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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创新资源整合、体制机制创新、“五位一体”功能实现、财政资金管理四个

维度构建了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逼近理想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建立了区域产业技术研

究院运行绩效评价模型。以四川省首批10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和专家评价数据对所构建的

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确定方法的有效性与可靠性进行了验证，为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与管理提供了理

论方法与操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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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from four dimensions 

which are innovation resources integr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Five-in-One"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and financial fund management, then determines the index weights through TOPSIS method, 

finally, establishes oper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l.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this paper takes the first 10 provincial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s in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verify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determination metho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and expert evaluatio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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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全力建设以市场为

主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全方位结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整合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政府等多方科技资源，创新运行管理机

制，以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为基础，以市场化为

导向，以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创新企业孵化、公共技术服务、专业人

才培养“五位一体”为功能定位，以推动科技成

果产业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目标，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区域创

新体系的重要一环，是产学研深度合作的新型模

式，是当前加强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有利

于发挥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各主体的整合技术

优势，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

纵观国内外，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德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学会、日本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院等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大大促进

了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我国以江苏产业技术

研究院、上海紫竹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为代表的产

业技术研究院也呈迅猛发展之势，创新成效突

出。随着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科

学地评价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提高产业技

术研究院创新效率显得十分紧迫而重要。

构建科学合理的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对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进行客

观、全面的评价，能够有效分析各家研究院的发

展现状，为科技管理部门以及产业技术研究院涉

及的相关企业、研究院所等主体决策提供参考依

据，进一步明确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方向，同时

有助于各参与主体优化后续资源的投入。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

还不深入和广泛。通过中国知网，对关键词“产

业技术研究院”进行检索可知，截至 2016 年 6
月，国内关于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研究文献只有 84

篇。其中大部分的文献是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作

用意义、建设模式、运行机制等进行研究，而对

产业技术研究院绩效评价的研究文献较少。

在已有的理论研究方面，Plewa（2007）[1]

分别从网络能力、技术管理、创新效率 3 个方

面构建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评价体系；Cyert
（1997）[2]、Santoro（2001）[3]研究认为可以通

过“投入—产出”模型评价产业技术研究院运

行绩效；Irwin（2005）[4]通过实际案例研究认

为合作创新能够有效提升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投

入产出比；Chakravarthy（2012）[5]研究认为产

业技术研究院的运行机制对于提升其运行绩效

具有重要作用；赵华影（2013）[6]分别从科技投

入、科技产出、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创新效

益 5 个维度构建了产业技术研究院绩效评价指标

体系，并采用合成评价法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

王守义（2014）[7]从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环境、投

入、运行、成果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产

业竞争力 7 个方面构建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

价模型；于树江（2014）[8]运用德尔菲法、访谈

法、频度分析法等构建了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方法确定指标权

重，采用合成评价法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王守

义（2015）[9]分别从行为态度、运行过程、结果

效益 3 个视角构建了中等城市产业技术研究院运

行绩效评价体系，并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确定了

指标权重；蒋海玲（2016）[10]分析比较了德国、

美国、日本、韩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绩效评价体

系，并从载体建设、科技产出、社会服务等 14
个方面构建了我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绩效评价体

系。在实践方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德国弗朗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学会、荷兰应用技术

研究院、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韩国工业

技术研究院、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建

立了完善的运行绩效评价评估机制，为准确评

价机构发展状况，进一步制定创新发展政策提

供重要依据。

总体来看，产业技术研究院绩效评价方面的

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针对特定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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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仍然比较少，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区域产

业技术研究院，通过研究运行绩效评价体系，为

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为产

业技术研究院发展理论的研究提供参考。

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2.1 基本思路

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新常态、新形势下，

遵循市场与创新规律，着力打造一批产业共性技

术研发基地，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形成一

批技术标准，转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搭建一批

资源整合、开放共享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促进

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为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建立区

