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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创新驱动能力评价与对策建议

【摘要】本文通过选取反映区域创新驱动能力的指标，建立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河南省2015

年创新驱动能力进行评价。通过与全国其他省市各级指标的得分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河南省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

环境和创新绩效方面存在不足。在此基础上，结合河南省实际提出提升创新驱动能力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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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十八大明确提出：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近年来，河南省按照“一个载体、四个体系、五大基础、

六大保障”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能

力显著增强。

但与发达国家和先进省市相比，河南省创新驱动能力仍

有较大差距，存在着各种“瓶颈”性的制约因素，导致目前的创

新驱动战略还不能适应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要

求。笔者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省市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的成功经验，针对关键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河南省

创新驱动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

在目前学者们采用的多种评价方法中，AHP法与德尔菲

法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则要求指

标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而熵值法利用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

指标权重，并进行综合评价，能够全面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

的效用价值，其得出的指标权重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

本文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对全国30个

省市（由于西藏地区部分数据缺失，因此没有纳入选取范围）

进行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找出河南省创新驱动能力所处水平

及其与其他省市存在的差距，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应选取反映区域创新驱动能力最关

键、最典型的指标。在借鉴众多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以省

域创新驱动能力指数为一级指标，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

环境、创新绩效为二级指标，并在二级指标下选取 25个三级

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基金项目】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瓶颈’制约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2400410059）

一级
指标

省域
创新
驱动
能力
指数

二级
指标

创新
投入

创新
产出

创新
环境

创新
绩效

三级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每万人平均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万人）

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

政府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件）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增长率（%）

国际论文数（篇）

国内论文数增长率（%）

技术市场交易金额（万元）

技术市场企业平均交易额（万元/项）

政府财政支出（亿元）

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高技术企业数（家）

教育经费支出（亿元）

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

六岁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数所占比例（%）

GDP（亿元）

人均GDP（元/人）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每万元GDP能耗总量/吨标准煤（万元）

每亿元GDP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吨/亿元）

每万元GDP工业污水排放量（吨/万元）

表 1 省域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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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模型及步骤

本文采用的评价模型为熵值法。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

确定信息的一种度量，对于某项指标，其值变化程度越大，信

息熵就越小，该指标的信息量权重就越大，反之，若某项指标

变化程度越小，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小。其计算步骤如下：

1. 原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假设有m个省市，n个指标，则

形成原始矩阵X=（Xij）m×n（i=1，2，…，m；j=1，2，…，n）。

2. 数据标准化处理。

x′
ij =

xij - xmin

xmax - xmin
（正向指标）

x′
ij =

xmax - xij

xmax - xmin
（负向指标）

3. 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样本指标值的比重yij。

yij =
x′

ij

∑
i = 1

m
x′

ij

4. 计算指标信息熵值e和信息效用值d。

ej =- 1
lnm∑i = 1

m
yij lnyij

dj=1-ej

5. 计算权重与得分。

第 j项指标权重为：
wj=

dj

∑
i = 1

n
dj

。

单项指标权重得分为：Sij=wj×x'ij。

第 i个样本综合水平得分为：Si =∑
j = 1

n
Sij 。

四、河南省创新驱动能力评价结果与分析

1. 评价结果。本文原始数据来自《2015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5》和 2015 年各省统计年

鉴，利用熵值法和Excel软件进行计算，各省创新驱动能力综

合得分排序见表 2，河南省创新驱动能力二级指标及三级指

标排序见表3。

2. 结果分析。由表2和表3可以看出，河南省2015年的创

新综合能力排名全国第 17位，位于全国中等偏下位置，其创

新能力综合得分与排名靠前的省市相比差距较大，而与其排

名相邻的几个省市相差不大。其中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

环境和创新绩效这四项二级指标的排名分别为第 15位、第

24位、第15位和第20位。

在创新投入方面，河南省处在全国相对较前的位置。在

创新投入的各要素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和

R&D人员全时当量处在全国较高水平，分别为第9位和第7

位，而在总量上与江苏等先进省市相比却分别相差 7倍和 3

倍之多。由于河南省人口基数比较大，导致每万人平均R&D

人员全时当量排在第 16位。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其

R&D 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排在全国第 21 位，说明

R&D经费支出相对不足。政府研发投入总量占GDP的比例

排名在第28位，相对靠后，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排名在第29

位，增长缓慢，说明政府在研发投入方面相对来说存在不足。

省市

北京

江苏

广东

上海

山东

浙江

天津

陕西

辽宁

福建

得分

0.61882

0.55693

0.48716

0.39960

0.35598

0.35154

0.32013

0.26533

0.24960

0.23248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省市

安徽

四川

湖北

广西

重庆

湖南

河南

内蒙古

黑龙江

海南

得分

0.23196

0.22366

0.21531

0.19797

0.19453

0.18199

0.17839

0.17496

0.16838

0.16468

排序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省市

新疆

青海

江西

贵州

甘肃

山西

宁夏

云南

河北

吉林

得分

0.15905

0.15874

0.15114

0.14924

0.14825

0.14337

0.14227

0.13976

0.13364

0.12800

排序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二级
指标

创新
投入

创新
产出

创新
环境

创新
绩效

排序

15

24

15

20

三级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的
比例（%）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每万人平均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万人）

