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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而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不仅是国家创新能力

的重要构成内容，还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有利于实现技术与知识创新，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的特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受科技创新主体、科技创新要素、科

技创新政策、所处地方的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同时，地方政府更重视科技创新对本地经济社

会的直接影响，容易发生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割据、地方间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等问题，因此研究地方高校

科技创新能力时需考量创新能力的空间效应，这涵盖科技创新能力对本地的增进功效与对其他地方的空间

外溢功效两方面，需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关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研究，Aithal等（2020）研究了政策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1]。Joshi等

摘 要：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属于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社会体系，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构建了地方高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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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果供求匹配等；加大教育科技投入力度，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培养更多的科技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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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从工学合作的角度探讨高校科技创新能力[2]。Weeber（2018）探讨财政支持对高校科技创新力的影

响[3]。Wang（2011）从跨国交流的角度探讨高校科技创新力[4]。Asio等（2019）认为高校管理者的支持、教师间

的合作有助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5]。Nandamuri等（2011）等探讨社会人口因素、创新理念与高校科技

创新力间的关系[6]。王海军、田晓冉（2023）从制度环境、组织环境和文化环境研究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7]。

山述兰、边慧敏（2023）从科技成果转化的视角探讨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8]。

关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石薛桥等（2020）从可利用的资源量、科技创新基础、科研产出

和成果转化水平等方面对中部各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分析，显示各省科技创新能力在空间上正相关，

各省科技创新能力及效率分为三个不同等级[9]。王少鹏等（2021）发现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存

在空间集聚特征[10]。李永刚（2023）的研究显示，财政支持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促进作用，区域因素对高校

科技创新能力有较大影响[11]。

关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展效率研究，刘传斌等（2023）认为政策支持、科研经费、内部合作、外部

交流、市场需求信息影响着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效率[12]。徐瑞雅（2023）指出产学研合作能极大促进地

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效率[13]。姚宇华（2023）认为大数据驱动的科技管理决策有利于推动地方高校科技创

新能力的效率[14]。肖荣辉（2023）从资源投入整合、过程监管与控制、成果分配的制度保障角度探讨提升地方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效率[15]。李红锦等（2021）从人力资源效率和科研经费利用效率视角分析地方高校科技

创新能力的效率[16]。

关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经济的影响，沈佳坤、张军、陈娟张（2023）从创新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发

现地方高校知识创新与科研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17]。李平、孙晓敬（2023）发现各地大学

科技园孵化效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溢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类似特征，且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外

溢对大学科技园发展速率存在正向影响，依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较大外溢的科技园，更易辐射异地发展，助

力经济高质量进步[18]。赵义良（2023）指出要发挥企业与地方高校的能动作用，企业在政策的支持和社会舆

论的激励下积极通过风险投资基金、知识产权维系、经济利益分配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向市场应用转化，

成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成果应用的推动方和承接方[19]。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主要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发展效率以及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展

开研究，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相关因素的交互性、演变性及其影响机理的探讨较少，探索性空间数据分

析（ESDA）作为研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分布特征的基本统计方法，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经由对现象

的空间分布可视化分析，发现其空间关联性与聚集性。因此，本文拟使用ESDA法探讨原“211工程”中的地

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上的关联关系，得到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再基

于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从创新能力的各影响要素交互视角着手，构建空

间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科技创新主体、科技创新要素、科技创新政策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力度与

作用方向。

之所以本文采用空间结构方程模型，源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系统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科技创新

主体间、科技创新要素间、政府科技创新政策间具有复杂交互作用。探讨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系统需全

方位考察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系统关联的多因素及其作用渠道等问题展开全

面探索，同时由于地方高校间相互模仿、竞争，因此研究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问题时需考量科技创新能

力的空间影响，囊括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自我增强效应和对其他地方高校的空间外溢效应，基于结构方

程模型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进行考察，搭建空间结构方程模型展开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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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

相互分工、相互关联的科技创新主体是构成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实施系统，即地方高校的智力资

源、硬件设施、科研团队等是确保科研工作及科技创新活动持续开展的关键。因此，本文采用专任教师数

量、研究生数量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测度指标，并提出以下假设：

H1：科技创新主体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要素涵盖人力资源要素与经济资本要素，高水平人力资源使地方高校具备充

裕的知识存储与知识转化能力，是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要件，经济资本要素是地方高校科技创新

能力发展的重要物质因素，经济资本要素可推动知识技术向外溢出，还可提升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及消

化吸收能力，创造出更多科技创新产出。因此，本文采用科研经费支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作为科技创新要

