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6卷第19期

2009年lO月

科技进步与对策

Science&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01．26 No．19

Oct．2009

基于灰色关联比较的北京等六地区
高技术产业影响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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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给出了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改进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基础上．实证比较分析了我国

北京等六地区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及自主创新4个方面的影响力问题。

综合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六地区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虽各有特点．但对经济社会的综合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广

东、江苏、上海、浙江、天津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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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传统产业经济学中将影响力解释为产业间的前后

向关联及其波及效应。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活动通过

产业间的联系方式，必然要影响到其它产业的生产活动．

将一个产业影响到其它产业的“程度”称为该产业的影响

力⋯。相对传统产业来说．高技术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其

“关联”和“影响”要深广得多。因此，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

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在自身发展过程

中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

步和自主创新的作用及其大小。

毋庸置疑，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

家的经济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然而．现有的文献对高技术

产业影响力的研究却不够充分。刘志亭Ⅲ在就这一问题的

研究中．阐述了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力表现在对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3个方面，但就测度和评价问题

涉及不多。相近的就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等的关联研究

颇为丰富，赵玉林和汪芳分析了高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

产业波及效应．认为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的产业波及作用

将能够有效地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并能够突破性地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3]。张磊和

蒋义⋯、毛慧红和颜建华㈨、邵一华和吴敏[引、吴晓波和曹

体杰等门]就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等方面

进行了研究，尽管研究方法不同。所分析的具体对象及实

证数据也不尽相同．而得出的结论几乎一致：在现代经济

发展中，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高度关联。

但是，关联只是表明了“一种联系”。本文着重于高技

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自主

创新的影响，通过构筑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应用改进的灰色综合评价模型．对北京、天津等6个地区高

技术产业2000年至h|2006年的影响力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北

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的强度问题。

1指标设计

在设计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时。本文遵循

了这样几个原则：①定量化数据指标优先。为了避免主观

评价带来的误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尽可能采用客观

定量指标，且各个指标的数据满足权威性、统计口径一致

性、完整和正确性。(爹总量指标优先。由于高技术产业影响

力是通过其自身的发展不断体现出来的，必须具备了一定

的规模才有可能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所以选取指标时，

尽量减少效率指标的使用，而更注重总量指标。③外延便

利性。影响力的大小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在构筑指标体系

时应该能够容易且方便地纳入新的比较样本。④动态性。

影响力的表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设计指标时就必须考

虑到指标的连续性和前后的一致性。⑤相关系数最小。在

同一级别的指标体系内．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应该尽

可能小，避免累赘、繁冗和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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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高技术产业影响

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就业、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及

自主创新4个方面(一级指标层)的影响力。指标体系及各

指标权重(括号中数字)汇总于表1。

表1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

总目标一级指标二级指标 i级指标

当年价总产值f0．1976)高技术产镒销售利润率(0．3917)
业I-f经济 资产利税率fo．41071

响力 资源使用效全员劳动生产率(O·0254)
(0．1441) 率指标 科技活动经费效率(o．59721

(o．3735)
项目建成投产率(0．3774)

高技术产

业对就业

的影响力

(0．1737)

皇繁娄高技术产
毫些尹显菇；血响力 差描并装

科技活动人员fo．3340)

产业从业人员(O．3327)

科学家与T程师(0．3333)

企业数(O．3425)嚣年末固定资产原值(0．3052)
全部建成或投产项目(o．3523)

新开工项目(0．2093)

在建T程指总资产增长率(0．3054)

标(O·5470)固定资产投资额fO．2086)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0．2767)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o．25131

高技术产研发投人指技术升级经费(0·2467)

业对技术标(O．6521)科技机构数(0．2635)
进步和自

主创新的

影响力

fo．3340)

R&D经费内部支出(O．2385)

专利规模(0．4120)

篇篇署新产品产值比重(0．1076)
新产品销售收入(0．4804)

2评价方法及其改进

灰色系统理论是我国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

提出的。它的研究对象是“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

的“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它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

