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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主题的综合性、连续性的年度研究报告。
以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为指导，通过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多年形成的评价方法，利用大量的研究
统计数据，本报告权威、综合、动态地给出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能力排名和各项创新能
力分析，为地方政府了解本地区的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本报告在历年报告的基础上，推出了区域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题报告。
报告以太阳能光伏和风电两个新兴产业为例，从国内外市场、技术引进与自主学习创新、中央与地方
政府的角色、不同企业主体的作用四个维度分析了两个新兴产业的形成和集群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
中国未来如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报告可供各级领导干部，相关决策部门、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以及大专院校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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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国区域创新能力排名1.1 综合指标排名2011年报告仍然延续过去的指标体系，将综合指标分
解为实力、效率和潜力三个专项指标。
每一个专项指标分别从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简称企业创新）、技术创新环境与
管理（简称创新环境）、创新的经济效益（简称创新绩效）五个方面进行测度。
为了保证研究的可检验性，报告的数据均来源于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和政府报告，主要包括相关年度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
年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报告》等。
2011年报告将各类数据按照指标体系进行分解和计算，最终得到2011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效用值
（图1-1）。
与2010年相比，2011年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的总体格局略有变动，但是前7位地区的排名仍十分稳定
，与2010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依次是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和天津市
。
辽宁省由2010年的第12位上升到第8位，主要原因是创新绩效排名大幅度提升，由2010年的第24位上升
到第9位。
四川省的综合排名与2010年没有变化，依旧是第9位，但是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分别比2010年有明显下
降；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和创新环境均比2010年有所上升。
重庆市的综合排名也与2010年相同，为第10位，但是创新环境比2010年下降幅度较大；知识创造、知
识获取、企业创新和创新绩效分别比2010年上升了4位、4位、1位和5位，至第12位、第7位、第8位和
第13位。
在各具特色、多样发展的同时，这些创新能力领先的地区普遍具有相对落后地区所不具备的创新要素
：经济和科技的基础好，教育水平较高；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经济比较开放，吸引外资较多；创业精
神较高；产学研合作水平较高等。
各创新要素通过适合当地特点的学习和创新机制，相互促进和加强，共同造就了这些地区较强的创新
能力。
江苏省在2011年保持了第1名的位置，依旧是全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与2010年相比不同的是，其创
新环境的排名由2010年的第2位上升到第1位。
在排名前7位的地区中，分项排名变动较大的有北京市的创新环境和山东省的知识获取。
其中，北京市的创新环境排名由2010年的第6位上升到第3位；山东省的知识获取排名由2010年的第12
位上升到第9位。
在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中，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和上海市各具特点。
江苏省和上海市凭借卓越的商业氛围、企业创新环境和长江三角洲经济体的联动，巩固了企业创新的
主体地位，成为全国最富有创新力的地区。
江苏省在2009～2011连续三年保持首位更加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
广东省经济发展速度快，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具备宽松的创业环境，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创新绩效。
北京市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科技资源带来的知识创造能力，以及大量的科技中小企业和良好的创业环境
。
其他地区的排名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贵州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江西省和辽宁省分别上升了5
位、5位、5位、4位和4位，是排名上升最多的地区；山西省、湖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则是
排名下降较多的地区。
不过，在综合效用值上，排名比较靠后的地区之间差距较小，效用值上较小的变化，会引起排名上较
大幅度的变化（表1-1和表1-2）。
从表1-1中可以看出，2011年区域创新能力排名的新现象是：东北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辽宁
省的创新能力较上年都有较大的提升。
与此相对的是，中部地区除了江西省和陕西省创新能力排名有所上升外，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
河南省的创新能力排名都较上年有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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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则呈现无规则的上升与下降，有些地区上升较快，如贵州省、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有些地区则下降较快，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本报告采用各地区创新能力的综合效用值、综合实力效用值、综合效率效用值和综合潜力效用值进行
聚类分析。
结果显示，江苏省和广东省属于创新能力超强的第一类，北京市和上海市属于创新能力强的第二类，
浙江省和山东省属于创新能力较强的第三类，福建省、吉林省和河北省均由2010年的第五类上升
到2011年的第四类，而其他第四类和第五类地区与2010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表1-3）。
1.2 实力指标排名在本报告中，我们仍然将区域创新能力分解为创新的实力、效率与潜力。
我们认为，实力是指一个地区拥有的创新资源，如绝对的科技投入水平、科研人员规模、创新的产出
水平、专利的数量、新产品的数量等。
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单位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如单位科技人员和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产生的论文或专利数
量。
潜力是指一个地区发展的速度，即与上年相比的增长率水平。
尽管如此，创新实力强的地区，再产生较快速度的增长是有困难的。
因此，实力强的地区与潜力大的地区不一定一致。
通过将总的指标体系分为结构上三个不同的板块，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和动态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报告中，我们将指标体系分为实力指标、效率指标和潜力指标三类。
2011年这三类指标的排名见表1-4。
从表1-2和表1-4中可以看出，在综合实力指标排名中，广东省居第1位；江苏省、浙江省和山东省分别
列第2位、第3位和第4位，说明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和山东省在创新实力方面具备雄厚的领先优势
；大部分地区的知识创造实力、知识获取实力、企业创新实力、创新环境实力和创新绩效实力的排名
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一致。
在综合实力排名前10位的地区中，河南省的知识获取实力落后于其综合实力排名；在综合实力排名
后10位的地区中，西藏自治区的创新绩效实力、海南省的创新绩效实力和青海省的知识获取实力排名
领先于其综合实力排名。
在知识创造实力方面，北京市居第1位，广东省和江苏省分别居第2位和第3位；北京市（第1位）和陕
西省（第7位）的排名领先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第6位和第16位）；其他地区的知识创造实力排名与
其综合实力的排名大体相当。
在知识获取实力方面，江苏省居第1位，广东省和上海市分别为第2位和第3位；青海省的排名（第12位
）领先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第28位）；河南省（第15位）和安徽省（第20位）的排名落后于其综合
实力的排名（第9位）和（第14位）；其他地区知识获取实力的排名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大体相当。
在企业创新实力方面，江苏省居第1位，广东省和浙江省分别为第2位和第3位；各地区企业创新实力的
排名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大体相当。
在创新环境实力方面，广东省居第1位，江苏省和山东省分别为第2位和第3位；天津市的排名（第22位
）落后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第13位）；其他地区创新环境实力的排名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大体相当
。
在创新绩效实力方面，广东省居第1位，江苏省和山东省分别为第2位和第3位；江西省（第12位）、海
南省（第19位）和西藏自治区（第20位）的排名领先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第20位、第29位和第30位
）；山西省的排名（第29位）落后于其综合实力的排名（第21位）；其他地区创新绩效实力的排名与
其综合实力的排名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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