政府研发投入增长率（%）

政府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件）

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的发明专利申请数（件）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增长率（%）

国际论文数（篇）

国内论文数增长率（%）

技术市场交易金额（万元）

技术市场企业平均交易额（万元/项）

政府财政支出（亿元）

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高技术企业数（家）

教育经费支出（亿元）

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

六岁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数占比（%）

GDP（亿元）

人均GDP（元/人）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每万元GDP能耗总量/吨标准煤（万元）

每亿元GDP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吨/亿元）

每万元GDP工业污水排放量（吨/万元）

排序

9

21

7

16

29

28

13

21

16

17

26

20

21

5

24

6

5

16

27

5

22

30

17

19

24

表 2 2015年各省市创新驱动能力得分与排序

表 3 2015年河南省创新驱动能力二级指标
及三级指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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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产出能力方面，河南省排名较为落后，说明河南

省在创新产出方面与其他省市差距较大。在创新产出各项指

标中，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与国际论文数排名相对较为理

想，分别为第13位和第17位，而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的发明

专利申请数为 43.85件，排名为第 21位，与 133.56件/亿元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这说明河南省研发经费

利用效率偏低。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的增长率排在第 16位，

说明增长速度相对适中。技术市场交易金额、技术市场企业

平均交易金额与国内论文数增长率三方面表现同样不佳，排

名分别为第 20位、第 21位和第 26位。可见，河南省在创新产

出效率方面有待提高。

在创新环境的二级指标中，河南省政府财政支出排在全

国第5位，而其占GDP的比例却在第24位。同样，教育经费支

出总额虽处于第5位，但其占GDP的比例处于第16位。与创

新能力较强的省市相比，河南省的政府财政支出相对GDP

来说不甚合理，对教育的投入不够。在六岁以上的每十万人

口中，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数所占比例排在全国第 27位，说

明河南省的人口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

中，河南省高技术企业数为933家，而广东省的这一指标达到

了 5802家。人才和高技术企业是创新的两个重要主体，河南

省在此方面仍有较长的路要走。这些落后指标制约着河南省

的创新环境能力。

创新绩效包括创新的效率与影响。其中，河南省GDP总

量表现出色，处于全国第5位，比较靠前。由于河南省人口众

多，导致人均GDP排在全国第22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例为 32%，与先进省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处于全国最

后一位，这表明河南省产业结构很不合理。能耗和污染也比

较严重，每万元GDP的工业污水排放量达到了12.83吨，处于

全国第 24位，每亿元GDP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处于全

国第 19位。因此，河南省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污染治理方

面任重而道远。

五、提升河南省创新驱动能力的对策建议

1. 增加科技创新资金投入。增加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是提

高区域创新驱动能力的最直接有效的措施。首先，政府要把

增加科技创新资金的投入放到战略性的高度，给予足够的重

视，为各项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其次，

应建立稳定的创新资金投入增长机制和全社会资金投入体

系，积极吸纳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创新资金投入，设立科技创

新风险投资基金，为创新资金提供风险保障，从而提升创新

资金投入总量与其所占GDP的比例。再次，应深化科技计划

和资金管理改革，合理分配研发投入资金在高校、科研院所、

大中型工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等创新主体中所占的比例，

建立有效的资金保障体制，确保资金投入落到实处。最后，应

提高创新资金利用率，通过建立资金运行监督机制，提高资

金的投入产出转化率。

2.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高低是区域创

新驱动能力的重要体现。河南省应充分利用经济、法律和行

政手段，引导、扶持各项科技成果转化活动，营造市场化与政

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环境。为了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的产业化、市场化，在科研成果申报审查阶段，不仅要追

求其学术价值，更要加强对市场前景与市场价值的重视，保

证科技成果的实际意义。此外，应努力完善“产学研用”合作

机制，加强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提供政策支持，强化各科研机构

的创新成果转化意识，强调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主

体地位。

3. 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各项创新活动开

展的核心主体，一个地区的创新驱动能力与该地区居民的受

教育程度密切相关。河南省人口众多，而居民受教育程度整

体偏低。为了把人口负担变为人力资源，培养创新型人才，应

做到以下三点：首先，加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教育经费

投入所占GDP的比重，创建高效率人才培养机制，培育社会

需要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其次，加快推进高层次人才培育

和引进工程，利用激励措施（工资待遇、个人前景规划等）引

入人才，留住人才，从而增加R&D人员全时当量；最后，创建

良好的创新文化，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促进本地人才与国内

其他省市及国外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本省创新人才

队伍的创造性，营造创新的和谐环境。

4.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落实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各项

政策，加大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引导第三产业加速发展，增

加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应进一步加强对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法制保障和政策扶持，孵化培育一批创新型企

业，增加高成长性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占工业的比重，进一

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应加强对重点行业节能降耗的监督与

管控，减少、取缔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积

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倡导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生产、生

活、消费方式，实现节约、清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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