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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评价篇

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总体发展情况
从 10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能力指数来看，

2014 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指数差异仍然较

大，变异系数为 26.49%，但相对于 2013年的园区创新能

力变异系数为 38.53%有所下降，这说明园区之间创新

能力指数的差异有所缩小。同时，武汉、济宁、淮安、泉

州、公主岭、西宁等园区在创新能力水平方面优势明

显，成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发展的领跑者。

1. 园区之间创新能力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

武汉园区创新能力指数得分蝉联首位。2. 园区创新支

撑不断加强，创新绩效表现出色，创新水平是制约园区创

新能力提升的瓶颈。（1）2014 年各园区更加注重创新条

件的改善，不断加强创新投入，创新支撑指数明显提高，

成为创新能力增长的新动力。（2）2014 年各园区创新水

平指数相对较低，成为园区整体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瓶

颈。（3）2014年各园区创新绩效保持了较高水平，创新能

力的提高仍然以创新绩效作为主要导向。（4）创新支撑、

创新水平和创新绩效三个分项指标的园区差异性较大，

并且差异主要源于东中西各区域内的园区差异。3. 各

园区创新能力指数在结构上差异明显，创新支撑对创新

能力提升贡献较大。4. 园区的创新能力指数和分项指

标均有增长，创新绩效增加幅度最大。

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聚类分析
1. 第Ⅰ类园区（创新引领区 13 个）该类园区包括

武汉、济宁、淮安、泉州、公主岭、西宁、泰安、白马、浦

东、儋州、杨凌、即墨、湄潭 13 个园区，代表了 106 个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的最高。2014年创新引领区

的创新能力指数平均得分为 151.89 分，其中创新支撑

最高，为 59.92分。

2. 第Ⅱ类园区（创新示范区 32 个）该类园区包括

许昌、和林格尔、辉山、南昌、邯郸、南阳、望城、忠县、广

州、常熟、宿州、鹤壁、濮阳、红河、定西、仙桃、潜江、漳

州、岳阳、武威、芜湖、石河子、永州、渭南、天水、寿光、

滨州、东营、阿拉尔、昌平、铁岭、嘉兴 32个园区，代表了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较高水平。其创新能力指数平均

得分为 116.51 分，其中创新绩效最高，为 52.68 分，园区

之间发展水平差别不大。

3. 第Ⅲ类园区（创新稳健区 23 个）该类园区包括

烟台、滨海、衡阳、金华、湖州、璧山、井冈山、建三江、五

家渠、海东、晋中、唐山、三亚、雅安、百色、铜陵、乐山、

湛 江 、松 原 、贵 阳 、榆 林 、顺 义 、荆 州 23 个 园 区 ，占

21.69%，其中 9个属于东部地区，7个属于中部地区，7个

属于西部地区。该类园区创新水平仍处于发展阶段，

同时创新绩效较示范区也有一定差距。

4. 第Ⅳ类园区（创新起步区 38 个）该类园区包括

楚雄、通化、乌鲁木齐、宁德、大庆、安庆、石嘴山、蚌埠、

上饶、运城、盐城、旅顺、固原、金州、新余、三河、延边、

赤峰、湘潭、合肥、吕梁、广安、吴忠、石林、哈尔滨、黑

河、毕节、北海、拉萨、日喀则、慈溪、阜新、黔西南、银

川 、桂 林 、津 南 、和 田 、伊 犁 38 个 园 区 ，平 均 得 分 为

78.12，其中 16个中部地区，12个西部地区，10个东部地

区。该类园区创新能力一般，创新绩效、创新支撑方面

无太多建设亮点。

5. 四类园区的创新能力指数结构差异较大，创新

引领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领先其他园区。

6. 创新引领区和创新示范区的数量明显增加，园

区的创新能力建设趋于平衡。

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区域差异分析
1. 东部园区的创新能力指数略高于中部园区，创

新能力从创新绩效带动发展成为创新支撑和创新绩效

双轮驱动模式。2. 一类园区的区域分布差异明显，东

部园区在一类园区的数量上优势明显，中部地区拥有

的二类园区最多。

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总体创新效率分析
东部、中部和西部均有具备创新技术效率的园区，

且园区数量相差不大，这也说明区域环境因素并不是

影响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同

时，这些具备创新技术效率的园区在创新投入资源的

配置和管理上是最有效的，充分利用其投入资源实现

了创新产出的最大化。而对于创新技术效率不足的园

区，需要完善园区的法人治理机构、减少创新的冗余投

入、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依托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

积极搭建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合作平台和集成创新平

台，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扩散。

分项评价：创新支撑评价篇

创新支撑即创新条件，是反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在创新资源的汇集和政策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标，其指

标的高低显示了园区在创新过程中的基础及引领作

用，同时也反映了各园区在人才、融资、渠道、政策方面

的积累水平，特别是在当今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社会经

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创新支撑的水平高低将直接影响

园区的创新产出甚至是园区的发展，因此其评价的指

标也至关重要。为了合理的进行评价以及指导农业园

区的发展，在指标设计上既要考虑全面合理又要做到

利于执行，因此创新支撑主要从科技人员、研发经费、

投融资强度、仪器设备、研发中心、信息化和扶持政策

七个方面进行衡量。

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人才队伍建设分析
科技的创新主要是技术的创新，而其中最主要的

