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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in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from 2010 to 2015, and analyze the causes and trends of the changes. Based on the defi-
ni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on capabili-
ty in accordance with Xuhui District.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2010-2015 provided by Xuhui Dis-
trict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author mak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Xuhui District by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Xuhui District is rapidly increasing, especially since it proposed to speed up Shanghai’s con-
struction of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with global influence in 2014.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ability of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s weak in single capability,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regions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think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introduce policy in favor of innova-
tive talents, strengthe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gion-
al innovation in Xuhui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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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2010年至2015年上海市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的变化，分析其变化的原因及趋势。从区域

创新能力的定义出发，构建符合徐汇区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徐汇区区统计局提供的

2010~2015年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徐汇区的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徐汇

区的创新能力在快速提高，尤其是在2014年提出加快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来，

其增幅变化最大；但同时在单项能力方面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区域之间交流合作也应加强。研究认为，

应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出台有利于创新人才政策，同时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推动徐汇区区域创新能

力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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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城市竞争的优势由要素、投资推动转向创新推动，创新网络在世界

范围内不断扩张与耦合，逐渐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上海市是全国的经济、

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国际化程度高，综合实力强，辐射带动能力大，同时科技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力

资源居全国前列，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跻身全球重要的创新城市行列符合社会发

展的潮流；同时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合作，应充分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创新集聚区的核心城市作用。从区

域发展层面来看，徐汇区在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1]中总体目标中强调：大力推进科技创

新中心承载区建设，着力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创新内涵、规模能级，聚焦打造“信息、生命健康、文化创

意、创新金融”四大产业集群；带动制造业高端智能发展，商贸业创新转型发展，构建徐汇服务经济向

更高层次创新经济升级发展的新型产业体系，把徐汇打造成为创新氛围浓厚、产业实力领先、产业特色

鲜明、集聚效应强劲的上海“科创中心承载区”、“创新经济先导区”；推动徐汇区建设成为最具产业

竞争力、科技创新力、文化影响力和城市亲和力的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流中心城区和卓越

全球城市核心功能区。 

2. 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 区域创新能力概念的界定。Riddel 等[2]认为，

区域创新能力是区域内不停地产生与商业相关联的创新潜力；Cooke [3]认为特定的区域创新能力的形成

不仅需要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的联系、小企业与大企业的互动，而且需要结合文化、社会资本等区域

资源；黄鲁成等[4]认为，区域创新能力是以区域内技术能力为基础、实施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能力；

②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研究。评价指标以及评价体系的构建是进行创新能力研究的基础，甄峰，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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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罗守贵等[5]最早建立了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为核心，包括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管理与

制度创新及社会环境 4 个方面共 47 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王鹏，李健，张亮[6]从创新资源的投入能力、

创新资源的产出能力、自主创新的环境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4 个方面构建包含 11 个指标的二级指

标体系；吕可文，李晓飞，赵黎晨[7]基于知识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绩效

4 个方面构建了评价中部六省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③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方法研究。谭俊涛等[8]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探究了 2001 年到 2010 年这 10 年间黑龙江省 12 个地级市的关于创新能力的分布格局及其

发展过程；齐亚伟[9]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对我国 2001~2012 年 31 个省市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王晓光，

方娅[10]建立了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哈大齐工业走廊所

属 3 个主要城市(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④ 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

究。使用创新环境、创新人才及科技经费投入、产业集群、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因素[11] [12] [13] [14]
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分析其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目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中，多数都是在省级层面或者经济带区域内进行创新能力分

析，缺乏对特定区域的具体分析，由于区域内实际情况的不同，对特定区域进行创新能力评价有利于更

好的提出针对性建议，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徐汇

区区域创新能力在 2010~2015 年变化如何？突出表现在哪一方面？如何提高徐汇区整体区域创新能力，

促进均衡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 

3. 徐汇区区域概况 

徐汇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市西南部，是上海市重要的科教中心和研发创新基地，在科技创新资源方面，

徐汇区的创新资源在上海市位居前列，上海市科技创新资源数据显示，徐汇区拥有科创仪器数 3460 个，

机构数 277 个，同时拥有 45 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 个重点实验室以及 30 个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科技

创新资源的丰富为徐汇区建设科创城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作为国务院批准设立

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具有很大的创新研发能力；从高校研发能力来

说，徐汇区高校林立，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创新资源，为实施创新

活动提供了知识基础。 

4.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建设评价 

徐汇区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但要衡量一个区域创新能力水平的高低仅靠创新资源拥有量是不

够的，因此，本节通过数据选取、构建指标体系来计算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 

4.1.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学者们[15]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定义未达成一致观点，但总体来说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于区域内

各组织机构间的互动，是一种重新整合资源，利用资源的能力，涉及到创新资源的各个方面。因此，构

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可选取的指标较多，在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16]。 
根据评价指标选取数据的科学性、代表性、可获取性的原则，本文以《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

构建的指标体系为基础，参考相关文献[17] [18]研究中所采用的评价指标，并结合徐汇区实际情况，构建

了以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获取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创新绩效为 5 个一级指标，包括 18 个二

