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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科技进步监测评价体系设计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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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充分认识科技评价监测工作的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 借鉴成效显著地区的评价方法, 以公平客观、

科学实用、系统全面、体现特色为原则, 统筹考虑发展基础、发展水平、发展变化进行了湖北省科技进步监测评价

系统的设计。 

【关键词】科技进步；科技评价；评价体系；科技监测；功效系数法 

【中图分类号】F224.5        【文献标识码】A 

1 科技进步监测评价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科技进步监测主要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经济、社会统计基础数据, 对科技进步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综合评价, 重点反

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状况, 展示其取得的成绩及进步, 找出薄弱环节, 进行对比分析, 为党委和政府制定社

会经济发展战略, 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可靠信息, 实现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促进科教兴国战略任务在本地区的落实和实

现。 

从科技监测的工作内容来看, 其存在三个主要目标: 

(1)督促地方科技工作。当前科技进步监测评价的发布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国家层面, 如国家科技部每年发布的科技进步

监测结果；二是省级层面, 如江苏、浙江、云南等省科技厅每年均会联合当地组织部、统计局等机构共同发布科技进步监测评

价报告；三是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层面, 如天津、上海每年也会定期发布当地的科技进步评价报告。这些报告都具有较强官方

色彩和较大权威性, 并且很多地方都已将其列为对所辖区域科技主管部门领导的工作考核指标之一。 

(2)发现科技工作存在问题。科技进步监测是对当地科技运行状况的整体考量, 从不同指标的得分可以很清晰地找出其自身

存在的问题, 便于各地发现薄弱环节, 采取更有针对性地措施促进当地科技、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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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导科技工作方向。实际上, 在督促工作、找出问题的同时, 科技进步监测评价还具有一个重要职能, 那就是引导下一

步科技工作的具体方向。以湖北省为例,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将湖北的科教资源优势引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构建科技金融体系。因此在指标体系中可设置科技贷款、吸引风险投资等指标, 从而可引导湖北各地方科技

主管部门加大此项工作力度, 形成共促湖北科技创新创业的整体合力和良好氛围。 

当前, 创新湖北建设的宏伟蓝图已经展开, 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扬帆起

航,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正在面临一次重大机遇。在机遇面前, 精细的工作必然成为将梦想化为现实的坚强保障。湖北科技工作

近来取得的成绩很大, 但不可否认的是, 经济建设和科技研发两张皮的现象仍然较为严重、科技资源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现象还

较普遍。而作为进一步科技工作基础的传统科技统计又由于统计的面较大、很多指标设计不尽合理、时效性不强等问题, 并不

利于我们摸清工作基础、发现工作问题, 因此, 在每年依托传统科技统计数据的同时, 有针对性设计科技进步监测体系, 对我

们下一步工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依据和参考作用。 

2 其他省市开展科技进步监测评价的经验借鉴 

当前, 我国开展科技进步监测工作的省市很多,笔者主要选取成效较为显著的江苏和浙江进行了比较, 并对其评价体系的

优劣势进行了分析。 

2.1 浙江科技进步监测体系 

为了加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发动全社会关心、支持科技进步, 省委、省政府在1996年决定实行党政领导科

技进步目标责任制。为了能系统反映在实施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 为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

制考核提供参考依据, 体现考核的公正性、公平性、科学性、客观性, 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工作的

通知》(浙政办发(1998)19号), 建立了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制度。 

从评价原则上看, 浙江省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制度作为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的重要环节, 区别于其它科技进步

统计监测评价的理论和实践, 从属于、服务于实施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的对象与范围, 与党政领

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的对象和范围相一致；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所确定的指标与指标体系,与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

任制考核的主要内容相衔接；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思路的形成与方法的确定, 体现了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公平

性的基本原则。 

从评价方法来看, 浙江科技进步监测评价具有相对于上一年变化情况综合评价、科技综合实力评价、科技进步水平评价等

多个目标；进行了相对于上一年变化情况综合评价、科技综合实力评价、科技进步水平评价, 综合考虑了科技进步的基础、水

平和动态发展。 

2.2 江苏科技进步监测体系 

1989年, 江苏省在全国率先提出“科技兴省”战略, 并于1991 年将此战略调整为“科教兴省” 。为系统反映“科教兴省” 

战略的实施情况, 江苏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展对科技进步活动进行统计监测的研究, 并于1994年在全国率先建立科技进步

统计监测体系。 

江苏省科技进步监测体系设置, 主要考虑了科学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清晰性原则。笔者认

为它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借鉴:一是对每一个统计指标的定义、内涵和外延都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如果某些指标不能做到, 或在

计算方法上存在重大争议, 即使指标体现了“经济学的理想”, 也不会设置。二是指标体系设置的逻辑联系较强, 从科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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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4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进行了综合反映。 

3 湖北科技进步监测评价体系设计 

为了推动完善地方科技创新目标责任制, 强化市县党政主要领导科技创新目标责任, 笔者在参考相关科技评价理论的基础

上, 借鉴全国和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体系, 突出湖北科技发展特色和科技工作方向, 综合考虑规模基础和水平强度, 并以

监测年度的变化情况为重点, 设计湖北省科技进步监测评价体系。 

(1)设计原则:以公平客观、科学实用、系统全面、体现特色为原则, 统筹考虑发展基础、发展水平、发展变化进行系统设

计。 

(2)指标设置:科技进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设4 级, 从科技环境、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4 个方

面, 通过28 个总量指标、38个水平指标对湖北各市县科技进步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按照科技进步活动的正反馈机制, 构造循环逻辑结构的科技进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见图 1)。考虑评价的客观性, 未设置技

术进步贡献率、科技意识、机制创新、市场环境等指标。 

 

四级指标下设规模指标和水平指标。科技进步规模指标综合反映当地科技进步规模或总量, 是科技进步乘数效应发挥的基

础；科技进步水平指标反映了科技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所达到的相对水平, 具有一定可比性。通过规模指标和水平指

标的加权综合, 可较好评价科技进步的总体情况(见表1)。 

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反映的是相对情况, 因此仅设置水平指标。 

(3)指标计算方法:鉴于综合考虑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 采用较为成熟实用的功效系数法。设 Yti为 t地区 i指标(规模指标

或水平指标)的统计值,Xi为 i 指标的权重, 则 t地区科技进步规模或水平的评价得分 Ft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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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Zt-1 、ZZ、St-1 、SS分别为 t地区监测年度上年的规模总量、总量增长、监测年度上年的水平强度、水平增长的综合

评价值, X1 、X2 、X3 、X4 分别为所反映内容的权重, 则: 

地区科技进步综合指数=Zt-1*X1+ZZ*X2+St-1*X3+SS*X4 

(4)权重确定方法:组织召开“促进湖北科技进步研讨会”, 让一线科技科技管理工作者对指标权重进行打分, 再采用层次

分析法进行具体权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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