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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推动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在明确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建设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型

城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模型。依据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的内涵，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

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实现了对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的效能测度，并应用ＳＰＳＳ统计工具对黑龙江省大

庆市的创新体系效能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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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的目标及

意义

　　资源型城市作为依靠资源开采的特殊区域，目前其经

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亟需转型以谋求可持续发展。
而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则是大幅度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

争力的根本途径。因此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需要

依托区域创新体系不断发掘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

个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资

源型城市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由不

完整、静态、封 闭、分 散 的 创 新 活 动，逐 步 转 变 为 完 整、动

态、开放、一体 化 的 创 新 体 系。其 建 设 目 标 既 是 创 新 体 系

运动的指向，又是创新体系营建的具体依据。它的直接目

标从量的方面看是创新规模扩大、数量增长；从质的方面

看是创新效率提高、创新竞争力增强和促进社会进步。它

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１］。只有努力改

进、提高创新体系的效率和能力，使其效能发挥到最大，才

能实现资源 型 城 市 创 新 体 系 建 设 的 目 标。而 要 最 大 程 度

地发挥创新体系效能，对其进行动态客观、科学有效的测

度就必不可少。
从理论上讲，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的效能测度是对区

域概念本质与内涵理解的进一步深入，是对区域创新体系

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从实践上讲，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

能测度是资源型城市全面、动态地判断自身创新体系效率

的监视器，是资源型城市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它是

国家宏观部门及 时 掌 握 全 国 各 资 源 型 城 市 创 新 能 力 发 展

态势的检测器，为上级政府评价与协调整个资源型城市创

新资源提供重要依据；它是各资源型城市进行互相比较、
寻找差距的引导器，为后进资源型城市实施创新工程提供

标尺，并激励它们进行创新实践。

２　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模型

２．１　效能测度的思路

对效能的简单理解就是效率和能力［２］。依据资源型城

市创新体系的建设目标，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的效能包括

城市的创新能力、创新效率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的贡献。从创新行为主体要素构成的角度看，它表现为

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科技中介机构的创新

服务能力，政府对创新的引导、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从运

行角度看，它取决于对现有创新资源配置的绩效，是资源

状况与配置力相综合以及创新环境对创新支持的结果；从

整体看，它表现为城市经济结构是否优化，经济运行机制

是否合理，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提高，地区竞争力是否增强、
是否拉长城市 的 发 展 周 期、推 动 城 市 转 型。可 见，资 源 型

城市创新体系的效能取决于其创新行为主体和创新资源的

创新能力（知识创造的能力）、创新资源流动配置的状况、创
新环境的状况，以及创新体系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影响［３］。

由于资源型城市是一类特殊的经济区域，因此对其创

新体系效能的测度，不能简单地运用一般经济区域的创新

效能测度指 标 来 反 映 其 创 新 体 系 的 特 点、运 行 和 发 展 状

况；而且由于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因

此对其测度不应该是单项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多目标、综

合评价的问题。为此，本文在构建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

能测度指标体系时遵循了以下原则：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结



合原则、全面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原则、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原则、简明性与可操作性原则相结合、动态性与可比性原

