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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评价安徽省的创新能力,对于进一步明确创新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建立创新能

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部六省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安徽省创新能力综合水平在

中部六省中所处位置,分析安徽省创新能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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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２００４年３月中部崛起战略被时任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提出至今,已经过了整整１４个年头.中部六

省以此战略为引领,一直奋力赶超.不管是承接东部

地区产业转移,还是以科技创新为后盾激发经济社会

发展潜力,抑或是发挥一带一路承东启西作用,推动

全面开放.可以说,现如今的中部地区,已经成为中

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战略支撑[１].在２０１６年４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安徽期间提到,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

艾,我们要增强使命感,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

追、迎头赶上[２].
由此可见,综合评价安徽的创新能力,尤其在中

部六省中通过主成分分析进行综合比较,能够使我们

看清楚安徽创新能力的整体现状,对于今后进一步明

确创新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指标选择

指标选择需要遵循全面、客观、代表性、可比性、
可操作性的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在参考了一

系列关于创新能力的文献资料和中部六省份科技厅

网站相关创新能力、创新行动政务信息公开条目后,

按照主成分分析中指标选择需大于１０个的默认性原

则,我们确定以下指标作为主成分分析指标:X１:人
均生产总值(万元),X２:人均 R&D(元),X３:R&D
占 GDP总量的百分比(即 R&D 强度)(％),X４:地
方财政科技拨款(万元),X５:发明专利申请量(件),

X６:发明专利授权量(件),X７:技术合同成交额(万
元),X８:获 国 家 科 技 奖 (项),X９:国 家 高 新 区 数

(家),X１０:高新技术企业(家),X１１: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有R&D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X１２: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 (％),

X１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

比重(％),X１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见表１.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一)获取指标数据

鉴于当前中部六省份２０１７年相关数据仍然没有

完全公布,因此本文选择的是２０１６年中部六省份相

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份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７年安徽省科技统计公报、湖北省

２０１６科技统计数据手册、２０１６年湖南省科技资源数

据、河南省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年江西省高

新技术产业统计快报(第二至十期)等.原始数据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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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创
新
能
力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X１ 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

X２ 人均 R&D 元

X３ R&D占 GDP总量的百分比(即 R&D强度) ％

X４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万元

X５ 发明专利申请量 件

X６ 发明专利授权量 件

X７ 技术合同成交额 万元

X８ 获国家科技奖 项

X９ 国家高新区数 家

X１０ 高新技术企业 家

X１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 R&D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 ％

X１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 ％

X１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

X１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

表２　原始数据

省份 X１ X２ X３ X４ X５ X６ X７

安徽 ３９０９２ ７６６．９０ １．９７ ２５９．５ ９５９６３ １５２９２ ２１７．７４

湖北 ５４８８２ １０１９．６１ １．８６ １９０．１ ４３７８９ ８５１７ ９２７．７３

湖南 ４５９３１ ６８７．２５ １．５０ ７１．４ ２５５２４ ６９６７ １０５．６２

河南 ４２２４７ ４５８．０９ １．２３ ９６．１ ２８５８２ ６８１１ ５９．２４

山西 ３５１９９ ３６０．１７ １．０３ ３４．６ ８２０８ ２４１１ ４２．７４

江西 ４０１０６ ４５１．４３ １．１３ ８３．１ ８２０２ １９１４ ７９．０１

X８ X９ X１０ X１１ X１２ X１３ X１４

安徽 １３ ４ ３８６３ １９．４ １７．６ ０．８８ １７．４

湖北 ２９ ７ ５１３６ １８．３ ６．２ ０．９７ １４．６

湖南 １２ ６ ２２１２ ２１．９ １１．１ １．０ ２０．７

河南 １７ ７ １６６４ １１．３ ７．３ ０．５０ ７．７

山西 ５ ２ ９３６ ９．８ ８．６ ０．６８ ７．６

江西 １２ ７ １４５５ ２０．２ １０．２ ０．４９ ８．６

　　(二)数据标准化

为使各不同单位、不同层次的数据指标具有可比

性,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过后的数据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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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标准化后的数据

省份 Z１ Z２ Z３ Z４ Z５ Z６ Z７

安徽 －０．５６ ０．５８ １．３２ １．６２ １．８６ １．７１０ －０．０６

湖北 １．７５ １．５９ １．０４ ０．８０ ０．２７ ０．３１５ ２．０１

湖南 ０．４４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６０ －０．２９ －０．００３ －０．３９

