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2018, 8(11), 1256-126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hja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18.811184  

文章引用: 喻野, 李玉萍, 杨燕, 刘庞芳. 山西“农谷”创新平台评价体系研究[J]. 农业科学, 2018, 8(11): 1256-1264.  
DOI: 10.12677/hjas.2018.811184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Innovation Platform of “Agricultural Valley”  
in Shanxi Province 

Ye Yu, Yuping Li*, Yan Yang, Pangfang Li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Shanxi 

 
 
Received: Oct. 18th, 2018; accepted: Nov. 2nd, 2018; published: Nov. 9th, 2018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sources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platform and related theories 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realized by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ovation in Shanxi Province, the paper mak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environ-
mental support, financial support, human capital and achievement re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Valley" innov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 Shanxi by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rough the horizontal comparison analysis, we will find the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of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Valley" innov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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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创新平台资源整合和运行机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山西省涉农科技创新实现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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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依据，利用层次分析法对山西“农谷”创新平台建设所处环境支撑、资金支持、人力资本和成果

实现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并通过横向对比分析，发现目前山西“农谷”创新平台建设的环境基础，为

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提供发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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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是提升山西省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第一

助力。Holmes (1998)在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创新平台”的概念，主要是指基础设施、

人才、科研成果、资本等创新要素的聚集和相互作用，从而推动科技创新，主要包括创新基本设施投入、

人才与资源的可靠性、知识产权与专利保护以及政策和法律支持四大内容[1]。科技创新平台，也称为科

技创新服务平台或科技服务平台(在文中也简称“创新平台”或“平台”)，是由政府牵头建设，组合一定

区域内的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以及中介机构，通过集聚与整合区域内外的创新资源从而实现自身

创新的同时为各个创新主体提供创新服务的新型产学研组织[2]。因此，科技创新平台是围绕科技创新投

入到生产实践而形成的产研用一体化服务的平台，对提升区域综合创新能力具有着重要意义。山西“农

谷”科技创新平台立足山西，面向全国，整合一切可资利用的农业创新资源，搭建政府、企业与科研院

所协同创新的桥梁或纽带，通过中试基地、农业高新技术园、涉农企业、农业新型经营组织等实现科技

信息的全面交流和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2. 山西“农谷”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环境条件 

山西“农谷”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突出功能农业(食品)研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两大核心功能，集聚政策、

科技、人才、金融、市场等要素，加快科技创新，增强农业发展动能，通过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

创新中心、全国功能食品和功能农业综合示范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和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等，把山西农谷建成立足山西、面向全国的功能农业(食品)研发高地、农业科技创新

高地和技术集成示范推广平台[3]。 

2.1. 山西省科研资金支持条件 

Table 1. R & D Funds in Shanxi Province 
表 1. 山西省 R & D 经费情况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R & D 经费(亿元) 89.88 113.39 132.3 155.64 152.19 132.5 132.6 

R & D 经费投入强度(%) 1.00 1.01 1.09 1.23 1.19 1.04 1.03 

全国 R & D 经费投入强度(%) 1.76 1.84 1.98 2.08 2.05 2.07 2.11 

数据来源：(2010~2016)山西省、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注：R & D 经费投入强度为 R & D 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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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 & D Funds in Shanxi Province 
图 1. 山西省 R & D 经费情况 

 

由表 1、图 1 可见，山西省在 R & D 经费总投入逐年增加至 2013 年 155.64 亿元最高后开始逐年降低，

2016 年与 2015 年基本持平，但 R & D 经费总投入强度呈抛物线趋势，2016 年降至不足全国 R & D 经费

投入强度的一半。 
由于政府研究机构对山西“农谷”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初期环境影响较大，针对其资金收支情况进行

统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Fun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Shanxi provincial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表 2. 山西省政府研究机构资金收支情况 

Units: RMB 100 million yuan, % 
单位：亿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额度 占比 额度 占比 额度 占比 额度 占比 额度 占比 

政府资金 10.17 28.21 12.51 29.75 20.08 43.31 16.25 46.68 16.77 50.66 

非政府资金 4.69 13.01 4.50 10.70 15.06 32.49 6.83 19.63 4.01 12.12 

生产经营活动收入 15.87 44.03 19.69 46.84 5.02 10.82 4.82 13.85 5.24 15.83 

其他收入 5.11 14.19 5.14 12.22 6.00 12.94 6.70 19.26 7.08 21.40 

收入小计 36.04  42.04  46.36  34.82  33.11  

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13.38 45.43 17.30 45.54 18.27 64.07 20.21 64.46 21.20 66.32 

