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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的定义

1.1 高新区与产业集群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简称高新区 ) 是指经国务

院批准建立 , 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旨在促进高新技术

及其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特定区域 , 也是我国的科技工业园

区。建设高新区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 ,

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 最终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

形成区域竞争优势。

所谓产业集群 , 是指在某个特定产业中相互关联的、

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若干企业和机构的集合。我们通

常所说的“园区”、“一条街”等 , 实际上就是产业集群的一

种形式。

1.2 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

本文吸收前人的成果, 把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

界定为: 某一形成产业集群的高新区, 与其它同业高新区或

尚未形成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相比, 在市场竞争力中所表现出

来的争夺资源、市场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2 评价指标的选取

2.1 选取指标的原则

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首先要明确对什么进行评价, 也就是对哪些反映高新

区竞争力的指标进行评价。指标是竞争力的反映, 它使评价

由抽象变为现实, 它的选择是否科学合理决定了评估结果

的有效性, 因而建立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十分重要。

( 1) 全面性原则。指标的设置必须在全面考虑内外部

环境的情况下, 尽可能从多个方面或环节反映高新区生产

经营活动的全过程。

( 2) 代表性原则。不同的指标反映不同的侧面和内容

特征 , 对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也不尽同 , 因而在选取时要考

虑其对竞争力的影响程度, 尽量做到所选的指标具有代表

性, 能突出反映高新区竞争力的特点。

( 3) 可行性原则。指标的可行性是指可操作性。在数据

的获取上 , 要考虑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数据获取所消耗

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 , 即 数 据 获 取 的 成 本 要尽 可 能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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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竞争力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集群

规模

指标

企业数量( 个) 46 52 73 81

工业总产值( 万元) 455 320 703 885 1 388 367 2 156 855

资产总计(万元) 451 143 1 241 191 2554269 4100824

年末从业人员(个) 32 741 24 500 39 967 59 437

利税总额( 万元) 33 734 5 583 24 042 453 042

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462 407 639 971 1338288 2 065 355

工业增长率(%) 8.36% 35.31% 49.30% 35.63%

全员劳动生产率(万
元/人)

13.91 28.73 34.74 36.29

集群

市场

指标

工业产品销售率(%) 95.70% 90.91% 93.80% 94.95%

主导产业优势(分) 6.5 7 7.5 8

区域品牌知名度(分) 7 7.5 8 8.5

创新

能力

指标

引进项目个数(个) 320 244 245 129

人才资源率(%) 36.70% 60.62% 60.80% 59.50%

技工比例(%) 12.79% 16.86% 21.94% 17.63%

集群

功能

指标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额

( 亿元)
77.15 141.14 131.05 587.26

集群网络成熟度(分) 5 6 7 7.5

集群区位优势(分) 7 7.5 8 8

集群

效益

指标

( 资料来源 : 《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鉴 2001》~《上海浦东新区统计年

鉴 2005》)

( 4) 科学性原则。指标的科学性是指设计的指标不仅

要符合经济管理理论 , 适应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 , 与高新

区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 而且还要概念明确、

含义清楚 , 计算范围明确、计算方法科学 , 操作简单 , 能系

统、科学地反映高新区竞争力的全貌 , 并在某一方面揭示

对高新区竞争力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2.2 评价指标的选取

根据高新区产业集群的竞争特点 , 在对张江高科技园

区进行竞争力评价时, 本人选取了 17 个要素作为评价指

标。

关于定性指标的赋值问题, 本人参考 GEM 模型的赋

值方法 , 给每个定性指标赋值 1 到 10 分 , 各分值表示的意

义如下 : 10 分- 非常优秀 , 在全世界范围来说数一数二 ; 9

分- 优秀 , 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五位 ; 8 分- 良好 , 在本国

范围内独一无二 ; 7 分- 不错 , 具有本国范围内的优势 ; 6

分- 及格 , 具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实力 , 但没有竞争优

势; 5 分- 适当及格 ,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的实力 ; 4 分- 水

平有限 , 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3 分- 水平很有限 , 与全国

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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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 , 离全国平均水平有很大距离 , 这种差距已经严重阻

