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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微观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着眼，以芜湖市“十二五”期间出台的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

为研究对象，从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和环境政策三个维度构建科技创新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来评价地方

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需求政策与环境政策对推进地方政府科技创新工作的贡献度较

大，而科技创新供给政策的贡献度较小;进而文章提出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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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党的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科技创新已被视为国家政府解决社会生态环境、民生大事等重大问题的关键性手段，但其发展离不开政府公共政策的支

持，科技政策体系建设，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保证。贾品荣(2014)采用模糊积分的评价方法，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

政策效果三个层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北京市民生科技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了模拟评价
［1］

。王霞等(2014)以 56 家国家级高新

区为样本，结合城市子系统理论，引入产城融合分离系数，运用熵值法建立了产城融合度评价模型，对各高新区进行评价分析，

研究发现大部分高新区存在着城镇化落后、城市功能缺位等问题
［2］

。马艳梅等(2015)构建了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 2003—2010 年长三角地区的数据，对其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进行熵值法测度，并对其可持续性进行了象限图评价
［3］

。尹航

等(2007)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扩散效应四方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熵值法测度
［4］

。

邹华等(2013)提取 2008—2010 年我国东、中、西和东北部的 10 个典型地区的统计数据，运用熵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我

国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5］

。沈红丽(2009)不仅对自己构建高校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中一级指标分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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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子分析，还运用熵值法对其确定权重，结果发现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能够简化分析对象的结构，使评价结果更具科学性、

客观性
［6］

。郭强(2012)构建了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 2000—2009 年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的相关数据，采用模糊数

学理论和熵值法分别计算出指标的隶属度和权重，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效果进行定量评估
［7］

。

在已有的研究中关注地方政府科技创新系列政策绩效的较少，而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无法替代，然

而，出台的科技创新政策的执行实施是否能够有效地促进本地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呢?是否取得了政府预期的政策效果呢?因

此，本文将对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研究，通过构建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利用芜湖市的“十二五”期

间的相关科技创新数据，对以芜湖市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定量评价研究，以期发现政策的不足之处，

以期为地方政府改进和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提高政策绩效寻找着力点和突破点。

二、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数据选取

(一)科技创新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十二五”期间，芜湖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市政府和科技管理部门紧紧围绕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的主线，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形成了“1+2+7”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笔者对芜湖市出台的科技创新政策进

行了梳理，大致可归纳为科技创新供给政策、科技创新需求政策和科技创新环境政策三类(见表 1)。

表 1 “十二五”期间芜湖市出台的主要科技创新政策汇总

类别 涉及方面 政策文件名称

科技创新

供给政策

资金支持

《芜湖市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实施意见》《芜湖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

培育办法》《芜湖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芜湖市创新创业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芜湖市科技保险保费补贴办法》《芜湖市专利权质押贷款试点办法》

人力支持
《关于加强自主创新建设人才特区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提升人才特区建设水平的

意见》《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业实施办法的通知》

科技创新

需求政策

产业扶持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印发芜湖市机器人产业集

聚发展若干政策( 试行) 的通知》

成果转化 《促进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在芜湖转化的若干政策》

科技创新

环境政策

知识产

权保护

《关于加快商标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关于印发芜湖市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研发及创新

平台建设

《芜湖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扶持管理办法》《芜湖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考核办法》

《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

本文结合现实的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的重点及《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中国制造 2025 安徽篇》的战略目标，从科

技创新供给政策、科技创新需求政策和科技创新环境政策方面来构建科技创新政策评价指标体系，选取 21 个三级指标，运用模

糊数学方法来量化评价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见表 2。



3

表 2 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实施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科技创新

政策实施

效果评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

科技创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供给政策 从事 R＆D 活动人员总数

实施效果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

有 R＆D 活动的企业个数

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数

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科技创新需求 各类科技成果数( 省部级以上)

政策实施效果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科技创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环境政策 各类科研中心数量

实施效果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万元 GDP 能源消费量

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数

科技创新供给政策主要从资金、人力资源和重大科技项目三方面来推动科技创新活动快速发展。其中，资金支持政策实施

效果主要体现在企业科技投入和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两方面的变化上，R＆D 经费内部支出总额能总体反映一个地区企业的 R＆D活

