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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暎利用 斈斉斄 方法对连云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棻棿个主要工业行业的 斠敠斈 效率进行评价暎研究结果表

明棳连云港市科技资源配置整体有效棳但样本行业 斠敠斈效率表现稍差棳且存在差异较大的特征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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棸暋引言

科技资源配置就是指对科技资源各要素按适 当 比 例

在社会暍经济各种不同发展方向和不同发展层次上的协调

分配和设置椲棻椵暎地方科技资 源 配 置 效 率 反 映 了 一 个 地 区

运 用 和 整 合 科 技 资 源 的 能 力棳代 表 了 地 区 科 技 系 统 的 整

体 功 能 和 效 率棳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决 定 着 该 地 区 的 科 技 能 力

强弱和竞争 力暎斠敠斈 被 认 为 是 驱 动 国 家 竞 争 优 势 或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的 主 要 因 素棳是 企 业 发 展 的 动 力 源

泉暎斠敠斈 活动效 率 的 高 低 直 接 关 系 到 科 技 企 业 竞 争 与

生存状况棳因此棳对一个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行业

的 斠敠斈 有效性进行评估棳对于政府部门协调分配和有效

利 用 科 技 资 源暍改 善 科 技 创 新 政 策 环 境 等 方 面 都 具 有 重

要现实意义暎
国内学者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 斠敠斈 的有效性

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暎研究的范围既包括区域科技资源配

置效率的研究椲棽棳棾椵棳同时也包括地方大中型工 业 企 业 科 技

资源配置效率椲棿椵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椲椀椵暍民营

科技企业配置效率椲椂椵及企业 斠敠斈 有效性的研究椲椃棳椄棳椆椵暎但

以上研究只是分别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或企业 斠敠斈 的有

效性进行 孤 立 研 究棳没 有 将 两 者 结 合 起 来 综 合 考 虑暎因

此棳本文首先对连云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棳然后

对其主要工业行业的 斠敠斈 有效性进行评价棳并检验两者

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暎

棻暋模型与数据选取

棻棶棻暋评价方法的选取

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行业 斠敠斈 有效性的传统评价

方法主要有两种椇专家评价法和计量评价法暎专家评价法

局限于专家的兴趣暍经验和知识结构椈传统的计量方法因

为只能处理 单 一 的 产 出 棳不 能 同 时 处 理 多 投 入 多 产 出 参

暋暋 见的组织和实施椲斒椵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棳棽棸棸椆棬棿棭椇棻椆椃灢
棻椆椆棶

椲棾椵暋李海丽棳胡志松棳李辉棳等棶国内外材料技术预见椲斒椵棶新材料

产业棳棽棸棸椆棬棿棭椇椂椂灢椃棸棶
椲棿椵暋浙江 省 经 贸 委棶浙 江 省 暟十 一 五暠纳 米 及 新 材 料 发 展 规 划

椲斠椵棶棽棸棸椂椇棻灢棻椀棶
椲椀椵暋崔志明棳孟晓华棳万劲波棳等棳我国高科技园区技术预见的程

序与方法椲斒椵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棳棽棸棸棾棬棻棸棭椇棾棸灢棾棾棶
椲椂椵暋郭卫东棶技术预见理论方法及关键技术创新模式研究椲斈椵棶

北京椇北京邮电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棳棽棸棸椃棶
椲椃椵暋林聪榕棶基于技术预见的国防关键技术选择方法研究椲斈椵棶

北京椇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公共管理硕士棬斖斝斄棭学

位论文棳棽棸棸椂棶
椲椄椵暋崔毅棶德尔菲调查方法在科技重点领域技术预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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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椆椵暋孟晓华棳崔志明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技术预见实证研究暘暘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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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棳同时在 模 型 的 设 计 和 权 重 的 选 取 上 存 在 较 大 的 主 观

