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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重视经济与科技系统的协调发展｡以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为

研究对象,对两者协调发展状况展开评价研究｡首先,分别选取经济发展评价指标､科技发展指标并统一形成了经济—

科技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在 2006～2015 年期间的综合发展

水平;接着,通过协调度计算,对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最后,基于评价结果,针对促进南昌

市经济-科技系统的协调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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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与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与重要,科技的发展程度成为影响一国或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同时,科技的发展又有赖于经济的投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这已为

无数实践所证明｡因此,促进一国或区域经济与科技的协调发展,既是经济发展需要,又是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将以南昌市经

济—科技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南昌市经济—

科技系统的协调发展｡

1 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系统论创始人 L.V.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认为“系统是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复合体”｡从系统的视角考察,区域经济与

区域科技为区域发展系统下的两个独立的子系统,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表现出两者相辅相成的外在特点｡要评价经济

—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就需要针对经济系统与科技系统分别构建指标体系,分别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再结合两者的综合评价

值,进行协调性分析｡因此,要对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首先需要分别就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选取评价指

1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南昌､景德镇建设创新型城市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24);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4 年)规划项目《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与陶瓷产业规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4SKJD25);江

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面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路径研究———以南昌､景德镇为例》(项目批准

号:2011ZBBA10018)｡

作者简介:杨建仁(1978-),景德镇陶瓷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师,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陶瓷产业经济､区域经济与

科技管理研究;吴华风(1979-),景德镇陶瓷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师｡



2

标,构建经济—科技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科学合理,取决于对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确定与把握｡

1.1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1.1.1 准确性

准确性指所选取的指标必须准确地反映评价对象

的内涵,体现评价对象的本质特征｡

1.2 系统性

系统性主要包括以下三层涵义:一指所选取的指标必须全面,能够评价经济与科技系统的各个方面;二指选取的指标必须层

次分明,能够评价经济与科技系统的不同层次;三指所选取的指标必须简略,具有代表性,不会存在信息的重复｡

1.1.3 总量指标与均量指标相结合

总量指标即绝对量指标,能反映评价内容的绝对量规模,体现绝对量水平;均量指标为相对量指标,能反映评价内容的相对量

规模,体现相对量水平｡总量指标与均量指标相结合,即能够准确反映相同规模评价对象的绝对水平,又能准确评价不同规模评价

对象的相对水平｡

1.1.4 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相结合

一国或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既是一种静态角度的状态,又是一个动态角度的发展过程｡因此,评价指标的选取过程中,既

要注重静态指标的选取,又要注重动态指标的选取｡

1.2 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选取原则,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并综合运用采用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与专家咨询法等多种方法,分别

选取指标构建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科技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形成了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所示｡

2 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通过数据标准化处理､主成分分析､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值计算与经济—科技系统协调评价四个主要步骤,建立经济—科技系

统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2.1 数据标准化处理

分别对南昌市经济系统评价指标数据与南昌市科技系统评价指标数据 xi1,xi2,…,xip,i=1,2,…,n 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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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根据上面三式可以得到经济—科技系统的标准化数据

2.2 主成分分析

运用 SPSS 软件对指标数据 xi1,xi2,…,xip,i=1,2,…,n 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指标的相关系统矩阵 R,R 的特征根

以及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并根据公式

计 算 方 差 贡 献 率 , 按 照 的 原 则 , 求 出 其 前 m 个 主 成 分

｡计算出经济系统与科技系统综合发展水

平值 ｡

2.3 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值与协调度计算

首先,以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为因变量,科技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为自变量,运用 SPSS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建立回归模型;

接着,分别将上述各期科技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代入回归模型,可得科技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各期协调值｡同理,可得经济系统对科

技系统的各项协调值｡

然后,即可计算协调度｡经济系统(i)对科技系统(j)的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x 为科技系统综合发展指数;x′为经济系统对科技系统的协调值;s
2
为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

科技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x 为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x′为科技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协调值;s
2
为科技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均方差｡

2.4 经济—科技系统发展协调性评价

经济—科技系统发展协调性可从静态协调度与动态协调度来进行评价｡其中,静态协调度反映某一时期经济与科技系统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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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程度,而动态协调度则反映两者的协调发展趋势｡表达式如下:

两系统静态协调度 Cs(i,j)与其协调程度的关系见表 1｡

动态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Cs(t-T+1),Cs(t-T+2),…,Cs(t-1),Cs(t)为系统在(t-T)-t 这一时段中各个时刻的静态协调度｡

设 t2>t1(任意两不同时刻),若 Cd(t2) Cd(t1),表明系统一直处于协调发展的轨迹上｡

3 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

根据上述评价模型,下文对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与分析｡

3.1 研究样本､原始数据与标准化处理

以 2006～2015 年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为研究样本,研究 2006～2015 年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情况｡通过查找南

昌市统计年鉴(2007～2016)､南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公报(2006～2015),江西科技统计年鉴(2007～2016)与江西科技统计网等相

关资源以及南昌市统计局与科技局调研获得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再根据上文标准化处理方法,可得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

3.2 分别计算南昌市经济系统与科技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

分别对南昌市经济系统与科技系统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可得南昌市经济系统与南昌市科技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

见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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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度计算

以 X､Y 分别代表经济､科技系统｡首先,以 X 为因变量,Y 为自变量,先后尝试各种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唯线性函数､二次项曲线

函数和三次项曲线函数拟合优度在 0.85 以上｡再对各函数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进行比较(见表 3方差齐性检验Ⅰ),发现线性函数

的方差齐性检验最高,为 20.921,因此,线性函数为最佳拟合方程｡拟合方程为 X=1.347y+1.666E-6｡

同理,以Y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得到拟合模型的方差齐性检验优度(表3中方差齐性检验Ⅱ),其中线性函数的方差齐性检验

最高,为 20.921,因此,线性函数为最佳拟合方程｡拟合方程为 Y=0.537x-1.237E-6｡

通过上述拟合方程计算出协调值,见表 4｡

按照计算静､动态协调度的方法,得南昌市 2006～2015 年经济—科技系统静､动态协调度(见表 5)｡并根据表 5 数据绘制南昌

市 2006～2015 年经济—科技系统静､动态协调度示意图(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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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状况

从上文 2006～2015 年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度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可知南昌市—科技系统协调发展情况:首先,考察静

态协调,2010～2013年南昌市—科技系统协调发展;2006年与 2008年南昌市—科技系统基本协调发展;2007年､2009年与 2014～

2015 年南昌市—科技系统基本不协调发展｡其次,考察动态协调,2008 年及 2010～2013 年动态协调度处于上升阶段,此时动态协

调;2007 年､2009 年及 2014～2015 年均处于下降时期,此时非动态协调｡

4.2 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分析

从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结果来看,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总体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基本

能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互动协调;但在有些时期,两者协调性有所欠缺,例如,2014～2015 年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既非静态协

调,也非动态协调｡究其直接原因,是南昌市经济系统发展速度远远低于科技系统发展速度｡因此,要促进南昌市经济—科技系统协

调发展,当前需要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加速发展｡另外,在稳步提高科技投入的同时,要切实提高科技投入的产出及推进其转化为现

实的生产力与经济成果｡

4.3 南昌市需要坚持经济—科技系统协调发展战略

2016 年 12月 17 日,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这标志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正式成为国

家战略｡南昌市作为中部六省之一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无疑面临着宝贵的机遇｡但是,在今后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南昌

市必须注意经济—科技系统的协调性,坚持科技与经济共同发展,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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