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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交易市场的繁荣与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不同区域技术交易市场差距已成为影响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市场份额模型对重庆技术产品流向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

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技术输出地的

需求变动对总体交易格局影响并不显著，而相对发达地区的需求对其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欠发

达地区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要立足于较为发达地区的需求市场特征，结合当地技术交易实际，采取“开拓

市场”和“内培外引”两大战略，大力推进政策创新，逐步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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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强大的经济实力背

后都有着雄厚的科技能力支撑，无论是企业还是政

府，对技术所蕴含的效益均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在技

术市场投入了大量资源。技术交易格局已成为反映

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科技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９年，我国技术交易总额由６５１
亿元上升至３０３９亿元，年均增长１８．７％。从各省
区的实际看，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１０年间在技术
交易规模上牢牢占据前两位，两者在全国的市场份

额也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３％上升至５５％。总体上讲，我
国技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大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

（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或者是高等教

育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辽宁、重庆、湖北等），

北京与上海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心城

市，兼有这两方面的优势；而经济发展和文教领域

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市（自治区），在技术交易市场的

占有量不高。由此可见，经济因素、科研实力与地

区技术市场规模呈现正相关性。

按照我国传统区域划分，内陆３１个省市（自治
区）可划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

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

南）、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

和西部地区（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从总量规模

上看，东部地区１３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
超过８０％，同时这一比重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与
之相对应的却是中部和西部在全国份额的逐年降

低，到 ２００９年，中部和西部占全国份额降低到
１５．６％。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两者差距逐
步缩小，市场规模相差无几；但从发展潜力上看，西

部地区上升潜力较大，十年来，西部地区技术交易

规模年均增长１２％，高于中部地区２．３个百分点；
就个体而言，随着西部地区重庆、四川、陕西、贵州、

青海等省市技术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张，西部地区将

会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二、我国不同区域技术交易的不平衡性

１．区域技术交易不平衡性的测量方法与
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三个地区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

演化规律，必须定量测度三个地区历年技术交易水

平不平衡的状况。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技术交

易水平差距很大，测度方法应当能够研究东部、中

部和西部之间的技术交易不平衡对我国技术交易

不平衡的影响。因此，测度方法应当将三个地区技

术交易不平衡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中部

地区内部不平衡，西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以及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本文选择泰尔指

数这一数学工具对区域间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

性进行分解测度。

设ｙ＝（ｙ１，ｙ２，ｙ３…，ｙｎ）是ｎ个地区的技术交易
水平分布向量，测度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泰尔指

数可表示为：

Ｔ（ｙ；ｎ）＝１ｎ
ｎ

ｉ＝１

ｙｉ
ｕｌｏｇ

ｙｉ
ｕ

式中ｕ＝
ｎ

ｉ＝１

ｙｌ
ｎ，为ｎ地区在统计年中技术交易

水平的均值。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各个地区在技术交易中的

不平衡性，本文选取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９年共１０年全国
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际规模，数据取自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全国统计年鉴。

２．计算结果分析
按照泰尔指数的表达式，计算泰尔指数结果如

表１。
第一，总体来看，我国技术市场规模的不平衡

性逐年加剧，泰尔指数由２０００年的０．２７７３７９上升
为２００９年的０．４７６５９７，这一结论与基本判断大体
一致。

第二，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正在扩大。东

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２０００年
至２００３年，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低于西部地
区、高于中部地区。二是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不平衡
性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体上看，东部地区

的不平衡性与全国各地区不平衡性发展趋势一致，

说明东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对全国技术交易水

平影响最大。

第三，中部地区技术市场不平衡性呈现下降趋

势，中部６省之间技术交易水平差异逐年缩小，２００６
年泰尔指数降低到０．１以下。

第四，西部地区的技术市场不平衡性经历了三个

阶段：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西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步缩
小；２００６年内部差距的急剧扩大，２００７年又缩小；
２００７年后随着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经济的飞速发
展，西部地区内部技术市场差距呈缓慢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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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地区技术市场不平衡性（泰尔指数）计算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２０００ ０．１７３１４３ ０．１３８８６４ ０．２９３７２８ ０．２７７３７９

