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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机制体

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立产学研深入融合的创新体

系 ， 健 全 科 技 伦 理 治 理 体 系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再次从战略层面强调了科技创

新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陕西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显

著增强，秦创原平台建设逐步推进。然而，随着陕西科

技的发展，一些隐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基础学科研究

短板突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一般，科技评价体系

不够完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较弱，高产出低转

化的创新悖论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本文旨在以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陕西科技

创新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提高陕西社会生产力、

推进陕西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文献综述

（一）科技创新治理能力

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是指科技创新治理主体在开展治

理活动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力。朱本用（2020）认为创新

治理能力是指各个治理主体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等方

式进行互动，从而解决当前科技创新领域难题的能力。[1]

钟成林（2019）将创新治理能力划分为宏观、中观、微

观三个层面，并将其定义为治理主体对创新环境、创新

机构和创新人员等要素进行管理协调的能力。[2]

（二）科技创新治理的测度与评价研究

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治理的统计研究并不多，主要

集中于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测度评价。张国

卿和陈秋声（2021）利用极差熵权法测度了2008-2018年

我国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水平，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治

理模式、治理机制体制都有完善的空间。[3]钟成林和陈运

平等（2019）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了科技

创新治理能力对治理绩效的影响。[2]陈套等（2018）利用

动态VIKOR法测算了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并使

用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创新治理能力和创新驱动发展的

陕西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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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秦创原平台建设逐步推进。但目

前陕西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水平一般，科技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应进一步优化政府治理能

力指标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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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实际

情况出发，选取较为适合的评价方法；三是扩展数据源，使数据结构更加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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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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