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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科技创新是地区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如何测度区域科技创新效率，衡量区域竞

争力，对实现区域发展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而测度指标构建则是效率测度的基石。本研究基于“扎

根理论”中“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饱和度检验”的方法流程系统梳理了一套区域科技创

新活动分析框架，在个性的指标研究中寻找共性的指标因素。基于区域科技创新分析框架，本研究提

炼出一套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关键因素，并以此构建了一个跨学科视角下融合多理论的创新效率测

度指标体系，为创新效率测度研究提供了指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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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指标
构建研究

席崇俊，刘志辉，杨　岩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科学技术的

飞速发展，创新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

定性因素，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1-3]，而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是地区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

因素，对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发挥关键性的

作用 [4-5]。因此，如何测度区域科技创新效率，衡

量区域竞争力，对于企业、地区、产业和国家来说

都至关重要。本研究以服务于区域科技创新效率

测度为背景，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流程梳理

出一个区域科技创新活动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

上着重探讨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阶段性及投入和

产出要素，分析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的关键因

素，并以此构建一套跨学科视角下融合多理论的

效率测度指标体系，为创新效率测度研究提供了

指标依据。

1　区域科技创新研究现状

1.1　创新相关概念研究

“创新”一词的出处源于拉丁文，1912 年奥

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成名著作《经济发

展理论》[6] 中提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

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现

新的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以后，随着创新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创新视

野也不断扩大，弗里曼、纳尔逊和温特、伦德瓦尔

等人相继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及理论 [7]。随

着国家创新系统研究范式的不断拓展，其研究领域

也逐渐延伸至了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关注。1992 年，

英国库克教授最早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进行较为全

面的概述，他认为区域创新产生于区域创新系统，

而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地理空间上相互关联与相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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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企业、大学、科研部门等构成的区域组织体系，

其主要功能是配置创新资源、促进知识生产和技术

扩散、协调区域创新活动 [8]。区域创新根据其研究

内容来看，可分为区域文化创新、区域科技创新、

区域制度创新等。科技创新的基本内涵是一项改

良并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建立新的管理制度，

从而发明新产品，建立新服务的活动 [5]。科技创

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对科

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概括。科技创新的能力是国

家综合实力的体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

科技创新，创新成果的直接目的是为经济活动所

用，贴近市场，推动产业化发展，并加强政府、

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调关系，提升管理效率。

1.2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区域科技创新效率 [9-10] 测度影响因素，

已经有相关学者展开了研究，例如，韩先锋等 [11]

首次将互联网因素纳入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指标

的构建研究中，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

验。潘娟等 [12] 将投影寻踪模型与 SFA 模型相结合，

既考虑了随机因素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又从科

技产出的多维数据指标进行分析。张凡 [13] 则对

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

Min 等 [14] 使用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评估了韩国技

术开发和商业化的区域效率，并将创新网络规模和

公共研发的两个环境因素纳入指标构建中。Maria

等 [15] 通过使用非参数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区

域创新系统中创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Rouven 等 [16]

通过贝叶斯随机前沿分析研究了本地网络、竞争性

溢出效应和区位优势对创新过程的影响。Michael

等 [17] 分析了区域创新系统效率上的差异，并讨论

了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概念的区域创新系统效率的替

代措施。

但是，以往研究中对于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

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多是在某一种理论视角下采用

定性或定量的方法进行探讨，这样构建的指标体系

较为个性化，本研究考虑使用扎根理论在个性化的

指标体系研究中发现一些共性的指标因素，从而为

构建一套相对普适的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指标体系奠

定基础。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流程，对相关创新

文献进行碎片化、概念化，在梳理出区域科技创新

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共性的区域科技创

新效率测度指标因素。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

法，其主要宗旨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

即从实际观察入手，在原始资料中寻找反映现象的

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由下而上

建立实质理论 [18]。扎根理论研究的具体流程 [19] 如

图 1 所示。

2.2　样本与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采用的相关文献确定方法如下：为了

获得扎根理论所需的广泛性原始资料，本文采用“区

域创新”和“科技创新”为主题词，在 CNKI 数据

库和 Scopus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为了确保文献的

新颖性与经典性，选择发表时间在 2015—2020 年

内的期刊论文，并按照被引频次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逐一阅读，最终选取了在“区域

