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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现代服务业的概念与创新特征进行界定的基础上 ,从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创新技术产出、创

新经济绩效四个维度设计了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北京为代表城市 ,运用实际数据对其

现代服务业创新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 ,该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践应用中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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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技术创新是现代服务业持

续发展的基础。我国现代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

能力与国外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我国现代服务业

对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还比较低。研究表明 :2004

年中国现代服务业大企业集团的研发投入占企业全

部收入的比例为 411 % ,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

例不足 1 % ,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不足

1 % :这些指标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企业的水平 ,甚至低于国外普通服务业的创新指

标[1 ] 。此外 ,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全球化程

度还处于较低水平 ,创新的开放程度也很低。

鉴于现代服务业创新的迫切要求 ,研究其创新

规律、建立可行的现代服务业创新测度体系 ,既是学

术研究的需要 ,也是政府制定针对性政策的需要。

然而 ,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相关研究目前仍主要集中

于概念探讨和特征界定 ,系统介绍现代服务业创新

体系的研究则很少 ,有关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测度

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针对这一现状 ,本文在对现

代服务业的概念、创新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 ,构建了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

并以代表性城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1 　现代服务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与主要
特征
　　目前国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现代服务业的概念

界定和统计标准。不过 ,学者们大都认同 :1)现代服

务业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的、信息

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2 - 3 ] ;2) 其具有高知识、高

技术、高人力资本等特点[4 ] ;3)它不仅包括新兴服务

业以及现阶段保持高速增长且具有现代意义的服务

业 ,还包括被信息技术改造从而具有新的核心竞争

力的传统服务业[ 5 ] 。从功能方面看 ,有学者认为现

代服务业能够发挥较强的外溢作用[6 ] 。现代服务业

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 ,并具有典型的区域性特征。

本文认为 ,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较发达阶段产

生的、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而发展起来

的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的显著特征是知识密集性、

创新性、新兴性 ,因此现代服务业的主体是生产性服

务业 ,如金融、保险、电信、会计、法律、技术服务、咨

询、研发等行业 ,同时还包括具有上述特征的消费者

服务业 (如旅游业、文化体育与娱乐业) 、公共服务
(如卫生与社会保障、高等教育) 等行业。现代服务

业的范畴是动态的、发展的。

111 　现代服务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现代服务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因素

和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包括创新环境、国家的科学与

教育基础、企业的外部联系等 ;企业创新的动力因素

既是内部因素又是核心因素 ,包括企业战略、创新投

入、创新文化等。图 1 展示了现代服务业创新的影

响因素。

创新始于企业的战略规划 ,通过服务于企业内

部的 R &D 活动来提升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再基于

市场开发平台来获取增加的价值 ,从而导致创新过

程的实现。作为知识流动和创新的一个节点 ,现代

服务业企业本身必须具备充足的创新能力。现代服

务业企业内部的 R &D 活动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创新

的核心内部因素 ,除此之外 ,企业的创新战略、创新

组织形式、创新文化、人力资源也对现代服务业创新

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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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代服务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同外部知识源的交互即知识积累和信息交换也

影响着现代服务业企业创新活动的绩效。这些外部

知识网络的联系给知识服务企业的 R &D 活动提供

了必要的创新资源。现代服务业企业与外部知识源

的联系包括 :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 ;与客户

之间的沟通 ;企业之间的创新网络的构建。其中 ,大

学或公共科研机构作为执行主体的科学基础设施为

现代服务业企业的创新提供了基本的知识源和创新

源。

在宏观环境层面 ,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系统、金融

体制、通讯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创新文化

等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存续的宏观条件 ,其对企业的

创新也会产生根本影响。

112 　现代服务业创新的主要特征

现代服务业以及与其类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新兴服务业从一开始出现就与创新紧密联系在

一起 ,并且 ,服务业越来越具有创新性 ———即便用研

发支出或专利数量等制造业的指标来衡量服务创新

活动也可以得到这一结论[7 ] 。Howells 等指出 ,知

识密集型服务日益显示出对制造业创新的主导作

用 ,服务业创新带动制造性创新的格局出现了。

现代服务业具有服务行业所特有的创新特点。

Den Hertog 等认为 ,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的创新活动是相当活跃的 ,但服务创新的内容与

