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

强，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东部地区一马当先、西部地区

积极推进、中部地区加快发展、东北地区重振雄风的格局。
如今我国东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区域

经济发展的竞争日趋激烈，促进我国经济走向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个区域随着其经济条件、社会历史条件

等方面的发展，也促进了该区域创新能力的逐渐提高，而区

域创新能力的提高，提高了该区域的整体综合实力和竞争

力。美国硅谷地区取得的成功表明，区域创新能力已经成为

区域经济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因素，区域创新能力的不断

提高将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并且各区域都

十分重视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努力找出自身创新能力的优劣势。
创新能力的大小不是单因素所决定的，它是多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区域创新能力的形成因素来源很多，并且这

些因素不是孤立的。本文先用投入与产出这一基本原理确

定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构架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并进行实证研究。
二、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投入产出分析是经济学中的一种基本的方法，该方法

将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起来研究各部门各单位生产

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均衡关系。
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指标

中都与知识有关，我们称其为知识创新系统，主要包括被国

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科技论文数量、高等学校数、公共图

书馆藏书总量和研究与发展机构总数；第二类与技术有关，

我们称其为技术创新系统，包括 R&D 活动人员总数、研究

与发展经费的投入、企业产品研发机构数、三种专利授权数

量；第三类指标主要是关注政府部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投

入情况，我们称其为制度创新系统，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对创

新的支持程度、国民教育财政支出、产业园区管理水平；第

四类主要是一些区域创新系统中的服务性指标，我们称其

为服务创新系统，包括科技咨询服务项目数量、科技扩散能

力；第五类指标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包括 GDP 和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
因此，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子系统，

分别为知识创新子系统、技术创新子系统、制度创新子系

统、服务创新子系统。并且在这四个子系统中每个指标的含

义和所统计的数据都不相同，但每个指标都反映着区域的

创新能力。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如表 1、表 2 所示。
三、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的实证研究

（一）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用少数几个因子来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

间的联系，以较少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

统计学分析方法。先进行因子相关性检验，因子相关性系数

矩阵如表 3 所示，从表 3 中可以看出除主对角线的元素之

外，其他元素都接近 1，这说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很大，

适合做因子分析。

创新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程 明 1，孙金岭 2

（1.甘肃省电力设计院；2.兰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 区域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我

国各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文章尝试提出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的基本思路，将我国大致

按照地理划分为六个区域，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各区域创新能力存在差距的原因。
【关 键 词】 创新能力；区域经济；投入产出分析；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2768（2015）02- 0068- 03

【收稿日期】2014- 11- 25
【作者简介】程明（1972-），女，江西南昌人，甘肃省电力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电力行业创新管理；孙金岭（1978-），男，河南平

顶山人，中国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区域发展专业博士研究生，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决策与系统分

析。孙金岭为通讯作者。

《生产力研究》No.2.2015
产 业 与 区 域 经 济

《生产力研究》No.2.2015

輪輶

DOI:10.19374/j.cnki.14-1145/f.2015.02.019



表 1 各类指标划分表

表 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表 3 相关系数矩阵

从共同度表 4 中也可以看出大多数变量之间存在较强

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4 变量共同度

主成分分析是因子分析的一个特例，是使用最多的因

子提取方法。它通过坐标变换手段，将原有的多个相关变

量，做线性变化，转换为另外一组不相关的变量。选取前面

几个方差最大的主成分，这样达到了因子分析较少变量个

数的目的，同时又能与较少的变量反映原有变量的绝大部

分的信息。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设定选取 3 个因

子，对方差解释累计度达到了 98.646%，超过了 80%，符合

条件，因此选取三个主因子。主成分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如下表所示，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可以看出因子与样本指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对

因子的解释还不是很明显，进一步分析。
Component Matrixa

方差极大化因子旋转和正交旋转后的因子分析结果如下

表所示。从这两张表中可以看出因子意义明显，便于解释。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二）因子含义的解释

Co
m
po
ne
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ofVariance
92.959
3.932
1.755
0.894
0.460

9.08E- 015
2.66E- 015
1.91E- 015
1.58E- 015
7.55E- 016
- 4.44E- 016
- 4.79E- 016
- 1.26E- 015
- 2.15E- 015
- 1.39E- 014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tal
13.944
0.590
0.263
0.134
0.069

