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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宏观背景下"依靠科技创新来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

试图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

展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

相应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
一!理论分析
!!科技创新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纵观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其工业化进程既是经济总量

不断增大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 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意味着产业结构从传统资源产业向着以高新技术为导

向的新兴产业转型"以及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以及再加工程度不

断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需要以科技创新为前提

和动因! 具体来说"科技创新是通过产生新技术#创造新知识"进
而渗透到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促进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组

合"降低了生产成本以实现生产高效化和技术集约化"最终提升

了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科技创新能够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科技创新能够

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这是因为科技创新可以通过产品的多样性

来增加消费选择"进而扩大消费需求! 在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同

时"也伴随着相关投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进而形成利润

空间"刺激了投资需求的扩展!此外"创新环境的配套服务也为消

费品的开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市场上的产品更新换代大大加

快!
二!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的指标体系
关于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测度"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

指标体系!参考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对我国创新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的设计原则 #!$"结合数据统计的代表性和可得性"因此"本文对

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测度共设置了 % 个二级指标#& 个显级指

标"如表 ' 所示!
表 ( 区域科技创新指数构成表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运用 )*))"+!, 软件"利用 ",,- 和 ",(% 年全国 %, 个省

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不包括西藏%"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

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因子分析
在数据分析前" 需要进行观测变量的 ./0 检验和 12345644

检验! ./0 检验用于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取值

一级指数 二级指标 显性指标 单位

科技创新

7

7( 创新投入水平

89: 人员全时当量 人

89: 内部经费支出 万元

专业技术人员 人

7" 创新产出水平

专利申请授权数 件数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项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7% 创 新可持 续 发

展水平

人均 ;:* 元<人

教育事业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科学技术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专 稿

摘 要!科技创新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来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利用 !""# 年和 !"$% 年中国 %& 个省份的省际截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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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是 !"#!其中 !"!$% 表示不可接受& !$%'!() 表示糟糕& !()*!(
+ 表示中等!!(+*!(, 表示还好!!(,*!(- 表示可奖励的!!(-*# 表

示极好的" ./012311 检验是为了观察数据是否来自于服从多元正

态分布的总体"由表 4 结果可知!4!!5 年和 4!#6 年 789 的取值

分别为 !(+%- 和 !(++5!:;< 的值均为 !(!!!!说明可以进一步分析"
表 4 789 和 ./012311 的检验结果

根据表 # 的指标体系!可以计算出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因子

得分!具体步骤如下#
!"对各项显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排除量纲

差异$#"对标准化的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将主成分的系数

按其特征值的权重进行归一化处理! 并得出二级指标的分项权

重" 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 ,%!以上的原则!选取 4 个公因子

分别命名为 =#%=4$$"利用 :>::4!$! 软件!计算出 4 个公因子的

因子得分!并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出

我国 6! 个省市在 4!!5 年和 4!#6 年的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综合

得分?公式如下@!并进行相应的排序!其结果如表 6 所示"
= 综 4!!5 A ?55(5,%B=#C5!(+%6B=4DE,%$46, &"'
= 综 4!#6 A?%)$-5+B=#C6!$#--B=4DE,+$#5) &#'
表 6 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因子得分

接下表!

三!结论与启示
"$结论
!"从 4!#6 年的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来看! 排在前三位的省份

依次是广东%江苏和浙江!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而由

(4!#5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4!#6 年广东%江苏和浙江三个

省份的 FG> 依次为 )4#)6(-+ 亿元%%-#)#(+% 亿元和 6+%),(5- 亿

元!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和第四" 众所周知!广东是我国著名

的外贸大省!出口企业众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时间较长!同时

人才汇聚!交通便利!因此创新技术的核心竞争力较强"排在后三

位的分别是海南%宁夏和青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
海南虽然隶属我国东部地区!并且是经济特区!但由于特殊的地

理环境!人口相对较少!交通不便!不利于吸引外来投资!其次是

是依靠旅游业!大型重工业很难在此落户!众多因素制约了海南

科技创新水平的发展"
#"从 4!!5 年到 4!#6 年科技创新水平的排名变化来看!上升

最快的的省份是安徽"早在 4!!5 年!科技部就批准安徽省合肥市

为全国首个*国家科技创新试点市+!4!!- 年!安徽入选国家技术

创新工程试点省" 除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外!安徽省还积极引进高

端科技人力资源! 重点承接江浙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努力打造新能源汽车行业等高技术产业!因此创新型企业加

速涌现!经济活力明显增强"
#(启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当前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区域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各地政府要拓宽人才引

进渠道!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同时要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与交

流!增强地方创新创业活力$二是要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

配套体系的建设 &以创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三是要大力提高

创新投入水平! 加快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投资!
努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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