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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协同治理能力主要衡量工业企业作为治理

主体，对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推动能力。本文将其分为

协同创新活动强度和协同创新经费支持2个方面。其中，

协同创新活动强度包括开展创新活动企业占比重、规上

工业企业R&D项目数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3个指标；协同创新经费支持包括政

府资金对规模工业企业的R&D经费支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对研究机构的经费支出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高校

的经费支出3个指标。

科技创新服务治理能力反映的是科技创新对于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环境改善和社会生活信息化提高3个方面

的作用。其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用劳动生产率和产业

结构高级化2个指标解释；环境改善用综合能耗产出率和

GDP水资源利用率2个指标解释；社会生活信息化则用宽

带接入端口、互联网上网人数2个指标解释。

思考与展望

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政府治理能力指标体

系。虽然该指标体系结构较为合理，各指标数据具有可

得性，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仍

可进一步优化。

一 是 指 标 选 取 不 仅 应 从 理 论 层 面 考 虑 ， 还 应 考 虑

数据可得性。部分学者在构建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指标体

系时，仅从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构建相对完善的指标

体系，但忽略了部分指标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得的问题，

故 其 构 建 的 指 标 体 系 并 不 能 进 行 实 际 的 测 度 与 评 价 研

究。因此在后续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指标体系研究中，

应尽量在满足数据可得的条件下，构建相对完善的指标

体系，进而为之后的测度与评价研究打下坚实的数据基

础。

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选取较为适合的评价方法。

随着多学科的融合，评价方法日趋多样，在评价方法的

选择方面，应结合实际需求，使评价结果更加符合实际

情况。因此可以从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的角度出

发，选取合适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组合评价，从而使

评价结果更为合理；也可以从政策角度，利用文本挖掘

来确定各指标权重，进而确定最优权重，使评价结果更

具有现实意义。

三是扩展数据源，使数据结构更加丰富。传统的统

计测度与评价研究一般都是基于结构化数据建立指标体

系进行研究，数据来源较为单一，不能对现有问题进行

充分研究。因此，后续研究可以拓展数据来源，对统计

数据、文本数据等多源、异构的数据进行融合分析，既

可以扩展多源异构数据的应用领域，又可以将科技创新

治理能力研究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转为多源数据的定量研

究。

四是因地制宜，根据地区发展情况对指标体系进行

适当调整。不同地区在制定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指标体系

时，可以结合自身发展特色，在总体框架的基础上，对

指标体系进行适当调整，构建具有地区特色的科技创新

治理能力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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