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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质量评价
—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

□叶　宁　罗兰芳

[三明学院　三明　365004]

[摘　要]    【目的/意义】 自贸区是特定政策与区位的全新改革尝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但

新模式也伴随新挑战和特定困难，引发了自贸区的创新质量思考。 【设计/方法】 以福建自贸区为对

象，应用改进熵值法，实证检验自贸区的创新驱动发展质量，发现自贸区的人才机制、创新投入、区域

交流和市场开放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创新标准的制定和规律总结上仍有空间。 【结论/发现】 作
为全面改革试验的重点区域，我国自贸区应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不断加大人、财、物和技术投入，坚

持创新为产业筛选标准，不断扩大自贸区间的交流，发挥各自优势以及优化环境支撑等，从而加速新

时期自贸区的创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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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Evaluation of Free Trade Zon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Fujian Province

YE Ning   LUO Lan-fang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365004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ree Trade Zone (FTZ), an important basi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reform  attempt  under  specific  policy  and  location  conditions.  However,  along  with  the  new  model  is  the
emergence of new challenges and specific difficulties, thus bringing about the thinking of FTZ’s innovation quality.
[Design/Methodology]  Taking  Fujian  FTZ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dopts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FTZ’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quality. Some insufficiencies are discovered in the tal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input, regional exchange and market access, and some space for development can be found
in formulating innovation standards and summarizing laws. [Findings/Conclusions] FTZs in China, as a key area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experiment, should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increase property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input, regard innovation as the industry screening criteria, expand exchanges between FTZs, draw on
strengths of each other, and optimize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in a bid to accelerate the innovation progress of
FTZ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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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一带一路”与自贸区相

结合的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强化以创新驱动为支撑

的新时期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加快自贸区相关人

才、科技、市场和制度创新步伐，培育开放型经济

新优势，不断增强经济长期发展后劲[1]。作为经济

和产业的主要集聚区，自贸区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广义上的自贸协定区（FTA），即国与国之间

根据贸易协定成立的自由贸易区，主要目的是推进

成员国间的多双边贸易合作；二是狭义的自由贸易

实验区（FTZ，以下简称自贸区），即一国在领土

范围内划出关税保护和贸易投资的特定区域，试行

各种创新优惠政策（部分内容甚至超过WTO有关

协议范围），其目的是促进产业集聚和贸易金融环

境的提升。我国的自贸区是以“一带一路”战略支

撑为目标，归属于“自贸实验区”范畴，首批成立

的自贸区被称为“中国（上海/天津/福建/广东等）

的自由贸易实验区”，通过设立双创园区、高新科

技区、出口加工区、自由（保税）港、金融核心区

和转口贸易区等创新产业区，相关自贸政策已从

2012年开始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分批次在各主要城

市和区域开展工作，取得了大量政策创新效果和执

行优势。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

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自

贸发展战略，着力改变传统加工贸易与封闭式的产

业上游竞争发展模式，加快自贸区设立脚步，有力

支持了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

福建自贸区拥有独特的区位、政策、产业和社

会环境，是闽台合作交流的前沿与“一带一路”的

重要联结点。2014年获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后，依托

海峡西岸经济区和闽台协同的政策优势，持续加强

与台湾和东盟的经贸合作，推动自贸效应的快速扩

展，实现区域内产业、技术、人才、市场和贸易能

力的极大提升。与其他首批成立自贸区的省份不

同，福建省围绕闽台合作不断创新自贸区相关政策

措施，将单一自贸区扩展为“一区三片”的灵活模

式，以福建省福州、厦门和平潭三片区对标中国台

湾地区的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大城市，深化了自贸

区的创新管理内涵，带动闽台经贸产业的深层交

流，为相关政策规划的实践提供探索和经验。本文

以福建自贸区为实证分析对象，针对性研究复杂政

策与区位条件下的创新要素及环境条件，梳理自贸

区相关科技、产业、政策、市场等要素脉络，模拟

特定政策区域的创新发展进程及演化规律，有效评

价自贸区的创新质量和动态趋势，取得切实可行的

政策建议。

二、研究述评

学术界在创新驱动领域做了深入研究，大量优

秀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Joseph Schumpeter
最先提出创新发展的概念[1]；Nelson和Winter认为

创新是知识技术的提升，创新搜寻是对技术、组织

和技能的合作与重组 [ 2 ]；Danie l和Sr in ivasan
认为新技术较难确定潜在收益，应建立协同机制

减少失败风险，并增加科学和市场接触以把握创

新时机[3]；Chesbrough正式提出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概念，认为创新发展应综合内外部资

源，涉足内外市场以保持领先优势 [ 4 ]。C o e和
Helpman认为应建立动态创新网络，以适应多变的

市场需求[5]。Laursen和Salter认为创新外部动力应

包含市场参与因素，创新分析结合外部市场、机构

和产业等要素[6]。

创新发展研究持续向具体区域深入，有的学者

将研究区域落实到自贸区层面[7]。Guellec等应用面

板数据模型分析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创新过程，

认为科技因素是创新的直接力量，能够带动产业和

经济效率的提升 [8 ]。汪占熬应用空间经济学模型

分析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经验，认为自贸区的产

业创新和集聚将对成员国的发展不平衡起正面影

响 [9]。何力应用熵值和TOPSIS法构建评价模型，

研究南美沿海自贸区的管理模式、航运集合和财政

调控内容，认为贸易因素对创新协同有重大影响 [10]。

彭海阳应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厦门自贸区在闽台合作

中的区位、文化、经济和项目作用，认为产业因素

分析是创新评价的重要思路和方法[11]。王珍珍等以

福建省为对象开展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分析，认为

创新评价应纳入经济、人才、科技、民生和环境等

要素[12]。罗素梅分析我国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水平，

认为金融因素对自贸区创新起重要作用[13]。郭志刚

从环境影响力角度比较国外自贸区发展模式和经

验，认为创新分析应基于各区域现实条件，并提供

科学指导[14]。Verbano针对自贸协定的产业和创新

关系进行研究，认为科技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对产

业创新结构优化有明显作用[15]。赵亮从历史角度研

究自贸区发展经验，提出应重视政策的创新作用，

完善政策设计以促进创新能力发挥 [16]。胡剑波等

分析金砖四国的自贸政策和制度创新点及差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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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指标对自贸区创新有现实意义[17]。温韧从全

