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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创新创业环境影响因素、政策文件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深度访谈等方式，建立创新创业

环境评价模型，并将陕西10个相关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各级指标的比较发现优势并找出差距，总

结陕西创新创业环境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陕西创新创业环境改善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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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policy documents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is 
established in combination with expert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of Shaanxi province and 10 areas. Through comparison of 
indicators at all levels, we find the advantages and find out the gap. Then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of Shaanxi'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in Shaanxi, for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strong atmosphere for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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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指出

“陕西正处于追赶超越阶段”，这是对陕西在创新

驱动发展道路上基本定性。在创新创业方面，陕

西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

结合本省情况印发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相

关文件，举办了创新创业大赛和创新周等活动，

传播创客文化，鼓励大众创新创业。创业咖啡、

创客空间等新兴创新创业服务机构不断涌现，

“孵化+创投+中介服务”的创新孵化模式全面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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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陕西创新创业环境不

断提升。

从已有学者对创新创业评价研究来看，主

要有 3 个研究方向：一是创新环境评价。如许

婷婷等 [1]构建了江苏省区域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

系，对江苏 13 个省辖地区的创新环境进行了评

价分析；刘黎虹 [2]以我国 31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

构建了我国自主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科

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等 [3]在对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创新能力进行分析比较时，“创新环境”

被作为了一级指标。二是创业环境评价。如唐根

丽等 [4]对合芜蚌创新试验区创业环境进行评价，

刘冬平 [5]基于GEM框架对黑龙江省县域中小企

业创业环境开展评价研究，王华锋 [6]对浙江省中

小科技企业创业环境开展评价研究，张四海 [7]对

北京市归国留学人员创业环境开展评价研究。三

是创新创业环境评价。如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

院 [8]发布的《2014 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

究报告》，部分学者对高新区 [9-10]或某一产业领

域 [11]的创新创业环境进行研究。目前，把“创新

创业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的研究较少，

同时对省级之间创新创业环境的评价开展不足；

一些模型只局限在行业内部或企业内部，不具有

宏观性指导性；在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上，也未达

成统一。

本文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省提出的“追

赶超越”发展理念，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等资料为依据，结合《中

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16-2017》，对科技

创新水平排在陕西省前面的 8 个地区和紧随其后

的 2 个地区共 11 个地区开展创新创业环境比较

分析（表 1），力求找出陕西省创新创业环境与这

些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

数据显示，以上 11 个地区在全国的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具有一定优势，其中北京、上海、天

津、江苏、广东、浙江 6 个地区处于绝对领先地

位，优势明显；湖北、重庆和陕西实力相当，但

与前 6 位地区差距较大，较难实现位次上的突

破。

1 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方法

1.1 评价指标体系

近年来，国家颁发了一系列文件，如《国

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

施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及《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

重点对如何促进创新创业和提升创新创业环境做

出了指导。

创新创业环境主要指政府主导营造的创新创

业外部软硬条件的集合，基本就是比较健全完善

的科技创新环境和服务体系。科技部对创新创业

环境的提法是围绕产业链布置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打造创新空间链、创新技术链、创新资金链、

创新人才链、创新服务链、创新文化链。

根据以往学者研究和我国创新创业发展现

状可以看出，创新创业环境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基础设施条件、政府服务意识、社会服务体

系和文化建设等客观因素影响，受到创新型人才

和研发人员等人力资源影响，受到创新创业孵化

平台和孵化能力影响，受到研发成果转移转化投

入和效果影响，是全方位支撑体系。

结合研究目的和相关理论，分析创新创业环

境影响因素和特点，以多年从事统计工作对指标

的深刻理解为基础，设计了一套涵盖范围广、内

容详尽的初步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表 1 相关地区 2015 年、2016 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地区
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