素的测度指标，并提出以下假设：

H2：科技创新要素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正向推动作用。

政府作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持者，不仅经由直接的财政补贴等增加地方高校研发要素投

入，还经由科技创新政策传递强烈的激励信号，引导地方高校主动增加研究开发方面的要素投入，当科技创

新出现市场失效时，政府科技创新政策可弱化科技创新的负面影响，保障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投入的收益，降

低预期成本，增加期望收益与边际效益。可见，科技创新政策不仅会直接作用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同

时也作用于科技创新主体与科技创新要素。因此，本文采用财政科技支出、财政教育支出作为政府科技创

新政策的测度指标，并提出以下假设：

H3：政府科技创新政策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正向推动作用。

H4：政府科技创新政策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要素有正向推动作用。

H5：政府科技创新政策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主体有正向推动作用。

内部经济环境的提升，必然导致科技创新要素投入增多，对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主体正向影响就越显

著，从而增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如地区居民消费水平较高，对产品品质、技术、环境保护也会提出较

高的要求，推动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进而促进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因此，本文采用社会消

费品零售规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单位面积公路里程作为内部经济环境的测度指标，并提出以下假设：

H6：内部经济环境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正向推动作用。

H7：内部经济环境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要素有正向推动作用。

H8：内部经济环境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主体有正向推动作用。

外部经济环境经由贸易与投资影响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经由带动引领效应与羊群

效应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显著的外溢，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具正增强功效，外商直接投资引

发的竞争可能会压缩国内科技创新的上升通路[20]，阻挠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贸易开放对地方高校

创新能力的影响会因地方资源富饶程度、经济发展水准、传统文化、人力资本、科技水平等而有差异。所以，

采纳对外开放度、实际使用外资额指标来评价外部经济环境，并提出以下假设：

H9：外部经济环境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力度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难以直接测算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产出的规模和品质，专利数量可用于评价科技创新产出、专利从

申请至授权的审批时间不等，这里选用专利申请数量而非授权数量来评价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力，因专利申

请数量不足以充分反映科技创新成果质量、市场化与商业化水平，因此选取技术转让收入对地方高校科技

创新能力进行进一步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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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结构模型见图1。

图1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结构模型

（二）数据构建

本文选取2011－2020年28个原“211工程”的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数据为样本，通过分析共选择了

前文13个测度指标，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

利公布公告》及各高校官方网站整理得到。因各观测指标的计量单位不一，对数据实施了标准化处理。

1. 结构方程模型及拓展

结构方程模型涵盖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即：

u = Aur +ϕ （1）
v= Avθ + μ （2）

其中，测量模型反映隐变量与显变量间的关系，式（1）为外生变量测度方程，u是由w个外生观测值构成

的w×1向量，r为外生隐变量因子构成的m×1向量，Au是u在 r上的w×m因子负荷矩阵，ϕ为误差向量；式（2）
为内生变量的测度方程，v是由q个外生观测值构成的q×1向量，θ为内生隐变量因子构成的n×1向量，Av为 v
在θ上的q×n因子载荷矩阵，μ为误差向量，ϕ与μ代表隐变量无法解释的部分。

结构模型反映隐变量间及模型内其它变量无法诠释的变异量部分，即：

θ = βθ + τσ + ξ （3）
其中，θ为内生隐变量向量，σ为外生隐变量向量，β与τ为路径系数矩阵，ξ为误差向量。

用 zi，j指代区域 i与区域 j的空间权重系数，则28个地方高校的空间权重矩阵为Z=[zi，j]，地方高校科技创

新能力数据的一阶空间滞后变量如下：

SpatiaLag =（Lt, t ×Kn,n）·Knt,1 （4）
其中，n=28，代表28个地方高校所在区域，t代表样本时间。把一阶空间滞后变量植入结构方程模型组

建空间结构方程模型，即：

ì

í

î

ïï
ïï

&u = Aur +ϕ
&v = Av（θ，Spatial_lag） + μ
&θ = β（θ，Spatial_lag） + τσ + ξ

（5）

2. 探索性数据分析法

经由分位图描述28个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属性，使用莫兰（Moran's I）指数分析各地方高

校间的空间相关性，即：

I =∑i = 1
n ∑j≠ i

n cij（ui - ū)(uj - ū）
h2∑i = 1

n ∑j≠ i

n cij
（6）

其中，ui、uj分别代表地方高校 i、j的指标属性值，n代表空间单元总数，cij代表地方高校 i与 j的空间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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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ū 代表观测指标均值，h2 = 1
n∑i = 1

n (ui - ū)2,I ∈[-1，1]，当 I<0时指代空间负相关，I=0时指代空间不相关，I>
0时指代空间正相关。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创新空间特征及空间相关性

