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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单元创新力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
*

陈云伟 邓 勇 陈 方 丁陈君 郑 颖 方 曙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成都 610041)

摘 要 在借鉴现有创新力、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拥有 3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和 13

个三级指标的科研单元创新力评价模型。该模型的特点在于其是一个拥有静态强度和动态权重的弹性模型，每个

指标的强度得分基于对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进行德尔菲法分析获得，因此该模型更加适用于评价生命科学领域

的科研单元。研究在实证分析部分选取美国、英国和中国新建的三家合成生物学科研单元进行了创新力比较研究。

在应用潜力方面，该模型除适用于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单元外，还可以经适当修订应用于其他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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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Scientific Ｒesearch Uni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Chen Yunwei Deng Yong Chen Fang Ding Chenjun Zhang Ying Fang 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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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model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used for evaluating research units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used by existing works about analysis on innovation or competition capabilities． We present a model，which

consists of three first － degree indexes，seven second － degree indexes and thirteen third － degree indexes． The static strengths and dynamic

weights of each index are two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model，which is most suitable for evaluating on the research units from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because of Delphi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the scientists from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Three new － established research units

of synthetic biology had been chosen to carry empirical analysis． The model could also be modified to evaluate the research units from oth-

er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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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创新力，即创新能力，按主体区分，可以分为国家

创新力、机构创新力和个人创新力三大类。关于创新

力的定义有很多种描述，总的来看，创新力是指产生新

思想、发现新事物、创造新价值的能力
［1］。典型的定

义包括以下几种:对于个人而言，创新力是指灵活运用

理论知识创造出有价值的新思想、新方法，或者创造新

知识、新理论，或者发明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或者

发现新事物、新规律的能力
［2］。对机构( 含科研机构

和企业等) 而言，创新力是指充分了解机构自身所拥

有的能力和条件，并加以充分合理利用来完成既定目

标的能力，是指企业在市场中充分有效借助企业内在

要素资源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竞争能力
［1］。

在区域角度，包括不同国家、区域、地区层面，地区工业

技术创新力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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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体现在知识创造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技术转化

能力、技术创新活力、技术创新绩效和创新支撑能力等

六个方面
［3］。

当前，国内外关于创新力的评价工作相对较少，较

多的研究集中在竞争力分析领域。且有关竞争力分析

的研究主要以企业、高校、人才、行业、国家( 区域) 和

学科为分析对象，而对以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为代

表的科研单元的创新力及竞争力分析工作还鲜有报

道。为此，本文将研究构建用于评价科研单元的创新

力评价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本文所定义的科研单元

是指在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等机构内设立的研究中

心、重点实验室等以特定领域为主研方向的单元，具有

学科领域相对集中、规模相对较小的特点。
开展科研单元的创新力评价，对科研单元的管理

方更为准确地把握科研单元的创新实力和发展前景具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促进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科研

经费的管理以及人才管理与引进等将发挥有效的支

撑。因此，科研单元的创新力评价工作具有极为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基于国内外有关创新力分析的研究进

展，特别是借鉴其在指标体系设计中所考虑的相关因

素和指标，设计了初步的科研单元创新力评价三级模

型，主要从“基础创新力”“核心创新力”和“环境创新

力”三个方面进行设计;然后通过德尔菲法历经三轮

问卷获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值，并基于专家小组的意见

和建议，对一些指标进行了修订和取舍，得到一个拥有

3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和 13 个三级指标的科研

单元创新力评价模型;最后对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的

三家合成生物学领域科研单元开展了实证分析。

1 相关研究现状

鉴于创新力是竞争力评价的核心要素，创新力评

价是开展竞争力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对

创新力评价相关研究现状进行介绍的同时，也对相应

的竞争力评价工作进行介绍，分析已有研究的特点、存
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为构建科研单元创新

力评价模型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借鉴。
1． 1 企业创新力与竞争力评价 加里·哈默尔和