方位高水平开放和先行先试优势角度，分析上海自

贸区接轨TPP的途径和方式，提出创新发展与服务

贸易相适应的政策建议[18]。

当前的研究成果中，很多学者认为创新发展是

通过充分发挥创造力、科技能力和知识水平来进行

财富创造和经济促进，从而实现要素增长和技术变

革。另有学者认为创新驱动是知识技术实践与协同

合作的首要基础，是推动产业优化、管理提升和市

场转化的必要条件。创新能力也是创新水平的综合

表现，创新评价应基于创新驱动的整个过程和主要

部分来开展[19]。总体来看，现有针对自贸区创新发

展的研究成果仍较少，特别是对特定自贸区创新水

平、发展能力、合作需求和潜在规律的研究还有较

大空间，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分析标准也不完

善，结合产业对接、筛选集聚和社会环境的综合质

量分析仍有待深入。本文以福建自贸区为对象开展

分析，基于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一带一路”战略支

撑点的政策诱因，较全面地考虑产业、经济、社会

和资源等影响因素及环境内容，从要素驱动和环境

支撑角度探索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规律，确定创新

发展的互动机理和特定作用，提出以要素驱动、机

制完善和协同合作为基点，加强政治经济和环境条

件整合，促进区域对接、筛选与合作，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政策思路。

三、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

选取福建自贸区为对象，就其较为独特的政

策、区位和环境特点看，一般普适性的评价方法并

不适用于这一特定区域的创新驱动发展分析。因

此，选择改进熵值法进行评价，能够较好地结合定

性和定量两种方式的优点，构建较为全面的评价指

标体系，并将该自贸区的“一区三片”特殊管理模

式纳入考虑，从而缩小评价指标范围，以更加全面

地分析海西和闽台相关产业、经济、政策、社会、

文化和位置等优势因素，优选出对应的具体评价指

标，以便总结自贸区创新驱动根本规律，结合实证

结果提出高效的创新质量发展思路。

就自贸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和市场开放的

指标特征看，该类区域的创新驱动分析应充分考虑

产业对接和集聚的评价要求，服从十九大以来的产

业转型升级战略目标，即“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两化融合、结构优化、开放合作和以人为本”。因

此，本文在指标选取时充分考虑了福建自贸区的科

技、产业、政策和市场因素，立足福建区域的经济

产业、社会文化和闽台交流特点，应用主体与环境

相互作用的综合评价法构建模型，基于实际调研取

得的该自贸区“一区三片”规划特性，将各项指标

落实到三个片区内，按照指标选择所要求的合理性

和可获取性原则，筛选出关联性最大各项评价指

标。遵从科学的指标选定方法，综合福建自贸区发

展时间较短和相关创新统计方法不完善的现实情

况，从指标体系的科学、系统、比较与实践操作等

四原则出发，设置自贸区创新驱动的发展能力为评

价目标，具体分为科技水平、产业结构、政策支撑

和市场开放四大类创新驱动要素，设立一级评价指

标，再细分为十项的评价原则，形成32个具体评价

指标并筛选。相关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福

建）自贸实验区官方网站、三大片区（厦门、福州

和平潭）分网站（2015～2017年）、自贸区所属经

发局、发改委、经信局、国地税局、统计局和管委

会网站，主要选取其中相关年度报告、统计信息、

进度报告、特别公告和期间数据（2015～2017年），

并充分结合各片区所属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区、

港口保税区、旅游休闲区和贸易核心区的信息内

容，对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进行补足，以保证

数据完整性，如表1所示。

从全面推进自贸区创新发展需求出发，各自贸

区的创新驱动示范效应是关键指标，基于福建自贸

区的创新驱动质量评价和分析，确定自贸区创新过

程中的各类要素和环境影响条件，发现创新过程中

的主要问题，有利于找出自贸区相关创新政策的优

势和缺陷，辅助创新政策的制定和改进，推动创新

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质量评价的相关指标

1. 科技进步

科技创新能力是区域创新发展和活动的核心

要素，有助于优化产业创新结构和提升区域创新质

量。在创新引领自贸区发展的战略方针下，自贸区

发展应坚持科技进步手段，强调软硬件资源全面投

入，具体表现为人才、教育、科研、成果和资金等

方面内容。指标选取时，以被选取的指标能较好反

映自贸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标准，围

绕人才、机构、资金和成效等具体评价内容进行选

择，包含人员供给、人才结构、科研贡献和相关机

构数量等具体指标，并将专利申请和科技贡献率指

标纳入备选范围，要求被选取的指标能较好地反映

自贸区科技创新驱动能力和水平，并揭示科技进步

的阶段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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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提升