则相结合［４］。同时，该指标体系还要突出描述功能、解释功

能、评价功能、监测功能和预警功能。

２．２　效能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文利用分析法

将指标体系设计为总指标层、类指标层、组指标层和初级

指标层。总指标 是 一 个 动 态 发 展 的 指 标，它 是 集 目 标、状

态、过程和产出于一体，并通过类指标总和生成的指标；而

类指标又通 过 若 干 组 指 标 逐 级 向 下 细 分 到 初 级 指 标。很

明显，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就是本文设计的指标体系

的总指标。根据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的含义，本文确

定知识创造、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环境、创新体系的经济社

会绩效４项指标为指标体系的类指标。
依据效能测度 指 标 体 系 的 构 建 原 则 和 需 要 具 备 的 功

能，本文采用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围绕总指标、类指标和

组指标选取初选指标。经过理论预选，本文初步确定了２３
项组指标和７８项初级指标；然后，笔者采用专家打分的方

法，选取１００位富有经验的专家对所预选的组指标和初级

指标进行１０分制打分；再以回收的有效问卷为基础，对评

价指标进行 隶 属 度 分 析。本 文 在 专 家 评 审 过 程 中 总 共 发

送问卷１００份，回收８０份均为有效问卷。通过对回收问卷

进行统计分析，我 们 得 到 了７８项 初 级 指 标 的 隶 属 度。剔

除隶属度较低的指标，再根据专家意见对指标体系进行了

修改和补充，本文最后确定了１４项组指标和４７项初级指

标。经过优化的指标体系具体见表１。

３　效能测度模型的实证分析

３．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在确定研究样本时，本文根据代表性原则选取黑龙江

省大庆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在选取过程中，一方面考虑

到它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型资源型城市；更主要的是

考虑到它在目前我国积极进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加

大对创新投 入 的 大 趋 势 下，以 实 际 行 动 响 应 了 国 家 的 号

召，利用充裕的创新资金推动了创新体系的建设，使它在

创新体系建 设 方 面 比 其 它 资 源 型 城 市 更 为 成 功。这 无 疑

为其它资源型城 市 进 行 创 新 体 系 建 设 提 供 了 可 供 效 仿 的

案例。
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常需要运用多个变量对多个区域

或者一个区域的多个侧面进行综合评价，以反映各区域或

者某个区域 的 综 合 水 平。因 子 分 析 法 可 以 客 观 有 效 地 找

出综合指标，达到既包罗原指标体系信息，又简化观测系

统、减少变量维数的目的，是适合本研究的方法［５］。依据本

文构建的指标体系，笔者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大庆市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年的创新体系效能进行测度。根据获得指标 数 据 的

途径和不同的生成过程，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指

标分成客观性评价指标和主观性评价指标。其中，客观性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０５）、《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０４）、《黑龙江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大

庆统计年鉴》（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大庆市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主观性数据采用德尔菲法获取

和生成。针对缺失数据，本文则选用 ＭＡＴＬＡＢ方法进行

拟合，据此得到完整的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大庆市创新体系效能

测度指标数据（见表２）。
表１　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指标框架

总
指标

类
指标

组指标 初级指标

资
源
型
城
市
创
新
体
系
的
效
能
（Ａ１）

知识
创造
（Ｂ１）

创新行为
主体
（Ｃ１１）

科研机构数（个）
高等院校数（个）
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科技机构数（个）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人）

创新资源
（Ｃ１２）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万元）
Ｒ＆Ｄ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科技活动经费收入总额（万元）
科学研究综合技术人员（人）

创新
资源
流动
（Ｂ２）

知识传媒
（Ｃ２１）

公共图书馆数（个）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万册）
报刊期发数（万册）
广播人口覆盖率（％）
电视人口覆盖率（％）

外国直
接投

资（Ｃ２２）

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项目（个）
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额（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额（万美元）

创新
环境
（Ｂ３）

基础设施
（Ｃ３１）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数（个）
市区电话普及率（部／百人）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长度（ｋｍ）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万ｍ２）
平均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辆）
年度货物运输总量（包括铁路和公路）（万ｔ）
年度旅客运输总量（包括铁路和公路）（万人）

劳动者
素质
（Ｃ３２）

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亿元）
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人）
平均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
例（％）
在校研究生数（人）

市场环境
（Ｃ３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政府创造
创新环境
（Ｃ３４）

对高技术产 业 和 教 育、科 技 发 展 的 优 惠 政
策（等级）
法律和地方法规对创新的支持力度（等级）
知识分子相对待遇（等级）
知识园区或高新技术园区管理水平（等级）