动的资金投入程度(由于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较少且尚无相关统计数据，我们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内部支出总

额来代表芜湖市的企业科技创新投入);选取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这一指标来实质地反映政府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选

取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评估芜湖市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和持续能力。此外，人力资源支

持政策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和单位数量变化上。本文选取从事 R＆D活动人员总数和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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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来重点评估人力资源政策对科技活动实施的效果;选取有 R＆D 活动的企业个数这项指标衡量全市培养和引进科技创新人

才的单位数量。最后，我们选取年度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数这项指标来评估芜湖市对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支持程度。

科技创新需求政策在专利需求、技术市场需求和企业项目需求三方面拉动科技创新活动快速发展。其中，本文选取年度专

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两个三级指标评估专利需求类科技创新需求政策的实施效果，它们可以直观地反映整个地区全民的科技

创新水平程度;选取各类科技成果数这一指标来评估地区在重大科技项目上的创新能力。此外，选取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和技

术市场成交合同数两项三级指标从规模和活跃度两方面来反映技术交易市场的繁荣程度，来评估技术交易市场需求类科技创新

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指标来反映新产品研发对整体产品生产销

售的实际作用和影响程度，作为评估企业项目需求类政策指标;选取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这一指标来反映地区的知识型密集产

业的发展情况。

科技创新环境政策主要从经济、环境和公共服务三方面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丰厚的土壤。本文选取衡量地区整体经济发展

水平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地区工业生产总规模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和衡量地区工业生产效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增加值作为评估地区经济环境的 3个三级指标。另外，选取各类科研中心数量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来反映地区对中小科技企

业的扶持力度，作为评估地区公共服务体系环境的 2个三级指标。最后，选取万元 GDP 能源消费量来反映通过科技创新对环境

污染的减少程度;选取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数来反映地区整体性科技创新产出质量与市场应用水平。

(二)评价方法

为了消除指标权重确定的随意性及主观评价等问题，本文将采用熵值法对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实施绩效进行评价分析。熵

值法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它通过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系数: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

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
［8］

。该方法具体核算过程为:

一是计算指标对数据同度量化。假设 m 个年份，n项评价指标，构成指标数据矩阵 X=(xij)m×n，i=1，2，…，m;j=1，2，…，

n(本文 m=5，n=21)。对各指标进行同度量化处理，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和数量差异对指标影响。因为该模型有正向指标和负向

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二是测算第 i 个年份第 j 个指标的比重 yij，

并由此建立数据的比重矩阵 Y={yij}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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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值 ej，差异系数 gj，权重值 wj，

四是测算样本的综合评价值。采用测算单个指标的评价值:

运用加权求和公式测算出样本的综合评价值 D(D 越大，表示样本效果越好):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1—2015 年共 5 年数据作为评估样本，在较长时间跨度下纵向评价 2011—2015 年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

果，采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芜湖市统计年鉴》《芜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芜湖市统计局网站、芜湖市科技局

网站以及安徽省科技厅网站。

三、评价结果与分析

(一)评价结果

依据熵值法的计算方法，对采集到的 21 项指标 110 个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可得到各项指标的信息熵值、差异系数和权重值，

见表 3。

表 3 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绩效测度评估赋权

系统层 子系统层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信息熵值 差异系数 权重值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

内部支出总额
0．9847 0．0153 0．0355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 0．9629 0．0371 0．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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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政策绩效

供给政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0．9985 0．0015 0．0034

实施效果 从事 R＆D 活动人员总数 0．9863 0．0137 0．0318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 0．9917 0．0083 0．0192

有 R＆D 活动的企业个数 0． 9834 0．0166 0．0387

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数 0．9799 0．0201 0．0468

专利申请量 0．9904 0．0096 0．0223

专利授权量 0．9960 0．0040 0．0092

需求政策 各类科技成果数(省部级以上) 0．9850 0．0150 0．0348

实施效果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0．9409 0．0591 0．1374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0．9575 0．0425 0．098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

