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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分析： 
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双重视角

王育晓等1, 2, 3 邢丹宇 1 张茹瑜 1

（1.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21；2.陕西省兵工科技创新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 
陕西西安 710021；3.陕西高校军民融合科技创新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021）

摘要：为促进陕西省硬科技产业的科学发展，以陕西省2016—2021年出台的40项硬科技相关产业政策为样本，基

于政策工具视角和创新价值链视角建立二维分析框架，对当前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文本进行统计分析，指出不足并

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从政策工具维度看，当前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以环境型政策和供给型政策为主，需求型

政策相对较少；从创新价值链维度看，以产业发展为主，对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阶段关注较少；从政策工具与创新价

值链交叉维度看，不同的创新价值环节中政策工具的侧重点皆有所不同。未来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应综合调整政策

工具的运用，优化内部结构；注重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相匹配；增强政策工具的可操作性，以达到为硬科技产业生

态提供有力支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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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Shaanxi Key & Core 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40 Key & Core Technology related industrial policies issued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21 as 
samples, and establishes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nnovation value chain.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policies text of Key &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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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dustry in Shaanxi, and points out its shortcoming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dimens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the current Key & Core Technology industry policies in 
Shaanxi Province are mainly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supply policies, while demand policies are relatively few; 
in the dimension of innovation value chain, they focus mainly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stage of technology R&D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 from the cross-dimens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nnovation value chain, the focus of policy instrument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innovation value links. In 
the future, the policy of Key & Core Technology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djust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pay attention to the matching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nnovation value chain, and enhance the maneuverability of policy instrumen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ecology of Key & Core Technology industry.
Keywords: Shaanxi Key & Core Technology, industry policy, policy instruments, innovation value chain, content 
analysis

0 引言

在创新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第一动力的背景

下，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发展目标之

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从多方面入

手，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并促进制造业产业步入

中高端。为积极响应报告精神，陕西省结合自身

优势，以提升国家硬实力为战略目标提出“硬科

技”概念，并出台系列政策在全国率先发展硬科

技产业。近年来，在相关政策扶持下陕西省硬科

技产业发展迅猛：2013 年中科创星在西安成立，

这是首个专为“硬科技”创业提供投资与孵化

的平台，为硬科技产业发展保驾护航；2018 年，

陕西省西安市 116 家优秀硬科技企业的营运指

标、利润指标、纳税额等表现良好，远超高新区

企业平均水平；截至 2020 年，西安市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已增加 1 500 余家，西安市逐渐成为全

球硬科技产业示范区。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陕

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供需现状及其与创新价值链

的匹配情况，指出不足并提出未来发展的政策建

议，对陕西省硬科技产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然而，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还缺

乏对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的系统分析，难以准

确把握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现状。鉴于政策工

具可以将政策意图细化为具体、可实施的措施，

而引入创新价值链则可以把产业的发展过程分解

为连接紧密、价值递增的阶段性政策目标，本文

将基于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双视角维度，建

立“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二维分析框架，对

陕西省硬科技产业现有相关政策进行文本内容分

析，为推动陕西省硬科技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的

制定和完善提供决策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基于不同理论视角的产业政策分析

这类研究多以推动产业发展为导向，通过不

同的理论视角，结合政策工具，遵循“确定理论

视角—分析政策文本—提出政策问题—寻求政策

改进”的逻辑，提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

策矫正建议。如有学者从战略生态位管理视角 [1]

出发，从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困境、内生机制等角

度对其政策保护空间进行分析，也有学者基于供

需匹配理论视角 [2]，研究科技创新政策供需主体

之间的匹配情况，还有学者将政策工具和创新价

值链两个理论结合起来 [3]，对地方政府人工智能

产业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用以研究人工智能产业

政策如何促进该产业发展。这类研究采用不同的

理论基础确定不同的政策工具分类，并从其不同

的理论视角对产业政策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见

解与建议，但却缺乏不同理论视角下政策效果的

比较研究。

1.2 基于不同产业主体的产业政策分析

这类研究是针对不同产业或产业内各主体相

关的产业政策，通过访谈、政策梳理等方法，研



·科技资源管理与服务利用·王育晓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分析：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双重视角 