河南 －０．１０ －０．６９ －０．５７ －０．３１ －０．２０ －０．０３６ －０．５２

山西 －１．１３ －１．０６ －１．０８ －１．０４ －０．８２ －０．９４１ －０．５７

江西 －０．４１ －０．７０ －０．８２ －０．４６ －０．８２ －１．０４４ －０．４７

Z８ Z９ Z１０ Z１１ Z１２ Z１３ Z１４

安徽 －０．２１ －０．７２ ０．８１ ０．５１ １．８３ ０．５５ ０．８３

湖北 １．７９ ０．７２ １．６０ ０．３０ －０．９８ ０．９４ ０．３３

湖南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２１ １．０１ ０．２３ １．０８ １．４１

河南 ０．２９ ０．７２ －０．５４ －１．１０ －０．７１ －１．１１ －０．９０

山西 －１．２１ －１．６９ －０．９９ －１．４０ －０．３９ －０．３２ －０．９２

江西 －０．３３ ０．７２ －０．６７ ０．６７ ０．０１ －１．１５ －０．７４

　　(三)求解特征值及特征向量

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提取若干主成分,得出各主

成分得分及主成分载荷.

表４　总方差分解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１ ８．００４ ５７．１６８ ５７．１６８ ８．００４ ５７．１６８ ５７．１６８ ４．６８５ ３３．４６７ ３３．４６７

２ ３．２５９ ２３．２７８ ８０．４４７ ３．２５９ ２３．２７８ ８０．４４７ ４．６３８ ３３．１２７ ６６．５９４

３ １．３８８ ９．９１３ ９０．３６０ １．３８８ ９．９１３ ９０．３６０ ２．９２２ ２０．８７２ ８７．４６６

４ １．０３６ ７．３９９ ９７．７５９ １．０３６ ７．３９９ ９７．７５９ １．４４１ １０．２９３ ９７．７５９

５ ０．３１４ ２．２４１ １００．０００

６ ２．２６６×１０－１６ １．６１９×１０－１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７ １．８３２×１０－１６ １．３０９×１０－１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８ ９．１２５×１０－１７ ６．５１８×１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９ ２．６４５×１０－１７ １．８９０×１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６．１５５×１０－１７ －４．３９６×１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 －１．０２９×１０－１６ －７．３５０×１０－１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７４５×１０－１６ －１．２４７×１０－１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 －２．７５５×１０－１６ －１．９６８×１０－１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４ －４．３５４×１０－１６ －３．１１０×１０－１５ １００．０００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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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总方差分解表可知,特征根λ１＝８．００４,λ２＝
３．２５９,λ３＝１．３８８,λ４＝１．０３６.前４个主成分的累积

方差贡献率达到了９７．７５９％,即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信

息,再由图１碎石图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前四

个因子的特征值很大,折线非常陡峭,从第五个因子

以后,折线趋于平缓,这也与表４总方差分解表反映

的情况一致.因此,综合看来,我们选择前４个主成

分,分别记作F１,F２,F３,F４.
由表５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到,各因子的典型代

表变量并不突出,因此我们对因子载荷矩阵作了旋转,
这样使得各个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可以对因子做出很

好的解释.经过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６.
图１　碎石图

表５　因子载荷矩阵

成分

１ ２ ３ ４

人均生产总值 ０．７０４ －０．６８５ ０．１４７ －０．０５７
人均 R&D ０．９７１ －０．１９８ ０．０３０ －０．１２３

R&D强度 ０．９７８ ０．１９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５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０．８５１ ０．２８８ －０．３５９ ０．２２４
发明专利申请量 ０．７６１ ０．５４７ －０．３０９ ０．１４１
发明专利授权量 ０．８００ ０．４８２ －０．２３６ ０．１０８
技术合同成交额 ０．７５３ －０．５３１ －０．２１４ －０．２２６
获国家科技奖 ０．７１２ －０．６５０ －０．２２１ ０．１３７
国家高新区数 ０．２７９ －０．６５９ ０．２２７ ０．６４１
高新技术企业 ０．９６３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７ －０．０６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 R&D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 ０．５９５ ０．０８４ ０．６８５ ０．３１７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 ０．２９３ ０．９１３ ０．１２８ ０．２２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０．７７０ ０．１１５ ０．３３３ －０．５２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０．７４５ ０．２９４ ０．５４９ －０．１５５

　　提取方法 :主成分.a．已提取了４个成分.

