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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对安徽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

金　兰，　何　刚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１）

　　摘　要：为了研究技术创新对安徽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选取三种专利的申请数和二三

产业在ＧＤＰ中占比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Ｅｖｉｅｗｓ８．０来探析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

关系，并对依托技术创新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具体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产业

结构发展不平衡，亟需加快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之间不仅存在

长期协整关系，还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互为格兰杰成因，并且彼此

的影响具有时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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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

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在此时期，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实体经济、

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而经济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仍存在很多问题，如资源环境

约束、产 能 过 剩、要 素 成 本 上 升 和 供 需 结 构 性 失

衡，社会各界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明

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自

主创新道路，将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

力的战略支撑［１］，技术创新成为推动产业 结 构 转

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安徽省作为我国重要的

农业和加工制造业大省，其ＧＤＰ总量排位仍处于

中等水平，落后于许多经济强省，安徽省想要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因此，探究技术创新对安徽省

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能够为解决安徽省产业结

构问题提供相关参考，为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实证支持。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就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做出颇

多研究，熊彼特（Ｊ．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指出技术创新

即为生产要素改变的过程，此过程可以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并认为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的核心［２］。罗 斯 托（Ｒｏｓｔｏｗ）发 现 技 术 创 新 产 出

和扩散程度较强的主导产业一般会推动其他相关

联产业 的 创 新 活 动［３］。波 特（Ｐｏｒｔｅｒ）指 出 新 知

识、新 产 品 等 创 新 成 果 推 动 区 域 产 业 结 构 的

变化［４］。
国内学者也从各个方面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产

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林春艳等［５］利 用 静、动 态 空

间Ｄｕｒｂｉｎ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技术的引进和创新

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贾仓仓和陈绍

友［６］构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非农化和高级化的

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非

农化和高级化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易信、刘凤

良［７］采用改进的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定量分析金

融发展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得出金融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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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李文龙等［８］从稀土需

求结构的升级和供给结构的转型两个方面分析了

技术创新与稀土产业转型升级的相互促进机理。
辛娜［９］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 归 模 型，
探讨了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

果表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存在着显著的空间

正自相关性，技术创新在促进产业升级过程中存

在着空间溢 出 效 应。李 庭 辉 和 董 浩［１０］通 过 构 建

ＬＳＴＡＲ模型，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中国技术创新

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科技产品需求对产

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延迟效应。
综上可知，国外对二者的研究主要从 技 术 创

新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展开的，国内学者的研

究已从先前较为狭义的角度发展为目前相对全面

的研究体系，在实证分析中涉及的相关指标和模

型，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参考和启发。

二、安 徽 省 技 术 创 新 与 产 业 结 构 发 展

现状

（一）安徽省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２０１２年 以 来，安 徽 省 创 新 能 力 一 直 居 于 全

国第一方阵。截至２０１６年 底，安 徽 省 财 政 收 入

４　３７３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９％，财 政 支 出５　５３０
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５．６％，其 中 科 学 技 术 支 出 增

长７３％，教 育 支 出 增 长６％。２０１６年 末，全 省

有 各 类 专 业 技 术 人 员２２４．６万 人，比上年增长

１．９％，科研机构４　８１７个，其中大中型 工 业 企 业

办机构１　２２４个。从事研发活动人员２１．３万人，
全年用于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Ｒ＆Ｄ）经 费 支 出４７５
亿元，增长９．９％。安徽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国内专

利申请受理和授权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安徽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国内专利申请受理和授权情况

时间 申请受理量 申请授权量 时间 申请受理量 申请授权量

２００７　 ６　０７０　 ３　４１３　 ２０１２　 ７４　８８８　 ４３　３２１

２００８　 １０　４０９　 ４　３４６　 ２０１３　 ９３　３５３　 ４８　８４９

２００９　 １６　３８６　 ８　５９４　 ２０１４　 ９９　１６０　 ４８　３８０

２０１０　 ４７　１２８　 １６　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１２７　７０９　 ５９　０３９

２０１１　 ４８　５５６　 ３２　６８１　 ２０１６　 １７２　５５２　 ６０　９８３

　　（二）安徽省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安徽省为中国东部经济区，其农产品 和 加 工

制造业比较发达，但是安徽省的产业结构单一、产
业层次偏低等已经成为其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因