创新
体系
的经
济、　
社会
绩效
（Ｂ４）

产业结构
（Ｃ４１）

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主导产业
（Ｃ４２）

能源生产量（万ｔ标准煤）
能源消费量（万ｔ标准煤）

宏观经济
（Ｃ４３）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居民生活
水平（Ｃ４４）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就业综合
（Ｃ４５）

城镇登记失业率（％）
采掘业年末就业人数（人）

区域可持
续发展
（Ｃ４６）

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绿地面积（公顷）
每万元地区 生 产 总 值 消 耗 的 能 源（折 合 标
准煤）（ｔ）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ｔ）
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ｍ３）

·４２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０年



３．２　大庆市创新体系效能的测度

由于初级指 标 能 间 接 反 映 其 所 对 应 的 类 指 标，为 简

化计算过程，我们直接通 过 初 级 指 标 对 类 指 标 进 行 分 析。
在实证分析中，我 们 应 用ＳＰＳＳ软 件 对 知 识 创 造、创 新 资

源 流 动、创 新 环 境 和 创 新 体 系 的 经 济 社 会 绩 效 各 进 行 一

次 因 子 分 析，然 后 以 类 指 标 作 为 主 因 子 对 总 指 标 进 行 分

析。知识创造、创新资源 流 动、创 新 环 境 和 创 新 体 系 的 经

济社会绩效 的 因 子 分 析 过 程 与 步 骤 基 本 一 致。其 中，知

识创造经过主因子的提 取、因 子 分 析 模 型 的 建 立、因 子 载

荷的旋转３个 计 算 步 骤，可 得 到 各 年 的 因 子 综 合 得 分。
在ＳＰＳＳ软件中用 程 序 计 算“知 识 创 造”综 合 得 分 并 进 行

排序，见表３。

表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大庆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指标数据

年 份
指 标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知
识
创
造

科研机构数 ３７　 ３０　 ３１　 ３１　 ３１　 ３１　 ４５　 ４５　 ６８
高等院校数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３　 ４
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科技机构数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１４　 ２８　 ２８　 ５１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５　１３５　 ４　１０１　 ３　９６０　 １５　９４４　１４　６８４　１４　８１０　２０　０７６　２０　１０２　２５　９７４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 ３８　９６０　３７　５４３　７１　８６２　７６　１０７　８２　１３５　９２　０７８　１１０　２１２　１　１５２　３２６１　３２２　３５１
Ｒ＆Ｄ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０．９５　 ０．６１　 １　 ０．６９　 ０．７８　 ０．８５　 ０．９７　 ０．９８　 ０．９６
科技活动经费收入总额 ３８　９６０　３７　５４３　７４　１４７　７６　１０７　８３　８２７　９６　５５８　１２２　４０１　１　３０５　９７０１　４９１　８２８
科学研究人员 １　４２５　 ６　２２９　 ６　３４１　 ２　５９５　 ２　５１５　 １　１０３　 １　５６７　 １　０６５　 １　１３８

创
新
资
源
流
动

公共图书馆数 ５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６　 ５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７０．３　 ７２．７　 ７３．９　 ７６．１　 ７７．２　 ８２．５　 ８２．８　 ８３．１　 ８３．１
报刊期发数 ４２．８７　 ６１．３５　 ６０．９４　 ６５　 ４８　 ４６　 ４６　 ４６　 ４３
广播人口覆盖率 ９５　 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电视人口覆盖率 ８６　 ８７　 ８７　 ９２　 ９２　 ９９　 ９９　 ９９　 ９９
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项目 ３３　 ２３　 １８　 １６　 １７　 １２　 １０　 ２１　 ２７
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额 ３　４２３　 ２　３４３　 １　８６２　 ２　０８８　 ２　８１８　 ２　８０２　 ２　４５２　 ７　３１７　 ４　４３０
实际利用外资额 ２７８．３　 １　４９４　 １　２０３　 １　２３４　 １　５３７　 １　６６３　 １　８３９　 ２　４１１　 ３　０８１