普拉哈拉德在 1990 年提出了核心竞争力(Core Com-
petence)模型，是指建立在企业核心资源基础上的技

术、产品、管理、文化等综合优势在市场上的反映，是企

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仿效、并能带

来超额利润的独特能力
［4］。薄湘平等从与竞争对手

相比、企业自身能力与资源、综合概括三大角度对企业

竞争力进行了界定，并对基于产业、基于资源和基于能

力的企业竞争力理论进行了归纳，提出了影响企业竞

争力的因素，归纳了主要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方法和指

标体系
［5］。

金碚指出，用于评价企业竞争力的指标可以分为

测评指标和分析指标两大类，测评指标反映的是竞争

的结果或者竞争力的最终表现，分析性指标反映的则

是竞争力的原因或者决定因素
［6］。此外，SWOT 分析

是一种极为常用的企业竞争力分析方法，例如曾昭志

在 2009 年采用 SWOT 方法对华为的核心竞争力进行

了分析
［7］。

1． 2 高校创新力与竞争力分析 徐小洲等在 2007
年探讨了大学创新力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并在此基础

上对大学创新力评价的若干领域提出假设，提出了国

际大学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 3 个一级指标分别

为创新实力、创新活力和创新影响力，二级指标包括师

资力量、科研产出和人才培养等
［1］。

近年来，有关高校竞争力排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

注，多种组织机构也发布了多版本的国际 /国内高校排

行榜，主要包括:《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泰晤士

高等教育专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上
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
国校友会网、网大教育等发布的大学排名。
1． 3 人才创新力与竞争力分析 人才竞争力与创

新力评价工作始终是我国近年来评价工作的热点，也

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工作之一。最近两份代表性工

作包括:张永莉等构建了一套人才创新力评估体系，从

基础修养、知识技能和创新体现 3 个模块对人才创新

力进行评价
［8］。李良成等构建了由科技人才资源、投

入、绩效、环境 4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科技人才竞争力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人才

竞争力状况开展了研究
［9］。

1． 4 行业( 工业、产业) 创新力与竞争力分析 当

前针对行业(工业或产业) 竞争力分析的工作比较多，

如针对钢铁行业、电信行业、造船工业、成品油产业、汽
车工业等。指标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

产业投入方面，即从产业投入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
动者等的数量与质量方面考察产业竞争力;二是产出

方面，即从产出的效率与效益方面考察产业竞争力;三

是产业市场绩效方面，即从产业在市场上的表现和地

位来考察产业竞争力
［1 0］。典型的产品包括中国社会

科学院发布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
等。
1． 5 国家、区域创新力与竞争力分析 在国家竞争

力分析领域，《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竞争力年鉴》采

用反映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及基础设施的

300 多项指标，同时还针对 4300 名国际高管进行调

查。自 1989 年首次发布以来，该年鉴一直是公认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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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国家竞争力排名报告。最近几年，我国相关机

构也发布了一些竞争力研究报告，包括潘教峰等撰写

的《国际科技竞争力研究报告》［1 1］，中国科学院国际

科技比较研究组撰写的《中国与美日德法英五国科技

的比较研究》［1 2］，李建平撰写的《二十国集团(G20)

国家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 － 2010):创新型城市

建设》等
［1 3］，分别从投入、产出、结构等不同角度对国

家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
1． 6 科研机构学科创新力与竞争力分析 目前国

内外针对科研院所学科竞争力分析的工作较少，唯有

少数有关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分析的工作也是针对包

括大学在内的科研机构的学科评价。如 2009 年武汉

大学邱均平等出版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

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所采用的指标体系重点从投

入、产出和效益三大方面进行设计，总计包括 9 个二级

指标、28 个三级指标
［1 4］。

上面针对当前创新力和竞争力评价工作的梳理发

现，多数开展创新力和竞争力的研究工作均采用构建

指标体系的方法来开展评价，研究对象从国家、机构、
个人多个层面，还包括对行业与学科的分析。然而，针

对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以特定领域为主研方向的

科研单元的评价工作则非常少见，本文研究的目的则

是借鉴已有研究在指标体系建设方面的基础，结合科

研单元的自身特点，构建一个评价科研单元创新力的

模型，并以美国、英国和中国在 2006 年以来新建的三

家合成生物学研究单元为对象开展实证分析。

2 科研单元创新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2． 1 理论模型 本文首先基于文献调研构建了初

