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是一个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袁对区域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遥现有资料中对区域产业发展支撑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的研究比较缺乏遥 通过对影响区域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因素的研究袁遵循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合理性原则袁 建立一套评价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的评价体

系袁为决策机构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遥为了对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印证考察袁采
取多种数据处理方法对照分析袁力求得到更加可信的结果遥首先袁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同一

个地区在不同年份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的发展状况进行纵向分析曰其次袁采用因子分析法

对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横向比较曰最终得出评价结果袁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遥 研

究表明袁各地区科研投入能力和地区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袁是导致各地区区域产业发展

科技支撑能力发展不平衡原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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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对工业发展尧特别是对我国当前大力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着重要

意义袁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遥 当前袁各级政尧企尧事业单位都意识到了建立完善的科

研创新体系的重要性袁为了清晰地了解一个地区科技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优先

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力度袁 对本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测度就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

作袁为此必须要对其建立一套严谨的指标体系曰同时袁对统计数据进行科学处理袁才能真实地

反映当前区域的发展现状袁提供决策依据遥 为了更快尧更高质量的促进工业体系的现代化发

展袁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袁迫切需要对当前科技创新环境尧创新能力及科技转化能力等方面有

一个全面尧清晰的认识袁只有科学地展现出当前的技术水平在产业发展中的全貌袁才能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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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宏观调控尧资源分配做出相对准确的政策建议遥
一尧国内外关于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的研究现状

目前袁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非常多袁但迄今为止袁尚未能比较完备地建

立一套选取指标体系的方法理论遥 Clark 认为袁可以从对产品的创新能力和对工艺的创新能力

两个方面来衡量技术创新的能力曰Scherer 认为袁由于科技创新的方式多种多样袁最终实现的成

果也表现得非常复杂袁 因此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应该由不同的指标体系来加以阐释遥 Philip
Cooke 渊1992冤率先提出了野区域创新系统冶的概念袁并尝试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遥 Saxenian
渊1998冤认为袁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体系探讨袁应当基于市场丰富的科技资源尧不断发展壮大

的科技企业尧政府的政策及管理模式和区域之间良性互动带来的创新协同能力 [1]遥 Michael
Fritsch 和 Grit Franke 渊2004冤 的实证研究表明袁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差异与 R&D 投入的效率

有关袁因此对科技创新能力的测度非常关心 R&D 指标[2]遥 C.K.Sankat 渊2006冤 等学者以加勒比

海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袁运用绩效指标通用模型对其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分析 [3]遥 Mikel Buesa
渊2006冤 研究了影响区域科技创新的因素袁认为区域的生产水平袁私营企业尧大学以及公共管理

部门的效率袁区域创新环境等对其有重大影响[4]遥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在此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袁成果颇丰遥 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能力主要

体现在六个方面院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尧创新环境尧创新管理能力尧技术研发能力尧工业制造能力

和市场营销能力袁这六个方面共同构成创新能力评价的基本要素[5]遥 此外袁许多学者利用相关

数学尧统计知识对创新能力指标进行优选袁以达到评价目的[6]遥 李宗璋渊2002冤从 R&D 投入尧创
新性人力资源以及科技产出三方面选出 16 个指标袁利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7]遥沈菊华渊2005冤
以连云港市为例袁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评价指标袁其中包含 26 个指标袁并运用 AHP 法进行评

价[8]遥 李柏洲和苏屹渊2009冤利用粗糙集法袁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进行了属性约简袁然
后引入熵模型袁建立了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模型[9]遥 刘伟尧曹建国等渊2010冤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袁
对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袁研究结果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10]遥李高杨和刘明

广渊2011冤构建了一套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袁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评测袁其指标

创建的方法和原则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1]遥 毕景刚渊2013冤研究了高校在地方文化产业中的服务

功能袁为后续设计指标评价体系提供了思考[12]遥 张志新尧孙照吉和薛翘渊2014冤运用聚类分析以

及主成分分析对黄河三角洲区域六地市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分析与评测袁得出虽然科技发展势

头迅猛袁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结论[13]遥 何凡尧罗洎和陈一君渊2014冤对高新区