创新”中探讨“科技创新”以及在“科技创新”中

探讨“区域创新”的文献共计 69 篇（中文文献 25 篇，

英文文献 44 篇）进行研究。

3　研究结果

3.1　文献分析

资料搜集与分析贯穿着整个扎根理论的研究

过程，直至达到理论饱和，即新的数据中再没有新

的概念、范畴或关系出现 [20-21]。扎根理论的程序化

编码步骤主要分为：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

码 [22]。本研究拟基于这几个步骤，采用 NVivo 12 软

图 1　扎根理论方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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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文献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探讨区域科技创新效

率测度的关键因素。

3.1.1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是指事先没有假设理论、完全开放

式的编码过程 [21]。本研究按照“二八定律”随机

选取 56 篇文献进行研读，剩下 13 篇文献做理论饱

和度检验。通过对文献逐字逐句的审读，将每篇文

献浓缩成若干个句子，从每个句子中提取词语或短

语，并将其概念化，将其用一个关键词表示，共得

到 118 个词语和 29 个概念。接着，根据概念划分，

将关键词聚拢分类，寻找各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

从而得到研究问题的范畴。通过对 29 个概念进行

归纳，得到以下 14 个范畴：AAA01 创新参与者、

AAA02 知识创造与转化阶段、AAA03 技术转化与

传播阶段、AAA04 创新资源、AAA05 创新环境、

AAA06 创 新 合 作、AAA07 创 新 地 理、AAA08 创

新 能 力、AAA09 创 新 效 率、AAA10 创 新 指 标、

AAA11 创新模式、AAA12 创新驱动、AAA13 区域

发展、AAA14 经济效益。

3.1.2　主轴编码

通过不断地搜集、整理、比较和分析，概念范

畴会变得厚重，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清晰，

此后一个主范畴便会涌现出来 [22]。主轴编码阶段

是将次范畴围绕主范畴组织起来，通过对开放编码

阶段的范畴进行抽象，共得到创新参与者、创新阶

段、创新支撑、创新关系网络、创新地理、创新评

价、创新模式、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 9 个主范

畴。其中，各个概念、范畴、主范畴之间的关系如

表 1 所示。

3.1.3　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是在多个主范畴中确定一个核心范

畴并围绕其组织理论。通过不断比较与尝试，本研

究将区域科技创新活动作为核心范畴，并梳理各主

范畴与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得到如下几条区域创

表 1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编码结果

词语或短语 概念 范畴 主范畴

A001 政府 AA01 政府 AAA01
创新

参与者

创新
参与

者A002 大学 AA02 大学

A003 公共研究机构；A004 私人研究机构 AA03 研究机构

A005 国有企业；A006 私营企业；A007 民营企业；A008 外商投资企业 AA04 企业

A009 监管机构；A010 金融机构；A011 风险投资机构；A012 教育培训机构；
A013 Trade Association；A012 风险投资机构；A013 教育培训机构；A014
人 力 资 源 机 构；A015 Information Consulting Organization；A016 University-
industry Technology Transfer；A017 Technology Incubation Institution

AA05 中介机构

A018 Interactive Learning Processes；A019 Collective Learning；A020 软科学研究；
A021 硬科学研究；A022 Knowledge Transfer；A021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A022 软科学研究；A023 硬科学研究