─ 39 ─

究其对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现有研究文献多以高技能人才队伍 [4]、智

能交通 [5]和高新技术产业 [6]为研究对象，分别采

用供需适配模型、政策工具和共现与聚类等方

法进行分析，提出各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矫

正措施。该类方法较为集中的是对产业内某项主

体进行政策分析，并针对该项主体某一阶段的发

展情况提出相应建议，但单个主体的政策分析结

果不足以为整个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建议，缺乏综

合考虑影响产业内各主体发展的相关因素的系统

研究。

1.3 基于不同区域的产业政策对比研究

这类研究通过比较国内的不同城市 [7]、不同

地区 [8]以及不同国家 [9]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和政策

工具使用侧重点的差别，指出各个区域相关政策

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政策建议。横向比较发

现，这类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产业发展

建设提供前瞻性政策建议，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忽

视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发展水平以及各国国情

之间的差异，因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可能出现与该

地区发展阶段不匹配的情况。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围绕高新技术、颠覆性

技术及突破性技术等方面，从不同理论视角、不

同产业主体或不同区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虽已

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关于硬科技产业政策供需现

状及其与创新价值链的匹配等仍缺乏系统研究。

为准确把握硬科技整体产业政策结构特征，本文

将以陕西省硬科技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

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

能制造 8 个产业为对象，通过构建政策工具和创

新价值链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陕西

省硬科技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的供

给层面、环境层面和需求层面，结合创新价值链

分解出来的阶段性政策目标对政策条目及数量进

行梳理，以揭示相关政策的主题分布特征及其涵

义，为优化硬科技产业政策进而促进硬科技产业

科学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硬科技产业政策条款

进行分解分析，将庞杂的硬科技产业政策文本材

料转化为具有结构性的可分析文本，并以频次的

形式展示分析结果，以客观分析、解释硬科技产

业政策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根据内容分析法的问题研究、数据搜集、分

析并得出研究结论 3 个基本要素，本文设计了如

图 1 所示的 5 个研究步骤。

2.2 样本选择

本文按照以下流程对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

策文本进行检索和选择：首先，仅关注陕西省范

围内的硬科技智能产业，由于硬科技包括 8 个产

业，其相关领域众多，因此政策样本的选择重点

参考了陕西省近几年所有硬科技相关产业的政

策；其次，以“硬科技”“科技企业”“硬科技八

路军”等为关键词，检索西安市人民政府网站、

陕西一带一路网、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官方

网站公开发布的政策规划、相关条例、公告等文

件，搜索出与陕西省硬科技直接或密切相关的政

策文本；最后，结合企业政策与技术领域的关联

情况，进一步对近几年陕西省所有硬科技产业政

策、科技政策、扶持政策和市场准入规范等，以

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再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推进科技创新型企业科创板上市扶持和西安市特

色小镇总体规划等文件中涉及硬科技产业的政策

文件作为样本。通过上述检索与选择过程，截至

2021 年 8 月，共获得 40 项陕西省范围内的硬科

技相关政策。限于篇幅，文中不再列出其明细。

2.3 政策分析框架构建

2.3.1 X维度：政策工具

本文以Rothwell等 [10]对政策工具的定义和分

类方法（即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

图 1 研究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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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型政策工具）对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展开

