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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李　涛

（西安财经大学，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本文基于创新能力的内涵和形成机理，从创新体系的

视角构建了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

对全国 31 省市进行分析评价，揭示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水

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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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推进，国家

之间、区域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并日益表现为以创新能力为核

心的综合国力的充分竞争。2001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我国首次提出建设国家创

新体系，并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 年）中指出，

我国将于 2020 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由于历史、资

源、环境、制度、管理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不同区域创新能力水

平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从不同维度分析我国不同区域

创新能力的动态变化特征，分析其形成差异的原因，找出不同区

域提升创新能力的路径与方法，对有效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主要分为总目标层、子系统层、和

指标层三部分。围绕区域创新能力内涵，从知识创造出发，结合

知识获取和转化的能力，围绕企业创新的核心，考虑创新环境的

影响，反映创新绩效的因素进行评价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在《西

部区域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李涛，2016）指标基

础上进行了删减和增加，共选取 23 个指标。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均来自 2019 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

国高技术产业年鉴》及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全国 31 个省市行

政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 SPSS22.0 软件进行评价分析。

三、实证分析

1. 对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检验，得出各变量之间呈

显著相关性。进一步采取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进行分析。

本文 KMO 检验值为 0.886，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 方差解释。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 F1、F2、F3，

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81.163%，能较充分地解释原始数据的主

要信息。

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分析。第一个公因子主要表现在

X1、X2、X6、X8、X9、X10、X11、X12、X17 上具有较高载荷，

为投入能力因子 F1；第二个公因子主要表现在 X14、X15、X18、

X20、X22，为环境因子 F2；第三个公因子主要表现在 X7、X21、

X23 上具有较高载荷，为产出能力因子 F3。

表 1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1 2 3 1 2 3

X1 0.884 0.337 0.229 X13 0.929 0.212 0.176

X2 0.824 0.501 0.148 X14 0.455 0.684 -0.039

X3 0.720 0.538 0.147 X15 0.459 0.785 0.120

X4 0.390 0.830 0.093 X16 0.136 0.860 0.126

X5 0.369 0.210 0.811 X17 0.879 0.284 -0.022

X6 0.528 0.244 0.189 X18 0.088 0.933 0.107

X7 0.627 0.157 0.427 X19 0.740 0.096 0.351

X8 0.943 0.044 0.242 X20 -0.107 0.871 0.173

X9 0.936 0.150 0.200 X21 0.397 0.320 0.721

X10 0.734 -0.082 0.202 X22 0.065 0.887 0.170

X11 0.911 0.293 0.030 X23 0.781 0.140 0.485

X12 0.820 0.073 0.242

4. 实证分析

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结合标准化后的原始指标数据，计

算出各公因子得分，并以旋转后的公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重，经

计算得各地区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结果如下：

表 2 2018 年各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因子分析得分排名

地区 F1 F2 F3 F 排名

北京 -0.06671 6.74871 -1.22705 2.046873 4

天津 0.22582 1.90113 -0.85477 0.65081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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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0.71007 0.28048 -1.45296 0.311029 16

山东 3.21573 0.56067 -1.83452 1.738283 5

上海 -0.19095 3.50628 3.55753 1.476041 6

江苏 5.27739 1.08254 -1.4459 3.092387 2

浙江 3.83457 0.93564 -2.16964 2.16316 3

广东 4.85291 0.23717 3.69424 3.190339 1

福建 1.00047 0.41255 -0.65839 0.609055 8

海南 -0.94985 -0.00924 -0.12591 -0.54117 31

辽宁 0.29362 1.51781 -1.10084 0.532277 13

吉林 -0.27121 0.52538 -0.65057 -0.05315 23

黑龙江 -0.195 0.92626 -1.20234 0.055671 19

山西 -0.38128 0.93609 -0.74648 0.010509 20

安徽 1.08696 0.42899 -1.3619 0.578495 11

河南 1.29566 0.1119 -1.41233 0.582694 10

湖北 0.79792 0.87495 -1.17828 0.588453 9

湖南 0.98011 0.37879 -1.33184 0.506635 14

江西 0.15623 0.15397 -0.38065 0.091664 18

内蒙古 -0.22401 0.58973 -1.03295 -0.05135 22

广西 0.0596 0.10551 -0.95668 -0.04604 21

重庆 -0.0225 0.6815 0.65492 0.290597 17

四川 0.70639 1.00214 -1.19476 0.5781 12

贵州 -0.21644 0.27949 -0.75855 -0.11705 25

云南 -0.16814 0.42126 -0.92746 -0.06369 24

西藏 -0.96863 0.7643 -0.44818 -0.33428 30

陕西 0.2147 1.12785 -1.11303 0.358535 15

甘肃 -0.58494 0.81882 -0.7915 -0.14575 26

青海 -0.75902 0.59477 -0.64172 -0.29784 29

宁夏 -0.69945 0.65274 -0.55552 -0.23564 28

新疆 -0.41149 0.63549 -1.08784 -0.14601 27

根据表 2 可以发现，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整体水平特征表现为

由东向西依次递减，陕西省整体水平偏低，陕西省区域创新能力

综合得分 0.358535，居于全国第 15 位，从西部地区来看，陕西省

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仅次于四川，位列西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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