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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分别对全国３０个省市的科技生产效率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不同省市科技生产效率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呈不均衡状态，同一

省市科技生产效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也有明显差异，且总体上各省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

率高于科技生产效率。研究结论有利于各省市对自身科技活动效率结构现状的认识，对各省市明

确改进科技活动效率的工作重点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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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知识经济时代，区域科技资源在生产要素资源

中起主导作用，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

然而，区域科技资源优势未必一定能够转化为经济

优势，原因尽管是多样的，但区域科技活动效率无疑

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目前关于区域科技活动效率

测度已有大量研究［１２］。吴和成、李燕萍等［３４］采用

ＤＥＡ方法对我国各地区科技投入产出的相对有效
性进行了测度，指出对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地区，要充

分发挥现有投入资源的效用，对于规模收入递增而

技术有效的地区，应加大投入的力度。连燕华［５］等

研究了科学技术产出的形式和内容，设计了科学技

术投入指数和产出指数，并利用这两组指数对我国

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初步的评价。孙宝

凤［６］等针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科技资源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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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差异性，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及模型并结合决

策单元在相对有效面上的“投影”及其“规模收益”，

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科技资源配置状况进行了分

析。李石柱［７］等运用经济计量学中的回归分析法，

对影响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水平的要素进行

定量分析，指出不同配置主体、不同产业均会对各地

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秦浩源［８］在科

技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

法将指标进行综合，通过区域聚类分析对我国科技

经费的配置效果进行了评价。仵凤清［９］等进行了

基于聚类分析的北京市科技资源配置与优化研究。

杨传喜［１０］等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面理论，运用生产

资源配置效率测度软件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Ｖｅｒ２．０，对湖北省
自然科学Ｒ＆Ｄ机构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
并对分解的规模效率、投入可处置度和纯技术效率

进行了分析。

然而，目前关于区域科技活动效率测度的研究

往往视科技活动为单阶段的投入产出过程，漠视科
技活动过程的复杂性特征。事实上，就科技活动过

程而言，首先有包括人力物力等的科技投入，以此为

基础由科技人员进行科技生产并产出以论文、专利

等为主的科技成果，进一步需要借助中试基地等对

科技成果实施转移转化，促使并实现科技成果产业

化，最终形成产业资源，从而助推经济发展，具体过

程如图１所示。显然，科技活动过程主要包括科技
生产活动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两大环节。与此

相应，科技活动效率主要决定于两个方面，即：科技

生产效率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且不同区域科

技活动效率结构不同。本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各省

市科技活动效率结构特征，找出制约区域科技活动

效率的瓶颈环节，为区域科技活动提高效率的工作

重点指明方向。

图１　科技活动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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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区域科技活动效率测度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ＤＥＡ）由Ｃｈａｒｎｅｓ，Ｃｏｏｐｏｒ和
Ｒｈｏｄｅｓ于１９７８年提出，该方法主要是通过保持决
策单元（ＤＭＵ）的输入或者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
划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

决策单元投影到ＤＥＡ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
决策单元偏离 ＤＥＡ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
对有效性。ＤＥＡ评价方法有 Ｃ２Ｒ、Ｃ２ＧＳ２和 Ｃ２ＷＨ
等不同模型，在经济体效率评价、技术进步、运行过

程评价等领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其中本研究应用

的Ｃ２Ｒ模型基本原理为［１１１２］：

假设有ｎ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都有 ｍ种
类型的“输入”，ｓ种类型的“输出”，每个决策单元
的效率评价指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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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ｘｉｊ＞０）、ｙｒｊ为第 ｊ个决策单元对第 ｒ种类型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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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ｕｒ为第ｒ种类型输出的权重系数；ｉ＝１，２，…，
ｍ；ｒ＝１，２，…，ｓ；ｊ＝１，２，…，ｎ。

第ｊ０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优化评价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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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２）是一个分式规划模型，必须将它化为
线性规划模型才能求解，其对应的线性规划模型的

对偶问题为：

ｍｉｎθ＝ｈｊ０

ｓ．ｔ．

∑
ｎ

ｊ＝１
λｉｘｉｊ≤θ·ｘｉ０，ｉ＝１，２，…，ｍ

∑
ｎ

ｊ＝１
λｊｙｒｊ≥ｙｒ０，ｒ＝１，２，…，ｓ

λｊ≥０，ｊ＝１，…，ｎ；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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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模型（３）求解，可以得到每个决策单元的 θ
值。若θ＝１，则意味着样本点落在生产前沿面，对
应的决策单元为 ＤＥＡ有效。若 θ＜１，则对应的决
策单元非 ＤＥＡ有效，θ值越小，样本点与有效生产
前沿面的距离越远，说明其有效性越差，资源投入—

