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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科技计划经费投入绩效评价，对于优化经费投入结构，提高经费效益，促进政府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

化和精准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根据指标选取原则，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的计算模型，对陕西省2009年至2014年

的科技计划经费投入产出绩效进行分析评价，并分析陕西省科技计划经费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

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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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sizes in recent years 
of funding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Shaanx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index selection, using the calculation model of the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pla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nd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4 of the input and output performance a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funds in Shaanxi provinc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fou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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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计划是政府组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活动的基本形式 [1]。科技发展需要稳定和充足的

经费投入支持，而科技计划经费是科技经费的重

要来源之一，因此对科技计划经费投入绩效进行

评价，明确科技计划经费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

联性，以发现科技计划经费配置管理中存在的不

足，优化经费投入结构，提高经费效益，对促进

政府管理部门决策的科学化、精确化，满足社会

公众对财政科技经费的关切，真正发挥科技计划

经费应有的作用，支撑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1]。科技计划经费绩效具有以下

3 个特点。

（1）明显的公共性。科技计划经费来源于政

府公共财政资金，属于公共资源，同时，科技计

划经费用于弥补市场无法驱动的有关科技活动投

入，其产出结果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示范性，因

此其效益与产出体现其强烈的公共属性。

（2）绩效的滞后性。从科技经费的投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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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效益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经费投入到科技

成果产出，再到带来直接与间接效益，中间有一

定的时滞。不同行业的滞后程度不同，农业、教

育、医学卫生事业的效益产出周期较长，而工业

科技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项目资助投入往往存

在爆发突变，周期较短。

（3）绩效的间接性 [2]。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政府的财政投入并不是投入越多越能

出效果，而应该注意优化投资环境和投入结构，

将经费作为政府撬动市场的杠杆，以发挥更大的

效果。二是政府要制定符合市场的投资制度，搭

建适合企业投资的平台，让科技经费投入充分发

挥作用。三是一些科技项目只有持续的经费投

入，才能在市场形成明显的效应。

本文将对近年来陕西省科技计划经费投入的

绩效进行评价，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相应的建议对策。

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真实有效

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保证纳入评估

系统的指标和数据真实有效，从而真实客观、科

学有效地衡量科技财政投入的效益。同时，绩效

评价指标能够全面、准确地评估财政经费投入的

直接绩效和间接绩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具

有较强的可信度和系统性，纳入的评价指标需包

含互有内在联系的若干组或若干层次 [3]。

（2）经济可行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计算方法不可以太

繁琐，要容易上手切实可行；计算各项绩效评价

指标方法要统一规范；绩效评价指标需要的数据

要容易采集，充分考虑经济性和可行性；指标统

计需要标准化、通用化，符合行业通用标准。

（3）全面和主要相结合

评价科技计划经费绩效的指标很多，但每个

指标能够反映的内容不同，要针对具体项目设置

重要的权重较高的指标，同时要注意选择的指标

应该充分反映实际绩效，不容遗漏和重复，兼顾

全面和主要的特点。

（4）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评估指标在实际操作中只有方便计算、易于

比较，才能得到一个可衡量、明晰的结果，因此

需要选取一些直观的、可量化的定量指标。而要

全面评估科技投入的绩效，由于效益的复杂性，

需要不同维度的效益指标进行定性的方式评估科

技产出 [4]。

根据上述原则，并结合投入产出理论，本文

最终选取确定了陕西省科技计划经费投入绩效评

价指标，如表 1 所示。

2 数据收集及处理

通过查找资料获得 2009 年至 2014 年的指标

数据如表 2，并假定时滞为 1 年，即 2010 年的产

出对应 2009 年的投入，以此类推。

对 原 始 数 据 进 行 无 量 纲 化 处 理， 具 体

方 法 为： 设 Z z z z nk k k k= ( (1 , 2 ,) ( )  ( )) 为 因

素 Zk 的行为序列， Dk 为序列算子，且 Z Dk 1 =

( z d z d z n dk k k(1 , 2 ,) 1 1 1( )  ( ) )。 其 中， z i dk ( ) 1 =

表 1 陕西省科技计划经费投入绩效评价基本指标

指标 具体指标 备注

投入 科技计划经费投入 科技计划经费资金额度

产出

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论文数量

科技直接产出专利授权数

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

技术市场交易额度 科技促进技术交易市场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GDP） 科技促进经济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额
科技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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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 zk k( ) (1)， zk (1 0) ≠ ， k n=1,2, , ，则称D1 为