是人才的创新。因此各园区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积极

引进和汇聚科技人才，2014 年各园区在保持 2013 年的

原有的庞大的科技特派员数量基础上积极引进法人科

技特派员以及科技特派团，特别是法人科技特派员的

数量增长明显充分显示出各园区在创新方面更加的务

实。同时，科技特派团的数量略有下降，体现出园区更

加注重人员的质量与结构。

1. 科技特派员数量继续保持较高数量，注重法人

科技特派员建设，园区人才引进更加务实。（1）2014 年

个人科技特派员数量与 2013 年基本持平略有下降，其

中东部数量突出。（2）2014年法人科技特派员数量增长

明显，西部数量突出，东部增幅明显。（3）2014年科技特

派团数量降幅明显，东部和中部维持了较高水平。2.

研发人员数量高速增长，园区更加注重引入和吸纳高

职称人才。

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平台建设
科研开发平台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近年

来，园区注重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建设，已逐渐建成以

企业为主体，国家、省、地市共建的研发创新平台体系，

科技创新条件和创业服务能力大大提升。

1. 园区各类研发平台建设情况良好，省部级研发

中心数量大幅增加，比重有所上升。2. 园区大型仪器

设备的投入有所放缓，东部园区大型仪器设备原值总

额最高。

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金融服务分析
在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过程中，大多数园区为园区

企业搭建了投融资平台，大幅度吸引了社会资金和“三

资”，从而增加了园区的资金来源，初步形成了政府、企

业、社会各界投资参与园区建设和技术引进的多元化

投融资机制，为园区建设与发展注入了金融元素，用新

的投融资机制建设园区的模式逐渐形成，大大加快了

园区建设的步伐。

1. 园区土地投融资强度大幅提升，但区域间差异较

大。2. 园区研发投入不断加大，投资规模稳步提升。3.

园区研发投入强度提升明显，但各区域差距较为显著。

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信息化基础条件分析
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基础设施明

显改善，信息资源建设成效显现，信息技术初步应用，

园区信息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为园区创新能力建设

提供了信息化支撑条件。

1. 园区重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人均计算

机拥有量较高。2. 信息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应用手段

不断更新，园区电子商务发展迅速。3. 信息资源建设

成效初显，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建立，信息来源和渠道

不断丰富。

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政策环境分析
2014年各园区在原有的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在融资

渠道、企业投资税收奖励、特色园区建设、土地等方面给

予了很多的政策支持。比如《关于印发宿州市现代农业

四区联建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对于加快推进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智

慧农业示范区统筹协调、协力推进方面给予了非常大的

支持。而更多的园区则是在土地划拨、企业投资、税收奖

励方面给予了支持。比如《怀远县工业企业投资税收奖

励（暂行）办法》中就针对不同的投资列出了详细的奖励

机制。由此可见，2014年支持园区发展的政策趋于更加

多样，政策环境更加宽松，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升。

分项评价：创新水平评价篇

创新水平反映的是各园区开展的创新活动以及取

得的技术成果，其由园区投入的创新资源和经费在一

定条件下转化而形成，并且通过市场经营、推广和转化

形成园区的创新绩效，是反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

过程质量的重要指标。评价报告涉及的创新水平指标

主要包括：开展研发项目取得的专利成果、引进示范及

取得的成果（引进和推广的新品种、新品系、新技术、新

产品和新设施等）。在评价中分为三个指标，分别是授

权发明专利数、科技引进、科技推广。

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成果分析
本评价采用授权发明专利数作为衡量园区的创新

成果的主要指标，同时，园区科研人员人均申请专利的

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研活动的积极性和活跃程

度，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性指标。

1. 园区授权发明专利数略有增加，西部园区的授权

发明专利数最多。2. 每百名研发人员授权发明专利数

有所增长，园区申请发明专利数与国家整体水平相当。

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集成创新分析
对园区集成创新能力的评价采用科技引进类指

标，含引进植物新品种、引进畜禽水产新品系以及引进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三个分项指标。总体来看，园

区科技引进品种逐步多元化，东部园区科技引进水平

高于中西部园区。

1. 园区引进的植物新品种有所增加，东部园区引

进植物新品种数较多。2. 园区引进的畜禽水产新品增

加显著，但相对引进的植物新品种数量仍然较少。3.

引进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的数量基本持平，东部

园区引进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的数量较多。4.