创
新
环
境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数 ２６．５　 ４５．４６　 ５１．０３　 ５５．４２　 ６２．９　 ７６．４　 ７２．１　 ８０．６　 ９０．３
市区电话普及率 ２５．１　 ４０．７８　 ４４．９４　 ３２．７　 ３３　 ３５　 ４６．４　 ５０　 ５５．８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长度 １　９６４　 ２　０２１　 ２　０６３　 ２　０７６　 ２　０７６　 ２　０８４　 ２　０９８　 ２　１０９　 ２　１３６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 １　５９１　 １　６１８　 １　７１７　 １　７７９　 １　７８０　 ２　３５４　 ２　３９６　 ２　４２４　 ２　４４３
平均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８　 ８．１　 １０．１　 １１．５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３　 １３．６
年度货物运输总量（包括铁路和公路） ２　０５５　２　５２３．８　２　６０５　 ２　８１３　 ２　８５８　 ２　９５９　 ３　００２　 ３　２８３　 ３　４５８
年度旅客运输总量（包括铁路和公路） １　１１６　１　２０６．６　１　３８６　 １　４６９　 １　４９９　 １　４２７　 １　２８２　 １　３３３　 １　６２４
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 ２．２　 ４．８１　 ５．１２　 ５．５　 ６．４　 ６．８　 ８．２　 １２．４　 １４．９
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 ２９　 ２４　 ２５　 ２５　 ４６　 ６７　 １２５　 １６２　 ２２１
平均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１．７４　 １．４　 １．４５　 １．４６　 ２．７６　 ４．０７　 ７．０８　 １１．１　 １４．２
在校研究生数 ２１４　 １７０　 ２０１　 ２３９　 ３４３　 ４９０　 ７３４　 １　０６２　 ２　６３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２．７　 １０２　 １１０．７　 １１６．６　 １３０．１　 １４４．９　 １５９．８　 １９２．３　 ２０６．８
经济政策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４　 ５　 ５　 ６　 ７　 ７　 ８　 ８　 ９
法律和地方法规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３　 ４　 ４　 ５　 ５　 ６　 ７　 ７　 ７
知识分子相对待遇 ４　 ４　 ５　 ６　 ７　 ７　 ８　 ９　 ９
知识园区或高新技术园区管理水平 ３　 ４　 ５　 ６　 ６　 ６　 ７　 ８　 ８

创
新
体
系
的
经
济
社
会
绩
效

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４．６　 ３．５　 ３．９　 １．８　 ２．２　 ２．９　 ３　 ２．９　 ３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８６．６　 ８３．９　 ８４．１　 ８９．７　 ８８．６　 ８６．２　 ８５．３　 ８６．４　 ８５．９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 ８．８　 １２．６　 １２　 ８．５　 ９．２　 １０．９　 １１．７　 １０．７　 １１．１
能源生产量 ８　８３２　 ８　８５６　 ８　７００　 ７　８７８　 ７　６５１　 ７　４３０　 ７　１８４　６　８９８．７　６　５８０
能源消费量 ２　７９８　 ３　２７５　 ３　５７４　 ３　７１３　 ３　７０５　 ３　６１７　 ３　６９１　 ３　７４６　 ３　７８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１８　４３８　２５　０２８　２９　０５０　４１　４７７　４２　８８７　４０　６７４　４３　８６１　４７　６８３　５３　１９９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　３３９　８　４３８．３　８　９６９　 ９　０９３　 ９　５００　 ９　８４１　１１　０２９．２　１２　３２４．３　１３　６６１．９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４　４６２　５　２５３．１　５　６６２　 ６　２７６　 ６　６０１　 ７　０２４　７　５５７．７　８　１３８．２　８　５９９．９
城镇登记失业率 ２．４　 ２．６　 ２．５　 ２．６　 ３．５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３
采掘业年末就业人数 ２５６　４９１　１３２　２３４　１２３　６４６　８９　９３６　９４　１２３　９３　７７９　９３　６７３　９３　１０１　１１１　４９９
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 ９５．９　 ９６　 ９６．５　 ９６　 ９５　 ９５　 ９５　 ９４．１　 ９７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绿地面积 １．２　 １．７　 ２．４　 ６．２　 ７．２　 ７．３　 ７．１　 ６．３　 ６．８
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折合标准煤） ６．４　 ５．４　 ５　 ３．６　 ３．２　 ２．８　 ２．７　 ２．７　 ２．３
工业废水排放量 ６　９９０　７　２８５．４　６　９４６　 ６　８８４　 ７　１３０　 ７　３７５　７　３１２．４９　７　７９９．０４　８　００３
工业废气排放量 ８８６　 ８６５．４８　 ９４０．３　 ９２２．２　 ８９２　 ９３８．６　１　０９６．６６　１　２３８．７７　１　２４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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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知识创造的综合得分表及排序