表６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成分

１ ２ ３ ４

人均生产总值 ０．８８７ －０．０２５ ０．３１７ ０．３１９
人均 R&D ０．７５０ ０．４５４ ０．４７１ ０．０８６

R&D强度 ０．４７４ ０．７６３ ０．４３８ ０．０２０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０．３３４ ０．９２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４
发明专利申请量 ０．１０７ ０．９７０ ０．１９０ －０．０７４
发明专利授权量 ０．１６７ ０．９１６ ０．２６２ －０．０５３
技术合同成交额 ０．９４４ ０．１９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１１
获国家科技奖 ０．９０５ ０．２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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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成分

１ ２ ３ ４

国家高新区数 ０．４０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８９６
高新技术企业 ０．７４３ ０．５９２ ０．２８７ ０．０５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 R&D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 ０．０４０ ０．２２７ ０．７７２ ０．５３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 －０．５６４ ０．７２１ ０．３８３ －０．０４９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０．４４４ ０．２５８ ０．７９８ －０．３０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０．１４６ ０．３６２ ０．９０２ ０．０２０

　　提取方法 :主成分.旋转法 :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a．旋转在７次迭代后收敛.

　　由表６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我们可以很明显

地看出:
(１)第一主成分F１ 主要由Z１、Z２、Z７、Z８、Z１０决

定,即第一主成分与人均生产总值、人均 R&D、技术

合同成交额、获国家科技奖、高新技术企业有较高相

关性.
(２)第二主成分F２ 主要由Z３、Z４、Z５、Z６、Z１２决

定,即第二主成分与 R&D强度、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发明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授权量、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有较高相关性.
(３)第三主成分F３ 主要由Z１１、Z１３、Z１４决定,即

第三主成分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 R&D活动的

企业所占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

业务收入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有较高相关性.
(４)第四主成分F４ 主要由Z９ 决定,即第四主成

分与国家高新区数有较高相关性.

表７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１ ２ ３ ４

人均生产总值 ０．１９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９
人均 R&D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２

R&D强度 ０．０４８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９
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０．００６ ０．２９２ －０．１９８ ０．０９０
发明专利申请量 －０．０４４ ０．２９２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３
发明专利授权量 －０．０３１ ０．２５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２
技术合同成交额 ０．２７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９ －０．１７１
获国家科技奖 ０．１９８ ０．０４９ －０．１６６ ０．１４６
国家高新区数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５９ ０．６６７
高新技术企业 ０．１５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４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 R&D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 －０．１８１ －０．０５８ ０．３６１ ０．４２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所占比重 －０．２５９ ０．２０８ ０．０９６ ０．１２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０．１１４ －０．１７１ ０．３８２ －０．３７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２ ０．４２４ －０．０２８

　　提取方法 :主成分.旋转法 :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构成得分.

　　由表７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我们可以看出前四个

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由此我们可以将各主成分解

析表达式表达为:
F１＝０．１９１Z１＋０．１４３Z２＋０．０４８Z３＋０．００６Z４－

０．０４４Z５－０．０３１Z６＋０．２７１Z７＋０．１９８Z８－０．０４８Z９＋

０．１５３Z１０－０．１８１Z１１－０．２５９Z１２＋０．１１４Z１３－０．０６５Z１４.
F２＝－０．１２６Z１－０．００２Z２＋０．１３５Z３＋０．２９２Z４＋

０．２９２Z５＋０．２５１Z６－０．０３２Z７＋０．０４９Z８＋０．０１９Z９＋
０．０９１Z１０－０．０５８Z１１＋０．２０８Z１２－０．１７１Z１３－０．１０２Z１４.

F３＝０．０９６Z１＋０．０９３Z２＋０．０２４Z３－０．１９８Z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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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６Z５－０．０８６Z６－０．０５９Z７－０．１６６Z８－０．０５９Z９－
０．０４７Z１０＋０．３６１Z１１＋０．０９６Z１２＋０．３８２Z１３＋０．４２４Z１４.

F４＝０．０６９Z１－０．０６２Z２－０．０２９Z３＋０．０９０Z４＋
０．００３Z５－０．００２Z６－０．１７１Z７＋０．１４６Z８＋０．６６７Z９－
０．０６４Z１０＋０．４２１Z１１＋０．１２５Z１２－０．３７１Z１３－０．０２８Z１４.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即表２中的数据带入上述解

析表达式中,得出主成分(F１、F２、F３、F４)的得分,再以

表４总方差分解表中各主成分的贡献率为权重进行加

权平均,得出主成分综合得分,即 H ＝(５７．１６８F１＋
２３．２７８F２＋９．９１３F３＋７．３９９F４)/９７．７５９.结果如表８
所示.