运用GeoDa软件把28个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指标分布由高到低分成4个部分，见表1。
表1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指标空间分布情况

指标

专利

申请

数量

分布

技术

转让

收入

分布

高

低

高

低

2011
上海大学、北京工业大学、

苏州大学、南昌大学、太原

理工大学、福州大学、广西

大学

郑州大学、贵州大学、四川

农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

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云南大学、

海南大学、新疆大学、安徽

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内蒙

古大学

辽宁大学、石河子大学、宁

夏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延

边大学、青海大学、西藏大

学

太原理工大学、南昌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东北农业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苏州

大学、上海大学

福州大学、广西大学、郑州

大学、贵州大学、安徽大

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师范

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华南师范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湖南

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云南

大学、辽宁大学

海南大学、延边大学、西藏

大学、西北大学、青海大

学、宁夏大学、石河子大学

2020
北京工业大学、南昌大学、

郑州大学、福州大学、上海

大学、苏州大学、太原理工

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广西大学、

安徽大学、贵州大学、华南

师范大学、海南大学、西北

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石河子大学、辽宁大学、

云南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新疆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内蒙古大

学、宁夏大学、天津医科大

学、青海大学、延边大学、西

藏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河北工业大学、苏州大

学、四川农业大学、贵州大

学、福州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石河子大

学、上海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广西大学、辽宁大学、宁

夏大学

南昌大学、安徽大学、海南

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内蒙古大

学、延边大学、东北农业大

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新

疆大学

均值分布

北京工业大学、上海大学、

南昌大学、苏州大学、福州

大学、郑州大学、太原理工

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广西大学、

贵州大学、安徽大学、华南

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海南

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四川农业大学、石河子

大学、云南大学、辽宁大学、

新疆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内蒙古大

学、宁夏大学、天津医科大

学、青海大学、延边大学、西

藏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河北工业大学、南昌大

学、苏州大学、四川农业大

学、东北农业大学

贵州大学、福州大学、上海

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石河子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

安徽大学、郑州大学、内蒙

古大学、辽宁大学、宁夏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海南大

学

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天津

医科大学、新疆大学、延边

大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

增速分布

西藏大学、青海大学、石河子

大学、安徽大学、辽宁大学、

郑州大学、福州大学

海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南

昌大学、宁夏大学、天津医科

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

广西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内

蒙古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贵

州大学、延边大学、苏州大学

新疆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工

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

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农业大

学

石河子大学、宁夏大学、西北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湖南师

范大学、辽宁大学、海南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贵

州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农业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广西大

学

福州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

范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安徽

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内蒙古大学、

延边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

藏大学、青海大学、新疆大学

表1中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布情况显示，2011年专利申请数量最高的地方高校涵盖上海大学、北京工业大

学、苏州大学、南昌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福州大学、广西大学7所高校，其次是郑州大学、贵州大学、四川农业

大学、河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7所高校，其中综合类高校占了8个，表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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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方高校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高校，专利申请数量空间分布2011—2020年间空间格局变化不大，专利申请

数量增速最高的地方高校是西藏大学、青海大学、石河子大学、安徽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福州大学7所
高校，其次是海南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南昌大学、宁夏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太原理工大学7
所高校，专利申请数量增速较高的地方高校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与这些地方高校基数小有关。

表1中的技术转让收入空间分布情况显示，2011年技术转让收入最高的地方高校包括太原理工大学、南

昌大学、河北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2020年为太原理工大学、北京工

业大学、河北工业大学、苏州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贵州大学、福州大学。技术转让收入高的地方高校主要是

综合类高校、工科高校，但由于技术转让的不确定性，所以地方高校技术转让收入高低起伏不定。2011—
2020年技术转让收入较低的地方高校中有延边大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反映出我国偏远地区高校的科技

活动不论是产出还是成果转化都有待进一步发展。

地方高校专利申请数量与技术转让收入空间分布上存在重叠，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的综合性高校、工科

类高校，但从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看，西部高校增速较快，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Moran's I指数见图2，可以看到2015年是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发

生变动的时间节点，2015年之前专利申请数量空间关联度有波动，2015年之后空间关联度表现为平稳增长

态势，技术转让收入空间关联度变化恰好相反，2015年以前表现为小幅变动状态，2015年之后增长较快。总

体看来，专利申请数量与技术转让收入指标，地方高校空间关联度均表现为较强的正相关性，且近年来该趋

势更为显著。

图2 2011－2020年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关联度

（二）模型分析结果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空间相关特征分别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与空间结构方程模型，运用R语言编程