分析。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内容主要为政府通过提

供人力资源、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推

动技术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应用于创新环

境，其内容包括为政府通过对科技产品的采购、

引入及培育示范企业等措施，促进新技术的市场

应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作用于市场，其内容

主要包括财政政策、法规管制等，为产业发展提

供间接影响力。按照上述界定，本文将收集到的

40 项陕西省硬科技产业相关政策进行整理，结果

见表 1 所示。

2.3.2 Y维度：创新价值链

创新价值链是 20 世纪末兴起的一个新概念，

国内外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对创新价值链的含

义、分类 [11-13]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基于现有文

献和研究成果，并结合硬科技产业特点，将硬科

技产业创新价值链分为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商

业应用三大环节。其中，技术研发环节主要包括

技术创新、技术研究、技术发展；产业发展环

节主要包括市场规划、目标规划、产业规划、项

目推进；商业应用环节指主要技术、产品投入市

场（市场化）进行推广应用。本文通过对相关政

策条款进行拆分与解读，准确区分政策工具的界

定，并揭示政策工具作用于创新过程各个环节之

间的联系。政策工具对创新价值链的作用关系如

图 2 所示。

2.3.3 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的关系，本

文构建了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如图 3 所示。

2.3.4 分析步骤

第一步，根据陕西省硬科技产业密切相关的

40 条政策，对其按照“出台年份—编号”进行第

一轮政策编码。

第二步，以每一项政策的每一条款项的内

容为分析的基本单元，按照“政策编码—条款编

号”对硬科技产业政策的内容条款进行第二轮

编码。

表 1 政策工具类型及其涵义

序

号

政策工具

作用面

政策工具

类型
定义

1

供给型

人力支持 关于人才培养、引进的具体措施

2 资金投入 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产业发展，具体措施包括研发经费、各种专项资金等的投入

3
科技基础

建设
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科研平台、实验场所；建立重大产业集群、特色产业集聚区等

4 信息支持
鼓励技术与产业间的信息流通。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建设产业共有数据库资料库，

提供技术顾问、咨询和联络服务，构建信息网络

5 公共服务
指政府为硬科技产业提供的各项智能服务和支持，包括跨学科研究、社会治理，保证城市的综合

运行

6 核心技术 推动核心技术的发展；研发新技术

7

需求型

政府采购
通过政府对产业相关技术产品、服务等采购鼓励企业发展。具体包括政府采购、公营事业采购、

采购合约等

8 贸易管制 制定产品关税、贸易协定、货币汇率调节等贸易管制措施刺激需求

9 国际合作 政府鼓励企业与国际科研平台、机构或优秀企业合作的相关措施

10 科技项目 陕西省硬科技产业相关规划中部署或设立重大科技项目以及研发项目等

11 示范企业 培育、引进创新型标杆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

12 应用推广 硬科技产业与教育、医疗、军用等具体领域应用的结合与推广

13

环境型

目标规划 对产业发展做出全方位布局和指导

14 法规管制 完善产业相关法律法规、监管制度、规范措施等

15 金融支持 政府通过提供企业贷款、人才引进补贴、企业创新补贴、鼓励风险投资等支持推动产业发展

16 税收优惠 通过给予减免间接税、租税抵扣、降低税额等鼓励企业创新

17 知识产权 完善行业规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



·科技资源管理与服务利用·王育晓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分析：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双重视角 

─ 41 ─

第三步，在对陕西省硬科产业政策进行内

容分析单元编码及统计基础上，按照供给－环

境－需求型基本政策工具维度对其统计结果进行

分类。若某一政策文本可同时计入不同的政策工

具，则对该政策文本进行多次编码。

第四步，根据编码统计数据结果，从供给－

环境－需求型的政策工具维度与技术研发－产业

发展－商业应用的创新价值链维度分别进行整理

归类。对同一条政策文本中所涉及的不同政策工

具及其所作用于创新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如实

记录。

3 政策分析结果

3.1 整体频数统计分析

政策发布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陕西省对

硬科技产业的重视程度，同时能够反映政府对硬

科技产业发展的细化程度。目前，陕西省内发布

的与硬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共计 40 项，

主要为陕西省人民政府、西安市人民政府、西安

市各区级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其中，直接针对

硬科技产业发展（即标题中包含“硬科技”或 8
项硬科技产业名称）的政策文件共 14 项，其余

26 项文件都为在具体政策内容中涉及硬科技产业

的间接相关政策。

如图 4 所示，2016—2017 年陕西省开始着重

关注硬科技发展。2018 年针对 8 项硬科技产业分

别出台了 2018—2021 年产业发展规划，反映出

陕西省对硬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2019 年硬科技

整体发展遵循 2018 年的 9 项产业发展规划，并

出台了 6 项政策支持硬科技涉及产业与相关企业

的发展。2020 年陕西省政府从金融、人才、企业

培育、建立示范区等方面入手，发布了 14 项政

策促进硬科技产业发展。截至 2021 年 8 月陕西

省政府共颁布了 2 项涉及硬科技的政策，促进硬

科技产业的发展。

根据表 2 对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的数据分

图 2 政策工具对创新价值链的作用关系

图 3 政策工具对创新价值链的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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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见在已颁布的 40 项政策中，使用政策工

