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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制造业科技综合能力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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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摘 要 无论科学技术 怎样进步
,

发展先进的 制造业都是人类社会永恒 的 主题
,

制 造业也将 永远是人类社会的 “
首席

产业
” 。

通过对北 京市制 造业科技综 合能 力 的评价
,

找 出北 京 市优 劣 势制造业
,

无论是对振兴 北 京现代制造业
,

还是

对整个 北 京 的 经 济发展
,

都将 大 有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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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科技综合能力是指各制造业在科技资源投人
、

科

技成果产 出
、

科技对经济与社会贡献方面所具备的综合能力
。

目前
,

北京市政府 已通过了振兴现代制造业的决议
,

这将对振

兴北京现代制造业
,

乃至 于对整个北京 的经济发展
,

产生积极

的作用
。

为了对北京市制造业 的科技综合能力做出一个科学

的评价
,

以便找 出北京市优劣势制造业
,

本文将对有关制造业

科技综合能力的评价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

表 , 北京市制造业科技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
、

制造业科技综合能力的评价指标体 系

经济系统是一个多投人
、

多产出的复杂系统
,

而且在既定

条件下
,

该系统的科技能力越强
,

做出的经济和社会贡献就越

大
,

从而决定其综合能力越强
。

因此
,

科技综合能力的评价不

仅有助 于科学认识一个经济系统的运行
,

而且 可以 有效指 导

对该系统 的资源 配置
,

以促进它的发展
。

在对制造业综合竞

争力进行分析和评价 中
,

我们认为
,

各制造业在一定 的时间
、

空间组织 下
,

应 当把科技资源 能力和潜力‘包括科技人力投

人
、

科技财力投人
、

科技设备投入 和各制造业 的各种产出 包

括直接的科技产 出
、

经济产 出和社会贡献 作为综合竞争力评

价的关键所在
,

这样做既把握评价制造业综合竞争力 的关键

点
,

也容易满足评价结果的可观察性
、

可度量性和可操作性
。

我们 以北京市 巧 个主要的制造业为研究对象
,

围绕各制

造业综合竞争力分析和评价 目的
,

兼顾数据 的代表性 和可取

性
,

选取 巧 个反映制造业综合竞争力 的指标
,

设计 了北京市

制造业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如表
。

科科技投入入 科技人力力 人 力投入 强 度

工工工工 程技术人 员比 重 凡凡

科科科技财 力力 经 费投入 强 度 凡凡

人人人人均科技活 动 经 费
革革

科科科技设备备 微 电子 占设备比 率 兀兀

科科技产 出出 技术创 新新 人均科技论文 戈戈

人人人人均专利 申请蚤

工工工工 业 新 产品 产值 比 率

高高高技术产 业化化 工 业 增加值率 凡凡

工工工工 业 出 口 产值率 。。

经经 济产 出出 效 益提高高 比较劳动 生 成率 凡
,,

资资资资产利 税率
,

带带带动 性性 产业 感应 度 。。

产产产产业 关联度 、、

社社会贡献献 就 业业 就业 吸纳 率 。。

二
、

评价模型及其基本原 理

能将各原始指标所包含的不十分明显的差异
,

集中表现出来

并使研究对象在主成分上 的差异明显反映
,

为进一步的分类

研究或综合排序提供条件
。

各主成分按着方差大小依次排列
,

即第一主成分代表的信息量最多
,

其余次之
。

因此在分析实际

问题可 只取前几个主成分来代表原变量的信息
。

各主成分与

原始指标的相关系数称因子载荷
,

它反映 了主成分与原始变

量间的相关程度
。

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变量进行变换后形成

了相互独立 的主成分可 以 消除评价指标之 间的相关影响 在

分析问题时可 以选取主要的主成分代表原变量
,

减少了复杂

性
。

主成分分析法首先依以下公式计算各指标的标准值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多变量数学分析方法
,

能将众多有

错综复杂关系的指标
,

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 主成分
,

每

个主成分都是原来多个指标的线性组合
。

通过适 当调整线性

函数的系数
,

既可使各 主成分相互独立
,

舍去重叠的信息
,

又

尸 护

其中
,

戈为第 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

为样本标准差
,

几为

第 制造业第 个指标的标准值
。

其次
,

按特征根和累计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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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选 出 个主成分
,

并得出个主成分 回归系数
。

因为

主成分是原始变量的线性组合
,

包含了绝大部分的原始信息

可根据 吼计算出各制造业的因子得分 凡

竞争力的主要 因素
,

并且能够总体上评价北京市各制造业综

合竞争力
,

从而为改善北京市各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提出有效

的意见
。

三
、

数据来源及运算

其中
,

凡 表示第 个制造业第 无个 主成分的因子得分 吼 表

示第 个指标的因子 回归系数
。

最后
,

由于各主成分包含的信

息量不一致
,

因此用所选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
,

将各主

成分得分进行综合
,

得 出各制造业综合得分
,

然后根据综合得

分排序
。

主成分分析法可 以对北京市各制造业综合能力的差异及

其特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

找出影响北京市各制造业综合

采用《北京市 清查数据汇编 》和《北京市统计年鉴

》的系列 统计数据 如表 所示
,

大部分数据通 过计算得

到
,

应用 软件对这 巧 个主要 的制造业进行 主成分分

析
,

得到各制造业综合竞争力主成分的数据
。

现将通过 软件所处理原始数据加工整理
,

得到下

列的数据表
,

如表 所示
。

制造业科技综合竟争力的数据表

行业 ,

瓜 , , 月

食品 烟 草

纺 织

服装纤维

木材 家具

造纸 文体

石 油

化学医 药

非金属

金属 冶 炼

金属制 品

机械 工 业

交通运愉

电 器机械

电子 通讯

仪 器仪表

一 一

一

一

刀

一

一

一

一

刀

一

刃

一 一

刀
一

刃 刀

刀
一

一

刀

刀

,

刀

石 乃

一

刀 刀

井
一

刀 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资料来源 《北京市 清查数据汇编 》
,

《北京市统计年鉴 》

表 数据提取率表

巧

, ,

一

一

一

一 一 刃刃刃刃刃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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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成分在各因素上的系数见表
。

