，拥

有更大的权力和对其他行为主体更强的影响力[17]。网

络中心度又可以分为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

心度[18]，参考已有研究，本研究选择点度中心度反映开

放协同创新网络中创新单元的中心性，并利用 Ucinet软

件进行网络结构指标的特征和可视化分析。

点度中心度表示网络结构中特定行为主体所凝聚

的关系数量，表征节点连接程度，行为主体所凝聚的关

系数量越多，其中心性越高。在开放协同创新网络中，

表示与该创新单元产生协同创新合作关系的单位数量，

中心度越高表示该创新单元在网络中越重要、影响越

大，数量最多的创新单元则为网络中心。

Cd(i) =∑
j = 1

M

aij

式中：aij 表示创新单元之间合作邻接矩阵，有科技创新

合作则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

1.2 数据来源

科学技术进步奖是对区域推动科技进步的创新主

体给予的一种奖励，涵盖了区域具有代表性且有影响力

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全面反映了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

科技攻关能力。本研究以四川省科技厅公布的 2009~

2019年四川省科技进步奖奖励项目名录为数据源，按照

项目名称、奖励等级、完成单位（创新主体）、合作城市

（创新单元）、开放协同创新类型进行信息挖掘与分类处

理，项目不包含仅一个完成单位且一个创新单元的奖

项。其中完成单位分为高校（学）、企业（产）、政府（政）、

研究机构（研）、医院（医）5类，创新单元包括四川省内外

市州。其中开放协同创新类型为政产学研医五类创新

主体间的多边合作。

2 四川开放协同创新演变分析

2.1 创新主体

就开放协同创新项目来看，2009-2019 年四川开放

协同项目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由 2009年的 110项上升至

2019年的 161项，增长率高达 46.5%；同时四川省开放协

同创新项目在其科技进步奖中占比也呈现较好的发展

态 势 ，占 比 由 2009 年 的 45.45% 增 长 至 2019 年 的

66.26%，其中 2010 年突破 50%、2016 年超过了 60%。就

奖励结构来看，开放协同创新项目中一等奖的占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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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由 2009 年的 56.25% 上升至 2019 年的 77.14%，年均

占比高达 70.14%；其次为二等奖占比，由 2009年的 50%

波动上升至 2019年的 71.01%，2016年高达 77.94%；三等

奖占比呈较平稳增长趋势，由 2009 年的 41.56% 上升至

2019年的 61.15%。总的来看，四川开放协同创新总体发

展态势良好，项目数不断增多，而且科技进步奖奖励级

别与开放协同创新呈正相关，即奖励级别越高，开放协

同创新特征越明显，侧面反映了促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

需要加强开放协同创新。（图1）

就创新主体来看，科技创新主体日益多元化，四川

省开放协同创新有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医院 5大

主体，而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多边合作正在逐步加强，协

同创新类型不断增多。2009~2019年协同创新项目中排

名前 5的协同创新类型依次为高校企业合作、企业间合

作、产学研合作、研究机构企业合作、政府研究机构合

作，累计合作项目数占据开放协同创新项目的 50% 以

上。其中高校企业合作项目最多，累计数量高达 484项，

远高于其它主体间的合作；其次为企业间合作，累计为

196项；排名第 3的为产学研合作，累计为 153项，与排名

第 4的研究机构企业合作项目差距较小，仅领先 5项；而

政学医合作、政学研医合作、产研医合作项目最少，分别

为 1 项。就演变趋势来看，2009~2019 年各主体间合作

创新呈现多元化，而且大多数主体间合作呈波动上升趋

势。其中高校企业合作保持明显的领先优势，且呈现较

好发展态势，合作项目由 2009年的 25项上升至 2019年

的 67项；企业间合作项目呈现先增后降状态，由 2009年

的 15 项增长至 2015 年的 30 项，然后降至 2019 年的 16

项；产学研合作、研究机构企业合作均呈较好的增长趋

势，分别由 2009 年的 5、9 项增长至 2019 年的 20、18 项；

而政府高校、政府研究机构合作则表现为下降趋势。总

的来看，高校企业合作、产学研合作、研究机构企业合作

在项目数量和发展趋势方面均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而

政府参与的协同创新项目增长总体呈放缓状态，同时医

院参与的协同创新项目虽然较少，但其与其他创新主体

的合作不断加强。（图2、图3）

2009~2019年各创新主体主导或参与的协同创新项

目数量由高到低依次为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医

院，占项目总数比重的年均值分别为 71.93%、58.24%、

36.68%、23.27%、7.91%。其中企业在四川开放协同创新

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企业主导或参与的协同创新项

目不断增长，占项目总数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60.91% 波

动上升至 2019年的 81.37%；其次为高校，其主导或参与

的协同创新项目占比由 2009年的 50%上升至 2019年的

70.19%；研究机构主导或参与的项目年度波动较大，占

项目总数的比重由 2009 年的 38.18% 下降至 2015 年的

16.88% 再上升至 2019 年的 37.89%；政府主导或参与的

项目总体呈下降趋势，占比由 2009 年的 33.64% 下降至

12.42%；医院主导或参与的协同创新项目占项目总数的

比重，相对波动较小，基本在 10%以内。总之，在四川开

放协同创新中企业的主导作用不断凸显，主要有成飞集

团、攀钢集团、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四川电力公司、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等；高校仅次于