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0．9997 0．0003 0．0007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 0．9624 0．0376 0．087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9915 0．0085 0．019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0．9921 0．0079 0．0185

环境政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0．9934 0．0066 0．0154

实施效果 各类科研中心数量 0．9878 0．0122 0．0284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0．9675 0．0325 0．0755

万元 GDP 能源消费量 0．9955 0．0045 0．0105

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数 0．9227 0．0773 0．1796

对数据进一步处理，可得十二五期间芜湖市各年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累计分值，见表 4。

表 4 “十二五”期间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绩效评价分值

指标 2011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总

额
0 1.005 1.758 2.628 3.552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 0 2.93 5.121 8.093 8.6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占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
0 0.166 0.166 0.214 0.342

从事 R＆D活动人员总数 0 1.025 2.147 2.614 3.179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 0 0.299 0.78 0.819 1.921

有 R＆D活动的企业个数 0 0.426 1.18 2.669 3.869

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数 0 4.521 4.675 4.368 2.092

专利申请量 0 1.211 1.756 1.263 2.227



7

专利授权量 0 0.924 0.585 0.491 0.524

各类科技成果数(省部级以上) 0 0.591 3.478 3.412 1.509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 0 4.51 7.068 10.333 13.742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0 4.887 4.173 9.323 9.88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
0.07 0 0.009 0.05 0.068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 8.752 5.835 0 8.752 7.58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454 0.93 1.679 1.96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0 0.437 1.023 1.552 1.84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0 0.325 0.912 1.412 1.536

各类科研中心数量 0 0.567 1.392 2.191 2.835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0 4.117 4.117 6.861 7.547

万元 GDP 能源消费量 0 0.187 0.637 0.884 1.053

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数 0 3.003 6.275 9.547 17.965

求和 8.822 37.419 48.183 79.156 93.879

最后，将表 2中芜湖市 5年中各子系统中的各指标得分相加，求得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 3 个子系统最终得分值及综合排名，

见表 5。

表 5 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绩效各子系统最终值及综合排名

年份 供给政策 需求政策 环境政策 总分 排名

2011 0 8．822 0 8．822 5

2012 10．372 17．958 9．089 37．419 4

2013 15．828 17．068 15．287 48．183 3

2014 21．405 33．624 24．126 79．156 2

2015 23．585 35．543 34．751 93．879 1

平均得分 14．238 22．603 16．650 53．492 —

(二)评估结果分析

1．指标贡献度分析

由表 3可得，权重值最高的六项指标依次为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数、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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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这表明了推进全民创新、大力扶植小微科技企业、加强

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市场化建设这三方面应是今后芜湖市推进科技创新的工作重点。

此外，供给政策、需求政策、环境政策三个子系统的权重值分别为 0．2617、0．3908 和 0．3476。这表明了科技创新需求

政策与环境政策对推进地方政府科技创新工作的贡献度较大，而科技创新供给政策的贡献度较小一些。

2．科技创新供给政策绩效分析

“十二五”期间芜湖市科技创新供给政策下 7 个指标评估结果得分，见图 1。

可以看出，除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数指标外，其余 6项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都处于增长趋势。有 R＆D活动的企业个数、R＆D

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从事 R＆D 活动人员总数以及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四项指标的得分在这五年内都处于稳步增长，这表明了

芜湖市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和科技创新人才的增加有效地推动了全市科技创新水平上升，起到越来越大的正效应。而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指标的得分几乎保持不变，说明芜湖市整体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意愿不够强烈，对科技创

新的重视程度不够。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数指标的得分在 2011 年大幅上升后，又出现连续下跌，这主要由于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

性，且政府主导下科技创新项目成果能否符合市场实际需求，通过市场检验也具有不确定性。

2015 年，芜湖市科技创新供给政策下 7 个三级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的贡献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排列为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总额、

有 R＆D 活动的企业个数、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从事 R＆D活动人员总数、实施科技计划项目数、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和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难看出，在供给政策实施效果中，资金供给类政策的执行效果优于人力资源