具 1 784 次，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频数最高，达

到 759 次；其次是环境型政策工具，达到 752
次；最后是需求型政策工具，仅为 273 次。

政策颁布的频率与当期陕西省硬科技发展

背景及其目标规划密切相关。由图 5 可知，2017
年陕西省西安市明确提出要打造“硬科技之都”。

处于硬科技产业发展的初期（2016—2017 年），

陕西省政府颁布的扶持政策主要针对供给型和环

境型，旨在为硬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与创

造良好的环境。从 2016 年到 2018 年，为了不断

加快打造“硬科技之都”的进程，陕西省实现了

从会议向平台、从概念向行动、从思路向措施的

跨越。2018 年，陕西省出台了 9 项针对硬科技

单项产业的规划政策，在每项政策中分析产业状

况，并据此制定符合该其发展的规划，以推动硬

科技产业发展。在这一年里，陕西省出台的硬科

技相关政策数量增加，同时政策工具使用次量

也骤增。在这一阶段，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和

环境型政策工具较为突出，二者使用次量分别

为 415 次和 399 次，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次数

为 166 次。2019 年，陕西省硬科技发展路径遵循

2018 年颁布的各产业规划政策，颁布了《西安市

科技金融产业发展规划》等促进硬科技企业上市

的相关政策。该类政策主要体现在供给型与环境

图 4 2016—2021 年陕西省硬科技政策年度发文数量 
变化趋势

表 2  陕西省硬科技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维度分析

类别 政策工具 技术研发 /次 产业发展 /次 商业应用 /次 小计 合计

供给型

人力支持 0 73 0 73（9.62%）

759（42.54%）

资金投入 0 27 0 27（3.56%）

科技基础建设 6 301 25 332（43.74%）

信息支持 1 43 6 50(6.59%)
公共服务 0 76 20 96(12.65%)
关键技术 150 0 31 181（23.85%）

小计 157 520 82 759
比例 /% 85.33 37.57 37.96 100

需求型

政府采购 0 4 1 5（1.83%）

273（15.30%）

贸易管制 0 0 0 0（0%）

国际合作 0 24 0 24（8.79%）

科技项目 1 39 3 43（15.75%）

示范企业 0 114 5 119（43.59%）

应用推广 0 0 82 82（30.04%）

小计 1 181 91 273
比例 /% 0.54 13.08 42.13 100

环境型

目标规划 23 385 33 441（58.64%）

752（42.15%）

法规管制 0 37 0 37（4.92%）

金融支持 2 240 10 252（33.51%）

税收优惠 0 12 0 12（1.60%）

知识产权 1 9 0 10（1.33%）

小计 26 683 43 752
比例 /% 14.13 49.35 19.91 100
总计 184 1 384 216 1 784

1 784（100%）
比例 /% 10.31 77.58 12.11 100

注：“技术研发 /次”“产业发展 /次”“商业应用 /次”是指政策工具在该阶段的使用次数；“小计”是指在该政策工具中，不同阶段政策

工具的使用次数总和；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该政策类别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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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因此 2019 年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

工具使用次数仍然高于需求型。经过几年的努力

与发展，硬科技为西安市现代产业发展提供了硬

支撑。2020 年西安市出台了多个规划、行动计划

等，明确提出了未来几年硬科技产业在金融、对

外合作与产业规模等方面的规划与目标。为完成

规划的目标，2020 年、2021 年仍然坚持为硬科

技产业发展提供更多支持与创造良好的环境的策

略，供给型政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次数

仍高于需求型政策工具。

3.2 X维度：政策工具分析结果

根据表 2 的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维度统计

数据分析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分布状况。从政

策工具视角来看，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占比

42.54%；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次之，为 42.15%；

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少，为 15.30%。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主要通过科技基础

