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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决 策 参 考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回顾与展望

吴传清 ， 龚 晨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

摘 要 ：
“

创 新型城 市评价
”

是创 新型城 市理论研 究领域和 建设 实践领域的 一 大热 点 。 目 前官 方倡导的 创

新型城 市评价指标体 系 、 学术界倡导 的 创 新型城 市评价指标体 系在评价工作 目 的 、数据获取渠道等方 面存在 明

显的 差异 。 创 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设计 的后 续研 究应从基础理论研究 、 完善评价指标 、加 强数据公开与桤掘

等 方 面进一 步拓展 。

关键词 ： 创新型城 市 ； 績效 ； 评价指标

中 图分类号 ： Ｆ２９０文献标识码 ： Ａ文章编号 ： １ ００２－６４８７ （ ２０ １ ６ ） ０７－００６ ８－０４

指标体系 。 济南市和宁波市于 ２００７ 年分别 出 台地方版的

０ 引 言 创新型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江苏省于 ２０ １ ０年出

台地方版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 广州市
“

创新型城市
”

是
“

创新型 区域谱 系
”

（ 含创新型省份 、在 ２０ １ １ 年颁布实施的 《广州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总体规

创新型城市 、创新型城区 、创新型市 ／县 ／区 ／乡镇 、创新型园划 （ 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５ 年 ） 》中提 出 地方版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评

区 、创新型街区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创新型省份 、创新型价指标体 系 。

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 ， 也是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 如从评价 内容而言 ，地方版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 比

何科学综合考评创新型城市建设绩效 、运用评价成果引 导较重视对城市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的考评 （ 深圳市 、济南

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 ？ 如何科学总结城市创新发展路径市和江苏省 ） 。 在创新绩效评价方面 ， 因各 自 地方特色和

模式 ？ 既是重要的城市管理实践问题 ， 也是重要的城市发发展基础不一 ， 因而评价 内 容也相异 ， 济南市强调
“

创新产

展理论命题 。 本文侧重从学术 史视角 系统地总结政府部出
”

、

“

结构优化
”

方面考评 ；江苏省则注重高新技术产出 的

门 、学术界关于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设计的相关成果质量考评 ， 加人
“

空气质量
”

、

“

城市污水处理率
”

等生态指

（分别简称
“

官方版指标体系
”

和
“

学术版指标体系
”

） ，探讨标 。 在创新环境评价方面 ， 各地评价指标体系或简或繁 ，

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后续研究方向 。济南市从
“

人才资源
”

、

“

创新投入
”

、

“

环境改善
”

等方面设

计考评指标 ， 而江苏省则仅设置
“

每万人 口 中研发人员数

１ 官方倡导的创新型城市建设绩效考评指标体系量
”

、

“

省级以上科技平 台数
”

等 四项考评指标 。 从指标设

置和数据可得性方面而言 ，地方政府倡导的创新型城市建

１ ． １ 国 家科技部倡导的创新型城市建设监测评价指标体 系设绩效评价指标基本为定量指标 ，定性指标极少 。

国家科技部 自 ２０ １ ０ 年起主管全国创新型城市试点工总体而言 ，从国家到地方 ， 官方版创新型城市建设绩

作 ， 在 ２０ １ ０ 年 ４ 月 ６ 日 发布 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效考评指标体系呈现出鲜明 的实践工作
“

指挥棒
”

、可操作

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 》中提出 了一套创新型城市建设监性较强的特色 ； 多侧重强调从创新环境 、创新绩效等层面

测评价指标体 系 。 该指标体 系 含
一级指标 ６ 类 （ 创新投综合考评城市创新能力 ； 部分考评指标体系 的构建缺乏严

人 、企业创新 、成果转化 、高新产业 、科技惠 民 、创新环境 ） ，密的 内在逻辑性 ， 定量指标的选取频率远高于定性指标 。

二级指标 ２５项 。 该指标体 系侧重从
“

创新投人
”

、

“

企业创

新
”

、

“

成果转化
”

和
“

高新产业
”

等方面综合测评城市创新２ 学术界倡导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能 力 。 该指标体 系 以定量指标为主 ， 定性指标集 中在
“