供给类政策，起到了主要的推力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芜湖市近年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资金支持的作用，但也反映了其在人

力资源支持方面仍需加强。

3．科技创新需求政策绩效分析

“十二五”期间芜湖市科技创新需求政策下 7 个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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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除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和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两项指标以外，其他五项指标的得分均没有显著的增加。其中，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和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两项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有显著的提高，这表明近几年芜湖市关于推进科技成果

转化和技术市场建设的政策具有良好成效。其次，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和各类科技成果数三个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都出现

上升后略有回落现象，但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说明芜湖市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需求等政策整体上有效地推动科技创新水

平的提升，但需注意要进一步推出相关政策来激发全民创新活力，增强专利需求类政策的引致效应。再次，新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数这项指标出现大幅的震荡趋势，说明了芜湖市在推进知识型密集产业建设的政策执行不稳定。最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

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基本上没有变化，在评估分析期内几乎未显现科技创新政策对其的作用

情况，说明整体企业对进行产品创新的意愿不强。

4．科技创新环境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十二五”期间芜湖市科技创新环境政策下 7 个三级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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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十二五”期间，7项三级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都得到稳步增长。这体现了芜湖市科技创新环境类政策在推进科

技创新环境体系建设和提升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数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两

项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呈显著增长，这表明了芜湖市近几年不断地提升全民创新能力建设工作收到了显著成效，同时表明了出

台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政策具有远瞻性，体现了芜湖市在构建创新创业扶持平台和大力扶持中小科技企业的努力成果，需要进

一步发扬。其他五项指标的评估结果得分也均有稳定的增长，表明了科技创新环境政策得分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程度

较高的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创新环境政策实施效果也会逐步显现。因此，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扩大企

业数量与规模和完善支撑服务体系建设，是有效提高当地科技创新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捷径所在。此外，万元 GDP 能源消费量

指标的得分也不断增长，体现了芜湖市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但在总分中所占比例较小，也说明了芜湖市仍需加强推进

生产的绿色化建设。

5．科技创新政策绩效整体分析

从时间维度来看，近几年芜湖市的科技创新政策产生不错的成效，正效应逐步显著，有效地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推动了城

市社会经济的发展，见图 4。

从整体来看，“十二五”期间芜湖市科技创新政策整体实施效果得分显著提高，说明相关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2015 年，芜湖市科技创新需求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得分在 35 分左右，科技创新供给政策实施效果得分为 23．6分，整体

得分达到 93．9 分。此结果说明，单项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果仍有待加强，政策系统具有协同效应，整体实施效果良好，也印

证了应从整体角度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采用综合模糊评价方法。根据 5 年间的对比情况看，芜湖市科技创新需求和环境

政策实施效果得分增长较快，而科技创新供给政策实施效果得分增长相对较慢。这与芜湖市政府近年来重视提升公共服务和增

加创新创业平台建设，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持续创新获取外部条件，切实增加对专利和技术市场的需求，注重通过需求引领科技

创新整体实力的增强不无关系;而科技创新供给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对来说差一些，由此可见芜湖市政府在科技创新供给政策方面

仍有待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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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供给，确立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重点领域

1．完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在“十三五”期间，地方政府应该紧密围绕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产业发展和科技需求，

针对性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把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来带动企业进行技术创

新，来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坚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平台创新、机制创新“四创联动”，

深化体制改革创新，积极培育和发挥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让产业发展来带动科技创新，让科技创新来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和结构改造。要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使企业主动引进、培育创新人才;加强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本地的科教资

源;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保障创新人员的合法权利;开展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激发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力;加强金融

创新，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扶持科技中介服务行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营造乐于创新、容忍失败的

创新环境。

2．确立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重点领域

当前，地方政府必须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结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发挥自身的优势，整合优质资源，实现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绿色发展。

围绕各地重点产业布局，继续深耕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通航技术与装备、太赫兹运用技术、新材料、智能制

造与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现代农机装备、生命健康、现代农业、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技术等 12 个科技重大专项以及与之密切

配合的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显示及光电技术、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农机装备、航空装备、新材料研发与应用等 20 个科技重点研

