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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评价体系研究 

李芸 

创业活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源泉。当前，农村
创业已经成为我国创业的主战场，2010年由科技部等八大部委
启动的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又
一重要举措。科技特派员创业活动在广大农村地区正如火如荼
的开展，但对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的评价却相对缺乏。对科技
特派员创业行为进行系统评价将有利于总结各地创业行动的先
进经验，促进理论创新，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纵观各地科技特派员创业实践，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具有
几个显著特征：科技特派员的主体由政府科技部门公务员、农
业推广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农高校科研院所人员、大学生
村官等构成；创业动因是政府推动、市场利益和农民需求的结
合；创业主体是由科技特派员与农户、企业、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等组成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经济组织等多种利益共
同体；创业结果不仅看重经济效益，更看重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 

考虑到科技特派员创业的特点，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本文将从创业环境、创业能力、创业过程和创业结果四
个维度去界定和评价创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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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特派员创业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特派员创业与政府、农民和其他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
关系更为密切。科技特派员创业面临着复杂的市场、政策和其
他社会经济环境。创业过程将从机会识别、资源配置、企业治
理、财务可持续和市场流通等方面去评价。创业能力可以从主
体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力和研发能力三个角度进行评价。从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个角度去评价创业结果。 

创业环境、能力、过程和结果构成科技特派员创业（SEI）
指数模型：  ；其中，SEI代表创业指
数，Wi代表第 i 个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Pi代表第 i 个维度的
要素指数。P1-P4 分别代表创业环境指数、创业主体指数、创业
过程指数和创业结果指数。pθ代表四个维度中每项具体评价指
标，wθ代表该具体指标的权重。 

二、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的实证评价 

（一）指标及权重 

项目组分赴山东、宁夏、浙江和内蒙古进行实地调研。调
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80 份，其中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山东省的
问卷为主，浙江和内蒙古的问卷数量均不足 10份。结合数据可
得性对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根据德尔菲法在争取相关意见后
按照综合的层次分析得出各指标的具体权重。调整后的指标体
系及权重见表 1。 

表 1 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科
技
特
派
员
创
业
指
数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权重） 

创业环境 A1 

（0.298） 

政策环境 B1 

（0.565） 

政策支持数量 C1（0.469） 

激励机制得分 C2（0.149） 

考核机制得分 C3（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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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保障程度 C4（0.107） 

创业培训 C5（0.15） 

商业和融资环境

B2 

（0.332） 

企业税费负担程度 C6（0.128） 

专项基金可及性 C7（0.323） 

信贷支持可及性 C8（0.317） 

商业贷款可及性 C9（0.136） 

专业市场数量 C10（0.096） 

社会经济和自然条

件 B3（0.103） 

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 C11（0.632） 

农民人均纯收入 C12（0.368） 

创业能力 A2 

（0.163） 

创业主体资源禀赋

B4（0.429） 

特派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C13（0.175） 

特派员技术职称 C14（0.324） 

启动资金 C15（0.368） 

企业现代结构 C16（0.133） 

市场竞争力 B5 

（0.338） 

市场占有率 C17（0.613） 

注册品牌数量 C18（0.387） 

科技研发能力 B6 

（0.343） 

研发投入充分程度 C19（0.454） 

专利和专有技术数量 C20（0.546） 

创业过程 A3 

（0.216） 

机会识别 B7 

（0.328） 

机会新颖度 C21（0.213） 

机会潜在价值 C22（0.176） 

机会持续性 C23（0.131） 

机会可操作性 C24（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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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独立性 C25（0.158） 

机会可取性 C26（0.136） 

资源配置 B8 

（0.336） 

管理 C27（0.246） 

资金 C28（0.207） 

人力 C29（0.276） 

技术和信息 C30（0.27） 

企业治理 B9 

（0.34） 

企业与管理者关系 C31（0.287） 

企业与员工关系 C32（0.365） 

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 C33（0.348） 

创业结果 A4 

（0.323） 

经济效益 B10 

（0.238） 

企业净利润 C34（0.294） 

特派员年获利 C35（0.340） 

员工工资 C36（0.366） 

社会效益 B11 

（0.635） 

参与农户 C37（0.148） 

带动农户 C38（0.163） 

推广新技术 C39（0.235） 

引进新品种 C40（0.205） 

发放材料 C41（0.04） 

新增就业岗位 C42（0.128） 

培训人数 C43（0.081） 

环境效益 B12

（0.137） 

环保投资比重 C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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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样本基本情况 

