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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中发现，我国建筑业的增幅在逐年减少，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装备率发展缓慢。这体现了

我国很多地区的建筑业还是处于比较粗狂的经营模式，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因此，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３１个

省市建筑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分析评价，得到各省建筑业在开展技术创新的现状以及差别，从而寻求提升我国建

筑业技术创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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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费和净出口尚不足以维持经济增长的背景下，２０１１

年建筑业增加值３２０２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０％。全国具有

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４２４１亿

元，增长２４．４％，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１１７２亿元，增长

３６．０％
［１］。业内人士预测，２０１２年建筑业总产值平均增长将

在２１％左右，建筑行业将在下一轮景气周期中业务量持续增

加。由此可见，建筑业已成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的支

柱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建筑业增加值及增长速度

但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１年建筑业增长的速度来看，我国建

筑业的增长幅度在逐年减少。其具体表现为我国建筑业的

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装备率发展缓慢，尤其是内地各省市的发

展差距较为明显，很多地区还是比较粗狂的经营模式，不但

消耗了我国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更是降低了我国建筑业的

国际竞争力。因此，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建筑业的技

术创新能力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对国内３１个省市（除港澳台

地区）建筑业有关技术创新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得到各省

建筑业在开展技术创新的情况以及之间的差别，从而寻求提

升我国建筑业技术创新的路径。

１　因子分析法基本介绍

因子分析（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研究从变量群中提取共性

因子，并通过公共因子反映原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从而简化

研究的一种统计技术，是２种分析形式的统一体，即验证性

分析和纯粹的探索性分析［２］。

因子分析法最早是由英国心理学家Ｃ．Ｅ．斯皮尔曼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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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３０年代提出的。他发现学生的各科成绩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相关性，一科成绩很好的学生，往往其他各科成绩也比

较好，从而推想是否存在某些潜在的共性因子，或某些智力

条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

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其主要目的是用来描述隐藏在

一组可观测的初始变量中但又无法直接测量到的潜在变量。

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

检验变量间关系的假设。目前己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医学、

教育、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研究领域［３］。

１．１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

因子分析中的公共因子是不可直接观测但又客观存在

的共同影响因素，每一个变量都可以表示成公共因子的线性

甘薯与特殊因子之和，即：

犡犻 ＝犪犻１犉１＋犪犻２犉２＋…＋犪犻犿犉犿 ＋ε犻，（犻＝１，２，…，狆）

式中，犉１，犉２，…，犉犿 称为公共因子，ε犻 称为犡犻 的特殊因子。

该模型可用矩阵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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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因子分析的计算和求解步骤

因子分析通常包括以下４个步骤：

１）计算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式因

子分析直接要用的数据。

２）提取因子，确定因子的个数和求因子解的方法。

３）进行因子旋转，使因子解的实际意义更容易解释。

４）计算因子得分。

２　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通过对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通过