年份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综合得分 －０．３６３　７ －０．５５４　５ －０．４４５　２ －０．３５７　８ －０．３４７　３ －０．３１４　３　 ０．２０９　９　 ０．７１３　６　 １．４５９　２

排序 ７　 ９　 ８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利用ＳＰＳＳ并经过计算分析，本文得到知识创造、创新

资源流动、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的经济社会绩效４项类指标

的综合得分，以及总指标的因子综合得分及排序。见表４。
表４　大庆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的因子综合得分及排序

年份 知识创造
创新资源

流动
创新环境

创新体系的经

济社会绩效

创新体系

的效能
排序

１９９５－０．３６３　７－１．４３９　１－１．０５５　２ －０．６７８　３ －０．３８４　２　９

１９９８－０．５５４　５－０．１３２　９－０．６５８　３ －０．１３１　６ －０．６９５　０　８

１９９９－０．４４５　２　 ０．０８６　４－０．４２８　７ －０．３２２　５ －０．７５５　６　６

２０００－０．３５７　８　 ０．３０１　１－０．２６５　３ －０．７３１　３ －０．９９５　０　７

２００１－０．３４７　３　 ０．０２９　８－０．１０３　５ －０．２６５　４ －０．４８８　１　５

２００２－０．３１４　３　 ０．１７４　９　 ０．１２１　５　 ０．０１９　２ －０．２６８　０　４

２００３　０．２０９　９　 ０．２０２　４　 ０．４２１　３　 ０．６９２　５　 ０．６６１　４　３

２００４　０．７１３　６　 ０．７３９　４　 ０．７６８　２　 ０．５８５　１　 ０．８３６　２　２

２００５　１．４５９　２　 ０．０３７　８　 １．２００　０　 ０．８３２　３　 ２．０８８　５　１

３．３　大庆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的结果分析

根据表４可以绘制大庆市创新体系效能发展变化的折

线图，见图１。
由图１可以看出，大庆市创新体系的效能发挥大致分

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缓慢下降，２０００年以后不断上

升。由于知识创造、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的

经济社会绩效分别代表了大庆市创新体系效能的４个主因

子，它们的得分越高，则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发挥得越好，
创新体系就越完善。因此，创新体系效能的这种阶段性变

化与大庆市知识创造能力、创新资源流动速度、创新环境建

设、创新体系经济社会绩效改进是分不开的。
由表４我们可以看出，大庆市创新体系中知识创造的

水平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间缓慢下降，１９９８年达到最低点，但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缓慢上升，这表明大庆市的知识创造能力开

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大庆市创新体系效能的发展变化情况

始缓慢恢复；２００２年 以 后 的 知 识 创 造 指 标 开 始 大 幅 度 提

高，说明大庆市开始加大对知识创造的重视程度，知识创

造主体的数量和实力不断上升，创新资金日渐充裕，Ｒ＆Ｄ
经费支出不断增加，知识创造能力得到了快速增强。

同时，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大庆市创新资源流动的状况则可

大体分为４个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不断上升，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略有下降，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开始由缓到急上升，２００４年又