级指标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徐汇区创新能力(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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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Xuhui district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1.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代 

区域创新能力 

知识创造能力 

区内专利申请量 件 X1 

区内专利授权量 件 X2 

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数(自然 + 社科) 个 X3 

研究与技术开发人员数(自然 + 社科) 人 X4 

区内政府的科学技术财政支出 万元 X5 

知识获取能力 
区内当年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金额 亿元 X6 

区内规模以上企业引进境外技术经费支出额 千元 X7 

企业创新能力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人 X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千元 X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项目数 项 X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 件 X1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X1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千元 X13 

创新环境 

区内政府财政支出 万元 X14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X15 

直接利用外资量 万美元 X16 

创新绩效 
徐汇区内生产总值 亿元 X17 

区内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出值 亿元 X18 

4.2. 评价方法 

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徐汇区的创新能力现状。主成分分析法是降维的思想，把多个指标转

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选取其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进行研究。 
主成分分析法的主要步骤：1)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得到标准化矩阵 Z； 

2) 对标准化矩阵求相关系数矩阵，公式为 [ ]
1

T

ij p
Z ZR r XP
n

= =
−

； 

3) 解本相关矩阵 R 的特征方程 0R yIp− = ，最后得到 P 个特征根； 

4) 确定主成分，公式为
1

1

0.85

m

j
p

j

j

j

λ

λ

=

=

≥
∑

∑
确定 m 值，使信息的利用率达到 85%以上，即选取的主成分是 

有效的。 

4.3. 数据来源 

选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0~2015 年的《徐汇区统计年鉴》、《徐汇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以及《上海科技统计年鉴》。 

5.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实证分析 

5.1.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过程 

结合上节设计的指标体系，根据 2010~2015 年的《徐汇区统计年鉴》、《徐汇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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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统计公报》以及《上海科技统计年鉴》，得出原始数据表格，将所搜集到的徐汇区相关数据输入 SPSS
软件。经过处理后得到表 2。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有 4 个，因此选取 4 个主

成分来进行分析，并且 4 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已达到了 95.966%。因此，利用这 4 个主成分进行

分析是可行的。 

5.1.1. 对主成分的界定 
根据各项指标在 4 个主成分上所占比重，可推断出每一主成分所代表的具体内容，表 3 主因子特征

数据显示：1) F1 主因子与 X1 区内专利申请量，X14 区内政府财政支出，X16 直接利用外资量，X17 徐

汇区内生产总值，X18 区内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这 5 个因子有很高的关联性，因此 F1 主因子命名为创新

环境与综合效益；2) F2 主因子与 X2 区内专利授权量，X6 区内当年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额，X8 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X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X15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有很

高的关联性，因此 F2 主因子命名为知识获取能力；3) F3 主因子与 X7 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境外 
 
Table 2. Total variance of interpretation 
表 2. 解释的总方差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特征值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F1 9.964 55.354 55.354 9.964 55.354 55.354 

F2 3.979 22.105 77.458 3.979 22.105 77.458 

F3 2.231 12.392 89.851 2.231 12.392 89.851 

F4 1.101 6.115 95.966 1.101 6.115 95.966 

F5 0.726 4.034 100.00    

 
Table 3. Main factor characteristic 
表 3. 主因子特征 

 F1 F2 F3 F4 

区内专利申请量 X1 0.824 −0.356 −0.434 0.065 

区内专利授权量 X2 −0.258 0.936 −0.153 0.160 

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数(自然 + 社科) X3 −0.851 0.378 −0.241 0.233 

研究与技术开发人员数量(自然 + 社科) X4 −0.639 0.173 −0.270 0.597 

区政府的科学技术财政支出 X5 −0.223 0.218 −0.922 0.224 

区内当年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额 X6 −0.299 0.925 −0.198 0.099 

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境外技术经费支出额 X7 −0.178 0.151 0.830 0.30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 X8 −0.586 0.790 −0.122 0.12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 X9 0.284 −0.624 0.364 −0.62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项目数 X10 −0.537 −0.593 0.401 0.427 

规模以上企业专利申请数 X11 0.097 −0.427 0.883 −0.04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X12 0.387 −0.187 −0.203 −0.87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X13 −0.257 0.859 −0.399 0.192 

区内政府财政支出 X14 0.937 −0.299 −0.020 −0.154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X15 −0.142 0.789 0.255 0.070 

直接利用外资量 X16 0.887 −0.148 0.378 −0.220 

徐汇区内生产总值 X17 0.928 −0.222 −0.062 −0.282 

区内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出值 X18 0.943 −0.138 −0.004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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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经费支出额，X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X11 规模以上企业专利申请数有较

强的关联性，这些因子多涉及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 F3 主因子命名为企业创新能力；4) F4 主因子与 X3
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数(自然 + 社科)，X4 研究与技术开发人员数量(自然 + 社科)，X5 区政府的科学技

术财政支出，X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项目数有很强的关联性，但占有更大关联的为 X4，因此 F4 主

因子命名为知识创造能力。 

5.1.2. 综合能力得分 
综合 4 个主因子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将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进而得到 2010~2015 年徐