对初步选定的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完

整性和重要性的检验，以及结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

所［４］２００４年在对我国建筑企业对技术进步评价表的研究成

果，最终建立了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１。

表１　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创
新
基
础
环
境

Ｂ１

建筑业年总产值（亿元）Ｄ１

建筑企业总收入（亿元）Ｄ２ ２０１０年全省建筑企业总收入

建筑企业利润总额（亿元）Ｄ３ ２０１０年全省建筑企业总利润

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人）Ｄ４

２０１０年各省公有经济企事业

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科技活动人员占全部建筑业

从业人员的比重（％）Ｄ５

Ｄ４／建筑业从业人员总人数

建筑 业 技 术 装 备 率 （元／

人）Ｄ６

组
织
管
理
能
力

Ｂ２

Ｒ＆Ｄ人员平均劳务费（万元／

人）Ｄ７

建筑业Ｒ＆Ｄ人员劳务费总额

／Ｒ＆Ｄ人员人数

建筑 业 研 发 人 员 增 长 率

（％）Ｄ８

（２０１０年建筑业 Ｒ＆Ｄ人员人

数 －２００９ 年 人 数）／２００９ 年

人数

工程 领 域 的 研 发 机 构 数

（个）Ｄ９

技术开发经费支出额占总产

值的比例（％）Ｄ１０
Ｄ１１／（Ｄ１１００００）

资
源
投
入
能
力

Ｂ３

建筑业 Ｒ＆Ｄ 经费总额（万

元）Ｄ１１

建筑企业投入的 Ｒ＆Ｄ经费

比重（％）Ｄ１２

技术创新研究课题经费（亿

元）Ｄ１３

建筑业 Ｒ＆Ｄ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Ｄ１４

硕士以上学历（含）Ｒ＆Ｄ人员

比重（％）Ｄ１５

（博士毕业＋硕士毕业）／建筑

业Ｒ＆Ｄ总人数

Ｒ＆Ｄ人员占从业总人数的比

重（％）Ｄ１６

创
新
产
出
能
力

Ｂ４

建筑业申请专利数Ｄ１７（件）
２００９年 各 省 建 筑 业 申 请 专

利数

发表科技论文数量（篇）Ｄ１８
２００９年各省建筑业发表科技

论文篇数

三年内获得工程奖项数（鲁班

奖）（个）Ｄ１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 度 获 得 鲁 班

奖数

建筑 业 缴 纳 所 得 税 额 （亿

元）Ｄ２０

注：下文为简化，将各表中的目标层简化为 Ａ；第一层简化为Ｂ１、Ｂ２、Ｂ３、

Ｂ４；第二层简化为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Ｃ５、Ｃ６、Ｃ７、Ｃ８；指标层简化为 Ｄ１、Ｄ２、

Ｄ３、Ｄ４、Ｄ５、Ｄ６、Ｄ７、Ｄ８、Ｄ９、Ｄ１０、Ｄ１１、Ｄ１２、Ｄ１３、Ｄ１４、Ｄ１５、Ｄ１６、Ｄ１７、Ｄ１８、

Ｄ１９、Ｄ２０。

３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能力评价分析

通过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的计算，对全国３１个省市建筑

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因素分析，得到了３１个省市在发展建

筑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排名，并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提取和分

析，找到影响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水平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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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数据收集

本文将除港澳台以外的其他３１个内地省市收集有关建

筑业技术创新的指标。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可信

度、权威性，真实反映现实问题，本文指标层的数据来源为

《２０１１全国统计年鉴》、《全国第二次Ｒ＆Ｄ资源清查》、《２０１１

全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内地各省市２０１１年统计年鉴。

３．２　检验待分析的变量是否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

要检验待分析的变量是否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要对变

量进行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ＫＭＯ统计量的

取值在０和１之间，ＫＭＯ值越接近于０表明原始变量相关

性越弱，越接近于１表明原始变量相关性越强
［５］。

表２　犓犕犗和犅犪狉狋犾犲狋狋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度量。 ０．６８２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８６４．６３３

ｄｆ １９０

Ｓｉｇ． ０．０００

由表２可知，ＫＭＯ统计量等于０．６８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的狆值为０．０００，说明本指标体系中的数据比较适合进行因

子分析。

３．３　因子提取

本案运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提取方法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使用Ｖａｔｉｍａｘ方差最大旋转法。

表３　解释的总方差

成

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１ ９．２０４４６．０１８４６．０１８９．２０４４６．０１８４６．０１８８．０４８４０．２４２４０．２４２

２ ３．４０１１７．００６６３．０２４３．４０１１７．００６６３．０２４３．４７２１７．３６１５７．６０４

３ １．８３４ ９．１７０ ７２．１９４１．８３４ ９．１７０ ７２．１９４２．２４４１１．２２０６８．８２４

４ １．４５５ ７．２７３ ７９．４６７１．４５５ ７．２７３ ７９．４６７１．８３９ ９．１９６ ７８．０２０

５ １．２４５ ６．２２４ ８５．６９０１．２４５ ６．２２４ ８５．６９０１．５３４ ７．６７０ ８５．６９０

６ ０．６６０ ３．２９９ ８８．９８９

影响因子的选取采用特征值大于１的原则，并采用方差

最大正交旋转法将因子载荷距阵旋转，输出总方差解释表。

由表３的输出结果可知，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有５个，Ｆ１、

Ｆ２、Ｆ３、Ｆ４、Ｆ５ 五 个 全 局 主 成 分 的 方 差 累 计 率 已 达 到

８５．６９０％（大于８５％），其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４６．

０１８％、１７．００６％、９．１７％，７．２７３％，６．２２４％。故可将其确定

为所需要提取的５个全局主成分。

表４　旋转成分矩阵

成份

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１ ０．９５ ０．１０－０．１３ ０．０９－０．１７Ｄ１１ ０．３７ ０．８６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０９