企业，同样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有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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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等；研究机构在四川开放协同创新中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有中科院成都分院、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四川省农科院、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四

川林科院、四川省环科院等；政府在区域协同创新中的

主导作用越来越弱，反映了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政府职能

不断向服务型转变；医院参与的协同创新项目虽然较

少，但在四川开放协同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与

其他主体合作，不仅推动了医院创新发展、提升了行业

影响力，还在区域技术突破乃至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等。（图4）

2.2 创新单元

四川省内 21个市州的开放协同创新空间不均衡，区

域差异较大。成都在四川开放协同创新中占据重要地

位，2009~2019年成都主导或参与的协同创新项目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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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项，在全省占比达到 87.69%，遥遥领先于其余市州，

凸显“极核”特点，这与成都的本底条件和发展潜力密切

相关，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体

系不断优化，资金、人才、创新平台、服务中介机构、企业

等创新要素不断集聚，同时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

应”。其次为绵阳，绵阳作为中国唯一科技城，依托当地

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西南科技大学积极开展协同创

新，项目总数为 136项，占比为 8.42%。攀枝花主导或参

与的协同创新项目数仅次于绵阳，累计为 115项，占比为

7.12%，与当地的企业尤其是攀钢集团密切相关。巴中、

资阳主导或参与的开放协同创新项目较少，数量均不足

20项，占比均不足 1%。总之，成都作为四川开放协同创

新中心，相较其余市州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主要在于

成都创新要素集聚，而绵阳的科技创新与科技城建设同

步，攀枝花的经济和创新均离不开攀钢集团的支撑。与

之相反，先进产业、龙头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相对缺乏

的市州，在区域开放协同创新中的参与度则较低。（图5）

从 5大经济区来看，成都平原经济区的开放协同创

新项目遥遥领先于其余经济区，且呈现较好发展态势，

2000~2019年每年开放协同创新项目数基本在 100项以

上，主要得益于成德绵，其作为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先行区，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值得注意的是内部发展

差异依旧很大，比如资阳排在最后，可见成德绵的虹吸

效应要大于其辐射带动作用。川南经济区的开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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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项目仅次于成都平原，年均有 20项，区域内的宜宾、