产业提升是区域产业发展质量的综合表现[20]。

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对区域产业发展有着

显著影响，应从经济水平、产业优化能力和产品结

构等方面建立相应评价指标体系[21]。自贸区设立和

发展的首要目标即是吸引产业进驻与集聚，再通过

规模发展反向推动创新能力提升。在选取产业提升

的相关指标时，有针对性地纳入科技创新、加工转

口、交通运输和金融服务等自贸区专属特征，以创

新为衡量产业对接集聚相应标准，筛选上述分类指

标，使相关评价内涵能包括产业整体的科技能力、

经济效益、规模化程度和配套水平等，并引入环境

匹配条件、重要程度和有效性的评价原则，选出的

具体指标有从业人员、资产投资、行业产值、高新企

业、企业家数和薪酬水平等，以真实反应创新驱动

对产业相关的科技、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能力。

3. 政策推动

区域发展质量研究应充分考虑各种要素的空间

配置结构，并通过政策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转型

升级[22]。作为中央和地方政策的综合成果，自贸区

相关政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经济贸易的规模和产业

聚集的效果，其发展质量主要来源于政策推动和区

域执行效果。从国际成功经验看，自贸协定区和实

验区的政策直接决定自贸区产业创新的程度和经济

效果。我国的自贸区发展战略和措施对相关区域的

创新驱动发展起到主导作用，如科技引导、投资拉

动、贸易开放和金融改革等，并间接体现了相关财

政、市场和金融政策效果。因此，在政策推动的相

关指标选择中，选取投资规模、创新举措、外资利

用、税收减免、居民收入、产业贡献、金融家数和

存款余额等直接指标，以及间接政策效应内容，从

而更好地反映自贸区相关政策的作用、范围和服务

水平。

4. 市场开放

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肯定和强调了市场公开与

公平的重要性，将市场公开程度作为区域创新发展

的重要衡量指标。区域创新发展有赖于市场、资源

和技术等要素的高效协同，评价区域创新效果，应

从经济和创新两个方面进行，市场开放对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在自贸区创新质量评价中，应充分

表 1    自贸区创新驱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准则 代码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属性

自贸区创新驱动
发展

科技进步A

技术

A1 科研人员数量/（万人） 参加创新的科研人员总数 正

A2 本科以上人员比例/（%） 高端创新人才的数量 正

A3 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创新基础能力的提升 正

A4 专利申请数/（件） 反映创新的发展速度 正

资源
A5 科技进步贡献率/（%） 反映科技进步的经济作用 正

A6 财政科技支出/（万元） 反映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正

A7 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个） 表现产学研合作的开展情况 正

产业提升B

人员
B1 区内从业人员数/（万人） 反映产业人力资源规模 正

B2 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比/（%） 反映产业规模效益化能力 正

资本
B3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区域内产业投资总额 正

B4 规模以上物流企业产值/（亿元） 区域内产业流通效率 正

B5 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亿元） 反映产业发展规模与水平 正

成就

B6 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具备高新技术特点的企业数 正

B7 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亿元） 反映创新驱动的技术效应 正

B8 新增内外资企业数/（家） 吸引内外资设立企业数量 正

B9 新增注册资本金/（亿元） 吸引内外资投资金额总量 正

B10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发展中的创新企业加总 正

政策有效C

财政

C1 发展与改革财政支出/（万元） 创新相关的财政资金投入 正

C2 自贸区相关创新举措/（个） 反映自贸区政策创新力度 正

C3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元） 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表现 正

C4 减免地税收入额/（亿元） 贸易政策保护与鼓励程度 正

环境
C5 地税税收收入/（万元） 地方税收实现情况 逆

C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区域内的生活水平改善 正

金融

C7 二、三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 产业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 正

C8 重点培育产业国税收入/（亿元） 创新驱动相关产业发展水平 逆

C9 金融机构家数/（家） 区域内金融支撑能力体现 正

C10 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自贸区的金融活跃程度 正

市场开放D
贸易

D1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反映创新带来的贸易效益 正

D2 跨境电商销售额/（亿元） 创新产业的贸易发展水平 正

D3 集装箱交易量/（万标箱） 区域总商品出口额 正

成交
D4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 自贸区贸易交易总额 正

D5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件） 创新成果的转化趋势 正

注：数据来源于福建省自贸区主站、福州厦门和平潭片区站、相关片区管理委会、统计局、经贸局、国地税局，并由各片区直属经济开发区、港口保
税区、旅游休闲、贸易核心区等官网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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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市场开放程度和水平因素，将区位市场优势的

扩大和贸易转化作为重要衡量标准。在市场开放的

相关指标选择中，着重考虑沿海港口吞吐量、集装

箱流量、进出品贸易额和技术市场交易额等经济成

果，并以福建自贸区的产业政策走向为参考标准，

将跨境电商产业的相关指标也纳入评价体系中，以

针对性地体现该自贸区在贸易创新方面的优势和发

展情况。在评价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时，将市

场开放相关指标导入模型，有利于进行横向和纵向

的创新效率比较，较好地反映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

的层次和速率。

（二）熵值的计算

在信息论中，熵值是对指标体系不确定性的一

种度量方法，信息量越大，则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

就越小，熵值也越小；而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

越大，则熵值也越大。其主要目的是描述样本数据

中各项指标的相对变化率，熵值系数越接近1，距

目标就越近；熵值系数越接近0，距目标就越远[23]。

根据熵值的这种特性，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时，

可以通过熵值的计算来判断评价事件的随机性和内

在无序程序，也可以应用熵值结果来判断评价体系

中某个指标的离散性，即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

指标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也越大。

· · · ,
· · · ,

设评价体系中有n个评价对象，其中i（i = 1，
2，  n）时，每个对象有m评价指标，其中j（j =
1，2，  m）时，则可以得到第i个对象的第j个
评价指标离散性，该评价指标体系的熵值计算公

式为:

E = − 1
ln(n)

n∑
i=1

Yi ln (Yi) (1)

− 1
ln(n)

0≤Yi≤1
∑n

j=1
Yi=1其中 为大于零的系数， ， 。

（三）熵权值的计算

1. 构建指标数据矩阵

· · · ,
· · · , xi j

· · · ,
· · · ,

具体步骤为：指标体系中设置n个不同评价对

象（n1、n2、n3  nm），每个对象存在m评价指

标（m1、m2、m3  mn），则可以得到 为第i个
评测方案（i=1、2、3  n）的第j个（j=1、2、
3  m）的评价值，其数据矩阵表现为：

xi j =


x11 x21 · · · · · · xm1

x12 x22 · · · · · · xm2
· · · · · · · · · · · · · · ·
x1n x2n · · · · · · xmn


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标准化也被称为无量纲化，即原始数据的标准

化处理，是指应用数学方法对单位不同的原始数据

进行变换，以消除原有数据单位正负性对熵值计算

的不良影响。本文中采用极差变换法对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矩阵能够更好地反映指标