性棳难以取得客观满意的评价结果暎因此棳目 前 对 于 科 技

资源配置效率和行业 斠敠斈 有效性的评价棳国内外学者主

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棬斈斉斄棭方法暎斈斉斄 方法的优点主要

有椇不需要设定投入产出生产函数的形态和任何形式的函

数假设椈可以评价具有较复杂生产关系的多投入暍多产出

决策单位的效率椈其衡量的 斈斖斦 的效率不受投入产出数

据单位的影响椈投入暍产出变量的权重由数学规划根据数

据产生棳不 需 要 事 前 设 定棳不 受 主 观 因 素 的 影 响暎 由 于

斠敠斈 活动的投入产出函数不确定棳斈斉斄 的优点恰好适于

衡量 斠敠斈 的多种投入和产出效率椲棻棸椵暎

棻棶棽暋评价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国内学者在评价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和行业 斠敠斈 有效

性时使用了多种不同的评价体系棳投入和产出指标也是各

异棬见表棻棭暎考虑到科技投入与产出活动的特点棳尤其是

考虑数据处理的简便性和可得性棳在评价科技资源配置效

率时棳笔者选取全社会 斠敠斈 支出占 斍斈斝的比例和科技活

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棽个投入指标椈产出指标选取了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暍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

占销售收入比重暍每棻棸棸棸棸棸人口专利申请和授权数和万

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棬万元棷吨标准煤棭棿个指标暎其中棳万元

工业增加值能耗主要反映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暎
表棻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 斠敠斈有效性评价指标相关研究

研究者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科
技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评
价
指
标

魏守华暍吴贵生
科技活动中科技活动人员数暍科技活动中科

技经费支出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数量暍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论文数暍技 术 市 场

交易金额暍新产品产值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暍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额

吴瑛暍杨宏进
斠敠斈经费内部支出暍斠敠斈 活动人员和全时

当量暍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拥有发明专利数暍新产品出口销售收入暍高技术产品增加值

王涛暍
顾新

万人中从事科研活动人员数暍科学家和工程

师占科技活动人员比重暍人均科技活动经费

支出暍斠敠斈 经费占 斍斈斝的比重

万名科技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暍万名人口发明专利申请 数暍新 产 品

销售收入占全部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暍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

刘玲利
科技活动人员 总 数暍研 发 人 员 全 时 当 量暍科

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暍研发资本存量

国外主要检索机构收录我国科技论文数暍国内专利申请 受 理 量暍新

产品销售收入总额暍技术市场成交额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

椧棪椖
有
效
性
评
价
指
标

时鹏将暍许晓雯暍
蔡虹棬棽棸棸棿棭

各地 区 斠敠斈 全 时 人 员 当 量暍斠敠斈 经 费 支

出

技术市场成交额暍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暍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 产 品 销

售收入的比重

许治暍师萍 经费投入暍人力资本投入暎 社会全员劳动生产率暍每万元 斍斈斝所消耗的标准煤

吴和成暍刘思峰
斠敠斈 经 费 支 出棷斍斈斝 值暍斠敠斈 人 员 数暍地

方科技拨款棷地方 斍斈斝值

科技论文数暍发明专利授权数暍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暍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增加值中高技术产业份额

钟卫暍袁卫暍
黄志明

斠敠斈经费内部支出暍斠敠斈 人员折合全时当

量

专利申请数暍拥有发明专利数暍新产品销售收入暍主 营 业 务 利 润暍工

业增加值

注椇由于参考文献较多棳恕不能在文后一一列出暎

暋暋在评价行业 斠敠斈 有效性时棳本研究的指标选取 斠敠斈
人员数和 斠敠斈 经费棽个指标椈产出指标只选取了新产品

销售收入棻个指标棬见表棽棭暎根据暥连云港统计年鉴棽棸棸椆暦
中工业行业大类分组情况棳删减数据为零的工业行业棳筛

选出棻棿个工业行业暎根据以往的研究经 验棳由 于 从 科 技

投入到科技产出具有滞后性椲棻棻椵棳因此本研究的投入指标选

取棽棸棸椃年的数据棳产出指标选取棽棸棸椄年的数据暎所有数

据均来源于暥江苏科技年鉴棽棸棸椄暦暍暥连云港统计年鉴棽棸棸椄暦
和暥连云港统计年鉴棽棸棸椆暦暎同时棳我们假设椇

表棽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行业 斠敠斈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暋暋暋类别