科

技惠民
”

和
“

创新环境
”

两方面 。 ２００７ 年 以来 国 内学术版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设

１ ． ２ 地方政府倡导 的 创 新型城市建设绩效考评指标体 系计研究成果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 基于创新过程视角 的创新

深圳市在 ２００６ 年率先 出 台地方版的创新型城市评价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 、基于创新内容视角 的创新

基金项 目 ： 湖 北 省科技 支撑计 划 软科学研究 类项 目 （ ２０ １ ５ Ｂ Ｄ Ｆ０ １ ６ ） ； 湖 北 省 区域创 新能 力监测 与 分析软科学研 究基地开放基

金资助 项 目 （ Ｈ ＢＱＹ ２ ０ １ ５Ｚ０３ ）

作者简介 ： 吴传清 （ １ ９６７
—

） ， 男 ， 湖 北石 首人 ， 教授 ， 博士 生导 师 ， 研究 方 向 ： 区域经济学 。

龚 晨 （ １ ９ ８ ８— ） ， 男 ， 湖 北武汉人 ， 博士研 究 生 ， 研究 方 向 ： 区域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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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财＿昌＃＿撕麵祕趟＿獅＿ 资源
”

、

“

财力资源
”

和
“

创新载体
”

三类 ； 陈媞 （ ２０ １ ２ ）将
“

创

省沛

｜

发布时间 （年 ）

｜

＿ ＿＿

一级
＾ ｜
备Ｉ新资源
”

分为
“

创新人力 资源
”

、

“

创新财力 资源
”

、

“

创新物

深圳 ２００６创新主体 、创新环境 ．创新绩效 理资源
”

和
‘ ‘

创新知识资源
”

四类 。

：二 ： ：謂１雜化
，

侧Ｊ前翻械黯ｆｔ油 ｉ們又獻
猶２００７创新主体 ＇创新环境 ．创新绩效
二级＾标数 ４４项品 的水平 ， 主要选取发明专利授权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 、有

宁波 ２００７创新能力和过程 ．创新产出
效 商标注册里 、 国家级 自 主创新产品数量 ＇ 国家重点新产

二―项品数量等指标衡量 。 少数研究者还提出
“

使用科技成果转

江苏 ２０ １ ０ｒ？ＳＳ化率
”

指标 （ 邓彤 ， ２０ １ ３ ） ， 鉴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较为复

ｎ 丨 觀
创臟人 、高端要素 、创新基础条 —级指标数 ５ 类杂 ， 王仁祥等 （ ２００８ ） 主张从知识流动和知识吸收两个方面

，

ｍ

 丨 件 、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驱动发展 ｜ 二级指标数 丨 ５项对
“

创新过程
”

进行评价 。

资料来源 ： 整理 自 深圳 市 《 自 主创新型城 市评价指标体 系 》 、 《济 南 市创新
“

创新产出
”

侧重衡量科技创新的最终产 出水平 ， 主要

体職知识产权和技术应用两施 。 知识产权主要选择

核指标体 系 （ 试行 ） 》 、 《广 州 国 家创新型城市 建设总体规划 （ ２０ 丨 １
—

２０ １ ５ 年 ） 》专利授权量 、发明专利 申请量 、企业专利 申请量等指标衡

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设计研究和基于创新驱动要素视角量 ； 技术应用主要选取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 高新技术企

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设计研究 。业数量 、名牌产品数量 、著名 商标数量等指标衡量 。

２ ． １ 基于创 新过程视 角 的 创 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设计２ ． ２ 基 于 创新 内 容视 角 的 创 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设计

基于创新过程视角 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侧重基于创新 内容视角 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侧重

从创新主体 、创新投入 （创新资源 ） 、成果转化 、创新产出等从知识创新 、技术创新 、产业创新 、服务创新 、制度创新 、文

层面构建 （见表 ２ ） 。化创新等层面构建 （见表 ３ ） 。

表 ２基于创新过程视角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 仓
丨麵能胃關麵肺 ｉ平額娜 系

学者一级指标 备注学者


一级指标


备注

创新投入 、企 、 Ｉ ｋ创新 、成果转化 、 高 一级指标数 ６类雷振丹等 知识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创新 ． 制度创
一级指标数 ６类