初值化算子，Z Dk 1为Zk在初值化算子D1 下的像，

简称初值像。用此初值像法对表 2 中数据进行无

量纲处理后得到表 3。
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软件Grey Modeling_

V3.0 进行计算，得到有关指标的综合关联性的运

算结果，见表 4。

3 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选取的 1 个投入指标、7 个产出指

标，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陕西省一定时期

内的科技计划经费绩效进行计算分析。根据计

算结果，结合有关学者对关联度强弱的研究，以

及陕西省科技活动的实际情况，将综合关联度

用ρ来表示，ρ>0.9 的定义为强关联绩效指标，

0.7≤ρ≤0.9 定义为关联绩效指标，ρ<0.7 定义为

弱关联绩效指标。根据上述定义，同时结合笔者

的工作实际，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1）绩效的总体水平相对较低

根据 2009 年至 2013 年陕西省科技计划经

费投入资金作为投入指标数据，在 7 项产出指标

中，只有 3 项与投入指标的关联度达到了 0.9 以

上，属于强关联绩效指标，其余 4 项指标与投入

指标的关联度均低于 0.7，属于弱关联绩效指标。

（2）经费增长的约束机制不强

2009 年至 2014 年，陕西省科技计划经费从

4.5 亿元增加到 8.6 亿元，其中 2009 年到 2014
年，科技计划经费增长速度最高达到 30.4%，但

表 2 2009 年至 2014 年主要指标数据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科技计划经费金额 /万元 44694.5 52184.5 62495.5 81495 86496 ——

专利授权数 /件 —— 10034 11662 14908 20836 22820

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 /项 —— 30 28 36 35 26

国外收录论文数量 /篇 —— 17947 17320 18496 21948 ——

技术市场交易额度 /亿元 —— 102.59 215.37 334.82 533.31 639.98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收入 /亿元 —— 865.23 1001.48 1238 1374.03 1649.5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个 —— 381 325 379 402 435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 10123 12512 14454 16205 17690

注：数据来源为陕西省科技统计年鉴、陕西省科技年鉴；2014 年度国外收录论文数量目前无数据，在实际计算中以估算数代替。

表 3 无量纲化处理后的主要指标数据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科技计划经费金额 1.00 1.17 1.40 1.82 1.94 ——

专利授权数 —— 1.00 1.16 1.49 2.08 2.27

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 —— 1.00 0.93 1.20 1.17 0.87

国外收录论文数量 —— 1.00 0.97 1.03 1.22 1.06

技术市场交易额度 —— 1.00 2.10 3.26 5.20 6.24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收入 —— 1.00 1.16 1.43 1.59 1.91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 1.00 0.85 0.99 1.06 1.14

国内生产总值（GDP） —— 1.00 1.24 1.43 1.60 1.75

表 4 各绩效指标综合关联度运算结果

指标 专利授权数
国家科学技术奖

数量
国外收录论文数量

技术市场

交易额度

高新技术产业

主营业收入

经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

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与科技计划经费

的关联度
0.9119 0.6557 0.6589 0.6105 0.9523 0.6123 0.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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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到 2014 年的增长速度却为 0，缺乏稳定

性与连贯性。同时，2014 年陕西省本级财政科技

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1.51%，位居全国第 20
位，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与陕西省近年经济发