与区域创新系统作了探索袁其中对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相关研究对区域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指标

体系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14]遥 殷群尧李丹渊2014冤研究了国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现状袁在分

析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袁提出产业技术联盟优化的原则袁为我国建设新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提供可借鉴依据[15]遥 戴明峰尧查奇芬渊2014冤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江苏高新技术产业的竞

争力进行评价袁评价结果参考性较强[16]遥
以上国内外学界关于高校尧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结果袁均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

的划分维度进行袁有对科技创新能力本身评进行价袁有对高校和区域的科技支撑环境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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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袁也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评价的曰有学者从横向的角度对某一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

力进行评价袁也有学者从纵向的角度对其科技支撑能力进行考察曰同时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

中袁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袁有运用单一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估的袁例如运用层次分析

法尧模糊综合评价法尧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曰也有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同时使用

的遥 总体来说袁虽然关于区域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方面袁国内外学界无论是在理论

研究还是在实证分析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袁为后续关于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的

研究提供了不同层面上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遥
但是袁就现有研究来看袁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遥 对于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的研究袁目前还没有一整套完备的评价体系袁同时袁在指标的选取方面袁常常存在考察

的指标过细或者不够全面的问题袁有些指标在设计过程中获取数据的难度较大袁缺乏对实际

状况的合理判断遥 此外袁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袁单纯的进行区域科技创新硬支撑能力的研究

较多袁这已经不能满足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区域产业发展的要求袁因此袁在未来的研究

中袁应该同时注重区域产业发展的软支撑能力袁例如袁支撑区域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条件

以及科技创新的环境条件和科技创新文化建设状况遥 只有将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的硬

件设施建设和软支撑能力建设并举袁才能为区域产业在新常态下科学尧健康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科技支撑动力遥
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袁建立一套全新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袁并利用层次

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袁对同一区域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的纵向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袁也对不同地

区区域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进行横向分析袁最终建立一个科学尧完备的评价体系袁通过科学的数

据处理得出结论袁为地区决策机构制定科技要素投入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遥
二尧选取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指标总体原则

关于科技创新评价指标选择的研究袁总体来讲袁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袁不过国内外学界

还是探索出了一些指标选取的原则袁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袁本文也将主要基于这些公认

的标准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遥
渊一冤系统性原则

由于区域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涵盖的范围比较广袁因此袁指标的选取必须要有全局性袁能够

覆盖到各个层面袁这样才能更为系统地尧科学地反映当前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全貌曰同时应当

注意整体和局部的统一性袁长期与短期的均衡袁指标的选择也要重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袁力求

完整而又客观地反映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遥
渊二冤科学性原则

任何研究的进行都必须基于科学的逻辑推理袁建立指标体系更是必须在这一基本原则的

指导下进行遥 为了确保评价结果的准确和可信袁指标的定义尧范围尧分类尧数据的采集尧权重的

确定尧计算方法等都必须要规范地操作袁建立在科学统计理论的基础上遥 在指标的设计上袁各
指标都应独立地反映体系的特征与信息袁从各方面反映当前区域的科技支撑能力现状袁避免

重复性的信息袁影响后期统计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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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可信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为了准确的反映当前区域科技创新的现实状况袁评价指标的选择

必须考虑数据来源的可行性和可靠性袁因此在采集数据的时候袁应当尽量考虑选取权威的数

据发布机构遥 若某项指标的数据不能保证来源的可靠性袁宁愿舍弃此项指标遥
渊四冤可比性原则

一个地区创新能力往往带有其自身地域上鲜明的特点和时间上的跨度等特性袁因此指标

体系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到不同区域间的横向对比袁还要考虑到不同时间跨度上历史数据的可

比性遥 指标的选择应当考虑国际上通行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袁既要反映地区鲜明的特点袁也要考

虑到共性的问题遥
渊五冤导向性原则

我们建立的指标评价体系袁目的是反映区域当前科技创新能力的全貌袁通过这个体系能

够发现问题袁引导决策机构制定发展政策袁提高产业创新和竞争能力遥 因此所选择的指标的分

析结果应当起到对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引导作用遥
三尧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指标体系

