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的区域性评价及对策1 

赵菁奇 1，赵晓瑾 2 

【摘 要】: 长江经济带以其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实施地，分布有上海张江、

武汉东湖、合芜蚌试验区及长株潭、成都、重庆等创新高地，是衔接“一带一路”的重要纽带，将成为我国未来1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增长轴。基于2010 － 2014 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原始数据，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实际，

构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度和主成分分析法，提出提升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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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动力。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1］

。自1985 年“七五”计划提出东中西部概念、加快发展长江中游沿岸地区同东西部地

带的横向经济联系到2015 年4 月确定长江经济带的正式涵盖范围，历经30 年
［2］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实施“一带

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随着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4〕

39 号) 和《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 2014 － 2020 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等的颁布实施，长江经

济带对中国经济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充

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基于此，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 市) 进行科技创

新能力评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关于长江经济带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

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 1) 从宏观角度对长三角、泛长三角、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主要有: 贾蓉、柳卸林对长江三角

洲跨行政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
［3］

;张仁开、杨耀武评估了长三角的科技创新政策绩效，指出了存在瓶颈并提出了发展路线图
［4］

; 

柯丽敏分析了长三角科技创新模式的文化底蕴
［5］

; 杜鹏程关于泛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比较与创新体系构建的研究
［6］

;刘文献提

出了深化长三角科技合作的对策建议
［7］

; 克罗吉、顾庆良研究了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特点及启示
［8］

; 张华、刘波通过问

卷调查方式，对长三角科技合作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9］

; 巣惟志等关于跨行政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10］

; 虞

震从投入、产出、经济及环境四方面评价了泛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11］

; 于立英基于模糊QFD 与模糊TOPSIS 提出了长三角

区域科技创新竞合关系的影响因素
［12］

; 冯锋、汪良兵从协同创新视角入手研究了泛长三角区域科技政策绩效提升的路径
［13］

。 

( 2) 某一省( 市) 融入长三角、泛长三角、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主要有: 李军锋关于重庆加快

建设长江上游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对策研究
［14］

; 钟志华关于加快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
［15］

; 张仁开关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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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的研究
［16］

。 

( 3) 安徽省和长三角、泛长三角、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带其他省( 市) 科技创新的比较研究，主要有:黄春基于安徽省

与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情况的比较研究
［17］

; 汪晓梦关于安徽与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18］

。 

从以上主要文献可以看出，研究宏观长江经济带的文献较多，研究某一省( 市) 融入经济带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文献相对

较少。国内外学者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内涵理解基本一致，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指标评价体系都不尽相同，在长江经济带区域科

技创新能力评价上都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总体而言，评价指标体系所采用的数学方法较为单一，评价结果不能相

互印证，缺乏说服力。根据长江经济带近几年区域科技创新取得的成就，结合科技创新评价原理和相关文献，构建合理的评价

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度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并进行分析并加以比较，得出结论，提出提升长江经济带和安徽省科技创新

能力的对策建议。 

二、评价指标设计与论证 

1. 构建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创新实质上是一个经济活动，是有自身规律的投入产出过程。科技创新投入一般指人力、物力和财力，产出可以用专

利、技术市场成交额等方面衡量。从现实数据来看，各省( 市) 的统计数据及口径不尽相同。结合前人文献以及数据的统一性，

本文设置科技投入指标为Ｒ＆D 人员全时当量、Ｒ＆D 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Ｒ＆D 经费内部支出中企业资金; 科技产出

指标为专利授权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Ｒ＆D 人员全时当量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是Ｒ＆D 全时人

员工作量与非全时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Ｒ＆D 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是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类资金。

企业资金是来自本企业的自有资金或接受其它企业委托而获得的经费。专利授权量是衡量科技产出能力的一个重要参数。技术

市场成交额也是反映科技产出的一个重要指标。 

2. 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结果的公正性，本文数据来源于2010 － 2014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和科

技部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 

3. 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 

( 1) 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度是通过一定方法，判断系统中各因素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联程度。这种分析方法弥补了采用

其他数理统计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所导致的缺憾，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没有明确要求，且计算量小。本文根据收集到

的有关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统一数据，使用灰色关联分析软件处理数据，参数设置: 数据序列转换方式为初值化，分辨系数ξ 取

0． 5。 

( 2)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思想是通过线性变换，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变量，重新

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这些新的变量能综合反应原多个变量所包含的主要信息
［19］

。主要是利

用降维思想把大量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的变量，转化成无关性综合指标，优点是既可减少收集信息的工作量，又能保证

各综合指标代表的信息不重叠
［20］

。 

4. 分析结果 



 

 

 

 

 

三、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分析 

第一，Ｒ＆D 人员全时当量。长江经济带11 省( 市) 中，云南的Ｒ＆D 人员全时当量与专利授权量关联度最大，湖南次之。

四川、湖北的Ｒ＆D 人员全时当量与专利授权量的关联度最小，其余省( 市) 居中。在Ｒ＆D 人员全时当量与技术市场成交额

的关联度上，上海的关联度最高，江苏、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的关联度也相对较高，说明这六省( 市) 的Ｒ＆D 人员投入

对技术市场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安徽最差，其余四省( 市) 关联度相对安徽较好，说明Ｒ＆D 人员投入对技术市场的影

响较小，效益欠佳。 

第二，政府资金。从近几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来看，Ｒ＆D 经费内部支出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国外资

金和其他资金等三方面，考察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和科技产出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云南省的Ｒ＆D 经费中政府资金和专利