此，优化产业结构，减小第一、二产业比重，扩大第

三产业比重对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发展

目标来说尤为重要。
由表２（安徽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产业结构发展

现状）可知，安徽省第三产业占比１０年来实现了

大比例的增长，特别是近６年来，第三产业比重呈

直线式增长。但是，观察整个研究期发现，第三产

业占比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说
明整个研究期内安徽省的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仍存在许多发展短板。另外，第二产业比重居高

不下，远超过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因此，安徽省

需加快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表２　安徽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时间 ＧＤＰ／亿元
第一产业

占比／％

第二产业

占比／％

第三产业

占比／％

２００７　 ７　３６０．９２　 １６．３０　 ４５．８０　 ３７．９０

２００８　 ８　８５１．６６　 １６．０２　 ４７．４４　 ３６．５４

２００９　１０　０６２．８２　 １４．８６　 ４８．７５　 ３６．３９

２０１０　１２　３５９．３３　 １３．９９　 ５２．０８　 ３３．９３

２０１１　１５　３００．６５　 １３．１７　 ５４．３１　 ３２．５２

２０１２　１７　２１２．０５　 １２．６６　 ５４．６４　 ３２．７０

２０１３　１９　２２９．３４　 １１．７９　 ５４．０３　 ３４．１８

２０１４　２０　８４８．７５　 １１．４７　 ５３．１３　 ３５．３９

２０１５　２２　００５．６３　 １１．１６　 ４９．７５　 ３９．０９

２０１６　２４　１１７．８９　 １０．６５　 ４８．０６　 ４１．３０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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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技术创新，李真等［１１］从技术创新产出角

度采用 专 利 授 权 量 来 衡 量，谢 兰 云［１２］、唐 未 兵

等［１３］从其投入角度采用研发支出Ｒ＆Ｄ衡量，通

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依照客观、科学、数据可获取

原则，本研究分 别 选 取 三 种 专 利 的 申 请 数（Ｘ）和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Ｙ）来表示技

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在研究中，为消除

指标数据可能产生的异方差性，首先对两个指标

做取对数处理，即得到ｌｎＸ与ｌｎＹ。
本研究旨在分析近年来安徽省的技术创新对

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为目前安徽省的产业发展

提供参考，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从而选取的研

究时段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

《安 徽 省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然 后 借 助

Ｅｖｉｅｗｓ８．０软件对所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图１、
图２分别为ｌｎＸ和ｌｎＹ 的时间序列图。通过观察

图１和 图２中 的 曲 线 走 势 可 以 看 出，研 究 期 内，

ｌｎＸ 和 ｌｎＹ 均 随 时 间 增 长 而 不 断 增 长，经

Ｅｖｉｅｗｓ８．０软件测算得出ｌｎＸ和ｌｎＹ 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０．９９，因此可初步判断ｌｎＸ 和ｌｎＹ 之间是

非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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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ｌｎＸ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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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ｌｎＹ时间序列

（二）单位根检验

为进一步确定变量ｌｎＸ 和ｌｎＹ 之间的关系，
对ｌｎＸ和ｌｎＹ 两 个 变 量 进 行 单 位 根 检 验。本 研

究采用ＡＤＦ单位根检验法检验ｌｎＸ 和ｌｎＹ 的平

稳性。由图１和图２可知，ｌｎＸ 和ｌｎＹ 曲 线 属 于

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的形式，因此选择相应的

检验回归模型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表３可以看

出，ｌｎＸ 和ｌｎＹ 两 个 原 始 序 列 的ＡＤＦ 值 均 大 于

１０％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表示ｌｎＸ 和ｌｎＹ 序列

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ＤｌｎＸ 和ＤｌｎＹ 分别为

ｌｎＸ和ｌｎＹ 序 列 的 一 阶 差 分 形 式，对 ＤｌｎＸ 和

ＤｌｎＹ 序列进 行 单 位 根 检 验 得 到 的ＡＤＦ 值 均 小

于１０％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表示其不存在单位

根，是平稳的。因此，ｌｎＸ和ｌｎＹ 均为一阶单整序

列，即Ｉ（１）序列。
表３　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统计量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论

