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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区城科技创新理论进行简要回顾和综 迷
,

并从科技进步基袖
、

科技投入
、

科技 产 出和科技促进社会发展

子四 个方 面 构建科技创街能力的蛛合指标体 系
。

丈章选取九个样本城 市
,

利 用 主成分分析的 方 法 对 中原城 市群的

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蛛 合评价
,

并且对各个城 市的综合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排序和 比较分析

关 询 中原城市群 区城科技创新能力 主成分分析 评价

中圈分类号 文橄标志码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指区域内各科技要素相互

作用的结果
,

是区域科技创新结构优化和功能发挥

程度的反应
。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增长和

竞争的决定性因素
,

其强弱是衡量区域科技实力的

重要尺度
。

实践表明 未来国际间的竞争将主要表

现在城市层面的竞争
,

现代城市群 已逐渐成为国际

生产力分布体系和劳动地域分工中新的空间组织形

式
。

在这种形势下
,

客观
、

科学的评价中原城市群科

技创新能力对实现中原崛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

中原城市群位 于 中国的中部
,

是 河南政治
、

经

济
、

文化最发达
,

城市最集中的区域
。

它以郑州为中

心
,

包括洛阳
、

开封
、

新乡
、

焦作
、

许昌
、

济源
、

平顶 山
、

漂河在内共 个省辖 管 市
,

下辖 个县级市
,

个县城
,

个建制镇
,

土地面积和人 口 分别 占全省

的 和
。

本文围绕科技创新评价体系
,

对中原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 比较分析
,

并考

察它们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优势与差距情况
,

以

掌握中原城市群科技实力发展态势的全貌
。

文献回顾

区域科技创新理论起源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国家

创新系统理论
,

它属 于科技创新理论 的 中观层次
。

世纪 年代至 年代初期
,

国外的一些论著中

才提到
“

区域创新
”
的概念

。 、

和 分别在 年和 年对
“ 区域

创新政策
”有所提及 年

,

提 出

了
“

区 域 创 新 潜 力 ” 这 一 概 念 年
,

和 等人对
“ 区域创新环 境

”
进行 了

研究 年
,

和 分别

就
“

创新技术政策
”
和

“

创新网络
”
进行了探讨

年
,

在其著作《区域创新 系统 》中首次

提出了
“ 区域创新系统

”的概念
。

我 国对区域科技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
,

但发展

很快
,

研究进展较大
。

方旋
、

刘春仁
、

邹珊刚等人探

讨了区域科技创新理论的来源
、

内涵 和特征
,

并从

区域科技创新的结构
、

作用 与能力等方面对 区域科

技创新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 李廉水论述 了完普南

京科技创新体系的依据及思路〔’〕 任伟中
、

梁守恕
、

周兆兴提出了建立武汉市地方科技创新体系的若干

设想
,

分析了武汉市建立地方科技创新体系的指导

思想
、

基本原则及相关的对策建议 沈菊华对 我 国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进行 了研究与应用 〔 〕,

并对江苏省的 个地级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 了

横向的 比较分析 李宗璋
、

林学军
、

许增朴就科技创

新能力综合评价方法进行探讨
,

提 出了科技创新指

标体系的设置构架 范伯乃
、

陆长生
、

单世涛等人

根据城市技术创新系统 的结构模式
,

初步构造 了城

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理论评价模型
。

通过上述 国内外

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动态可 以看出
,

将科技创新作

为地 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的核心推动力量
,

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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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已成为各级政府
、

理论界

和各个产业部门的共识 国内外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论证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和区域科技创

新体系的建设对策
,

而涉及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及

其评价体系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人
。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技术创新系统是一种特殊 的区域创新系

统
,

因此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可 以参照区域

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方法
。

基于这种情况
,

本文本

着科学性
、

系统性
、

可比性
、

动态性的原则
,

借鉴 了范

柏乃 〔‘ 〕、

方秀文
、

沈菊华等人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
,

把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

个层次 项
。

一级指标包括科技进步基础
、

科技

活动投人
、

科技活动产出
、

科技活动促进社会发展
。

科技进步基础包括科技人力资源
、

科技物质条件
、

科

技意识等 个二级指标 科技活动投人包括科技活

动人力投人
、

科技活动财力投人 个二级指标 ,科技

活动产出包括科技活动专利
、

发明产出
、

科技活动直

接贡献 个二级指标 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包括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变
、

环境改善
、

社会生活质 的提高等

个二级指标 每个指标又包含有若干三级指标
。

具体指标见表
。

衰 坡市群科技创断能力旅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一级指标标 二级指标标 三级指标标 计全单位位