步的科研单元创新力评价模型;然后，采用德尔菲法历

经三轮问卷调查，基于专家意见对初步模型中的指标

进行了精炼和优化，最终确定了一个拥有 3 个一级指

标、7 个二级指标和 13 个三级指标的“科研单元创新

力评价模型(3 － 7 － 13 模型)”，同时确定了指标体系

中各指标的强度值(见表 1)。该模型中各指标的设定

获得第三轮返回问卷的 23 位专家的一致认可，各指标

的强度值也与第三轮返回问卷的 85% ～ 90% 的专家

意见基本一致;最后基于强度值计算获得了各个指标

的权重值。本文组建的德尔菲专家小组成员全部来自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类研究所和部分我国高校生命科

学领域院系的研究员或教授，各轮问卷发放及回收情

况见表 2 的统计。
表 1 科研单元创新力评价模型(3 － 7 － 13 模型)

表 2 德尔菲问卷统计信息

发放数 回收数 有效数

第一轮 150 36 29

第二轮 36 23 22

第三轮 23 23 23

在创新力评价模型中，“基础创新力”是指科研单

元所拥有或可以利用的基础平台、资源和条件，可以从

“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角度进行揭示，其中“组织

结构”是指科研单元的各个子单元或模块是如何搭建

并整合在一起的，是在科研工作中进行分工、合作和协

调的一种结构体系;“人力资源”则指科研单元所拥有

的研究人员的规模和结构，在本研究中以在站博士后

数和在读博士生数来表征。“核心创新力”是指科研

单元的成果产出能力、成果影响力以及参与国际合作

的能力，是在科研成果角度对科研单元创新力强弱的

客观呈现，可以通过“影响力”“研发合作”和“科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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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等客观数据进行反映。“环境创新力”是指科研单

元所处的宏观环境对其创新力的影响。
2． 2 创新力评分算法 表 1 呈现了科研单元创新

力评价模型的框架以及各级指标间的关系，采用公式

(1)整合表 1 中所有的指标，计算各科研机构的创新

力总得分。

Score = ∑
n

i = 1

Wi

∑
n

i = 1
Wi

∑
m

j = 1

Wij

∑
m

j = 1
W[{

ij



∑
p

k = 1

Wijk

∑
p

k = 1
Wijk

Score( ijk( ) ] }) (1)

其中，W 表示各个指标对其所归属的上一级指标

的影响力强度，或称为贡献强度，取值范围［1，5］;基

于同属某一父指标的各个子指标的强度值，可以计算

获得各个子指标的权重值，算法为 W/∑(W)。

Score( ijk) 代表第三级指标(k) 的得分，满分 100
分，基于观测值计算而得，为了降低因各机构个别数据

偏差所带来的误差影响，采用求平方根方法对观测值

进 行 处 理， 具 体 公 式 为 Score( ijk) x = 100 ×
sqrtOx /MAX(sqrtOx，sqrtOy，sqrtOz，……)，其中 O 代