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袁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标准的指标系

统遥 本文基于前面所述的基本原则袁同时在考虑指标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尧可靠性袁并在参考

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袁设计了一整套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遥
根据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袁我们将整个指标体系分为四层遥 第一层是目标层袁即区域新型

工业化内源性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评估曰第二层为次级指标袁主要包含三个因素院科技创新投入

能力尧科技创新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环境指标曰第三层为参量层袁将三个次级指标分解为多

个三级指标曰第四层为指标层袁将三级指标具体细化为最终需要采集统计数据的底层指标(所
有指标均为定量指标)遥 整个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可见表 1 所示遥

渊一冤区域科技创新投入能力 B1
科技创新投入能力主要衡量的是对区域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的要素投入情况袁它包括人力

资源投入 C11袁科研资金投入 C12 和科研设备投入 C13 三个三级指标遥
人力资源投入 C11 指的是参与到科研尧创新活动中的人力资源状况遥 我们将其分为院企业

R&D 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 D111袁企业 R&D 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企业总员工比例 D112袁高校及研

发机构科研创新人员数量 D113袁 高校及研发机构科研创新人员占其总员工比重 D114 四个四级

指标遥为了更为客观袁这里既考虑了绝对量袁也考察了相对量袁其中 D111 和 D113 分别代表科研创

新活动中科技人员在企业尧 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绝对数量袁 可以通过统计年鉴直接获得袁而
D112 和 D114 则反映其相对数量袁利用 D111 和 D113 除以对应的员工人数袁间接获得遥

科研资金投入 C12 分为以下四个四级指标院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经费 D121袁企业投入 R&D 经

费总量 D122袁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科投入经费 D123袁地区总 R&D 经费占本地区 GDP 比重 D124袁前
三个指标衡量了地区各机构科研经费投入的总量袁而第四个指标则反映了科研资金投入在本

地区财政支出中的相对重要性袁此层指标均可通过统计年鉴直接获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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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设备投入 C13 主要衡量投入到科研活动中的设备情况袁反映了硬件支撑的力度袁主要

包含企业尧 高校和研发机构等实验室设备状况袁 主要分为企业科研设备占总生产设备比重

D131袁高校及科研机构实验室科研设备占其总设备比重 D132 两项四级指标袁需要进行计算量化袁
可间接获得遥

渊二冤区域科技创新产出指标 B2
科技创新的产出与转化直接考察的是当前科技创新水平的实用化能力袁 是否带来新产

品尧新工艺以及新的服务袁与社会效益直接挂钩袁反映了科技创投入的产出效率遥 一般来说袁科
技创新首先带来的是理论的发展袁如科技论文等袁再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利袁经工程实用化之后

投入新工艺应用和新产品生产遥 新工艺的采用和新产品的生产受科技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好度

量袁因此袁我们在这里主要利用科研理论产出 C21 和技术专利 C22 两个三级指标来衡量科技创

新产出遥
科研理论产出 C21 主要分解为院国内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数 D211袁国外主要检索收录论文数

D212袁万名科研活动人员论文数 D213遥 其中 D213 反映了理论产出的相对水平袁可间接获得袁D211尧
D212 反映了高层次技术创新活动的产出情况袁可直接获得遥

技术专利 C22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技创新理论的实用化程度袁 将其分解为以下两个四级

表 1 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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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院专利申请量 D221袁专利授权量 D222袁均为直接指标遥
渊三冤科技创新环境指标 B3
科技创新的环境可以理解为社会物质文化基础尧科研氛围对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遥 实践

表明袁科技创新的环境对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有极大影响袁好的创新环境能促进科研创

新能力的发展袁反之则会起到约束尧制约的作用遥 本文将科技创新环境指标 B3 分解为院科技创

新经济基础 C31 和科技创新社会条件 C32 两项三级指标遥
科技创新经济基础环境 C31 包括院地区国民生产总值 D311袁反映了科技创新总的经济基础曰

财政预算支出 D312袁反映了科技创新的财政基础袁可直接获得曰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D313袁
反映了劳动力基本素质袁为相对指标袁可间接获得遥

