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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 

王大权
1
 

（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科技人才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能推动产业进行技术革命，科技人才正日益受

到各城市的青睐，人才争夺战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各省为了吸引优秀的人才资源而出台了各种人才优惠政策。以贵

阳市为研究对象，关注贵阳市科技人才存量与未来科技人才竞争力的基础上，从科技人才队伍、科技人才投入、科

技人才效能发挥和科技人才发展平台四个维度构建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利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各

指标权重，最终构建科技人才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 10 个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进行比较，了解贵阳市

科技人才竞争力排位，分析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力的区域优势及劣势，从而提出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力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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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创新决定竞争力的时代，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科技人才将自身的知识、能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为

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贵州省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计划，能加快科技人才在筑汇聚发展，为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力提升奠定

重要战略基础。然而，目前贵阳市科技人才在发展规模、创新能力、成果转化、创新创造创业活力等方面，相比北上广深一线城

市差距较大，相比重庆长沙等周边城市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尤其在一些核心关键技术方面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此，本研究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为背景，结合科技人才发展特点，选取东部省会城市、周边省会城市和省内市州进行比较，科学构建科技人才竞

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剖析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力的基本特征，了解贵阳市科技人才存在的优势与困境，针对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

力提出优化路径，为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提升提供思路和决策参考。 

1 研究综述 

当前，国内学者对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的研究内容丰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基于省级层面的科技人才竞争力综合评

价研究。刘佐菁等(2018)基于 31个省市的科技人才规模、结构、投入、产出和环境五个维度，构建科技人才竞争力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朱安红等(2012)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部六省科技人才的特点分析，分别从科技环境吸引、人才投入、人才效益和科技促

进发展 4个维度构建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对科技人才竞争力进行计量分析，并据此开展评价与比较研究；(2)提出科技人才

竞争力创新评价模型。盛楠等(2016)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视角构建科技创业人才评价指标模型，分别从基本素质、创业能力和创

业项目三大维度对科创人才进行评价，使评价更专业、客观和科学。杨月坤等(2019)基于能力胜任理论和知识价值理论提出知识

价值的创新型科技人才评价模型，从而客观、公正和科学地评价科技创新人才效能的发挥。刘亚静等(2017)基于冰山模型，结合

高层次人才的素质特征构建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分别从基本素养、能力素质和社会认可三个维度评价科技人才，加权平均后输出

其综合评价结果。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梳理，学者们提出了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的维度，并提出了评价模型，对区域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的文献

较少，尤其是对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横向对比的研究更少。因此，本研究基于专家咨询法对区域科技人才进行研究，横向比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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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提出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力的优化路径。 

2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2.1选取依据 

从省会城市的空间地理上看，贵阳市地处我国西南区域，西临云南省的昆明市、北临四川省的成都市和重庆市、东临湖南省

的长沙市、南临广西的南宁市。因此，基于贵阳市如何提升全市科技人才竞争力的战略布局需要，选取省内对贵阳市具有潜在威

胁和挑战的城市(遵义、安顺)和周边省会城市(成都、重庆、长沙、昆明、南宁)，以及国内学习和借鉴的标杆城市(南京、杭州)

作为横向对比城市间的科技人才竞争力的分析，从而更好地探明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力的区域优势和亟待提升之处，为完善贵

阳市科技人才政策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2.2数据来源 

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涉及 4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科技人才队伍状况、科技人才投入状况、科技人才使用效益状况和科技人才

发展平台支撑状况，含 7个三级指标，分别是科技人才规模、潜在科技人才供给、R&D经费投入状况、科技经费投入状况、创新

效能、经济效能和创新平台，含 32个四级指标，具体解释指标详见表 1。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等，某些指标经过计算获取。 

2.3评价指标构建 

以贵阳市科技人才发展的区域竞争力为研究对象，从科技人才规模、科技人才投入、科技人才效能、科技人才发展平台 4个

层面构建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分析框架和评价模型(表 1)，并选取省内外典型城市进行科技人才发展竞争力的横向比较和历史回

溯，从而研判贵阳市科技人才发展的优势及劣势。科技人才各项指标权重采用专家咨询法获得，最终得出各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

综合指数和排名情况。 

3 贵阳市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比较 

3.1科技人才队伍竞争力 

在科技人才规模方面，贵阳市 R&D人员规模和城市 R&D人员全时当量均高于南宁、安顺、遵义三个城市；贵阳市在城市每万

劳动力中 R&D人员规模为 104人，高于遵义、安顺、重庆、昆明、南宁，排名中等偏上；城市 R&D人员占全省 R&D人员的比重排

名靠前，具有一定的区域竞争优势。在潜在科技人才供给方面，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低于昆明、长沙和南京；万人普通高校

在校研究生数高于遵义、安顺、重庆和南宁。 

3.2科技人才投入竞争力 

在 R&D 经费投入状况方面，城市 R&D 经费投入规模仅高于遵义和安顺，排名最高的杭州市是贵阳市的 8 倍以上；城市全社

会 R&D经费投入强度排名第七，分别高于南宁、安顺、遵义；城市 R&D人员人均 R&D经费排名位居第八，缺乏区域竞争优势。在

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状况方面，贵阳市财政科技支出位居第六，高于昆明、遵义、南宁和安顺；贵阳市财政科技支出强度排名第四，

低于杭州、南京和成都，区域竞争优势相对较好。 

3.3科技人才效能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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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人才创新效能方面，贵阳市专利授权量基数相对较低，但增速最高；贵阳市发明专利申请量 5749 件位居省内第一，