项目暋暋暋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科技资源
配置效率

斠敠斈 有效性

全 社 会 斠敠斈 支
出占 斍斈斝 的比 例
棬棩棭
科 技 活 动 人 员 占
从 业 人 员 比 重
棬棩棭
斠敠斈 人员数棬人棭
斠敠斈 经费棬万元棭

高新技 术 产 业 产 值 占 工 业 总
产值比重棬棩棭
高新技 术 产 业 出 口 额 占 销 售
收入比重棬棩棭
每棻棸万人 口 专 利 申 请 和 授 权
数棬件棷棻棸万人棭
万元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棬万 元棷
吨标准煤棭
新产品销售收入棬万元棭

暋暋假设棻椇连云港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主要工业行业

斠敠斈 有效性存在一致性暎
假设棽椇连云港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主要工业行业

斠敠斈 有效性存在不一致性暎

棽暋评价结果分析

棽棶棻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从江苏省棻棾个城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结果来

看棳连云港市科技资源配置有效棳综合有效值为棻棬见图棻棭暎
虽然 连 云 港 市 全 社 会 斠敠斈 支 出 占 斍斈斝 的 比 例 只 有

棸棶椆棾棩暍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也只有 棸棶棽椃棩棳但

是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棻椆棶椃棽棩棳每

棻棸万人口专利申请和授权数达到棽椆棶椃棻件棳万元工业增加

值能耗棻棶椄椄万元棷吨标准煤暎这一方面说明连云港市高新

技术产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能力较强椈另一方面说明其

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暎从整体来说棳连云港市

科技资源配置是有效的暎
棽棶棽暋主要工业行业 斠敠斈有效性分析

棽棶棽棶棻暋综合有效性分析

由表棾的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棳在棻棿个主要工业行业中

暏棸椀暏 科技进步与对策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棽棸棻棸年



只有棻个行业棬食品制造业棭位于有效前沿面上棳表现为综

合技术有效暍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棳占样本总量的椃棶棻棿棩暎
排名前棾位的分别是食品制造业暍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通信

设备暍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棳说明连云港农产品

加工和食品工业较为发达椈而作为连云港暟三新产业暟棬新

能源棳新材料暍新医药棭之一的医药制造业棳虽然新产品销

售收入占样本收入总额的椀棸棩棳但是其综合技术效率值仅

有棸棶棻椆棻棳表现为严重无 效棳斠敠斈 存 在 较 大 问 题暎绝 大 部

分工业行业 综 合 技 术 效 率 低 于 棸棶椀棳它 们 占 样 本 总 量 的

椆棽棶椄椂棩棳属于严重 斈斉斄 无效暎因此拒绝假设棻椇连云港市

科技资源配置与主要工业行业 斠敠斈 有效性存在一致性椈
接受假设棽椇连云港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主要工业行业

斠敠斈 有效性存在不一致性暎

图棻暋江苏省不同地市科技资源配置综合效率

表棾暋主要工业行业 斠敠斈投入的 斈斉斄有效性分布及结论

行业

综合技

术效率

值棬棻棭
技术效

率值棬棽棭
规模效

率值椊
棬棻棭棷棬棽棭

结论

农副食品加工业 棸棶棿棽椀 棻棶棸暋 棸棶棿棽椀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增

食品制造业 棻 棻 棻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

不变

饮料制造业 棸棶棸椀棸 棸棶棸椆椃 棸棶椀棻椆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增

纺织业 棸棶棸棾椆 棸棶棻椀棾 棸棶棽椀椄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增

木 材 加 工 及 其 制 品

业
棸棶棻椆棿 棻 棸棶棻椆棿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增

化 学 原 料 及 化 学 制

品制造业
棸棶棻椄棿 棸棶棽棽棻 棸棶椄棾棿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减

医药制造业 棸棶棻椆棻 棻 棸棶棻椆棻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减

化学纤维制造业 棸棶棻椀椄 棸棶棾棽椀 棸棶棿椄椂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减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棸棶棾椄椆 棻 棸棶椃椄椆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减

专用设备制造业 棸棶棸椃椂 棸棶棽棾椃 棸棶棾棽棻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减

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
棸棶棸棾椃 棸棶棻棽椀 棸棶棽椆椄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增

电 气 机 械 及 器 材 制

造业
棸棶棽椂椀 棸棶椂椃棾 棸棶棾椆棿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减
通信设备暍计算机 及

其 它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棸棶棿棽棽 棸棶椆椃棸 棸棶棿棾椀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减