表指标 k 对应的观测值。定量指标的观测值取值为该

指标的原始值，如论文数量、博士生人数等;而三级指

标中定性指标的观测值则通过人为赋值的方法赋予从

1 ～ 5 的观测值，该模型中的三级指标中有“国际会议

主 /承办”和“重要科技进展”两个定性指标，其他三级

指标均为定量指标。
环境创新力的两个二级指标都是定性指标，采取

直接赋分的方法，按照“创新环境”和“创新战略”的优

劣以百分制赋分，最高得分者赋分 100 分。
2． 3 模型特点 第一，该模型采取静态强度、动态

权重方式匹配各指标权重，强度值由德尔菲法历经三

轮的专家问卷确定，各级指标的选取则基于研究任务

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可以进行针对性取舍和修订，进

而产生动态权重 (W/∑(W))。

第二，该模型是一个弹性模型，针对评价对象的特

点，再次通过德尔菲程序，模型中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

度内增减，以适用不同的分析对象。
第三，该模型算法是基于每项最高得分的相对评

分，因此每项指标的最高得分者的评分为 100 分，而分

值差异仅表明创新力的相对强弱，不具备量化评定功

能。
第四，该模型的整个设计过程均是以生命科学类

科研单元等为假想分析对象，因此在各个指标的选择

上能较好地反应生命科学类科研单元的创新力水平，

同时参与德尔菲法问卷调查的专家全部来自生命科学

领域，因此，本文所构建的创新力评价模型更加适用于

基础科学( 特别是生命科学) 研究，对工程领域、社会

科学领域科研单元的评价适用性可能降低。
2． 4 模型潜在误差风险与不足 虽然历经三轮专

家问卷，模型中各级指标的强度值已与 85% ～ 90% 的

专家意见基本一致，但依据该模型评分获得机构间的

创新力关系强弱的客观性与实际情况或仍存一定程度

的偏差。这种偏差可能来自各指标的权重值、所选取

指标的代表性、基于观测值计算各三级指标得分的算

法、软指标赋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该模型所

反映的创新力关系强弱，仅是基于客观数据和个别软

指标的赋值获得的一个计算值，对科研管理、政策制

定、机构评估工作仅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

3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 2006 年以后新建的合成生物学领域研

究单元为实证分析对象，包括:美国合成生物学工程研

究中心(SynBEＲC)、英国合成生物学与创新研究中心

(CSYNBI) 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合 成 生 物 学 重 点 实 验 室

(CASSynKL)。选择理由在于，合成生物学作为生物

技术领域的新兴使能技术，使人们从认识生物过程跨

越到设计新的生物过程
［1 5］，为解决人类所关切的广泛

问题，包括能源与食品安全以及持续增长的老龄化与

健康问题等提供了新的选择
［1 6］。因此，美国、欧盟等

国家和地区以及 OECD 等主要国际组织机构在近年

来纷纷发布有关促进合成生物学发展的政策论述报

告，讨论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机遇、前景及当前需解决的

问题
［17 － 20］。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巨资建立

研究机构和开展研究项目，以抢占合成生物学研究发

展的先机
［2 1］。本文选择的三家实证分析对象恰好就

是在全球主要国家抢占合成生物学研发先机的大背景

下新建的研究单元;这三家研究单元均是基于已有的

多个研究组联合组建的新联合研究单元，均是将单个

机构或多个机构内的领域相关领军人物联合在一起组

建的研究单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国在合成生物学

领域的研究前沿水平与能力，本文所构建的创新力评

价模型中各个指标在这三个实证对象中能得以充分的

体现。此外，这三家研究单元创建的时间相近，其中美

国 SynBEＲC 创建于 2006 年，英国 CSYNBI 与中科院

CASSynKL 均创建于 2008 年，适合用于比较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研究单元官方网站、Thom-

son Ｒeuters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录的 SCI 论文(仅

统计 article、letter 和 review 三种文献类型) 数据。论

文数据获取时间为 2012 年 2 月，其他统计信息截止时

间为 2013 年 11 月。
3． 1 三家研究单元创新力得分分析 基于前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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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模型对三家研究单元的各级创新力进行评分，得