汇区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得分(表 4)，计算公式如下： 
F = 0.55354F1 + 0.22105F2 + 0.12392F3 + 0.06115F4 

5.2.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分析 

首先，进行区域创新能力单项能力分析： 
1) F1 代表创新环境和综合效益，创新环境主要反映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其他有利于推动当地创新能

力建设的条件；综合效益主要反映在创新能力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能力。(图 1)红色线代表主成分 1，从折

线图上看出，在所有单项能力中，F1 所代表的创新能力是在呈不断稳步上升的，并且其提高最大，进步

最快，而且呈正向稳步提升。反映了徐汇区的创新环境在上海市建设科技创新大氛围中不断得到优化，

同时创新环境转化的经济效益也在上升，正不断适应全面提高创新能力的整体格局。 
2) F2 代表知识获取能力，是指区域利用全球一切可用知识的能力，也指创新知识的流动性，没有知

识获取，一个地区的创新就是孤立和封闭的，创新就不具有系统性。(图 1)绿色线代表知识获取能力，从 
 
Table 4. Xuhui district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score table 
表 4.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得分表 

年份 创新环境与综合效益 知识获取能力 企业创新能力 知识创造能力 徐汇区创新能力综合得分 

2010 −0.88 1.76 −0.51 0.2 −0.15 

2011 −1.08 −1.3 −0.87 0.38 −0.97 

2012 −0.35 −0.47 0.76 0.01 −0.2 

2013 0.37 0.07 1.51 0.84 0.46 

2014 0.29 −0.05 0.15 −1.96 0.05 

2015 1.64 −0.02 −1.05 0.52 0.81 

 

 
Figure 1. Xuhui district reg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score 
图 1.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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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最高值 1.76 到 2015 年的−0.02，在知识获取能力方面还有所欠缺，中间虽有所提升，但整体创新

能力不强。因此，徐汇区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应注重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区域外优秀的人

才、技术，不断吸引外资，保持区域内部的创新活力，提升对外交流能力。 
3) F3 代表企业创新能力，主要反映的是企业的科学研究和新产品的研发能力。(图 1)紫色线代表企

业创新能力，从企业创新能力来看，2015 年相较于之前 2014 年、2013 年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从 F3 代

表指标数据中看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在逐渐减少，从 2010 年的 12,780 人减少到 2015 年

的 5386 人，区内当年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金额也在逐年下降，从这两个方面说明首先企业作为科技活动人

才的聚集地并没有很好的留住人才导致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的减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低下；其次科技

项目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企业创新内生动力不足，区域科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效果不

明显，导致了徐汇区企业创新能力的下降。作为体现徐汇创新功能的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汇集了众

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应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优势，加强与张江科技城的联动发展，打造创新要素集聚地，

创造良好的科创环境以及政策环境吸引科技活动人员，提高全区企业创新能力。 
4) F4 代表知识创造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区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图 1)蓝色线代表知

识创造能力，通过对比 2010~2015 年发现，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起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很明显在 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有较大的波动，从与 F4 关联性较大的指标数据中发现，在研究与技术开发人员数

量上，从 2013 年的 16,523 人下降到 2014 年的 14,712 人，导致在这一年知识创造能力的大幅下降，说明

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知识聚集的场所，知识创造能力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纵向来看，徐汇区的各单项能力除了企业创新能力以外，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有一定程

度的波动，但整体上都在不断的进步当中；从横向比较来看，随着年份的不同，单项能力最突出的并不

是总表现在某一项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说明徐汇区政府在推动建设创新型城区过程中政策是不

断随着现状而发生变化的，及时根据每年创新能力的强弱以及创新环境的整体格局来做出调整，弥补“短

板”，保证单项创新能力的协调发展，但在对每年单项能力进行调整的同时，也要注重整体的均衡发展，

不应忽视对每一项能力的重视。 
其次，对区域创新能力综合得分进行分析： 
从整体上看，(图 1)根据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综合得分趋势线发现，徐汇区的创新能力是在不断提升

的，特别是在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市提出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来，

全市在共建科创中心的大氛围下，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徐汇区从 2014 年的 0.05 增长到 2015 年

的 0.81，增长幅度明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科创中心的建设成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上海市建设成为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期间徐汇区也在不断的适应创新潮流，在推动本区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工

作做的较好。 

6. 结论与讨论 

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的整体水平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在 2014 年提出加快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城市以来，创新能力水平得到大幅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创新环境以及综合效益逐年提升

为徐汇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但同时在推进创新能力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单项创新能力数据显示，应当注意的是，

企业创新能力作为区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2013 年到 2015 年有很明显的下降趋势，具体

变现为在这两年期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的减少以及区内当年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金额的逐年

下降，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力度不大，因此，应该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加快构建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集聚创新资源，强化创新功能。充分发挥漕河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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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术产业园区优势，培育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加大企业内部自生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的科技项目成果，

打造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科技创新品牌；同时，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应注重新资源的流动性，

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吸引外资，引入新技术，为徐汇区提供新鲜的创新活力。 
因此，徐汇区应充分认识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选择符合本区域

发展的相关政策，把握好发展机会，不断提高徐汇区区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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