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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提出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给出了基于组合赋权法的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模型，最 

后用该模型对武汉东湖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进行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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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现象，集群竞争开始代替企业竞争而 

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世界范围内各种产业 

集群的蓬勃发展及其在资源和市场上开展 

的争夺，使得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具有深 

远的意义。但是，纵览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关 

于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研究还处在起步 

阶段。 

目前，关于宏观层面的竞争力(如国家 

竞争力)以及微观层面的竞争力(如企业竞 

争力)，都有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中 

观层面的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目前没有一 

个明确的指标体系。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 

一 个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3 

个层面。首先是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产业 

集群竞争力的宏观层面影响因素涉及所有 

企业的经营环境，包括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 

性以及管制和政策框架两个方面。一般认 

为，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如低通胀率、低预 

算赤字、合理的利率和汇率等可以使集群获 

益。实际上，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还能够激励 

储蓄，并引导储蓄转化为投资。另外，有效的 

管制环境应该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如 

减少进口管制和削减关税_l】。其次是中观层 

面的影响因素。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中观层面 

影响因素是指企业之间、企业与服务支撑体 

系之间的决定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效 

率问题。集体效率是指企业从地理集聚中获 

得外部经济、规模经济的收益四。最后是微观 

层面的影响因素。对于集群内的企业而言， 

面对集群竞争的新形态，单个企业并非无所 

作为。在企业层面上，企业可以通过增强自 

身的技术能力，达到提升整个集群的技术活 

力与竞争能力的目的。 

可以香出，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对产业 

集群竞争力的影响是间接的，它通过影响集 

群内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起作用。同样，虽 

然单个企业的绩效可以影响整个集群的绩 

效，但是集群产生的集体绩效并不是集群内 

各个企业绩效的简单总和。企业从地理集聚 

中获得外部经济、规模经济的额外收益。因 

此，产业集群竞争力是集体效率的体现，我 

们在指标选取上强调了中观层面的影响因 

素。 

根据产业集群的竞争特点，在进行竞争 

力评价时，我们选取有代表性、可操作性强 

的2O个要素作为评价指标 (具体指标见表 

4)。我们所选择的单个评价指标。虽仅能反 

映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一个侧面，但整个评价 

指标体系却能反映集群竞争力的全貌。 

关于定性指标的赋值问题，我们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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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模型的赋值方法，给每个定性指标赋值 

1一lO分，各分值表示的意义如下：lO分为非 

常优秀，在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9分为优 

秀，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在前5名；8分为良 

好，在本国范围内具有领先地位；7分为不 

错，具有本国范围内的优势；6分为及格，具 

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实力，但没有竞争优 

势；5分为适当及格，具有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当的实力；4分为水平有限，具有略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实力；3分为水平很有限，与全国 

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2分为水平较差，离 

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距离，这种差距对集群 

造成的影响已经显现；1分为很差，离全国平 

均水平有很大距离。这种差距已经严重阻碍 

了集群的发展。 

2 基于组合赋权法的产业集群竞争 

力评价模型 

在运用主观赋权法进行竞争力评价时， 

可以充分利用专家的知识；而在运用客观赋 

权法进行评价时，可以充分利用指标决策矩 

阵提供的信息。两种方法都存在长处和短 

处。因此。将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进行 

集成或综合将更趋合理。这种赋权方法称为 

组合赋权法。131 

在本文提出的基于组合赋权法的产业 

集群竞争力评价模型中，主观赋权法选用 



AHP法，客观赋权法选用熵值法。 

2．1 AIIP法确定权重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 AHP法)是一种决策方法 ，这种方法的 