Ｄ２ ０．９５ ０．２１－０．０５ ０．１３－０．１０Ｄ１２ ０．２６－０．０１－０．８３ ０．３１ ０．１５

Ｄ３ ０．９４ ０．１３－０．１５ ０．１５－０．１５Ｄ１３ ０．４２ ０．４５ ０．６７－０．０６ ０．０５

Ｄ４ ０．３９ ０．１０－０．０８ ０．７９ ０．０３Ｄ１４ ０．３２ ０．８８ ０．１４ ０．０４－０．０２

Ｄ５ －０．４８－０．１７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６０Ｄ１５ －０．１３ ０．０８ ０．８７ ０．０９ ０．１４

Ｄ６ －０．０２ ０．０９－０．０６－０．２３ ０．８９Ｄ１６ －０．０８ ０．７４－０．１５－０．３５－０．２３

Ｄ７ ０．６７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１４ ０．２７Ｄ１７ ０．９２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１６－０．０３

Ｄ８ ０．１３－０．０５－０．０８ ０．８０－０．１５Ｄ１８ ０．８３ ０．１９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８

Ｄ９ ０．９２ ０．００－０．２２ ０．１２－０．１６Ｄ１９ ０．８５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２６ ０．２２

Ｄ１０ ０．１３ ０．９４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３Ｄ２０ ０．９４ ０．１３－０．１４ ０．１６－０．１６

　　由表４可以看出，因子１支配的变量有建筑企业总收入

（Ｄ２）、建筑企业总收入（Ｄ１）、建筑业缴纳所得税额（Ｄ２０）、建

筑企业利润总额（Ｄ３）、建筑业申请专利数（Ｄ１７）、工程领域的

研发机构数（Ｄ９）、三年内获得工程奖项数（Ｄ１９）、发表科技论

文数量（Ｄ１８），反应了创新能力各个方面的情况，称为综合因

子；因子２支配的变量有技术开发经费支出额占总产值的比

例（Ｄ１０）、建筑业Ｒ＆Ｄ人员全时当量（Ｄ１４）、建筑业Ｒ＆Ｄ经

费总额（Ｄ１１）、Ｒ＆Ｄ人员占从业总人数的比重（Ｄ１６），反映了

技术创新能力资源投入的情况，称为资源投入因子；因子３

支配的变量有硕士以上学历（含）Ｒ＆Ｄ人员比重（Ｄ１５）、建筑

企业投入的Ｒ＆Ｄ经费比重（Ｄ１２），反映了资源投入比重的

情况，称为投入比重因子；因子４支配的变量有建筑业研发

人员增长率（Ｄ８）、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Ｄ４），

反映了技术创新专业人才的情况，称为人才因子；因子５支

配的变量有技术装备率（Ｄ６）称为技术装备率因子。

３．４　计算因子得分

表５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成份

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１ ０．１４ －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６－０．０６ Ｄ１１ －０．０４ ０．２７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０２

Ｄ２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２ Ｄ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８－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１９

Ｄ３ ０．１３ －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４ Ｄ１３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３０－０．０６－０．０３

Ｄ４－０．０５ ０．０５－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０ Ｄ１４ －０．０４ ０．２８－０．０２ ０．０３－０．０４

Ｄ５－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３６ Ｄ１５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４１ ０．１０－０．０１

Ｄ６ 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５－０．１９ ０．６４ Ｄ１６ －０．０７ ０．３０－０．１５－０．１７－０．１５

Ｄ７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１８ Ｄ１７ ０．１４－０．０６ ０．０５－０．０２ ０．０２

Ｄ８－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５１－０．１３ Ｄ１８ ０．１４－０．０４ ０．０４－０．１１ ０．０９

Ｄ９ ０．１４ －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５－０．０５ Ｄ１９ ０．１２－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１７

Ｄ１０－０．０９ ０．３４－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６ Ｄ２０ ０．１２－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２－０．０６

