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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视角下大学科技园区创新绩效评价研究

潘立军等卢明纯 刘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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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的视角对大学科技园区创新绩效进行评价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科技园

区创新体系、区域及国家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理念，对大学科技园区创新绩

效含义重新进行定义，将其创新绩效分解为经济绩效、孵化绩效、科技成果绩效、网络绩效、环境友好绩效、资源节

约绩效6个层面，并对每个层面的绩效设计了可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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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University Sci – tech Parks 
Based on Two Types Perspective
Pan Lijun, Lu Mingchun, Liu Ximei
(School of Management,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Abstract: University Sci–tech Park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hich is in the light of the resource-
conser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perspective, is beneficial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system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Two type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generalizes the meaning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pos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includes six aspects, such 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atch perform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performance, network performanc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erformance, resource saving performance. Measurable indicator system is also present in 
our paper.
Keywords: two types perspective, University Sci–tech Park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1 引言

随着我国提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以下

简称“两型”）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建立“低消

耗、低排放、高循环、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

方式已成为各级决策机构的共识。大学科技园是

以科研型大学为依托、综合智力和社会资源、为科

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和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提供平台的机构，其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其技术

产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征，其具备两型

经济的先发优势。当前，我国大学科技园区的发展

已进入二次创业阶段。如何衡量科技园区的创新绩

效，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特别是结合“两型”社

会的发展目标，评价各类大学科技园区的创新绩效

水平，已成为各级政府决策机构必需关注的重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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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大学科技园区的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创新能力上，主要是对创新成功因素和区位条件

的评价上。文献 [1]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而对创新绩效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研究包括郑会

通过对大学科技园的分布特点、创新环境、内部机

制的研究，建立了包含高校依托情况、企业孵化情

况、创新管理环境、技术创新以及产出效益等5个

方面的指标体系，并对全国的大学科技园区的创新

绩效进行了评价 [2]。刘军等则根据高新区的创新过

程和特点，选取了高新区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并

运用C2R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9个国家级高新区的

创新绩效进行了评价 [3]。董秋玲、刘昱含、汪伟也

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 [4-6]。已有的研究均是从影

响创新的因素角度展开，而对创新活动对环境造成

影响，对不可再生资源消耗关注不足。我们认为，

在两型经济背景下，创新绩效评价应融入两型理

念，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两型大学科技园区的建设。

2 创新绩效的含义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绩效包含成绩和效益

的意思。在经济管理活动方面，绩效是指社会经济

管理活动的结果和成效。如何理解创新绩效呢？

Bianca Potl与Roberto Basile认为，从国家层面、区

域层面讲就是地区的发展与增长，从微观领域讲就

为产出的增加，如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可由专利数

量、创新产品数量和创新产品销售比例来体现 [7]。

而如何评价创新绩效呢？部分学者强调投入产出效

率，认为效率高就是绩效好，如Hansloo等强调人

均产出，人均附加值及边际收入 [8]。也有部分学者

从效果方面进行分析评价，将技术创新的产出视为

创新绩效 [9]，其表现在企业上就为给企业带来经济

效益，从而增加企业技术积累，提高企业竞争能

力，为企业带来无形的效益。

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背景下，大学科技

园区应将两型的原则、循环经济理念注入园区发展

理念中。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集群经济为

载体，以生态经济为特征，以产业两型化为抓手，

以两型化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在经济发展与科技创

新中注重资源节约，在园区生态上实现环境友好。

因此，大学科技园区创新绩效的含义不能仅指创新

的绝对效果与绝对产出，还应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

特点：一是大学科技园区创新绩效的应更突出不可

再生资源利用效率。如园区建设运营中土地、清洁

水、能源等利用效率。二是创新成果与效率的衡量

不能只注重经济方面，还应考虑园区运营、创新成

果本身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如大学科技园区的高新

技术产品，其销售利润是园区创新绩效评价的重要

指标，但该产品在园区生产、产品使用后的处理过

程均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如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重

金属污染、工业有机物污染、废水污染等。按照两

型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些环境的负面影响、

对资源的消耗应在科技园区的创新绩效评价中体

现。

3 创新绩效评价指标

依据上节对两型视角下科技园区创新绩效含义

的理解，按照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的指标体系

设计原则，结合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认为，

在两型视角下大学科技园区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应包括6个方面，即经济绩效、孵化绩效、科技成