２００１ ０．２０４４７６ ０．１３７９８６ ０．２６７９７９ ０．３０７７２３

２００２ ０．２２４４４４ ０．１１７４３ ０．２４９５４３ ０．３２３０１５

２００３ ０．２２０１１４ ０．１２３７４７ ０．２５７４４９ ０．３１９３９３

２００４ ０．２８６７３６ ０．１１２９９６ ０．２３５６４ ０．３８４５１０

２００５ ０．２８３３９７ ０．１００４９６ ０．１７９２２３ ０．４０５３６８

２００６ ０．３９０６０８ ０．０９０９４７ ０．２８３１２４ ０．４７５３７

２００７ ０．３８５７９４ ０．０７８８１４ ０．２３４７２４ ０．４７６０７８

２００８ ０．３６９３０５ ０．０８３４１５ ０．２６９４７７ ０．４５６４０３

２００９ ０．３９４４１７ ０．０８３２３７ ０．２８６４７７ ０．４７６５９７

　　第五，通过对三类地区泰尔指数的分析可知，
促进区域技术需求和供给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经

济实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活动数量三个方面。

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是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强

大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增强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能力，

也有利于增强先进技术的供给能力；区域经济结构

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存在重大影响，在反映经济结构

的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扩大先

进技术需求的作用更大。任何经济发展活动都涉

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建设投资、挖潜改造投资、

更新改造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等的增加，都将直接

拉动技术交易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活动主要包括

企业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等，既需要吸收先进技

术，又可能出让技术成果，所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

开发项目数量及经费投入、人员投入量以及大中型

企业技术开发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等，都可成为

影响技术交易规模的因素指标。

三、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技术交易格局

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是用于反映某一国（地区）

出口增长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模型，最初由

Ｔｙｓｚｎｓｋｉ（１９５１）年提出，后经 Ｌｅａｍｅｒ和 Ｓｔｅｒｎ、Ｊｅｐｍａ
以及Ｍｉｌａｎａ多次修改完善，成为研究外贸增长源泉
的重要模型（帅传敏 等，２００３）。鉴于技术交易“服
务当地，辐射周边”的特点，在技术交易格局的研究

中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优点在于：在产品划分

和市场划分两种情形下对基本模型进行简化处理，

继而分析某一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分

布和不同的产品结构分布条件下的变动情况和影

响因素，既有利于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也有利

于推动相对落后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１．市场份额模型
假设某一地区Ａ的各类技术产品在时期１的输

出量（或者其他地区从该地区的输入量）为：

Ｖ１ ＝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Ｖ１ｉｊ＝

ｎ

ｊ＝１
Ｖ１ｊ ＝

ｍ

ｉ＝１
Ｖ１ｉ

　　其中，ｉ表示不同技术产品的类别，ｊ表示不同
的技术输入地区，ｍ和 ｎ分别表示技术产品种类和
地区样本总量。

同理，某地区Ａ各类技术产品在时期２的输出
量可表示为：

Ｖ２ ＝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Ｖ２ｉｊ＝

ｎ

ｊ＝１
Ｖ２ｊ ＝

ｍ

ｉ＝１
Ｖ２ｉ

由于Ｖ２ｉｊ－Ｖ
１
ｉｊ＝ｒｉｊＶ

２
ｉｊ＋（Ｖ

２
ｉｊ－Ｖ

１
ｉｊ－ｒｉｊＶ

１
ｉｊ），同时：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Ｖ

１
ｉｊ

＝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ｒｉ）＋（ｒｉ－ｒ）＋ｒ］Ｖ

１
ｉｊ｝

＝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ｒｉ）Ｖ

１
ｉｊ＋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ｒ）Ｖ

１
ｉｊ＋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Ｖ１ｉｊ

＝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ｒｉ）Ｖ

１
ｉｊ＋

ｍ

ｉ＝１
［（ｒｉ－ｒ）

ｎ

ｊ＝１
Ｖ１ｉｊ］＋


ｍ

ｉ＝１
（ｒ

ｎ

ｊ＝１
Ｖ１ｉｊ）

＝ｒＶ１＋
ｍ

ｉ＝１
（ｒｉ－ｒ）Ｖ

１
ｉ＋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ｒｉ）Ｖ

１
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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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得出如下变换：