科技创新社会条件 C32 分解为院地区拥有大学和研究机构数量 D321袁反映了本地区高端研究

机构的发展现状曰非国有经济的比重 D322袁反映了创新环境的制度性因素遥此两项指标均可直接

获得遥 风险投资尧金融机构贷款占科研经费比重 D323袁反映了科技创新面临的金融支持环境曰每
百万人拥有图书馆尧博物馆和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数量 D324袁反映了当地政府以及公众对文

化尧科技的重视程度袁体现了本地区科学文化氛围遥 与 D323 相同袁均为相对指标袁可间接获得遥
四尧数据处理方法与评价

一般来说袁不同的分析方法各有优缺点袁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同一指标体系数据进

行分析袁能缩小因单一方法本身的缺陷而带来的误差遥 采用多种方法计算出来的统计结果互

相印证袁能更为科学尧准确地对指标数据进行解读遥 本文在对数据的处理方法上袁分别采用层

次分析法以及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袁互相支撑袁力求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数据结果遥
渊一冤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单一区域时间轴上的纵向评价步骤

我们建立的评价指标结构是一个多层次尧多属性的指标体系袁因此袁利用层次分析法(AHP)
对本地区进行时间轴上的纵向分析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遥 依时间轴采集各底层指标的数

据袁在收集好指标数据之后袁应当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袁以消除不同量纲和数量级差异所带

来的不便遥 可按以下公式进行标准化院
D鸳ijk = Dijk -D ijk

Sijk姨 公式 4-1

其中袁 Dijk为底层指标袁D ijk为其样本均值袁Sijk为其样本方差遥
对各层次指标两两比较得到判断矩阵袁求出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并单

位化袁将其作为权向量遥 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袁根据检验情况调整判断矩阵最终使得不

一致程度在允许范围之内袁最终得到合适的权数遥 各级综合指标分别由其下级指标依据权重

加权组合得到袁其评价得分计算公式如下院
A=

3

i=1
移wiBi=

3

i=1
移wi

m

j=1
移wijCij=

3

i=1
移wi

m

j=1
移wij

n

k=1
移wijkDijk 公式 4-2

由此袁我们可以得到区域多时段的一个科技创新能力得分变化曲线袁借此加以考察纵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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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遥 但这主要反映区域自身创新能力的一个发展状况遥 为了更加科学的加以考察袁还应

该就此指标体系和其他地区做一个横向的比较遥
渊二冤利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横向比较

为了更为准确地评价各区域的发展程度袁利用因子分析法进一步对指标数据进行评分袁和
前面的方法互相印证袁得到更为可靠的结果遥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变量指标相关矩阵或者方差

协方差矩阵的内部依赖关系袁将多个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因子来反映原始变量之间的联系遥因
子分析法过程也比较繁杂袁但可以通过统计软件 SPSS 较为简便的完成如下过程遥

因子分析法的基本步骤为院
1.数据的标准化遥 同样袁为了消除量纲以及后续讨论的方便袁我们需要将采集的横向比较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院
D鸳ijk = Dijk -D ijk

Sijk姨 公式 4-3
其中袁 Dijk为底层指标袁 D ijk为其样本均值袁 Sijk为其样本方差遥 数据标准化之后袁后面得到

的因子载荷矩阵元素即为野权重冶遥 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可以得到样本相关矩阵 R遥
2.求出样本相关矩阵 R 的特征值 姿1逸姿2逸姿3逸L逸姿n袁及其相对应的单位正交特征向量院l1,

l2,l3,L,ln遥
3.求解因子模型的因子载荷矩阵袁确定公共因子的个数 m遥比如可以取 m 满足事先确定的

因子累计贡献率院
m

i=1
移姿i

n

i=1
移姿i

逸0.8

然后取 琢i= 姿i姨 窑li袁则 A=(琢1袁琢2袁L袁琢m)即为因子载荷矩阵遥
4.对所求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化的正交旋转袁对各因子进行命名袁加以解释遥
5.可利用汤普森法计算汤普森因子得分 fi袁最后指标体系的横向比较综合得分可由各主因

