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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地区经济融合发展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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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驱动力，获得学者的普遍关注。为探究两者的协同发展情况，构建了科

技创新、地区经济发展两大指标体系，共形成科技创新 11个指标，经济社会发展 4个指标。通过数据标准化处理.

利用协调度模型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金华市 2015-2018各地级市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综合水平发展均不同程度的有

所提升，协同度基本稳定，但存在明显差异。各地级市科技滞后发展情况严重，应加强科技创新发展，优化产业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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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聚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产业新矩阵，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发展动力。金华也纳入 G60 科创廊道建设，

发展要素更加集聚，科技项目有序推进。推动科技、经济联动发展，扭转科技、经济“两张皮”的发展问题。随着融合发展的

提出，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已然成为经济发展乏力的突破口，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目前研究人员对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①验证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互动关

系；②测算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如 Oleg Eismont[1]证明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系。Konstantion[2]构建了“环

境一经济”协调模型，郭江江，戚巍等[3]测算了两者的协调度。现有研究多以评判结果式研究为主，缺乏区域内部之间的横向对

比，且存在指标选取不具备地方性等问题。然而随着融合发展理念的深化，研究科技创新与经济融合发展问题比较具有现实意

义，但目前对于两者融合发展的地方性定量研究成果比较匮乏。 

本文拟通过构建科创创新、经济发展两大系统指标，利用金华各地级市发展数据，测算两者协调发展情况，并分析其区域

内部差异。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地方指导价值，为地方决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1 概念释义与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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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内涵 

融合发展自党的十九大以来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融合，一二三产融合，农旅融合和文旅融合。

目前尚未有对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内涵的明确界定，但是基于产业融合角度对其他主体融合进行了初步认识。基于产业融合角

度，学者认为融合主要体现为产业的互动，通过融合产生新的产业，两者相互渗透，彼此共同发展的经济状态。本文对科技与

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解是：将科技创新要素与经济发展相互整合，优化产业结构，为地方产业注入更多科技要素，利用科技的渗

透力，借助科技的力量，实现地方发展的过程。 

1.2 指标体系构建 

测度金华市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互动融合发展情况，需要立足金华实际情况，统筹考虑两大系统指标，尽量使指标体系设

计具备全面性，系统性，多维性，科学性，可获取性等多项原则。为了构建完备和可操作的指标，在确定指标体系时采用的是

文献研究法和专家讨论法。第一步：阅读文献，初步整理出一套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二步：邀请了 3 名经济

发展领域专家和科技部门工作人员，同课题组成员一起讨论，就指标体系初稿存在的重叠、遗漏指标进行梳理，并讨论该指标

的衡量数据情况；第三步：完善指标体系。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两大系统指标体系构建情况如下表 1。 

表 1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指标体系 

科技创 

新系统 

各类专业科学技术人员 

R&D经费支出 

高新技术企业数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数 

R&D活动人员数 

企业 R&D经费支出 

专利授权指数 

本级财政科技拨款 

设置研发机构企业数 

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 

经济发 

展系统 

人均生产总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 GDP 

历年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以上年为 100 

 

2 评价方法与测度 

2.1 权重的确定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采取层次分析的方法进行。 

第一步：构建本文的判断矩阵 A(表 2),专家根据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赋值，赋值小于等于 9,且 Xij与 Xji互为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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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指标判断矩阵 

a a1 a2 a3  ai 

a1 X11 x12 X13  X1i 

a2 X21 X22 X23  X2i 

a3 X31 X32 X33  X3i 

…… …… ……   …… 

ai Xi1 Xi2 Xi3  Xii 

 

第二步：根据判断矩阵的数据，计算指标相对权重 Wi(i=l,2,3……n),用归一的方法计算出该指标相对的重要程度 ： 

 

第三步：评价判断举证的一致性。通过计算特征值λi和最大特征根的近似值λmax，然后计算矩阵的一致性。其中： 

 

一致性比率:CR=CI/RI,指标可通过查表获得。如果 CR≤0.1,则矩阵是满意的，否则需重新建立矩阵。 

2.2 融合度评价模型 

关于融合度评价模型至今尚未有研究成果，故本文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侧面反映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互动关系。

设 x1,x2，x3,•••,xm是反映科技创新资源的 m个指标，y1,y2,y3,...，yn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个指标，利用协调度的测算方法，

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 A(x)表示科技创新综合水平，B(y)表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水平，ai,bi为各自指标的对应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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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协调度 C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0≤C≤l，调节系数 k≥2。C值越大说明协调度越好，反之越差。 