传统的技术创新有很大差别 ———制造业的创新活动

主要集中在技术维度 (产品、制造技术) ,而服务业的

创新活动则包括服务概念创新、服务交付系统创新、

技术创新和顾客界面创新[8 ] 。因此 ,仅以采用新技

术的多少来评价服务业的创新水平 ,不仅会低估服

务业的创新性 ,而且会使服务企业的创新选择受到

局限 ,因为非技术的创新活动反而对提升服务业的

竞争能力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本文认为 ,现代服务业创新既有服务业创新的

普遍特点 ,又因其高知识密集性、高技术性、高智力

性、新兴性等特点而具有其自身的创新特征 ,主要包

括 :

1)现代服务业与信息通讯技术密切关联。许多

现代服务业如咨询服务、研究开发等均需要现代通

讯技术的支撑。2)现代服务业创新与制造业创新相

互依赖。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主体和创新

最活跃的部分 ,制造业的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创新

的源泉 ,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为制造业的创新提供

有力支撑 ,甚至出现了服务业创新带动制造业创新

的格局 ,并且两者的边界趋于模糊化。3) 现代服务

业创新越来越具有创新多元化、知识组合化的趋势。

在为客户提供知识服务的过程中 ,服务企业往往需

要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背景的专家针对客户的

需求提供高度定制化的服务。4)现代服务业创新体

现了高度的客户导向性和参与性 ,通过让用户参与

创新、通过网络化学习和“学习如何学习”等方式 ,使

顾客成为其重要的创新源。5)现代服务业普遍具有

高产业关联性和知识外溢性。现代服务业的核心是

为生产和市场发展提供专业化的增值服务 ,集中在

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或高端环节 ,针对特定的服

务对象、客户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 ,并发挥较强的

外溢作用[6 ] 。6) 现代服务业的高知识密集性、高技

术性、专业性等特征使得服务企业的创新高度依赖

高级的专业人力资源。

2 　服务创新的测度与调查

评价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首先需要建立一套科

学的、现实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以创

新测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并结合现代服务业

的创新特点而设计。

测度创新的重要性应归于创新与企业、产业和

整个经济的关系。技术创新测度主要由指标体系的

建立、指标数据的收集两部分构成 ,属于创新计量的

范畴。Egils Milbergs 和 Nicholas Vonortas 认为

20 世纪创新计量的侧重点都集中于创新投入上 ,而

创新的过程没有得到足够的解析。近年来随着创新

测度理论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以及大量调查数据的产

生 ,学者们在创新计量中大量增加了中间过程变量 ,

如知识、网络和创新环境等 ,从而使创新的测度更具

深度和实证参考价值[9 ] 。

《奥斯陆手册》(OSLO Manual) ,也被称为《技

术创新调查手册》,其不断再版是创新测度理论与实

践发展的一个缩影。《奥斯陆手册》(第三版)是目前

理论体系最完整、最新的创新评测指南。《奥斯陆手

册》(第一版)于 1992 年出版 ,其主要关注制造业的

技术产品与技术工艺 ( technological p roduc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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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 TPP)创新 ;该书第二版于 1997 年推出 ,开