成、开发，实现对现实世界的确切描述和认识。其中，以灰

色关联分析的应用最为广泛，冷建飞对基于灰色关联度分

析的灰色关联评价模型作了改进，以适用于动态多指标评

价问题【引。

灰色综合评价评判主要是依据以下模型：尺=E×形。式

中，月=【rJ，r2，⋯，o】7为rrl,个被评对象的综合评判结果向

量；形=[W。，W2，．．．，Wn】7为凡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分配向量，
n

其中≥]W=l；E为各指标的评判矩阵。
，j‘

出

f。(1)

￡(1)
-●●

靠(1)

￡(2)

岛(2)

靠(2)

￡(11)

￡(n)

￡(n)

f(七)为第i种方案的第k个指标与第k个最优指标的关

联系数，并根据R的数值进行排序。这样。在进行灰色综合

评价之前，必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2．1对综合评价结果的敏感性分析

本文先基于冷建飞的灰色关联法进行了数据验证，并

采用标准化处理法和极值处理法两种方法进行指标无量

纲化．以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和灰色关联评价模型的稳定

性。通过实证，综合评价得分表现出3个特点：①综合得分

比较集中，离差小；②不同无量纲化方法的选择造成了综

合评价结果的不稳定；③高级指标和次级指标的综合得分

结果存在波动。

由于综合评价结果存在很大波动．所以有必要对综合

评价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敏感性分析。一般情况下．导致综

合评价结果敏感性的原因主要有指标类型一致化方式的

选择、评价指标无量纲化方法的选择、评价模型的选择和

权重系数的选择【9】。在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中，

所选择的指标都是机会指标．即指标数值越大越好。在权重

系数的确定上，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完全根据数据本身

的性质来确定权重。所以，指标类型一致化方式的选择和

权重系数的选择都不是造成综合评价结果波动的原因。

2．1．1评价指标无量纲化方法的选择对综合评价结果的

敏感性

无量纲化方法选择的原则是选择能尽量体现被评价

对象之间差异化的方法，也就是说使得评价结果方差(或

者是标差)越大的无量纲化方法越好。根据指标体系的设

置，总共计算了22次综合得分，两种无量纲化方法各11次。

首先分别计算出每次综合评价得分的标准差(由于方差太

小，不容易看出结果，所以选择了标准差)，结果如表2。

表2综合得分标准差

利用统计学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两组方差的均

值是否有显著差异，结果见表3。

表3方差分析

从Sig．值--0．422731大于0．05可以知道，两组方差的均

值并没有显著差异，即使用任何一种无量纲化方法效果一

样，都不会影响综合评价的结果。所以无量纲化方法的选

择并不是导致综合评价得分波动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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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二级指标下三级指标的综合评价

注：表中数据后面括号内为对应指标结果排序。

表6高技术产业影响力综合评价

注：袁中数据后面括号内为对应指标结果排序。

2．1．2评价模型对综合评价结果的敏感性

均值化生成器也是导致综合评价结果波动的重要原

因。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法处理后，有一定比例的负数(负

数的多少和大小取决于原始数据的离差)，简单的加和与

求平均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波动和不稳定。极值处理法进行

数据标准化，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虽不存在负数，但是

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能轻易地引起标准化结果的大幅

变动。在求平均值的时候波动在所难免。而且使用该均值

化生成器必将缩小评价结果的方差。

另外，注意到规范化评价矩阵S；中的元素S。与理想

评价矩阵中的元素吕t的关联系数为：

minminrain l＆一‰I+pmax嗍懈『毋'n
∈m2—1若弭面而盖意面习一，由

J
I I

于minminmin l＆吖阻l毫0。
J I i

pmaxmaxmax lgrs且I

简化后变成岛2下ii寸i：i：i面i悟j订。也
就是说既与理想评价矩阵中的元素＆的关联系数仅仅依

赖于l＆—‰l、，麟，懈，麟lg,,-sp l。这样做的缺陷在于：
』 l I

①浪费了数据提供的信息，Sm与配的关联依赖于所有

(1昂咚坤1)的最大值，完全不能体现各个指标和时点间的
差异；(爹缺乏灵敏度，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而产生巨大

波动，即使整个指标体系的数据仅存在一个最大极端值，

也能带来全范围的波动。通过数据验证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因此，导致综合评价得分波动性的原因在于模型本身

