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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实力的重要尺度。建立创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

子分析法，观测西部各省市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与人力方面的水平，最后对如何提高技术创新

能力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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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于 2000 年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中国西部地区

包括 12 个省（市）区：重庆、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古、宁夏、广西、云南、甘肃、青

海、新疆和西藏。这些省市区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发展相对落后。战略   

  实施七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建设西部，使得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增长加快，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幅度年均超过 8.5%。  

  区域创新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

信息、技术和人才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日益普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周期越来越短，科

学技术的竞争逐渐成为焦点。过去单纯以价格优势为基础的数量型发展模式已经不足以保障

各省市利益的获取，拥有自主产权的地区才能获得经济的快速和持续的增长。区域技术创新

能力的强弱是衡量一个区域技术创新实力的重要尺度。但技术创新过程的性质特点，决定我

们“无法直接衡量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Hill,1979）。斯切尔（Scherer）1992 年认

为，技术创新最终实现的包含很广，而且创新活动方式极不相同，因此，企图找到一个通用

性的实现测度指标或体系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只能根据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而采用不同的评

价指标。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对于创新性组织的持续发展及其重要，因为通过正确合适的测

度，创新型组织可以了解自身的优势，劣势和竞争的地位，以便制定或调整相应的战略去赢

得有利的竞争地位。因此建立一个好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衡量。  

  一、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内涵和结构进行分析，基于可操作性、数据可获取性原则，

借鉴国内外已建立的评价体系等，我们把体指标建立如我们将技术创新能力分为 10个指标，

主要有：R&D 投入强度（x1）、R&D 人员比重（x2）、科学家工程师比重（x3）、研发费用

（x4）、科技经费投入强度（x5）、拥有专利数（x6）、研发机构数（x7）、新产品销售比

重（x8）、新  

产品产值率（x9）、新产品劳动生产率（x10）。这些指标从创新的投入能力、研发能力、

产出能力来制定。  

  二、西部各省市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以及科学技术部正式

公布的有关资料数据，我们对 2005 年西部各省市工业技术创新力进行初步测算，由于西藏

的数据不可获得，所以只包含了其他 11个省市的数据。  

  首先使用 SPSS13.0 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以排除不同量纲的影响，之后根据软件生

成的相关矩阵得知，各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可以进行因子分析。随后我们采用了

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特征值大于 1的原则进行分析，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 85%，提取出两个因

子。第一主成分 Z1 与指标 x1,x2,x4,x5,x6,x7,x8,x9 相关，我们称为投入产出因子。第二

主成分 Z2与指标 x8,x10 相关，我们称为人力资源因子。由于上述信息无法判定西部各省市



工业发展中创新的优势与不足，故需要计算各省市在第一、二个主成分及综合创新能力的得

分。由 SPSS10.0 软件得到各公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出各因子与综合得分排名按重庆、

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宁夏、广西、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的顺序排列如下：投入产

出因子排名分别是第 2、1、3、5、6、8、4、9、7、10、11；人力资源因子排名分别是 1、

11、9、7、4、6、3、10、5、8、2；综合创新能力因子排名分别是：2、1、3、6、5、8、4、

9、7、10、11。  

  三、结论及对策 

我们从以上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在投入产出方面，四川、重庆、陕西位居西部上游水平，

而青海与西藏在该方面处在下游，其余省市水平一般。至于人力方面，重庆仍然位居前列，

但是陕西与四川人力资源水平处于西部落后水平，新疆与广西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效果显

著。由于投入产出因子所占权重较大，使得最后结果接近于投入产出方面各省市的排名。针

对上述现象，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西部开发以来，虽然有国家建设资金向西部投资倾斜、东部资金介入等因素，使

得西部地区的投资得以快速增长。但是投资产出效率仍然偏低，而且近几年国家提出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资金有所转移，使得资金投入减少。在此基础上，

我们认为，西部应该一方面靠国家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措施筹集资金，如采取多

种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投入；拓宽西部开发融资渠道；进一步扩大农户小额

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支持有生产能力、守信用的贫困农户尽快脱贫致富。要从根本提高工

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加大创新力度。  

  第二，西部开发以来，由于国债资金、财政预算内建设资金向西部投资倾斜、地方配套

增加以及东部资金介入等因素，西部地区的投资得以快速增长。但是投资产出效率仍然较低。

在此基础上，西部一方面靠国家财政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等。

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措施筹集资金，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提高工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

加大创新力度。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创新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机制，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和境外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西部

开发间接和直接融资渠道，鼓励各金融机构采取银团贷款、混合贷款、委托理财、融资租赁、

股权信托等多种方式，加大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加大农村信用社改革力度，继续扩大农户小额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支持有生产能力、守信

用的贫困农户尽快脱贫致富。加强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增加对西部地区信贷投入等等。虽然

在投资的软、硬件环境上，西部地区和东部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是相信通过西部人更多

的努力，与东部并驾齐驱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西部地区重庆，四川和陕西三省市综合创新能力最强，四川现有科技人员 50万

人;陕西拥有自然科学研究人员 47万人，不论是每万人拥有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还是

高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都在全国居于前列,。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人才结构与经济

结构不匹配、资金缺乏,又阻碍了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导致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据调查,

西部省区有约占 1/3 的科技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的强大吸引下,

西部地区的人才普遍存在着“孔雀东南飞”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象。西部开发迫切的需要

科学技术与人才。因此,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提高整个西部地区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西部

开发的又一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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