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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邯郸建设的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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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要走创新型国家路线，就需要城市肩负起组织和实施我国创新战略的伟大使命。对

创新型城市如何测度和评价，即如何评价城市的创新能力，成为了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力

图构建创新型邯郸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创新型邯郸建设评价方法，结合实际提出创新型邯郸

建设的总体目标及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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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革命快速发展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

渐趋激烈，现阶段自主创新能力逐渐成为了国家竞

争力的核心。我国要走创新型国家路线，需要城市

肩负起组织和实施我国创新战略的伟大使命。因此

城市的创新型建设成为了一个极具新颖性、前瞻性

的发展目标及理念，毋庸置疑也成为了商讨城市建

设的新亮点、新话题，并且日渐成为国内政界、学

界的关注点。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

致，关于创新型邯郸建设的评价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在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型城市建设这一背景

下，本研究围绕和服务于创新型邯郸的建设，进行

创新型邯郸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相关研究。 

一、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定义 

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第一次新闻

发布会上，专家已经指出“创新型城市”的定义就

是一个城市在发展模式选择上，更多地依靠科技、

知识、人力、文化以及体制等要素来驱动城市的发

展，即创新成为核心驱动力。 

二、邯郸市创新型建设的特点 

第一，各企业逐步采用科技创新发展策略。第

二，各企业逐步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第三，各

企业科技创新成效显著。第四，各企业呈多样式的

科技创新方式。除了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还采会

联合高校、专研部门进行合作开发；有的引进技术

消化、吸收和创新；有的接受技术成果转让；更有

通过代理的方法获取创新技术或者创新产品。 

三、影响邯郸市创新型建设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环境因素 

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周围创新环境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换句话说，城市的创新环境制约或限制着

创新的范围和取向；城市创新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

邯郸市创新型建设的环境包括自然资源、历史文化

背景、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三个方面。 

（二）新兴科技因素 

在邯郸市整合资源，汇聚力量，克服一些正在

影响邯郸市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

术关口，力求发展一些具备企业特点的关键性核心

技术，以提升主要产业成长以及策略性新产业的自

我创新水平，为邯郸市区域发展及我市科技创新技

术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政府职能因素 

政府职能体现了公共行政的本质要求，是公共

行政的核心内容，也是公共行政的本质体现，直接

体现公共行政的性质和方向；政府机构部门的开设

是政府职能的体现。政府职能的改变同样是行政体

制以及机构改革的关键；行政效率的高低反映出政

府职能的落实状况。同样，政府职能落实与否与创

新型城市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四）高校建设因素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高校对城市创新建设的

影响日趋增大。高校的功能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培

养人才功能，到后来的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功能，

再到目前的文化引领功能。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中，

高校功能的发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四、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需要以科学

性、代表性、系统性、有效性、易操作性为前提，

从而保证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有效且可

操作性。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环

境因素、新兴科技因素、政府职能因素和高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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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等，把每一类影响因素进行细分，形成二级指

标，然后通过细分指标评价出对影响创新型城市建

设的重点影响因素。当然，创建一个全面、科学、

可行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测评指标体系，找出影响邯

郸市城市建设的权重因素，还需要把二级指标进进

一步细化，形成对二级指标细化的三级指标。 
借鉴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内容，基于市场调

查，通过分析创新型邯郸的多方面影响因素，初步

将创新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分为三个层级，具体各

层次内容见下表 1。 
表 1 创新型城市建设测评指标体系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创
新
型
城
市
建
设 

G 

环 境 因 素 

1F   

历史文化背景 11f  
2 自然资源 12f  
3 经济发展水平 13f  

4 
新兴科技因

素 2F  

创新型人才建设 21f  
5 产业结构 22f  
6 自主创新能力 23f  

7 
政府职能因

素 3F  

行政管理 31f  
8 市政发展规划 32f
9 城市改革的动力 33f  

10 
高校建设因

素 4F  

师资教育队伍 41f  
11 高校研发投资 42f  
12 产学研结合的能力 43f  

在建立影响创新型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时，要注

重指标选取的全面性，影响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各个

方面。在所选的指标中存在一些具有高度相关性，

因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之后，需要剔除一些指标，

以使剩余指标因子能够保持相对独立。为了保证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减少计算量，就需要剔除一

些指标，这些指标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指数有一定的

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这些指

标虽然影响较小，但可能干扰其他重要因素，造成

评价结果的不准确。本文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之后，

再对指标进行约简，剔除影响程度较小的指标，从

而保证最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二）邯郸创新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约简 