Ｖ２－Ｖ１≡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Ｖ

１
ｉｊ＋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Ｖ２ｉｊ－Ｖ

１
ｉｊ－ｒｉｊＶ

１
ｉｊ）

≡ｒＶ１＋
ｍ

ｉ＝１
（ｒｉ－ｒ）Ｖ

１
ｉ ＋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

ｒｉ）Ｖ
１
ｉｊ＋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Ｖ２ｉｊ－Ｖ

１
ｉｊ－ｒｉｊＶ

１
ｉｊ）

式中，Ｖｉｊ表示某地区第ｉ类技术产品对ｊ地区的
输出量；Ｖｊ表示某地区各类技术产品对 ｊ地区的输
出量；Ｖｉ表示某地区第 ｉ类技术产品对其他地区的
输出量；Ｖ１ｊ和Ｖ

２
ｊ分别表示某地区在时期１和时期２

对不同地区 ｊ输出技术交易额的绝对值，二者之比
即构成不同时期某地区对地区ｊ的输出增长率ｒｊ，同
理，ｒｉ表示某地区第 ｉ类技术产品总额增长率，ｒ表
示不同时期技术交易总量的增长率。

ｒ≡
ｍ

ｉ＝１

ｎ

ｉ＝１
ｒｉｊ≡

ｍ

ｉ＝１
ｒｉ≡

ｎ

ｊ＝１
ｒｊ

由此，Ａ地区技术交易总额的增长（Ｖ２－Ｖ１）主
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１）ｒＶ１表示 Ａ地区对全国技术交易贡献的一
般增长，反映由市场规模因素产生的效应。

（２）
ｍ

ｉ＝１
（ｒｉ－ｒ）Ｖ

１
ｉ表示Ａ地区技术产品结构变

化引起的总量增长，反映技术产品分布因素效应。

（３）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ｒｉ）Ｖ

１
ｉｊ表示 Ａ地区技术市场结

构变化引起的总额增长，反映市场分布因素效应。

（４）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Ｖ２ｉｊ－Ｖ

１
ｉｊ）－ｒｉｊＶ

１[ ]
ｉｊ表示Ａ地区技术

交易总额增长与在每种技术产品对每个地区保持

市场份额所需的增长
ｍ

ｉ＝１

ｎ

ｊ＝１
ｒｉｊＶ

１
ｉｊ之差，反映竞争力

因素效应。

２．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

展，东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持续上

升，短期内不会降低。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

模在全国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而中部６省内部不
平衡性逐年缩小，全国技术交易区域间不平衡性逐

年加剧，这说明中部区域的技术交易规模对全国影

响有限。同理，西部地区在２００５年后内部不平衡性
呈缓慢扩大的趋势，与全国趋势一致。因此，基于

本文的研究目的，把西部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不仅对西部地区自身技术交易格局的优化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全国欠发达地区提升科技综

合竞争力也具有重大意义。

西部地区包含１２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重
庆和陕西在技术交易规模上曾进入全国前十强外，

大部分总量规模较小，对于研究技术交易格局意义

不大。基于此，本文选择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

重庆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是重庆市

技术交易规模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９年十年间，六次进
入全国前十强，在技术交易这一指标上，位列西部

地区首位；二是重庆作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

一，政策优势明显，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功能不

断完善，科技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对西部腹地的

辐射和带动能力较为显著。

本文在数据的选择上，遵循了数据的连续性

和可获取性原则。在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

格局分析中，选取的输出地是在重庆市历年技术

流向中排名前十的省市，并做简单算术平均处理；

在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

的是全国的总量数据。为了更准确地测度重庆市

技术交易格局，把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六年分为两期，
并在数据上采取均值的方法处理。为了保证统计