1.36E- 015
3.99E- 016
2.87E- 016
2.38E- 016
1.13E- 016
- 6.7E- 017
- 7.2E- 017
- 1.9E- 016
- 3.2E- 016
- 2.1E- 015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Cumulative %
92.959
96.891
98.646
99.54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 ofVariance
92.959
3.932
1.755

Total
13.944
0.590
0.263

Cumulative %
92.959
96.891
98.646

% ofVariance
35.927
33.483
29.236

Total
5.389
5.022
4.385

Cumulative %
35.927
69.410
98.646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Initial Eigenvalues

Component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1
0.862
0.988
0.995
0.948
0.995
0.953
0.977
0.979
0.956
0.970
0.908
0.956
0.997
0.970
0.997

2
0.496
- 0.013
0.053
0.059
0.002
- 0.262
- 0.073
- 0.048
0.248
0.039
- 0.340
- 0.237
- 0.056
0.151
0.013

3
0.033
0.128
0.031
- 0.115
0.100
- 0.151
- 0.190
- 0.173
0.129
0.157
0.244
0.013
- 0.041
- 0.172
0.023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3 components extract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
1.00
0.845
0.889
0.835
0.863
0.863
0.863
0.863
0.956
0.848
0.863
0.724
0.829
0.724
0.861

X2
0.845
1.00
0.990
0.945
0.996
0.925
0.936
0.940
0.950
0.977
0.933
0.938
0.981
0.931
0.993

X3
0.889
0.990
1.00
0.960
0.995
0.930
0.958
0.961
0.965
0.961
0.895
0.941
0.987
0.963
0.995

X4
0.835
0.945
0.960
1.00
0.935
0.903
0.924
0.920
0.882
0.883
0.816
0.865
0.945
0.930
0.958

X5
0.863
0.996
0.995
0.935
1.00
0.933
0.952
0.956
0.964
0.978
0.927
0.953
0.988
0.947
0.994

X6
0.687
0.925
0.930
0.903
0.933
1.00
0.979
0.973
0.827
0.891
0.917
0.972
0.971
0.912
0.943

X7
0.802
0.936
0.958
0.924
0.952
0.979
1.00
0.999
0.897
0.920
0.864
0.954
0.986
0.974
0.965

X8
0.815
0.940
0.961
0.920
0.956
0.973
0.999
1.00
0.909
0.932
0.861
0.948
0.988
0.980
0.969

X9
0.956
0.950
0.965
0.882
0.964
0.827
0.897
0.909
1.00
0.959
0.814
0.867
0.934
0.947
0.954

X10
0.848
0.977
0.961
0.883
0.978
0.891
0.920
0.932
0.959
1.00
0.901
0.901
0.964
0.932
0.976

X11
0.624
0.933
0.895
0.816
0.927
0.917
0.864
0.861
0.814
0.901
1.00
0.953
0.914
0.786
0.906

X12
0.724
0.938
0.941
0.865
0.953
0.972
0.954
0.948
0.867
0.901
0.953
1.00
0.963
0.888
0.938

X13
0.829
0.981
0.987
0.945
0.988
0.971
0.986
0.988
0.934
0.964
0.914
0.963
1.00
0.968
0.994

X14
0.904
0.931
0.963
0.930
0.947
0.912
0.974
0.980
0.947
0.932
0.786
0.888
0.968
1.00
0.965

X15
0.861
0.993
0.995
0.958
0.994
0.943
0.965
0.969
0.954
0.976
0.906
0.938
0.994
0.9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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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1
0.911
0.602
0.644
0.597
0.614
0.343
0.499
0.523
0.789
0.637
0.316
0.389
0.548
0.674
0.612

2
0.243
0.659
0.569
0.452
0.638
0.615
0.500
0.497
0.493
0.636
0.864
0.698
0.589
0.380
0.588

3
0.317
0.443
0.506
0.595
0.465
0.710
0.705
0.687
0.356
0.396
0.392
0.575
0.593
0.629
0.525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otation Method：Varimax with Kaiser Nor-
malization. a. Rotation converged in 8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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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个 主 因 子 主 要 变 量 有 X1、X2、X3、X4、X9、X10、
X15， 它 们 在 第 一 主 因 子 上 的 载 荷 分 别 为 0.911、0.602、
0.644、0.597、0.612，主要反映了区域内高等院校、独立科研