产出的效率就越低。

ＤＥＡ方法是面向对象的测度方法，该方法充分
考虑对于决策单元本身最优的投入产出方案，能够

较好反映测度对象自身的信息和特点。同时，ＤＥＡ
技术在处理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的相对有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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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有效地解决输入输出多样化、难以同质化等

难点，且无需事先设置参数，减少了人为的干扰，使

分析更客观和准确。如图１所示，区域科技活动系
统可视为一个多阶段的投入产出系统，且每个阶段

均具有多输入多输出且各变量量纲不尽相同的特

点。基于此，本研究拟以图１所示的测度模型为基
础，运用ＤＥＡ方法来测度区域科技生产效率和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效率，并根据投入—产出的相对有效

性将所有的样本分成不同的类别进行对比分析。

３　区域科技活动效率测度指标选取和数据
采集

　　测度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数据来源的可靠性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测度结果的有效性。用定性方

法确定测度指标不可避免地会给测度结果带来偏

差，受文献［１３］的启发，本研究首先将全国各地
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主要指标体系作为待选指标

集，然后采用相关分析法来选取科技活动投入指

标、科技成果指标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指标。基于

图１区域科技活动效率测度模型，本研究的测度
指标包括三个方面，即：科技活动投入指标、科技

成果指标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指标，指标最终选

取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科技活动效率测度指标集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
科技活动投入指标 科技成果指标 科技成果产业化指标

Ｘ１—万人科技活动人
员（人）

Ｙ１—万名Ｒ＆Ｄ活动
人员 科 技 论 文 数
（篇／万人）

Ｚ１—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工业增加值

比重（％）

Ｘ２—万人 Ｒ＆Ｄ科学
家和工程师数（人）

Ｙ２—万名就业人员
专利授权量（项／万
人）

Ｚ２—知识密集型服
务业增加值占生产
总值比重（％）

Ｘ３—企业 Ｒ＆Ｄ科学
家和工程师占全社会
Ｒ＆Ｄ科学家和工程师
比重（％）

Ｙ３—万名就业人员
发明 专 利 拥 有 量
（项／万人）

Ｚ３—新产品销售收
入占产品销售收入
比重（％）

Ｘ４—Ｒ＆Ｄ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

Ｙ４—获国家级科技
成果奖系数（项）

Ｚ４—劳 动 生 产 率
（万元／人）

Ｘ５—企业 Ｒ＆Ｄ经费
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
比重（％）

Ｙ５—万人技术成果
成 交 额 （万 元／万
人）

Ｚ５—综合能耗产出
率 （元／千 克 标 准
煤）

Ｘ６—科研与综合技术
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
占全社会新增固定资
产比重（％）

说明：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高技
术产业增加值和工业增加值均为“规模以上”数据。

表２是对应于表１的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西藏由于数据不全，不列入对比）２００８年科技
活动投入指标、科技成果指标及科技成果产业化指

标数据，所有数据均是根据２００９年科技统计资料汇
编和２００９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表２　２００８年各省市科技活动原始数据
Ｔａｂ．２　２００８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Ｓ＆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ｒｉｍａｒｙｄａｔａ

地区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５

北 京 ２４７．６ １００．０１ １１．９８ ５．２５ ０．７６ ３．３８ ３１６５．３６１５．１３ １６．５７ １０．７５５４０４．５３２５．８４ ３５．１７ ２９．２６ ７．９２ １４．０１

天 津 １０５．４ ３３．５２ ３９．３１ ２．４５ ０．８１ ０．１７ ２７４９．３６ １３．５ ５．９７ ５．７３ ６５１．４８ ２０．６１ １１．２６ ２８．０１ １１．２７ ９．８４

河 北 ２０．４ ５．３７ ５１．９ ０．６７ ０．４７ １．３４ ３２１８．１４ １．５１ ０．４ ２．６２ ２３．６９ ２．８ ６．７９ ６．７９ ３．６２ ５．４３

山 西 ３９．２ ８．３２ ５５．６７ ０．９ ０．５６ ０．１８ １６３６．８２ １．４４ ０．６９ １．８２ ２５．２９ ２．０８ ６．５９ ８．０３ ３．４５ ３．６３

内蒙古 １９．９ ５．３５ ６０．４ ０．４４ ０．５２ ０．４５ １８３５．７５ １．２ ０．３７ ２．１６ ４６．１１ ２．２４ ４．８１ ６．７２ ５．０９ ４．３４