分结果见表 3。
表 3 三家研究单元创新力得分统计表

由表 3 的统计可见，美国 SynBEＲC 在所有的一

级、二级和三级指标的得分均最高，为满分 100 分。从

评分结果分析，美国 SynBEＲC 的创新力处于绝对领先

地位，中科院 CASSynKL 略强于英国 CSYNBI。
在所有参与评分的三级指标中，与美国 SynBEＲC

的 100 分相比，中科院 CASSynKL 的“人均论文数”得

分较高(83． 67)，其次则是“在读博士生数”(78． 71)、
“论文合作机构”(77． 46) 和“课题组数”(76． 70)。大

多数中科院 CASSynKL 的三级指标得分均高于英国

CSYNBI，落后的三级指标包括“共建机构数”和“课题

组长 H 指数均值”。在二级指标中，与美国 SynBEＲC
相比，中科院 CASSynKL 的“研发合作”得分较高，与

英国 CSYNBI 相比，中科院 CASSynKL 的“组织结构”
和“国家环境”得分略低，其他均高于后者。
3． 2 三家研究单元创新力解析

3． 2． 1 基础创新力 美国 SynBEＲC 在组织结构

得分最高，因其由 6 家成员机构组成，而英国 CSYNBI
和中科院 CASSynKL 的成员机构或依托机构分别仅

有 2 家和 1 家。“人力资源”分析可以发现，中科院

CASSynKL 的人力资源实力强于英国 CSYNBI，但与

美国 SynBEＲC 则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对推动研发

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博士后数量上，差距很大。
3． 2． 2 核心创新力 三家研究单元的影响力情

况见表 4。美国 SynBEＲC 的课题组长 H 指数均值是

30，远高于另外两家机构，国际会议主办 /承办的差异

状况也基本相同，美国 SynBEＲC 主办或承办的国际会

议数量明显高于另外两家，中科院 CASSynKL 主办或

承办的国际会议数量多于英国 CSYNBI，因此分别为

三家机构的“国际会议主 /承办”指标赋予 5 分、2 分和

1 分的观测值，各家机构主办和承办的国际会议信息

可以在各机构网站上查看。
表 4 三家研究单元影响力比较

美国

SynBEＲC
英国

CSYNBI
中科院

CASSynKL

课题组长 H 指数均值 30 11 10

国际会议主 /承办

(赋予观测值)
5 1 2

通过统计三家研究单元 2006 ～ 2012 年 SCI 论文

的作 者 机 构 信 息 发 现，2006 ～ 2012 年 间，美 国 Syn-
BEＲC 的 SCI 论文合作机构总计有 400 家左右，平均

每篇论文拥有 6 个合作机构，在三家研究单元中均处

于领先地位。中科院 CASSynKL 在合作机构和篇均

合作机构方面均高于英国 CSYNBI，但在这 2 个三级

指标的观测值仅为美国 SynBEＲC 的一半左右。
表 5 统计了归属“科研产出”的 5 个三级指标的

数据，其中论文数是指 SCI 数据库收录的 article、letter
和 review 三种文献类型的论文数量，统计时间为 2006
～ 2012 年，Science 和 Nature 的文章数量无时间限制。

表 5 三家研究单元科研产出比较

SCI 论文
美国

SynBEＲC

英国

CSYNBI

中科院

CASSynKL

SCI 论文数(2006 － 2012) 504 72 236

Science 30 0 3

Nature 24 0 4

人均论文数(2006 － 2012) 30 7 21

重要科技进展(赋予观测值) 5 2 2

通过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发现，美国 SynBEＲC 具

有代表性的重要科技进展多于另外两家研究单元，三

家研究单元的颇具影响力科技进展情况统计见表 6，

根据咨询部分专家意见，分别为三家研究单元的“重

要科技进展”赋予观测值为 5 分、2 分和 2 分。
表 6 三家研究单元重要科技进展统计

代表性重要科技进展

美国

SynBEＲC

Jay Keasling 分别在 2006 和 2013 年实现了抗疟疾药青蒿

素前体—青蒿酸［22］、以及青蒿酸向青蒿素转化的里程碑

式突破［23］

英国

CSYNBI
2011 年，Ｒichard Kitney 团队使用细菌细胞 DNA 研制生

物计算机［24］

中科院

CASSynKL

姜卫红、杨晟课题组实现了工程菌对葡萄糖、木糖和阿拉

伯糖的同等高效利用，从而解决了木质纤维素丁醇制造中

的一个关键技术难点［25］

3． 2． 3 环境创新力

a． 创新环境比较。美国拥有良好的合成生物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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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商业投资环境。例如，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 2009
年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 Amyris 生物技术公司提

供 2800 万欧元 (4200 万美元)，用于青蒿素的研究。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合成生物学研究表现得更受应用

驱动，例如 BP 石油公司 2009 年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提供 3． 33 亿欧元(5 亿美元)的研究资助。
英国皇家工程院于 2009 年 5 月发表了《合成生物