园区集成创新能力整体有所提高，东部园区表现最为

出色，集成创新能力大幅上升。

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成果辐射分析
对园区成果辐射能力的评价采用集成推广类指

标，含推广植物新品种、推广畜禽水产新品系以及推广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设施三个分项指标。总体上，东部

园区的科技推广水平优于中、西部地区。

1. 推广的植物新品种略有增加，东部园区推广的植

物新品种较多。2. 推广的禽畜水产新品系数量有所增

加，但相对于推广的植物新品种仍然偏少，东部园区推广

的植物新品种较多且大幅提升。3. 推广的新技术、新产

品和新设施数量有所增加，东部园区推广的新技术、新产

品和新设施的数量最多且增长明显。4. 成果辐射能力

整体提升，东部园区成果辐射作用领先中部和西部园区。

分项评价：创新绩效评价篇

创新绩效反映的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通过创新活

动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体现出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的建设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根本。因此，

正确认识和把握创新绩效，系统总结创新经验是非常

有必要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对推动区域创

新、拉动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章从经济收

益、产业结构、企业培育、品牌建设、土地产出率与劳动

生产率等方面对园区的创新绩效进行衡量。

一、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技术性收入分析
本报告采用园区企业技术性收入与生产资料类产

品销售收入占企业总产值比例测度园区的产业带动能

力。并结合园区新吸纳就业人口数、带动当地农户人

数两项数据，分析东中西部园区的产业带动效果。

1. 技术性收入与生产资料类产品销售收入占比总

体偏低，园区产业带动能力有待提高。2. 中部园区在

新安置就业人数和带动当地农户人数方面总体表现最

好，产业带动效果强于东部和西部园区。3. 园区产业

带动能力有待提高，园区产业带动效果与产业带动能

力不成正比。

二、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产业结构分析
本报告采用二三产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来测度园

区的产业结构及水平。参与本次评价的 106个园区（东

部 38 个、中部 36 个和西部 32 个）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

值为 74.81%，剔除较 2013 年二三产产值占比突变的 14

个园区（杨凌、伊犁、常熟、晋中、宁德、广州、顺义、乐

山、慈溪、贵阳、漳州、即墨、天水、湄潭）后，二三产产值

占比平均值为 80.26%。

2013年和2014年的修正数据对比显示，2014年全国

106 个园区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值为 80.26%，相对于

2013年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值 78.37%略有提升。区域

对比方面，2014 年中部园区二三产产值占比平均值为

80.15%，高于西部园区的 67.07%，但是略低于东部园区

的83.40%。同时，2014年中部园区二三产产值占比相对

于2013年的72.04%有明显提升，2014年东部园区二三产

产值占比与2013年的83.66%基本持平，2014年西部园区

二三产产值占比相对于2013年的78.56%明显下降。

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企业培育情况分析
在企业孵化方面，本次评价采用在孵企业数、毕业

企业数和新增孵化企业数三个指标进行评价。企业培

育总体发展较快，在孵企业数和新增孵化企业较 2013

年数明显增加，毕业企业数略有降低。一定程度上说

明园区企业培育规模和质量要求有所增强。参与本次

评价的 106 个园区（东部 38 个、中部 36 个和西部 32 个）

平均在孵企业数为 10.90 个，平均毕业企业数为 4.67

个，平均新增孵化企业数为 3.24个。

1. 园区在孵企业总体发展良好，在孵企业数增幅

明显，西部园区在孵企业数最多。2. 园区毕业企业数

总体略有下降，中部园区毕业的企业数量最多。3. 园

区新增孵化企业数保持稳步增长，东部园区的增幅最

大。4. 园区企业培育情况总体表现良好，园区应更加

重视企业培育和成长机制。

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品牌建设分析
在品牌建设方面，报告以园区拥有的品牌数量作

为主要指标，同时，将园区拥有地理性标识产品作为辅

助参考指标，品牌建设状况反映了园区将创新成果通

过品牌运作转化市场价值的情况。

1. 园区拥有的品牌数略有增加，东部园区数量最

多。2. 地理标识产品有所增长，逐步成为园区的象征

性名片。

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土地产出率与劳动生产率
分析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现代服务业引领和推动现代

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代农业作为产业

化经营的农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是其最为重要

的评价指标。

1. 土地产出率基本持平，东部园区继续保持领先

地位。2. 园区的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东部和中部地

区增长幅度较大。

特别说明：
园区的评价样本方面，北京通州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北京延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内蒙古乌兰察布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辽宁海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浙江杭州

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广东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重庆渝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四川宜宾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新疆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疆哈密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厦门同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深圳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 12 家园区因各种原因未上报本年度数据，

因此未纳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5》评价范围。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52015
编者按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集成转化的前沿阵地，农业科技型企业孵化培育的摇篮，引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平

台，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创业的培育基地，促进农民增收就业的重要渠道，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力引擎。其创新能力评价既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推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活动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5》是 2015年度国家创新调查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系列报告的延续，是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评

价指标体系为尺度形成的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能力指数以及发展情况的综合评价。报告包含园区创新支撑、创新水平和创新绩效三个一级指标和十八个二级指标的创

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 2014年 10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填报数据，采用赋权加总、差异分析、效率测算、聚类分析以及纵向对比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的总体创新能力发展以及各分项创新能力指标的状况进行了评价与分析，从而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中仍然存在园区之间、地域之间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创新水平略显不足等问题，但较 2013年相比，园区多方发展已经有

所改善，整体发展呈现上升态势。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将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经济发展以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等方面起到更为重要的作

用，为加速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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