辽 宁 ４５．３ １４．９８ ５０．３４ １．４１ ０．９４ １．０７ ２４７８．８５ ５．０８ ２．０５ ３．５９ ２１８．７３ ５．５４ ６．７５ １２．１５ ４．９５ ５．８７

吉 林 ３５．６ １０．８３ ２７．６４ ０．８２ ０．４３ ０．８ ２６０３．２５ ２．６１ １．２６ １．７３ ６４．０３ ６．４ ７．１９ １９．６２ ４．４１ ６．５８

黑龙江 ３０．３ １１．１ ５３．３２ １．０４ ０．６８ ０．８４ ２５４１．８７ ２．７４ １．０９ ４．６３ ９１．５８ ２．８５ ５．４５ ７．８９ ４．１７ ７．３９

上 海 １１８．７ ４１．０８ ３７．１１ ２．５９ ０．９７ １．３７ ３２３２．６８ ２７．３ １１．３５ ７．６９ ２３２８．５３１６．９８ ２０．３７ ２７．０８ １３．３８ １２

江 苏 ６６．６ １５．８３ ６１．６８ １．９２ １．０２ ０．４８ ２４２９．３７１０．１３ １．３１ ２．１５ １０２．８５ １６．１９ ８．５７ １５．８９ ５．７６ １１．７２

浙 江 ８０．７ １７．６１ ４７．８７ １．６ ０．８２ ０．０７ １８９５．４６１４．３４ １．３９ ３．１４ ８９．７６ ７．８８ １１．２ ２０．３ ４．８６ １２．０８

安 徽 ２４．３ ４．８６ ４９．５１ １．１１ ０．８ ０．５３ ３２３２．９ １．２１ ０．２３ ３．７ ４３．２３ ３．５７ ６．６６ １２．８４ １．９２ ８．８８

福 建 ３６．２ １０．４６ ４７．６７ ０．９４ ０．７ ０．３５ １７２５．８７ ３．８２ ０．５５ ０．７５ ４７．１１ １２．３６ ８．３５ １８．１７ ４．３５ １１．４３

江 西 １７．６ ４．９４ ５４．８９ ０．９７ １．０７ ０．２４ ２１３０．３ １．０３ ０．０２１ ２．０３ ２２．８ ７．７１ ４．４ １４．５１ ２．３４ １０．１８

山 东 ３８．６ １０．６５ ５８．１２ １．４ ０．８３ ０．３４ ２１４９．６５ ４．９９ ０．７１ ３．６１ ６３．４９ ６．４６ ６．３ １４．２８ ４．６２ ８．５１

河 南 ２１．９ ５．１７ ５９．７７ ０．６６ ０．６ ０．２７ ２７８９．５２ １．５７ ０．２９ ２．３５ ２８．３３ ３．１８ ４．８５ ９．２９ ２．４ ７．７８

湖 北 ３２．２ １０．２１ ４４．８２ １．３１ ０．７７ ０．４２ ３９７１．３５ ２．９１ ０．８９ ３．４８ ９２．１６ ９．２３ ７．８４ １６．３５ ３．０６ ７．１３

湖 南 ２３．１ ５．６４ ４８．６２ １．０１ ０．９８ ０．２８ ４３２５．９９ １．６１ ０．５４ ２．９２ ７２．５３ ３．５７ ７．４８ １８．４６ ２．２３ ７．６２

广 东 ５５．３ １８．７４ ７５．７８ １．４１ ０．９ ０．５ １５５６．６２１１．３２ １．９４ １．６５ １４１．６７ ２０．３３ １２．７９ １２．８３ ５．５５ １３．３９

广 西 １４ ３．９６ ２８．５１ ０．４６ ０．４９ ０．５３ ３１４１．０１ ０．７９ ０．２１ ２．０３ ２．１ ４．４７ ７．２９ １８．７ １．９３ ８．６８

海 南 １２．３ １．２６ ７．３５ ０．２３ ０．０６ ０．２２１３６４５．０１０．５４ ０．４１ ２．０６ ８．６４ ５．８ ６．６２ １１．７６ ２．７９ １１．１４

３２１　许刚全等：基于ＤＥＡ的区域科技生产效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测度　



　　续表２
地区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Ｙ５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５

重 庆 ３１ ９．１７ ５５．７８ １．１８ １．１４ ０．６４ ３７５９．７８ ２．６２ ０．４５ ４．５６ １４１．４１ ５．９６ ７．４１ ３５．８９ ２．２２ ７．５