表５给出了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根据表中的因子得分系

数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就可以计算各个因子的得分。旋

转后的因子得分表达式可以写成：

Ｆ１＝０．１３９Ｄ１＋０．１２７Ｄ２＋０．１２７Ｄ３－０．０５３Ｄ４－

０．０５８Ｄ５＋０．０６５Ｄ６＋０．０９４Ｄ７－０．０９６Ｄ＋０．１３７８Ｄ９－

０．０８９Ｄ１０－０．０４３Ｄ１１－０．０２０Ｄ１２＋０．０６５Ｄ１３－０．０４３Ｄ１４－

０．００１Ｄ１５－０．０７１Ｄ１６＋０．１３６Ｄ１７＋０．１４１Ｄ１８＋０．１１７Ｄ１９＋

０．１２４Ｄ２０

Ｆ２＝－０．０４９Ｄ１－０．０１７Ｄ２－０．０３３Ｄ３＋０．０４６Ｄ４－

０．０４２Ｄ５＋０．００３Ｄ６＋０．０１１Ｄ７＋０．０２６Ｄ８－０．０７１Ｄ９＋

０．３３６Ｄ１０＋０．２６６Ｄ１１＋０．０７６Ｄ１２＋０．０３５Ｄ１３＋０．２８２Ｄ１４－

０．０５８Ｄ１５＋０．２９７Ｄ１６－０．０５６Ｄ１７－０．０３７Ｄ１８－０．０３４Ｄ１９－

０．０３２Ｄ２０

Ｆ３＝－０．０２０Ｄ１＋０．００３Ｄ２－０．０３０Ｄ３－０．０１５Ｄ４＋

０．０６８Ｄ５－０．１４７Ｄ６＋０．０７４Ｄ７＋０．０１０Ｄ８－０．０５３Ｄ９－

０．０７５Ｄ１０＋０．０１７Ｄ１１－０．４１７Ｄ１２＋０．２９８Ｄ１３－０．０１７Ｄ１４＋

０．４１４Ｄ１５－０．１５３Ｄ１６＋０．０５０Ｄ１７＋０．０４４Ｄ１８＋０．０６２Ｄ１９－

０．０２５Ｄ２０

Ｆ４＝－０．０６４Ｄ１－０．０３３Ｄ２－０．０２７Ｄ３＋０．４７０Ｄ４＋

０．１８４Ｄ５－０．１９２Ｄ６＋０．００６Ｄ７＋０．５１４Ｄ８－０．０４７Ｄ９＋

０．０８９Ｄ１０＋０．１０７Ｄ１１＋０．１３６Ｄ１２－０．０６０Ｄ１３＋０．０３２Ｄ１４＋

０．０９８Ｄ１５－０．１７１Ｄ１６－０．０１８Ｄ１７－０．１１１Ｄ１８＋０．０５３Ｄ１９－

０．０１６Ｄ２０

Ｆ５＝－０．０５５Ｄ１－０．０２２Ｄ２－０．０４４Ｄ３＋０．００４Ｄ４＋

０．３５９Ｄ５＋０．６３７Ｄ６＋０．１８４Ｄ７－０．１３４Ｄ８－０．０４５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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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６Ｄ１０＋０．０２２Ｄ１１＋０．１９４Ｄ１２－０．０２６Ｄ１３－０．０３７Ｄ１４－

０．０１３Ｄ１５－０．１５２Ｄ１６＋０．０１５Ｄ１７＋０．０８５Ｄ１８＋０．１６９Ｄ１９－

０．０５７Ｄ２０

３．５　综合得分计算

５个公共因子仅从各个方面放映了各省市建筑业技术创

新能力水平，尚不能对各省市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水平进行

综合评价，因此需要按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

综合得分。用λ犻（１＝１，２，３，４，５）表示３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

献率，则λ１＝４６．０１８，λ２＝１７．００６，λ３＝９．１７，λ４＝７．２７３，

λ５＝６．２２４。则综合得分的计算方法为：

犉＝
λ１

λ１＋λ２＋λ３
犉１＋

λ１

λ１＋λ２＋λ３
犉２＋

λ１

λ１＋λ２＋λ３
犉３＋

λ１

λ１＋λ２＋λ３
犉４＋

λ１

λ１＋λ２＋λ３
犉５

各省市的公共因子得分、综合得分及排名如表６所示。

表６　因子得分及排名

地区 Ｆ１ 排名 Ｆ２ 排名 Ｆ３ 排名 Ｆ４ 排名 Ｆ５ 排名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北京 １．２７ ３ ２．１１ ２ ３．２８ １ －０．２５ １９ １．００ ５ １．５２ １