口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数据的采集尽量做到同

类数据出处相同。数据主要取自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
《全国统计年鉴》以及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重庆市科技
统计报告》。

３．重庆技术产品流向格局分析
（１）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市场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产品

的模型。单一产品的市场份额模型相当于对上面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简化，不需要再考虑不同产品

类别的贸易份额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而只需

关注某地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市场份额变化

即可。公式简化为：

Ｖ２－Ｖ１≡ｒＶ１＋
ｎ

ｊ＝１
（ｒｊ－ｒ）Ｖ

１
ｊ＋


ｎ

ｊ＝１
（Ｖ２ｊ－Ｖ

１
ｊ－ｒｊＶ

１
ｊ）

　　根据技术交易流向的实际情况，重庆市技术产
品的输出地区以国内省市为主，选取国内１６省市作
为模型分析对象。这样的样本选取涵盖了重庆市

技术市场８０％以上的份额，对反映技术交易格局有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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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代表性。

表２　市场划分条件下重庆技术产品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输出额和市场份额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总容量 重庆 份额

① ② ③＝②／①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总容量 重庆 份额

④ ⑤ ⑥＝⑤／④

第二期重庆

技术产品潜

在输出量

⑦＝③×④

与实际输出

量之差

⑧＝⑤－⑦

北京 ５３７３０５１ １８９８４ ０．００３５ １０４８６７４２ ５４０００ ０．００５１ ３７０５１．６３ １６９４８．３７

上海 ２３７６４６２ ５１９８．１ ０．００２２ ３９２１５６０ ８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 ８５７７．７３３ －５７７．７３