薛艳 ２０ 丨 ４新产业 、科技惠民 、创新环境二级指标数 ２ ７ 项 （ ２０ １ ２ ）


新能 力 、服务创新能力 、创新环境二级指标数 ２４项

ｒ ｉ ／ ／ ．＿Ａ Ｉ ４ ｙ ｒ
．

ｖ ｒ ｌ
－级指标数 ２ 焚 １ 丨淡ｍ只创新能力 、技 术和产 、 丨ｋ创新能 力 、创新环境 女

？级 彳ｍ示数 ３ 类
吴价宝４ （ ２ ０ １ ３ ）鑛投 入 、创新Ｈ 口
二指标数 ３ 丨 项 （ ２０ １ ２ ）灘 力二级指标数 ３ ７项

创新资源 、创新杯境 、创新绩效 、创 一级指标数 ４ 类王晓珍 知识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 制度创新能力 、服
一级指标数 ６类

ｌ  ｉ ］＾２〇 Ｌ

新潜力二级指标数 ６５项 （ ２０ １ ２ ） ＾
？

创新能力 、文化创新能力 、创新综合绩效二级指标数 ６０￥

创新投人 、企业创新 、成果转化 、高 一级指标数 ４类柳瑞禹等 知识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管理与制度创新能
一级指标数 ６类

Ｕ ｆｌ ｒ制 ２ ０ １ ２ ’



新产业


二级指标数 丨 〇项 （ ２０ １ ０ ） 力 、服务创新能 力 、文化创新能力 、创新综合绩效 二级指标数 ５ ４项

，

．

Ｄ创新投入 、创新过程 、创新环境 、创
一级指标数 ４类邱丹 知识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管理与制度创新能 一级指标数 ６类

新绩效 二级指标数 ２ ６项 （ ２００ ８ ） 力 、服务创新能力 、 文化创新能 力 、创新综合绩效 二级指标数 ５ ４项

．城市创新资源 、城市创新 主体 、城市 一级指标数 ４类蒋博 城市知识创新能 力 、城市技术创新能力 、城市产业 一级指标数 ４类
附、 足



创新环境 、城市创新能 力二级指标数 ２ ７项 （ ２００８ ）创新能力 、城市创新支撑能 力二级指标数 ３ ０项

ｓ＾ｐ 〇 １ 〇 ）创新 中？体 、创新资源 、创新机制 、创
一级指标数 ５ 类杨肀峰等 知识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 力 、管理 与制度创新能 一级指标数 ６类



新环境 、 创新绩效


二级指标数 ５０项 （ ２ ００７ ）
 ｜
力 、服 务创新能 力 、 文化创新能 力 、创新综合绩效

｜

二级指标数 ５５项

杨志兵等 （则
“

知识创新
”

即指高校 、科研机构 、科研工作者等创新

０紐入 、创紐Ｓ ，鑛环境 、创 －级指标数 ４类主体在基础知识领域 的创新 ， 是技术创新 的基础 。 城市



“

知识创新能力
”

评价一般涉及
“

知识创新投人
”

评价 、
“

知
“

创新主体
”

即创新活动的 主要承相者 。 仅有少数研识创新主体
”

评价和
“

知识创新产 出
”

评价三大方面 。 也有

究者认为创新主体仅包括高校 、科研机构 （ 周纳 ， ２０ １ ０ ） ， 大部分研究者作 了新 的拓展 ， 郞燕 （ ２０ １ ２ ）主张增加
“

城市知

多数研究者都主张创新主体包括高校 、科研机构 和企业识创新意识
“

评价 ， 邱丹 （ ２００ ８ ）提 出
“

知识积累
”

概念 ；蒋博

（ 陈媞 ， ２０ １ ２ ； 杨志兵 ， ２００９ ） ， 强调采纳 国家科技部颁布 的 （ ２００８ ）提出
“

城市知识流动能 力
”

评价

《创新型城市建设监测评价指标 （ 试行 ） 》 ，将
“

企业创新
”

内
“

技术创新
”

