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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对科技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各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存在不平衡的现状下，为挖

掘其背后隐含的政策因素并优化沿线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本文使用政策工具运用文本挖掘对2017~2021
年596项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探究。结果表明：首先，政策工具的运用呈现出“重供给，轻需求”

的不平衡状况；其次，政策工具与科技创新链的衔接较弱，政策支持体系尚不健全；最后，基于量化评

价结果，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的后续制定提出优化建议，以期通过政策推动各地区

科技创新水平协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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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requires higher scientif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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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but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vel is not ba-
lanced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hidden policy factors behind it and optim-
iz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he regions along the route, this paper 
uses policy tools, and text mining to explore 59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in 
western China from 2017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rough the study of policy tools, 
the imbalance of “heavy supply, light demand” is presented. Second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licy tools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ain is weak, and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irdly,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results, put forward the opti-
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the follow-up formu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in the region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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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而科技创新政策作为政府调节、引导科技创新活动

的重要手段，对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会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 
当前，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开放和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1]，根据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创新引领、协同高效”作为基本原则，突出了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地位。

通道建设将在物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对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和协同发展能力提出

更高要求[2]。然而，《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20》显示，横跨我国多个行政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存在科技创新水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这种不平衡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政策因素[3]。因此，本文针对西

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和量化评价，运用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 2017 年至

2021 年的多项重要政策进行研究，试图挖掘政策本身存在的优点与改进空间，以期在进一步的科技创新

政策制定中提供优化建议。 

2. 文献综述 

学术界在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领域已经产出了较为丰富的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学者 Rothwell
将技术创新政策定义为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互促的政策结合，认为技术创新政策是综合性的，并提出政

策工具的概念[4]。而后，政策工具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科技创新政策评价。赵筱媛认为，评价科技政策

体系的完善程度，需要建立一套能够为未来优化、调整政策提供方向的政策分析框架，而框架建立应立

足于政策工具[5]。王京雷运用政策工具，研究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6]。田进构

建了政策工具–技术创新链的二维分析框架，对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文本进行探究并提出政策优化建议

[7]。马江娜基于政策工具与技术创新链的双重视角，对陕西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文本分析[8]。徐

硼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综合运用频数统计、政策工具分类、文本编码等方法，量化分析我国科技创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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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本[9]。 
同时，在政策量化评价方面，当前学术界的评价方式通常有：数据包络分析法[10] [11]和灰色关联度

法[12] [13] [14]，但这类方法需要的数据量较大，收集难度高且易产生误差，并且仅适用于事后评价，缺

少了基于政策本身的评价。 
综上所述，本文政策工具分析，融合使用文本挖掘，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进行

量化评价。 

3.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文本分析 

3.1. 政策文本分析框架构建与编码 

本文将政策工具和技术创新链分别作为 X 维度和 Y 维度，政策工具的选择借鉴了 Rothwell 和 Zegveld 
[15]的思想，将科技创新政策划分为供给面、环境面、需求面，并结合赵筱媛[5]、钱婉妍[16]的研究，将

三种政策工具细分为 13 个类目。技术创新链借鉴 Turkenburg [17]提出的完整技术创新链理论，将技术创

新链划分为研究开发、成果示范、推广产业化三个过程，由此构建了本文政策文本分析的二维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texts in the area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图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二维分析框架 

 

本文选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 13 个省级行政单位(重庆、广西、贵州、甘肃、青海、新疆、云南、

宁夏、陕西、四川、内蒙古、西藏、海南)的科技创新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为确保政策文本的真实性、

代表性，本文梳理的科技创新政策文本均来源于“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检索关键词的选取参照《国

务院公文主题词表》对“科技”一类划定的主题词，对“科学”、“科技”、“技术”、“创新”、“知

识产权”、等关键词分别进行政策检索，共检索到 2017~2021 年发布的共 752 项政策，剔除各类结果公

示、项目申报等次相关政策文件后，梳理有效政策共计 596 项。 
将的有效内容在 NVivo 12.0 中按照“政策编号–二级标题–具体条款”的格式逐条编码，最终将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解构为 1228 项政策文本单元(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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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ding tab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ies texts in region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
ridor (partial) 
表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文本编码表(部分) 

政策名称 文本分析单元 编码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庆市

财政局、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重庆

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企

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工

作的通知》 

建立重庆市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落实联络会议制度……

规范政策解答，引导企业规范研发项目管理和费用归集。 
1-1-1 

…… …… …… 

3.2. X 维度：政策工具维度 

在科技创新政策文本编码的基础上，将政策文本单元在上文构建的“政策工具–创新链”二维分析

框架下进行频数统计(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table of “policy tools-innovation chai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areas along the new western land-sea corridor 
表 2.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创新链”二维分析统计表 

政策工具 科技创新链 统计结果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研究开发 成果示范 推广产业化 频数 总计 

供给面 

人才资源 151 63 21 235 

700 (57.00%) 

基础设施 63 23 8 94 

资金投入 128 68 37 233 

公共服务 69 48 21 138 

小计 411 202 87 / 

环境面 

目标规划 62 15 16 93 

368 (29.97%) 