表８　综合评价情况

省份 F１ 排名 F２ 排名 F３ 排名 F４ 排名 综合得分 H 综合排名

安徽 －０．９９９４５ ６ １．７５６６ １ －０．０４１０２８ ３ －０．３０１０１ ５ －０．１７２７ ４

湖北 １．３８３５１３ １ ０．０７５２５５ ２ ０．０９８４３ ２ ０．００５４８ ４ ０．８３７４ １

湖南 －０．２９３６４７ ３ －０．６５７８１３ ５ １．６９５５９８ １ ０．１６３５８６ ３ －０．１４４０ ３

河南 －０．０２３６０４ ２ －０．０２７８０６ ３ －１．３０１２１４ ６ ０．５５５２０２ ２ －０．１１０３ ２

山西 －０．４４６４５９ ４ －０．７９５２２１ ６ －０．５０９０４４ ４ －１．７１１８３８ ６ －０．６３１６ ６

江西 －０．６０５０７ ５ －０．５０６５１４ ４ －０．５２７０７４ ５ １．２８３１１８ １ －０．４３０８ ５

　　为了更加直观的表示中部六省的创新能力,我们

将表８中各省份的综合得分H,用柱形图表示如下,见
图２:

图２　中部六省创新能力柱形图

四、结果评价

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的综合得分以及提取的四个

主成分中安徽的得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综合得分大于０,我们认为这一省份创新能

力大致处于中上水平,小于０则创新能力相对处于中

下水平.安徽创新能力得分小于０,可以说,在中部省

份中能力较弱.但是中部六省只有湖北省大于０,在其

他小于０的五个省份中,安徽虽总体排位第四,却与第

二的河南省,第三的湖南省差距不大,相反江西和山西

就与前面四个省份差距较大.因此可以看出,安徽的

创新能力虽处于中下水平,但是差距不大,潜力十足.
第二,第一主成分F１ 大致与人均生产总值、人均

R&D、技术合同成交额等相关,也就是说,与地方经济

实力有很大程度的相关性.安徽在F１ 的数值上排位

中部六省最后一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安徽经济发

展水平相对偏弱,影响了安徽的创新能力.
第三,第二主成分F２ 大致与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发明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授权量等因素有关,也就是

说,与社会创新环境有关.安徽在F２ 的数值上排位中

部六省第一.这说明,安徽的创新氛围、创新环境非常

好.安徽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都拥有较高的创新热

情和创新意愿,各界也是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的.这也

可以得益于省会合肥作为全国首批科教城市,在技术

研发、科技创新方面的引领和示范.
第四,第三主成分F３ 的指标全部来源于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得益于他们的创新活动、创新投入等.安徽

在F３ 的指标上数值排位中部第三,属于中流水平.这

可以看出,安徽的工业企业有一定的发展实力,在发展

过程中也是注重创新的,但是与排位前两位的两湖地

区相比,还存在不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安徽的

工业企业定位以及整个安徽省的产业布局.和F３ 数

值排位第一的湖南省相比,湖南有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聚集了湖南省７０％以上的科研机构、７０％以

上的创业创新平台、６０％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创造了

国内瞩目的“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３].安徽也有合芜

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但是成为国家级示范区的时

间比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晚了两年.并且合芜

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发展并不平衡,蚌埠整体的

实力稍显薄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合芜蚌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协同发展.
第五,第四主成分F４ 的数值与国家高新区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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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表２的原始数据清楚地表明,截至２０１６年底,
安徽的国家级高新区数目是４家,只超过了山西省,
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数目还少得多.这也表明,安
徽省从政府层面,在支持创新发展上,还有很长的路

需要走.从反面来说,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能力对于

全省创新能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应单从数目上来

看待,更应看重其发展的质量.这也为下一步安徽在

提升创新能力上提出了可以思考的方案,那就是可以

做强国家级高新区的带动效用,鼓励省级、地区级高

新区聚力发展.
五、政策启示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创新省份发展的物

质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吹响了号

角、描绘了蓝图.安徽应该紧紧借助新时代的东风,
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契机,发挥优势,主动崛起.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在这样一个经济换挡期,安徽应该更进一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市场为导向,扩大开放格局和

视野,以创新经济发展的方式,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１．优化产业结构,创新产业模式

从政府层面来说,各级政府应主动调整产业格

局,适时淘汰落后产业对经济的拖动效应,多发展一

些以创新成果转化为支撑的产业,如大数据、量子通

信等,以经济发展的质量带动效用.