建设类与关键技术类对硬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行推

进，分别占供给型政策工具的 43.74%与 23.85%。

其中，科技基础建设类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为

硬科技产业发展提供科研平台、建立特色产业集

聚区等。关键技术类政策工具主要表现在研发或

发展硬科技相关核心技术以促进产业、项目的推

进。在硬科技发展初期，足够的技术基础以及平

台的支撑对加快产业应用来说至关重要。相比之

下，政府在人力支持类（9.62%）和资金投入类

（3.56%）覆盖较少。人力支持类覆盖率较低的一

个重要原因可能是陕西省的人才政策多以人才引

进和人才补贴为主，对于人才培养、相关产业学

科设置及完善等方面关注较少，导致人力支持方

面难以取得较大突破。而资金投入类覆盖率较低

的原因则在于陕西省硬科技产包含 8 个产业，其

涉及的行业与领域众多，所需资金可能远超陕西

省政府财政可支持的额度，在鼓励和吸引社会多

元主体投资参与方面缺乏具体、完善的举措。

环境型政策工具尤以目标规划类为主，占环

境型政策工具的 58.64%。在政策具体条款中，目

标规划类政策工具具体表现为对产业发展的目标

设定，做出整体性布局和引导。在对政策内容分

析过程中，可以看到几乎各项政策都包含了有关

于硬科技技术发展规划、产业的区域性布局以及

对产值收入目标、建设性目标设定等相关政策的

制定，相较于其他子政策工具面，目标规划类的

频次也处于压倒性的位置，这反映了陕西省政府

对硬科技产业发展以及对西安市打造“硬科技之

都”的重视。此外，金融支持占环境型政策工具

的 33.51%，其具体表现在政府为优化硬科技发展

环境而引进和培育优秀人才以及龙头企业等，以

直接或间接方式给予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如设

定的相关人才落户补贴、奖励补贴、企业贷款、

鼓励风险投资等。法规管制、税收优惠、知识产

权类的政策工具分别占环境型政策工具的 4.92%、

1.60%、1.33%，说明现有政策较为缺乏通过向硬

科技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向硬科技技术提供知识

图 5 2016—2021 年政策工具使用数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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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等市场化手段的激励措施。环境型政策

工具的分布，说明政府对硬科技产业的发展尚处

于规划与引导阶段。

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偏少，目前政府主要

通过采取示范企业与应用推广等政策工具拉动硬

科技产业发展，分别占比 43.59%与 30.04%。示

范企业类政策主要体现在培育、引进创新型标杆

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激发市场需求从而推动产

业发展，其比重偏高反映出政府对企业发展在产

业发展中影响的重视，应用推广环节的比重表现

出政策侧重于动员政府、企业等社会力量，通过

持续地研发与推广硬科技技术及产品的应用，促

进硬科技产业的发展。其次是国际合作类（占比

8.79%）与科技项目类（占比 15.75%），占比均

较小，且贸易管制类占比为 0。相较于应用推广

与示范企业类政策的较大占比，国际合作类政策

的偏低且贸易管制类政策工具的缺失，表明现阶

段的政策分布未能充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发

力，也未能从战略层面对硬科技产业给予全面引

导。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硬科技产业政策

制定的重点仍然是根据产业情况与发展背景不断

完善其内部结构。

3.3 Y维度：创新价值链分析结果

表 2 中的数据结果表明，硬科技政策条款

对创新价值链的 3 个环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干预。其中，“产业发展”环节政策工具使用次

数占比重高达 77.58%，远超另外两个环节的占

比；“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环节分别仅占

10.31%、12.11%。

通过对创新价值链环节的横向比较分析，发

现绝大多数的政策工具集中体现在创新价值链的

产业发展阶段，这反映出硬科技作为新兴产业，

其发展尚未完全成熟。目前，陕西省政府颁布政

策重点是促进产业发展，分析其原因在于：结合

硬科技产业发展现状，部分较好的技术已被挑

选、培育并着手发展，部分产品已在市场上进行

销售，但商业化程度不高，且尚未形成较大的市

场占有率。为解决上述情况，陕西省政府积极采

取措施推动产业发展。然而，当前陕西省硬科技

产业政策对创新价值链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阶

段关注较少。其中，“技术研发”环节政策工具

使用次数占比较少的原因：一是陕西省硬科技产

业已与众多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共同在硬科

技及其跨界领域攻克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筛选出

了部分较好的技术，并将其发展、应用，因此政

府未在这一阶段给予太多关注；二是对于技术的

研发和突破，前期投入较多又无法在短期内带来

收益，使得政府在推进这一环节时无法一次到

位，需要分阶段、按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商业应用”环节政策工具使用次数占比较少的