碍集群的发展。

3 基于熵权法的竞争力评价模型

人们平常所采用的评价方法是确定几个评价指标, 并

且为每个评价指标确定不同的权重 , 然后再对指标进行加

权平均 , 最后计算得出评价结果。确定指标权重最常见的

方法是请专家学者予以打分。虽然权重是按照重要性给

出 , 也综合了一些权威的看法 , 但是主观赋权法总是缺乏

客观的科学依据。因此, 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熵权法

来进行评价。

熵原本是一热力学概念 , 它最先由申农(C.E.Shannon)

引入信息论 , 现已在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得到十分

广泛的应用。它可以充分利用指标决策矩阵本身提供的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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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方法是根据指标值变异程度

来确定权重 , 因此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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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项指标下第 i 方案指标

值的比重 pij。

pij =xij /
m

i=1
!xij

( 2)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

ej =- k
m

i=1
!p( xij ) Inp( xij )

其中 , k>0, In 为自然对数 , ej≥0。如果 xij 对于给定的 j

全部相等 , 那么:

pij =xij /
m

i=1
!xij =

1
m

此时 ej 取极大值 , 即: ej=- k
m

i=1
! 1

m
In

1
m

=kInm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确定方法

集群规

模指标

企业数量( 个) 统计数据

工业总产值( 万元) 统计数据

资产总计(万元) 统计数据

年末从业人员(个) 统计数据

集群效

益指标

利税总额( 万元) 统计数据

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统计数据

工业增长率(%) 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

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人) 工业总产值/年末从业人数

集群市

场指标

工业产品销售率(%) 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

主导产业优势(分) 定性指标

区域品牌知名度(分) 定性指标

创新能

力指标

引进项目个数(个) 统计数据

人才资源率(%) 大学以上学历人数/年末从业人数

技工比例(%) 中级以上职称人数/年末从业人数

集群功

能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统计数据

集群网络成熟度(分) 定性指标

集群区位优势(分) 定性指标

表 1 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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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设 k=In
1
m

, 于是有 0≤ej≤1

( 3)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g。

对于给定的 j, xij 的差异性越小 , 则 ej 越大 ; 当 xij 全部

相等时 , ej=e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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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指标对于方案

的比较具有较大作用。

差异性系数定义: gj=1- ej, 则当 gj 越大时, 指标越重要。

( 4) 定义权重。

aj=gj/
n

i=1
"gj

4 小结

本文构建了基于产业集群的高新区竞争力评价体系,

利用熵权法进行指标赋值 , 并对张江高科技园区进行了

实证分析 , 得出该高新区的竞争力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

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如 17 个指标的选取是否是最

科学合理的 , 单纯用熵权法为指标赋值是否也有失偏颇

等,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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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各年度竞争力评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指标熵权

集群规

模指标

企业数量( 个) 0.1825 0.2063 0.2897 0.3214 0.0123

工业总产值( 万元) 0.0968 0.1496 0.2951 0.4585 0.0738

资产总计(万元) 0.0540 0.1487 0.3060 0.4913 0.1090

年末从业人员(个) 0.2090 0.1564 0.2551 0.3794 0.0246

集群效益

指标

利税总额( 万元) 0.0653 0.0108 0.0466 0.8773 0.4204

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0.1026 0.1420 0.2970 0.4584 0.0734

工业增长率(%) 0.0650 0.2746 0.3834 0.2771 0.0609

全 员 劳 动 生 产 率

(万元/人) 0.1224 0.2528 0.3056 0.3193 0.0256

集群市场

指标

工业产品销售率(%) 0.2550 0.2422 0.2499 0.2530 0.0001

主导产业优势(分) 0.2241 0.2414 0.2586 0.2759 0.0014

区域品牌知名度(分) 0.2258 0.2419 0.2581 0.2742 0.0012

创新能力

指标

引进项目个数(个) 0.3412 0.2601 0.2612 0.1375 0.0213

人才资源率(%) 0.1686 0.2786 0.2794 0.2734 0.0090

技工比例(%) 0.1848 0.2436 0.3170 0.2547 0.0083

集群功能

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额 ( 亿

元)
0.0824 0.1507 0.1399 0.6270 0.1528

集群网络成熟度(分) 0.1961 0.2353 0.2745 0.2941 0.0054

集群区位优势(分) 0.2295 0.2459 0.2623 0.2623 0.0007

合计: 年度竞争力值 0.0872 0.1070 0.1720 0.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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