后的实证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受影响因素

专利申请数量

影响因素

科技创新主体

科技创新要素

科技创新政策

内部经济环境

外部经济环境

专利申请空间滞后量

结构方程模型

回归系数

-0.018
0.004
0.026
0.103
0.024
—

标准化

-1.026
0.192
0.235
0.878
0.215
—

P值

0.00
0.00
0.03
0.00
0.00
—

空间结构方程模型

回归系数

-0.013
0.012
0.034
0.053
0.008
0.153

标准化

-0.372
0.332
0.352
0.588
0.079
0.196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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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因素

技术转让收入

科技创新要素

科技创新主体

科技创新要素

科技创新政策

内部经济环境

外部经济环境

影响因素

科技创新主体

科技创新要素

科技创新政策

内部经济环境

外部经济环境

技术转让空间滞后量

科技创新政策

内部经济环境

科技创新政策

内部经济环境

专任教师数量

研究生数量

科研经费支出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财政教育支出

财政科技支出

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

人均GDP
单位面积公路里程

对外开放度

实际使用外资额

结构方程模型

回归系数

-0.012
0.013
0.039
0.031
0.029
—

3.053
-0.706
-0.668
3.182
0.082
0.068
0.051
0.067
0.142
0.063
0.138
0.153
0.025
0.142
0.216

标准化

-0.285
0.296
0.351
0.138
0.235
—

0.816
-0.247
-0.336
0.834
0.995
0.897
1.013
0.853
0.845
0.086
0.896
0.783
0.135
0.493
0.957

P值

0.00
0.00
0.00
0.00
0.0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00

空间结构方程模型

回归系数

-0.004
0.019
0.34

0.019
0.008
0.086
3.145

-0.583
-1.317
0.046
0.079
0.079
0.051
0.057
0.143
0.079
0.173
0.162
0.035
0.182
0.135

标准化

-0.103
0.528
0.296
0.156
0.067
0.105
0.895

-0.196
-0.332
0.537
0.993
0.978
1.006
0.863
0.827
0.861
0.762
0.764
0.153
0.773
0.703

P值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注：P值为0.00，代表P<1%。

表2中，科技创新政策、科技创新主体、单位面积公路里程的系数在5%水平下较为显著，其他系数都在

1%水平下较为显著。模型的比较拟合指数都大于0.7，近似误差均方根在5%水平下较为显著，综合系数估

计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与空间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效果不错。依照图1的结构模型与表1的实证分析结果

得到各要素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系数（见表3）。
表3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路径与影响系数

专利申请数量

技术转让收入

变量

科技创新主体

科技创新要素

科技创新政策

内部经济环境

外部经济环境

技术转让空间滞后量

科技创新主体

科技创新要素

科技创新政策

内部经济环境

外部经济环境

技术转让空间滞后量

结构方程模型

影响方式

直接

直接

直接/间接

直接/间接

直接

—

直接

直接

直接/间接

直接/间接

直接

—

影响路径数

1
1
3
3
1
—

1
1
3
3
1
—

影响系数

-0.1035
0.196
0.793
0.041
0.246
—

-0.293
0.399
0.891

-0.162
0.236
—

空间结构方程模型

影响方式

直接

直接

直接/间接

直接/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

直接/间接

直接/间接

直接

直接

影响路径数

1
1
3
3
1
1
1
1
3
3
1
1

影响系数

-0.383
0.341
0.891
0.134
0.079
0.216

-0.105
0.614
0.872

-0.063
0.073
0.126

表2 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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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发现，科技创新主体对专利申请数量与技术转让收入有负向影响，与H1并不完全一致，表明

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中科技创新主体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挖掘，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中需在政策上

加强对教师的科技创新激励，教学科研活动中需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要素、科技创

新政策、外部经济环境对专利申请数量与技术转让收入有正向影响，验证了H2、H3。实证分析显示外部经

济环境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消弭了H9的两可性，体现了地方高校所在地的对外贸

易、外资利用、对外开放等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正向推动作用。内部经济环境对专利申请数量具有

正向推动作用，对技术转让收入是负向推动作用，表明H6成立，反映了内部经济环境对于科技创新产出有

正向推动作用，但对于科技创新产出的转化存在负向影响。表2显示科技创新政策对科技创新要素存在正

向促进作用，对科技创新主体存在负向影响，表明H4成立，H5不成立。内部经济环境对科技创新要素存在

负向影响，对科技创新主体存在正向推动作用，表明H7不成立，H8成立。

传统结构方程模型与空间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相比较而言，空间相关性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

