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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系统梳理高

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作用机理的基础上， 构建了陕西高等教

育对科技创新贡献率的指标体系， 并运用相关统计方法， 分析

了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水平。 研究结

果显示， 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水平总体偏低且呈下

降趋势。 进而分析认为陕西高等教育的科技经费投入力度不

够、 科技人力储备不足以及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水平较低是导

致贡献偏低的主要原因。 提出加大高校科技经费投入， 建立高

校科技经费投入长效机制； 加强高校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 建

立 “本地培养 ＋外部引进” 的人才培育机制； 完善市场转化的

政策环境， 建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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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了创新驱动。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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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简称 “十三五” 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都强调了科技创新对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而人力资本已经成为

区域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 培养大量科技创新人才对

于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高等教育提出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 也进入了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 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等多重任务叠加和不确

定性增加的阶段。 仅仅依靠扩大生产要素规模、 进行低端简单加工等方式已不

能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需求。 新时期经济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只有掌

握了核心技术， 才能实现从不可持续的要素增长驱动转变为可持续的创新驱动

发展的目标。 这种转变都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来完成， 正如多项研究指出

的：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由高素质人才进行不断创新来实现的①。 而高等教

育的首要职能即培养人才， 因此高等教育对创新的作用不容忽视。 高等教育作

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 承担着培养高层次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任

务， 其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对区域科技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

这样的时代和政策背景下， 迫切需要系统分析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

水平， 为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发展历史证明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

献不容忽视

国内外发达地区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 人力资本是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发展

的根本力量， 后发国家发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②， 而高等教育是进行高层

次人才培养和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主要力量。 相关理论研究显示： 受过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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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青年智库根在基层丛书———２０１３ 年中央国家

机关青年干部调研实践活动成果集》， 中国发展出版社， ２０１３。
高锡荣、 张薇、 陈毓汀： 《人力资本： 国家自主创新的长期驱动力量》， 《科技进步与决策》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４９ ～ 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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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人口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较先进的技术生产能力， 与此同时， 高

等教育通过科学研究将新知识和新技术推广到企业和社会并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 从而服务于科技创新发展。 发达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各种科教体制改革就是

高等教育能够对科技创新产生贡献的具体体现和有力证明。 因此， 我们有必要

探析我国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现状。

（三）陕西高等教育在服务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中肩负重要使命

从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来看， 陕西省在高校数、 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和高校教育经费投入上均具有较大优势①。 从全国 ３１ 个省份的高等教育数量和质

量情况来看， 陕西省在中国大学教育地区竞争力排行榜中处于前 ５ 名的位置， 高等

教育的竞争优势非常显著②。 而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 虽然得益于近 ２０

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政策支持， 其社会经济发展进步显著， 但陕西经济发展水

平同东部地区发达省份的差距仍然较大，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持续扩大， 科技

创新水平与其他高等教育强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２０１６》 显示， 陕西省在我国 ３１ 个省份中创新能力排名位于第 １４ 位③， 与具有雄

厚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地位不相匹配。 当前正处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

键阶段， 只有改善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情况，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 才能更好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经济发展， 实现经

济跨越式增长。 因此， 本报告旨在围绕陕西省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具体贡献

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为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创新发展提供支持。

二　陕西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发展现状分析

（一）陕西高等教育科技综合实力分析

　 　 根据相关理论研究， 高等教育服务科技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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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桃、 刘方成： 《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研究———以四川省为聚类分析模型》， 《教育

与教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第 ９ ～ １５ 页。
邱均平、 董克、 李小涛： 《２０１３ 年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的创新与结果分析》， 《中国地

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０ ～ ６７ 页。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２０１６》，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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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力量、 高等教育科技成果产出和高等教育科技成果转化等三方面， 因此本

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系统分析陕西高等教育科技综合实力现状。

1 科技基础力量发展相对缓慢

（１） 毕业生数量年增长幅度较小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数①除了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两年呈现下降趋势以外， 其他年份的应届毕业生数量均呈小幅上升趋

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约 １６ 万人攀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０ 万人左右， 陕西高等教育为社会

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 （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数

（２） 科技基础力量增速有所放缓

在科技人力方面，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②增幅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０４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２０ 万人， 呈现小幅上升趋势。 但是， 从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数量占陕西 Ｒ＆Ｄ 人员数量的比重来看， 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数占陕西比重呈

现较大幅度下降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７ １７％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９８％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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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陕西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 《陕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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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数及占陕西比重

年份
高校 Ｒ＆Ｄ 人员数

（万人）
高校占陕西 Ｒ＆Ｄ
人员数比重（％ ）

年份
高校 Ｒ＆Ｄ 人员数

（万人）
高校占陕西 Ｒ＆Ｄ
人员数比重（％ ）

２００６ １ ０４ ７ １７

２００７ １ １３ ７ ６１

２００８ １ １２ ６ ５１

２００９ １ ２６ ６ ５７

２０１０ １ ２３ ５ ９４

２０１１ １ １８ ５ ７５

２０１２ １ ２４ ５ ６２

２０１３ １ ３３ ５ ８０

２０１４ １ ２３ ４ ９４

２０１５ １ ２０ ４ ９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①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６０００ 人 ／年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０００ 人 ／年左右。 但从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

全时当量占陕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来看， 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所

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０％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８％ （见图 ２）。

图 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及占陕西比重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教研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②的数量呈现逐年上升

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不到 ３ 万人逐年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万多人 （见图 ３）。

４４１

①

②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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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教研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