2016 年 2015 年

北京 85.36 83.43

上海 84.04 84.57

天津 80.55 81.43

广东 77.39 74.73

江苏 76.84 76.21

浙江 71.38 69.40

湖北 65.75 62.84

重庆 65.67 63.06

陕西 65.66 62.96

山东 64.83 63.09

四川 61.85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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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家深度访问等方式，逐步完成指标体系的修

改和归集，同时对相关指标进行调研，确定数据

的易获取性和可操作性等。将修改后的评价指标

体系进行试评价，再根据试评价结果发现的问题

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

系。

1.2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在科学性、系统性、客观性、多角度的原

则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基础条

件、人力资源、孵化能力和研发转移 4 个一级指

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构成（表 2）。
1.3 权重及其测算方法

基于区域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4 个

一级指标基础条件、人力资源、孵化能力和研发

转移权重分别为 30%、25%、25%和 20%；20 个

二级指标采用均权。

以功效系数法为核心，采用综合加权汇总评

定的办法。

对每个地区的各项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

再根据各项指标权重加权汇总，得出每个地区的

定量指标得分。

首先，对基础指标的处理：

y x min x max x min xij ij i i i= + × − −0.3 0.7 ( /( ) ( ( ) ( ))
其中，yij为各指标无纲量化后的数值；xij为基础指

标数值；min（ ）xi 为这一指标在参与评价的地区

中的最小值；max（ ）xi 为这一指标在参与评价的

地区中的最大值；0.3 和 0.7 是系数。

然后，计算一级指标的指数值。上述指标体

系对各二级指标赋均权，因此一级指标的指数为

yij的算数平均数。

 Y ykj i ij= ∑β

其中，Ykj为各地区一级指标得分；βi为各二级指标

权重。

最后，计算各地区综合指数：

 M Yj k kj=∑
k 1

4

=

ω

其中，M j为各地区的综合指数；ωk为各一级指标权

重。

2 11 个地区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数

根据以上评价方法，得到不同地区创新创业

环境评价指数及排名。可以看出，排名前 3 位的

地区由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

经济区各占一席，分别是江苏创新创业环境综合

指数排名第 1 位，为 74.16%；北京排名第 2 位，

为 74.04%；广东排名第 3 位，为 69.03%。其次，

排名居中的是山东、浙江、上海、天津，分别排

名第 4 至第 7 位，指数均高于 50%；而湖北、重

庆、陕西和四川排名第 8 至第 11 位，指数高于

40%（表 3）。
将陕西与其他 10 个地区比较来看，江苏、

北京和广东的创新创业环境优于陕西，具有独特

的地位和优势，是陕西无法比拟的，其综合指数

得分远高于陕西 25 个百分点以上；山东经济体

量大，基础条件等 4 个一级指标均优于陕西；浙

江、上海和天津经济发达，其科技活动的投入

高，创新创业环境好，综合指数也较陕西高出很

多；湖北、重庆近年来发展迅猛，创新创业环境

综合指数排名也在陕西之前；四川虽然综合指数

排名低于陕西，但其基础条件和孵化能力也略优

于陕西。

2.1 基础条件与人力资源

图 1 中纵横两条线分别为“基础条件”和

“人力资源”陕西水平线。可以看出，陕西的基

础条件水平最低。其他地区均高于陕西；陕西的

人力资源水平相对也较低，仅高于四川；北京、

江苏、天津、上海、广东相对是高基础条件和高

人力资源的地区。

在基础条件指数排序中，江苏排在第 1 位，

该指数为 79.27%；其次是广东、山东、北京、天

津、浙江和上海，指数值大于 60%；湖北和重庆

的指数值约大于 50%；四川和陕西排在最后两

位，但指数值均大于 40%。基础条件指数下设 5
个二级指标。其中陕西排名最好的是GDP增速，

以 7.6%排名 11 个地区中的第 6 位，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排名第 7 位，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

出比重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均排名第 9 位，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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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代码 二级指标 单位 数据来源