泸州在四川创新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与良好的智能

制造、食品饮料、能源化工等产业基础以及龙头企业带

动密切相关，而内江则相对较弱。攀西经济区开放协同

创新项目处于第 3，其中攀枝花市的经济水平和创新能

力在四川处于前列，主要受到攀钢集团的驱动，而攀枝

花对凉山起到了一定辐射作用，并且凉山作为攀西战略

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核心区域，在钒钛、稀土和稀贵

金属等战略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上已形成一批骨干企

业和重点产品，在资源勘探、科学开发、技术攻关等科技

创新方面取得较大进展[19]。川东北经济区开放协同创

新水平相对较低，主要在于经济实力较弱，且缺乏一流

高校、研究机构、龙头企业等创新主体和创新平台，但近

年川东北创新发展态势良好，2017年后川东北的开放协

同创新项目要多于攀西地区。川西北的开放协同创新

水平相对最弱，2009~2019 年年均开放协同创新项目不

足 10项，推动民族地区创新发展、与内地创新协同发展

的任务艰巨[20]。（图6）

2.2 创新网络

从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中的区域合作来看，初步形

成了四川省、各经济区市（州）间“大小”的开放协同创新

网络。四川初步形成了以成都为核心的区域开放协同

创新网络，其中成都不仅与其余 20个市（州）均有合作，

还与省外较多城市建立科技合作关系。五大经济区在

整个创新网络中的中心度差异明显，由高到低依次为成

都平原、川南、攀西、川东北、川西北经济区。其中成都

平原经济区内部各城市以成都为核心形成了较为紧密

的合作网络，川南经济区合作网络初步形成，其余经济

区内市（州）科技创新合作还不够紧密。此外，市（州）间

的开放协同创新网络不局限与川内，还与省外相关城市

开展了较多合作，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协同创新的主体

主要是当地的企业、高校，省外合作较多的城市为北京、

重庆。值得一提的是，川渝之间较为紧密的开放协同创

新也为成渝建设国家重要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一定

基础。

就网络演变来看，2009~2019 年四川开放协同创新

网络越来越明显，且创新单元、次级网络中心呈现动态

变换特征。2009年跨区域（省内外）科技合作市州超过 5

个的有成都、德阳、泸州，其中成都与 16个省外城市有创

新合作。2011年年跨区域（省内外）科技合作市州超过 5

个的有成都、宜宾、泸州，其中成都与 16个省外城市有创

新合作。2013年跨区域（省内外）科技合作市州超过5个

的有成都、德阳、泸州，其中成都与 19个省外城市有创新

合作。2015年跨区域（省内外）科技合作市州超过5个的

有成都、绵阳、宜宾、阿坝、甘孜、凉山、南充，其中成都与

21个省外城市有创新合作。2017年跨区域（省内外）科

技合作市州超过 5个的有成都、绵阳、德阳、宜宾、泸州、

眉山、凉山、南充，其中成都与 41 个省外城市有创新合

作。2019年跨区域（省内外）科技合作市州超过5个的有

成都、绵阳、德阳、攀枝花、泸州、自贡、眉山、广安，其中

成都与37个省外城市有创新合作。

成都长期保持区域开放协同创新的网络中心地位，

中心度遥遥领先于其余城市，且网络中心度不断增强，

创新实力雄厚，而次级网络中心则动态变化。次级网络

中心 2009年为泸州、德阳、攀枝花，2011年为泸州、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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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2013年为泸州、德阳、宜宾、乐山，2015年为宜宾、

攀枝花、绵阳、达州，2017年为泸州、绵阳、宜宾、南充、凉

山，2019年为绵阳、广安、宜宾、攀枝花。可见四川开放

协同创新网络次级中心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川南、攀

西和川东北经济区，川西北相对较弱，这与区域资源特

色、产业体系和创新要素差异密切相关。四川开放协同

创新网络越来越复杂，创新单元日益多元化，除了省内

各市州多边合作不断加强外，各市州扩大对外开放，强

化与省外城市的协同创新合作。四川与省外开放协同

创新的城市数量由 2009年的 19个增长至 2019年 42个，

其中北京、重庆、武汉、西安、南京是各市州合作较多的

城市，这与当地较高的创新水平和丰富的创新要素相

关，总体上四川开放协同创新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创新

系统不断优化。（图7）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本研究以 2009~2019 年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为数据

源，以创新主体、创新单元、创新网络进为研究对象，对

四川开放协同创新演变进行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四川科技创新中开放协同创新特征越来越明显，而

且科技进步奖中奖励级别与开放协同创新呈正相关。

从创新主体来看，四川省开放协同创新有政府、企业、高

校、研究机构、医院这 5 大主体，2009~2019 年各创新主

体主导或参与的开放协同创新项目数量由高到低依次

为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医院。不同主体间的互

动、多边合作正在逐步加强，其中高校企业合作、产学研

合作、研究机构企业合作的项目数和发展趋势均呈较好

态势，政府参与的协同创新项目增长总体呈放缓状态，

医院参与的协同创新项目虽然较少，但其在区域创新体

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从创新单元来看，四川省内 21个市州的开放协同创

新空间不均衡，区域差异较大。成都作为四川开放协同

创新中心，相较其余市州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主要在

于成都集聚创新要素，而绵阳的科技创新与科技城建设

图7 四川省 2009~2019年各城市开放协同创新网络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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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攀枝花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攀钢集团的支撑。与之