机构和政府有关政策制度的创新情况，可视为知识和制度

创新因子。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第二个主因子主要变量有 X5、X11、X12，它们在第二主

因子上的载荷分别为 0.638、0.864、0.698，主要反映了区域

内中介服务组织的创新情况，可视为服务创新因子。
第三个主因子主要变量有 X6、X7、X8、X13、X14，它们

在 第 三 个 主 因 子 上 的 载 荷 分 别 为 0.710、0.705、0.687、
0.593、0.625，主要反映了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情况，可视为企

业技术创新因子。
表 5 因子得分排序表

四、结论

根据因子得分及排序，对各区域的创新能力在经济发

展中的作用进行比较。
从知识和制度创新公因子来看华北地区排在第一位，

华东地区紧随其后。说明这两地区的教育力量和科研实力

相当雄厚、政府的政策制度也相当合理，人才和基础设施集

聚得也很大。而西南、西北地区排在第五、第六位，说明这两

个区教育和科研的实力相比于其他区域来说较弱，需要引

进大量人才和进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并且政府也应该采

取合理的措施，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来提高区域的创新能力。
中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该因子的得分排在第三、第四位，说明

这两个区域的教育实力和科研实力就全国来说不弱，政府

政策制度治理的也很合理。
从中介服务公因子的排序来看中南地区的排名是第一

位、华东地区第二位，西北地区第三位、西南地区第四位、华

北地区第五位、东北地区第六位。中介服务组织是创新系统

的催化剂，能够促进区域发挥创新能力，中南地区和华东地

区的中介服务组织对该区的创新能力影响作用很大，其他

区域从中介服务因子来看对创新的作用很明显弱于中南和

华南地区。就拿西北地区来说，虽然说因子得分排名在第三

位，但得分仅为 - 0.167 71，很显然该区域的中介服务组织

对该区域的创新能力没有起到合理的催化作用。
从企业技术创新公因子来看，华东地区遥遥领先于其

他区域排在第一位，主要是因为华东地区中的上海、江苏、
浙江、福建等沿海城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多、并且种类齐

全，是我国工业企业的核心。东北地区排在第二位，东北地

区的老工业基地工业企业数量也很多，工业起步比较早，这

为东北地区的技术创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西南地区和西

北地区排在第三、第四位，主要原因是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使

得近几年这两地区的工业企业数量明显地增多，西南地区

的四川、西北地区的西安的工业企业数量很多、种类很齐

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这两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南地区和

华北地区排在最后两位，说明了这两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

和产品创新实力明显弱于其他四个区域，但这两地区的技

术与产品集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
区域创新已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区

域创新的能力直接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方

向。本文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得出了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

三大主因子，并且得出了各区域三大因子得分，初步分析了

我国各区域创新能力的优劣势和原因。
从六个区域总和来看，各个区域各有所长，区域经济的

发展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存在着劣势。因此可以构建区域

创新合作发展模式、区域创新模仿发展模式、区域创新自主

发展模式。通过合作互补优势，共享科技成果和资源配置。
结合自身的发展特点学习和汲取其他区域的发展模式，模

仿其他区域创新发展中的合理成分来壮大自己，建设具有

自身特色的创新系统。
在技术创新方面，应该重新确立创新主体、进行区域内

资源整合，实现教、学、研相结合，降低科研费用，提高科研

转化率。
在知识创新方面，应该实行多渠道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实行全民素质

教育。
在中介服务创新方面，应该积极发展服务中介产业，鼓

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社会团体、企业、科研机构、学校）进

行中介服务，同时调整和转变政府中介服务职能，把政府的

控制职能转变为指导和监督职能。
在政府制度创新方面，应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在创

新行为过程中抓住该抓的、放开不该抓的，制定相关政策鼓

励全民创新。加大人、财、物资源的投入，注重网络建设，注

重引进先进技术，打造升级版的区域创新能力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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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1
2
3

Total
5.389
5.022
4.385

Extraction Method：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 ofVariance

35.927
33.483
29.236

Cumulative %
35.927
69.410
98.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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