湖北 －０．２９ １４ ３．４７ １ －０．７５ ２３ ０．０１ １３ －０．４３ ２０ ０．４３ ７

天津 ０．３４ ７ －０．７６ ２３ －０．５２ １９ －０．８８ ２７ ３．３６ １ ０．１４ ９

湖南 －０．３０ １５ ０．８４ ５ －０．４８ １７ ０．６６ ７ －０．４２ １９ ０．００ １３

河北 －０．１３ １３ ０．４６ ８ －０．６４ ２１ －０．０２ １４ ０．３８ ９ －０．０２ １４

广东 ０．９２ ４ ０．０２ １３ －０．６０ ２０ １．４８ ３ ０．２５ １２ ０．５４ ６

山西 －０．６４ ２５ ０．２０ １０ －０．８１ ２６ ０．５７ ９ ０．８３ ６ －０．２３ １８

广西 －０．８２ ２７ －０．７５ ２２ ０．４７ １０ １．３６ ４ ０．３０ １１ －０．３１ １９

内蒙古 －０．３４ １６ －０．５７ １９ －０．５１ １８ －０．６５ ２４ ０．６３ ８ －０．３６ ２３

海南 －０．９０ ３０ －０．１１ １６ ０．６４ ８ －１．４６ ２９ －１．７７ ３１ －０．６８ ３１

辽宁 ０．３１ ８ ０．００ １４ －０．１７ １５ －０．３２ ２０ －０．３０ １７ ０．０６ １０

重庆 －０．０７ １２ －０．８６ ２８ －０．０３ １４ －０．２１ １７ －０．８６ ２７ －０．３１ ２０

吉林 －０．８３ ２８ －０．６６ ２０ １．１９ ３ １．３０ ５ ０．０１ １４ －０．２３ １７

四川 ０．２４ ９ －０．３３ １８ １．１３ ４ －０．１７ １６ －１．２９ ３０ ０．０６ １１

黑龙江 －０．６２ ２４ －０．７９ ２４ ０．４０ １１ １．５３ ２ ０．３３ １０ －０．２０ １６

贵州 －０．９０ ３１ －０．７２ ２１ ０．０９ １３ １．０９ ６ －０．０９ １５ －０．４５ ２７

上海 ０．９０ ５ １．２９ ３ ０．９１ ７ ０．０９ １１ １．３４ ２ ０．９３ ３

云南 －０．４３ １９ －１．００ ３０ ０．９９ ６ －０．０９ １５ －０．４５ ２１ －０．３３ ２２

江苏 ３．４３ １ －０．９２ ２９ －０．４２ １６ －０．６２ ２３ －０．５１ ２３ １．２６ ２

西藏 －０．５４ ２１ －１．０４ ３１ １．０６ ５ －１．６７ ３１ －０．３５ １８ －０．５３ ２９

浙江 ２．６１ ２ －０．８５ ２７ －１．０２ ２９ －０．７３ ２６ －０．８４ ２６ ０．７７ ４

陕西 －０．０６ １１ ０．１１ １２ １．５８ ２ ０．０４ １２ －０．６６ ２５ ０．１５ ８

安徽 －０．３７ １７ １．０２ ４ －０．６８ ２２ －０．５０ ２２ －１．０４ ２８ －０．２０ １５

甘肃 －０．５６ ２２ －０．８３ ２５ ０．５０ ９ －０．２３ １８ －０．３０ １６ －０．４２ ２５

福建 －０．３７ １８ ０．１４ １１ －１．１９ ３１ ０．２８ １０ －１．２０ ２９ －０．３８ ２４

青海 －０．７８ ２６ －０．０４ １５ －０．９１ ２７ －１．２１ ２８ １．３０ ３ －０．５０ ２８

江西 －０．６０ ２３ ０．３５ ９ －０．７７ ２５ －０．６７ ２５ －０．６３ ２４ －０．４４ ２６

宁夏 －０．８８ ２９ ０．５１ ７ －１．１１ ３０ －１．６１ ３０ ０．６３ ７ －０．５７ ３０

山东 ０．８８ ６ －０．１６ １７ －０．７６ ２４ ２．６９ １ ０．１１ １３ ０．５８ ５

新疆 －０．４８ ２０ －０．８３ ２６ ０．１１ １２ －０．４７ ２１ １．１７ ４ －０．３３ ２１

河南 ０．０１０．０１１０ ０．６８ ６ －０．９９ ２８ ０．６５ ８ －０．５０ ２２ ０．０４ １２

３．６　结论分析

根据表６中的数据可知，我国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排名

在前十位的省份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广东、湖

北、陕西、天津、辽宁。其中沿海城市占了７成，说明沿海城

市的对外开放、经济国际化以及更频繁的国际沟通促进了建

筑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

由表６中５个主要因子得分来看，综合因子（Ｆ１）上排名

前５位的省市为：江苏、浙江、北京、广州、上海。因子Ｆ１支

配的因子包含了影响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各个方面，以上

５个省市无论是从产业ＧＤＰ上还是从创新投入上都处于全

国领先水平，这说明了这５个省市的建筑业的综合实力较

强。在资源投入因子（Ｆ２）上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为：湖北、北

京、上海、安徽、湖南。说明了这５个省市近年来较注重对建

筑业技术创新的发展，在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上进行了较多

的投入。在资源投入比重因子（Ｆ３）上排名前５位的省市为：

北京、陕西、吉林、四川、西藏。投入比重反映了技术创新是

否落后于行业发展，排名靠前的几个省市反映出在发展建筑

产业上较重视技术创新，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增长远大于行业

的增长。在专业人才因子（Ｆ４）上排名前５位的省市为：山

东、黑龙江、广东、广西、吉林。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一些建筑

行业不太发达的省市表现出对人才引进和培养上的积极性，

这体现了各省市发现了重视人才对建筑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在技术装备率因子（Ｆ５）上排名前五位的省市为：天津、上海、