在科技经费方面，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①呈现出上

升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２ ５ 亿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０ 亿元。 但是， 从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占陕西比重来看， 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所占比重则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２％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 （见图 ４）。

图 ４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及占陕西比重

５４１

①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这里的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 是指调查单位在报告年度用

于内部开展 Ｒ＆Ｄ 活动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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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增长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２００８ 年增长率最高， 达到 ２６ ６８％， 随后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间增长率逐年下降至

２ ３０％， ２０１３ 年虽有所提高， 但 ２０１４ 年之后增长率又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到 ２０１５

年只有 ４％的增长率， 说明陕西高校的 Ｒ＆Ｄ 经费投入呈现出增长速度放缓的趋势。

从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占西部高校比重来看， 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

内部支出占西部高校比重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又下降的波动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

的 ２９ ０７％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４ １９％ ， 然后又逐渐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７ ００％ ，

在 ２０１５ 年又呈现出下降趋势， 但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的投入长期以来约占西部

１２ 省份高校总量经费投入的 １ ／ ４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增长率及占西部高校比重

年份
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

内部支出（亿元）
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

内部支出增长率（％ ）
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

支出占西部高校比重（％ ）

２００６ １２ ７３ — ２９ ０７
２００７ １３ ４８ ５ ９２ ２５ ６５
２００８ １７ ０８ ２６ ６８ ２５ 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０ ８５ ２２ ０７ ２５ ９０
２０１０ ２４ ７９ １８ ８６ ２４ １９
２０１１ ２９ １０ １７ ４１ ２５ 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９ ７７ ２ ３１ ２４ ９２
２０１３ ３４ ６６ １６ ４２ ２６ ３８
２０１４ ３８ １４ １０ ０５ ２７ ００
２０１５ ３９ ７４ ４ １８ ２６ １７

　 　

在科技项目方面， 由于对有关陕西高校 Ｒ＆Ｄ 项目数①的统计资料只收集

到 ２０１１ 年之后的数据， 因此这里只分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变化趋势。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项目数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７０ 万项上升

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３８ 万项。 从陕西高校 Ｒ＆Ｄ 项目数占陕西比重来看， 陕西高校

承担的 Ｒ＆Ｄ 项目数所占比重一直较为稳定， 其比重维持在 ５０％ 到 ５５％ 之间，

成为陕西承担项目的最主要力量 （见表 ３）。

６４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这里的 “Ｒ＆Ｄ 项目数” 是指调查单位在当年立项并开展研究工作、 以前年份立项仍

继续进行研究的研发项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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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的 Ｒ＆Ｄ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数①也呈现出逐

渐上升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约 ３０００ 项增加至 ２０１４ 年的约 ６８００ 项， ２０１５ 年稍

有所回落， 约 ６６００ 项 （见图 ５）。

表 ３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项目数及所占陕西比重

年份 高校 Ｒ＆Ｄ 项目数（万项） 高校 Ｒ＆Ｄ 项目数占陕西比重（％ ）
２０１１ １ ７０ ５２ ８２
２０１２ １ ８７ ５１ ５５
２０１３ ２ ０８ ５２ ４９
２０１４ ２ ３２ ５４ ４４
２０１５ ２ ３８ ５２ ８６

　 　

图 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Ｒ＆Ｄ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数

2 科技成果产出种类多、数量大、占比高

（１） 著作成果较多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科技著作数②除了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７４６ 部之外， 其余

年份的科技著作数均在 ６００ 部左右。 而从占陕西比重来看， 陕西高校科技著作

数占陕西的比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先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３８ ９６％ 上升至

７４１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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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９ ２１％ ， 随后又逐年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９ ５２％ ， 但其在陕西科技著

作数量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科技著作数占陕西比重

年份
陕西高校科技著

作数（部）
陕西高校科技著作数

占陕西比重（％ ）
年份

陕西高校科技著

作数（部）
陕西高校科技著作数

占陕西比重（％ ）

２００６ ５９８ ３８ ９６
２００７ ５７９ ４０ ３２
２００８ ５８９ ４１ ０７
２００９ ６２６ ４６ ３
２０１０ ６５２ ４６ ０１

２０１１ ６２４ ４５ ０５
２０１２ ７４６ ４９ ２１
２０１３ ６１４ ４４ ３６
２０１４ ５９６ ４０ ９９
２０１５ ６６９ ３９ ５２

　 　

（２） 科技论文产出较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科技论文数①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３

万余篇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３ 万篇。 但是， 从占陕西总量比重来看， 陕西高校

科技论文数占陕西总量比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６７％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０％ ， 但仍旧是陕西科技论文产出的最重要主体， 占据着陕西科技论文

成果的半壁江山 （见图 ６）。

图 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科技论文数及占陕西比重

８４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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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发明专利授权量具有绝对优势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发明专利授权数①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５０ 件攀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４００ 件。 而从陕西高校发明专利授权数占陕西比

重来看， 陕西高校发明专利授权数所占比重虽呈现出先上升、 后下降、 再上

升、 再下降的趋势， 但总体占比较为平稳， 基本维持在 ５０％ 左右， 占据陕西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的一半， 成为贡献陕西发明专利的首要力量 （见图 ７）。

图 ７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发明专利授权数及占陕西比重

（４） 奖励荣获量较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技术奖②的数量除 ２０１２ 年达

到 ２３３ 项以外， 其余年份的数量均位于 １６０ ～ ２００ 项。 从占陕西比重来看， 陕

西高校获国家级省政府科学技术奖的数量占陕西省总量比重基本维持在 ６０％

～８０％ ， 始终是陕西省获得高水平科学技术奖励数量的重要主体 （见表 ５）。

3 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不容乐观

（１） 技术转让合同数大幅下降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③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先