果绩效、网络绩效、资源节约绩效、环境友好绩效

（图1）。
利用Delphi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设计与选择，选

取以下6个方面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测度。

（1）经济绩效

科技园区开展技术创新，目的就是获得良好的

经济效益，保持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具体

的指标有：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A1），反

映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实力；销售总收入（A2），反

映高新区建区以来达到的经济规模，从总体上反映

高新区的业绩；人均销售总收入（A3），用来衡量高

孵化绩效

经济绩效

环境友好
绩效

资源节约
绩效

网络绩效

科技成果
绩效

科技园区创新绩效

图1  创新绩效组成要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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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的经济效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

业总收入的比例（A4），用以评价企业创新性成果的

经济绩效；两型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高

新技术产品（服务）总收入比例（A5），用来评价园

区企业两型性的创新经济绩效。

（2）孵化绩效

高新园区通过孵化作用为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支持，进而降低创业者的风

险和成本，培养和扶持新成立的中小企业。它对形

成创新网络起到促进作用，是高新园区的培养创新

能力、创造价值的重要体现。其评价指标包括创业

中心在孵企业数（B1），反映创业中心的现状；创业

中心毕业企业销售总收入（B2），用来评价创业中心

的经济绩效，进而体现出高新区的创新效果；企业

孵化率（B3），是指一定时期内孵化毕业的企业数占

孵化的企业总数的百分比，表示科技园区孵化产出

的能力；孵化总收人（B4），表示科技园区在孵企业

和产品的成熟程度。

（3）科技成果绩效

科技园区是以智力密集为依托，以开发高技术

和开拓新产业为目标的综合性基地，以此推动科学

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发展科学技术是科

技园区建设的直接目的。其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技术

开发成果数（C1），体现高新区科技开发所取得的成

效；专利数量（C2）和每万人专利授权量（C3），是

评价知识创新成果的重要指标；产学研合作开发项

目数（C4），反映其研究开发现实能力的一个指标，

用科技园区正在承担的国家级和地方火炬计划项目

数来表示；自主创新产品率（C5），体现园区自主创

新能力的强弱，是衡量科技园区自主研究开发能力

绩效的重要指标；科技成果转化率（D1），体现科技

园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比例。

（4）网络绩效

网络绩效是指区域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知识

的扩散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所获得的效益（产出）。一

个区域中有许多不同的主体，区域的创新能力不是

这些单个主体创新能力的叠加，而是不同主体能力

的“整合”。不同主体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创新能力

的大小。主体之间的联系构成一张网络，这是区域

创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

区域创新能力就是“网络的能力”。因此，科技园区

的网络绩效体现了其对区域创新系统的贡献。园区

网络绩效可用如下指标评价：区外技术收入（D2），

指园区企业为园区外企业或事业单位提供技术服务

的收入，技术收入包括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技术

咨询与服务、技术入股、中试产品收入以及接受外

单位委托的科研收入等，是在总量上衡量科技园区

技术创新扩散能力的一个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科技园区对传统产业扩散与渗透的能力；高技术产

品出口额（D3），是比较直观衡量科技园区产品国际

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科技园区高技术产业

化的规模和水平；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销售收人的

比重（D4），反映科技园区技术创新扩散能力的质

量，反映科技园区的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水平。

（5）资源节约绩效

资源节约绩效主要突出科技园区在经济发展与

科技创新中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其主要评

价指标如下：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综

合能耗（E1），是指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种能源的消

耗量，如：煤、电、油、气等能源消耗，包括生产

取暖、降温用能；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

值新鲜水耗（E2）；单位园区用地高新技术产品（服

务）产值（E3），用地面积指园区规划建设范围内按

照土地规划作为园区生产用地并己投入生产的土地

面积。

（6）环境友好绩效

环境友好绩效主要是考虑园区运营过程、创新

成果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其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单

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F1），温室气体主要是指 ISO14064所编列的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