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重点

围绕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定位，坚持“反

映发展现状、考评运行绩效、推动持续发展”的

原则，突出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性行，全面集中评价产

业技术研究院整合创新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实

现“五位一体”功能等方面的运行情况，为产业

技术研究院未来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2.2 指标的确定

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区域优质创新资源的

集聚平台、产业技术的集成平台、科技成果的转

化平台、创新企业的孵化平台、技术服务的共享

平台、创新人才的培育平台、制度创新的运行平

台。根据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功能目标定位和

绩效评价基本思路，分别从创新资源整合、体制

机制创新、“五位一体”功能实现、财政资金管

理 4 个维度构建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了实

现对区域各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结果进

行比较，本指标体系的设计未考虑具体行业领域

特征，只针对各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共性特征

进行评价。

（1）创新资源整合

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政产学研资用多主体合作

组建的创新型研发机构，需要在整合各方创新资

源和创新要素的基础上开展协同创新，因此，有

必要根据产业技术研究院整合产学研优势资源情

况，研究制订合理的考核指标，对产业技术研究

院机构及技术资源整合程度、设备资源整合程

度、资金整合程度、人才资源整合程度等进行量

化考核评价。

（2）体制机制创新

产业技术研究院与传统科研院所的本质区

别在于产业技术研究院要突破旧体制机制障碍，

遵循市场与创新规律，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因

此，需要根据产业技术研究院体制机制创新这

一根本任务，研究制订合理的考核指标，对产

业技术研究院体制创新程度、机制创新程度等

进行量化考核。

（3）“五位一体”功能实现

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重点围绕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广泛开展

产业或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引领产业发展的前

沿技术研发，提出解决方案，制定技术发展路线

图并推动实施；组织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加速产业化，促进新兴产业形成，提升行业

整体技术水平，培养行业领军人才等。因此，需

要根据产业技术研究院功能定位，对产业技术研

究院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创新

企业孵化、公共技术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等“五

位一体”功能实现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4）财政资金管理

政府财政科技经费主要是发挥社会公益作

用，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引导社会多

方金融资源参与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因此，为

充分发挥财政科技经费的作用，有必要根据财政

科技经费预算与使用情况，制订可量化考核的指

标，对产业技术研究院财政资金的管理、预算、

使用等管理情况进行评价。

根据上述分析，进一步将创新资源整合、体

制机制创新、“五位一体”功能实现、财政资金

管理 4 个一级指标进行细分为 14 个二级指标、

38 个三级指标，得到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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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模型

3.1 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是进行区域产业技

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的前提。由于产业技术研

究院运行绩效评价的各项指标是根据产业技术研

究院的功能定位，从各个视角来反映各产业技术

研究院运行的各个方面，各指标的度量形式和度

表 1 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区域产业

技术研究

院运行绩

效评价指

标体系P

创新资源整合A1

机构及技术资源整合程度B1

优势单位整合程度C1

技术资源整合程度C2

设备资源整合程度B2

科研用房面积C3

科研设备资产总额C4

资金整合程度B3

依托单位投资额C5

共建单位投资额C6

各级财政资金额C7

其他投入资金额C8

人才资源整合程度B4

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C9

专业技术人员比例C10

高层次创新人才C11

高学历创新人才C12

高职称创新人才C13

体制机制创新A2

体制创新程度B5

产研院管理体制创新程度C14

产业技术创新组织优化程度C15

机制创新程度B6

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创新程度C16

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程度C17

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创新程度C18

五位一体功能实现A3

共性、关键技术研发B7

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数量C19

突破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项数C20

授权发明专利数C21

高水平论文数C22

获得科技奖励数C23

行业技术标准数C24

科技成果转化B8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数C25

新产品开发数C26

登记技术成果数C27

重大技术交易合同数C28

技术交易额C29

创新企业孵化B9 联系、孵化、培育创新型企业数C30

公共技术服务B10

“四技服务”项数C31

技术服务对象企业数C32

提供科技金融服务金额C33

专业人才培养B11

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数量C34

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情况C35

财政资金管理A4

财政资金管理B12 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完备性C36

财政资金预算B13 财政资金预算科学性C37

财政资金使用B14 财政资金使用合理性C38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48卷第5期  2016年9月