能力的作用路径不发生影响，各因素依然经由原有路径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生作用，但对地方高校

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水平发生变动。考量空间相关因素后，科技创新主体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负向作用水平

下滑，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等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水平、内部经济环境

对科技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水平均有所提升。

测度指标对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不同。科技创新政策与科技创新要素的测度指标作用水平类似，科技

创新主体、内部经济环境与外部经济环境测度指标作用水平有较大的差异。科技创新主体中专任教师、研

究生数量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反映出人力资本是科技创新主体的重要影响因素；内部经

济环境的测度指标中，社会消费品零售规模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较大，单位面积公路里程的影响较

小，表明随着社会消费升级，社会成员对消费品的品质有了更高要求，推动着科技创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经济基础，伴随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以及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

中交通的影响力度下滑；外部经济环境的测度指标中，实际外资使用额有较强作用，与经济开放度相比，实

际外资使用额更能推进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进步。

内部经济环境对科技创新要素的影响、科技创新政策对科技创新主体的影响都为负。内部经济环境对

科技创新要素产生负向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地方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地方高校科研投入不足，不利

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虽然近年来各地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举措，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尚未

完全消弭该不利影响，科技创新政策对科技创新主体产生负向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

滞后性，需进一步探讨政策的有效性，且各地产业转型升级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有一定的冲击。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研究基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主体、科技创新要素、科技创新政策、内外部经济环境和科技创新活动交互

的视域，经由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与空间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28个原“211工程”的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

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可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科技创新政策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正向推动作用最大，其次为科技创新要素，外部经济环

境的推动作用最小。研究结果显示各地科技创新政策对地方高校科研投入存在挤入效应，可在一定程度上

消弭市场失效造成的负向影响作用，有利于减轻科技创新活动中的负溢出性，强化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动机

与科技创新行为，进而增加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投入，推动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结果还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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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要素的影响作用存在空间外溢情形，对外贸易开放不仅推动各地经济增长，还经由技术扩散与外

溢效应，影响地方高校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以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第二，科技创新主体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研究显示科技创新主体对地方高校科技创

新能力未发生正向推动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地方高校规模虽在扩张，但未实现内涵式发展，造成地方高校科

技创新能力与规模未能同步发展，同时科技创新主体中的教师、研究生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互动与配合有

待加强，如产学研合作、科技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衔接等还不够，这是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中亟需解

决的一个问题。

第三，内部经济环境对专利申请数量存在正向影响，对技术转让收入存在负向影响，尽管内部经济环境

对专利申请数量与技术转让收入的直接推动作用都为正，但综合影响效果显示不利于技术转让收入。内部

经济环境对科技创新要素存在负向影响，进而对技术转让收入产生负向影响，这揭示了各地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经济水平、消费水平在快速提高，科技创新要素的投入并未与经济、消费同步同速增长，甚至有所滑

落，造成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

第四，空间相关性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发生着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空间相关性

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存在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反映了地方高校间的科技创新存在良性的竞争与合作，

使得地方高校间在科技创新正向外溢效应持续扩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专利申请数量的正相关性。

（二）建议

第一，引入适当的外商直接投资，激励外资在进入时少设或不设技术壁垒，增进外资使用效益。地方不

可只管外商投资的数量与规模，还要考虑引进外资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改革开放早期引进外资的规模与

速度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有明显推动作用，但在外资存量较大的情况下，仅仅寻求扩张外资规模，不利

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需适度管控引入外资的规模与速度，鼓励外资打破技术壁垒，提升外

资实际使用效益，引导地方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增进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第二，改进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与激励机制，推动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内涵式发展。长期

以来，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看论文、课题、专利等，需对评价与激励机制进行改进，评价中注重

课题、专利的效益产出，赋予科研人员充分的物质与精神激励，采用多元的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与合理科学的

激励机制，推动地方高校及其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意愿与科技创新能力发展。

第三，加快建设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和共赢。提升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效率，通过政府主导创设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推动地方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间的协作，经由产学研的

交流沟通，实现科技创新的信息交互、分工合作、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供求匹配，实现科技创新成

果基于平台的转化应用。

第四，加大对教育与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政府要继续加强对教育与科技的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科

技创新环境，建设高校科技创新创业基地、孵化器等，引导高校与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培

养科技创新人才，增进教师与研究生的科技创新意识与行动力，通过科技创新环境的营造、产学研的合作、

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综合推进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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