仪器仪表及文化暍办

公用机械制造业
棸棶棾椀棾 棸棶椀椃棸 棸棶椂棻椆 非 有 效棳规 模 收

益递增

均值 棸棶棽椃棸 棸棶椀椆椄 棸棶棿椀棿
棽棶棽棶棽暋技术有效性分析

如果将技术效率值分为 斈斉斄 有效暍轻度 斈斉斄 无效暍

中度 斈斉斄 无效和严重 斈斉斄 无效棿类椲椄椵棬见表棿棭棳在作为

样本的棻棿个行业中棳技术有效的行业有椀个棳占样本总量

的棾椀棶椃棻棩暎从技术角度 来 看棳这 些 行 业 的 斠敠斈 投 入 得

到了有效利用棳投入要素组合合理棳产出效果明显暎斈斉斄
无效的行业占样本总量的椂棿棶棽椆棩棳其中严重 斈斉斄 无效的

行业占样本总量的 棿棽棶椄椂棩椈椆个 斈斉斄 无效的行业中棳都

存在 斠敠斈 人员投入和资金投入冗余棳说明造成它们非有

效的原因主要是 斠敠斈 人员和经费投入都过多棳或者是其

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棳处于产业链低端暎从 整 体 上 来 看棳
技术效率均值为棸棶椀椆椄棳不同行业的技术效率相差悬殊棳总

体表现为技术非有效暎
棽棶棽棶棾暋规模有效性分析

样本行业的规模效率均值为棸棶棿椀棿棳与综合技术效率

均值相比略好暎从表棾可以看出棳棻棿个行业中只有食品制

造业表现为规模有效椈椀个技术有效行业中有棿个表现为

规模 非 有 效椈超 过 均 值 的 行 业 有 椀 个棳占 样 本 总 量 的

棾椀棶椃棻棩暎它们说明连云港市主要工业行业在规模投入方

面存在问题暎
表棿暋技术效率分布情况

技术效率值 效率值分布 行业数棬个棭 比例棬棩棭
斈斉斄 有效 毴椊棻 椀 棾椀棶椃棻

轻度 斈斉斄 无效 棸棶椄曑毴曑棻 棻 椃棶棻棿
中度 斈斉斄 无效 棸棶椀曑毴曑棸棶椄 棽
严重 斈斉斄 无效 毴曑棸棶椀 椂 棿棽棶椄椂

暋暋 从规模效益来看棳食品制造业表现为规模收益有效棳
其规模收益不变椈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业有 椂个棳占样本总

量的棿棽棶椄椂棩棳说明它们的科技投入不足椈有椃个行业表现

为规模收益递减棳说明其科技投入规模偏大棳没有有效利

用科技资源暎

棾暋结论

本文分别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棬斆斠斢棭和行业 斠敠斈 投

入有效性棬斨斠斢棭进行评价棳主要结论如下椇
棬棻棭连 云 港 市 科 技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与 主 要 工 业 行 业

斠敠斈 有效性存在不一致性暎连云港市科技资源配置整体

有效棳但样本行业 斠敠斈 效率表现稍差暎这一结果提示科

技管理部门在制定相关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时棳既要考虑地

区科技资源配置整体效率棳同时也要考虑不同行业科技投

入技术效率的巨大差异棳并给予相关指导暎
棬棽棭主要工业行业的 斠敠斈 效率水平较低棳而且表现出

差异较大的特征暎斠敠斈 投入整体表现为非有效棳投入规

模偏大和投入规模不足并存暎作为暟三新暠产业之一的医

药制造业棳虽然在连云港市工业总产值中占有较大比重棳
但是 其 综 合 技 术 效 率 和 规 模 效 率 都 表 现 为 严 重 斈斉斄 无

效棳仅技术效率有效椈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为棻椆棶椃棽棩棳但是其效率表现也不容乐观椈而作为传统产业

的木材加工及其制品业暍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却

表现出技术有效的特征暎
以上分析虽然表明连云港市科技资源配置整 体 效 率

暏棻椀暏暋第棻椂期暋 暋暋暋暋卢暋山棳江可申棳李树军椇连云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行业 斠敠斈 有效性研究



与主要工业行业 斠敠斈 投入效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棳但是

这种技术效率整体有效与样本多数非有效之间差异的原

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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