生产经营支出 11.66 39.57 16.10 42.37 4.13 14.50 4.23 13.49 4.50 14.07 

其他支出 4.42 15.00 4.59 12.08 6.11 21.43 6.91 22.05 6.27 19.61 

支出小计 29.46  37.99  28.52  31.35  31.96  

数据来源：山西省统计年鉴(2011~2015)；山西省科技统计年鉴(2011~2015)；注：山西省统计年鉴最新版为 2015 年版，本文着重以趋势分

析为主，数据新旧影响较小。 
 

政府研究机构经费收支主要涉及自然科技、社会人文科学领域机构，科技信息、文献机构以及县属、

专职机构，其中政府资金为经费收入的主要来源，非政府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金融贷款、社会其他行

为组织等投入，由图 2、图 3 中可以看出生产经营性收支在 2012 年后占比逐步减少，而政府资金投入与

科技创新内部支出占比逐步增加，反应出山西省研究经费使用方向正在发生变化。综合而言，历年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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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总额与投入总额相差较小，其中 2014 年经费收支为 33.11 亿元和 31.96 亿元，差值为 1.15 亿元，仅

占同年经费支出的 3.58%，势必出现研究与开发机构因减少经费支出而损失的创新机会，山西省科研经

费存在资金拮据现象。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revenue 
图 2. 政府研究机构经费收入情况占比图 

 

 
Figure 3. The proportion of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penditure 
图 3. 政府研究机构经费支出情况占比图 

2.2. 山西省科研人力资本条件 

据统计，万人中高校在校生数呈逐年稳定增加趋势，增幅保持在每年 5.54%的水平，R & D 人员数

占年均科技活动人员数保持着 22.28%左右水平，通过对周边四省 R & D 人员总数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如
表 3、图 4)，山西省 R & D 人员折线位于最下方，人员总数仅占到排行第一的河南省的 1/3，且从折线的

变动趋势来看，山西省 R & D 人员总数变动基本处于平稳状态，而其他三省折线都有比山西陡的变化趋

势，以河南省上升率最高，山西省人力资本条件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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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R & D personnel in the four surrounding provinces comparison tabulation 
表 3. 周边四省 R & D 人员总数比较统计表 

Units: person 
单位：人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山西省 67,022 67,777 71,354 75,410 79,302 

陕西省 98,701 100,585 103,419 112,034 114,812 

河南省 144,025 167,386 185,116 198,124 214,871 

河北省 91,794 111,807 117,520 132,087 138,429 

 

 
Figure 4.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R & D personnel in 
the four surrounding provinces 
图 4. 周边四省 R & D 人员总数比较分析图 

2.3. 山西省成果实现水平 

目前山西省科技贡献率在 55%左右的水平，每年科技成果产出 440.2 项，单项交易合同额 336.69 万元。

科技论文发表年均值为 10654.2 篇，上下波动差较小，截止 2014 年底，山西省有效发明专利共 6248 件。 
 

 
Figure 5. The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 ownership of invention patents of ten thousand  
people in four surrounding provinces 
图 5. 周边四省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对比图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山西省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相距陕西省差距较大，历年增速也明显低于陕西

省。虽然山西省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略高于河北省、河南省，但其二省常住人口基数均是山西省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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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三倍之多，从侧面也反映出山西省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相对较少。科技成果完成中企业占比 51.30%左右，

科研机构与大专院校共同所占比重在 25.99%左右，科研机构与院校在完成科技成果中创新能力较低。 

3. 农谷科技创新平台评价体系的构建 

本论文选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进行评价分析，层次分析法师由 T. L. Saaty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通过文献总结与咨询专家等方式，经

过反复修改后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如下，由环境支撑指标、资金支持指标、人力资本指标和成果实现指标

四大类组成[4]，构建了递阶结构层次模型，如表 4 所示： 
 

Table 4.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of Shanxi “rural valley” innovation platform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4. 山西“农谷”创新平台评价指标体系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A 科技创新平台评价体系 