ｌｎＸ －１．５０６　７４９－４．１０７　８３３－３．５１５　０４７ 非平稳

ｌｎＹ －１．４９４　３９７－４．１０７　８３３－３．５１５　０４７ 非平稳

ＤｌｎＸ －２．８４９　２３ －３．３２０　９６９－２．８０１　３８４ 平稳

ＤｌｎＹ －３．８２４　８４ －４．２４６　５０３－３．５９０　４９６ 平稳

（三）协整检验

由于现实经济问题中的时间序列大多是非平

稳的，我们通常会对其进行差分处理使其变为平

稳序列再进行分析，而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失去

一些必要的长期信息，此时可以通过协整检验来

分析一组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之间是否存在长

期均衡关系，是否具有经济意义。从前面单位根

检验结果得知，ｌｎＹ 和ｌｎＸ 是 非 平 稳 时 间 序 列 且

一阶单整，满足变量间协整关系存在的前提，因而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本研究采用传统的

ＥＧ两 步 法 检 验ｌｎＹ 和ｌｎＸ 的 协 整 关 系，协 整 回

归检验结果见 表４，残 差 序 列 的 平 稳 性 检 验 结 果

见表５。从表４结果可得Ｒ２＝０．９９８　０６８，表示模

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变量ｌｎＸ系数通过了ｔ检验。
由表５可知，残 差 序 列 在 接 近１％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下拒 绝 原 假 设，表 明 残 差 序 列 是 平 稳 序 列，因 此

ｌｎＸ和ｌｎＹ 的长期协整关系成立。根据表４检验

结果可将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ｌｎＹ＝１．３２７　４９１＋０．０９６　９５４　ｌｎ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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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１）可 知，ｌｎＹ 对ｌｎＸ 的 弹 性 系 数 为０．０９７， 即ｌｎＸ每增长１％，ｌｎＹ 对应会增长０．０９７％。
表４　变量ｌｎＸ和ｌｎＹ的协整回归结果

参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ｔｄ．Ｅｒｒｏｒ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ｂ．

ｌｎＸ　 ０．０９６　９５４　 ０．００１　４２２　 ６８．１９９　８９　 ０．００００

Ｃ　 １．３２７　４９１　 ０．０１５　３１６　 ８６．６７０　６８　 ０．０００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９８　０６８ — Ａ．Ｉ．Ｃ －７．６５５　２５６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　６５１．２２５ — Ｐｒｏｂ（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０

　　　　　注：ｌｎＹ 为因变量。

表５　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统计量 １％临界值 ５％临界值 １０％临界值 结论

残差 －５．２４６　９７３ －５．５２１　８６ －４．１０７　８３３ －３．５１５　０４７ 平稳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衡量技术 创 新 水

平的 变 量 ＤｌｎＸ 与 衡 量 产 业 结 构 水 平 的 变 量

ＤｌｎＹ 之间存在着长期稳 定 的 关 系。为 了 进 一 步

确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现在进行格兰杰因果

检验，弄清是技术创新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还 是 产 业 结 构 的 变 化 促 进 了 科 技 创

新能力的 提 升，亦 或 两 者 之 间 存 在 相 互 促 进 的

关系。由上 述 研 究 中 的 单 位 根 检 验 结 果 知ｌｎＸ
和ｌｎＹ是非平稳的，不满足格兰杰因果检验 的 前

提 条 件，但 是 其 一 阶 差 分 序 列ＤｌｎＸ 和ＤｌｎＹ 是

平 稳，因 此 可 对ＤｌｎＸ 和ＤｌｎＹ 进 行 格 兰 杰 因 果

检验，检验结果见 表６。在表６中，当滞后期为１

时，对于ＤｌｎＸ不是ＤｌｎＹ 格兰 杰 原 因 的 原 假 设，

Ｐ值为９．６２％，小于１０％的 显 著 性 水 平，因 此 拒

绝原假设，故ＤｌｎＸ 是ＤｌｎＹ 的 格 兰 杰 成 因；对 于

ＤｌｎＹ 不 是 ＤｌｎＸ 格 兰 杰 原 因 的 原 假 设，Ｐ 值 为

１３．９８％，大于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不能拒绝原假

设，所以ＤｌｎＹ 不是ＤｌｎＸ的格兰杰成因。当滞后

期为２时，ＤｌｎＸ和ＤｌｎＹ 互为格兰杰成因。
综上可得，两组变量之间存在格兰杰 因 果 关

系，专利申请数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前
期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能够推动后期产业结构的

调整，反过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对技术创新水

平产生滞后的影响，前期产业结构转型或产业升

级可以促进后期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

表６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假设条件 滞后期 Ｆ统计值 Ｐ值 结论 格兰杰关系

ＤｌｎＸ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ＤｌｎＹ　 １　 ３．８７２　９９　 ０．０９６　２ 拒绝 是

