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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十二五”以来，陕西省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创业日趋活跃，科技创新取得

显著成绩，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本研究以陕西省科技进

步水平分析为基础，进一步展开陕西科技创新现状和经济发展现状的

研究，并提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成效，最后给出对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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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 陕西省科技进步水平分析 

《2014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1（以下简称《2014监测报告》）显示，

陕西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 60.73%，比上年提高了 4.33 个百分点，排在全

国第 7 位，较上年提升 1 位，继续位居西部第一。 

《2014 监测报告》在保持以往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近年统计制度的变化，

对少数监测指标进行了调整。分别从科技进步环境、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

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五个方面,12 个二级指标和 33 个

三级指标，对全国 31 个地区的科技进步水平进行评价。 

本文在《2014 监测报告》所展示的各级监测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来揭

示本地区的进步与不足，力求在新的一年中扩大原有的优势，弥补暴露出的短板，

以更高的科技投入水平实现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效果。 

1.1全国及地区科技进步基本情况 

根据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将全国 31 个地区划分为五类（见图 1）。 

第一类：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3.55%）的地区，分

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和浙江。 

第二类：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3.55%），但高于 50%

的地区，包括陕西、辽宁、山东、重庆、湖北、四川、福建、黑龙江和安徽。 

第三类：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 50%以下，但高于 40%的地区，包括湖

南、山西、吉林、甘肃、内蒙古、河南、宁夏、江西、青海、河北、海南和广西。 

第四类：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 40%以下，但高于 30%的地区，包括云

南、新疆和贵州。 

第五类：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 30%以下的地区，只有西藏。 

 

 

                                                        
1
 2014 科技进步统计监测采用了 2013 年的科技统计数据，实际上是对 2013 年科技进

步状况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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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地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排序图 

 

将 2014 监测与 2013 监测比较，31 个地区的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较上年

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全国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比上年提高了 3.25 个百分点，

山西、四川、湖南、贵州等 18个地区高于这一增幅（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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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地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提高百分点排序图 

1.2 2014陕西省科技进步水平分析 

2014陕西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 60.73%，居全国第 7位。与 2013监测比

较，排名上升 1 位，增长了 4.33 个百分点。在一级指标中，科技进步环境指数

排在第 8位，科技活动产出指数排在第 5位，均比上年上升 1位；科技活动投入

指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排在第 11位和第 17位，与上年持平；科技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指数排在第 15位，比上年下降 2位（见表 1）。 

表 1  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级监测指标和位次 

指标名称 

陕西省监测值 2014 

全国平均

监测值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综合科技进步水平 
56.83 58.17 57.06 56.40 60.73 

63.55 
8 7 8 8 7 

  科技进步环境 
64.30 63.99 61.21 57.69 62.21 

61.60 
5 5 7 9 8 

  科技活动投入 
57.68 56.31 56.05 56.99 58.82 

65.59 
8 8 10 11 11 

  科技活动产出 
55.24 57.31 55.52 59.50 66.82 

68.14 
4 5 6 6 5 

  高新技术产业化 
40.30 46.33 51.66 44.01 49.69 

53.58 
19 13 11 17 17 

  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62.69 64.34 60.06 59.99 63.48 

64.99 
17 18 18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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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进步环境 

2014 陕西省科技进步环境指数为 62.21%，比上年提高 4.52 个百分点，在全

国排位也从第 9 位上升到第 8 位（见表 2），指数和位次均比上年有所提升。在

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的排序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广东、陕

西排在前 8 位，同时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科技进步环境指数为 61.60%）

的地区。 

表 2  陕西科技进步环境水平监测指标和位次 

指标名称 

陕西省监测值 2014 

全国平均

监测值 

位次 

2013 2014 增幅 2013 2014 变化 

科技进步环境 57.69 62.21 4.52 61.60 9 8 ↑1 

科技人力资源 77.58 81.29 3.71 82.93 9 9 - 

科研物质条件 47.48 55.07 7.59 46.89 8 6 ↑2 

科技意识 41.38 43.91 2.53 47.88 8 8 - 

 

从二级指标看，科研物质条件指数增幅最大，比上年增加 7.59 个百分点，

且排名上升 2 位，由上年的第 8 位升至第 6 位。科技人力资源指数比上年增加

3.71 个百分点，排第 9 位，与上年一致。科技意识指数比上年增加 2.53 个百分

点，排名仍保持第 8 位。以上 3 个二级指标，只有科研物质条件指数高于全国平

均监测值，其余两项都略低于全国平均监测值。表明陕西省科研物质基础较好，

而科技人力资源仍需加强、科技意识仍需提高。 

从三级指标看，全部8项指标排名均有所上升；7项指标值较上年增加，仅1

项下降。其中排名上升较快的是：万人吸纳技术成交额946.91万元，是上年的2.28

倍，排名上升7位，由第13位跃升至第6位，是陕西省三级指标中排名上升幅度最

大的指标；每名R&D人员仪器和设备支出3.85万元，排名上升5位，由第18位升

至第13位；有R&D活动的企业占比重12.08%，比上年增加2.74个百分点，排名上

升4位，由第17位升至第13位。下降的指标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比

较系数，比上年减少4个百分点，但由于全国其他地区该指标值下降幅度更大，

因此陕西省该项排名由上年的第11位上升2位，排至第9位。 

2. 科技活动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