即指企业及其技术人员等创新主体开展

容单列进行重点考评 （薛艳 ， ２０ １ ４ ； 薛合庸等 ， ２〇 １ ２ ；王仁祥技术研发 、技术改造革新的过程 ，
“

技术创新
”

评价一般涉

等 ， ２〇〇 ８ ） 。及技术创新主体 、技术创新投人 、技术创新产 出 和转化能
“

创新资源
”

即创新活动所需 的各项要素投入 。 部分力等方面 （邱丹 ， ２００８ ） 。 蒋博 （ ２００８ ）进一步主张采用新产

研究者强调将
“

创新投人
”

视作创新资 源进行评价 （ 杨志品销售收人 占产品销售收人 比重 、万名就业人员发明专利

兵 ， ２〇〇９ ） 。 大 多数研究者 主张
“

创新资源
”

包括
“

人才资拥有量 、 万人技术成果成交额 二．项指标评价
“

技术创新效

源
”

和
“

财力 资源
”

两类 （薛艳 ， ２０ １ ４ ； 朱晶 晶等 ， ２０ １ ２ ） 。 部率
”

。

分研究 者对
“

创新资源
”

的 内 涵进行 了 扩展 ， 吴价 宝等
“

产业创新
”

侧重衡量城市产业竞争 和产业结构优化

（ ２０ １ ３ ） 主张增加
“

经济发展水平
”

、

“

创新载体
”

等考量指标调整能 力 ， 主要 以 高技 术产业和科技服 务业为考察对象 。

测度
“

创新投人
”

； 邓彤 （ ２０ １ ３ ） 主张
“

创新资源
”

分为
“

人力邹燕 （ ２０ １ ２ ）进一步提 出 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吸引 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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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 策 参 考
〕



价内容 。 （ １ ）重视对创新环境的综合评价 。 创新环境是创新主
“

服务创新
”

侧重评价城市创新服务能力 ， 主要涉及基体开展创新活动 的主要场所 ，可细分为创新硬环境和创新

础设施 、市场环境 、金融环境等内容 。 软环境两类 。 一般选取百人国际互联 网用户数 、万人拥有
“

制度创新
”

即指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促进全社 公共图书馆藏量 、公路里程数等指标测评创新硬环境 ，个

会变革 。 关于
“

制度创新
”

的评价指标选取 ，大体上分为两别研究者主张将生态指标也纳人创新硬环境评价体系 （雷

类 ： 一类 以
“

政府投人
”

评价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 （雷振丹振丹等 ， ２０ １ ２ ） 。 一般从经济发展水平 、法制环境 、市场环

等 ， ２０ １ ２ ； 吴敏等 ， ２００９ ） ； 另
一类 以政府政策体系健全程度境 、金融环境 、教育环境等层面评价创新软环境 ，个别研究

评价政府 的 制 度 创 新 能力 （ 杨华 峰等 ， ２００７ ； 王 晓珍 ，者主张从创新氛围 、激励制度和社会包容三方面评价城市

２０ １ ２ ） 。创新软环境 （高广春 ， ２０ １ ３ ） 。
“

文化创新
”

侧重评价城市通过文化创新促进创新型 （ ２ ）定量指标多于定性指标 。 学术版评价指标体系对

城市建设的能力 。 在
“

文化创新
”

评价指标的选取上 ， 杨华定量指标的选用远高于定性指标 。 其中 ，专利授权数 、政

峰等 （ ２００７ ） 主张从
“

人文环境
”

和
“

品牌创新
”

两个层面测府科技拨款 占财政支 出 比重 、拥有互联 网用户 数 、科研机

度城市文化创新能力 ；邱丹 （ ２００８ ） 、柳瑞禹等 （ ２０ １ ０ ） 、王晓构数量 、人均 ＧＤＰ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 ＧＤＰ 比重等定量指

珍 （ ２０ １ ２ ）进一步将
“

品牌创新
”

界定为
“

城市知名度
”

；李仲标的使用频率最高 。 定量指标的数据一般采用官方统计

飞 （ ２０ １ ４ ）从
“

文化创新环境
”

、

“

文化创新认同度
”