ＤｌｎＹ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ＤｌｎＸ　 １　 ３．０７６　１７　 ０．１３９　８ 不拒绝 否

ＤｌｎＸ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ＤｌｎＹ　 ２　 ６６．３３　９７　 ０．０１４　９ 拒绝 是

ＤｌｎＹ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ｅ　ＤｌｎＸ　 ２　 １１６．２３５　 ０．００８　５ 拒绝 是

　　（五）ＶＡＲ 模型分析

ＶＡＲ 矢 量 自 回 归 模 型 的 建 模 思 想 是 把 每 一

个外生变量作为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

造模型，目的是为了 考 察 多 个 变 量 之 间 的 动 态 互

动关系［１４］。现在采用ＶＡＲ 模型研究专利申请量

和产业结构之间的 内 在 联 系，首 先 确 定 两 变 量 的

滞后期数，这对于ＶＡＲ 模型的估计相当重要，不

同的滞后期会带来显著不同的估计结果。表７为

ＤｌｎＸ和ＤｌｎＹ 的滞后期识别结果，此处根据ＡＩＣ
最小准则来选择滞后期，得出最优滞后期为２期。
由ＡＲ特征多项式逆根图（图３）可知，ＶＡＲ（２）模

型的特征 值 位 于 单 位 圆 内，均 小 于１。因 此 建 立

ＶＡＲ（２）模型是稳定的，ＶＡＲ（２）模型参数估计值

的分析结果见表８，可得出ＤｌｎＸ 与ＤｌｎＹ 之间的

方程如下：

ＤｌｎＹ＝０．６２７　３６７＋１２０．７５９　２Ｄｌｎ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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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８　１６７ＤｌｎＹ （－１）－１１．９５２　８７ＤｌｎＸ（－２）－
１．００７　４９６ＤｌｎＸ（－１） （２）

由式（２）可知，ＤｌｎＹ与ＤｌｎＹ （－１）、ＤｌｎＹ （－２）、

ＤｌｎＸ （－１）、ＤｌｎＸ （－２）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系，表明产业结构的 调 整 与 上 一 期 的 专 利 申 请 数

量相关。
表７　ＶＡＲ模型滞后期识别结果

Ｌａｇ　 ＬｏｇＬ ＬＲ ＦＰＥ ＡＩＣ ＳＣ ＨＱ

０　 ３３．６９３　１８　 ＮＡ　 ４．０２Ｅ－０７ －９．０５５　１９４ －９．０７０　６４８ －９．２４６　２０６

１　 ４１．０１８　１４　 ８．３７１　３８４　 １．７４Ｅ－０７ －１０．００５　１８ －１０．０５１　５５ －１０．５７８　２２

２　 ６２．１１４　８５　 １２．０５５　２６＊ ２．４２ｅ－０９＊ －１４．８８９　９６＊ －１４．９６７　２３＊ －１５．８４５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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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Ｒ特征多项式逆根图

　　 表８　ＶＡＲ模型参数估计值

参数 ＤｌｎＸ　 ＤｌｎＹ

ＤｌｎＸ （－１） －１．００７　４９６ －０．１５８　９６８

－２．１８６　２２ －０．２７９　１５
［－０．４６０　８４］ ［－０．５６９　４８］

ＤｌｎＸ （－２） －１１．９５２　８７ －１．１４１　４７９

－１．４７２　５８ －０．１８８　０２
［－８．１１６　９７］ ［－６．０７０　９２］

ＤｌｎＹ （－１） １．２０８　１６７　 ０．７７３　９３１

－２２．７４２　４ －２．９０３　８４
［０．０５３　１２］ ［０．２６６　５２］

ＤｌｎＹ （－２） １２０．７５９　２　 １１．５２８　１

－１５．２５９　６ －１．９４８　４
［７．９１３　６８］ ［５．９１６　７１］

Ｃ　 ０．６２７　３６７　 ０．０５８　９０４

－０．０５５　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５
［１１．３６７　８］ ［８．３５９　１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９２　２９６　 ０．９８７　１１３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４．４０３　９８　 ３８．２９８　２６

（六）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过分析冲击对某一变量变化的影

响强度，来评价不同内生变量冲击的重要程度，也
就是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由

ＶＡＲ 矢量自相关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ＶＡＲ（２）
模型的特征值均小于１，ＶＡＲ（２）模 型 是 稳 定 的，