间的权重关系，此种方法不需要加入主观信息，是

一种较客观的赋权法，有利于减少极值数据对评价

结果的影响。

Yi j =
xi j− x̄ j

S i
(2)

Yi j Xi j

si

其中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为各项指标的

实际值， 为各项指标的方差。

· · · ,
· · · ,

Yi j

设有n个评价对象，即n=（n1，n2，  nn），

m个评价对象，即m=（m1，m2，  mm），应用

公式（2）对相应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出去除

极值后的数据矩阵 ，如下所示：

Yi j =


Y11 Y22 · · · · · · Ym1

Y21 Y22 · · · · · · Ym2
· · · · · · · · · · · · · · ·
Y1n Y2n · · · · · · Ymn


3. 指标熵值的计算

Yi j将以上不含极值的数据 ，带入公式（1）进

行计算，得到相应的熵值。

E
(
x j
)
= − 1

ln(m)

m∑
i=1

Yi j ln
(
Yi j
)

(3)

− 1
ln(m)

> 0 E
(
x j
) ≥ 0其中 ， 。

q j4. 差异系数的计算（ ）

E
(
x j
)

q j

q j = 1−E
(
x j
)

E
(
x j
)

q j = 0

E
(
x j
)

q j = 1

基于熵值基本原理， 是n个评价对象的第

j项指标条件下的权重比率，即熵值，这里设 值为

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此反映评价

体系内各项指标间的差异程度。在选出的评价区间

内，熵值 越大，信息量越大，而差异系数不

断变小直至 ，此时的评价指标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则该指标对评价结果不能产生明显作用，可

以去除；反之，熵值 越小，信息量就越小，

而差异系数持续增大至 ，说明该指标对整体

评价结果的影响越显著。

q j = 1−E(x j), 其中0 ≤ q j ≤ 1,
∑n

j=1
q j = 1 (4)

5. 熵权值的计算

将对应熵值计算结果带入公式（5），可计算

出各项指标的熵权值。

w j =
q j∑n

j=1
q j

(5)

6.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将综合专家意见的对应权重纳入考虑，即带入

式（6），可以得到最终的各指标综合评价值。

xi =
∑n

j=1
w j ∗qi j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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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1, 2, · · · , n; j = 1, 2, · · · , m其中 。

由于熵值法是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

定指标权数，是客观赋权法的一种，尽管该赋权法

能够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但也忽视了评价指标的

实际重要性，从而使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产生较大

差异[24]。因此，本文在使用熵值法进行自贸区创新

驱动发展评价的同时，引入主客观相结合的综合赋

权方式，以进一步优化传统熵值法的评价结果。采

用该改进熵值法可以避免单纯熵值法的缺乏定性考

虑等问题，进而为提供评价结果的合理性水平。通

过上述方法的计算，以此为依据对评价体系中各具

体指标进行筛选，结果如下：

第一，就科技进步的A类指标结果看，在三个

片区的最终熵权值中，科技进步贡献率（A5）所

对应的熵权值相较同类其他指标呈现不明显差异，

专家也没有给出较大的权重，该结果对应研究对象

的差异特征并不重大，不对评价结果产生显著作

用，因此可以剔除。这说明在自贸区创新驱动的初

期阶段，技术扩展和人才培育的变化程度细微，并

不直接对经济产生重要贡献，对创新驱动发展也没

有大的影响。

第二，就产业提升的B类指标结果看，规模以

上企业营业收入占比（B2）和规模以上企业产业

（B5）两个指标的熵权值和综合评价值都较小，

专家也未给予较多重视，因此剔除。这种现象产生

的原因是自贸区的整体创新驱动效应需要一定时间

的积累，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过程，而规模以上企业

的数量和产值都难以快速变动，短时间内不能产生

明显经济效益。而就业人员平均工资（B10）指标

在三个片区的计算中所得的熵权值都不大，主要原

因是自贸区的实验性质，所覆盖的实际区域范围和

容纳的相对人力较少，因此短时间内不会产生自贸

区内外的较大工资水平差距。

第三，就政策作用的C类指标结果看，地税税

收收入（C5）、居民可支配收入（C6）和二、三

产业经济贡献率（C7）相关指标的三片区计算结

果，均未表现出较高的熵权值和专家权重，因此从

该类指标中剔除。这主要是由于在短期内，宏观经

济指标的变动不显著，也不会受自贸区设立和创新

驱动的影响而立即形成差异，这类型指标并不适用

于创新驱动的实际效果评价。

第四，就市场开放的D类指标结果看，该自贸

区的三片区对应沿海港口货物吞量（D1）的熵权

值结果都较低，也只在厦门片区出现明显增长，福

州和平潭两片区的结果反而有一定的下降，这说明

港口货物吞吐量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直接关联度并不

高，而更容易受到外部整体航运产业和经济政治因

素波动的影响，因此可以去除。

根据改进熵值法的熵值计算和综合专家意见后

的熵权值分析，对评价指标进行深入筛选，去除不

能产生显著影响的各个指标，从而得出更加适应研

究对象实际的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评价体系为：

A1、A2、A3、A4、B1、B3、B4、B5、B6、B7、
B8、B9、C1、C2、C3、C4、C8、C9、C10、
D2、D3、D4、D5等（如表2所示）。该评价指标

体系的对应熵值计算结果与体系的综合评价结果相

一致，并充分考虑了数据的量化表现和区域发展重

心，从客观事实和主观重视结合的角度形成较为合

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四、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质量的实证结果