B1环境支持 B2资金支持 B3人力资本 B4成果实现 

C1地区生产总值 C6 R & D 经费投入 C12从业人口 C18专利申请数 

C2人均生产总值 C7占 GDP C13万人中高校在校生数 C19专利授权数 

C3农业生产总值 C8科技经费支出 C14科技活动人员总数 C20科技成果数 

C4政府财政支出 C9政府资金占科技活动收入比重 C15 R & D 人员总数 C21技术合同交易数 

C5固定资产投资 C10 R & D 经费支出 C16万人中 R & D 人员总数 C22技术成果交易额 

 C11 R & D 经费占科技支出比重 C17 R & D 人员占从业人口比重 C23核心刊物发表科技学术论文 

3.1. 山西“农谷”创新平台评价指标体系说明 

环境支撑指标，山西农谷建设是科技带动农业转型的根本，因此农谷建设的外部环境是影响农谷建

设基点的根本因素，但山西省社会、自然环境基本处于定值，对农谷建设环境支撑变动影响不大，故本

文主要考虑经济环境因素，以人均 GDP、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考虑农谷所处宏观经济

环境的变动水平。 
资金支持指标，科研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长效性，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科技成果研发率与转化率高低，

而且对于区域科技进步、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 R & D 经费投入与支出、科技经费来源

与去向的分析，可以深层次的判断创新平台建设中科研经费是否满足目前科研机构、院所的需求，是否

能够为驱动农谷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资本支撑。 
人力资本指标，人力资本指标作为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的软性资本，反映一段时间内平台建设所拥有

的人员储备与培育能力，其为平台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是科技作为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许多指标体系

中涉及高校与机构院所指标，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科研条件，本研究认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对于科技人

员要求具有包罗性，如农机、水利、土壤、细胞等，故以万人中高校在校数、万人中 R & D 人员总数以

及科技活动人员总数作为主要分析依据，通过对历年 R & D 人员占从业人口的比重横向分析，表明山西

农谷建设人力资本的现状以及之后的发展重点。 
成果实现指标，成果实现指标是分析区域内一段时间的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实现能力，主要对于专

利申请授权情况、技术合同交易情况以及历年科技成果数进行统计来反映山西省科技成果实现能力。 

3.2. 山西“农谷”创新平台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是衡量各个指标对评价对象重要程度的量值。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有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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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5]。由于缺乏评价山西“农谷”创新平台评价指标权重的相关经验数据，本文采用主观赋权法中层

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与专家打分形成的判断矩阵，计算指标权重。 
通过专家法构造判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及检验如表 5 所示： 

 
Table 5. A to B judgment matrix 
表 5. A→B判断矩阵 

A B1 B2 B3 B4 W 

B1 1 1/5 1/4 1/3 0.0736 

B2 5 1 2 3 0.4709 

B3 4 1/2 1 2 0.2840 

B4 3 1/3 1/2 1 0.1715 

 
最大特征根 maxλ  = 4.0514，一致性指标 CI = 0.0171，平均随机性指标 RI = 0.89，一致性检验 CR = 

0.0192 < 0.1，判断矩阵符合一致性检验要求。 
根据实践经验，参考相关文献，征询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农谷”科创城规划专家组，确定二级指标

权重使用专家打分法。通过“头脑风暴”课题小组遴选出需要给专家组发放的相关资料及打分细则，采

用“背靠背”形式的向有关专家征询。经过数次意见收集，依据专家建议排出轻重序列，选择二级指标

合适分值。最终结合一级指标权重，确认二级指标综合权重，二级权重加和为一级权重，如表 6 所示： 
 

Table 6. The total ranking of indicators and weight calculation results 
表 6. 指标层次总排序及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一级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打分 综合权重 

B1 0.0736 

C1 0.0483 0.0036 
C2 0.113 0.0083 
C3 0.2153 0.0158 
C4 0.2925 0.0215 
C5 0.3309 0.0244 

B2 0.4709 

C6 0.0588 0.0277 
C7 0.1176 0.0554 
C8 0.1176 0.0554 
C9 0.1765 0.0831 
C10 0.2353 0.1108 
C11 0.2941 0.1385 

B3 0.284 

C12 0.0294 0.0084 
C13 0.2059 0.0585 
C14 0.1765 0.0501 
C15 0.2059 0.0585 
C16 0.2353 0.0668 
C17 0.1471 0.0418 

B4 0.1715 

C18 0.0435 0.0075 
C19 0.1739 0.0298 
C20 0.2609 0.0447 
C21 0.1739 0.0298 
C22 0.2174 0.0373 
C23 0.1304 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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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西“农谷”创新平台历年分值计算 
为了使得指标的数值间具有可比性，通过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为 0~100 之间的数值，公式为：

min

max min

100nx x
x

x x
−

= ×
−

，通过标准化数据表与各指标进行计算，得各年份分值，如表 7 所示： 
 
Table 7. Annual score of Shanxi Province 
表 7. 山西省历年分值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C1 0.0000 0.2033 0.2907 0.3396 0.3555 