AA06 知识创造 AAA02
知识创造

与转化
阶段

创新
阶段

A024 自主研发；A025 委托研发；A026 合作研发；A027 集中研发 AA07 研发活动

A028 The Acquisition of New Technology；A029 The Purchase of Advanced 
Machinery, Computer Hardware and Software；A030 The Acquisition of Patents 
and Licenses；A031 Training Relat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Products or 
Processes；A032 Market Research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AA08 非研发活动

A033 产品开发；A034 产品生产；A035 产品销售；A036 技术孵化；A037
技术商业化；A038 成果产业化

AA09 技术转化
与传播

AAA03
技术转化

与传播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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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或短语 概念 范畴 主范畴

A039 Incubators；A40 Technology Parks AA10 创新基础设施 AAA04
创新资源

创新
支撑

A041 知识存量；A042 Technical Capital Level AA11 知识资源

A043 经济发展水平；A044 研发经费； AA12 财力资源

A045 Population Density；A046 人才供应；A047 Labor Quality AA13 人力资源

A048 Flagship Enterprise；A049 企业规模；A050 产业集群 AA14 创新主体资源

A051 企业文化；A052 民族文化；A053 Entrepreneurship AA16 文化环境 AAA05
创新环境

A054 金融规模；A055 金融发展水平 AA17 金融环境

A056 FDI；A057 对外开放度；A058 知识产权保护度；A059 市场化程度 AA18 制度环境

A060 财务支持；A061 政策支持 AA19 政府支持

A062 产学研合作；A063 Knowledge Exchange；A064 协同创新 AA20 创新合作 AAA06
创新合作

创新
关系
网络

A065 Innovation Network Size；A066 Strength of Network Ties；A067 地理位置；
A068 创新集聚；A069 城市形式；A070 Geographical Proximity；A071 空间
效应；A072 溢出效应；A073 空间异质性

AA21 创新地理 AAA07
创新地理

创新
地理

A074 Organising Capability；A075 Strategic Planning Capability；A076 Learning 
Capability；A077 R&D Capability；A078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A079 
Marketing Capability；A080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bility

AA22 创新能力 AAA08
创新能力

创新
评价

A081 数据包络分析；A082 随机前沿分析 AA23 创新效率 AAA09
创新效率

A083 R&D 经费内部支出；A084 R&D 人员全时当量；A085 新产品研发经费；
A086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A087 引入技术经费；A088 消化吸收经费；A089
技术改造经费

AA24 创新投入 AAA10
创新指标

A090 专 利；A091 学 术 论 文；A092 Scientific Publications；A093 新 产 品 开
发项目；A094 新产品销售额；A095 新产品总产值；A096 新产品出口额；
A097 技术转让收入；A098 人均 GDP

AA25 创新产出

A099 模仿创新；A100 自主创新；A101 开放创新；A102 STI 模式；A103 
DUI 模式；

AA26 创新模式 AAA11
创新模式

创新
模式

A104 政府驱动；A105 市场驱动；A106 混合驱动；A107 要素驱动；A108
产业驱动；A109 制度驱动；A110 分区驱动；A111 分层驱动；A112 分类
驱动

AA27 创新驱动 AAA12
创新驱动

创新
驱动

A113 区域发展格局；A114 区域发展驱动力 AA28 区域发展 AAA13
区域发展

区域
经济
发展

A115 期望产出；A116 居民福利；A117 社会福利；A118 经济价值 AA29 经济效益 AAA14
经济效益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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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涉及的路径。

路径 1：创新参与者。创新是交互式学习过程

的结果，即在同一个系统中，通过众多参与者、组

织和机构之间的知识交流，塑造创新过程和成果，

这些参与者主要包括大学、企业、研究机构、政府、

中介机构等几类。企业是创新活动中的第一重要参

与者 [23]，随着资本和技术需求的注入，企业通过

其商业活动（设计、生产、销售），利用知识产权

来创造财富。大学和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才的培养、

知识的产生、科学技术研究以及知识的转移 [24]，

并根据企业的需求为其提供硬性和软性的科学技

术。由于大学与企业的互动关系并不总是存在且分

布不均，因此，政府干预在创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

作用，它经常是区域创新活动的发起者，凭借其监

管权直接有效地控制创新活动 [25]。中介机构在创

新活动中扮演着“支持”角色 [26]，它们并未直接

参与区域创新合作，而是通过有效的服务平台为区

域创新合作提供“支持资源”，促进创新参与者之

间的合作以及知识和技术的传播。

路径 2：创新活动的逻辑过程。创新价值链 [27]