子得分加权求和得到院
F=

m

i=1
移wifi 公式 4-4

其中袁wi= 姿i
m

i=1
移姿j

袁为因子权重遥 最终用综合得分排序就可以对每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加以

横向比较遥
五尧实证分析

渊一冤 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单一区域时间轴上纵向评价要要要以四川省为例

利用层次分析软件袁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计算袁最终得出各级指标权重袁见表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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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

在运用层次分析法软件得到各级指标权重后袁从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尧叶四川省统计年鉴曳以及

叶四川科技统计年鉴曳收集对应指标的原始数据袁按照公式 4-1 进行标准化处理袁结果的数据

见表 3遥
表 3 底层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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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袁按照公式 4-2 进行逐级计算袁由于进行标准化后所得数据均为负

数袁因此袁采用十分制将所得结果进行转化袁得出最终结果见表 4遥
由以上数据可以绘制出四川省 2009-2013 年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变化曲线袁

见图 1遥
表 4 四川省 2009-2013年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评价结果

图 1 2009-2013年四川省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变化曲线

由图可得袁 四川省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在整体上是处于增长趋势袁 虽然在

2011 年有所下降袁但是 2012 年增长很快袁随后并一直保持增长遥
渊二冤利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横向比较

1.首先袁根据公式 4-3 将采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袁然后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袁 结果见表 5遥 由表 5 可以得到袁KMO 检验 0.783袁Bartlett 的球形检验统计量分别为

1118.459袁231袁相伴概率为 0.000袁显著性水平小于 0.1袁故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袁适合做因子分析遥
表 5 KMO和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

2. 确定公共因子

公共因子个数的选取依据为院若前多少个公共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大于 80%袁则选取这些

公共因子遥 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公共因子提取袁得出结果见表 6遥
表 6 特征值及因子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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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得袁前五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 81.663%袁大于 80%袁因此袁选取前五个因子进行

进一步分析遥
3. 各因子解析

由于初始因子载荷分析结果不能较好地解释指标变量与主因子之间的关系袁对其进行正

交变换袁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袁结果见表 7袁其中 F1 尧F2 尧F3尧F4尧F5 为三个公共因子旋转

后的特征向量遥
由表 7 可以得出经过分析的公共因子旋转以后的特征向量院F鸳1尧F鸳2尧F鸳3尧F鸳4尧F鸳5遥 由特征向

量和表 7 可以看出袁第一因子 F1 中袁高校及研发机构科研创新人员数量 D113袁高校及研发机构

科研创新人员占其总员工比重 D114袁政府资助科研项目经费 D121袁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科投入经

费 D123袁国内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数 D211袁国外主要检索收录论文数 D212袁万名科研活动人员论文

数 D213袁地区所拥有大学和研究机构数量 D321 等八个底层指标具有很高的载荷遥 这些指标中袁
一方面反映了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在区域产业支撑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基础作用袁另一方面涵

盖了政府在区域产业科技支撑能力方面的资金支持及服务作用袁因此袁可将第一因子 F1 解释

为区域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因子遥
第二公因子 F2 中袁地区总 R&D 经费占本地区 GDP 比重 D124袁地区国民生产总值 D311袁财政

预算支出 D312袁非国有经济的比重 D322袁风险投资尧金融机构贷款占科研经费比重 D323 五个底层

指标载荷较高袁其中 D311尧D312尧D322尧D323 均来自科技创新环境层袁因此袁可将第二公因子 F2 解释

为区域产业技术创新环境因子遥
表 7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第三公因子 F3 中袁企业 R&D 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 D111袁企业投入 R&D 经费总量 D122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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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量 D221袁专利授权量 D222 等四个底层指标所占载荷较高袁其中 D221尧D222 是对区域技术创

新能力的考察袁因此袁可将因子 F3 解释为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因子遥
第四公因子 F4 中袁企业科研设备占总生产设备比重 D131袁高校及科研机构实验室科研设备

占其总设备比重 D132 两个底层指标载荷较高袁这两个指标均来自科研设备投入层袁因此袁可将

第四公因子 F4 解释为区域产业技术创新硬件基础因子遥
第五公因子 F5 中袁企业 R&D 科学家和工程师占企业总员工比例 D112 具有较高载荷袁主要

反映了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袁企业科技创新活动情况袁因此袁可将第五公因子 F5 解释为企业技