C2 0.0000 0.5372 0.7176 0.7599 0.8317 

C3 0.0000 0.5246 0.8420 1.3105 1.5846 

C4 0.0000 0.8067 1.5450 2.0498 2.1528 

C5 0.0000 0.4141 1.1458 1.9670 2.4354 

C6 0.0000 0.9903 1.7869 2.7700 2.6247 

C7 0.0000 0.2409 2.1678 5.5400 4.5765 

C8 3.1596 5.5400 0.0000 0.5439 3.8457 

C9 0.0000 0.5704 7.4041 6.9269 8.3100 

C10 0.0000 1.2415 1.6822 7.1279 11.0800 

C11 13.8500 0.6016 0.0000 5.7218 10.5219 

C12 0.0000 0.2510 0.4939 0.7496 0.8353 

C13 0.0000 1.2009 2.9135 4.3148 5.8471 

C14 3.4448 5.0118 1.4979 0.0000 0.3281 

C15 0.0000 4.3853 4.3853 5.8471 1.7695 

C16 0.0000 0.2458 2.2572 4.5368 6.6824 

C17 0.8933 0.0000 1.0209 2.2158 4.1765 

C18 0.0000 0.3306 0.6043 0.7457 0.5293 

C19 0.0000 0.1737 1.9438 2.9826 2.8316 

C20 0.0000 4.4739 1.5358 1.7807 0.3561 

C21 1.0652 0.4097 0.0000 2.9826 0.0819 

C22 0.0000 0.2965 0.5360 1.0356 3.7283 

C23 0.6487 2.2370 0.7692 0.0000 1.0961 

综合得分 23.0616 30.6867 35.5399 62.2485 76.5809 

5. 农谷科技创新平台的评价结论 

目前山西省农业科研体系实质是“有体无系”，农科院、农业大学、农业厅在科研业务上定位不清、

分工不明，各自为战、交叉重复，竞争有余、合作不足，项目、成果、团队碎片化[6]。根据山西省五年

内科技创新平台发展现状实证分析，从历年分值表可以看出，虽然前三年分值较低，但后两年分值均已

经超高 60 分以上，尤其 2014 年高达 76.58 分，体现了山西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环境的不断优化。在环境

支撑指标中，各项指标分值均属于从小至大分布，说明山西省无论在地区生产总值还是农业生产总值都

在不断增加，尤其以财政支出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较为明显，山西“农谷”创新平台建设具有良好的经

济环境支撑。但在资金支持指标中，除 R & D 经费支出呈上升趋势发展外，其他指标变化不定，其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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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的是 R & D 经费支出占科技支出的比重呈 U 型波动，且 2014 年低于 2010 年，这反映出科研单位

在使用经费过程中其他科技活动资金需求较大于研究与开发资金需求，而科研经费支出出现下滑趋势，

综合而言为由于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减少，但一些其他的资金使用制约了研究与开发经费的使用，反应出

山西省科研经费投入不足，不利于山西“农谷“创新平台建设。在人力资源指标分值中，万人中高校在

校生数、万人中 R & D 人员总数、R & D 人员总数占从业人口比例呈稳定上升趋势，说明山西“农谷”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有着较为充裕的人力资源，但科技活动人员总数及 R & D 人员总数呈现下降趋势，其

中科技活动人员总数分值下降幅度较大，说明在山西省科技创新平台人力资源方面存在人员流失现象，

这对于山西“农谷”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如何防止人员流失提出了警示。在成果实现指标分值中，专利

申请与授权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3 年增加较大，但科技成果与科技论文发表量在 2011 年开始逐年下降，

这也预示山西“农谷”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应充分重视科技成果的实现。交易合同数呈波浪式发展动

态，但交易额却每年持续增长，这说明单笔交易合同数额有较大提升，山西“农谷”在此方面除了保障

单笔合同交易额上升以外，也应注意保障技术交易合同数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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