包括产生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实际形式，以及将转化

后的创新在市场中传播的过程，它们可以被认为是

创新过程的连续阶段。首先，区域创新强调区域网

络层面参与者之间的知识创造和互动学习 [28]。其

次，区域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将技术产出转化为市场

价值 [29]。创新是在技术转化为市场经济价值时完

成的，而不是在技术开发完成时完成的。如果不经

过技术传播过程将技术向社会系统传播，人们将永

远无法享受创新的好处。

路径 3：创新驱动力。创新被认为是局部嵌入

的现象，高度依赖于塑造每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和制

度条件 [30]，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创新驱动力，如市

场驱动、政府驱动、制度驱动、产业驱动等。

路径 4：创新模式。随着政府控制的创新模式

向开放式创新转变，越来越多的私人参与者可以独

立参与创新活动。开放式创新利用知识流入和流出

促进创新发展并扩大创新商业化，通过共享风险和

资源，优化产品开发改善业务绩效。其中，又分为

科学、技术和创新（STI）模式 [31] 和实践、使用和

互动（DUI）模式 [32]。以科学为基础的 STI 模式强

调创新是基于研发、人力资本和研究合作；基于经

验和互动实践的 DUI 模式则强调边做边学、使用

和交互。

路径 5：创新影响因素。创新活动的有效运转

离不开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支持。创新是一个

系统过程，它还受到支持创新的文化、制度、金融、

政策等环境的影响，因此创新系统可以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发展。

路径 6：创新评价。创新效率是创新活动绩效

的关键指标，它不仅取决于公司和公共部门组织积

累的知识，还取决于这些不同类型的组织在生产和

知识传播方面的相互作用方式及其环境，在很大程

度上反映了区域将创新投资转化为知识和市场价值

的能力。对创新活动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有助于对

创新结构方式进行调整。

路径 7：创新地理学。创新活动不是在整个地

理环境中均匀或随机分布的，它得益于经济活动

的集中和地理位置的接近。隐性知识作为创新活

动的重要基础，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互动和地理上

的邻近，因为距离阻碍了隐性知识的交换与传播。

地理上的邻近使得创新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成本降

低，可以频繁地面对面接触和互动，使得隐性知

识的转移和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从而增强创新能

力。区域创新网络中存在着具有不同性质的创新

参与者，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信息和技术进行

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提高组织的创新能力。

紧凑的城市形式提供了丰富的便利设施、便捷的

公共交通以及更高质量的场所，可以消除创新活

动产生的实际障碍，也吸引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

的人才，而他们正是知识型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原

动力。此外，知识生产的过程具有非常独特的地

理环境，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知识资源，在区

域知识获取能力上有所不同。拥有少量资源的地

区将更多地依赖于非本地的知识流，而在由许多

知识资源组成的地区，本地知识流通往往更为明

显。

路径 8：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由于地区间创新

资源（如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研发资金投入、

机械设备等）不平等，且技术复杂性越来越高，

知识获取开始依赖于群体通过网络的互动，这种

关系网络的存在，可以促进协作和技术转让以及

在区域内生产和传播知识。因此，区域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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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变得尤为重要。创新主体之间