─ 10 ─

量单位都不一致，无法直接进行综合评价，因而

需要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不同类型

的指标具有线性合成的基础条件。本文采用极值

处理法进行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指标的

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本文中的评价指标均为正向

指标，故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11]：

( )
( ) ( )

*
ij

* *

min

max min
ij j

j j

C C
X

C C

−
=

−

 ( )1,2, , ; 1, 2, ,i m j n= … = …

在式中， ijC 表示第 i个产业技术研究院第 j个指

标的原始数据， ijX 表示第 i个产业技术研究院

第 j个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 ( )*min jC
表示所有产业技术研究院第 j个指标的最小值，

( )*max jC 表示所有产业技术研究院第 j个指标的

最大值，m表示待评价的产业技术研究院总数，

n表示指标总数，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指标值

[ ]01ijX ∈ , 。

3.2 指标的权重

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分配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区

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的最终结果，因

而需要科学合理的分配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采

用客观赋权法中的逼近理想点法来确定评价指标

的权重。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11]：

设 理 想 系 统 的 评 价 指 标 集 为

( )* * * *
1 2 n, , ,S X X X= … ，第 i个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绩

效评价指标集为 ( )1 2, , ,i i i inS XX X= … ，Si和S*间

的加权欧式距离平方和为：

( ) ( )2 22 *
i

1 1

n n
*

j ij j j ij j
j j

h w X X w X X
= =

 = − = − ∑ ∑
在式中， ijX 表示第 i个产业技术研究院第 j个指

标的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 *
jX 表示第 j个指标的

理想值， jw 表示第 j个指标的权重， ih 表示第 i个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评价指标集与理想系统的评价

指标集间的加权欧式距离平方和。

所有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评价指标与理想系统

的评价指标集间的加权欧式距离平方和汇总为：

( )22 *

1 1 1

m m n

i j ij j
i i j

H h w X X
= = =

= = −∑ ∑∑
那么，最优权重 ( )1,2, ,jw j n= … 应为使H取

最小值时的权重，即：

                  

( )22 *

1 1

1

min

1

0

m n

j ij j
i j

n

j
j

j

H w X X

w

w

= =

=





= −

=







>

∑∑

∑

求最优解得到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

指标的权重为：

( )

( )

2*
1

21 *
1

1

1

m
ij ji

j n

mj
ij ji

X X
w

X X

=

=

=

−
=

−

∑
∑

∑
3.3 综合评价模型

根据各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及各指标权

重值，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得到区域产业技术

研究院运行绩效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1

n

i j ij
j

P w X
=

=∑
在式中， iP 表示第 i个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运行绩

效综合评价指数， jw 表示第 j个指标的权重， ijX
表示第 i个产业技术研究院第 j个指标的无量纲化

处理后的值。

4 案例研究 

现将设计的指标体系用于对四川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运行绩效的评价。2013 年，四川省在充

分调研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以龙头

企业为主体，整合相关骨干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首批组建了泡菜、饲料、轨道交通、生物医

药、生猪、环保装备、油气、钒钛、数字家庭、

煤炭等 10 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据 2014 年不

完全统计，这些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已实施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项目 49 项，成果转化项目 29
项，申请专利 127 项，建立、完善行业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 10 个，培训专业人才近千人次。

评价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与专家评

价两个方面。其中，“创新资源整合”、“‘五位一

体’功能实现”两类指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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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填报的 2015 年问卷调查

数据；“体制机制创新”、“财政资金管理”两类指

标数据分别来源于科技管理与创新管理类专家、

财务管理类专家根据李克特量表法对 10 家省级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专家评价数据。

根据上述提出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对各产

业技术研究院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

后根据各产业技术研究院经无量纲化处理后的

数据，运用逼近理想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如

表 2 所示。

根据各产业技术研究院经无量纲化处理的指

标数据与各指标权重，运用上述区域产业技术研

究院运行绩效综合评价模型，经计算整理得到四

川省各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指数，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以看出：（1）四川省各省级产业