青海、新疆、北京。说明了天津、上海等省市对行业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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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视，体现了加快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设备的先进性更

有助于建筑业的蓬勃发展。

从３１个省市因子分析的得分排名我们也可以发现，不

同的地区呈现出不一样的发展态势，每个省市运用的改善办

法也不尽相同。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全面加大投入不同，

一些建筑业的后起之秀都是通过重点提升某一重要环节来

达到提高技术创新、增加建筑业经济效益的效果。如湖北近

几年加大了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科技经费、研发人才的投

入数量都处于全国前列；近年来吉林、广西等省市更注重高

素质人才的引进，研发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了１
４
以上；

天津、青海等省市则是通过加快陈旧设备的更新，提高技术

装备的先进性来提升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

４　结论及建议

结合以上的计算分析，以及针对一些建筑业欠发达地区

的问题研究，本文针对我国建筑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提出

如下建议：

４．１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宏观调控作用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中的职责和分

工，加强各个部门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重要性的认识，从而

发挥政府对科技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功能。要按照国家赋

予的职责定位，加强行业建筑工程领域科研院所机构建设，

切实发挥行业技术优势，提高科技创新和服务能力，解决重

大科学技术问题。

４．２　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领域

各省市在发展建筑业科技创新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和发

挥比较优势，有重点的培养建筑支柱产业。创新能力的培养

和提高，不能盲目模仿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发展模

式。必须在认清省情和优势的基础上，力求突出优势与特

色，以促进经济繁荣和产业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分阶段、有

重点的培养创新能力。在科技资源配置上，将科技资源的优

势与社会和建筑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企事业

科研院所从事基础研究的积极性，打破建筑行业、各个部门

之间的限制，以双赢或共同发展为目的，联合攻关，取得行业

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的突破。现阶段应选择具有广阔应用前

景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培植具有区域特色的

建筑业创新技术产业群［６］。

４．３　加快我省建筑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

科研人才作为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在建筑业技术创新

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

我省建筑业加快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

开展战略联盟、战略合作 、校企合作、技术转让、技术参股等

方式，加大建筑业科技投入，加快建筑业技术更新与创新。

积极引导企业制订人才发展规划，重视对建筑业创新研发人

才的培育和引进，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的激励机

制，鼓励各类实用人才以专利技术和发明或其它科技成果等

要素参与分配［７］。鼓励和支持全日制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

校、专业培训机构为企业培养优质技术研发人才。

４．４　对工程建筑领域科研机构给予政策扶持

各个地区政府应针对加强工程建筑领域科研机构的建

设，出台一些措施来扶持各省市科研机构的发展。首先应制

定优惠政策，鼓励专职院所积极参加行业共性、关键性技术

科技创新工作。国家级科技项目立项方面优先支持科研院

所申报的项目。其次应在加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相关科研基地的建设，对行业科研院所给予倾斜支持，

进一步增强转制科研院所的共性技术创新的能力。第三应

重视建筑行业科研院所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建筑领域的领军

人才到我省的科研院所工作，在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方面给予

倾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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