授权量的关联度最大，江苏、浙江、湖南相对较大，上海市最小，其他省( 市) 基本相当，说明大部分省( 市) 的政府资金在

科技创新的专利申请授权量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上海稍微弱些。考察政府资金和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关联度，贵州最好，江苏、

江西、湖南相对较好，其他省( 市) 基本相当，四川和上海最差，最好和最差的相差0． 36。可见，政府投入资金虽每年都在

增加，但从技术交易的角度来看，效益发挥并不很理想。 



 

第三，企业资金。可以说企业资金是投入最大的一部分，从企业资金和专利授权量的关联度来看，湖南最好，贵州最差，

其他9 省( 市) 基本相当，说明大多数省( 市) 的企业资金从专利授权量的角度来看发挥的作用还是很可观的。考察企业资金

和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关联度，江苏最好，江西、贵州次之，其他8 省( 市) 基本相当。说明企业资金和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关联

度较好。整体而言企业资金在专利授权量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方面发挥的效益较好。 

第四，科技创新主成分。2010 年和2014 年江苏、上海、浙江三省( 市) 科技创新主成分名列前三位，云南、贵州位居第

十位、第十一位，重庆、江西居第八位、第九位，位次不变。其他城市在两年间位次有所变化。安徽、湖南、四川名次有所下

降，但幅度不是很大。总体来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是非均衡的，长江下游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明显高于长

江中游及上游省( 市) ，长江中游省( 市) 科技创新能力开始有所提升。 

四、关于提升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与建议 

第一，人力投入是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力量。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关键是人才。从数据分析看出，长江中游城

市群人才总量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突出，人才优势没有很好地转换成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建议建立科技人才流动协调机制，一

方面要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开展关于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新拔尖人才和科技创新专业人才的制度建设，将国家和各地区

有关人才的制度一一落实，统筹整合，在培训、交流和共享上展开合作，另一方面要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探索统一人事制度和

就业制度的可行性方案
［21］

。在创新人才政策、强化人才机制、建设人才载体和营造综合环境方面，长江中上游省( 市) 可以学

习无锡、苏州和南京的引才留才经验，推动人才在经济带内自由流动。 

第二，企业是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主体力量。长三角的企业资金和专利授权及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关联度和预期有一定

距离，要继续发挥长三角的龙头作用，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对于长江中上游省( 市) 而言，虽然多年也搭上了政策红

利的快车，多数还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对长江经济带而言，上海、江苏、浙江无疑是龙头，要打破行政区域划分观念，加快市

场化改革，以企业为主体，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一是各省( 市) 协调，提供科技创新环境包括法律、基础设施

等; 二是企业本身重视发展生命周期，在关键技术上制定周期战略
［22］

; 三是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作用。提升企业在“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创新能力，研发出更多代表企业实力的产品和品牌。 

第三，产学研合作是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力量。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体系的支撑力量，能为产业发展提供

强大的技术源，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场所，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产学研合作是提升区域科技

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要加强科技创新合作，重点培养产业技术创新源头，构建区域技术创新平台，提升

区域内重点产业和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一是尝试组建区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鼓励长江经济带内具有共同

研究目标和需求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组成跨行政区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通过联盟成员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形成一

种长效、稳定的共同体; 二是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围绕长江上、中、下游各省( 市) 优势产业、重点产业，如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集中力量攻关，力争在重大共性、关键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三是加强高新园区合

作。中关村科技园区与长春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河北省高新区合作的经验值得借鉴。建议加强经济带内高新园区合作，

使各市高新园区在人才、资本、技术、管理、环境等方面的资源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互动
［21］

。 

第四，省( 市) 间相互协调是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助推力量。长江经济带覆盖 11 省( 市) ，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

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 40%，包含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按照长江经济带城市排名
［23］

，一、二级城市主

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下游沿海地区，其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很高层次，中游和上游有 2 个二级中心城市，

但大部分为一般性城市( 见表 5)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疲弱趋势下，各城市群之间应打破行政分割，建立区域间统一的市

场监管体系，让产品要素和资源顺利流通。在政府层面，目前国家层面有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

协调会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商会，可尝试建立长江经济带 11 省( 市) 科技联席会议制度，在联系会议制度基础上，由上

海、江苏或浙江牵头定期研讨形势，形成对话交流与决策沟通机制。在民间层面，可尝试建立长江经济带科技协作组织和各种



 

专业协作组织，及时就重大问题举办研讨会，确保科技工作取得成效。在企业层面，应发挥好长江经济带企业联合会的作用，

就企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进行研讨。安徽省应学习上海、浙江、江苏的经验和模式，以合芜蚌试验区为基础，以推进皖江城市

带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以高新区建设为载体，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以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以高科技人才为支撑，以加

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突破口，促进产学研有机结合，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五，产业结构优化是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核心力量。科技创新可以促进产业机构向高度化、合理化和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产业转型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不同产业间的优化升级和产业内的优化升级
［24］

。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基础在于技术结构升级，技术结构升级的重点在于科技创新。长三角经济圈可借力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将其工业部分

逐渐转移到中上游地区，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武汉城市圈既可以借上游廉价资源、下游高新科技之势进入新的增长模式。合肥

经济圈基于教育、科技优势，又处于中原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的夹缝之中，可借长江经济带战略帮助合肥经济圈利用区位优势，

借助外部优势来发展自身产业。长株潭城市群有助于打破物流局限，推动长株潭城市群输出重工业、进口轻工业，帮助该地区

与外围经济区踏上合作发展之路。安徽省要聚焦长江经济带上的皖江区域，在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和发展现代服

务业上下功夫
［25］

，推进该省在调结构、转方式、促转变形势下完成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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