四 川 ２７．２ ７．７４ ４１．１５ １．２８ １．０２ ０．３３ ２４４９．１１ ２．７４ ０．５２ １．１８ ４１．０９ ９．８２ ７．８７ １９．７８ ２ ６．９８

贵 州 １０．４ ２．４５ ５０．７６ ０．５７ ０．６７ ０．３２ ３３８６．８ ０．７５ ０．３４ ２．８３ １．７５ ８．７７ ８．６６ １２．３ １．１ ３．２７

云 南 １４ ３．３ ２３．６ ０．５４ ０．２６ ０．５５ ３１５２．２５ ０．７５ ０．４５ ３．６５ ３１．６８ ２．５６ ８．５５ １０．６３ １．６８ ６．０９

陕 西 ３９．３ １３．６６ ３８．７１ ２．０９ ０．７７ １．６８ ３８０８．５４ ２．２６ １．０４ ４．３８ ８３．２２ ８．３６ ８．３２ ９．７３ ２．５４ ７．３５

甘 肃 ２０．６ ５．５７ ４３．３ １ ０．４９ ０．９１ ３４４６．１４ ０．７５ ０．４１ ４．２６ １００．１５ ２．７３ ７．３４ ８．１６ １．７６ ４．７４

青 海 １９．６ ４．０７ ３５．３２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８２ ３８８３．８９ ０．８３ ０．３１ ３．６７ ９６．７４ ２．３８ ８．２６ ５．９３ ２．４８ ３．２６

宁 夏 ２３．９ ７．６７ ４８．６８ ０．６９ ０．７２ ０．４５ １９１９．２１ ２ ０．０５３ ４．０４ １０．８２ ２．２３ １０．２１ ６．０３ ２．４９ ２．５３

新 疆 １６ ３．７７ ４８．６２ 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５６ ４９２８．３ １．８４ ０．４５ ３．９８ ３４．２２ ０．４８ ８．５８ ２．９１ ４．０５ ４．９３

４　区域科技生产效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效率测度

　　基于ＤＥＡ的 Ｃ２Ｒ模型，借助 Ｄｅａｐ２．１软件，以
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决策单元，以 Ｘ１、Ｘ２、
Ｘ３、Ｘ４、Ｘ５、Ｘ６为输入，以Ｙ１、Ｙ２、Ｙ３、Ｙ４、Ｙ５为输出，
可求出２００８年各决策单元科技生产 ＤＥＡ效率值；
同理，以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决策单元，以
Ｙ１、Ｙ２、Ｙ３、Ｙ４、Ｙ５为输入，以 Ｚ１、Ｚ２、Ｚ３、Ｚ４、Ｚ５为
输出，可求出２００８年各决策单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ＤＥＡ效率值。具体测度结果见表３。

表３　全国３０个省市科技生产效率与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效率测度值

Ｔａｂ．３　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

序号
决策

单元

科技生

产ＤＥＡ
效率

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ＤＥＡ效率
序号

决策

单元

科技生

产ＤＥＡ
效率

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ＤＥＡ效率

１ 北 京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 河 南 ０．８１４ ０．７０４

２ 天 津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７ 湖 北 ０．８２９ ０．６６６

３ 河 北 ０．５７９ ０．９２１ １８ 湖 南 ０．９６８ ０．６９１

４ 山 西 ０．６７４ １．０００ １９ 广 东 ０．９４３ １．０００

５ 内蒙古 ０．６０４ １．０００ ２０ 广 西 ０．６２７ １．０００

６ 辽 宁 ０．６１５ ０．６９３ ２１ 海 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７ 吉 林 ０．４５２ １．０００ ２２ 重 庆 ０．８４４ １．０００

８ 黑龙江 ０．７７９ ０．７０２ ２３ 四 川 ０．５２８ １．０００

９ 上 海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４ 贵 州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 江 苏 ０．８２６ ０．８４６ ２５ 云 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１ 浙 江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６ 陕 西 ０．６１４ ０．７２４

１２ 安 徽 ０．７８４ ０．８３７ ２７ 甘 肃 ０．９１２ ０．９２２

１３ 福 建 ０．５２４ １．０００ ２８ 青 海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 江 西 ０．８０１ １．０００ ２９ 宁 夏 ０．９７７ １．０００