原因是：目前硬科技产业的部分技术和产品的推

广具有一定滞后性，许多前沿技术与应用尚未达

到大规模商业化普及的阶段，因此陕西省出台的

政策重点在于加快各项技术与应用发展，使其尽

快达到商业化程度。

3.4 X-Y维度交叉融合分析结果

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交叉效应主要体现在

创新价值链每一阶段的纵向比较，其政策工具分

布情况与横向比较呈现出不同的景象。

（1）面向硬科技产业技术研发环节的政策

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占比 85.33%，由关键

技术类（150 条）、科技基础建设类（6 条）和信

息支持类（1 条）政策工具组成，共 157 条。这

3 类政策工具多以政府支持各项硬科技产业相关

关键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发展等为主，为其提供

科研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等，反映出陕西省对抢

占硬科技新技术创新高地的高度重视。环境型政

策工具（10.31%）占比次之，其中主要以目标

规划类（23 条）为主，其主要内容为对需重点

发展的技术做出整体性规划和布局，引导相关机

构对其进行研发和培育；其他政策工具数量较少

甚至没有，体现出陕西省政府在该环节仅对技术

的挑选、研发、培育方面有足够的重视，未从金

融、法规管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予以全方位

干预，无法为技术研发与培育提供较为全面地支

持。需求型政策工具（0.54%）占比最少，仅有

科技项目类政策工具 1 条，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

需求型的政策工具不适用于技术研发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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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发展阶段的政策多以环境型政策工

具（49.35%）与供给型政策工具（37.57%）为

主。这些政策多以政府对硬科技的产业发展做出

科技基础建设、目标规划与部署和金融支持等推

动硬科技向产业化发展的引导性措施为主，为硬

科技产业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需求型政策工具

（13.08%）占比较少，其中多以示范企业类为主

（114 条），而可以拉动需求、激发相关主体积极

性的政府采购类、国际合作类和贸易管制类政策

工具较少甚至没有，在产业发展阶段此类政策的

缺失意味着陕西省政府未从各方面共同作用以刺

激需求，也未为陕西省硬科技产业走出国门提供

足够的战略指导。

（3）商业应用阶段的政策主要以供给型政策

工具（37.96%）和需求型政策（42.13%）工具

为主，主要为通过升级硬科技相关关键技术和将

该技术发展应用至各个领域，对硬科技商业化做

出引导。同时，科技基础建设与目标规划政策工

具也有所涉及，表明政府为硬科技商业化普及提

供有利发展环境的努力。而该阶段环境政策工具

（19.91%）占比较小，仅有目标规划类（33 条）

和金融支持类（10 条）组成，主要内容包括规划

硬科技商业化发展目标与路径，并为陕西省硬科

技企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扶持其做大做强等，

但在法规管制类、税收优惠类和知识产权类均为

0，难以为陕西省硬科技产业商业应用阶段提供

全面有力的制度环境保障。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看，硬科技产业政策主要

分布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与环境型政策工具，且所

占比重近乎相同，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较少。总

体来说，3 类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分布并不均衡。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对人力资源、资金等方面