高于南宁，但相比其他周边省份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贵阳市发明专利授权量基数较低，略高于遵义和安顺，但增长速度远低于遵

义和安顺，区域竞争优势较弱。在科技人才经济效能方面，贵阳市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虽体量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增速城市

排名位居第二；贵阳市城市 R&D人员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排名第三，增速排名位居第二，具有较强的潜在区域竞争优势，城

市科技人才经济效能正在向好发展，在城市科技人才竞争中逐步奠定基础。 

表 1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单位) 权重 

科技人才竞争力 

科技人才队伍 

竞争力(X1) 

科技人才规模(X5) 

城市 R＆D人员(人) 0.075 

城市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0.138 

城市每万劳动力中 R＆D人员(人/万人) 0.0397 

城市 R＆D人员占全省 R＆D人员的比重(%) 0.0242 

潜在科技人才供给(X6) 

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人/万人) 0.0128 

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数(人/万人) 0.009 

科技人才投入 

竞争力(X2) 

R＆D经费投入状况(X7) 

城市 R＆D经费投入规模(亿元) 0.0675 

城市全社会 R＆D经费投入强度(%) 0.0264 

城市 R＆D人员人均 R＆D经费(万元/人) 0.0059 

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状况(X8) 

城市财政科技支出(亿元) 0.0172 

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强度(%) 0.0106 

科技人才效能 

竞争力(X3) 

创新效能(X9) 

专利授权量(件) 0.2246 

发明专利申请量(件) 0.0804 

发明专利授权量(件) 0.1519 

经济效能(X10)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亿元) 0.0402 

城市 R＆D人员人均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万元/人) 0.024 

科技人才发展 

平台竞争力(X4) 
创新平台(X11) 

普通高等学校数(所) 0.0023 

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0.029 

国家重点实验室(个) 0.0117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个) 0.0097 

 

3.4科技人才发展平台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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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人才创新平台方面，贵阳市普通高等学校数在城市竞争力排名中等偏下，省外与南宁基本持平，省内远高于遵义和安

顺；贵阳市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量少，相比周边城市差距不大，高于昆明和南宁，区域竞争优势并不明显；贵阳市国家技术研究中

心排名中等偏下，高于昆明和南宁，相比其他周边城市差距较大，不具区域竞争优势；贵阳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排名中等偏下，高

于南宁、遵义和安顺，相比其他周边城市差距较大，区域竞争优势明显不足，科技人才发展平台有待完善，需要进一步提高科技

人才区域竞争力。 

3.5科技人才总体竞争力 

按照城市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通过测算 10个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综合指数，2018年城市科技人才竞争力

指数由高到低的城市排名依次为：杭州市(85.66)、成都市(84.24)、南京市(81.99)、重庆市(67.46)、长沙市(51.32)、昆明市

(22.80)、贵阳市(19.92)、南宁市(14.66)、遵义市(5.96)、安顺市(5.04)，可以看出贵阳市科技人才在省外城市竞争中处于相

对劣势地位。 

4 科技人才竞争力提升路径 

4.1强化科技人才培育供给 

针对贵阳市科技人才规模偏小和科技人才引进难、留才难、流失严重等问题，一是引导省内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和人才供

给结构改革；二是引导全市企业用人主体对科技人才引育投入；三是引导市场化、专业化人才培育机构入筑入园发展。借力贵安

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贵阳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平台建设契机，为全市科技人才引进培育提供市场化和专业化服务，

进而满足企业对科技人才使用需求。 

4.2加大科技领域投入力度 

通过市级和区县级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加大市、区县财政科技人才经费投入力度；以企业和科研院校科技投入为主体，引

导企业用人主体和市属科研院校科技投入；健全完善银行信贷、资本市场融资和风险投资对科技人才及人才团队在筑创新创造

创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拓展科技人才投入渠道。重点支持科技人才研发与成果运用，深入拓展科技研发项目，强化资金供给力

度，加大跟踪力度。 

4.3提升科技双创公共服务水平 

打造一体化科技人才公共服务体系，推动贵阳贵安人才一体化发展。系统梳理贵阳贵安科技人才服务政策资源与服务体系，

建立涵盖子女上学、配偶就业、医保、住房、养老保障等一体化服务格局。在人才与平台使用方面，打造贵阳贵安人才资源共享

共用共育、科技平台开放共建共享、实现科技人才资源区域协同、实现人才服务资源共享互配的信息化服务体系，推动贵阳贵安

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4.4完善科技人才创新平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创新平台建设是集聚创新人才的重要载体，加快创新平台建设能吸引创新人才。一方面，要

继续发挥好已有平台的作用，进一步激发科技活力，让更多的科技人才能够沉得下、留得住和用得上，在贵阳市科技发展领域获

得良好的生存空间。当然，平台建设不充分问题，需要引起相关主体重视，让平台成为产业发展的吸引点。另一方面，进一步建

立科技创新平台，鼓励支持新设研发中心、流动站等平台，让学者和毕业生等群体有去处、有留处，从而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大展

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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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展望 

科技人才作为城市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对区域科技人才竞争力进行计量比较，明

确贵阳市科技人才发展现状、优势和存在的不足，如何将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创新优势成为重要议题。杭州、

南京作为城市创新力标杆城市，科技人才综合竞争力较强，各项竞争力指标排名位居前列，值得贵阳市学习及借鉴。想要贵阳市

科技人才具备区域竞争优势，就要深入挖掘其资源禀赋优势，柔性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培育并盘活本土科技人才，全力为人才搭

建创新创业平台，使科技人才能引得进、留得住和用得好，为科技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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