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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与提升研究

◆黄玉棠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江门５２９０００)

【摘要】科技创新是提升区域竞争力和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对江门市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现状进

行梳理,对比曾经与江门市经济总量保持一致的惠州、扬州、常州等城市,找出江门市科技创新在发展中的弱点.笔者

针对江门市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培育创新主体、优化平台布局、提升转化成果、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资源支

撑等方面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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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江门市科技创新能力现状

１．１　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取得重要突破

２０２０年，江门市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３２００．９５亿元，

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４１％。 全市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从２０１５
年７．８８亿元提高到１６．７３亿元，五年增长率高达１１２％；全

社会R&D经费支出从２０１５年的４０．３亿元提高到７８．６亿

元，五年增长率高达９５％；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强度从

２０１５年的１．８％提高到２．４５％，全省排名第７。 (图１)

图１　江门市五年全社会R&D经费支出与投入情况

１．２　科技转化成果数量不断攀升

江门市专利申请量从２０１５年９５５５件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

２０４７５件，专利授权量从 ２０１５年 ６３８４ 件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６８９１件，五年增长率达１６５％，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从

２０１５年５０８件增至２０２０年６２４件，五年增加１１６件。 ２０２０
年，江门市５１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争取扶持资金

７６２９万元。 江门市市级社会发展类科研攻关项目不断增

加，医疗卫生领域科技立项３４２项，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重

点项目立项１６项。 江门市推进珠三角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示范区建设，全市技术合同成交５９０项，登记额９．４６亿

元，技术交易额实现８．６８亿元，全省排名第６。 (图２)

１．３　科技创新环境持续优化

截至２０２１年，江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１８４５家，自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年均增速位列全省第一；高新技术产值达

２１９０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５０％；截至２０２１
年底，江门市已建成国家级科研平台６家，省级科研平台

４７８家，省级农业攻关项目１２个，市(县)属科学研究开发机

构１５个。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数量占总研发

机构一半以上。 ２０２０年全市拥有众创空间共计４１家，众创

空间面积７．７６万平方米，科技企业孵化器３９家，在孵企业

１１５３家，当年毕业企业１０９家，孵化器面积５１万平方米。

图２　江门市五年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数量

１．４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江门现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多层次、全链条、广覆盖

的科技创新体系。 ２０２０年，全市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数

２１．４２万人，较２０１５年１７．９７万人增长２０％，其中中级职称

以上８．７１万人，较２０１５年７．１１万人增长２３％。 江门深入

开展百名博士(硕士)引育工程，２０１９年，引进博士１５０人、

硕士５４５人、省领军人才引进１人，实现零的突破。 江门

建立博士后工作站/流动站共１３家，博士后工作站/流动站

在站人员共计１７人。 ２０２０年，江门建成１１家院士工作

站，加强与院士团队的产学研合作，与多名院士及其团队建

立长期合作机制。 江门发挥８家“联络五邑”海外工作站

桥梁作用，吸引海外人才到江门创新创业。 同时，江门还

建立了省内首个外国人才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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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科技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在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阶段，江门市相关科技部门

及时出台五条科技惠企措施，增设１００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社

会经济发展。 江门市引导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在社会经济发

展比较缓慢的期间为承租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减免租金，积极

推动科技金融融合发展。 ２０１９年，江门市新增科技支行５
家，现有服务科技型企业的专业金融机构数量和质量位居全

省前列。 江门市持续开展科技贷款贴息，兑现贷款贴息

１７１５万元，涉及贷款总额达９．３亿元。 江门市深入实施

“邑科贷”，不断扩大科技型企业融资担保规模。

２　江门市科技创新能力实证分析

　　要想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和研究，就需要对评

价指标进行科学筛选和构建。 为了全面公正地反映区域科

技创新能力，本文参照《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的指

标划分方法，构建三级指标层。 一级指标层对知识创新能

力、知识流动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科技创新环境以及

创新的经济绩效进行评价；二级和三级指标分别在一级指标

下进行筛选。 笔者通过使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三个层次指标

的关联度逐步计算。 三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解释度采用权

重法获得，对江门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进行综合评价。

三级指标层如表１所示。

表１　江门市科技创新指标构建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知识创新

能力

知识流动

能力

企业技术

创新能力

研究与发

展投入

知识产权

科技成果

国内合作

国外合作

企业研究

开发投入

产品创

新能力

(１)每万人人口中研究开发人员数(人/万人);

(２)科技三项经费(万元);

(３)科技三项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

(４)各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数(个)

(１)专利申请量(件);

(２)专利申请量年增长率(％);

(３)专利授权量(件)

获国家、省、市科技进步奖数(项)

(１)企业购买国内技术支出(万元);

(２)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美元)

(１)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支出(万元);

(２)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亿美元)

(１)企业研究开发资金投入(万元);

(２)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总数(人);

(３)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数量(人)

(１)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

(２)新产品开发项目数(个)

科技创

新环境

创新的经

济绩效

创新服务

环境

市场需求

创业水平

宏观经济

居民收入

与就业

(１)帮助企业获批省级以上各类科技项目

金额(亿元);

(２)科技企业孵化器孵企业数量(个);

(３)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项)

政府财政支出(亿元)

(１)高新技术企业数(个);

(２)民营科技企业数(个);

(３)新注册企业数(个)