相互合作和积极协调可以减少发展时间、提高研

究潜力和整体工作质量，直接促进了知识生产和

转让的增加，也促进了区域科学技术进步。但区

域创新合作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需要合理地

分配人力和其他投入资源进行创新。对于全面和

有效的区域创新合作而言，每个创新参与者都是

必不可少的，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可以促进或阻

碍区域创新与发展。

路径 9：区域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将创新摆在首要位置，标志着创新发展将成

为我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

未来区域的经济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的

创新能力，区域协调发展的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创新能力在区域上相对均衡的程度。

根据各条路径，本研究梳理了一套区域科技创

新分析框架（见图 2）。

图 2　区域科技创新分析框架

促进

创新参与者 创新模式 创新驱动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知识创造
与转化阶段

技术转化
与传播阶段

区域科技创新 区域经济发展

中间创新产出

创新评价、创新支撑、创新合作、创新地理

3.1.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利用剩下的 13 篇文献做理论饱和度检验，在

对这 13 篇文献的编码过程中未发现新的范畴与主

范畴，因此本研究构建的区域科技创新分析框架在

理论上是饱和的。

3.2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指标构建

3.2.1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内部过程研究

通过应用“扎根理论”对区域科技创新活动分

析框架进行深入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区域科

技创新活动的阶段特性进行分析。

区域科技创新由企业、大学和公共机构等各种

创新参与者实施的连续过程组成。一般而言，创新

价值链包括产生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实际形式，以及

将转化后的创新在市场中传播的过程。因此，存在

两个链接：第一个是在思想创造和转换之间，第二

个是在转换和传播之间，这两个链接的生产率决定

了创新的效率。同样，区域科技创新研究也涵盖了

这两个连续的活动。首先，区域科技创新始于对知

识技术开发的投资，强调区域网络层面参与者之间

的知识创造和互动学习，此阶段主要包括研究、开

发、测试等活动，以企业为主，高校和科研机构为辅，

政府进行引导，将研发投入转变为专利和非专利技

术形式的科技创新成果产出。其次，区域科技创新

的最终目标是将技术产出转化为市场价值，即创新

是在技术转化为市场经济价值时完成的，而不是在

技术开发完成时完成的。此阶段是上一阶段的后续

过程，主要是由企业将上阶段的科技创新成果产出

转化为商品，以获得经济效益的过程。该阶段是实

现创新落地的重要环节，将技术创新转变为现实生

产力，从而实现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可

以将区域科技创新定义为地理上嵌入的过程，该过

程可以创造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商业价值，其中，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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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和商业化的活动被认为是相互依存和连续的。