表 2 评价指标的权重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优势单位整合程度C1 0.0215 突破行业共性、关键技术项数C20 0.0425

技术资源整合程度C2 0.0298 授权发明专利数C21 0.0161

科研用房面积C3 0.0138 高水平论文数C22 0.0137

科研设备资产总额C4 0.0164 获得科技奖励数C23 0.0149

依托单位投资额C5 0.0203 行业技术标准数C24 0.0141

共建单位投资额C6 0.0191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数C25 0.0189

各级财政资金额C7 0.0112 新产品开发数C26 0.0308

其他投入资金额C8 0.0093 登记技术成果数C27 0.0207

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C9 0.0124 重大技术交易合同数C28 0.0315

专业技术人员比例C10 0.0158 技术交易额C29 0.0321

高层次创新人才C11 0.0142 联系、孵化、培育创新型企业数C30 0.0768

高学历创新人才C12 0.0081 “四技服务”项数C31 0.0535

高职称创新人才C13 0.0092 技术服务对象企业数C32 0.0318

产研院管理体制创新程度C14 0.0428 提供科技金融服务金额C33 0.0209

产业技术创新组织优化程度C15 0.0529 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数量C34 0.0487

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创新程度C16 0.0227 国际国内交流合作情况C35 0.0301

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程度C17 0.0493 财政资金管理制度完备性C36 0.0276

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创新程度C18 0.0251 财政资金预算科学性C37 0.0289

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数量C19 0.0197 财政资金使用合理性C38 0.0328

表 3 四川省 10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结果

产业技术研究院 综合评价指数

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术研究院 0.8696

四川高新轨道交通产业技术研究院 0.8612

四川科创饲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0.8533

四川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 0.7410

四川科领生猪产业技术研究院 0.7299

四川联合环保装备产业技术研究院 0.7152

四川宏石油气产业技术研究院 0.6989

四川科建煤炭产业技术研究院 0.6932

四川钒钛产业技术研究院 0.6145

四川数字家庭产业技术研究院 0.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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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总体较好，评价综合指数均

在 0.6 以上，其中，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术

研究院（0.8696）、四川高新轨道交通产业技术研

究院（0.8612）、四川科创饲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0.8533）的运行绩效较好，四川钒钛产业技术研

究院（0.6145）、四川数字家庭产业技术研究院

（0.6030）的运行绩效相对较差；（2）四川省各省

级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总体差异较小，介于

0.6030 至 0.8696 之间，与理想状态 1.00 还存在

一定距离。

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地反映了四川省首

批 10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运行绩效，符合各产

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实际情况。正如所调研

的结果，产业技术研究院在四川省还处于建设阶

段，发展时间还比较短，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

成效，但创新资源还需要进一步整合，体制机制

建设还不够健全，“五位一体”功能还需要进一

步完善，因而与理想状态还存在差距。

5 结论

（1）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关于产业技术研究院

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

效为研究视角，分别从创新资源整合、体制机制

创新、“五位一体”功能实现、财政资金管理四

个维度构建了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指标

体系，采用逼近理想点法对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

行分析处理，得到各指标的量化权重，并以此构

建了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绩效评价模型。

（2）构建的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主要针对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性质特

征，并结合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定位，设计

了 4 项一级指标、14 项二级指标、38 项三级指

标， 用于对四川省首批 10 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

院运行绩效的评价表明，这些研究院的运行绩效

总体较好，差异较小，综合指数介于 0.6030 至

0.8696 之间。虽然与理想状态 1.00 还存在一定

距离，但验证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可靠性、可

操作性与数据可得性，指标体系的设计是科学合

理的。

（3）评价指标只考虑了区域产业技术研究

院的共性特征，未能完全反映区域产业技术研

究院的行业特征，因而，运行绩效评价结果总

体差异较小，这是本文的一个局限，有待今后

深入研究。同时，随着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不断

发展，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运行绩效评价指标

也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新的评价方法也需要进

一步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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