１５ 山 东 ０．９２５ ０．８１１ ３０ 新 疆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２

５　区域科技生产效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效率对比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各省市科技活动效率现状与
结构，依据 ＤＥＡ原理按照 ＤＥＡ效率值将所有的样
本分成不同的等级。根据表３，本研究按照 ＤＥＡ值
将各省市科技活动效率分成４个等级，其中 ＤＥＡ＝
１为ＤＥＡ有效，ＤＥＡ值小于 １但大于等于 ０．８为
ＤＥＡ效率较高，ＤＥＡ值小于０．８但大于等于０．６为
ＤＥＡ效率一般，ＤＥＡ值小于 ０．６为 ＤＥＡ效率低。
表４是按照科技生产 ＤＥＡ效率值对各省市分类的
结果，表５是按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ＤＥＡ效率值对
各省市分类的结果。

表４　３０个省市科技生产ＤＥＡ效率等级划分结果
Ｔａｂ．４　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Ｓ＆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Ａ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ｇｒａｄ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项目
ＤＥＡ
有效

ＤＥＡ效率
较高

ＤＥＡ效率
一般

ＤＥＡ
效率低

省市名称

北京 天津
浙江 海南
贵州 云南
上海 青海
新疆

广东 山东
宁夏 湖南
甘肃 重庆
湖北 江苏
河南 江西

安徽 黑龙
江 山西 广
西 辽宁 陕
西 内蒙古

河北 四
川 福建
吉林

省市数量
比例／％ ３０ ３３．３ ２３．３ １３．３

表５　３０个省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ＤＥＡ效率等级划分结果
Ｔａｂ．５　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Ｓ＆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Ａ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ｇｒａｄ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项目
ＤＥＡ
有效

ＤＥＡ效率
较高

ＤＥＡ效率
一般

省市名称

北京 天津 浙江 海
南 贵州 云南 上海
青海 宁夏 广东 重
庆 江西 山西 广西
内蒙古 四川 福建
吉林

甘肃 河北
江苏 安徽
山东

陕西 新疆 河
南 黑龙江 辽
宁 湖南 湖北

省市数量
比例／％ ６０ １６．７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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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同一省市的科技生产效率与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效率可以发现，有些省市二者基本一致，如北

京、辽宁、江苏等省市，但二者差异巨大者也不在少

数，如吉林、四川、河北，等，运用ＳＰＳＳ１７统计软件计
算科技生产ＤＥＡ效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ＤＥＡ效
率二者间的相关系数仅为０．０５１，说明同一区域科
技生产效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之间并不存在

必然联系。

全国 ３０个省市科技生产 ＤＥＡ效率均值为
０．８２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ＤＥＡ效率的均值为
０．９０８，说明总体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ＤＥＡ效率要
高于科技生产ＤＥＡ效率，其原因可能在于各省市在
科技活动中对各环节的重视程度不同，相对来说多

数省市可能更重视科技成果产业化所致。

观察表３和表４发现，科技生产ＤＥＡ有效的城
市包括北京、天津等８个省市，占比仅仅３０％，ＤＥＡ
效率较高的包括广东、山东、宁夏等９个省市，占比
为３３．３％，ＤＥＡ效率一般及 ＤＥＡ效率低的包括安
徽、黑龙江等１１个省市，合计占比高达３６．６％，其
中吉林省科技生产 ＤＥＡ效率最低，为０．４５２。很明
显，各省市科技生产效率存在显著差异，ＤＥＡ效率
一般及ＤＥＡ效率低的省市其科技生产效率有待大
幅度提高。

观察表３和表５发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ＤＥＡ
有效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等 １８个省市，占比为
６０％，ＤＥＡ效率较高的城市有甘肃、河北、江苏、安
徽、山东５个省，占比为１６．７％，ＤＥＡ效率一般的仍
有陕西、新疆、河南、黑龙江、辽宁、湖南、湖北 ８个
省，占比 ２３．３％，其中湖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ＤＥＡ效率最低，为０．６６６。同样，各省市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效率也存在显著差异，具有很大的不均衡性。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ＤＥＡ效率一般的省市应注意加
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工作。

６　结　论

科技活动过程主要包括科技生产活动和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活动两大环节，与此相应，科技活动效率

则主要决定于科技生产效率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

率两个方面。本研究运用 ＤＥＡ分析技术分别对全
国３０个省市的科技生产效率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不同省市科技生产效率

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呈不均衡状态，同一省市

科技生产效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也有明显差

异，且总体上各省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高于科

技生产效率。研究结论有利于各省市对自身科技活

动效率结构现状的认识，找出制约区域科技活动效

率的瓶颈环节，对各省市明确改进科技活动效率的

工作重点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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