基础条件

X1 人均GDP 万元 /人 《中国统计年鉴》

X2 GDP增速 % 《中国统计年鉴》

X3 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X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X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中国统计年鉴》

人力资源

X6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 个 教育部网站

X7 万人R&D人员数 人年 /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X8 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 人 /万人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X9 万人高校毕（结）业生数 人 /万人 教育部网站、《中国统计年鉴》

孵化能力

X10 国家高新区数量 个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X11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个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X12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数 个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X13 众创空间数量 个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X14 众创空间当年服务的创业团队数量 个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X15 科技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创业导师人数 人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研发转移

X16 R&D/GDP %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X17 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X18 技术市场交易额 亿元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X19 R&D项目（课题）数 项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X20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万人 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表 3 创新创业环境评价指数得分情况

地区
一级指标

总指数 排名
基础条件 人力资源 孵化能力 研发转移

北京 64.16 90.17 51.24 97.19 74.04 2

上海 60.11 59.89 41.96 64.72 56.44 6

天津 61.91 62.95 41.21 50.93 54.80 7

广东 66.91 53.14 92.68 62.51 69.03 3

江苏 79.27 66.74 87.29 59.38 74.16 1

浙江 60.93 53.08 56.27 61.50 57.92 5

湖北 51.66 57.96 36.72 42.62 47.69 8

重庆 50.20 50.06 42.52 37.15 45.64 9

陕西 40.88 44.47 41.79 40.79 41.99 10

山东 65.27 52.16 70.87 45.16 59.37 4

四川 41.13 41.53 43.88 33.85 40.46 11

GDP排名第 10 位。5 个指标中最好排名也仅处

于 11 个地区的中间水平，可以看出，陕西的整

体经济实力和社会环境等基础条件与其他 10 个

地区比较存在劣势，在这个层面为陕西创新创业

环境提供的基础有待提高。

在人力资源指数排序中，北京排在第 1 位，

该指数为 90.17%；其次是江苏和天津指数值大于

60%；上海、湖北、广东、浙江、山东和重庆的

指数值约大于 50%；陕西和四川排在最后两位，

但指数均大于 40%。人力资源指数下设 4 个二级

指标。其中陕西万人高校毕（结）业生数排名 11
个地区中的第 7 位，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

万人R&D人员数、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均排

名第 8 位。4 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区创新

创业人力资源结构与供给，可以看出陕西人力资

源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为创新创业环境提供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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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力保障。

2.2 孵化能力与研发转移

图 2 中纵横两条线分别为“孵化能力”和

“研发转移”陕西水平线。可以看出，陕西孵化

能力对于研发转移的效果一般。湖北和天津虽然

孵化能力低于陕西，但其研发转移水平优于陕

西。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孵化能力及

对地区研发转移的促进作用优势明显。

在孵化能力指数排序中，广东排在第 1 位，

该指数值为 92.68%；其次是江苏和山东的指数

值大于 70%；浙江和北京的指数值均大于 50%；

四川、重庆、上海、陕西、天津指数值均大于

40%；湖北排名最后，但指数值大于 30%。孵化

能力指数下设 6 个二级指标。其中陕西排名最

好的是国家高新区数量，排在 11 个地区中的第

5 位，众创空间数量排名第 6 位，科技企业孵化

器及众创空间创业导师人数排名第 8 位，科技企

业孵化器数量、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数、众

创空间当年服务的创业团队数量均排名第 10 位。

可以看出陕西的创新创业平台数量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众创空间等并不少，但孵化能力较

弱，没有发挥平台对创新创业最直接的孵化和带

动作用。

2.3 人力资源与研发转移

图 3 中纵横两条线分别为“人力资源”和

“研发转移”陕西水平线。可以看出，陕西人力资

源对于研发转移的促进作用较低，研发转移指数

仅高于四川和重庆。北京、广东、上海、江苏、

浙江和天津人力资源及研发转移的优势明显。

在研发转移指数排序中，北京排在第 1 位，

指数值为 97.19%；其次是上海、广东和浙江，

其指数值大于 60%；江苏和天津的指数值大于

50%；山东、湖北和陕西的指数值大于 40%；重

庆和四川排名最后，但指数值大于 30%。研发

转移指数下设 5 个二级指标。其中陕西最好的是

技术市场交易额排在第 4 位，也是所有二级指标

中排名最靠前的一个；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排名第 7 位，R&D/GDP排名第 8 位，R&D项目

