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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集了东、中、西部近年来各项评价科技能力指标的具体统计数据，从科技人员投入和 R&D经费投入两 

方面分析了中部科技投入的现状，并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别对东、中、西部以及中部5省的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相关性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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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部5省科技投入现状分析 

表 1列示了1998和2001年全国、东、 

中、西部以及中部5个省的科技人员投入和 

R&D经费投入具体指标的基本数据。 

1．1 科技人员投入 

科技人员投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分别 

反映了一个区域科技人力投入的数量和强 

度的现实状况。从表 1可以看出： 中部区 

域科技人员投入稳中有升，投入力度明显加 

强，研究开发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从 1998 

年到2001年，中部区域及各省的科技人员 

绝对数增加了 107 784人，万人所拥有的科 

技人员数增加了3人，科技人员在全国所占 

比例也略有增长。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 

对数量来看，中部科技人员的投入量都呈现 

良好的增长势头，反映了中部地区对科技人 

才的重视程度明显加强。②中部科技人员投 

入在全国处于弱势。1998年科技人员绝对人 

数不及东部的 1／2，2001年还不及 1／3，与西 

部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万人拥有的科技人 

员数 1998年比东部少 10 

人，比西部少 2．5人，到 

2001年差距更明显，比东 

部少20人，比西部稍高， 

中部科技人员投入强度与 

东部的差距 日益拉大，与 

西部基本持平。这种滞后 

的发展趋势将不利于中部 

未来的发展及争取竞争优 

势。⑧在中部5省中，湖北 

科技人力资源占绝对优 

势，江西和安徽相对较落 

后．有待进一步提高。从 

1998年到2001年，中部5 

个省各项科技指标值都有 

所上升，且湖北远远高于 

其它4省，湖北科技人才 

资源相对丰富，具有比较 

表1 科技投入基本数据 

全国 2 814 479 100 

东部 l 168 300 41．51 

西部 572 368 20．34 

中部 437 449 15．54 

1998安徽 55 234 1．96 

江西 55 3l9 1．97 

河南 ll4 ll9 4．o7 

湖北 131 009 4．65 

湖南 81 438 2．89 

全国 3 141 085 100 

东部 l 773 438 56．46 

西部 580 235 18．47 

中部 545 233 17．36 

20ol安徽 89 475 2．85 

江西 58 571 1．87 

河南 140 34l 4．47 

湖北 157 136 5．O0 

22．55 4 888 734 

23．78 3 148 596 

l6．1l 845 669 

l3．63 574 563 

8．93 86 707 

l3．2 43 842 

12．29 ll8 124 

22．18 236 884 

l2．53 89 0o5 

24．61 10 424 855 

27．Ol 7 275 7o8 

l5．92 l 466 998 

16．70 I 179 469 

14．14 210 513 

14．06 77 617 

14．69 283 O9O 

26．3O 368 494 

O．62 

O．68 

O．58 

O．36 

O．3l 

O．24 

O．27 

0．64 

O．29 

1．09 

1．18 

O．8O 

O．60 

0．64 

O．37 

O．5O 

0．79 

凳 要 蓑 鼍 罢 
环境有关，因此应特别注重加强科技人员数 I量的扩充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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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D经费投入 

R&D经费的投入状况主要由以下几个 

指标来衡量：R&D经费投入总量、R&D经费 

占全国的比例、R&D经费占地区GDP的比 

例，它们分别反映了R&D投入的总量状况 

和投入强度。 

从表 1可以看出： 中部 R&D经费投 

人总量和投入强度明显加强，科技与经济发 

展潜力显著提高。2001年，R&D经费投入绝 

对量达到 1 179 469万元，是 1998年的2倍 

多，投入量稳步上升；R&D经费占GDP的比 

例增长快速．2001年达0．60％，较 1998年增 

长了0．24个百分点，表明中部自主创新意识 

加强，科技原创力提升，在培育经济增长点 

和抢占科技制高点方面具有很大潜力。② 

R&D经费投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显滞 

后 R&D经费投入绝对量 1998年不到东部 

的 1／5，2001年不及 1，6，比例年年下滑，且这 

种差距正在逐步拉大；R&D经费占全国的比 

例和占地区GDP的比例也均落后于东、西 

部。中部若仍不能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 

将会对其科技进步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③ 

中部5省中，湖北省 R&D经费投入实力最 

强，江西最弱。对3项评价指标值排序，湖北 

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河南、湖南和安徽处于 

中游水平，江西最末。因此，湖北应着力保持 

领先，充分发挥优势，大力促进科技进步；江 

西今后要特别注重加强 R&D经费投入的总 

量和强度，不断提升自身的科技能力，从而有 

效带动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上升幅度。 

2 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 

析 

本研究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东、 

中、西部的科技投入对全国经济增长的相关 

系数，以及中部5个省的科技人员投入和 

R&D经费投入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 

系数。 

2．1 灰色关联度系数计算的基本步骤 

(1)假设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 

列为Y0(t)={ 0(1)，Xo(2)，⋯， 0(n)1，n为指 

标个数；比较数列为Y (t)=l (1)， (2)，⋯， 

(n)1，i=1，2，⋯，m；t=l，2，⋯，n。 

(2)将原始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 

用的方法有均值化和初值化，本文采用均值 

无量纲化处理，即用各数列的平均值去除该 

数列的所有原始数据，以得到一个占平均值 

表2 各年度各地区基本指标数据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经计算得到。(考虑到经济效益的滞后性，这里取后 1 