２．强化企业行为,创新企业发展

从企业层面来说,提高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

力,主动作为,树立品牌价值、品牌理念,同时注重产

学研的结合,可以通过与科研院所等的合作,将科技

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发挥科技创新的市场效用,实现

双赢.鼓励企业深入实施高企培育计划,加快建设高

企培育后备库、高企信息库及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大

中型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行动,建立研发准备金制

度,深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４].
(二)以社会支持为引擎,助推创新省份建设的环

境基础

创新省份的建设,离不开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政

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越支

持创新的省份,其创新能力后劲越大.安徽省在

２０１４年出台了«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

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意见»[５],从政府政策层面首

先支持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安徽在面临中部崛

起中创新能力中等偏弱的情势下,迎头赶上为时

不晚.
第一是政府加强舆论造势:通过创新省份宣传引

导,鼓励全社会投入创新热潮,创造创新省份舆论环

境;第二是企业树立典型示范:通过对创新企业减税

降费、优化服务,以典型示范鼓励创新型企业投资安

徽,鼓励企业竞相创新,创造创新省份生态环境;第三

是人才吸引主动创新:鼓励创新人才通过合作交流项

目以及“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留住人才,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创新才能,创造创新

省份人才环境.
(三)以企业创新为抓手,造就创新省份赶超的新

引擎

创新能力的体现,除了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创

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创新成果只有转变为社会价值,
为社会所用,这样的创新才具有意义,创新的能力才

能真正得以体现.安徽中部崛起中提高自身创新能

力的重要抓手来源于企业.
首先,企业应当树立创新意识,鼓励创新,通过企

业核心发展理念的转变,将创新融入企业文化中,在
企业塑造创新发展的氛围,明确创新发展的前进方

向;其次,企业应当加大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力度,保障

创新,通过与各类智库的合作,了解市场需求,以市场

偏好为导向,个性化定制,满足市场需要;再次,企业

应当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激发创新,通过对创新人才

的再教育、再培训,将创新人才放在重要岗位委以重

任,尽早确立自主创新战略,依托核心技术构建研发

团队[６],对创新团队给予制度、资金支持等,激发企

业人才竞相成长的环境;最后,企业应当扩大开放,
深化创新,除了在本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的塑造,
企业还可以放眼全球,普遍征集创新创意,也可以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主动开展创新,如美国的苹果

公司,正是因为以用户体验为主的创新产品研发,
获得成功,这也不失为我省的企业创新提供一条可

供借鉴的道路.
(四)以创新集聚地为基地,打造创新省份提升的

有效动力

安徽在中部崛起中提升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已

有资源优势,不求创新发展的“面”摊得过大,但求创

新发展的“质”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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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聚焦传统优势,打造创新发展的品牌力量

如合肥作为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应当在创

新发展中聚焦家电的个性化、服务性、效用性特征,通
过创新型家电在全国的影响力,提升合肥创新型城市

的品牌效用.

２．以国家级高新区为引领,带动各层级开发区协

同发展

安徽目前有４家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高新区在

政策、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创新优势.
但是从目前我国已经运行的国家级新区情况来看,在
引领周边区域发展方面大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７].因此,国家级高新区应当主动发挥领头羊的作

用,帮助各层级开发区发展,既可以是人才的交流学

习,也可以是相关项目的协同配合,还可以是发展方

向的业务性指导.总之,国家级高新区应该努力辐射

放大,力争自身效用最大化.

３．各层级开发区聚焦优势,服务地方,做大做强

从省级到市县级开发区,虽在建设上水平不如国

家级开发区,但是其发展优势明显,那就是服务地方.
每一个地区发展有自身的特色,例如:皖北地区药材

等传统工艺发达,沿江地区区位交通、物流等发达,皖
南地区轻纺、竹藤等依托自然资源产业发达,各地区

的开发区可以借助不同地区特点,聚焦传统核心优势

进行创新,这样的创新既有传统经验的支撑,更多的

是创新成果应用面更广,更好的服务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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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EvaluationonInnovationAbilityofAnhuiProvince
intheStrategyofRisingCentralChina

SUN Wenqian
(AnhuiAdministrationInstitute,Hefei２３０００１,China)

Abstract:The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Anhui’sinnovationabilityhasimportantguidingsignificance
forfurtherclarifyinginnovationanddevelopmentgoalsandpolicyorientation．Thepapertriestoestablish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on ability, use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evaluateinnovationabilityinthesixprovincesofcentralChina,andexplorethepositionof
thecomprehensivelevelofAnhui’sinnovationabilityinthesixprovincesofcentralChina．Furthermore,the
paperanalyzestheproblemsandcausesinthedevelopmentofinnovationabilityinAnhuiprovinceandbased
onthis,itputsforwardsomepolicy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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