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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结构优化分析——基于因

子分析方法
*1

姜锋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重庆市财政科技经费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科技发展，专利、新产品等数量不断提升，这些成果为地方产

业结构调整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近年来，随着财政科技经费总投入的持续增加，其支出存在

着“碎片化”“不聚焦”“交叉重复”的倾向，为进一步优化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结构，利用因子分析法，结合重庆

市 2006－2014 年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重庆财政科技支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提出财政

科技经费支出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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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科技经费是政府为了繁荣科学技术事业而支出的公共财政资金，是政府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手段。目前，

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存在“碎片化”“不聚焦”“交叉重复”等多种问题，如何使有限的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是财政科技经费支出面临的主要问题。因而如何安排好、使用好有限的财政科技资金，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成为科技

领导部门的重要任务。

对于财政科技支出绩效的研究者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地方财政科技经费管理制度方面，胡兴旺对河南省财政科

技经费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资源配置要统筹协调、改进决策机制等政策建议［1］；马正凯对厦门市财政科技经费

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2］；吴宇军利用武汉 2002－2007 年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3］。

(2)地方财政科技经费绩效评价与实证研究。如王金妹等从科研单位和投入方向两个角度研究了福建省财政科技经费配置绩效，

并得出科研机构和基础研究是科研产出的主力军的结论［4］；曹春霞基于 DEA 分析了浙江省 R＆D 经费在 2003－2010 年间科研

机构、高校以及企业等部门的配置效率，并认为高校经费配置效率最高的结论［5］；胡兴旺建立了绩效评价指标，利用河南省

财政科技经费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6］。(3)不同地方财政科技经费绩效比较研究。申菊梅运用 DEA 方法比较了除西藏外的 30

个省级研发(R＆D)经费的活动效率［7］；赵志远对利用 2010 年数据对我国各省级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等［8］。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财政科技经费的安排使用效果作了有益的探索，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根据文献研究来看，由于各个地方

区情差异较大、发展思路不同，很难做出一个绝对的判断。因此，本文在借鉴其他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并借助于

stata12．0 数据分析软件对重庆市 2006－2014 年财政科技经费支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一、研究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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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采取两个步骤，第一，先对财政科技投入与产出之间进行相关分析，主要选取重庆财政科技拨款指标和重庆专利

授权数(或用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标进行相关分析；第二步，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财政科技拨款的八项支出中，哪些对于财

政科技产出的贡献率较高，把八项指标进一步简化为更少的指标，以期能够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结构。

二、数据分析过程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市科技统计年鉴(2013)》和历年《重庆市科技数据快报》的统计数据。把重庆市 2006－2014

年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观测样本，所选指标包括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应用研究支出等八项指标。

2．研究方法

(1)分析财政科技投入与产出(专利授权数)是否存在相关性，并利用 Granger 方法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影响科技成果产出(以专利授权数或技术市场成交额表示)的投入指标有 8 个: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X1)，应用研究支出

(X2)，基础研究支出(X3)，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支出(X4)，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X5)，社会科学支出(X6)，科学技术普及支出(X7)，

科技交流与合作支出(X8)。抽取 2006－2014 年共 9个年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把 8项指标降维为

3个主要因子，从而达到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的目标。

3．数据处理过程

(1)分析重庆市财政科技拨款(X)与重庆市专利申请数(M)的关系。利用 2006－2014 年的数据，为了减少在检验过程中异方

差的影响，对变量都取自然对数。经计算验证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462。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拨款的对数值与专利授

权数的对数值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对其进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t=7．73，F(1，7)=59．82，P＞|t|=0．0000，说明 IN(X)

是导致 IN(S)变动的原因，也表明财政科技投入与科技成果产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2)如何进一步优化财政科技投入。在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利用 stata 软件处理可以得到上述 8 个指标的 KMO 检验。KMO

是检验变量间相关系数的指标，KMO 值为 0．6009，可以做因子分析。

(3)对财政科技经费 8项支出的原始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得到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并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得到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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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按累计比例数 0．98 选取主因子，可选取 3个主因子，即 3 个主因子所包含的信息量占总体信息量的 98．10%。相