的缺陷。

2．2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改进

(1)删除均值化生成，理想评价矩阵设置为：

G=

⋯ 蜀^

⋯g五

⋯gk

其中gn=max{A扣}√=1，2，．．．，n

(2)将规范化评价矩阵51『中的元素s。与理想评价矩

阵中的元素＆的关联系数改为：

轳警裂搿艄母k嘞I；钆21i习面=瓦i厂0叻’刘’甲幡嘞l
2

0，所以上面的公式可以化简为：

pmax I＆q帕l

毛2矗ii南磊i—医i丁仍然取尹Io气
改进后的模型不仅充分利用了样本数据提供的信息．

同时避免了某一极端值对总体评价的影响，增强了灵敏

度，增大了评价得分的离差。再次利用两种标准化方法进

行实证分析，排序与得分都得到了完全一致的结果。评价

得分离差显著增大。

3实证分析

实证样本数据(2000--2006年共7年数据)全部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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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北京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采用主成分法确定各指标权

重，将各指标权重汇总于表1。考虑到影响力是在高技术产

业自身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从时问序列的角度更应关

注高技术产业“现在”的表现，这样，最近年份的权重应该

大一些，因此，年份序列权重采用加速折旧法。应用本文改

进的灰色综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汇总于表4、表5和表6。

4结论及讨论

(1)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影响力由大到小

依次为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天津和北京。有意思的是，

在所比较的六地区中，北京排在了最后，似乎超出了我们

固有的认识。所用评价的二级指标中，对经济增长、就业、

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力．北京都排在了第五。而3个指标第

一的分别是天津、广东和江苏：对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

影响力，北京排在了最后．而排名第一的是广东。进一步分

析三级指标．北京最好的名次是排在第二的资源使用效

率，其次是经济增长和研发产出。而研发投入只排在了第

六。

(2)为了进一步说明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状况，有

必要就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影响力进行综

合阐述。选取北京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北京GDP的比重，

以及北京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北京GDP的比重这两个指

标，综合表示北京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如

表7．并将这两个指标结果与影响力汇总于图1。结果表明，

3条折线都有类似的波动趋势：先下降．再缓慢上升：北京

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03年后有了较为明

显的增长．而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增加却极为缓慢，说

明北京高技术产业确实对北京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但

两条渐行渐远的折线恰好说明北京高技术产业生产效率

的降低影响了影响力指标。

(3)北京高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首

先，北京高技术产业还属于初步发展阶段．有着强大的增

长潜力．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北京特有的优势。其次，在进

O．8

0 7

0 6

0 5

0 4

0 3

O 2

0．1

岛技术产
业总产值
／GDP

岛技术产
业增加值
，GDP

高技术产
业对经济
增长的影
响力0五而ol 2面厂五万2—004 2005 2006年份

图1贡献度与影响力

一步扩张高技术产业规模的同时，更要注重其规模报酬的

增加，努力提高产出效率。再者，应进一步健全研发成果转

化机制．促使研发成果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及为提高生产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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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方慧姝 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2008
    论文从高技术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角度出发，以研究分析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为目标，采用模糊优选综合评价法对北京高技术

产业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对传统技术和高技术进行选择是关系我国产业发展

前途的重大战略问题，北京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密集，是世界仅有的几个科技资源密集的区域之一，基于其独有的区域资源优势，对北京高技术产业

影响力进行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首先通过大量的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高技术产业经济学，产业影响力理论的理论基础，研究分析产业影响力机理并给出产业影响力经济学

诠释，分析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特点进而研究高技术产业影响力机理，设计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适合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的评价

模型，依据所建立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对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从北京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对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优选综合评价模型对北京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横向比较了六地区高技术产业影

响力状况，纵向分析了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发展态势。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找出北京市高技术产业的影响规律及其影响力状况，认为，北京高技术产业

不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且在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北京高

技术产业影响力的对策建议。

2.学位论文 陈春晖 高技术产业技术标准联盟优势研究 2007
    以技术标准为重要竞争手段和武器的技术标准联盟成为高技术企业参与技术标准竞争的主要形式并深刻冲击原有社会和经济秩序(市场，企业和用户