（课题）数排名第 9 位，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

营业务收入比重排名第 10 位。可以看出陕西地

区在研发投入方面并不高，仍获得了较好的创新

产出。但从发展规律看，创新产出及转移转化只

有依靠良好的科研投入和转化环境，才能实现良

性发展，因此陕西应注重研发转移方面创新创业

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3 陕西创新创业环境存在问题

通过上文的地区总体科技创新水平情况分

析和创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可以看出陕西与

其他 10 个相关地区比较，其创新创业环境与整

图 1 基础条件与人力资源示意图 图 2 孵化能力与研发转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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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科技创新水平排名一致，均处于参与比较的

11 个地区的第 9 位。虽然陕西创新创业环境有

一定的资源，部分指标排名靠前，为创新创业

发展打下了基础，如GDP增速（排名第 4 位）、

技术市场交易额（排名第 4 位）、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数量（排名第 5 位）等，但陕西创

新创业环境整体水平偏低，创业环境基础和氛

围较弱，创新创业活动发展较慢，市场的活跃

度不高。

（1）地区经济水平和基础条件有限

陕西作为西部地区，区域位置不佳，远离港

口，对外交流贸易欠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政府财力有限。如人均GDP不足北京、上海和

天津的一半，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排名 11 个地区的第 9 位。从城市环境建设等基

础条件方面看，陕西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天气质

量、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也与其他地区存在差

距，导致创新创业环境不具有竞争力。

（2）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主动性不足

陕西一直以教育和科研大省著称，但从比较

分析看，无论在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万人

R&D人员数、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等指标看，

与其他相关地区比较都不具有优势。陕西现有的

体制机制难以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导致人才流失严重，优秀科技人才缺

乏，企业高管和海外留学人员等高层次人员在陕

创业比例较低。此外，缺乏宽松的创新创业失败

氛围，应给予大学生等初创以大力支持，为其营

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3）孵化能力和市场活跃度不高

陕西虽然一直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

间等创新创业孵化机构发展，但目前建设数量远

不及广东、江苏和山东等地区，导致当年在孵的

企业数量较小，孵化能力有限。此外，金融市场

不够活跃、创新意识较低等问题，对创新创业资

源聚集吸引力不足；相关链条上的服务和投融资

机构的专业性较差、规模不大，对创新创业者的

吸引力不足。

（4）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效果欠佳

陕西省研发经费投入较低，R&D/GDP排名

在 11 个地区中位列第 8 名。尤其是企业研发投

入不足，其研发经费投入仅占全省的 50%，同

期全国水平已超过 77%。陕西每年获国家科技

奖励项目数量排名全国前 4 位，但科技成果转

化效果欠佳，尤其是省内转化更少。陕西促进

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仍需进一步细化落

实。

4 结语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创新创业环境影响因素，借鉴

相关理论与政策文件并通过专家深度访谈等，建

立了包含 4 个一级指标和 20 个二级指标的创新

创业环境评价模型，开展了对陕西及 10 个相关

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的评价和比较。陕西地处

“一带一路”经济带陆上丝绸之路起点，西安又

批复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区、中心城市

等，承载着一系列使命。西咸新区是国务院批复

的国家级新区，承担着新型城镇化、云计算服务

创新发展等多个国家试点任务。陕西应紧抓时代

机遇，大力推进创新创业，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来陕视察时提出的“五个扎实”（扎实推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扎

实加强文化建设、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扎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努力实现