发领域;围绕各地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出台科技创新扶持政策，将科技创新资源集中于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来提升整体的科技

创新能力，带到经济发展，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型城市建设之路;围绕重点产业出台针对性科技创新扶持政策，引导人才、

技术、资金、土地资源向重点产业集聚，集中创新资源，实现聚焦突破，培育一批行业内国内领先的核心企业。注重科技政策

与产业政策的配合使用，科技政策服务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引导科技政策。

(二)有效调整科技创新政策需求，构建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1．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有效调整科技创新政策需求

政府应该加快职能转变，提升服务水平，增强服务效率，确定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有效调整科技创新政策需求。当

前的科技政策大都由多部门联合出台，容易导致部门间缺乏协调，增加实施难度，应明确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科技局、

经信委、财政局等具体科技管理职能，利用“清单制度”，做到分工明确，提升政策服务效率。此外，当前地方政府科技政策

主要集中于供给类创新政策中的财政科技投入，忽视了对其他政策工具的运用，要不断完善和调整需求和环境类创新政策，注

重三类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坚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平台创新、机制创新“四创联动”，深化体制改革创新，发挥政府的

引导作用。

2．构建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市场的最终检验才是衡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有效的标准。我国大约 70%的研究与开发来自政府，美国、日本和德国则是

由工业界负责 70%以上的研发支出，工业界更重视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去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因而更具有商业实用价值，而我国

这种研发融资体制不利于实用技术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任务重要的一环就是减低现有的过高的制度成本，

地方政府应着力构建科技创新市场导向机制，让市场发挥创新资源的配置作用，从政府主导逐步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转变。

让社会化、市场化的中介组织承担科技创新的融资与分配，让资本市场来筹集创新研发费用，通过深化改革来健全技术创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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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导向机制。

(三)优化科技创新政策环境，构建科技创新长效机制

1．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构建科技资源和知识共享机制

地方政府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和科技创新人才的增加都有效地推动了各地科技创新水平上升，但相对来说科技创新人才方面

的贡献较弱。地方政府应该着力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角度，优化科技创新投入资源结构，要注重各创新投入组合效率最优。地

方政府应加强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入，继续发挥“双创”和引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扶持政策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高层次

科技人才及团队来当地创新创业;充分利用本地科教资源，加强高校与企业的联合教学，建设一批工程创新训练中心，为企业培

养高水平的基础研发人才。

如今的科技创新不再是靠个体的灵光一闪，不再是闭门造车，而是依靠各个复杂单位之间高度协作。地方政府应构建科技

资源和知识共享机制，增强企业间协同研发能力，促进产业整体科技创新能力。鼓励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扩大向企业开放，

研究制定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等协作共享的管理运行机制，如:效仿上海等城市对中小企业发放“科技卷”;建设“科技资源共享

线上平台”，帮助企业了解和认定自身的科技资源需求，并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扶，在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大型企业间

推行重要科研设备和科技数据资料共享;加强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促进产业内企业的科技成果知识共享，政府领头鼓励

产业创新联盟举办产业前沿技术交流会，增强与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间的技术成果知识的交流与协同。

2．构建科技政策失灵预警机制，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

以问题为导向发现薄弱环节，建立有效的科技政策失灵预警机制，维持政策研究机构冗余原则，推进监督制度化和评估机

构的独立性，构建一套科学的科技政策绩效评估体系来评估政策的实际实施效果。应适时推进独立法人和中介组织等第三方政

策评估力量发展，并通过建立覆盖各层次、各部门的创新政策评估指导方针，统筹思想，强化经济与社会效益协调的创新政策

导向。可在所有使用科研经费的部门引入类似日本“e-Rad 研发管理系统”的研发管理系统，来治理重复研究等问题。建立科技

政策绩效档案，搭建相关数据库，推进政策绩效管理工作从“共同参与式”逐步发展到“自我管理式”，推进绩效评估管理工

作的规范化。着力加强政策全流程专业化评估，建立健全政策评估体系和工作机制，重视专业评估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探索

科学的评估理论、方法和技术，强化评估结果多维度运用，提高政策评估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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