相反，先进产业、龙头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相对缺乏的

市州在区域开放协同创新中的参与度则较弱，如巴中、

资阳。2009~2019年开放协同创新项目由多到少依次为

成都平原、川南、攀西、川东北、川西北经济区。其中成

都平原经济区的开放协同创新项目遥遥领先于其余经

济区，且呈现较好发展态势，但其内部发展差异依旧很

大，可见成德绵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川南经济区

的宜宾、泸州在四川创新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这与良

好的产业基础密切相关，而内江则相对较弱。攀西经济

区的攀枝花市受攀钢集团的支撑，其经济水平和创新能

力在四川处于前列，并对凉山起到了一定辐射作用。川

东北经济区开放协同创新水平相对较弱，但近年发展态

势良好，而川西北的开放协同创新水平相对最弱。

从创新网络来看，在全省市（州）间、经济区内部初

步形成了“大小”的开放协同创新网络。四川初步形成

了以成都为核心的区域开放协同创新网络，该网络内的

创新单元不局限于川内，还覆盖了省外相关城市，共同

推进科技创新。五大经济区在整个创新网络中的中心

度差异明显，由高到低依次为成都平原、川南、攀西、川

东北、川西北经济区，其中成都平原经济区内部各城市

以成都为核心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合作网络，川南经济区

合作网络初步形成，其余经济区内市（州）科技创新合作

还不够紧密。2009~2019年四川开放协同创新网络越来

越明显，且创新单元、次级网络中心呈现动态变换特征。

成都长期保持区域开放协同创新的网络中心地位，其中

心度远高于其余城市且不断提高；次级网络中心则动态

变化，由 2009 年的泸州、德阳、攀枝花演变至 2019 年的

绵阳、广安、宜宾、攀枝花，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川南、

攀西和川东北经济区。此外，创新网络越来越复杂，创

新单元日益多元化，除了省内各市州多边合作不断加强

外，各市州还强化与省外城市的协同创新合作。

3.2 启示

统筹规划布局多个区域创新中心。针对四川开放

协同创新网络表现为“核心（成都）-边缘”格局，通过规划

建设区域创新中心，弥合地区间科技差异，促进创新乃

至经济较为均衡发展。一是依托四川省“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区域新格局，立足创新本底和资源禀赋，布局建

设多个区域创新中心，充分发挥其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引

领辐射带动作用。二是各个创新中心结合区域实际，依

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四川“5+1”现代产业体

系构建，推进特色领域创新发展，重点化、差异化打造区

域产业集群，集聚创新要素资源，通过产业集聚、知识外

溢、技术溢出等方式进而形成特色创新集群，发挥其集

聚效应和外溢效应，为四川发展提供“创新集群动能”。

同时，以创新中心为链接点，加强经济区内城市间的创

新合作；以创新中心为核心，推进各经济区间的创新合

作，从而缓解乃至逐步解决科技创新领域“贫富差距”

问题。

优化区域开放协同创新网络。在四川初步形成的

开放协同创新网络的基础上，通过成德绵协同创新经济

带、区域创新中心建设，加强政产学研用合作，逐步优化

区域开放协同创新网络。一是以成渝打造科技创新中

心为契机，推进成德绵协同创新经济带建设，发挥其服

务四川科技创新的引擎作用。二是依托区域创新中心

建设，构建各经济区创新网络和四川省创新网络，即“小

核心、大网络”。三是依托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攀钢集团、成都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中科院成都分院、中

国核心动力研究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四川省林业科

学院等研究机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等医疗机构，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基础研究合作

网络、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四是鼓励各市州积极与省外

城市尤其是重庆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扩大开放协同创新

网络的同时，充分利用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资源服务四

川创新发展，推动成渝科创中心建设，并提高区域开放

协同创新网络的辐射范围。

构建良好创新生态系统。以成渝科创中心建设契

机，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和产学研合作机制，集聚创新要

素尤其是人才，逐步构建优良的创新生态系统，打造四

川开放协同创新共同体。一是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成

立四川省开放协同创新管理和决策机构，理顺各级政府

的协同创新联动机制，优化企业创新环境，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强化市场导向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支持

跨区域的创新中介组织、创新协同服务平台发展和建

设。二是加强对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

中介服务机构、医院等创新主体的培育和支持，促进创

新主体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建立范围更大、层次更高

的产学研联盟。三是以成都为核心在全球范围内吸引、

集聚包括人才、技术、资本、知识等优质资源，强化创新

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创新资源自主聚合。四是打造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数字经

济六大人才群落，改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引进和分类评价

制度，建立跨区域的人才培养、供给、流动机制。构建以

创新中心、创新集群为聚点，以开放协同创新网络为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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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以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动态区域

创新生态系统。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企业在四川开放协同创

新网络长期发挥主导作用，未来还应积极采取措施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是积极引进和培育创新型企业，

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在区域内集聚，促进相关产业提质增

效的同时，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二是鼓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同时建立健全激励企业创新机制，包括税收

奖补、研发补贴、股权及分红激励等。三是着力搭建企

业开展开放协同创新良好平台，完善政产学研医深度融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省内外科技成果在川转移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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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od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was expound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ichuan province's projects awarded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prizes, a study on regional ope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as conducted by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five main bodie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hospitals in Sichuan's ope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mong them, enterprises always maintain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there are many cooperation

projects between university and enterprises,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trend is good. The levels of regional ope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high to low are Chengdu Plain, South

Sichuan, Panxi, Northeast Sichuan, and Northwest Sichuan economic zones. The pattern of urban ope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esent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re-edge". Sichuan has formed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ope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of "large and small" across the province and various economic zones. Among them,

Chengdu has maintained its status as a network center for a long time, and secondary network centers have been

dynamically changing in the Chengdu Plain, southern Sichuan, Panxi and northeastern Sichuan economic zones. The study

put forward proposals as below: overall planning and layout of multiple regional innovation centers, optimizing regional

ope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s, building a good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status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as the main body.

Keywords: ope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prizes;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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