图 3 人力资源与研发转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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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超越”目标。本文针对陕西存在的问题提

出如下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的建议。

（1）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创新创业就意味着高投入、高风险、高回

报，要以市场化为主加政府引导的模式，拓展融

资渠道，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满足不同层次创业

需求。一是增强和设立一批新兴产业领域创业投

资基金和天使基金。一方面，增加已有 3D打印、

节能环保、新材料等 10 支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基

金的规模；另一方面，整合省内资源，筹划成立

更多的专业基金支持相关产业。形成财政资金、

社会资本紧密结合，支持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良

好投融资环境 [12]。二是继续发挥省中小企业基

金、省创投引导基金和省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作

用，引导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创新创业主

体的支持力度。

（2）加速引进释放培养高水平人才

引进释放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把产业链、

创新链和人才链有机衔接起来，在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双创”工作，全

力打造陕西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聚集地。一

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政策环境优化、保障措

施完善等，面向海外遴选一批带项目、带技术

的科技领军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优秀创新团

队和创业人才，构建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

伍。二是根据陕西省高校多和大院大所多的特

点，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离岗创新创

业，支持科研人员带创新成果到企业或自主创

办企业，实现成果转化。三是培养一批创新型

人才，开展校企联合招生、共同培养，鼓励高

校、职业院校、社会教育机构、企业等共建创

新型人才培养基地，引领和带动各类创新人才

的发展，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

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3）加速孵化基地建设

加大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扶持力度，加速孵化

基地建设步伐，提高全省创新创业孵化能力和服

务水平，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

境。一是推进各类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特

色产业园区建设。二是在发展壮大传统的孵化器

和众创空间力量的同时，结合本省特色积极探索

新的路径，如国企内建设专业化众创空间等方

式，实现多个主体、多种要素的紧密结合，形成

一批特色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同时提升中介技术

服务体系的规模和水平，为创业者提供专业的辅

导、贴心的服务和硬件的支持。

（4）加强研究开发转移

创新创业是集投资、研发、成果转移、商业

化等系列活动的链条，要促进创新创业就要打通

研究开发转移等诸多环节。一是落实研发税收优

惠政策。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

减免税、科技型中小企业减免税等政策措施，鼓

励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一起加大研究开发的投

入，从而促进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和创新型经济的

发展。二是促进成果转移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活

动应当尊重科技创新规律和市场规律，发挥企业

的主体作用与政府引导作用，体现知识价值分配

导向，遵循自愿、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原

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参与科技成果转化

各方的合法权益。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陕

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为创新创业在科

技成果转化方面提供了完善的政策依据，对有效

激发创新创业热情起到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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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利总被引次数还是平均被引次数，都不难看

出，美国非常注重在欧洲进行专利布局，专利申

请数量和质量都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拥有绝对

的竞争优势。

6 结论

本文从专利申请量、关键技术、主要竞争

者、重点专利等方面，剖析了欧洲智能语音技术

的发展，结果表明。

（1）20 世纪 90 年以来，欧洲智能语音技术

专利申请量起伏较大，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大致经历了发展、快速增长、迅速

下降、缓慢上升和缓慢下降 5 个阶段，语音合成

技术和语音识别技术发展较为成熟，应用较为广

泛，自然语言理解作为热点技术，虽然成熟度不

高，但发展潜力巨大。

（2）欧洲本土企业的飞利浦公司竞争实力较

强，其技术研发主要集中在语音分析、合成、识

别和数据处理等领域，但是，美国和日本企业非

常注重在欧洲进行专利布局，AT&T和 IBM公司

在欧洲智能语音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3）近年来，欧洲智能语音产业已经从产业

应用发展到深入推广阶段，掌握了相当一部分产

业核心技术，凭借新兴产业的支配地位，以新技

术研发和新产品营销为发展重点，获得在技术创

新方面的竞争优势，在智能家居、智慧教育、智

能医疗、汽车智能化、智能机器人等社会发展领

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与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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