科技特派员平均年龄 42岁，以中青年为主，具有较高的文
化程度，67%具备大专和本科水平；56%、29%具有中、高级技术
职称。个体形式科技特派员占 41%，法人形式 38%，团体形式
21%。科技特派员主要是政府下派人员、企业技术人才、高校科
研单位和乡土能人，其中，政府下派人员最高，达 38%。54%的
创业发生在种植业领域，其次是服务业 24%，第三是养殖业 15%。 

建立或依托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是主要的组织形式，前者
占到了 41%，后者占到 35%，与现有各类组织组成利益共同体的
形式达到了 22%。在具体创业模式上，特派员+示范园（基地）
+农户的模式最普遍，达到 34%；其次为特派员+公司+基地+农
民模式，达到 20%。 

（三）创业指数总体评价 

根据指标体系计算了样本的创业行为指数，结果见表 2。
样本总体创业行为评价得分为 0.348407，比较突出的是创业过
程，得分达 0.732966，而创业结果得分较低，在 0.1以下。对
比山东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现山东省科技特派员创业指数
略高于宁夏自治区，创业环境、能力、过程和结果四个维度都
表现出一定的优势。 

表 2：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指数 

省份 创业环境 创业能力 创业过程 创业结果 创业指数 

山东 0.409819 0.325587 0.772035 0.076608 0.391377 

宁夏 0.404484 0.269556 0.705271 0.06588 0.335176 

总体 0.402462 0.284363 0.732966 0.068988 0.348407 

分年龄看，中年组创业指数在两个省得分较低，老年组最
高，青年组其次；在具体创业维度上，则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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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业者文化程度上看，高文化程度组的创业行为指数明显高
于低文化组。拥有高级职称的科技特派员的创业行为指数得分
最高，中级其次，低级最次。政府下派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创业
指数得分最高，在创业环境、创业能力方面表现较好，其他依
次分别为乡土能人、企业人员、高校科研单位人员，但总体差
距并不大。从特派员的类型来看，团体特派员在总体创业指数
以及具体的四个维度上都比个体特派员表现更加出色。 

（四）具体创业维度评价 

1、创业环境评价 

样本总体创业环境得分为 0.4024615，山东和宁夏总体创
业环境得分基本持平。具体看，山东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明显好
于宁夏，商业环境也略好于宁夏，但是政策环境得分低于宁夏。 

 

2、创业能力评价 

本指标体系从创业主体的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力和研发能
力去评价创业能力。总体上山东的创业能力指数得分要高于宁
夏，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创业主体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竞争力两个
具体领域，而在研发能力方面，宁夏得分高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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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业过程评价 

从机会识别、资源配置和企业治理去考察创业过程。这一
部分指标主要来自科技特派员的主观判断，可能导致得分较高
（0.73）。山东创业过程指数得分略高于宁夏，但是差别并不
明显。在具体三个评价层面，山东的得分都比宁夏更高。 

4、创业结果评价 

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三个领域去考察创业结
果。样本总体创业结果得分比较低（不足 0.1），主要是在社
会效益、环境效益方面表现较弱。山东略高于宁夏，但是差距
并不明显。山东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好于宁夏，但在环境效
益上表现略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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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区域差异明显。地方政府根据国家的
指导性意见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了创新，相应制定了鼓励扶持政
策，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创业行为，也强化了科技特派员创
业的差异性。差异性加大了建立一个全面评价科技特派员创业
行为体系的难度，应用评价结果需格外慎重。从多个维度对科
技特派员创业行为进行评价，有助于发现劣势，有针对性地改
善下一步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 

进一步完善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
标体系存在如主观评价、数据缺失以及异常值等问题使得收集
更合理的数据、谨慎理解评估结果变得非常有必要。结合科技
特派员特征增加有说服力的具体指标体系，减少主观指标，改
进计分方法，以使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评价更加科学。 

建立科技特派员创业行为的监测评估体系。在各省、市、
县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办公室协助下完成全国范围内的科技特
派员创业行动的监测评估体系建设。加强对科技特派员创业行
为的评估考核。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管和考核，以使专项
资金能够带动、影响更多农户，在繁荣农村市场，促进农业现
代化的同时帮助更多的农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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