法规管制 30 23 15 68 

知识产权 32 38 17 87 

金融支持 54 18 20 92 

税收激励 19 2 7 28 

小计 197 96 75 / 

需求面 

服务外包 1 3 7 11 

140 (11.40%) 

政策采购 2 3 23 28 

设立机构 1 5 28 34 

合作交流 27 14 26 67 

小计 31 25 84 / 

总计 639 (52.04%) 323 (26.30%) 266 (21.66%) / 1228 (100.00%)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2051


徐逸岚 
 

 

DOI: 10.12677/sd.2023.132051 484 可持续发展 
 

由表 2 可知，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所运用的政策工具中，供给面政策工具占比最

大(57.00%)，其次是环境面政策工具(29.97%)，需求面政策工具最少，仅占总体的 11.40%，三种政策工

具的运用呈现出“重供给，轻需求”的状况。 
如图 2 所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更倾向于使用供给面政策工具来扩大技术的供

给，其中，人才资源和资金投入子工具占比较大。此外，各地政府在科技创新事业上投入资金的力度和

强度也在不断增加，反映了政府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迫切愿望。供给面政策工具中，公共服务子工具的

运用也占据较大份额，组织层面，制定相关政策优化科技服务审批流程、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层

面，通过设立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等提高科技事业办事效率、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基础设施子工具的运用

占比最低，可能是近年来各地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取得一定成效，走向转型时期，因此相关政策

往往着眼于基础设施的转型升级，颁布数量较少。 
 

 
Figure 2. Ring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图 2. 政策工具分布环状图 
 

环境面政策工具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中的运用占比约三成，法规管制、知识产

权、金融支持、目标规划四类子工具的运用较为均衡，税收激励子工具的运用较少。其中，占比最大的

是目标规划子工具，该工具主要运用于为当地科技创新事业规划发展方向，由此可见西部陆海新通道沿

线地区政府对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较高，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同时，政府也较为注重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但值得注意的是，沿线地区各政府在税收激励方面稍显不足，税收工具强大的调节和激励作

用并没有得到充分调动。 
需求面政策工具的运用仅占总体约一成，且其内部子工具的运用分布也较不均衡。其中，运用最多

的是合作交流子工具，设立机构和政策采购子工具也有一定运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十分重视“创

新券”的使用，各地政策均有涉及，“创新券”由政府发放，企业和团队在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过程中用

创新券向高校院所购买科研服务，收取创新券的单位持创新券到指定部门兑现，这种采购方式大大提高

了科技创新研究效率。服务外包子工具运用较少，说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各政府在与科技创新专

业服务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方面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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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Y 维度：科技创新链维度 

如图 3，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在科技创新链的三个不同阶段发布的政策数量极不均衡，其中，研

究开发环节占比 52.04%，成果示范环节占比 26.30%，推广产业化环节占比 21.66%，可见西部陆海新通道

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在科技创新链维度上，以研究开发为主，成果示范和推广产业化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三个创新环节之间的衔接度较差。此外，根据学术界以往研究，科技创新水平相对发达的地区(如长三角)
往往在推广产业化环节给予的政策支持力度最大[5]，因此，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的科技创新政策表

现也体现出该区域的科技创新水平发展程度整体上较低，距离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仍存在一定差距。 
 

 
Figure 3. Two-dimensional histogra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ain-policy tools 
图 3. 科技创新链–政策工具二维柱状图 
 

将科技创新链维度与政策工具维度结合分析，发现三种政策工具在科技创新链上各有侧重。在供

给面和环境面中，各类政策子工具在研究开发阶段的应用最多，而需求面中，各类政策子工具在推广

产业化阶段的应用明显提升。由此可见，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运用的三种政策工

具中，供给面和环境面政策更为注重创新发展中的研发阶段，但在科技创新成果的示范、推广及转化

方面着力较小；而需求面政策则将创新成果和市场有效连接，注重以政策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发展。 

4. 结语 

本文使用政策工具对 2017~2021 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进行了系统的量化评价分

析，得到结论如下：沿线地区政策工具的运用呈现出“重供给，轻需求”的不平衡状况，政策工具与科

技创新链的衔接较弱，政策支持体系尚不健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a) 协调运用各类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工具与科技创新链的衔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在西部陆海新

通道沿线各地区内部建立政策帮扶机制，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结对帮扶，发达地区提供政策指

导与技术支持，促进整个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联动高质量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政策效力，对标东南

沿海发达地区，鼓励政策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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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优化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端，以政策推动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综合制定科技创新发展的短期、中

期、长期目标，运用税收激励、基金项目等多种方式提高政策激励力度，强化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

济手段的搭配运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科技创新政策的“废、改、立”应当以整体视角为基础，

制定有利于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的政策。 
c) 关注地区特殊性，充分分析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各地的地域特征，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特

征的科技创新政策，避免政策“水土不服”；并有针对性地对政策的薄弱环节进行优化，根据紧迫性和

重要性的原则，合理制定优化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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