９４１

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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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技术奖数及占陕西比重

年份
陕西高校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技术奖数

（项）
陕西高校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技术奖

占陕西比重（％ ）

２００６ １７２ ６５ ９０

２００７ １８８ ７１ ２１

２００８ １６６ ６９ １７

２００９ １７４ ７３ 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８４ ６７ １５

２０１１ １８１ ６５ ５８

２０１２ ２３３ ８０ ３４

２０１３ １９４ ６５ ７６

２０１４ １６８ ５９ ３６

２０１５ １８８ ６３ ７３

　 　

图 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及占陕西比重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７００ 项上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８４０ 项， 此后一直处于 ５００ 项上下。 总体

来看， 陕西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呈现大幅减少趋势。 从陕西高校技术转让合同

数占陕西比重情况来看， 陕西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占陕西比重也呈现出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６％ 上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８％ ， 此后逐年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 ２０１５ 年虽有小幅度提升， 但仅维持在 ２％ 左右 （见图 ８）， 可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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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陕西高校在技术市场上逐渐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绝对优势， 而这也是制约

陕西高校贡献科技创新的关键原因。

（２） 技术转让合同金额相对较低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技术转让合同金额数①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逐渐

上升的趋势， 其先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４ 亿元上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３ 亿元， 后下降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２ 亿元， 然后开始逐渐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 ７ 亿元， 呈现出波动起

伏状态。 而从占陕西比重来看， 陕西高校技术转让合同金额占比呈现出先上升

后大幅下降的趋势， 先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６ ７％ 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７％ ， 然后出现下

降趋势， 尤其在 ２００９ 年出现大幅下降，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维持在 １％以上， 但

２０１１ 年之后的比重降至 １％以下， 可以看出， 陕西高校的技术转让水平相比其

他科研组织偏低 （见图 ９）。

图 ９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技术转让合同金额及占陕西总量比重

（二）陕西科技创新现状分析

本研究从科技创新基础、 科技创新产出和科技创新转化方面对陕西科技创

新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

１５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高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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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创新基础优势有所减弱

（１） 科技人力优势减弱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就业人数中毕业于在陕高校的人数比重①呈现出

先逐渐上升后有所下降的趋势， 但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７ ５％ 逐渐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１％ ， 虽然 ２０１５ 年有所下降， 但还仍为 １７％ ，

是 ２００６ 年的两倍多。 这说明， 陕西就业人口中有近五分之一的具有高素质

的劳动力人口是陕西高校培养出来的， 这为陕西的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

人才基础 （见图 １０）。

图 １０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就业人数中毕业于在陕高校的就业人数比重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②和 Ｒ＆Ｄ 活动人数③均呈现出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６ 万人左右逐渐增加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 万人左右， ２０１５ 年虽有所减少， 但仍维持在 ９ 万人左右。 而 Ｒ＆Ｄ 活动

２５１

①

②

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这里的 “陕西省就业人数中毕业于在陕高校的就业人数比重” 是指每年由陕西高等

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业数量在全部陕西就业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这里的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是指在报告年度实际从事研

发活动的实践占制度工作时间 ９０％及以上的研发人员。
陕西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 《陕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这里的 “Ｒ＆Ｄ 活动人数” 是指单位内部从事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

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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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则先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４ 万人左右增加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５ 万人左右， ２０１５ 年虽有

下降趋势， 但仍保持在 ２４ 万人左右 （见表 ６）。

表 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和陕西 Ｒ＆Ｄ 活动人数

单位： 万人

年份
陕西 Ｒ＆Ｄ 人员

全时当量

陕西 Ｒ＆Ｄ
活动人数

年份
陕西 Ｒ＆Ｄ 人员

全时当量

陕西 Ｒ＆Ｄ
活动人数

２００６ ５ ９５ １４ ５１

２００７ ６ ５１ １４ ９０

２００８ ６ ４８ １７ １５

２００９ ６ ８０ １９ ２１

２０１０ ７ ３２ ２０ ６９

２０１１ ７ ３５ ２０ ４６

２０１２ ８ ２４ ２２ ０３

２０１３ ９ ３５ ２２ ９４

２０１４ ９ ７１ ２４ ９１

２０１５ ９ ２６ ２４ １７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增长率除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呈现

负增长以外， 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 但是， 从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占西部比

重情况来看， 陕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占西部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４％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９％ 。 这说明， 陕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与西部其他省份的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陕西在科研人员需求方面还存在较大

的空间 （见图 １１）。

图 １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增长率和占西部比重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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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科技经费增长逐年放缓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是指当年的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占当年 ＧＤＰ 的比重①。

从自身来看，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一直维持在 ２ ０％ ～

２ ３％ ， 但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与全国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平均水平相比， 陕

西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Ｒ＆Ｄ 经费

投入强度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 １％ 逐渐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 ６％ ， 但其增幅较为缓慢。 所以， 陕西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领先全国 Ｒ＆Ｄ 经

费投入强度平均水平的优势在逐渐减弱 （见图 １２）。

图 １２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

从绝对数来看，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②呈现出逐年上升

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００ 亿元左右攀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９０ 亿元左右。 但是， 从

逐年增长速度来看， 陕西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速度呈现出波动并持续放

缓的趋势， 虽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增长速度有所加快， 但 ２０１５ 年增长率已下