3.2.2　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和产出要素分析

在梳理完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两个阶段特性

后，想要寻找区域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还需深

入分析每个阶段的投入和产出要素。区域科技创新

活动中第一阶段主要是进行技术开发的投资，生产

出新知识、新技术等中间产品，第二阶段是对第一

阶段的中间产出进行成果转化和传播，因此，整个

过程可分为三部分，即研发投资（第一阶段的投入）、

知识生产（中间产品）、价值创造（第二阶段的输

出）。其中，中间产品既是第一阶段的输出，也是

第二阶段的投入。

综合各学者的研究，创新活动的投入可以分为

四类，即组织文化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活动和投资，

例如招聘和培训活动、知识共享和转移以及知识获

取和内部化的过程；对技术的投资，包括促进以技

术为导向的研发、设备购置和改进、技术交流和软

件开发计划；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例如参加研发组

织和学习联盟，以及与研究机构建立和维护关系；

以市场为导向的活动和投资，例如市场研究、竞争

对手监测和产品发布活动。《奥斯陆手册》[33] 中

将这四类创新活动投入用内部研发、外部研发、机

器购置、员工培训、参与创新的市场推广以及参与

其他外部知识共六个创新输入变量表示，其中以内

部研发和机器购置占据主导地位。内部研发投入主

要分为研发经费支出和人员的投入，包括政府的资

金支持、企业自有的研发经费以及通过银行融资等

金融支持方式获取的经费等，以及直接和间接参与

科技创新的研究人员；机械设备购置包括专门为实

施新的或改进的产品而购置的机械、设备和其他类

型的硬件等。

创新活动的中间体，即知识生产部分是根据

技术产出和科学出版物来衡量的。技术产出包括

专利或其他形式的技术成果，其中专利尤其重要，

因为专利是创新者在市场上交换知识和创造经济

价值的手段。虽然并非所有的创新都以专利或其

他形式的科研成果来申请，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

以将知识转化为市场价值，但是，先前的一些研

究强调，专利是衡量技术开发效率的重要指标。

科学引文索引中列出的学术期刊中科学出版物的

数量是衡量知识创造绩效的主要指标之一，因为

它表明了该地区科研活动的活跃度。此外，出版

物也是研究组织和大学向当地创新参与者提供知

识成果的主要渠道。

创新会产生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好处，例如，提

高产品质量、组织能力、品牌知名度和服务水平等，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创新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通常

以技术转让收入、出口价值和总增加值衡量。技术

转让收入代表了技术的经济价值，但是，由于专利

的商业化并不能说明该地区所有技术创新活动的价

值，因此还需要使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例如区域出

口价值和总增加值。

由此，本研究提炼了一套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

度关键因素体系（见图 3），并以此构建了一套区

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指标体系（见表 2）。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流程系统梳理了

区域科技创新中所涉及的创新参与者、创新活动的

逻辑过程、创新驱动力、创新模式、创新影响因

素、创新评价、创新地理学、区域创新合作网络、

区域经济发展等 9 条路径，并根据这 9 条路径构建

了一个包含知识创造与转化过程、技术转化与传播

过程、创新投入、中间创新产出等要素的区域科

技创新分析框架。在构建的区域科技创新分析框

架基础之上，着重分析区域科技创新的阶段特性，

以及创新各阶段的投入与产出要素，以此构建了

一个跨学科视角下融合多理论的区域科技创新效

图 3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关键因素体系

人员投入、资金投入、主体投入、基础设施

知识资本 技术成果产出

学术成果产出

经济价值

社会福利

知识创造
与转化阶段

技术转化
与传播阶段

创新驱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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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科技创新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创新阶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知识创造与转化阶段 投入指标 人力投入 R&D 人员全时当量

R&D 机构从业人员

科技活动人员数

财力投入 R&D 经费内部支出

R&D 经费占 GDP 的比例

产出指标 学术成果 科技论文数

学术出版物数

技术成果 发明专利申请数

发明专利授权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技术转化与传播阶段 投入指标 技术成果 发明专利授权数

有效发明专利数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

财力投入 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

引进境外技术经费

购买国内技术经费

消化吸收经费

技术改造经费

产出指标 经济产出 新产品产值

新产品销售收入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率测度指标体系。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区域科

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如何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

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模型可以反映创新活动的内部

特征与动态变化规律，都是本研究未来需要继续

探讨分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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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s Experience on Transforming to Global Sci-tech 
Innovation Center

LI Jian-hua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862)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New York to construct the global sci-tech innovation center is based on timely taking 
strategic overhaul, building new model of tech park, developing major innovation territory, fostering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absorbing talents, so it could have formed an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innov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construct sci-tech innovation center, it should put priority on planning future developm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reasing the coordination among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promoting the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Keywords: New York; sci-tech innovation center;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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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asurement Index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XI Chong-jun, LIU Zhi-hui, YANG Y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for the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 How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easure the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is the cornerstone of efficiency measurement. Based on 
the method and process of “open coding-spindle coding-selection coding-to-saturation test” in the “Grounded 
Theo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bs a set of analysis framework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so as to find common index factors in the index research of person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study extracts a set of key factors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measurement, and constructs an innovation efficiency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integrating multi-theorie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which provides an index basis for 
innovation efficiency measurement research.

Keywords: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rounded Theory; innovation efficiency; measur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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