针对福建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的质量评价目

标，应用改进熵值法进行计算和分析，具体实证结

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受篇幅和数据冗余影响，只

选取对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有显著关联性和指导性结

果进行解释）：

1. 自贸区创新成效显著，创新发展仍有较大

空间

经评价体系测算，结合福建自贸区2015～
2017年相关创新优势条件，以科技进步、产业提

升、政策有效和市场开放为评价原则，得出各片区

相关要素的熵值结果，进一步得到各项创新指标的

熵权值与综合评价值。发现该自贸区的创新质量有

随时间推移而改善的态势，相关创新指标值明显上

升，各对应综合评价值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较

大幅度上升，经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后，如表3所示。

厦门片区个别指标由0.169 254 7上升至0.455 888 58，
福州片区的个别指标由0.107 854 7上升至0.768 444，
平潭片区的个别指标由0.111  111上升至0.555  56。
这种数值的明显变动说明自贸区设立和运行开始取

得显著成果，创新政策和措施的作用明显，特别对

科技和贸易发展有直接促进作用，有效带动了产业

创新和市场开放；受到自贸区设立时间短和发展不

完全的影响，整体创新效果还未能有效呈现。

2. 自贸区创新质量有效提升，片区之间的发展

不均衡

随着福建自贸区的深入发展，创新政策和措施

推陈出新，自贸区创新效应逐步呈现。科学技术研

究取得长足进展，带动了技术、产业和市场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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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主要表现为人员、时间量和资金投入的持续

增加，特别在资金投入上，政府、产业和研究机构

共同参与，解决了大规模投入的资金问题。R&D
人员全时当量和发展改革经费在自贸区运营中得到

大幅提升，厦门和福州片区的科研院所数量持续增

加，平潭片区也从无到有地设立多家科技研究机

构，表明该自贸区的各个部门和企业较强的科技意

识，对于创新能够保持较高重视水平。创新质量相

关的专利申请量、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和科研贡献率

逐步上升，显示自贸区设立后对竞争和知识产权保

护的自我意识较强，形成了良好科研投入氛围。但

同时也可看出，各片区的创新基础和发展速率存在

着明显差异，短时间内难以有效均衡，这主要是由

于区域条件、范围和政策重心的不同，使得厦门和

福州两片区的管理范围更大且入驻产业数量较多，

因此促成这两片区的创新成果突出的结果，较多创

新数据超出平潭片区对应指标的30～40%以上，如

表4所示。

3. 自贸区创新培育环境不断改善

作为创新发展的根本条件，包含创新环境是影

响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最重要指标[25]。根据评价指

标体系的差异系数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福建自

贸区相关创新政策和市场氛围指标数值普遍上升，

大多数据由2015年的0.2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0.3或
0.4水平，说明该区域的创新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得利于中央和地方政策，新设自贸区的产业集聚效

应持续发挥。但长远来看，福建自贸区的创新环境仍存在

不足，如科研人员和产业从业人员指标的涨幅不

表 2    指标体系原始数据

厦门片区 福州片区 平潭片区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代码 二级指标 2015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2015 2016 2017

自贸区创新
驱动发展

科技
进步 A

A1 科研人员数量/（万人） 2.43 2.759 2.826 2.029 2.185 2.327 0.563 0.627 0.668
A2 本科以上人员比例/（%） 73.5 75.2 76.6 75.2 75.3 75.9 72.8 73.1 73.5
A3 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34 985 38 861 41 269 33 682.6 38 101.9 40 638 28 964.5 30 846 33 762.6
A4 专利申请数/（件） 5 602 6 333 7 689 8 359 9 109 11 593 51 92 185
A5 科技进步贡献率/（%） 61.29 63.88 65.96 57.94 59.27 62.85 40.62 45.86 50.66
A6 财政科技支出/（万元） 33 517 37 373 39 281 30 859 34 582 37 826 3 824 4 629 5 229
A7 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个） 170 195 231 53 58 71 0 3 5

产业
提升 B

B1 区内从业人员数/（万人） 34.6 36.2 39.8 21.859 2 21.672 7 22.46 23 474 25 286 27 445
B2 规模以上企业营收占比/（%） 90.2 91.5 93.1 77.291 5 80.381 83.629 78.269 1 84.283 85.269 5
B3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539.512 6 739.53 1 128.7 286.493 2 309.74 353.757 7 342.732 395.71 466.937

B4
规模以上物流企业产值/

（亿元） 360 429 680 345.27 381.28 430.97 3.604 20.261 45.795

B5 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亿元） 271.62 601.57 731.61 243.691 9 267.06 350.215 37.83 39.52 41.89
B6 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109 124 146 61 69 230 74 86 93
B7 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亿元） 827.568 9 1 180.29 1 322.6 562.8 733.4 1 207.525 17.342 4 25.86 30.286 3
B8 新增内外资企业数/（家） 9 389 16 029 18 162 5 856 19 167 8 277 1 928 1 064 1 120
B9 新增注册资本金/（亿元） 1 269 479.77 1 842.86 989.68 2 563 1 750.83 930.49 501.26 941.41
B10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64 319 67 184 71 268 64 928 66 770 70 259 63 782 67 869 68 328

政策
有效 C

C1 发展与改革财政支出/（万元） 3 827.56 4 461.98 5 236.25 3 728.726 4 524.4 4 873.22 329.52 430.99 496.78
C2 自贸区相关创新举措/（个） 90 95 109 63 77 89 16 55 126
C3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元） 107 118 139 468 16 0152 172 636.2 198 000 1 230 000 13 965.6 12 144 15 867.5
C4 减免地税收入额/（亿元） 60.328 101.17 158.23 71.38 75.852 84.628 2.382 5.635 6.846
C5 地税税收收入/（万元） 368 000 392 100 425 892 12 381.9 18 688.44 22 681.29 6 890 7 735 8 263
C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9 703 43 143 47 254 38 268 41 415 45 152 30 726 33 215 32 485