)。但是现有理论研究并没有及时地跟上这一实践发展的步伐，现有文献对于高技术产业技术标准联盟缺乏系统研究。本研究把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个介

于市场和企业之间中间组织，研究其优势源泉、根源和提升，对这一新型组织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提供理论推演与论证，构建全面的分析框架，以期形成

系统研究。指导高技术产业和企业认识技术标准联盟存在的成本与风险，最大限度获取其独特的组织优势。

    首先，研究技术标准联盟优势源泉。技术标准联盟作为知识库，所具有的转移、共享和创造知识与众不同的特殊能力称为技术标准联盟优势。运用

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价值网和博弈论方法分析技术标准联盟的价值网络、价值流动、网络特点、主体关系和形成动机。高技术产业系统物品结构的特

点导致技术标准联盟研发和扩散技术标准的网络结构。这种结构使得技术标准联盟主体在各模块和模块协调中创造和分配价值，合作剩余是价值网络形

成的基本动机。分析技术标准联盟的价值网络与技术标准联盟优势的关系，认为这种网络结构同时也使技术标准联盟积聚巨大知识和社会资本，通过转

移、共享和创造的知识过程赋予技术标准联盟优势。联盟异质性大小，社会资源多少决定和巩固技术标准联盟优势。

    第二，研究技术标准联盟优势根源。技术标准联盟优势根源是价值创造。构造博弈模型分析并数字模拟技术标准联盟的三条价值创造途径——化敌

为友、综合利用和组织学习。研究认为三条创造价值途径具有动态性。双方依据伙伴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正确选择战略合作伙伴，化敌为友创造价值；通

过资源识别、关系建立和能力构筑发挥跨组织资源的协同优势，综合利用创造价值；随组织学习能力提高，通过成功的三阶段学习、积极评估和调整以

及周而复始的学习循环，使组织学习不断接近“效率前沿”，创造企业最大价值。从伙伴选择到知识共享，通过组织学习引导技术标准联盟优势升级

，在互动中实现价值创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使内部协作研发关系更成熟，实现技术标准联盟优势和联盟优势的获取。

    第三，研究技术标准联盟优势提升。技术标准联盟优势提升途径是融入跨国创新网络。界定技术创新网络一般定义，描述跨国创新网络的结构，分

析其主要内涵和特征。然后分析跨国创新网络提升技术标准联盟优势的原理。融入跨国创新网络，技术标准联盟能获得跨国主体参与者带来的、与技术

标准联盟本地参与者完全不同的知识资源和社会资本，并由此构造的多元化创新环境，通过丰富知识过程的基础作用巩固、稳定和提升技术标准联盟优

势。分析了技术标准联盟国际竞争的母国优势，从技术和市场两个维度对世界潜在的技术标准联盟主导国进行统计比较研究。认为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

是决定技术标准联盟国际竞争中母国优势的因素，技术标准联盟应依据优势互补的原则，选择具有不同母国优势的企业或技术标准联盟作为国际战略合

作伙伴，才能提升技术标准联盟优势。

    第四，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本研究的理论推演。运用含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验证企业加入技术标准联盟能否获得联盟优势。研究表明高技术企业加入

技术标准联盟能显著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加盟企业技术创新对于公司价值的贡献率并获取投资者认同，证明了企业加入技术标准联盟能够获得联盟

优势。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加入技术标准联盟的决定因素。技术创新能力(显现、潜在)、产业地位和国际化是加入技术标准联盟的重要决定

因素。企业欲加入技术标准联盟以获得联盟优势应加大研发投入和积极申请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以显示自身潜在和显现技术创新能力；做大做强，争

取产业领先地位，赢取足够市场影响力。

    最后，结合我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现状，从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为高技术企业借助技术标准联盟优势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认为在国家层面，应该协调．技术标准化和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二者的协调机制，并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以营造宏观环境；产业层面应该实施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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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知识产权和R&D三大战略，以提供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层面主要是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影响力，但更重要的是调整组织特性和建立适应技