始关注制造业中的服务创新 ;随着创新范式的不断

变化 ,大量存在于服务业中的创新无法被涵盖在原

有《奥斯陆手册》中的 TPP 创新框架下 ,因此 ,2005

年出版的《奥斯陆手册》第三版开始关注包括服务业

创新在内的更广泛的创新行为 ,第一次将服务业创

新测度涵盖在创新调查的范围内 ,并对创新联系、创

新活动、创新产出的测度进行了详细介绍。不过 ,第

三版对服务业创新的测度还有待完善 ,比如服务业

中发生更多的是过程创新或程序创新 ,服务业创新

中顾客参与程度很高、产品与工艺创新界限模糊 ,针

对这些特征 ,我们需要提出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的

测度方法。另外 ,由于《奥斯陆手册》是以企业为调

查对象而设计的 ,因此如果对行业层面进行创新评

价 ,则还需要在考虑行业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设计。

同时 ,服务业创新调查的局限性也制约对服务

业创新测度的发展。创新调查是推进服务业创新测

度发展的实践基础。目前国际上较为系统的服务业

创新调查开始时间较短 ,主要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 ,

调查目的是从整体上把握某一地区服务创新活动的

基本现状 ,而非针对某个特定问题[10 ] 。目前国内的

创新调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服务业创新调查更是

非常少。

总之 ,由于服务业创新的研究历史短 ,针对服务

创新的调查处于摸索阶段 ,从而导致服务业创新的

测度还远未成熟 ,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创新的测度更

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并具有迫切性。

3 　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指标的选择

鉴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了现代服务业创新能

力指标评价体系 ,包括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创新技

术产出、创新经济绩效 4 个子评价体系 (见表 1) ,该

指标体系为现代服务业创新的测度提供了一个可行

的参考框架。关于行业层面的创新测度 ,除了应关

注企业创新的因素外 ,还要考虑行业层面的创新环

境因素以及创新给行业层面带来的经济效益 ,因此

本文除了将企业创新动力因素作为主要测度指标

外 ,还考虑了中观层面的行业创新环境及创新绩效

指标 ,并引入了信息化水平与投入等反映现代服务

业创新特征的指标。

该评价体系可被应用于 3 个层面 :1) 不同地区

现代服务业总体创新能力的评价及区域间的比较 ;

2)不同地区某一现代服务业子行业的评价及区域间

的比较 ;3)同一地区现代服务业各子行业的评价及

行业间的比较。

311 　创新投入评价指标

1)研发资金投入。研发在服务业中的重要性日

益提升。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 ECD)在 2005

年对成员国的研究表明 ,研发为服务业创新提供了

重要支持 ,服务业的研发投入快速增长[11 ] 。杜玉申

等对 7 个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本国

全部企业研发费用的比例与本国服务业的显性优势

指标进行分析 ,发现二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12 ] 。针

对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的特点 ,本文将研发强度即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评价创

新投入的主要指标之一。

2)信息化水平和投入。信息技术投资对现代服

务业的组织变革与创新有重要影响。物化的知识
(投资和设备等) 是服务部门创新的主要源泉[11 ] 。

O ECD 对成员国服务业的研究显示 ,与信息通信技

术相关的支出已成为近几年投资的最大推动因素 ,

信息通信技术在服务部门的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量化要求 ,本文用“行业信

息建设经费投入额”、“行业中企业建立网站的比例”

两项指标作为衡量信息化水平和投入的主要指标。

3)人力资本投入。大量的创新知识是嵌入在个

体及其技能中的 ,缺乏接受过适当培训的人力资源

会成为服务部门 (尤其是知识密集度高的部门)创新

的重大障碍。现代服务业的运作多数依赖于专业知

识 ,或者说依赖于特定领域或学科的具有相关技术

能力的专家 ,因此行业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的高低直

接影响行业创新能力的高低 ,其中从事研发工作的

人员是反映现代服务业创新水平的重要方面。本文

用“R &D 人员折合全时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例”这

一相对指标来测度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

312 　创新环境评价指标

在一个给定的制度体系下 ,创新环境是决定一

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创

新环境包括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创业环境、风险投

资环境等。本文选择创业环境、产学研合作、外国直

接投资三个指标来反映创新环境。

1)创业环境。在市场演化的早期阶段 ,绝大多

数创新都是由新企业诞生或企业进入某一产业来推

进的 ,并对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率绩效产生影

响[13 ] ,因此创新与创业有重要联系 ,创业水平的高

低也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否具有活力的重要标志。

本文用“行业企业数量增长率”来反映创业环境的绩

效。

2)产学研合作。相对于企业内部的核心创新路

径 ,外部知识流、技术流、信息流为服务创新系统提

供了辅助的创新路径。服务业企业与大学、科研机

构等外部组织的知识交流和共享 ,是促进现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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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发展的必要因素 ;产学研合作程度也是评价