适宜做方差分解。为深入验证研究所得的一系列

结论，对产业结构进行跨期为１０期的方差分解，

结果见表９。
表９　变量ＤｌｎＹ的方差分解结果

Ｐｅｒｉｏｄ　 Ｓ．Ｅ． ＤｌｎＹ　 ＤｌｎＸ

１　 ０．０５２　６５１　 ９９．３４２　６１　 ０．６５７　３９

２　 ０．０６９　２３２　 ９９．１４４　２　 ０．８５５　８０２

３　 ０．２４０　９６１　 ９２．５４６　９１　 ７．４５３　０９５

４　 ０．２４５　３７７　 ９２．４５５　４３　 ７．５４４　５６８

５　 ０．２４７　７０１　 ９２．２５４　３６　 ７．７４５　６４

６　 ０．２５３　４３９　 ９２．３２７　６７　 ７．６７２　３２８

７　 ０．２５５　４６　 ９２．３３９　３８　 ７．６６０　６１９

８　 ０．２５７　０１６　 ９２．３０８　９５　 ７．６９１　０４８

９　 ０．２５７　０２６　 ９２．３０９　６５　 ７．６９０　３５３

１０　 ０．２５７　１４７　 ９２．３１３　０１　 ７．６８６　９８９

　　从表９可以看到，ＤｌｎＹ 自身波动冲击在第一

期对其产生约９９％贡献，随后几期ＤｌｎＹ变量对自

身的贡献度虽然逐渐减小，但是始终占据 主 要 地

位。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变量ＤｌｎＸ 对产业结构

的贡献度虽然逐年上升，但是其对ＤｌｎＹ的影响程

度远低于产业结构其自身贡献，最大仅为７．６９％。

研究结果表明，专利申请数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具

有一定的贡献，不过在安徽省产业转型和升级过

程中，技术创新对其的促进力度相当欠缺，仍需大

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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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分析安徽省产业

转型升级的现状，分别选取三种专利申请数和二

三产业占 比 来 衡 量 技 术 创 新 水 平 和 产 业 结 构 变

化，基于安徽 省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 间 的 时 间 序 列，借

助Ｅｖｉｅｗｓ８．０软件对两变量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通过相关模型检验等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三点

结论：
（１）安徽省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第二产业比

重居高不下，远超过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我省亟

需加快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２）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存在长期

稳定的关系，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当滞后期为１
时，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成因，说明

前期技术创新水平的发展能够促进后期产业结构

的优化升级；当滞后期为２时，二者互为格兰杰成

因。由此可见，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能够相

互影 响，相 互 促 进，且 这 种 影 响 具 有 时 间 上 的 滞

后性。
（３）安徽省目前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产业转型

升级的贡献力度非常薄弱，利用技术创新来促进

产业优化需将眼界放远到未来，从长期来讲，技术

创新是传统产业转结构、调方式的重要因素，但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托技术创新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要避免短期行为。

（二）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帮
助提升安徽省的技术创新水平，提高技术创新对

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力度，推动安徽省产业结构

向更优质的方向发展。
（１）强化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机制，营

造优质的创新环境。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投

入机制，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实施鼓励技术创新的金融政

策，为创新活动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
（２）培养和引进创新型人才，落实人才引进政

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人才的 作 用。创

新型人才的存在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安徽省需要

根据产业结构特征，针对性地培养和引进创新型

人才，为科技创新事业提供智力支撑。
（３）创新产业价值链，瞄准价值链高端。改变

传统产业价值链，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打造新型产

业价值链，使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引导价值链中

的 企 业 进 行 链 式 创 新，促 进 产 业 价 值 链 的 良 性

循环。
（４）完善技术市场管理体系，增强技术市场交

易活动。技术市场能够加速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

融合，有利于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增进科技人才间

的合作交流，因此需要规范技术市场，营造良好的

技术交流环境，促进安徽省与其他省份间的科技

合作，学习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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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关 系 实 证 研 究 ［Ｊ］．中 国 软 科 学，２０１８（６）：

１５１－１６２．
［１１］李 真．技 术 模 仿、转 移 与 创 新 的 贸 易 利 益 效 应 研

究———来自中国工业企业 的 证 据［Ｊ］．数 量 经 济 技 术

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２８（４）：１８－３３．
［１２］谢兰云．中国省域Ｒ＆Ｄ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途径的

空间计量分析［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３（９）：３７－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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