C7
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

贡献率/（%） 96.2 99.4 99.5 97.924 98.644 5 99.352 4 90.23 94.5 95.1

C8
重点培育产业国税收入/

（亿元） 198.78 276.3 328.24 235.12 282.69 301.78 12.858 18.972 28.685

C9 金融机构家数/（家） 812 3 791 4 684 890 1 650 1 770 428 995 1 286
C10 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6 328.89 8 617.24 9 742.3 2 280.201 5 073.492 7 566.45 0.87 1.65 2.33

市场
开放 D

D1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8 128.58 9 595.7 11 258.52 4 581.54 4 778.59 4 627.11 638.26 798.16 934.85
D2 跨境电商销售额/（亿元） 568 1 135 1 520 27.107 8 169.562 4 210.41 0.26 0.77 1.5
D3 集装箱交易量/（万标箱） 883.4 924.37 1 039.85 110.868 126.7 158.5 21.62 32.58 60.83
D4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 1 153.68 1 196.25 1 569.68 210.302 2 358.842 269.368 19.404 43.87 69.26
D5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件） 440 581 631 650 1 103 1 729 32 54 75

注：数据来源于福建省自贸区主站、福州厦门和平潭片区站、相关片区管理委会、统计局、经贸局、国地税局，并从各片区直属经济开发区、港口保
税区、旅游休闲、贸易核心区等官网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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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扣除区域内有限的人口流动影响后，仍与巨量

的企业注册数形成反差，表明自贸区的企业实际运

营水平还较低，科技与人才的吸引力较弱等问题。

而企业数量和产值增长等高技术指标的表现，也反

映了国地税收入、税收减免和重点培育产业等政策

效果还未显露，产业链与成果转化还有空间，科技

研发与对应企业成长还在初期阶段，产业升级有待

深化。

4. 自贸区之间的创新交流较为有限

尽管福建自贸区的总体熵值结果表现良好，各

项创新指标表现出色，如表6所示。特别是2016年
和2017年的各项指标有较大提升，但就指标所包含

的信息内容来看，大多数指标仍是反映自贸区内的

科技、产业和贸易业绩表现，只有较少部分指标与

各片区及各自贸区之间的交流有关联，如创新政策

和措施应用，区域协同和创新交流的不足问题突

出。在“一带一路”战略支撑过程中，区域间的系

统合作和创新协同将被提上日程，更多的交流将有

利于规模创新效应的实现。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自贸区的设立对

产业集聚和科技合作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随着各

个自贸区的改革步伐加速，创新相关市场环境、技

术能力、科研体系和人才培养将逐步受益，这也是

自贸区模式创新和政策试验的主要目的。基于实证

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自贸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

政策和资源投入，加快公平市场环境建设，提升区

域间交流以及促进创新环境培养，从根本上做好科

技与产业的长期准备，以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模式的

形成。总体上看，自贸区较为充分地利用了区位和

表 4    各指标熵值E（xij）

目标层 一级指标 准则 代码 二级指标 厦门片区 福州片区 平潭片区

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评价

科技进步A

技术

A1 科研人员数量/（万人） 0.998 062 357 0.998 579 360 0.997 768 716

A2 本科以上人员比例/（%） 0.999 714 508 0.999 995 038 0.996 812 185

A3 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0.997 913 344 0.997 297 301 0.998 185 302

A4 专利申请数/（件） 0.992 136 173 0.990 935 731 0.881 974 577

投入

A5 科技进步贡献率/（%） 0.999 590 183 0.999 459 778 0.996 325 409

A6 财政科技支出/（万元） 0.998 041 761 0.996 875 206 0.992 666 331

A7 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个） 0.992 808 765 0.992 999 876 0.852 792 488

产业提升B

人员
B1 区内从业人员数/（万人） 0.998 428 579 0.999 894 154 0.998 143 866

B2 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比/（%） 0.999 923 738 0.999 529 030 0.999 356 214

投资

B3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0.958 380 255 0.996 499 018 0.992 725 188

B4 规模以上物流企业产值/（亿元） 0.965 422 241 0.996 240 389 0.717 413 819

B5 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亿元） 0.934 427 016 0.988 734 734 0.999 203 048

企业数

B6 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0.993 452 436 0.822 559 310 0.996 014 355

B7 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亿元） 0.983 385 810 0.952 903 095 0.977 239 102

B8 新增内外资企业数/（家） 0.967 916 727 0.882 568 593 0.964 110 379

B9 新增注册资本金/（亿元） 0.891 010 940 0.938 061 217 0.966 943 592

B10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0.999 192 050 0.999 510 972 0.999 569 245

政策有效C

财政

C1 发展与改革财政支出/（万元） 0.992 578 813 0.994 442 318 0.987 476 834

C2 自贸区相关创新举措/（个） 0.996 973 128 0.991 100 255 0.770 029 439

C3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元） 0.987 959 929 0.638 176 521 0.994 616 895

C4 减免地税收入额/（亿元） 0.934 708 119 0.997 710 402 0.926 813 574

环境
C5 地税税收收入/（万元） 0.998 363 327 0.973 583 955 0.997 479 277

C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997 697 265 0.997 921 457 0.999 516 715

金融

C7 二、三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 0.999 889 107 0.999 984 093 0.999 917 530

C8 重点培育产业国税收入/（亿元） 0.981 567 800 0.995 119 039 0.952 672 229

C9 金融机构家数/（家） 0.841 086 339 0.963 764 765 0.922 153 968

C10 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0.986 031 511 0.908 611 317 0.935 022 588

市场开放D

贸易

D1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0.992 019 825 0.999 851 948 0.989 181 287

D2 跨境电商销售额/（亿元） 0.935 665 426 0.806 759 405 0.824 499 437

D3 集装箱交易量/（万标箱） 0.997 807 223 0.989 897 995 0.917 869 894

技术
D4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 0.990 946 848 0.978 411 607 0.897 869 278