现代服务业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将“行业投

入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活动的金额占总科技经费

投入的比重”作为衡量产学研合作水平的指标。

3)外商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尽管属于资金

的国际流动 ,但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 ,外商直接投

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 ,更重要的是生产技术、管理

技术和大量的技术诀窍。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

例一直不到 30 % ,由于我国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程

度较低 ,许多产业 (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 以

国有成份为主 ,因此缺少必要的市场竞争 ,不利于服

务产业的创新。有重点地引进外资是促进我国现代

服务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随着跨国

公司直接投资的重点转向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对

我国服务业企业的创新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鉴于此 ,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评价区域现

代服务业创新环境的指标之一 ,采用“行业内外商直

接投资额”来进行测量。

313 　创新技术产出评价指标

专利是深入了解创新过程的关键指标 ,国际上

一般以专利作为创新技术的基本构成要素 ,且以此

作为企业或行业技术水平和创新产出的基本评价指

标之一。虽然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服务业的专利产出

还较少 ,但其作用在现代服务业中日益突出[11 ] 。本

文认为可基于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状况来观察一国

现代服务业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的走势。

314 　创新经济绩效评价指标

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通过创新 ,知识的创造和扩散将提高一个区域或行

业的新产品开发潜能和生产运营能力 ,进而提高其

经济发展水平。研究表明 ,区域或行业的创新能力

与该区域或行业的国民收入具有密切关系 ,创新能

力高的地区或行业的国内生产总值 ( GDP) 一般高

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行业。从国内外研究经验看 ,

对于行业或区域层面的创新绩效评价 ,学者们大都

采用经济绩效评价指标 ,包括 GDP、营业收入、新产

品销售收入等。本文采用行业增长、行业 GDP 综合

指标来评价服务业的创新经济绩效 ,具体包括 :行业

GDP 增长率、行业人均 GDP。

4 　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确定

确定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

标值在总得分中应占多大权重是一个较困难的问

题。权重的确定方法一般有专家预测法、层次分析

法、多元统计法等。本文将层次分析法与专家预测

法相结合 ,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初步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 ,再通过专家评估来修改初始权重 ,进而确定各指

标的最终权重 ,同时消除指标量纲。

在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步骤如下 :

1)构建现代服务业创新指标评价体系的多层次结

构 ,如表 1 所示 ;2)请专家对每一层次的指标给出重

要性分值 ,构造判断矩阵 ; 3) 按照方根法求特征向

量 ;4)对每个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决定其取

舍 ;5)求合成权重向量。

由于本文选择的创新评价元素较少 ,元素之间

的关系也较为明确 ,因此不需采用解释结构模型的

方法而可直接建立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多层次结构 ,同时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

每个指标的权重。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及各指标权重见表 1。

表 1 　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1 指标层 2 权重

现代服务业创新

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

创新投入 (A1)

创新环境 (A2)

创新直接产出 (A3)

创新经济绩效 (A4)

信息化水平和投入 (A11)
行业信息建设经费投入额 (亿元) 7

行业中企业建立网站的比例 6

研发资金投入 (A12)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12

人力资本投入 (A13) 研发人员折合全时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例 15

创业环境 (A21) 行业企业数量增长率 12

产学研合作 (A22)
行业投入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活动的金额占

总科技经费投入的比重
10

外国直接投资 (A23) 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额 (万美元) 5

专利 (A31)
行业申请专利数 8

行业申请专利增长率 8

行业国内生产总值 (A41)
行业人均 GDP 8

行业 GDP 增长率 9

5 　基于北京地区的应用研究

根据 2005 年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现代服务业

的统计标准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

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

务业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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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业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9 大类 22 个细分行业被划入现代服务业统

计范畴。按此统计标准 ,2006 年北京市现代服务业

增加值已达到 3741 亿元 ,当年现代服务业 GDP 已

占全市 GDP 的 4715 % ,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北京经

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产业。鉴于现代服务业在北京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 ,并考虑到其具有较好的统计基础 ,

本文对 2006 年北京市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进行了

评价 ,所采用的数据是多渠道信息部门发布的正式

统计数据 ,绝大部分为公开数据。

　　由于本文所选择的指标均为正效指标 ,且在客

观上与评价值之间呈线性关系 ,因此本文采用线性

无量纲化方法中的极差法来对基础指标进行处理 ,

效用值规定的值域为[0 ,100 ]。在计算方法上 ,共分

为三个层次计算 :首先采用分层逐级加权计算的方

法计算二级子行业各准则层的效用值和创新系数 ;