科科 步步 科技人力资源源 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 人 万人人

技技 基基基 每万人拥有的教师数 之之 人 万人人

进进 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

科科科技物质条件件 每人拥有公共 图书馆或书圣 甭 人人

企企企企业 办研究开发机构数圣
。。

个个

高高高高等学校数黄 个个

科科科技意识识 人均报刊期发数 。。 份 人人

每每每每万人拥 有的移动 电话机和本地 电话数
,,

部 万人人

科科 动动 科技活动人力投入入 每万人科技活 动人员比例 凡凡

技技 投投投 专业技术人负中其有中
、

高级职称 比例 ,

纬纬

活活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科科科技活动对 力投入入 本地 区 经 费支出与 的 比例

科科科科技活动 经 费占 的 比 重

科科科科技研发人员人均 经 费支出 、 元 人人

科科科科技活动 经 , 占本 市时政 支出比 重

科科 动动 科技活动 专利
、

发发 发 明专利数 ““ 件件件

技技 产产 明产出出 专利 申请数 ”””

活活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科科科技活动直接贡献献 祈产品摘巷收入 占全郑产品梢售收入 比重 。。

技技技技术 市场 交 易倾 占 尸 的 比 重 万元元

大大大大 中型企业新产品 产值 占其总收入的 比 重 比比

技技技技术开发人 员创造的街产品收入 , ,,

科科 促 杜杜 经 济增长水平平 人均
。。 元 人人

技技 进 会会会 固定资产贡肤率 元元

活活 经 发发发 人均 可 支配收入 从 元 人人

动动 济 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环环环境改善善 人均会共绿地 面 积 。。 平才 来 人人

人人人人均生活垃级处理黄 。。 叱 人人

中原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的主成分

分析

傲据来派与运算

本文选取中原城市群包括郑州
、

开封
、

焦作
、

新

乡
、

许昌
、

平顶山
、

洛阳
、

派河
、

济源等九个样本城市
,

并从《河南统计年鉴户 〕、

《河南科技年鉴 》和《河南教

育年鉴 》上获取各个样本城市的指标数据
。

在对各

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
,

借助 国际流行的大

型统 计 与 计 量 分 析 软 件

中的主成分分析〔, 〕

功能来完成运算过程
。

运算结果

把原始数据输人 软件
,

经标准化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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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关系数矩阵
,

以相关系数矩阵作为出发点
。

通

过运算
,

得出最初特征值和旋转后 的取值
,

见表
。

然后采用方差极大值旋转法进行主成分分析
。

表

是删除了较低荷载后所得到的荷载分析矩阵
。

衰 特征位及方整贡橄率

孰
特特特征值值 贡故率 东计贡故率 特征位位 贡故率 东计 故率

。

。

结果分析

由运 算 可 知
,

被 提 取 的 个 特 征 值 分 别 为
、 、

和
,

他们的方差贡献率分

别为
、 、

和
,

累

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了
,

显然这个

主成分能够解释 个评价指标的大部分变差
,

故可

以把他们当作评价城市创新能力的主成分
。

从旋转后 的主成分荷载矩阵表 可 以看出
,

各

主成分较高的荷载都很有规律的分布在若干个关键

评价指标上
,

说明他们与 个评价指标之间有明确

的结构关系
,

其经济意义相当清楚
,

据此我们可以对

个主成分进行命名和解释

在第一主成分上有高或较高荷载系数的评价指

标主要有 人均邮电业务量 。 、

企业办研究开发机

构数
、

万人英特 网用 户数
、

高等学校数量

友
、

每万人所拥有的教师数
、

发明专利数
、

每

万人拥有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数
、

人均可支配

收人
、

固定资产贡献率
, 、

技术市场交易额 占

的比重
、

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 、 和专业

技术人员 中具有中
、

高级职称 比例
,

等
,

其荷载系

数 分 别 为
、 、 、 、 、

、 、 、 、 、 、 。

这些评价指标从不同的角度侧度了科技创新的基础

条件
,

所以可把第一 主成分定义为城市科技创新的

基础条件主成分
。

第二 主成分主要 由每万人科技活 动人员 比例
。 、

人均报刊期发数
‘ 、

大中型企业新产品产值 占

其总收人的比重
。 、

人均
。和人均生活垃圾

处理量 等指标构成
,

这些评价在第二 主成分 上

的荷载系数分别为
、 、 、 ,

他

们从不同角度综合体现了科技创新对促进社会进步

影响的大小
,

所以把第二主成分定义 为科技创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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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能力主成分
。