(１)人均 GDP水平(万元);

(２)经济增长的年增长率(％);

(３)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

(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

(３)城镇登记失业率(％)

　　据相关调查数据可知，从权重变化来看，江门市区域科

技创新投入相关指标中，其每万人口中研究开发人员数的权

重呈上升趋势，总体上科技创新投入下的五个指标的权重基

本高于平均水平，这表明科技创新投入相对比较重要。 在

区域创新环境指标下，帮助企业获批省级以上各类科技项目

金额、科技企业孵化器孵企业数量、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的

数量比较小，这说明文化环境因素对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

影响较小。 此外区域科技创新环境下的其他指标基本保持

低水平波动，其权重均值为 ０．０２４，明显低于总体均值

０．０３７。 其他相关指标的权重基本保持在０．０５左右波动，这

说明区域科技产出水平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构成起重要作

用。 从整体上看，科技创新能力各指标的权重区别并不

大，且年与年之间的波动也较小，说明科技创新能力的构成

比较稳定。

３　江门市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措施

３．１　突出企业创新能力，实施创新主体培育行动

３．１．１　千方百计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江门市相关部门对小微企业的成长进行扶持和培育，制

定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 江门市对金属制品、家电等五

大传统优势产业开展改造提升行动，鼓励科研人员组建团

队，创办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动中小企业中的传统制造业进

行转型，成长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并培育扶持中小企业上规

升级。

３．１．２　量质并举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江门市针对所有科技企业制定生命周期培育计划，鼓励

有一定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创建科技型中小企业。 江门市

筛选创新基础扎实、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后备库，对在库企业进行政策支持，加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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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企业培育进程。

３．１．３　凝心聚力壮大创新型领军企业

江门市重点扶持高新技术骨干企业，推动其成为具有全

国竞争力和知名度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江门市深入实施科

创企业上市行动，推动优质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并对上

市融资企业制定奖励方案，给予上市融资企业适当奖励。

３．２　优化区域创新平台布局，提升科技创新知识赋能

３．２．１　发挥我国自主创新示范区引领、集聚作用

江门市对我国设立的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行重点支持，尤

其是在财税扶持、知识产权保护、高端人才引进、科技金融

结合、股权激励等政策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加大全市５大主

攻产业的科技企业梯次培育和精准扶持力度，引领大中小企

业协同创新融通发展，推动主导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

３．２．２　引入一流高校及科研机构

江门市采用灵活引入方式，主动协调沟通，积极对接国

内外高水平高校及研究所引入计划。 江门市为引进的高校

及科研机构提供充分的政策便利和资金土地支持，吸引一流

高校和科研机构来江门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产学研协同

创新中心，推动校企、院企开展技术合作，推动校企研发机

构提质扩面。

３．２．３　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

江门市支持高新技术骨干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布局

建设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省重点实验室等，争取建立我国重

点实验室。 江门市引导高校、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合作成

立工作室，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绿色能

源等方面进行创新合作。 同时，江门市积极引进和打造重

点产业集群和标志性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打造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加快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３．３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增加科技创新经济效益

江门市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

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积极落实科技成果转化行动。

江门市将高新区打造成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探索

科技成果分类评价和所有权收益权改革试点，制定并落实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相关财税扶持政策。

３．３．１　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江门市构建产业创新专业服务体系，发挥科技相关社团

以及协会的优势，为高新技术企业开展专业技术评估、产业

技术方向与研判、共性技术研发、核心技术标准研制与推介

等服务，并拓展学会专业服务网络，建设一批产业创新特色

科技服务机构。

３．３．２　为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创新公共服务

江门市推进市政产学研对接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计

划，建设企业技术需求库和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数据库，对全

市高校院所高价值专利信息进行采集和共享，推动科技成果

与产业、企业需求有效对接。 同时，江门市鼓励小微企业

园区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培育一批“专精特新”高新技术

企业。

３．４　营造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构建充满活力的产业

生态

３．４．１　加大对教育、健康、居住等公共投入力度

江门市在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经济发展中，注重“软

环境”打造。 一方面，江门市以先进的医疗条件，高效的

政务办事效率以及舒适的居住环境为亮点，吸引优秀人才留

在江门，实现引人、留人的目标，进而促使城市人力资本间

接提升，推动城市不断创新；另一方面，江门市重点关注职

业技术培训，不断提高制造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使他们

成为技能型人才。

３．４．２　加强文化环境建设

江门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 江门市注重表彰

和奖励科技人才，维护科技工作者权益，并积极向社会宣传

江门科技发展的成就、宣传科技工作者典型事迹，让公众感

知科技发展的活力，激发公众热爱科学的热情，营造公众崇

尚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１]杨慧辉,潘飞,胡文芳．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J]．

科研管理,２０２０,４１(０６):１８１Ｇ１９０．

[２]杨晓燕．基于公共物品性质的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学分析[J]．

商业时代,２０１１(１８):１７Ｇ１８．

[３]吴丽花．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商讯,２０２０(０６):１８２．

[４]张静蕊．区域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研究[D]．石家庄:河

北地质大学,２０２２．

基金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江门市基础与理论科学研究类项目,项目名称:基于灰

色关联模型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与提升研究———以江门市

为例,项目编号: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０１３２０００３４７７.

作者简介:

黄玉棠(１９７０－),女,汉族,广东江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金

融保险.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