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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内涵构建了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

国省域 1986—2006 年度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

机构竞争力状况呈现“少数领先且独特性强，多数集中而差异性小”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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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是指在社会政治、经济结

构、历史基础、制度政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创造和维持的，

一个省域的软科学研究机构作为一个整体，为其自身发展在国

家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本省域软科学研究实力持续增

长。同时，在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

的进程中，开展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和

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历史基础、经济发展、科研

环境以及政策体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省域软科

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的态势也有所不同，正确评价省域软

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发展水平是协调各地区软科学发展

关系，缩小各地区软科学发展差距的有力举措，也是各地区

选择适合地区软科学发展的合理模式和制定地区软科学发

展优化对策的前提和基础。 

1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原则 

(1)科学性原则。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必须能够科学、客观、真实地度量和反映我国省域软

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的状况［2］，符合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

特点，准确反映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物质基础、内部构成、

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揭示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本

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既全面覆盖结构层次合理，又繁简得当

代表性强，经得起推敲、检验和论证，以有利于指导我国省

域软科学研究机构沿着正确的方向建设与发展。 

(2)系统性原则。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必须层次结构合理，指标匹配协调统一，能较全面地反

映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情况，为我国软科学研究

事业的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决策信息［3］。 

(3)整体完备性原则。科学的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必须能够使入选的各个指标作为一个整体，从各

个层次、各个角度反映和测度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运行

状况及基本特征。 

(4)简明性与可操作性原则。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

力评价指标体系要全面但不包罗万象，评价指标内容应简单

明了［4］，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所谓可比性，是指

所要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对全国不同省域的软科

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状况进行客观评价和相互比较。所谓可

操作性，是指评价指标中的数据能够通过可靠的途径及时、

便利地获得，并且数据的质量能够满足精度要求。 

(5)独立性原则。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同一类别中的各项选取指标因素之间，至少在分析性质上应

该相对独立，说明不同问题或问题的不同方面，彼此之间不

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或者线性关系。 

(6)动态性原则。构建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时，必须注意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发展趋势，用动

态的观点来探索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规律［5］。 

1.2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内涵与特征，以及评

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并在已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考虑

了软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的共性特征，选取了课题向量绩效、

学术成果影响力、经费投入体系、人力资本构成、科研成

果绩效以及科研合作与共享机制作为评价软科学研究机构

竞争力水平的二级指标。 

本文选取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三级指标 43 项，

构建了一套旨在全面衡量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

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群(见图 1 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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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 评价方法与综合评价结果 

2.1 评价方法 

(1)指标的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由多个指标构成，为

了避免量纲、数量级和变化趋势的影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

准化处理，即将它们都转化成无量纲数据。本文采用 大值

小值标准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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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jX 表示第 i 个省域第 j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ijx 表示

第 i 个省域第 j 个指标的原始值，max( )x ⋅ｊ 表示所有省域第 j

个指标的 大值。 

(2)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关于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

很多，本文采用线性加权和法计算各省域的软科学研究机构

综合竞争力，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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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E 表示第 i 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综合

绩效值， ijX 表示第 i 个省域第 j 项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jf 表

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2.2 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利用有关数据资料，本

文计算出我国各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综合绩效值，

展开对我国省域 1986—2006 年度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

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水平

综合绩效值及序位变化如表 2。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评价的聚类树形

结构图总体特征显示，全国 28 个省域可分为四大类别： 

S=﹛S1，S2，S3，S4﹜=﹛全国﹜ 

S1=﹛北京市﹜ 

S2=﹛上海市﹜ 

S3=﹛江苏省、陕西省、辽宁省、广东省、浙江省、山

东省﹜ 

S4=﹛海南省、宁夏、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广西

省、云南省、江西省、新疆、福建省、四川省、河南省、

重庆市、安徽省、湖南省、黑龙江、吉林省、天津市、河

北省、湖北省﹜ 

3 结论 

根据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水平综合绩效与

聚类分析结果，得出初步结论：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

争力状况呈现“少数领先且独特性强，多数集中而差异性小”

的显著特征。从表 2 和图 2 中可以看出，我国省域软科学研

究机构竞争力状况存在严重的区域分化趋势。全国 28 个区

域中，北京市与上海市构成第一阵营与第二阵营，江苏省、陕

西省、辽宁省、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构成第三类阵营，

其余 20 个省域构成第四类阵营。在第一阵营与第二阵营中，

北京市与上海市分别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和金融经济中心，

软科学研究需求相对旺盛，不仅软科学综合竞争力排名

前，实力 强，并且发展状态非常稳定，属于我国软科学研究

的中心区域。第三阵营中的省域具有明显的类别趋同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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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 2 中国省域 1986-2006 年度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水平综合绩效值及序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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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或是经济发展活跃地区或是教育水平发达地区，呈现出

较高的软科学竞争力综合绩效。第四阵营成员众多而结构

复杂，这些省域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省域软

科学竞争力绩效表现平庸，缺乏突出的特点。但是，这个阵

营省域竞争力绩效的变数 大，若有的省域能够克服不足，

就具有跻身于第三阵营的发展潜力，而一些经济发展落后和

教育水平低的省域，更容易导致内生性枯竭的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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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ability  of  China’s  province  area  soft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ion,  

the  article  sets  up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and  carries  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levels  of  

the  competition  ability  of  China’s  province  area  soft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ion  from  1986  to  2006.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the  competition  ability  present  a  marked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nority  lead  and  the  special  being  strong,  most  

concentration,  but  the  difference  being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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