为进一步反映系统所处的发展状态，可以将协调度与系统发展水平的高低进一步综合，用 D表示： 

 

其中 a,β为待定系数，满足 a+β=1的条件，具体可以咨询专家确定。 

2.3 融合发展评价标准 

根据前文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可以测算出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度，根据周晓平、郭

江江等的研究，可以将协调发展划分五种类型，具体判断标准如表 3。 

表 3金华市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融合互动发展判断标准 

D 类型 A(x)与 B(y)的关系 协调发展情况 

0.8〜1.0 
高度协 

调发展 

A(x)>B(y) 经济滞后 

A(x)=B(y) 同步发展 

A(x)<B(y) 科技滞后 

0.6〜0.8 
中度协 

调发展 

A(x)〉B(y) 经济滞后 

A(x)<B(y) 同步发展 

A(x)>B(y) 科技滞后 

0.4〜0.6 
勉强协 

调发展 

A(x)>B(y) 经济滞后 

A(x)=B(y) 同步发展 

A(x)<B(y) 科技滞后 

0.2〜0.4 
低度失 

调发展 

A(i)>B(y) 经济滞后 

A(x)=B(y) 同步发展 

A(x)<B(y) 科技滞后 

0〜0.2 
严重失 

调发展 

A(x)>B(y) 经济滞后 

A(x)=B(y) 同步发展 

A(x)<B(y) 科技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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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合评价与结果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想通过测量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互动类型，进而了解金华市加入科创廊道建设是否对两者的关系产生

影响。故本研究所需要数据主要来源《金华市统计年鉴》、“金华市科技局”2015—2018年的数据，数据质量可以保障。 

3.2 数据处理与计算 

3.2.1数据处理 

1）数据标准化。本文采取简单的直线型无量纲标准化，即： 

 

2）权重赋值。邀请 3名区域经济专业教师，对指标进行比较。利用 AHP法对系统指标的权重科学计算，最终形成本研究体

系权重结果，见表 4。 

表 4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指标权重 

科技创 

新系统 

各类专业科学技术人员 0.1192 

R&D经费支出 0.1160 

高新技术企业数 0.0765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0.0584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数 0.0416 

R&D活动人员数 0.1764 

企业 R&D经费支出 0.1284 

专利授权指数 0.1031 

本级财政科技拨款 0.0265 

设置研发机构企业数 0.1246 

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 0.0293 

经济发展系统 

人均生产总值 0.2857 

人均可支配收入 0.2857 

人均 GDP 0.2857 

历年地区生产总值发展速度/以上年为 100 0.1429 

 

3.2.2协调度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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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计算公式中的 K=2,a=β=1/2，通过计算得出金华各地级市 2015.2016.2017.2018 年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情况，

如下表 5一表 8所示。 

表 5金华市 2015年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情况 

地市 A(x) 排名 B(y) 排名 C D 协调发展类型 排名 

市区 0.5697 3 0.5567 2 0.9997 0.3170 低度失调、经济滞后 3 

式义县 0.2869 5 0.4085 5 0.9398 0.1068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5 

浦江县 0.2278 7 0.4003 6 0.8549 0.0721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7 

磐安县 0.0978 8 0.3187 8 0.5163 0.0116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8 

兰溪市 0.2656 6 0.3884 7 0.9307 0.0926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6 

义乌市 0.6576 1 0.8586 1 0.9652 0.5354 勉强协调.科技滞后 1 

东阳市 0.4380 4 0.5032 4 0.9904 0.2173 低度失调，科技滞后 4 

永康市 0.6071 2 0.5559 3 0.9961 0.3355 低度失调，经济滞后 2 

 

表 6金华市 2016年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情况 

地市 A(x) 排名 B(y) 排名 C D 协调发展类型 排名 

市区 0.6293 3 0.5854 3 0.9974 0.3669 低度失调、经济滞后 3 

武义县 0.3325 5 0.4283 5 0.9686 0.1358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5 

浦江县 0.2474 7 0.4238 6 0.8667 0.0846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7 

磐安县 0.0983 8 0.3331 8 0.4951 0.0114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8 

兰溪市 0.2882 6 0.4092 7 0.9407 0.1076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6 

义乌市 0.7523 1 0.9115 1 0.9818 0.6671 中度协调，科技滞后 1 

东阳市 0.4496 4 0.5341 4 0.9853 0.2348 低度失调，科技滞后 4 

永康市 0.6329 2 0.5901 2 0.9976 0.3721 低度失调,经济滞后 2 

 