通过调查收集资料，以下是对河北省 7 个城市

(邯郸、邢台、保定、石家庄、廊坊、衡水、承德，

依次为下表中的顺序)居民对创新型城市建设影响因

素重要性的选择，并将取得的数据信息数字化。也

就是将取得的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的处理，将评价

结果分为 3 个等级，即评价结果 [0.7  1]为重要、评

价结果[0.3  0.7]为一般、评价结果[0  0.3]为不重

要。所对应的值域范围为 FV ={2，1，0}。创新型城

市建设成功的评价结果可分成{好，较好，一般，较

差，差}5 个等级，与其对应的决策属性值域为 E={1，
2，3，4，5}，建立 7 个城市的如下决策表（表 2），
进行约简。 

表 2 创新型城市建设评价表 

1 2 3 4 5 6 7 
f11 1 0 1 0 0 1 1
f12 2 1 2 2 2 0 2
f13 1 0 1 1 1 1 1
f21 2 2 2 2 0 1 2
f22 0 1 2 0 1 2 0
f23 2 2 1 2 2 1 2
f31 1 1 0 1 1 1 1
f32 2 1 2 2 1 2 2
f33 1 2 2 1 2 0 1
f41 1 2 1 1 2 1 1
f42 0 1 1 0 1 1 0 
f43 1 2 2 1 2 2 1
E 3 1 2 3 2 4 3 

第一步，进行一致性检验。即看决策表中是否

存在评价数据相同但得到的评价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情况，经检验证明决策表 2 是一致性的；第二步，

进行属性约简，将 f11 所在的行从决策表中去除（表

3），将 f12 所在的行去掉后，没有因此出现相同的列，

则可以认为属性 f12 则可约简掉；同理可约简掉 f13 ，

f22 ，f32 ，f42。 
表 3  指标约简示例 

 1 2 3 4 5 6 7 
f11 1 0 1 1 0 1 1
f12 1 0 1 1 0 1 1
f13 1 0 1 1 0 1 1
f21 2 2 1 2 0 1 2
f22 0 1 2 0 1 2 0
f23 2 2 1 2 2 1 2
f31 1 1 0 1 1 1 1
f32 2 1 2 2 1 2 2
f33 1 2 2 1 2 0 1
f41 1 2 1 1 2 1 1
f42 0 1 1 0 1 1 0 
f43 1 2 2 1 2 2 1
E 3 1 2 3 2 4 3 

第三步，观察 f11 所在行，把此行去掉，则会出

现第 1 列和第 4 列一致的情况（条件属性值一样，

决策结果不同），因此 f11不能被约掉，它为核属性；

同理可进行下面 f12，f13，  f22，f32，f42 等指标的约

简，最后得出影响顾客满意度评价的核属性为{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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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1，f23，f31，f33，f41，f43}，如下表 4： 
表 4  约简后的核属性 

 1 2 3 4 5 6 7 

f11 1 0 1 1 0 1 1 

f21 2 2 1 2 0 1 2 
f23 2 2 1 2 2 1 2 
f31 1 1 0 1 1 1 1 

f33 1 2 2 1 2 0 1
f41 1 2 1 1 2 1 1
f43 1 2 2 1 2 2 1 
E 3 1 2 3 2 4 3 

五、邯郸市创新型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较慢。邯郸市的科技创新

水平及创新产业主要是由市主流产业以及策略性新

产业带动，创新能力水平差距较大，良莠不齐。 
第二，企业科技创新投入不够。由于受到经济

效益、运营成本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企业资金压力

过大，因此用于科技创新的资源不够，企业发展缺

乏创新技术的研发及硬件支持。 
第三，科技创新研发技术不足。企业需要通过

开发新技术以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只有掌握

了较高的科技创新技术，企业才能在严酷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是，产业结构有待提高。目前我市的 GDP 还

是依赖于第二产业的经济发展，需要增强创新服务

体系，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特色文化产业。 

六、邯郸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帮助邯郸市企

业建立科技创新意识，强化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地

位，使企业能够实实在在的成为科技创新新技术的

决策、投资、研发、成果转化的主要参与人和受益

躯体。促使企业转型为以创新科技开发为主的企业。 

第二，拓宽企业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渠道。注重

企业创新资源的利用，建立有效的资金投放机制，

将资金切实的用于企业的科技创新技术研发与生产

中去，使企业的创新科技项目与财政挂钩。 
第三，引进创新科技研发人员及技术。加强企

业创新能力，尤其是创新科技研发人员、技术的引

进。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有计划有步骤的推送一

些人才在国内外进行学习深造。企业的管理者需适

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意识。 
第四，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健全创新服务

体系。积极完善服务整体环境，使企业能够切实的

享受到创新政策和创新信息服务，按照企业需求争

取国家、省、市的创新技术项目及资金，提升企业

科技创新能力。 

七、结论 

本文在充分分析了影响邯郸市创新型建设主要

因素的基础上，细化评价指标，构建创新型评价指

标体系，再利用粗集的方法对指标进行约简，以剔

除干扰因素，确保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准确性。为科

学、合理地对邯郸市创新型建设作出评价提供了可

靠的理论依据。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分析了邯郸市

创新型建设的存在问题，并给出了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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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an innovative China, cities must shoulder the great mission of organizing and implementing 
innovation strategy. How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an innovation-oriented city, that is, to asses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city, has become an urgent concern. This paper tries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provid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innovation-oriented construction of Handan,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overall 
goal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Handan city combin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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