降至 ７％ 。 从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占西部比重来看， 陕西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占

西部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８％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３％ 。 这说明，

４５１

①

②

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７１０ ／ ｔ２０１７１００９＿ １５４０３８６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１０。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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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 Ｒ＆Ｄ 经费投入与西部其他省份的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与西部其他省份

相比， 陕西的 Ｒ＆Ｄ 经费投入力度还需继续加强 （见图 １３）。

图 １３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增长率和占西部比重

（３） 科技项目缓慢增加

陕西所有 Ｒ＆Ｄ 项目数的可查统计资料有限， 这里仅分析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的

变化情况。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项目①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从 ２０１１ 年

的 ３ ２ 万项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５ 万项 （见图 １４）。

图 １４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Ｒ＆Ｄ 项目数

５５１

①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西部蓝皮书

2 科技创新产出水平较高

（１） 著作产出稳定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科技著作①的数量一直维持在 １４００ ～ １７００ 部。 在 ２０１５

年首次超过 １６００ 部， 达到近 １７００ 部的产量 （见表 ７）。

表 ７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科技著作数

单位： 部

年份 陕西科技著作数 年份 陕西科技著作数

２００６ １５３５
２００７ １４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４３４
２００９ １３５２
２０１０ １４１７

２０１１ １３８５
２０１２ １５１６
２０１３ １３８４
２０１４ １４５４
２０１５ １６９３

　 　

（２） 科技论文产出有所提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科技论文②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４ ５ 万

篇攀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６ ７ 万篇， ２０１２ 年稍有回落， 为 ６ ４ 万篇。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继续保持在 ６ ４ 万篇， ２０１５ 年继续发力， 首次超过 ７ 万篇 （见图 １５）。

图 １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科技论文数

６５１

①

②

陕西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 《陕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陕西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 《陕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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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发明专利授权量优势明显

从绝对数来看，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发明专利授权数①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

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６００ 件左右不断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８００ 件， 实现了专利授权

数增长的巨大飞跃。 但是， 从发明专利授权数占西部比重来看， 陕西发明专利

授权量占西部比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先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２％ 上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６％ ， 然后从 ２６％不断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４％ ， 在 ２０１５ 年呈现较大

幅度下降， 跌至约 ２１％ 。 这进一步说明陕西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与西部其他省

份授权数量的差距正在拉大， 与西部其他省份相比， 陕西的发明专利数量还需

继续扩大 （见图 １６）。

图 １６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发明专利授权数及占西部比重

（４） 科学技术获奖励的数量有所增加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技术奖励的数量②呈现出总体上

升的趋势。 除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两年低于 ２５０ 项以外， 其余年份获得的科学技

术奖励数量均在 ２６０ 项以上， 且在不断增加， ２０１５ 年达到了 ２９５ 项 （见表 ８）。

７５１

①

②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 科学技术部创新发展司：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高校重大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ｇｏｖ ｃｎ ／
ｓｘｘｗ ／ ｘｗｔｔ ／ ｂｍ ／ ６３２８７ ｈｔｍ，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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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技术奖数

单位： 项

年份
陕西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

技术奖数
年份

陕西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

技术奖数

２００６ ２６１

２００７ ２６４

２００８ ２４０

２００９ ２３８

２０１０ ２７４

２０１１ ２７６

２０１２ ２９０

２０１３ ２９５

２０１４ ２８３

２０１５ ２９５

　 　

3 科技创新转化水平有待提高

（１） 技术合同签约量有所增加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①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 陕西技术合同数不断增加，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４４ 万项增加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６ 万项， 其中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均获得大幅提升。 虽然

在 ２０１５ 年陕西技术合同数有所下降， 但依旧比 ２０１３ 年以前的任何年份都要

高， 在 ２ ２５ 万项左右 （见图 １７）。

图 １７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省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８５１

① 陕西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 《陕西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这里的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是指技术市场技术输出地域合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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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放缓

从绝对数来看，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技术转让合同金额数①呈现出先增后减

的趋势， 先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３ ４ 亿元增加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５ 亿元， 然后 ２０１５ 年出现

较大幅度的回落， 大约 １２ 亿元。 而陕西整个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却呈现出

不断增长的趋势，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１ ９２ 亿元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２１ 亿元。 从陕西

技术市场中的技术成交合同形式来看， 技术转让数量有限， 即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的水平有限 （见图 １８）。

图 １８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技术转让合同金额数

从自身增长速度来看， 陕西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的增长速度不稳定， 并

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持续下降， 陕西技术市场成交的活跃度有所减弱。 从占西部比

重来看， 陕西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占西部的比重呈现出波动中缓慢上升、 又

趋于平稳的态势， 从 ２００６ 年仅占 １１％ 攀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３％ 。 但是， 由于增

长速度开始下降， 未来陕西的技术市场成交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陕西技术转让

合同情况并不理想， 这就制约了当前以及未来陕西技术市场成交金额的增长速

度 （见图 １９）。

９５１

① 陕西省统计局： 《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ａａｎｘｉｔｊ ｇｏｖ ｃｎ ／
ｓｉｔｅ ／ １ ／ ｈｔｍｌ ／ １２６ ／ １３２ ／ １４１ ／ １５０３５ ｈｔｍ，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０２。 这里的 “技术转让合同金额数” 是指

技术市场技术输出地域合同金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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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增长率和占西部比重