D5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件） 0.989 881 103 0.997 368 721 0.949 734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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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条件，形成了差异化和独特的发展优势，但在

成立时间短且扩展较快的现状下，实际发展过程中

容易出现区域覆盖广和产业进驻多，而核心竞争力

和创新效应形成慢的矛盾。同时，各自贸区在人口

数量、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科技能力的差异，也

会造成产业、人才、项目和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分配

失衡问题。因此，未来的自贸区建设应更加重视创

新驱动作用，坚持以创新标准进行产业引领，以人

才、技术、和市场创新为方向构建管理机制，持续

开展自贸区之间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化合

作，增强发展后劲并推动改革进步。具体政策建议

如下：

第一，借鉴和应用先进自贸区经验，弥补发

展不足的短板。由于自2012年设立首个自贸区以

来，我国大多数自贸区成立时间在5～7年，存在成

立时间短和发展不足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区域产业

集聚与筛选的过程，以及科技、产业、人才和贸易

等政策效果发挥方面，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检验。为

弥补这些不足，各自贸区应从学习吸收国际先进经

验入手，考虑本区域的经济产业特色和环境配套能

力，持续引入先进经验，构建适合地方发展的创新

驱动模式，以科学发展取得创新驱动的快速提升。

第二，均衡片区间发展能力，发挥一区多片的

创新优势。由于我国的自贸区普遍以省级区域为划

分标准，因此各省市的各自贸区内又形成多个片区

的细分管理模式，更加符合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和特

点，从而个性化地设计和开展自贸区创新政策措

施。但也因此形成片区间的创新不均衡和差异较大

等问题。各个自贸区应充分重视均衡发展和交流合

作问题，深入分析各片区优势和不足，注重产业链

打造和创新协同分工，根据不同片区发展需求，制

定政策引导片区间的衔接，分层次分步骤地制定片

区产业创新合作模式，综合考虑实际的创新需求、

资源和合作能力，促进沟通合作，以提升整体协同

表 5    各指标差异系数（gj）

目标层 一级指标 准则 代码 二级指标 差异系数（厦门） 差异系数（福州） 差异系数（平潭）

自贸区创新驱动发展评价

科技进步A

技术

A1 科研人员数量/（万人） 0.001 937 64 0.001 420 64 0.002 231 28

A2 本科以上人员比例/（%） 0.000 285 49 0.000 004 96 0.003 187 82

A3 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0.002 086 66 0.002 702 70 0.001 814 70

A4 专利申请数/（件） 0.007 863 83 0.009 064 27 0.118 025 42

投入

A5 科技进步贡献率/（%） 0.000 409 82 0.000 540 22 0.003 674 59

A6 财政科技支出/（万元） 0.001 958 24 0.003 124 79 0.007 333 67

A7 科研和技术开发机构/（个） 0.007 191 23 0.007 000 12 0.147 207 51

产业提升B

人员
B1 区内从业人员数/（万人） 0.001 571 42 0.000 105 85 0.001 856 13

B2 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比/（%） 0.000 076 26 0.000 470 97 0.000 643 79

投资

B3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0.041 619 74 0.003 500 98 0.007 274 81

B4 规模以上物流企业产值/（亿元） 0.034 577 76 0.003 759 61 0.282 586 18

B5 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亿元） 0.065 572 98 0.011 265 27 0.000 796 95

企业数

B6 高新技术企业数/（家） 0.006 547 56 0.177 440 69 0.003 985 64

B7 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亿元） 0.016 614 19 0.047 096 91 0.022 760 90

B8 新增内外资企业数/（家） 0.032 083 27 0.117 431 41 0.035 889 62

B9 新增注册资本金/（亿元） 0.108 989 06 0.061 938 78 0.033 056 41

B10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元） 0.000 807 95 0.000 489 03 0.000 430 76

政策有效C

财政

C1 发展与改革财政支出/（万元） 0.007 421 19 0.005 557 68 0.012 523 17

C2 自贸区相关创新举措/（个） 0.003 026 87 0.008 899 74 0.229 970 56

C3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元） 0.012 040 07 0.361 823 48 0.005 383 11

C4 减免地税收入额/（亿元） 0.065 291 88 0.002 289 60 0.073 186 43

环境
C5 地税税收收入/（万元） 0.001 636 67 0.026 416 05 0.002 520 72

C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02 302 73 0.002 078 54 0.000 483 28

金融

C7 二三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 0.000 110 89 0.000 015 91 0.000 082 47

C8 重点培育产业国税收入/（亿元） 0.018 432 20 0.004 880 96 0.047 327 77

C9 金融机构家数/（家） 0.158 913 66 0.036 235 23 0.077 846 03

C10 本外币贷款余额/（亿元） 0.013 968 49 0.091 388 68 0.064 977 41

市场开放D

贸易

D1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万吨） 0.007 980 17 0.000 148 05 0.010 818 71

D2 跨境电商销售额/（亿元） 0.064 334 57 0.193 240 60 0.175 500 56

D3 集装箱交易量/（万标箱） 0.002 192 78 0.010 102 01 0.082 130 11

技术
D4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 0.009 053 15 0.021 588 39 0.102 130 72

D5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件） 0.010 118 90 0.002 631 28 0.050 26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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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发展水平，真正发挥一区多片的创新优势。