年的GDP值作为当年的计算值) 

百分比为多少的量纲化数列Y。 (t)，Y (t)。 

(3)计算 y。与 y 在第k点的关联度系 

数：(P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0≤p≤1) 

minminlxo'( ) (k)l+pmaxmaxlxo'( ) 。 ( )I 

)= 丽 志 而一 

(4)计算y0与y 的关联度 ： 

=÷∑ ) — 考肚J 
～  

= 1 

2．2 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1)基本数据。各地区基本统计数据见 

表2，其中， 0指GDP值； ．指科技人员数， 

指R&D投入经费量。 

(2)计算结果。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的 

计算步骤，诸综合关联度见表3。 

表3 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 

注：Po1指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相关度；p02 

指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分析 

(1)中部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 

的正关联性，且科技人员投入比R&D经费 

投入的经济贡献作用强。见表3，东、中、西部 

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别为 

0．532、0．403、0．489，中部最弱；科技人员投入 

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中部为0．710，小于东 

部，大于西部。总的来说，不论是人力投入还 

是 R&D经费投入，中部科技投入对其经济 

增长具有正相关性，且科技人员投入比R&D 

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大43．3个百 

分点。 

(2)中部各个省的科技人员投入比R&D 

经费投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强，相对 

而言，湖南的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关 

联度最大，湖北的R&D经费投入对经济贡 

献作用最强。湖南和河南科技人员投入的经 

济关联度分别为0．856、0．816，超过了0．8，其 

它3个省偏低，但均超出了他们的R&D经 

费投入的经济关联度，而中部特别是安徽和 

河南普遍存在科技人员投入总量小，质量较 

差，企业家人才短缺，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 

外部人才难引进，现有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 

3．2 对策建议 

(1)注重提高科技人员数量和质量，保 

持科技人才拉动经济增长的相对优势。中部 

科教实力雄厚，聚集了师资力量强大的大学 

校园和一大批各级各类科研机构，培养了综 

合素质较高的科技人才，是我国重要的教育 

科研基地。中部应充分利用科技人力资源， 

不断注重扩充科技人员数量，提高科技人员 

质量，并将产学研有机结合，调动企业科技 

人才的积极性，激发科技原创力，保持科技 

人员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相对优势。 

(2)增加 R&D经费投入力度，有效挖掘 

科技经费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中 

部R&D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科 

技人才潜力的发挥，抑制了技术进步和自主 

创新能力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降低 

了整体科技竞争实力，影响了其经济增长的 

速度。中部应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用经济 

杠杆和政策手段引导财政部门增加科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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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战略机遇期 促进科技大发展 
关于编制武汉市“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考 

杨 新 年 

(武汉市科学技术局，湖北 武汉430014) 

摘 要：系统回顾了武汉市科技发展的主要历程及基本经验，分析了重大战略机遇期武汉市科技工作面临的形势 

与任务，并就“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从发展定位、工作思路和主要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武汉市；“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科技工作 

中图分类号：F1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o1—7348(2Oo4)12—0058一o2 

1 武汉市科技发展的主要历程及基 

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及其 

政策取向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78年 

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被喻为“科学的 

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会议阐明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 

作用，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91年5 

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 

一 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 

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5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 

技术大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落实邓 

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 

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会议出台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 

步的决定》；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北京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会议全面部 

署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 

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 

素质和综合国力。 

武汉科技进步事业的发展，在国家宏观 

科技战略与政策取向的背景之下，围绕科技 

优势向现实经济优势的转化，进行了积极的 

探索与有益的尝试。1987年，武汉市第七次 

党代会在全国率先提出“科教立市”的基本 

市策。1991年国务院批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1994年召开的全市第 

一 次科技大会，制定并实施推进科技经济一 

体化的“六大计划”，翌年召开的全市第二次 

科技大会，组织实施“跨世纪科技行动”，并 

制定了一系列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政策 

措施。1998年 12月，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 

战，着眼于实现跨世纪长远发展，全市第三 

次科技大会出台了《武汉跨世纪科技进步战 

略纲要》，围绕科技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这 

条主线，确立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支柱产业高 

新技术化两大主攻方向，突出开发区的战略 

地位，实施科技管理体制、科技经济结合机 

制、经济增长方式三大创新。1999年 l1月，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技术创新和教育创新 

工作会议，出台《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 

政府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的决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支柱 

发经费投入，加大投入强度，调整投入结构，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激活科研 

经费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 

(3)湖南和河南应加大对创新人才和高 

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树立“不求所 

有，但求所用”的观念，建立开放的人才流动 

机制，营造宽松的人才引进政策，创造良好 

的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社会环境，大力吸引和 

开发科技人才，抑制人才外流，培养出结构 

合理、素质较高，具有创新能力和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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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技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科技人员带动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湖北和江西在保证科技 

人力资源充分配给的基础上，更应加大R＆D 

经费投入，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 

度，充分发挥R&D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关 

联性较强的比较优势，不断加快科技进步促 

进经济增长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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