三　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率分析

（一）理论分析

1 科技创新的定义

依据文献分析， 本研究认为科技创新是基于自身的科技经验， 并通过对

人、 社会与自然进行有效的观察与研究， 迸发出新的科技思想， 经过科学论证

得出新的科技知识和科技理论， 并将这种新的科技知识和理论与实际环境相结

合， 生产出新的科技产品和服务， 探索出新的技术， 最终将这些新的生产成果

推广至市场， 转化为生产力。

2 国内外有关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作用的研究

国外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形式和贡献途径主要有以下

几种： 通过教学进行人才培养、 汇集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 获取科研经费推

动科学研究、 通过技术转让实现区域内知识共享等。 国外学者认为应采用如下

评价指标来考察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和作用： 高校出版物情况、 高校发

明专利情况、 高校期刊论文发表情况、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情况、 高校从事基础

研究的情况等。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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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认为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人才、 吸收科技人才、 引入科技资

金等方式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资源支持， 通过承担区域其他创新主体交付的科

技项目、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来切实推动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 国内学

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通过科技创新人才和科技创新经费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知

识生产基础， 通过科学研究产出论文、 专利等支持区域科技创新， 通过出售专

利技术、 校企合作和大学科技园等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

经过对相关文献系统梳理，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主要

体现在： 第一， 高等教育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知识积累和人才储备； 第二， 高

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作用较大， 高等教育机构是进行科学

研究的重要场所， 尤其是基础研究， 高等教育的科研情况可以通过科研经费投

入、 科研人员参与情况等测度； 第三， 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因区域内高校类型、

层次和高层次人才数量而有所区别； 第四， 高校科研成果对区域高新技术产业

影响显著， 学者们通常选择专利数量和技术转让合同情况来表征。

3 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分析

（１） 高等教育是科技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源

高等教育通过提供新的科技知识和技术成果来对科技创新做出贡献。

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指出区域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有赖于各创新主体的有

机结合。 每个创新主体自身的创新发展水平与其他创新主体的衔接运行情况

都将对区域创新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高等教育是区域创新的重要的主

体， 它自身的创新发展与其他创新主体的有机衔接对于区域创新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 知识、 技术和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

根本因素和最直接的推动力量。 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发展， 即教育是

人力资本的主产地。 而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又必须以人为载体， 因为知识

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需要人的思维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将新的知识和

技术推广出去， 知识更替和技术革新的过程都离不开人。 因此， 要想获取新的

知识、 提升新的技术水平， 必须依靠人力， 进而必须依靠教育。 而高等教育是

与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活动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阶段， 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和发

展需求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因此成为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的来源地。

结合高等教育职能论的观点， 高等教育可以通过自身的科学研究职能来进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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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的知识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研究， 并通过社会服务职能， 将新的科研成果

流通至区域创新系统的其他创新主体当中去， 比如企业从高校那里获得了新的

理论和技术， 改善生产活动， 提高生产水平， 产生新的经济效益， 从而实现高

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作用。

（２） 高等教育是科技创新的人才源

高等教育通过培养和输送人才来支持区域科技创新， 通过自身所拥有的科

技人力资源来提升自身科技创新水平， 从而推动区域科技创新。

区域创新体系内的各创新主体都有着自身的角色定位， 并且还扮演着与其

他创新主体互动交流的角色。 高等教育有一个最基本的角色定位， 那就是高等

教育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重要角色。

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都给出了通过教育来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

结论。 这些论断更加坚定了高等教育必须进行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定位。 没有

什么组织机构可以像高等教育一样培养一批又一批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的高素

质人才， 然后将他们输送到区域内其他创新主体当中去， 转而成为企业实现知

识更新和技术进步的开拓者和实施者， 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和层次

发挥自己的能力， 带动企业发展， 进而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才对知识和技术的理解会具有系统性、 科学性、 批判性以及创新性， 他们会将

自己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学习到的方法、 理论和技术应用于社会生产实践，

指导自己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职能除了能直接作用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外， 还会

产生外溢效应， 从而影响更多地区生产劳动力水平的提升。 因为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才在进行社会生产实践时会运用所学知识来指导实践活动， 那么他身边的

人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比如向他学习先进的知识和技术， 相互沟通和交流，

从而提高各自的生产效率， 进而提升企业整体的生产与经济效率， 助推区域发

展。

高等教育不但向区域输送高素质人才， 而且也在从区域中吸收科技人才来

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水平。 高等教育通过吸收科技人才， 并给予科

技人才相应的资源支持， 从而使科技人才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科技创新活

动， 提升高等教育机构自身的科技创新水平， 进而带动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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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

1 指标体系的维度分析

依据以上分析， 高等教育把新的知识和技术流通至企业等区域内其他创新

主体当中去， 以及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输送至企业生产领域的各个阶段和过

程当中去， 从而转化为较高的生产力， 提升社会生产效率， 进而产生新的更高

的经济效益。 因此， 我们可以从科技基础投入阶段、 科技成果产出阶段以及科

技市场转化阶段三个方面构建贡献率指标体系。

（１） 科技基础投入阶段的结果是科技创新思维开始产生

科技思维的产生需要以科技人力、 物力投入作保障， 才能使从事科技创新

的研究者迸发出创新思维。 因此， 科技基础投入阶段是科技创新活动顺利开始

的强有力保障。 一般来讲， 基础投入越丰厚， 越有可能产生出高水平的创新成

果。 高等教育机构拥有着多层次、 多类型的科技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来支撑科

技创新活动的运行， 因此， 本报告将科技人才情况和科技经费投入情况作为科

技基础投入情况的主要表征， 来判断其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率。

（２） 科技成果产出阶段是科技创新过程最重要的阶段和核心环节

我们可以从前文对科技创新定义进行的阐释中看出， 科技创新就是把产生

的新思想转化为新的物化性科技成果的过程。 科技创新的精髓就是不断地对知

识和技术进行更新， 即生产出新的科技成果。 高等教育机构担负着大量新知识

和新技术生产过程的源头工作任务， 在科技成果产出阶段， 高等教育机构会依

靠前期科技创新思维的延续、 科技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不断投入， 进行各类科研