第三，加快特定创新环境培育，引导配套服务

能力提升。各自贸区应根据本区域的创新发展需求

特点，深化创新环境培育，联合所在区域的文化、

教育、产业、金融和科研机构开展配套服务建设，

形成自贸区为龙头、所在地市为支撑、政策规划为

引导的特色环境条件，提升自贸区的人才、资金、

服务、研发、协调及动态交流调整的能力，为创新

驱动提供更为全面的支撑。也应从各自经济产业和

社会环境出发，发挥创新支持和带动的作用，针对

性推动创新能力、技术和人才的支撑建设，完善区

域内外的创新交流渠道，扩展创新合作的范围和形

式，以多样化方式进行服务配套创新，形成更为稳

定的自贸区配套服务框架。

第四，推动自贸区之间的创新合作，形成战略

协同的创新局面。尽管各个自贸区的发展都较快，

且区域间存在一定竞争等表现，局限了大多的协同

创新行为，特别是区域内的创新发展，但这种现象

并不利于创新驱动效应的发挥。因此，在各自区域

的特定区位、政策和环境条件下，各自贸区应充分

发挥地理、产业和资源秉赋的优势，持续扩大自贸

区间的创新交流与合作，推广和借鉴先进经验，以

创新效应产业化、规模化与协同化为目标，加快产

业联合、分工和聚集，推动区域间的产业强强联

合、核心竞争力实现和优势扩散，走出合作共赢的

中国特色自贸区发展路径。各自贸区也应在一带一

路战略规划下，联结一带一路的路线周边区域和相

关城市，开展产业创新和资源互补合作，推动国际

范围的自贸区协同创新，共享创新资源与发展经

验，在互利共赢的目标下提升各区域创新能力。

第五，坚持创新驱动的产业筛选标准。自贸区

产业发展应面向高端、规模和绿色要求，在产业转

型升级潮流下，坚定把握创新驱动的产业对接和引

入标准，秉承核心技术、市场规模和商业模式等的

创新原则，严格进行产业准入和集聚筛选。同时，

根据既有产业发展要求，加快产业链整合、知识产

权保护、财税政策吸引和综合环境等保障体系的完

善，以科技、人才和管理的创新手段吸引大型产

表 6    改进熵值法下的指标筛选结果（Si）

A1 A2 A3 A4 A5 A6 A7 B1
熵权值（厦） 0.000 004 0.000 004 0.002 225 0.007 462 0.000 445 0.002 573 0.005 763 0.000 087
熵权值（福） 0.000 004 0.000 004 0.002 225 0.007 462 0.000 445 0.002 573 0.005 763 0.000 087
熵权值（平） 0.001 983 0.001 983 0.001 129 0.073 403 0.002 285 0.004 561 0.091 553 0.001 154

专家权重 20% 15% 20% 15% 5% 10% 15% 10%
综合评价（厦） 0.000 3 0.000 2 0.164 2 0.413 1 0.008 2 0.094 9 0.319 0 0.000 2
综合评价（福） 0.000 3 0.000 2 0.164 2 0.413 1 0.008 2 0.094 9 0.319 0 0.000 2
综合评价（平） 0.015 1 0.011 3 0.008 6 0.419 7 0.004 4 0.017 4 0.523 5 0.004 5

筛选 删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熵权值（厦） 0.000 108 0.058 867 0.175 748 0.092 746 0.009 261 0.023 499 0.045 378 0.154 153
熵权值（福） 0.000 388 0.002 882 0.003 095 0.009 274 0.146 083 0.038 774 0.096 679 0.050 993
熵权值（平） 0.000 400 0.004 524 0.175 748 0.000 496 0.002 479 0.014 156 0.022 321 0.020 559

专家权重 5% 10% 10% 5% 15% 5% 20% 10%
综合评价（厦） 0.000 1 0.106 5 0.317 9 0.083 88 0.025 1 0.021 3 0.164 2 0.278 8
综合评价（福） 0.000 4 0.005 8 0.006 3 0.009 4 0.443 4 0.039 2 0.391 3 0.114 9
综合评价（平） 0.000 8 0.017 5 0.680 8 0.001 0 0.014 4 0.027 4 0.172 9 0.079 6

筛选 删 删
B10 C1 C2 C3 C4 C5 C6 C7

熵权值（厦） 0.001 143 0.010 496 0.143 025 0.017 029 0.092 348 0.002 315 0.003 257 0.000 157
熵权值（福） 0.000 403 0.004 576 0.007 327 0.297 882 0.001 885 0.021 748 0.001 711 0.000 013
熵权值（平） 0.000 268 0.007 789 0.143 025 0.003 348 0.045 517 0.001 568 0.000 301 0.000 051

专家权重 10% 5% 10% 10% 20% 10% 10% 5%
综合评价（厦） 0.002 1 0.008 1 0.221 1 0.026 3 0.285 5 0.003 6 0.005 0 0.000 1
综合评价（福） 0.000 8 0.005 2 0.016 5 0.671 2 0.008 5 0.049 0 0.003 9 0.000 0
综合评价（平） 0.001 0 0.010 8 0.395 7 0.009 3 0.251 9 0.004 3 0.000 8 0.000 1

筛选 删 删 删 删
C8 C9 C10 D1 D2 D3 D4 D5

熵权值（厦） 0.026 070 0.224 766 0.040 411 0.011 287 0.090 994 0.003 101 0.012 805 0.014 312
熵权值（福） 0.004 018 0.029 832 0.075 238 0.000 122 0.159 091 0.008 317 0.017 773 0.017 773
熵权值（平） 0.029 434 0.048 415 0.040 411 0.006 728 0.109 149 0.051 079 0.063 518 0.063 518

专家权重 10% 10% 10% 5% 25% 20% 25% 25%
综合评价（厦） 0.040 3 0.347 5 0.062 5 0.018 4 0.740 7 0.020 2 0.104 2 0.116 5
综合评价（福） 0.009 1 0.067 2 0.169 5 0.000 1 0.790 3 0.033 0 0.088 3 0.088 3
综合评价（平） 0.081 4 0.133 9 0.111 8 0.004 8 0.392 1 0.146 8 0.228 2 0.228 2

筛选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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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引入中小企业，并推动产业内部兼并整合，从

而加快产业集约化和技术化进程。只有坚持创新驱

动的产业筛选标准，才能将创新驱动机制落实到产

业转型与升级实践中，保证自贸区创新资源的合理

聚集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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