展存在一定的非同步性。这说明陕西省的财政科

技投入增长尚缺少稳定的约束机制，在投入上连

贯性不够，经费总体规模偏小。

（3）经费投入与经济发展关联度较高

陕西省科技计划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关联度最高，达到了 0.9544；其次是

高新技术产业主营收入的关联度为 0.9523，专利

授权数的关联度为 0.9119。以上 3 项指标与科技

计划经费的关联度都达到了 0.9 以上，表现出与

科技计划经费极强的关联度。这 3 项指标主要涉

及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因此，科技计划经费与经

济发展的关联度较高 [5]。

4 结语与政策建议

本文对陕西省科技计划经费投入和产出之间

的关联性进行了评价分析，所得结论较为合理，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较为细化、直接

的指标数据较难搜集，因此一些关联度较低的指

标无法进行更详细的定量分析，还有待今后继续

深入探讨。

根据上文的分析结果，对陕西科技计划经费

的投入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现有科技计划体系

以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契机，参照国家

和有关省市经验做法，完善陕西省当前科技计划

体系，综合考虑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调整科技计划体系，加强科技资金配置的统筹协

调 [6]，着力解决前文所述科技经费绩效水平总体

较低的问题。在科技计划管理方面，建议省级层

面设立统一的领导协调机构，建立公开统一的信

息管理平台，统筹协调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和使

用，统一规划科研立项，统一分配科技项目财政

经费资金，切实有效避免重复立项、交叉立项、

拆分立项的情况，确保财政科技投入资金得到有

效配置 [7]。

（2）形成科技计划经费投入稳步增长机制

贯彻落实近年来国家关于科技体制、科技

经费等方面的有关政策精神，制定并出台陕西省

的相关政策制度，通过修订《陕西省科技进步条

例》等规范性制度，将财政科技投入纳入财政支

出的重点方面之一，使财政科技投入增长幅度与

国民收入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相适应。在《陕

西省“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中设定具体的科

技经费投入目标，切实落实规划的各项要求，同

时将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的目标要求，纳入各级政

府、有关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任务中，以保障

财政科技投入的稳定持续增长 [8]。

（3）优化科技计划经费投入方向与方式

着力解决科技经费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一是

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社会公益事业研究、重大

前沿科技关键技术研究等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

资金和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加大投入力度。二是

建立稳定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相互协调、合理配

置机制，根据科研活动特点和不同的使命定位，

采取不同的配置模式，使科研机构获得更多的稳

定性支持。三是对现有科技计划经费支持方式进

行改革，对基础性、公益性等公共科技活动，采

取前补助方式；对具有明确、可考核的产品和产

业化目标的项目，引入市场机制，采用后补助、

以奖代补、科技金融、税收激励等方式予以支持。

（4）切实开展科技计划经费绩效评价

参照国内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的有关经验，

省政府统一组织部署，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

制，制定年度绩效计划，明确绩效测量标准，对

科技计划、科技基金、科技专项开展常规绩效评

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 [9]。探索建立绩效

预算管理方式，将绩效评价结果与科技计划经费

配置相结合，实行绩效分配。同时，在具体评价

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科研活动规律，对不同类别

的项目，实行分类评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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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效性不强，有待今后改进和完善。

现结合各地市研发现状，提出如下对策建

议。

（1）就山东省而言，鉴于 17 地市研发能力

整体发展不均衡，应统筹考虑各地市在研发方面

的优势和劣势，充分发挥研发先进市的辐射带动

作用，有的放矢，固强补弱。

（2）青岛、济南、烟台、潍坊、淄博等经

济基础较好的城市，应通过财政直补、税收减

免等方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扶持力度，注重

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挤入效应，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强

自主创新。

（3）泰安、临沂、济宁、东营、威海、滨

州等城市，无论经济基础和研发水平均处于全省

中游水平，应紧密结合当地优势资源，积极进行

区域间合作创新，在更大区域内优化配置科技创

新资源，从而提升区域内整体研发能力和创新水

平。

（4）聊城、德州、枣庄、菏泽、莱芜、日

照等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城市，应加大对技术引

进或基于技术引进的模仿创新活动的扶持力度；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提高人力资本的知识水

平和知识创新能力，激发高素质人才的活力和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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