术因子遥
4. 各公因子得分排名

根据因子分析所得到的评价指标体系袁可以计算出五个因子的得分情况遥 以 2013 年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为例袁运用 SPSS22.0 软件袁可以得出各个公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袁见表 8遥 由

表 8 可以构造出因子分析模型如下院
F1=-0.049Z(D111)+0.023Z(D112)+L+0.030Z(D324)
同理袁可以构造出 F2 尧F3尧F4尧F5 的因子分析模型遥
由以上模型袁根据公式 4-4袁可以计算出各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能力综合得分袁并对得分

进行排序袁见表 9遥
表 8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由表 9 可以得出袁北京尧广东尧江苏尧上海尧浙江等城市自 2011 年-2013 年袁其区域产业发

展科技支撑能力排名一直比较稳定袁均居全国前五袁同时袁山东尧天津尧辽宁尧福建尧四川等地

均稳居全国前十遥 就地理位置而言袁这些省市绝大多数处于我国沿海及东部地区袁因此袁就区

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而言袁无论是从科技投入尧科技产出袁还是科技创新环境来讲袁东部

及沿海地区能力较强袁处于领跑地位遥 其次就是中东地区袁如安徽尧湖南尧河南尧黑龙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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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袁虽然在得分排名上有所波动袁但是幅度较小袁处于中等水平遥 最后处于西部地区的省份袁
如宁夏尧甘肃尧青海尧西藏尧贵州尧新疆等地袁基本均处于后十名袁水平较差遥 由此可见袁区域产

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较强的省份东部及沿海地区较多袁这些地区沿江靠水袁地理位置比较

优越袁招商引资等机制体制比较完善袁创业尧税收等政策比较健全袁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善袁
为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曰反之袁那些科技支撑能力较差的

地区大多集中在西部地区袁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袁机制体制不健全袁为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带

来负面影响遥
表 9 各省市自治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及排名渊2011年-2013年冤

六尧结论及建议

通过构建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指标体系袁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四川省 2009 年-2013
年的科技支撑能力进行纵向评价袁 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横向评

价袁通过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袁验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遥 就四川省而言袁通过层次分析法与因

子分析法对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的评价结果是一致的袁均成增长趋势袁从实证分析的

角度验证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尧科学性遥 此外袁利用因子分析进行横向分析结果显示袁各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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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的科技支撑能力呈现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袁 且东部及沿海地区明显强于西部地

区遥 就此现象袁提出以下两点建议遥
首先袁就四川省而言袁虽然在科技支撑能力方面名列前茅袁但是与东部及沿海地区省市相

比袁尚有不小的差距袁因此袁在未来的发展中袁应该加强与东部及沿海地区省市的交流袁无论是

科技创新投入尧科技创新产出袁还是科技创新环境袁都应该借鉴东部及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袁并
在此基础之上袁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及国家关于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的相关政策袁集中优势

资源袁合理配置袁全面推动四川区域产业发展科技支撑能力建设遥
其次袁就全国而言袁东部及沿海地区应该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之上袁统筹兼顾袁加强与国外

其他发达区域进行交流沟通袁将战略重点放在知识的转化及应用上袁加快速度将科学技术转

化为生产力袁使得本地区科技支撑能力更上一层楼曰西部欠发达地区袁应该结合自身发展实际

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袁完善科研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袁鼓励所在区域

内企业进行研究开发袁重视技术和先进知识交流袁从而达到推进本地区科技支撑能力建设的

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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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pporting abi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y is the
found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for a region's development and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on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new 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 study of supporting cap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carce. Through research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s which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y,
following the scientific rational principles for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set of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ability for region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ecision departmen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and verify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y using different data analysis method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more reliable results
are obtained. First of all, the paper longitudinally analyz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ing capability of the
same area in different years with AHP; secondly, by using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 comparison analysis is
made for 31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nationwide, and the final assessment results are obtained. From
analyzing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the cause of imbalance of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supporting capacity development is the difference of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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