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等；单位高

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酸化物排放量（F2），酸

化物主要包括：二氧化硫、氨、氯化氢、氟化氢、

二氧化氮等；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重

金属排入量（F3），重金属包括砷、镉、铬、铜、

铅、汞、 镍、锌等；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

值工业有机污染物排放量（F4），工业有机污染物主

要是指按照《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中所列举的各类有机污染物；单位高新技术

产品（服务）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量（F5），废水即

包括园区内的工业废水也包括园区内的生活废水；

园区高新技术产品回收处置费用现值（F6），指高

新技术产品在使用中到达使得年限后，其处理费用

扣除产品残值的现值，如设某高新技术产品的平均

使用年限为n年，产品平均处理费用为P元，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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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科技园区绩效评价指标表

指标 计算方法 单位

经济

绩效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A1） 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增加值 万元

销售总收入（A2） 报告期内园区企业的销售总收入 万元

人均销售总收入（A3）
报告期内园区销售总收入/［（报告期期初园区总人数+报告期期末

园区总人数）/2］
万元/人

园区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园区企业

总收入的比例（A4）

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总收入/报告期内园区企业的总收

入×100%
%

两型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高新技

术产品（服务）总收入比例（A5）

报告期内属两型产业目录的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总收入/报告期

内园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总收入×100%
%

孵化

绩效

在孵企业数（B1） 报告期末仍在创业中心孵化的企业数量 个

毕业企业销售总收入（B2） 报告期内毕业企业的销售总收入 万元

企业孵化率（B3） 报告期内毕业企业数/［（期初企业数+期末企业数）/2］×100% %

孵化企业总收人（B4 ） 报告期内在孵企业的销售总收入 万元

科技

成果

绩效

技术开发成果数（C1） 报告期技术开发成果总数 项

专利数量（C2） 报告期内申请的专利总数 项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C3）
报告期内申请的专利总数/［（报告期期初园区总人数+报告期期末

园区总人数）/2］
项/千人

产学研合作开发项目数（C4） 报告期实施产学研合作开发项目总数 项

自主创新产品率（C5） 自主创新产品数/创新产品总数×100% %

科技成果转化率（C6）
报告期内已转化应用的科技成果总数/报告期内获得的科技成果总

数×100%
%

网络

绩效

区外技术收人（D1） 报告期内对园区外的技术服务总收入 万元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D2） 报告期内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 万元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销售收人的比重（D3） 报告期内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园区企业的销售总收入×100% %

资源

节约

绩效

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综合能耗

（E1）
园区能耗总量/园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增加值

吨标准煤/
万元

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新鲜水耗

（E2）
园区用新鲜水耗量/园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增加值 m3/万元

单位园区用地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值

（E3）
园区产值/园区用地面积 万元/km2

环境

友好

绩效

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F1）

报告期内温室气体排量/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以CO2作

为换算当量
吨/万元

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酸化物排

放量（F2）

报告期内酸化物排量/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以SO2作为换

算当量
吨/万元

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重金属排

入量（F3）
报告期内重金属排量/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 吨/万元

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工业有机

污染物排放量（F4）

报告期内工业有机污染物排量/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

加值
吨/万元

单位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工业废水

排放量（F5）
报告期内工业废水排量/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增加值 吨/万元

园区高新技术产品回收处置费用现值（F6） 见式（1）与式（2） 元

产品可回收利用的残值为K元，资金的时间价值为

i%，则第 i类产品单件回收处置费用的现值 fi为：

                    ( )/(1 %)f P K ii
n= - +  （1）

报告期内所有产品的回收处置费用现值G为：

                          ( )G f mi i

i

n

1

#=
=

/  
（2）

其中，m i表示第 i类产品报告期内销售数量， 
i = 1,2,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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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创新绩效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关于科技园区绩效包括经济绩效、孵化绩效、

科技成果绩效、网络绩效、资源节约绩效等5类。

每类的评价及各指标的计算方法见表1所示。

5 结论

两型社会的建设为科技园区创新效率的评价提

供了新的视角，但其实证研究远未完善。本文依据

两型的理念对科技园区创新绩效进行了新的诠释，

将资源节约绩效、环境友好绩效融入到大学科技园

区创新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中，进一步丰富了创新

绩效评价的研究视角。但需要指出的是，该领域的

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与方法仍需进一步

的整合，这将是我们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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