特点在于对一个复杂的问题先把目标、准则、 

方案措施分层划分出来，再把方案两两比较， 

进行评分，然后进行综合评价，排出各个方案 

的优劣次序。在评价中，AHP方法常常被用 

于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同时通 

过对各个指标权数的规范化处理，可以计算 

出每个指标对总目标的综合权重。这种评价 

方法主要靠专家打分，由于专家来自不同的 

领域，因此该方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 

AHP法有以下几个步骤： 

2．1．1 建立判断矩阵 

设有 JpI，P2，⋯， 个指标，对它们两两 

进行评比，评比结果用下列判断矩阵中的各 

元素表示： 

矩阵元素按下述原则确定：p 与 优劣 

相等，则有6 ：1；p 稍优于 ，则有6 =3；p 甚 

优于 ，则有6 7；p 极端优于 ，则有6 =9。 

(注：此处取值 1，3，7，9是经验值，在实际运 

用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相反，对于P 劣于 的程度分别有下述 

各值：6 =1／3，b~=l／5，b~=l／7，b~=l／9。 

对于矩阵 ，显然有： 

6 =1，b~=1／bji 

其中，i=1，2，⋯，n =1，2，⋯，n。 

如果有 b · =6 (i，J，k=1，2，⋯，n)，则 

说明矩阵 具有完全的一致性。 

2．1-2 相对重要程度的计算 

理论上，对同级要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 

度可以由计算判断矩阵B的特征值获得，但 

因其计算方法较为复杂，而且实际上只能获 

得对矩阵B的粗略估计，从评价值的尺度上 

(如 1，3，5，7，9)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计算 

其精确的特征值是没有必要的，实践中可以 

采用求和法或求根法来计算近似的特征值。 

(1)求和法。运用求和法得出的向量： 

= [WI，W2，⋯，W ] (2) 

(3) 

埘 一 

其中，各分量W 就是表明JpI，⋯， 各 

个指标相对优先程度的指标权数。 

(2)求根法。运用求根法同样得出向量： 

： [wI，w2，⋯，埘 ] 

其中，各分量w 就是表明JpI，⋯， 各 

个指标相对优先程度的指标权数。 

一 致性检验。在实际评价中，评价者只 

能对矩阵 进行粗略判断，有时甚至会犯不 

一 致的错误。如C，比 重要， 比G较重 

要，那么，Cl比c3更重要；如果判断c3比C． 

较重要或同样重要，就犯了逻辑错误。为了 

检验判断矩阵 的一致性 (相容性)，根据 

AHP的原理，可以利用A一与n之差检验一 

致性。 

A一可以由下式求出： 

A~-- 
n辜( ) (4) 

一 致性指标由下

i=

式求出： 

C．L= (5) 

计算随机一致性比值： 

=  (6) 

当C．R．<O．1时，矩阵判断 的一致性是 

可以接受的。 

其中，R■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表 1 

是400样本的平均。 

表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2．2 熵值法确定权重 

假设有m个待评方案，n项评价指标， 

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㈥一，对于某项 

指标xj，指标值 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 

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某项指标 

的指标值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 
n 

不起作用。在信息论中，信息熵 )一 P 
t 

Jl叩 J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信息是系 

统有序程度的度量，二者绝对值相等，符号 

相反。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 

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 

标的权重也应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 

值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该指标提供 

的信息量越小，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小。所以， 

可以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 

熵这个工具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为多指标 

综合评价提供依据。这种方法由于是根据指 

标值变异程度来确定权重的，因此具有较强 

的客观性[51。 

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的步骤是： 

(1)将各指标规范化，计算第 项指标下 

第 方案指标值的比重 ： 

p L  (7) 

∑ 

(2)计算第 项指标的熵值 ： 

ej=一k∑p Jl印㈨ (8) 

其中，k>0，In为自然对数 ≥O。 

如果 对于给定的 全部相等，那么： 

} = I (9) ∑ “‘ 

此时e，取极大值，即： 

一  芝 ln = lnm (1o) 
若设 = l_ ，于是有O≤e，≤1。 

Inm  

(3)计算第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岛。对 

于给定的J， 的差异性越小，则ej越大；当 

％全部相等时，ej=e,,m=1，此时对于方案的比 

较，指标xj毫无作用；当各方案的指标值相 

差越大时，ej越小，该项指标对于方案比较 

所起的作用越大。 

定义差异性系数： 

岛=1一ej (11) 

则当岛越大时，指标越重要。 

(4)定义权重 ： 

q=士  (12) 
∑岛 

2-3 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 

在本文提出的基于组合赋权法的产业 

集群竞争力评价模型中，主观赋权法选用 

AHP法，客观赋权法选用熵值法。层次分析 

法考虑了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决策者的 

意向和偏好，虽然指标权重的排序往往具有 

较高的合理性，但仍然无法克服主观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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