术标准联盟的运作机制。

3.期刊论文 陈家作.吴永林.Chen Jiazuo.Wu Yonglin 高技术产业影响力的机理分析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09,21(2)
    在讨论高技术产业影响力的经济学含义的基础上,分析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就业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影响机理问题.揭

示高技术产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范围、影响方式,为制定促进产业振兴和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4.学位论文 杨进国 高技术企业效用扩散研究 2008
    高技术代表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是国际经济、技术竞争的制高点，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而高技术正是通

过其效用扩散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力。正因为此，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高技术企业效用扩散。

    高技术不仅自身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更重要通过其效用扩散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力。本文首先总结了高技术扩散基本特点，界定了高技

术企业效用扩散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给出了高技术企业效用扩散的四种渠道——产业关联、市场竞争、人员流动和市场贸易；总结了高技术企业效用

扩散的两种模式——政府支持扩散模式和无政府支持扩散模式；提出了高技术企业效用扩散的四种机制——高技术企业效用扩散的能力机制、受体的接

收机制、通道约束机制和动力(或动因)机制。

    为了衡量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运用菲德模型，把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高技术产业部门和非高技术产业部门两部门，建立了高技术产

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模型。为了验证模型，本为采集北京相关数据，通过了SPSS16.O验证，得出了北京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符合政府

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策略，对北京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5.学位论文 蒋彦 重庆市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 2009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愈来愈呈现出区域化特征，产业集聚已成为获取区域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对

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即能够提高生产率，能够指明创新方向和提高创新速度，能够促发新企业的诞生，从而扩大和加强集群本身

，进而有利于提升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集聚是现代产业经济活动在空间结构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趋势，它不仅存在于许多的传统产业

中，更存在于今天各国经济竞争的关键产业—高技术产业中。风行世界的高科技园区如美国的硅谷、波士顿128公路以及英国的剑桥科技园，印度的班加

罗尔等高技术产业园区无一不打着产业集聚的烙印。在这些地区，不仅高技术产业内部的专业化程度高，而且区内企业之间相互协作，学习和交流知识

、技术和信息，企业的生产效率不断增加，进而导致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获得，成为对世界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和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肩负着建设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下，重庆如何突破大城市、大农

村、大库区并存的特殊市情给自身带来的一系列发展瓶颁，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增强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的确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命

题。而发展高科技园区，实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形成集群优势，无疑是重庆培育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的必然选择。目前，重庆市的科技及科研力量比较

雄厚，高技术产业园区发展呈良好态势，已实现了产业发展相关要素的集中和主导产业的集中，产业集群效应开始初步显现，但总体而言，重庆高技术

产业园区还只是处于由不同行业为数众多的企业集结而形成的企业“堆积”阶段，与国际上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和东部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相比，重庆高技

术产业园区的集聚能力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具有很强的脆弱性。从而，使得重庆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优势效应不明显，难以发挥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地方

经济的强有力拉动作用。

    本文在产业集聚相关理论回顾及高技术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针对重庆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从而为建设重庆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实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发挥集群优势，促进重庆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

持与应对思路。

    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七章：

    第一章为绪论，包括选题背景、研究目的、意义、思路、可能的创新等。

    第二章为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借鉴。本部分首先对研究对象涉及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然后回顾了一些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较有影响的理论，包括外部

性理论、工业区位论、增长极理论、新竞争优势理论等，旨在为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章为重庆市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及问题。本部分对重庆高技术产业的基本发展态势、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现状、集聚中的问题，以及重庆高技术

产业集聚支持体系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旨在为后面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分析提供现实参考基础。

    第四章为高技术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及模型构建。本部分首先分析了高技术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特征，并在其独有特征的框架下，分析探讨决

定高技术产业的区位因子有哪些变化，以及高技术产业集聚体的构成要素和功能。最后总结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知识生产函数的借

鉴，推演构建出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模型。

    第五章为实证分析部分。本部分使用以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的实证模型和重庆高技术产业的一些相关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实

证结果表明，重庆高技术产业聚集的影响因素按其重要性排序分别为：知识溢出环境、研发资本存量、智力资源集聚、政府支持和参与、基础设施、商

贸环境。

    第六章为促进重庆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对策。包括：培育知识溢出环境、增加高技术研发资本投入、推进智力资源集聚、增强政府支持作用四个大的