表 7金华市 2017年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情况 

地市 A(x) 排名 B(y) 排名 C D 协调发展类型 排名 

市区 0.6631 2 0.6183 2 0.9976 0.4085 勉强协调、经济滞后 2 

武义县 0.3610 5 0.4467 5 0.9776 0.1559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5 

浦江县 0.1218 7 0.4342 7 0.4684 0.0170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7 

磐安县 0.1031 8 0.3485 8 0.4965 0.0126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8 

兰溪市 0.2803 6 0.4378 6 0.9060 0.1058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6 

义乌市 0.7208 1 0.9384 1 0.9659 0.6421 中度协调，科技滞后 1 

东阳市 0.4704 4 0.5660 4 0.9830 0.2595 低度失调，科技滞后 4 

永康市 0.5025 3 0.6013 3 0.9840 0.2949 低度失调，科技滞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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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金华市 2018年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情况 

地市  排名  排名 C D 协调发展类型 排名 

市区 0.7927 1 0.6411 2 0.9778 0.4914 勉强协调、经济滞后 2 

武义县 0.3668 5 0.4692 5 0.9702 0.1645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5 

浦江县 0.1643 7 0.4463 7 0.6189 0.0357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7 

磐安县 0.1087 8 0.3683 8 0.4953 0.0140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8 

兰溪市 0.3388 6 0.4653 6 0.9511 0.1462 严重失调，科技滞后 6 

义乌市 0.7534 2 0.9967 1 0.9617 0.7082 中度协调，科技滞后 1 

东阳市 0.5291 4 0.5978 4 0.9926 0.3128 低度失调，科技滞后 4 

永康市 0.5777 3 0.6328 3 0.9959 0.3633 低度失调，科技滞后 3 

 

3.2.3结果分析 

1)科技创新综合水平发展基本稳定。2015-2017 年，义乌市科技创新综合水平发展情况处于第一，2018 年处于第二工金华

市 2015年和 2016年的科技创新综合水平处于第三，2017年第二位,2018年跃升第一“可见，金华市区科技创新发展势头良好，

甚至赶超义乌。永康市 2015 年和 2016 年科技创新发展处于第二,2017 年和 2018 年处于第三，被赶超。东阳市科技创新发展

2015-2018年均处于第四位。兰溪市、浦江市和磐安市 2015-2018年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虽然有明显的进步，但仍相对落后，还需

要大力发展。 

2)经济社会综合水平发展稳步提升。从上文分析结果表明，义乌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稳定，四年均处于第一位，且跟第

二拉开比较大的距离。金华市从 2016年第三，在 2017年和 2018 年处于第二，赶超永康发展。2015-2018 年，东阳和武义经济

社会发展比较稳定？一直处于第四和第五。2017年和 2018年，兰溪经济社会赶超发展，从第七排名到第六，超过浦江。磐安县

经济社会发展四年均处末位，仍需要注入更大发展动力。但总体上，金华各地级市经济社会发展均不同程度有所提升。 

3)科技创新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不理想。根据表 2协调度发展类型,2015年金华市各地级市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

况如下：处于严重失调发展的地级市有武义县、浦江县、兰溪市和磐安县。处于低度失调的地级市有金华市区、东阳市和永康

市，义乌市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状态。其中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兰溪市、东阳市和义乌市均属于科技滞后经济发展，而金

华市区和永康市属于经济滞后科技发展。2016 年除义乌市从勉强协调发展状态转变为低度协调发展状态，其他地级市协调发展

情况与 2015年保持一致。2017年金华市区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状态，义乌市处于低度协调发展状态，且科技滞后经济发展，其他

地级市发展情况与 2015年保持一致。2018年，金华市区处于低度协调发展，义乌市处于中度协调发展，其他地级市发展情况与

2017年保持一致。 

总体上分析,2015-2018 年，金华市各地级市科技创新发展排序、经济社会发展排序与协调度的排序基本保持一致，水平科

技创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协调度的大小，且两者几乎处于同步发展状态。从结果中同样可以看出，金华市各地级市耦合

协调度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严重，科技和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尚未解决。但，值得肯

定的是金华市各地级市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都不同程度的得到提升。 

4 小结 

本文通过构建科技创新 11大指标、经济社会发展 4大指标，利用协调度模型对两者协调发展进行测度，结果比较符合金华

市发展现状，证明该研究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但总体上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科技滞后发展情况普遍，

需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探索科技创新发展途径和方法，加大引智，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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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科技发展，转变科技发展形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最后，要精准施策，助力地方产业，

发挥地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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