开始下降。总体来说，大庆市创新资源中的知识传媒不断

发展、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促进了创新资源流动不断

加快。但是２００４年该指标开始小幅下滑，笔者认为这与图

书馆数量、报刊期发数和对外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额的下降

有关，这应引起大庆市政府的重视。
对于创新环境，我 们 发 现 尽 管１９９５年 大 庆 的 创 新 环

境指标远低于平均水平，但其在过去１１年中的创新环 境

仍得到了巨 大 改 善。自 大 庆 国 家 级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于１９９２年９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以来，大庆市创新环境不

断得到改善。良 好 的 创 新 环 境 激 发 了 大 庆 市 创 新 行 为 主

体的活力和动力，吸引了外部创新资源的流入。
根据表４我们发现，大庆市创新体系的经济社会绩效

指标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起伏很大。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不断上

升，此后开始下降，到２０００年达到最低点。随后从２０００年

开始，创新对大庆的经济社会绩效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

２００５年达到最高点。这说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大庆市产业结

构不断调整，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

上升；随着石油产量的下降，大庆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能

源消费稳步上升，宏观经济形势良好，居民生活水平断提

高；但同时大庆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升高、采掘业年末

就业人数没有降低、城市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增加等状况仍

需引起我们的注意。

４　结语

本文构建的资源型城市创新体系效能测度指标体系，
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提供反映其创新体系状态、运行过程及

运行效果的量化信息，推动创新体系的建设。相对于一般

区域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更侧重于资源型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可持续发展、主导产

业的能源生产量和能源消费量，以及城市的工业废水和废

气排放量等指标。但由于目前我国没有系统、全面评价科

技创新的指标体系，使得部分能够很好地反映资源型城市

创新体系效能的指标，如“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暂

未被纳入本指标体系中。因此，我们建立的指标体系必然

·６２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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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安徽自主创新试验区的区域界定

安徽省具有一定的科技优势，但是其带动经济发展的

作用不强，因此需要通过建设安徽自主创新试验区，充分

发挥科教优势，积极探索推进区域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和

体制、机制，进而在更大范围内引导创新资源合理配置，打

造一个以自主创新为特色的区域品牌；并以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为核心，以培育创新型产业为目标，以集聚创新人才

为重点，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整合周边创新资源，逐步走出

一条具有安徽特色的自主创新、加速崛起之路。
本文将安徽自主创新试验区的区域界定为合肥、芜湖

和蚌埠三市。其 主 要 原 因 在 于：合 肥、芜 湖 和 蚌 埠 三 市 集

中了安徽省大部分的创新资源，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科技资

源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其中，合肥作为全国唯一的科技

创新试点城，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在创新体制机制、探索产

学研结合有效模式、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等方面取得了

重要成果；蚌埠作为该省重要的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在自

主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方面发挥了工业体系的联动作用；芜

湖作为全国技术 创 新 工 程 示 范 城 市 和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试 点

城市，可以充分发挥其技术应用的优势［１］。因此，三市完全

具备建立自主创新试验区的基础和条件。此外，从２００８年

下半年起，安徽省省委和省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同意下，已

率先在合肥、芜湖和蚌埠地区推进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２　安徽自主创新试验区自主创新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

２．１　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区域自主创新 能 力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既 是 认 识 与 把 握 区

域自主创新活动本质、科学评价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实际水

平、系统总结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经验的重要工具，也

是区域内政 府 制 定 自 主 创 新 政 策 的 重 要 依 据。本 文 在 文

献调研和专家筛选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分别从

知识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知识和成果转化能力、

是不甚完整的，存 在 一 定 的 局 限 性。但 可 以 预 见 的 是，随

着科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资源型城市创新体

系效能测度的研究将更趋合理、科学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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