天津 ５１５３３１．１ ６４７．９ ０．００１３ ８８１３６３ １２０００ ０．０１３６ １１０８．０９４ １０８９１．９１

浙江 ４５６０１２．１ ２７６０．４６７ ０．００６１ ５３５７４７．６ ５６６６．６６７ ０．０１０６ ３２４３．１４５ ２４２３．５２

江苏 ８６４８１６ ３０９３．６３３ ０．００３６ ９３５５３４．５ ２１４３３．３３ ０．０２２９ ３３４６．６０９ １８０８６．７２

山东 ６５５４８９．７ ３１１０．７３３ ０．００４７ ６０９９３０．５ ２１００ ０．００３４ ２８９４．５２４ －７９４．５２

广东 ９２２５４９．３ ４２３０．６６７ ０．００４６ １６８４８７２ ５７３３．３３３ ０．００３４ ７７２６．５６１ －１９９３．２３

福建 １４２１８０．４ ５０６ ０．００３６ １８５９５４．４ １２６６．６６７ ０．００６８ ６６１．７８５６ ６０４．８８

辽宁 ８０８１５９．３ ８２２．１３３３ ０．００１０ １０４１２２５ ５２０００ ０．０４９９ １０５９．２２９ ５０９４０．７７

江西 ９９３４０．８７ ３８１．６３３３ ０．００３８ ９１６８８．８ １１９６６．６７ ０．１３０５ ３５２．２３６７ １１６１４．４３

山西 ５５７１７．６９ ２２１１．３ ０．０３９７ １２４３８９．９ ８５３３．３３３ ０．０６８６ ４９３６．７３２ ３５９６．６０

四川 ２０５２６２．２ ３１１５８．９ ０．１５１８ ４２８３８９．５ ２０５３３．３３ ０．０４７９ ６５０２９．７５ －４４４９６．４１

河南 ２３４７４４．４ ８４８．４６６７ ０．００３６ ２５９７９２．６ １６６６．６６７ ０．００６４ ９３９．００１８ ７２７．６６

重庆 ５０２２４１．７ ３０６０８３．９ ０．６０９４ ４６６９００．２ １３２０００ ０．２８２７ ２８４５４５．５－１５２５４５．５４

河北 １１０８８１．４ ４１８．０３３３ ０．００３８ １６７４４９ ３８６６６．６７ ０．２３０９ ６３１．２９８１ ３８０３５．３７

湖南 ４２６９８５．１ ８０４．７３３３ ０．００１９ ４５９４２４．１ １６６６．６６７ ０．００３６ ８６５．８７０８ ８００．８０

　　根据表２反映的两个时期重庆对主要省市技术
产品输出的变动情况，在总体市场规模扩大的背景

下，重庆技术市场萎缩，来自四川以及本地市场交

易量锐减是其主要原因。

从表３的模型计算结果可知，重庆市技术产品
在第二时期（２００７—２００９）较第一时期（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减少了０．４亿元，市场份额下降了１．０８个百
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总量规模下滑造

成的。而从两期重庆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看，重庆市

技术交易输出结构逐步合理，主要表现在市场分布

效应对于市场总体规模整体具有极大的止滑作用。

其中重庆在第二期对北京、浙江、广东、辽宁等地的

输出份额大幅攀升，而对本市输出份额大幅下跌，

说明重庆市技术市场对外辐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从竞争力来看，重庆技术市场竞争力也有明显提

升，对于全市技术交易规模下跌产生了较为明显的

抵消作用。

总体上看，重庆市技术交易总体规模变化受全

国输入省市（自治区）市场规模影响很大；而全市技

术交易输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和技术市场竞争力的

不断提升，对重庆市技术交易市场带动效应明显。

（２）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产品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市场

模型。单一市场的市场份额模型是对恒定模型的

另一种简化形式，即不再考虑不同市场分布在不同

时期的增长率变化，只关注不同时期某地区不同产

品的输出份额即可。公式简化为：

Ｖ２－Ｖ１≡ｒＶ１＋
ｍ

ｉ＝１
（ｒｉ－ｒ）Ｖ

１
ｉ＋


ｍ

ｉ＝１
（Ｖ２ｉ－Ｖ

１
ｉ－ｒｉＶ

１
ｉ）

　　按照本研究的划分，技术产品可分为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大类。样本的

选取，遵循在可靠范围内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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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市场划分条件下重庆技术产品市场份额模型分析结果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

实际输出量

市场总量／万元
重庆输出总量／万元
重庆的市场份额／％

１３７４９２２４
３８１２６０
２．７７

２２２８０９６３
３７７２３３
１．６９

重庆市输出变动

总变动

市场规模效应

市场分布效应

竞争力效应

金额／万元
－４０２７
２３６５８１
－１９４８７３
－４５７３６

比例／％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８．７４５５５
４８．３８８７６
１１．３５６７９

　　表 ４反映了重庆各类技术产品从第一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到第二期（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在技术市
场上的输出额和市场占有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

看出，重庆市第二期较第一期技术交易出现较大萎

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项目

的交易金额都较上一时期有较大的下滑。在全国

技术市场中，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项目交易最为活

跃。重庆市技术服务交易量的减小对其技术交易

量的整体下降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表５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二期与第一期比较，
重庆市技术市场规模大幅萎缩，市场份额也由第一

期的３５％下降到第二期的２％，其原因主要是由于
各类技术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尽管产品结构有所