学》蓝皮书，明确提出英国要在不久的将来保持和提

高其在该领域的绝对国际领先地位( 第一、第二的位

置)。2009 年 9 月，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

事 会 ( BBSＲC ) 和 工 程 与 物 理 科 学 研 究 理 事 会

(EPSＲC)共同启动了一项关于合成生物学的公众对

话项目，并先后在 2011 年
［2 6］

和 2013 年发布报告评估

合成生物学对话项目的影响
［2 7］。然而，与美国相比，

欧洲缺少相关研究的商业投资环境，例如，BP 公司在

2010 年 3 月欧盟组织的欧洲合成生物学论坛上表示，

该公司在欧洲尚未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与英美两国相比，我国的国家环境相对较弱。进

入“十二五”以来，在科技部的 支 持 下，2010 和 2011
年，我国每年各有两个关于合成生物学的 973 项目在

我国启动。
b． 创新战略比较。2011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高级

研究计划署(DAＲPA)启动总投资 3000 万美元的 Liv-
ing Foundries 项目进军合成生物学领域

［2 8］。2008 年，

英国 BBSＲC 将合成生物学列为优先资助的研究领

域，目前，BBSＲC 在合成生物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

研究项目上每年的投入约 2080 万欧元。发展合成生

物学研究也被 BBSＲC 列入其 2010 ～ 2015 年的战略规

划中
［29］。英国在 2012 年 7 月 13 日发布了一份《合成

生物学路线图》( Synthetic Biology Ｒoadmap)，指出了

英国在发展世界领先的合成生物学研究的目标和潜

力
［3 0］。2013 年 7 月，英 国 大 学 与 科 学 部 宣 布 投 入

6000 万英镑支持合成生物学发展
［3 1］。

合成生物学是我国《“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

划》要求的发展重点之一。规划明确指出，要发展高

通量、低成本 DNA 合成技术和基因片段高效组装技

术，蛋白质结构功能的分析、定向设计与合成技术，标

准化生物元件与功能模块的构建技术，建立合成生物

学在药物前体和中间体、生物能源、生物基化学品等的

应用技术，逐步探索合成生物学在医药和能源领域的

应用。根据《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部

署，2012 年度 863 计划生物和医药技术支持重点之一

是前沿生物技术，其中就明确指出重点支持包括合成

生物技术在内的 8 个关键技术。

4 讨 论

本论文的目标为科研单元的创新力评价工作构建

一个评价模型，主要从“基础创新力”“核心创新力”和

“环境创新力”三个方面进行设计。其中，基础创新力

反映科研单元创新力的基础，从人力资源、组织结构等

基础条件角度进行揭示;核心创新力更多层面上是机

构创新力强弱的一种客观呈现，是通过诸如学术影响、
研发合作行为、论文产出等客观数据对机构创新力水

平的一种反映;环境创新力更多的是考虑科研单元所

处的宏观环境对其创新力的影响。
在实证分析中，选择了中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重

点实验室(中科院 CASSynKL)、美国合成生物学工程

研究中心(美国 SynBEＲC) 和英国合成生物学与创新

研究中心(英国 CSYNBI) 为实证对象，对构建的科研

单元创新力评价模型开展了实证分析。
本文设计的科研单元创新力评价模型是一个包括

3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和 13 个三级指标的弹性

模型，各个指标拥有静态强度和动态权重，可以根据分

析对象的特点，再次通过德尔菲专家咨询程序对指标

进行适当取舍，增强该模型的普适性。此外，由于模型

在设计之初针对的目标对象是生命科学类研究的科研

单元，因此该模型特别适用于生命科学类科研单元的

创新力比较，在推广应用关于其他领域时还需根据情

况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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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人文关怀和接地气的表达语言，因此需要政府机

构及其领导者转变观念，调整管理方式，优化传播行

为，积极利用新媒体与网民进行互动和交流，倾听网民

的声音，及时回复网民的信息诉求，只有这样才能缓解

舆情危机，提高政府的发声影响力，修复自身形象，提

高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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