的投入远低于对技术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多以政府对硬科技产业发

展给予财务补贴以及做出目标规划与部署等引导

性措施为主，但同属于财务类支持的税收优惠政

策相对较少，这也反映出从政府层面对硬科技产

业资金合理规划工作尚需调整。虽然“目标规

划”和“法规管制”为硬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具

体措施，但其实施效果仍需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

实施细则来保障。需求型政策工具在现阶段政府

出台的硬科技相关政策中较为缺乏，分析其主要

原因是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未被合理使用，

导致其子政策工具分布也极为不平衡，这种不平

衡可能直接影响创新成果的转化，需求型政策工

具主要通过刺激市场需求拉动产业创新活动，随

着硬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为完成其“开

拓市场潜力”的首要目标，在后续的政策制定中

需将需求型政策的指导更加具体化。

从创新价值链维度来看，首先硬科技创新价

值链的不同环节中政策工具使用的侧重点不同。

陕西省政府在产业发展阶段运用的政策工具远比

在技术研发阶段和商业应用阶段运用得多，而这

种不均衡的政策分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政策“过

溢”现象，造成资源浪费。政策工具在技术研发

阶段和商业应用阶段使用频数较少会导致硬科技

产业关键技术研发效率不高、相关产品商业化进

程较缓，对于培养专业人才和扩大硬科技产业产

品市场占有率等方面投入有限。同时，需求型和

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创新价值链 3 个阶段的低使用

比例会影响硬科技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扩大、不利

于开拓市场潜力等情况。其次 3 个环节连接不紧

密，可能会出现各个阶段相互脱节的情况。关键

技术研发与应用是以研发人员和高校科研机构参

加为主，而产业发展与商业应用阶段是以硬科及

相关企业参与为主，使得产学研各主体人员之间

形成断层。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以陕西省硬科

技产业为对象，从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二维角

度，运用文本内容分析法系统分析了陕西省硬科

技产业政策主题分布特征，为调整、优化陕西省

硬科技产业发展政策结构提供了决策依据。但陕

西省硬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匹配度如何，本文尚未

涉及。未来还可以分别从政策工具角度与政策工

具和创新价值链二维角度，通过量化政策工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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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价值链，深入分析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供

需适配度与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的匹配度，为

陕西省硬科技产业政策的矫正提供科学依据。

4.2 政策建议

首先，调整政策工具运用，统筹优化内部结

构。结合陕西目前所处的硬科技产业发展阶段，

后续的政策制定要注重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要注重国际合作以汲取国

外先进的经验和理论，进而促进陕西乃至我国硬

科技产业良好发展。需求型政策工具在“贸易管

制”方面的缺失以及“政府采购”方面严重不足

也会使政策引导以及降低市场风险的作用无法得

到充分发挥。在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引导和规范

硬科技相关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建立完善的标准

与法规管制等关乎硬科技发展的监管、评估体系

方面，陕西省政府要及时调整与硬科技密切相关

的产业发展的相应措施，加大政策实施力度以及

提升政策可执行性。若要引导硬科技产业良性有

序发展，则较为健全的相应标准及管理制度会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 , 政府

应合理分配人力资源与资金投入，促使企业自发

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以便加速

推动硬科技产业发展进程。同时鼓励技术与产业

间的信息流通，建立信息网络也对硬科技产业发

展至关重要。因此，在后续硬科技产业的不断发

展与成熟过程中，陕西省政府应根据政策目标和

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阶段，综合运用不同类型的政

策工具，优化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内部组合，维

持政策工具的合理应用。

其次，注重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的搭配。

本文所关注的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之间的联

系，为之后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面临创新价

值链环节对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参考建议。通

过数据分析结果可知，政策工具作用于产业发展

阶段的频数远高于作用于技术研发、商业应用阶

段的频数，这样的分布情况可能会导致技术研发

机构和产业应用市场相互脱节的现象，会影响产

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同时也导致产业政策实施

效果不佳。因此，政策的制定应与政策工具的应

用和创新价值链的发展阶段相结合，将各阶段所

处环节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涉及的政策工具面

作为推进陕西省硬科技产业发展的切入点，以此

来制定更全面的产业政策。在未来对陕西省硬科

技的政策制定计划时，应着重加强在技术研发及

商业化阶段的政策服务，加强对创新价值链中人

力支持、资金投入、税收优惠等环节的重视，综

合衡量政策的整体布局和产业价值链所有环节，

促使各研究项目在良好的产业生态中加快启动速

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

最后，综合协调政策工具的可操作性。要

加强对硬科技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管与调控，避免

出现政策工具未能按计划落实、不断出台补充政

策、政策“过溢”的情况。要加强硬科技组织领

导，健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同时，还要从多

维度视角判断一项政策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可行

性，从而为硬科技产业生态提供强有力的环境支

持，增强陕西省科技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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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完整积累和规范管理科研活动形成的科技信

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科技报告管理实践，要在强化科研人

员提交意识、提升撰写水平，创新科技信息机

构服务方式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各项制度的贯

彻执行，深化落实科研管理部门和科研单位监管

审查科技信息的职责。同时，加强包括保密管理

部门在内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促进科技信

息资源的安全管理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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