优化，但对整个技术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弱。

表４　产品划分条件下重庆技术产品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输出额和市场份额

产品类别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总容量 重庆 重庆份额

① ② 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

总容量 重庆 重庆份额

④ ⑤ ⑥

第二期重庆

技术产品潜

在输出量

⑦＝③×④

与实际输

出量之差

⑧＝⑤－⑦

技术开发 ６１３０５００ ２０６９１２０．６ ０．３４ １０７１８３３３ ３２６８３９．０８ ０．０３ ３６１７５７１．８６ －３２９０７３３

技术转让 ３０８００００１２３３４３５．４７ ０．４０ ４９６８６６６．７ ８６２７４．１２９ ０．０２ １９８９７８２．３８ －１９０３５０８

技术服务 ５７１００００１８８７６５４．９２ ０．３３ ９７９６０５７．２ ６６９１６．２３７ ０．０１ ３２３８４５４．５４ －３１７１５３８

技术咨询 ８４２４０６．５ ３２５１５７．８２３ ０．３９ ９５４２７０．４５ １１０８９．９１４ ０．０１ ３６８３３５．８３７ －３５７２４５．９

合计 １５７６２７２２ ５５１５３６９ ０．３５ ２６４３５８５８ ４９１１１９．４ ０．０２ ８４２３１５．８３５ －３７５４１５．６

表５　产品划分条件下重庆技术产品市场份额模型分析结果

实际输出量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技术市场总量／万元
　　重庆输出总量／万元
　　重庆的市场份额／％

１５７６２７２２
５５１５３６９
３５

２６４３５８５８
４９１１１９
２

重庆市输出变动

　　总变动
　　市场规模效应
　　产品结构效应
　　竞争力效应

金额／万元
－５０２４２５２
３７３４５２６
－３５７５２
－８７２３０２５

比重／％
１００
－７４．３３
０．７１
１７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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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１．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各省区技术区场格局分布呈现显著

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１３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
的份额超过 ８０％，而中西部地区的 １８省市（自治
区）在全国的份额不足２０％。同时，东、中、西部三
个区域内部不均衡各有特点，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

性逐年加剧，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而

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

第二，对重庆的实证研究发现，重庆市技术交

易规模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在总体交易规模

波动增长的同时，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技

术输出的角度看，重庆技术产品对外辐射的分布较

为分散，输出市场对东部发达地区的集中度较高；

重庆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等几个地区的

输出份额较大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其他省市（自

治区）的输出规模都比较弱。技术市场的竞争力和

输出市场规模变动对重庆技术市场格局影响显著；

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

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

响较为显著。

第三，由于本文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重庆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技术

市场格局特点，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格局特

点。依据输出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和竞争力因素对

技术输出规模的影响，对重庆市，特别是西部地区

其他省市（自治区）技术交易市场格局的改进有较

大的选择空间。技术输出市场结构的调整，可以选

择中部省市、西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等技术产品竞

争力较弱、技术交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作为

重庆及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大的市场选择。

从技术交易市场四大类产品的竞争力水平看，四类

技术产品均有较大的规模拓展空间。

２．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

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

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技术输

出地的需求变动对总体交易格局影响并不显著，而

相对发达地区的需求对其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基于此，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要立足于较为发达

地区的需求市场特征，结合当地技术交易实际，采

取“开拓市场”和“内培外引”两大战略，大力推进政

策创新，逐步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提升区域核

心竞争力。

第一，实施“开拓市场”战略。区域技术市场交

易格局的优化要密切结合发达地区需求市场的变

化，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输出方式，提高技术输出的档

次和附加值。尤其要加大对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

省市）的输出比重，拓展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技术交

易市场，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交易市场，逐步

减小对当地技术市场的依赖度，实现技术产品输出

的多元化市场营销战略。

第二，实施“内养外引”战略，引进国内外知名

研发机构，大力培育本土研发机构，提升技术交易

产品综合竞争力。一是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

园区等平台，借力科研院所、高校及龙头企业设立

的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等的研发能力，支持龙头企

业自建或联合建设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支持境内

外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发展产学研联盟，整体提

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

二是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大型科学仪器

中心、科技文献中心及科技检测中心、质量计量检

测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第三，注重政策创新。增强法规配套性和政策

操作性，形成贯穿整个流程的统筹配置科技资源和

贯彻执行政策法规的合力。加强科技法律法规的

执法调研和执法检查，完善部门依法行政基本规

范；细化科技政策法规实施办法，加强科技政策法

规的宣传解读，扩大技术开发费税前抵扣、高新技

术企业奖励、重点新产品奖励等科技政策执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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