方面。

    第七章为结束语，提出了本文的基本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

    (1)把高技术产业集聚体视作一创新系统，通过对这一系统的支持体系以及高技术产业本身特性的结合考察，探寻出高技术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集

聚影响因素；

    (2)把一些非要素投入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因素引入知识生产函数，建立了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模型。

6.期刊论文 吴永林.方慧姝.WU Yonglin.FANG Huishu 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实证分析 -中国科技论坛2008,""(7)
    本文从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三个方面建立了产业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优选综合评价模型对北京高技术产业的影响

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北京高技术产业影响力的对策建议.

7.学位论文 杨念 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及其应用 2008
    进行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的重要工具是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而目前并没有国家或地区在进行周期性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一方面由于基础数据

的缺乏,另一个方面由于编制过程相对复杂。本文利用现有数据编制了一个4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利用它研究和分析了区域间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重

点对高技术产业进行了讨论。

    在基础数据不充足的情况下进行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需要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因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发展,并重点

介绍了常用的三种模型,对它们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以此为我们的研究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在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进行表的编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估算区域间商品流量。第二章介绍了三种常用的估算方法并确定了本研究所

用的方法。

    基于这些理论基础上,本文选择了引力模型和列系数模型分别进行数据的估算和模型的求解,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数据,编制了包含四个区域(北京、

上海、广东和国内其他地区)18个产业部门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并求解了Leontief逆矩阵。在表的编制过程中,有诸多的技术问题需要处理,在第三章中

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第四章对影响力系数进行的分析发现对全国各个行业的生产带动影响较大的部门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根据对感应度系数的分析发现,满足区域外需

求较大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和高技术产业。根据区域间流动系数的分析发现产品相当大一部分都用于区域间流动的产业主要集

中在第二产业。北京的生产活动很大一部分都是服务于北京以外的区域。

    鉴于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研究将其作为一个部门单独列出,并在第五章重点分析高技术研发枢纽的形成与建设问题。经过

大量的统计分析和比较,并结合区域间产业联系系数,确定了北京、上海的研发枢纽地位；并得出广东的产出能力使其在国内成为重要的高技术产业生产

基地,但还不具备研发枢纽应该具备的区域影响力。由此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枢纽的选择和建设提供了新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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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章对本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

8.期刊论文 刘志亭.LIU Zhi-ting 高技术产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分析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5,21(4)
    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将人类带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模式已不再单纯地依靠实验室进行知识积累,而是依靠产业化大规模推进.高技术产业的高速

发展不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且在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9.学位论文 刘柳 高技术产业集聚拉动湖北经济增长研究 2009
    目前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着体制、机制方面的“瓶颈”制约，同时产业结构不优、产业外向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问

题的解决不断要依赖于高技术产业本身在结构上的改善和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也离不开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br>　　

 本文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湖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联系湖北省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了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众多因素，选

取了一系列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以此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进一步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湖北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目标在于把产业集聚和高技术

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跟湖北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明朗化，通过对产业集聚这一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的研究，分析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借鉴

前人产业集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分析成果，结合湖北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探究在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所扮演的角色。并将其影响力和全国

水平加以比较，找出其中的不足和优势，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作为经济推动新的动力在以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应起到的作用，配合相应的政策

措施，让它最大化的推动经济的发展。为以后湖北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本文在前人关于产业集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不仅

分析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结合考虑了高技术产业规模有效性问题，对所选取的五大高技术产业规模的合理性作出评价，在

集聚区产业现有规模的状况下进一步探讨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br>　　

 最后，本文分析了湖北省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发展优势和不足，并提出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策。首先，企业应改变观念增加创新意识；其次，集聚区应

完善内部结构以吸纳更多企业和人才的加盟，政府应该积极引导产业集聚，扮演好倡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10.期刊论文 王亚歌 江苏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高技术产业研究 -长三角2009,3(7)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定量分析了江苏省高技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关系,说明江苏的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有较强的关联度,分析了高技术产业

的敏感度系数与影响力系数,分析得出信息产业应得到充分重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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