和
“

文化数据 ， 数据认可度较高 。 定性指标的使用侧重创新环境评

创新影响力
”

三大方面构建了一套较为全面的
“

文化创新
”

价等不易量化的领域 ，其数据一般来源于调查问卷和专家

评价指标体 系 。 打分 ，虽评价 目标明确 ，但评价结果难 以获得广泛认可 。

２ ． ３ 基于创新驱动要素视 角 的 创 新型城 市评价指标体 系 （ ３ ）数据来源欠丰富 。 学术版创新型城市评价研究成

设计 果采用 的数据来源大体包括五类 ： 一是官方统计年鉴数

基于创新驱动要素视角 构建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据 ， 主要来源于 《中 国统计年鉴 》 、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 、

体系侧重围绕驱动城市技术创新的相关要素构建 。 研究《中 国科技统计年鉴 》 、 《中 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 、 《中 国

者关于
“

创新驱动要素
”

理解的不 同 ，也导致评价指标选取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 ； 二是官方公

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 （ 见表 ４ ） 。 张红 （ ２０ １ ０ ）强调创新环境布数据 ， 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统计公报 、政府 网站公布的

优越 、创新成果丰富 、创新产业发达 、创新效率提升 、社会数据等 ； 三是相关 民 间机构 、研究机构研究报告提供的数

福利和生活品质显著改善是驱动城市创新发展的主要因据 ， 如 中 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发布的 《中 国城市创新报告 》 、

素 ， 并据此构建了含 １ ０６项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 。 李中 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中 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 、 中 国大陆

琳 （ ２０ １ １ ）认为城市 的创新资源整合力 、创新网络运行力 、市长协会发布的 《中 国城市发展报告 》等 ； 四是对各地科技

创新环境支撑力 、创新绩效表现力是决定城市科技创新的局 、统计局电话访问获取的相关数据 ； 五是问卷调查 、实地

关键 因 素 ， 依此构建 了 含 ３ ８ 项具体指标 的评价指标体考察 、专家打分等 。 前两类数据来源于政府官方发布 ， 数

系 。 李琬等 （ ２０ １ ０ ）则认为知识技术的创新能力 、教育投人据权威性最高 ，但数据量有限 ；后三类数据来源获取成本

与人才储 备 、有助于创新 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服务能较高 ，且可信度备受质疑 。

力 、创新宜居环境 、创新文化是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 ，依此

构建了含 丨 ７项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 系 。 ３ 后续研究展望

表 ４基千创新驱动要素视角 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学者一级指标 比较分析官方版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和学术版
魏亚平等 创新驱动主体要 素 ．创新驱动资源要素 、创新驱
一级指标数 ４类 ＴＪＴ Ｉ Ｍ Ｐ Ｂｎ ｉｆｆｉＵｆｅ Ｔｔ Ｅ Ｉ 日 目

（ ２０ １ ４ ）雌应要Ｋ ，创新驱动环境要素二级指标数 丨 ９项
仓撕ｉ城耐日标体 系 ’ 可 以 发认两者存在 月显 的差异 ， 九

孙易祥等 经济发展能 力 、科技发展能力 ．社会服务能力 、 级指标数 ４类其原因 ， 主要在于 ：⑴评价 「．作的 目 的不同 。 学术版创新
（ ２０⑵

ｉｍ
＇

＆ｍｍ ） ：


二级指标数 ２２项性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侧重对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进行测

何＊ 环境支撑能 力 ＇创新投 人能 力 ＇ 创新成果转化能 级指标数 ５ 类评和排名 ， 对各城市创新发展路径进行学理研究 ； 官方版
（ ２０ １ ２ ）力 、创新效益能力 、创新合作能力二级指标数 ２ ８项—

苄琳等 创新资源整合 力 ．创新网络运行力 ．创新环境支 一级指标数 ４类创新 堅 ■ 城市评价体系侧重对创新型城市建设项效 ｌｉ行Ｕ
（ ２０ １ １ ）



撑力 、创新绩效表现力 二级指标数 ３ ８项测和考评 ， 用于引导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工作 。 （ ２ ）数据获

知识技 术的创新能 力 、教育投人与人才储备 、有 取渠道不 同 。 学术版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所需的主