工作， 产出各种科技成果。

（３） 科技市场转化阶段的结果是科技创新过程的最终目的

仅仅停留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阶段还不够， 高等教育机构还要让这些

新知识在区域中流通起来， 让这些新技术流向市场、 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实践

之中， 这样才能转化为新的社会生产力， 提高劳动效率， 产生经济效益， 进而

促进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这就是科技创新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科技市

场转化阶段。 而科技市场转化的最终结果也是科技创新过程的最终目的， 那就

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产生经济效益，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因此， 对高等教

育机构科技成果进入科技市场转化阶段时的情况一定要重视， 科技成果只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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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实现了市场输出和转化， 才会促进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 最终带动经济社

会的不断发展。 因此， 高等教育机构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教学培养人才与通过

科研创造新知， 而是要承担起让知识流动起来、 让技术获得推广与转化实现经

济价值的责任， 从而履行好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

本报告在张秀萍等学者构建的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贡献率指标体系①

的基础上， 同时借鉴国内外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来构建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

贡献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９）。

表 ９　 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率的指标体系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标识

陕西高等教育对

科技创新的贡献率

基础投入

成果产出

市场转化

高校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占区域比例 Ａ１

高校 Ｒ＆Ｄ 活动人数占区域比例 Ａ２

区域就业人数中毕业于在陕高校的就业人数比例 Ａ３

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占区域比例 Ａ４

高校科技著作数占区域比例 Ａ５

高校科技论文数占区域比例 Ａ６

高校发明专利授权数占区域比例 Ａ７

高校获国家及省政府科学技术奖占区域比例 Ａ８

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占区域比例 Ａ９

高校技术转让合同金额数占区域比例 Ａ１０

　 　

2 评价结果分析

我们根据有关数据进行贡献率评价与分析，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各个年份的陕

西高等教育对陕西科技创新的贡献率情况如表 １０ 和图 ２０ 所示。

表 １０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各个评价指标贡献率数值

单位： ％

年份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７ Ａ８ Ａ９ Ａ１０
２００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６ ０ １２６ ０ １７３
２００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０ ０ １３０ ０ １８４
２００８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５ ０ １４７ ０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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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秀萍、 夏强、 杲灵敏： 《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率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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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７ Ａ８ Ａ９ Ａ１０

２００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６

２０１０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１

２０１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图 ２０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率

根据以上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１） 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总体水平偏低且呈下降趋势

计算结果只有与其他研究进行对比才会有实际意义。 不过由于本报告设计

的是不同的指标体系和不同的运算方法， 所以很难找到非常对应的比较数据，

只能大概进行对比分析。 陈光等学者在其研究中对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四川省高等

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贡献率进行了测算， 结果显示四川省高等教育综合

贡献率维持在 ７％左右， 结论是高等教育贡献率相对较低①。 刘颖在其硕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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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光、 刘颖、 李仕明等： 《高等教育贡献率研究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中国高教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 ～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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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对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９ 年四川省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 结果

显示四川省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平均水平保持在 １７％ ， 并得出贡献率

不算高的结论①。 张秀萍等学者研究得出辽宁省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率

在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５５ ６０％ ， 属于较高水平②。 因此， 从总体上看， 陕西高等教育

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贡献水平偏低， 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足以

满足陕西科技创新的发展要求。

（２） 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具体情况表现不佳

依照贡献率在时间上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可将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

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率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并根据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

产生贡献的三个过程： 科技基础投入过程、 科技成果产出过程和科技市场转化

过程， 对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

①三个过程贡献率均呈下降趋势。 从图 ２１ 来看，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等

教育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投入贡献率、 成果产出贡献率和市场转化贡献率均呈不

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其中， 基础投入贡献率呈现出小幅下降趋势， 成果产出贡

献率呈现出大幅下降趋势， 市场转化贡献率呈现出先小幅上升后大幅下降又小

幅下降趋势。 因此， 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

②阶段性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贡献率较高阶段， 特

征是先上升后下降。

从图 ２１ 来看，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 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投入

贡献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 成果产出贡献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 市场转化贡献率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 该时期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

创新的市场转化贡献率高于基础投入贡献率和成果产出贡献率， 由于在本

报告构建的贡献率指标体系中市场转化贡献率的权重系数最大， 所以该时

期市场转化贡献率对该时期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率的总体表现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 该时期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率总体表

现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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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颖： 《四川省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２０１２。
张秀萍、 夏强、 杲灵敏： 《高等教育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率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高等农业教育》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２ ～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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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贡献率一般阶段， 特征是大幅下降后又小幅回升

从图 ２１ 来看，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期间， 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投