应地得到因子载荷矩阵，如表 2 所示。

因子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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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3 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主要由变量 X1、X2、X3、X4、X6、X7所决定，这 6个变量所反映的信息量几乎占总体信息量的

69%；第二主因子主要由变量 X8所决定；第三主因子主要由变量 X5所决定。这样将 8个变量简化为 3个彼此独立的因子，即将 8

个变量分为 3 大类，第一类的代表量是应用研究支出，该量有最大的载荷值(0．9608)；第二类的代表量是科技交流与合作支出，

该变量的载荷值为 0．9580，第三类的代表量是科技条件与服务支出，该变量的载荷值为 0．7345。

(4)为了对样本分类和进一步解释，对前 3 个主因子计算其因子得分，得到因子得分表 4，根据因子得分表，取 F1、F22 个

因子轴作图，得到因子得分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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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子得分图，将样本分为三个类，第一类主要以 F2为正值，它包含两个样本；第二类主要以 F1为正值，它包含了 4 个样

本；第三类是以 F1、F2都为负值，它包含了 3个样本。

三、结论与对策

在财政科技经费 8 个方面的支出中，经费支出交叉重叠现象比较明显，支出侧重不明晰。通过因子分析实证研究可知，实

际上 8 个方面的支出可以归结为 3大类。第一类是以应用研究为方向的、能够较短时期出科技成果的直接性支出；第二类是以

科技条件与服务为方向的、为科技成果产出配套的辅助性支出；第三类是以科技交流与合作为方向的、能够为科技带来情报信

息交流的服务性支出。这个结论表明:从地方财政角度而言，对于有限的科技经费，只有围绕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发展，紧密服务

于地方产业链部署，尤其是具有拉动经济发展能力强的领域，才能够较大发挥财政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因此，围绕 3 大类方

向的支出，根据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定位和科技创新规律把握，应该将市级财政科技计划布局为 3

类科技计划，这 3 类计划的资金占比应最重。

1．重点研究开发类计划

一是围绕地方产业布局，部署重点研究开发任务。围绕重庆五大功能区建设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需求，

突出财政科技支出着力点。二是聚焦重庆市重点战略产品和重点产业化目标，聚焦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

健康等领域重点社会公益性研究，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研发布

局和协同创新，在设定时限内进行集成式协同攻关，发挥财政科技计划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支撑作用。三是“以点带面”，

通过专项项目带动整体科研进步。根据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及科技发展优先领域，凝练形成若干目标明确、边界清晰

的若干专项。同时，开展部分基础前沿研究重点专项和一般计划，为未来产业升级提供科技支撑。

2．基地和人才支持专项类计划

科技成果产出离不开相应的人才和科研配套设施，因此基地和人才支持专项类计划主要就是针对科研条件的。科研条件从

根本上说，包括人和设施、设备两个方面。一是人才建设，资助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增强源头创新能力。聚焦战略目标，采

取稳定支持方式，持续支持重点优秀团队突出重点研究领域、重点优势学科开展潜心研究，着力培养前沿研究领军人才和创新

团队，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学前沿自由探索，着力培养科学前沿研究后备人才，提升整体创新能力。二是基地和设施建设，优

化布局，支持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和能力提升，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提高科技创新的条件保障能力。主要是加强对重点实验

室建设专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专项、其他基地建设专项科研资金的倾斜，以及对科技孵化器、专家大院等科技服务平台

方面的建设。

3．科技交流与合作类计划

科技交流与合作是提升地方科研进步最快的捷径，应加强合作平台建设。继续通过拓宽合作渠道，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进行对外交流。建议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加强重庆与国内外前沿机构对接，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信息追踪；以市内重

点企业为依托，加强企业与市内外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尽快使企业从低端产品开发向高端迈进，同时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

向生产成果的转化。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中心、中国西部最大的内陆城市，财政科技经费应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以

研究机构为平台，有效配置域内的人、财、物，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追踪前沿，是保障科学研究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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