（ ２〇 １ 〇 ）二级＾标数 丨 ７项 要数据来源于各类统计年鉴 、政府公报 、政府 门 户 网站公

张红 创新环境优越 ，创新成果丰富 ，创新产业发达 、 －级指标数 ５ 类

（ ２０ １ ０ ） 创新效率提升 ．社会福利和牛 活品质显著改善 二级指标数 １ ０６项体系所需 的数据主要来源官方统计上报数据 ， 可信度高 ，

谢寧 创新资源 ．创新载体 ．创新环境 ．核心能力 、优势 一级指标数 ５类时效性强 。

－ －

（ ２００８ ）
  丨
二— ５！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后续研究工作有待

２ ． ４从基础理论 、指标体 系和数据挖掘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 ：

（ 丨 ）进一频化创新型城細細理论研究 。 目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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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关于
“

创新型城市
”

的核心要素和建设路径等议题 ，
——以新疆 石 河子 市 为例

［
Ｊ
］

．新疆农 垦 经济 ，２０ １ ２ ， （ １ ） ．

见仁见智 。 有必要沿着
“

理论一实践 理论
”

的技术路线 ［ 丨 ３ 】邓彤 ．刻 新 型城 市 的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Ｊ ］ ．陕西教育 （ 高教版 ） ，２０ １ ３

图 ， 从创新政策环境 、创新文化氛围 、创新载体 、创新投入 、 （Ｚ １ ） ＇

企业创新 、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 、人才支撑 、发展质量和效 丨
丨 ４
］
部 燕

ｊ
新型城 市评价指标体 系 与 国 内 重 点城市创 新能 力 结构研

益等多层面 ， 推动创新型城市基础理论研究 Ｔ．作 ， 科学厘

定创新型城市的科学内涵 。 ＾
新 型城 市创新能 力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
Ｄ
］

．秦皇 岛 ： 燕 山

（ ２ ）进－步提高评价指标的广度和密度 。 借鉴创新型
丨

丨响合庸 ，谭 ＆ ， 肖 培 ，田祖光 ．石 家庄 市创新型城 市监测评价方 法研
城市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创新型城市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 ，究ｍ ．产 业与 科技论坛 ．２０ １ ２ ， （ 丨 丨 ） ．

按照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等层级丰富评价指标的数量 ，
丨

丨 ７
］
朱 晶 晶 ， 胡 晓 东 ．创 新型城 市评价指标 的 构 建及熵 值法 实证研 究

增强评价指标的逻辑严密性 ， 构建理论上科学 、实践上可 丨 Ｊ ］ ．河北 企 Ｊｈ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２ ） ．

操作 的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 加强对定性评价指标 丨 丨 ８ ］孙 易祥 ，黄 当 玲．创 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 系 构 建及 实证研究 ［Ｊ ］ ．特

的设计研究 ， 特别是在创新政策环境 、创新文化氛围等不区 经济 ， ２〇 １ ２ ， （６ ） ．

易 于量化评价的领域形成具有广泛认可度的定性评价指
［
丨 ９
】
何 睿 ． 创 新 型 城 市 创 新 能 力 评 价研 究

［

Ｄ
］
．合 合 肥 工 业 大 学 ，

标体系 。
２〇 １ ２ ．

⑶进－步加强数据资源的公开和挖掘 。 －方面 ， 政
的佩机理及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１

府部 丨 】应通过 政府云 ， 加大 息公开服务 力度 ， ＳＷ 、合
［
ａ
丨
李琳 ，韩 ＾ 尼 ，李祖辉 ，张减 创新 型城 市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及

法地公开相关数据资料 ； 另一方面 ， 应运用大数据 、石计算实证研 究——基于 长 沙 与 东 部 主要城 市 的 比 较 分析
［Ｊ ］
． 经 济地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 加强对相关数据资源 的深度挖掘开理
，
２０ １ １
，

发 。 丨２２ ］李琬 ，张 玉利 ， 胡 望斌 ． 创新型城 市 第 四代创 新评价指标体 系 构 建

与 实证研 究ｍ ．科技管理研 究 ，２０ １ ０ ，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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