然后再以二级子行业 GDP 占一级子行业 GDP 的比

重作为权重 ,计算出一级子行业各准则层的效用值

及创新系数 ;最后根据此方法计算出现代服务业各

准则层的效用值及创新系数。北京市现代服务业创

新能力的评价结果如表 2 所示。

虽然本文只是对北京市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进

行了初次评价 ,且没有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研

究 ,但仍能看出北京市现代服务业创新的特点。例

如 :北京市的教育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服务

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创新能力较

高 ;从二级子行业来看 ,研究与试验发展、软件业、电

信和其他信息服务传输服务业的创新能力最高 ,其

中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创新投入效用值达到 90 ,这体

现了现代服务业的高知识密集性、高技术性、高智力

性的典型特征 ;不过 ,从评价结果还可以看出 ,北京

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尚不均衡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

会福利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的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

表 2 　2006 年北京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结果

行业名称
创新投入

效用值

创新环境

效用值

创新直接产出

效用值

创新经济绩效

效用值

总体创新评价

效用值

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

　电信和其他信息服务传输服务业

　计算机服务业

　软件业

291 4

20

191 7

511 1

5317

5615

4913

5515

241 8

551 1

116

151 8

3715

2614

4115

4519

371 2

371 2

291 1

461 3

金融业

　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

　其他金融活动

131 1

20

516

101 4

714

17

1812

1117

3918

2511

018

0

116

116

116

4819

45

4914

3016

6217

171 8

201 2

131 4

201 9

201 1

房地产业 913 2319 116 3817 161 9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商业服务业

719

8

4415

4419

0

0

4811

4815

231 7

231 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

　研究与试验发展

　专业技术服务业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地质勘查业

291 8

901 2

101 4

111 3

131 9

3315

4116

3418

1719

4014

111 8

351 5

1

151 1

214

4018

3313

55

51 6

4814

291 8

581 9

23

13

251 3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环境管理业

012

014

81 5

2414

015

116

9

2517

4

111 6

教育业 291 5 5216 521 1 2311 381 8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卫生

　社会保障

111 8

121 3

814

2714

2915

0

216

217

116

2414

2417

2918

17

171 9

81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新闻出版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文化艺术业

　体育

　娱乐业

917

918

917

916

616

101 7

23

2318

2217

15

1717

3318

116

115

115

115

115

115

2214

2011

2612

1219

1214

3617

141 4

141 4

141 9

101 5

10

201 1

现代服务业总体 171 1 3013 912 4115 23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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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策含义与局限性

本文提出的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更侧重于对现代服务业创新的客观能力的评价 ,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政策意义。该指标评价体系是

一个能衡量、监测区域现代服务业创新水平、反映现

代服务业创新各要素的现状、相互关系、所处环境和

发展趋势的综合指标体系 ,这对于测度、引导区域现

代服务业创新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同时 ,该指标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

在服务业中发生更多的是过程创新或程序创新 ,而

这些程序创新是无形的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该

评价指标体系中一些指标的信度和效度还有待提

高。其次 ,更加完善的现代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应

该在对现代服务业企业的创新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

上进行 ,虽然本文借鉴了国外创新调查的成果并对

国内现状进行了分析 ,但今后有必要在对国内现代

服务业创新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该评价体系 ,

并在实际检验中不断完善。第三 ,不同的服务部门

的创新活动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下一步工作需要针

对现代服务业中的细分行业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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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on

Capabil ity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Li Yanhua1 ,Liu Xielin1 ,Liu Jianbing2

(11 School of Management ,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 ,China ;

21Beijing Research Center of Urban Systems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 On t he basis of t he analysis on t 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innovation indust ry ,t his paper const ruct s t 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 ry ,and applies it to evaluate t he innovation level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 ry in Bei2
jing using t he practical data1 The result shows t hat t hi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practicable for application1

Key words : modern service indust ry ;innovation capability ;evalu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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