第三主成分主要 由
。 、 、 , 、 , 、

和

等评价指标构成
,

他们分别指本地 区 经费支

出与 的比例
、

科技研发人员人均 经费支

出
、

科技活动经费占本市财政支出比重
、

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
、

科技活动经费 占 的比重
、

每人拥有公

共图书馆藏书量
,

他们在第三主成分上 的荷载系数

分 别 为
、 、 、 、 、

一
。

他们是侧度城市科技创新投人能力的综合

指标
,

故把第三主成分定义为科技创新投人能力主

成分
。

在第四主成分上高或较高荷载系数的评价指标

主要有 新产品销曹收人 占全部产品销售收人 比重
‘ 、

技术开发人员创造的新产品收人 , , 、

专利申请

数
,

等评价指标
,

他们的荷载系数分别为
、

、 。

这些评价指标从不 同角度反映 了城

市科技创新产出能力的大小
,

所 以可 以把第 四 主成

分定义为科技创新产出能力主成分
。

中原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

主成分分析是把原来多个变量化为少数几个综

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

从数学角度来看
,

这是

一种降维处理技术
,

用这种方法找到几个综合指标

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指标
,

不仅使这些较少的综合

指标既能尽量多地反映原来较多变量指标所反映的

信息
,

而且还能保留原指标的大 信息
。

因此
,

运用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进行评价可 以简化评价的工作

量
,

提高效率
。

评价步赚

计算各样本的因子得分
,

并排序

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带人
、 、 、

式
,

便得到了九个城市在 四个综合因子方面的得分
,

, , ,

以及排序
,

见表
。

、,产、声二,白了、了讯、

、了、‘少吐‘
古‘、
口

、

。 。

, ‘ ‘ ‘ ⋯ ⋯ ‘ ,

·

一
, 。 资 。 , , 。 , 。 ‘

十

赞 。 , , 夕 , 、、 , 一 ‘

十 十 一

, 。 赞 , , ,

十

计算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褥分

又根据

,
, , , 十 , ,

十
可求出各个城市科技创新能力

的综合得分以及排序
,

见表
。

衰 中旅九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褥分排序

城城市名名 科技创断基抽基抽抽 卜技创祈对社会影响响 科技创祈投入能 力力 科技创祈产 出能力力 蛛合创祈能力力

排名名 排名名 排名名 排名名 排名名

郑郑 州州

新新 乡乡 一 一 一 一

平平顶 山山 一
,

一 一 一 一

许许 昌昌 一 一 一 一

洛洛 阳阳 一 一
。

开开封封 一 一 一 一
,

一

焦焦作作 一 一 一 一

深深河河 一 一 一 一

济济派派 一
。

一

注 得分为 负是 由 于对原 始毅据 实施标准化处理的 结 果

评价结果分析

由表 可 以看出 在科技创新综合基础条件方

面
,

郑州的实力最强
,

得分为 分 洛阳为老工

业基地 在基础条件方面排第二 济源
、

开封
、

平顶山

的科技创新基础较差 在科技创新 对社会 的影响

上
,

济源的科技创新成果最为明显 郑州排名第二

平顶山
、

许昌分别位居第三
、

第 四 而漂河和开封的

科技创新对社会改善较小
。

在科技投人能力上
,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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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作为一个人 口 只有 万的小城市
,

科技投人排名

第一 许昌
、

漂河分别为第二
、

第三 郑州排名第四

而新乡和平顶 山 的投人 明显 不 足
。

在科技产出方

面
,

虽然新乡科技投人不是很高
,

但其科技产出却位

居第一
,

主要是 由于新乡的科技转化能力很强
,

产出

效率高 下面依次为郑州和许 昌 相 比之下
,

派河和

焦作的产出能力则差距较大
,

说明这些城市应该加

强科技的产出能力
,

提高产出效率
。

通过综合分析可知
,

各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综合

得分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郑州
、

济源
、

洛阳
、

新乡
、

许

昌
、

焦作
、

派河
、

平顶山
、

开封
。

郑州的科技创新综合

能力得分为 分
,

排名第一
,

这是因为郑州不仅

是河南的省会城市
,

而且也是河南的经济
、

文化 中

心
。

在科技创新方面
,

郑州有着 比其他城市更优越

的条件
,

不论在投人或是产出方面都应该走在前列

济源
、

洛阳
、

新乡在科技创新综合能力上仅次于郑

州
,

发展潜力巨大 许昌
、

深河
、

平顶山综合创新能力

则排名靠后
,

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基础条件
、

科技投人

方面应加大力度 , 开封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得分为 一
,

排名在最后
。

开封的农业 比重高达
,

还属于一个农业经济城市
,

因此开封在科技创新方

面的各项指标均 比较落后 除教育投人较大外
。

开

封要想加快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
,

必须要

提高科技创新 的综合能力
。

结论

通过 以上分析可 以看到
,

利用 主成分分析法 不

但可以从整体上对中原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

综合评价
,

而且还能从侧面反 映 出各个城市科技创

新的优势和劣势
。

但是由于本文在研究和资料收集

等方面有一定局限性
,

以上研究结果还存在许多不

足
。

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 中加强 对相 关数据 的收

集
,

尤其是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跟踪调查
,

并借鉴

国际通行的科技统计标准
,

使对城市的科技创新能

力评价更趋科学性
、

客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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