入贡献率呈现出先小幅下降后大幅上升又大幅下降的趋势， 成果产出贡献

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的趋势， 市场转化贡献率呈现出先大幅下降

后小幅下降的持续下降趋势， 并处于较低水平。 而且， 该时期陕西高等教

育对科技创新的成果产出贡献率和市场转化贡献率均低于科技基础投入贡

献率。 由于在本报告构建的贡献率指标体系中成果产出贡献率和市场转化

贡献率的权重系数总和达到了 ２ ／ ３， 所以该时期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

献率的总体表现受到这二者的影响较大， 呈现出大幅下降趋势， 贡献率处

在一般水平。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贡献率偏低阶段， 特征是持续下降

从图 ２１ 来看，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期间， 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投

入贡献率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 成果产出贡献率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

市场转化贡献率呈现出先缓慢下降后小幅上升的趋势。 而且， 该时期的基础

投入贡献率、 成果产出贡献率和市场转化贡献率均处于整个数据截取时间段

的最低水平， 因此， 该时期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率也下降到了最

低水平。

图 ２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产生贡献的三个过程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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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贡献率偏低的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议

（一）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陕西省政府制定的 《陕西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中对创新人才的培养、 高水平创新团队的建设、 与当地优势产业相关的学术成

果的产出以及加快科技成果转化①等都做出了重要规划并提出了指导意见， 对

陕西高等教育贡献区域科技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通过对陕西高等教育对

科技创新贡献率的测算分析， 我们发现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偏低的

原因主要有： 陕西高等教育的科技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科技人力储备不足以及

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水平较低。

1 陕西高等教育的科研经费投入力度不够

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所占陕西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 这说明高校

科技经费投入的力度弱于区域创新系统内其他组织的科技经费投入的力度。 陕

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占西部高校比重也有下降趋势， 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

投入力度在西部十二省份中的优势被削弱， 西部其他省份高校的科技经费投入

力度正在增强。 而陕西高校 Ｒ＆Ｄ 经费内部支出的增长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陕西高校的 Ｒ＆Ｄ 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正在逐渐放缓， 由于目前高校科

研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投入， 这说明政府财政用于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力

度相对不足， 其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2 陕西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力储备不足

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数占陕西 Ｒ＆Ｄ 人员数的比重和陕西高校 Ｒ＆Ｄ 人员全

时当量占陕西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 这说明陕西其他组织

的科技人力储备量上升幅度较大， 增长速度较快。 从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５ 年陕西高校

教研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变化情况来看， 这十年间， 陕西高校教研人

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只增加了一万多人， 说明陕西高校中处于创新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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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的数量增加幅度较小， 科技创新拔尖人才的数量还远

远不够。 以上情况综合起来说明陕西高校的科技人力储备情况相对不足。

3 陕西高等教育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水平较低

陕西高校的技术转让合同数和合同金额大幅减少， 陕西高校的技术转让合

同数和合同金额占陕西的比重下降也较为严重。 陕西高校的科技成果与陕西技

术市场需求对接程度较低， 陕西高校在进行研究科技成果时没有充分考虑到陕

西技术市场的真正需求情况； 陕西高校的科技成果的实际可转化度较低。 陕西

高校科技成果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并没有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实质性的强

力转变， 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给学校带来的经济收入也较低。 说明陕西高校的科

研成果转化情况很差， 远远不如陕西其他组织的科研成果转化能力， 未能真正

实现科研成果社会经济效益的产生。

（二）政策建议

根据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贡献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大高校科技经费投入

高等学校科技经费是高校得以发挥区域创新重要主体作用和作为区域科技

创新动力源的重要保障。 当前提升陕西高校对区域科技创新贡献水平的基础是

人才， 关键是经费， 所以必须重视物化投入指标对大学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

物化投入指标一般包括人力和资金①。 因此， 要建立并实施相关举措， 持续加

大陕西高校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 使经费的提升得到保障， 使陕西高校科技创

新工作的开展和运行有足够的资源支撑。 本报告对提升高校科技经费投入的稳

定性和丰富高校科技经费投入的多样性方面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１） 建立高校科技经费投入长效机制

首先， 设置相关规定和要求， 定期、 保量对高校科技活动提供经费支持是

对高校科技经费投入保持稳定性的有力保障。 首先， 政府应建立相关的政策，

强调高校科技经费投入的重要性和强制性， 保障高校科技经费的稳定投入， 使

高校能够持续从事基础性研究活动和未来性探索工程， 攻破根本性科学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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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

其次， 政府还应设立专项资金， 支持特定科技创新项目的科学研究与试验

开发等活动， 保证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紧密贴合。 这些项目

主要是国家和民生层面需求较为强烈的项目， 是支持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科技

项目等。

（２） 拓宽高校科技经费的投入渠道

拓宽高校科技经费的投入渠道是确保高校科技经费投入多样性的有力保

障。 一直以来， 我国高校的科技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高校科研人员养成了科研惰性， 进行科学研究和试验研发等

科技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 从而限制了高校科技创新水平的有效提

升。 因此， 要想激发高校科技创新意识、 增强高校对区域科技创新的贡献， 可

以引入企业资金、 社会其他组织资金甚至国外资金等。 而由于企业是区域科技

创新生产力的最直接输出力量， 企业与高校形成的对接与合作应该成为继政府

财政投入之后的最有效途径。 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和配套服务措施， 鼓励校

企合作， 大力推行产学研合作方式， 为高校科技创新活动引入大量的企业研发

资金， 激活高校科技创新意识， 增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从而提升高校对区域

科技创新的贡献水平。

2 加强高校科技人力资本投资

影响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具备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