表

指标 第一 主成分

各主成分在各因素上的系数表

第二 主成分 第三 主成分 第四 主成分 第五主成分

产业 感应 度

产业 关联度

比 较劳动 生产率

装备投入率

经 费投入强 度

人均专利 申请童

人均论 文童

工 业 新 产品 率

工 业 产品 出 口 率

工 业 增加值率

就业 吸 纳 率

人员投入 强 度

工程技术人员比 重

人均科技活动 经 费

资产利枕率

各指标关联系数见表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表 指标关联系数表

指 标 月 , , 。 , 刃 , , ‘ ,

《众〕

一

刁
‘

一

一
,

一 以〕

一

一

一

一

刀

洲洲

一

一

一

一

一 《拓

《洲洲〕
‘

一

一

《〕

一

,

以 】

,

一 《 】

一

以洲〕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几

一

一

一
一

《拟 】

叨

刁

一

《〕

一

一

一
‘

一

加

一

刊 〕

一

之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托鸿

礴

一

一

一

一

斌期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刁
《洲〕

《

《】

一

刁

一

一

一

万

一

刁滩

砚 】

一乃

一
,

一石

刁

一

创

一
、

〕以

粼 】

欣

,

一

一

一

一 】

拟〕

一《

一

戒 】

鸿

一

一

一 石

一

以 】

一

一

一

《

,

《 】

心心别凡凡芯几瓜石介石从

各制造业科技综合能力得分见表
。

表 各制造业科技综合能力得分表

制 造业

八︸︸︸,

‘
月几胜月工

文通运愉

电子 通讯

仪 器仪表

化学医 药

造纸 文体 用 品

非金属

机械工 业

电器机械

金属制 品

纺 织

金属 冶 炼 压 延加

石 油

服装纤维制 品

食品 烟 草加 工

木材 家具

第一 主 成分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二主成 分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三 主成 分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四 主成分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第五主成 分

一 以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综合得 分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排名

一
一

州 曰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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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分析和结论

通过对上面 处理得到的系列表进行分析
,

可 以得

到如下结论

从 表 可 以 看 出
,

五 个 主 成 分 的 累 计 贡 献率 为
,

已超过了
,

所 以取五个主成分作为评价北京制

造业科技综合能力
。

从表 第一 主成分中比较劳动生 产率
、

工业产品出 口

率
、

工程技术人员 比重
、

资产利税率的数值比较大
,

且较接近
,

所 以提高北京市制造业综合竞争力
,

应该提高各制造业的劳

动生产率
、

加大产品的出 口 比重
、

提高工程技术人员 比重和资

产利税率
。

从科技产出和科技投入两方面来看

从表 可 以看 出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工程技术人员 比

重
,

人均科技经费支出
,

工业产 品出 口 率
,

资产利税率相关系

数 比较大 分别是
、 、 、 ,

所以要提高北京

市制造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
,

必须要从加大工程技术人员 比

重
,

人均科技经费支出
,

工业产品出 口 率
,

资产利税率这几个

方面努力
。

从表 可 以看 出工业产品出 口 率与工程技术人员 比

重
,

人均科技经费支出
,

比较劳动生产率
,

资产利税率相关系

数 比较大 分别是
、 、 、 ,

所 以 要 提高

北京市制造业的工业产品出 口率
,

必须要从加大工程技术人

员 比重
,

人均科技经费支出
,

比较劳动生产率
,

资产利税率这

几个方面努力
。

从表 可以看出资产利税率与工程技术人员 比重
,

人

均科技经费支出
,

比较劳动生产率
,

工业产品出口 率相关系数

比较大 分别是
、 、 、

名
,

所 以要提高北京

市制造业的资产利税率
,

必须要从加大工程技术人员 比重
,

人

均科技经费支出
,

比较劳动生产率这几个方面努力
。

总的来说
,

要提高北京制造业综合竞争力
,

必须加大科技

经费的投人力度和增加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
,

提高劳动生产

力的同时
,

还要提高资产的获利能力
。

从表 可 以看 出

交通运输的综合竞争力最强
、

电子通讯次之
、

化学 医

药排第四
,

这些制造业产业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
,

应该作为北

京市振兴现代制造业的龙头产业
。

仪器仪表
、

造纸文体用 品
、

非金属
、

机械工业
、

电器机

械的综合竞争能力 比较强
,

具有发展的潜力
,

比如发展光 电 一

体化
、

精密仪器仪表等
,

这对优化北京制造业产业结构
、

振兴

北京市现代制造业有很大的帮助
。

金属 制品
、

纺织
、

金属 冶炼压延加
、

石油
、

服装纤维制

品
、

食品烟草加工
、

木材家具的综合竞争能力 比较弱
,

而且污

染 比较严重
,

不宜作为北京制造业的主导产业
,

但是在振兴北

京现代制造业不 能放之而不管
,

应该培养和提高这些制造业

的综合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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