才的数量和质量。 只有拥有足够的科技人力资源， 陕西高等教育才能对区域科

技创新的发展做出贡献。 因此， 要提高陕西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的贡献水平，

加大陕西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本报告认为， 陕西高校可以采用

“本地培养 ＋外部引进” 的方式来加固自身的科技人力资本力量。

（１） 建立 “本地培养” 人才成长机制

“本地培养” 人才成长机制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主要是指依托本地

区内已有的高等教育、 科研院所等优势资源， 对本地区内具有科技创新潜质的

创新预备人才进行科技创新思维和能力培训。 例如， 可通过大型科技比赛项

目、 学校以及科研院所选拔推荐等活动进入培养计划。 本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

或科研院所也可设置专门的科技系列课程来实施对这些人才的专门化培养， 使

他们成长为具有强烈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尖端科技创新人才。 地方政府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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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相关政策， 规范此类人才培养模式的运行机制， 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开

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当然， 科技创新活动会分布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 这就需要积极拓宽本

地区人才培养的途径， 丰富本地区人才培养的渠道。 因此， 本报告提出的

“本地培养” 人才成长机制的第二层含义主要是指通过本地区内已有的各种

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多种类、 多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即大力促进本地区

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推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协同发展， 培养多层

次、 多类型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水平， 丰富高校人才培养

模式， 以培养出适应本地区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的科技创新活动的科技创新

人才。

（２） 建立 “外部引进” 人才交流机制

“外部引进” 人才交流机制也具有两层含义， 即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这两种双向互动交流的人才培养模式。

“引进来” 模式包括国内引进和国外引进两种人才引进模式。 即通过政府

和高校制定的人才引进政策， 比如直接落户政策、 购房优惠政策、 生活补贴政

策、 子女入学优待政策等， 大力吸引国内发达地区的优秀科技人才、 在外留学

生以及国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科技人才， 来陕高校进行中长期的科技工作和科

技交流活动， 助力陕西高校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 为陕西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

做出贡献。

“走出去” 模式包括赴省外学习和出国学习两种人才交流学习模式。 即通

过制定科技人才外出交流学习的相关政策， 引导陕西高校科技人才积极赴经济

发展相对发达、 教育资源相对雄厚、 科技创新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进行交流学

习， 然后学成归校， 把在外学习到的宝贵经验和实际的科研工作进行结合并有

所创新， 从而提升陕西高校科技创新水平， 为陕西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做出贡

献。

3 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成果能够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生产生活、 产生经济效

益的关键环节， 是科技创新得以真正实现的最后阶段， 因此， 科技成果的转化

力度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水平， 只有科技成果成功实现

市场转化， 转变为更高的劳动效率， 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才能真正得到提高。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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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当大学的知识成果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社会， 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才能从中

获取利益①。 陕西高等教育虽然基础雄厚， 科技创新成果产量较高， 但由于科

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情况较差， 没有将科技创新成果切实地进行市场推广和市场

转化， 从而并没有真正变成现实生产力， 进而实现其经济价值， 所以导致陕西

省高等教育对其科技创新的贡献水平较低。 因此， 改变陕西高等教育在科技成

果转化方面的不足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这就需要增强产学研合作正效能， 从而

提升高校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 本研究着重从高校和政府两个视角， 探讨如

何提升高校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力度。

（１） 高校自身需要增强科技成果转化意识

一方面， 高校要充分认识到区域科技创新离不开高校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大

力支持②， 而服务于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也会反过来推动高校自身办学水平的提

升， 并使高校自身办学水平更加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③。 高校应增强科技成

果转化意识， 一方面要完善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机制， 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

率、 转移输出以及应用收益等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促使高校科研人员重视科

技成果转化， 提高其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一方面， 高校应该建立并完善科技信息交流平台， 实现与区域其他组织

间的科技信息交流， 掌握市场需求与导向， 有针对性地进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工作。 另外， 高校应积极主动参与到区域已有的科技创新平台中去， 例如技术

转移中心、 创新示范区等， 与企业、 中介机构等部门合作。 美国硅谷、 英国伦

敦大学和德国应用技术大学都是在与企业实现了良好的对接和互动的基础上，

促使了校企协同创新的大力发展④。 陕西高校也应逐步形成协同创新战略联

盟， 在协同发展过程中提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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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政府要完善市场转化的政策环境

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 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等工作， 形成合力支持科技创

新①。 广州、 深圳等政府对科技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 有力地促进了当地

的科技创新和发展②。 因此， 陕西省应继续完善有利于高校科技成果实现市场

转化的政策环境。

第一， 政府应健全法律法规。 政府应将完善立法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

作的重中之重， 让高校在知识产权保护、 发明专利申请、 校企合作等方面都有

法可依。

第二， 政府应做好宏观调控。 政府应致力于创建有利于高校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的宏观政策环境， 例如在政策制定中应突出对专利产业化项目的奖励力

度； 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不定期监测和考核专利产业化项目的实施进

程③； 大力支持高校科研团队和企业建立交流合作机制， 强化校企沟通交流与

合作， 推动大学科研体制改革④， 尤其要加强高校与本区域支柱产业、 特色产

业以及高科技产业部门的交流与合作⑤， 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切实研制

本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长期发展战略， 推进区域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

建设， 保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健康高效持续进行。

第三， 加强配套服务建设。 除健全法律法规和完善政策环境以外， 政府还

应提高行政能力， 提供高效率的配套服务， 保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顺利

进行。 对注册、 办理税收等减免服务费或者简化流程， 减少科技创业过程中的

各种障碍， 助力科研创新工作的推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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