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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创新环境对NSFC-河南联合基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基于三阶段超效率非径向模型

周广亮a,张焰柄b,李程宇b

(郑州轻工业大学a.社会科学管理处;b.经济与管理学院,郑州450001)

摘 要:为了及时观测第一期NSFC-河南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问题,以及进一步观察河南省各地区在不同创

新环境条件对于联合基金使用效率差异的现实问题,构建了非径向、规模报酬不变的三阶段超效率非径向(Slack
BasedMeasure,SBM)模型,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测算了河南省各地区43所机构的联合基金使

用效率.研究发现,三阶段超效率SBM 模型有效提升了测算结果的准确度;各地区的创新环境对于基金使用效率有

显著影响;项目集中度高的地区并未取得预期的规模效应,反而出现了高产出与低效率并存的新问题.建议在联合基

金的管理和政策导向中予以适度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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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河南省人民政府人才培养联合基金(简称NSFC-河南联合基金),旨在提升河

南省科技人才的科研产出效率,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自2011年至2015年,NSFC-河南联合基金第一期已经

完成,共安排了1.5亿元的投入.2016年至2020年共同设立第二期联合基金,每年资助经费1亿元,进一步

吸引省外科研机构的关注与参与,解决河南省及周边区域经济、社会、科技战略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

技术问题.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下,NSFC-河南联合基金资助体量不断攀升,资助金额从2012年的4455万元

增长到2018年的8400万元.自设立之初至2017年,累计资助项数968项,累计资助金额4.34亿元.
联合基金的出现是我国科技项目资助体系的重大突破,独特的“联合”内涵使得其在组织和实施过程中

更具特色.但在实施中发现,不少项目存在重申报、轻结项,重研究、轻应用等问题,使得基金实施效果大打折

扣.同时,NSFC-河南联合基金的使用效果不仅与获资助人及单位的科研水平有关,也受到了其所在地区科

研条件与创新环境影响,不仅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产业规模等条件的影响,也受到当地科研机构实

际研究合作开展情况的制约.地区创新环境对于科研效率的影响并非是简单的产出关系或者线性关系,如果

只是盲目地扩大申请基金的规模,很可能造成对生产要素的粗放使用,导致松弛变量增加,其实并不利于基

金使用效率的改善.因此,测算地区创新环境对NSFC-河南联合基金使用效率的影响就成为一个亟须研究的

现实问题.本文选用三阶段DEA-SBM 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其优点在于:(1)三阶段模型不会像传统

DEA模型那样,由于投入松弛变量不为零而导致测算结果偏高;(2)能够更好地观测创新环境的影响和随机

干扰对效率的影响;(3)不需要假设决策单元只能通过等比例缩减各项投入的方法来优化效率.

1 NSFC-河南联合基金资助与产出情况

在地方政府联合基金效率测算的现有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主要按照项目批准号在 WebofScience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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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检索,论文成果被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收录情况作为测算产出的依据[1],有些研

究则重点在于考察联合基金的跨地区合作效果[2-3].这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本研究中一

方面扩展了成果形式的测度,除了SCI期刊之外,还考虑了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以及专著和专利的产出;另
一方面,还对河南省内各地市的联合基金获得资助和使用进行了地区的比较,旨在更加详细、科学地对联合

基金的绩效进行分析.
从“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实施至2015年,共申请项目4005项,2012-2014年共批准资助了43个项

目依托单位的465个项目,总资助项目研究经费13790万元,详细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2012-2014年度申请及获资助的单位数量及其属性情况

Tab.1 Numberofapplicantsandfundedunitsandtheirattributesfrom2012to2014

年度 申请及获资助单位 合计 普通本科院校 普通专科院校 军事院校 科研院所 其他

2012 申请单位数 38 29 2 1 5 1

占比(%) 100.00% 76.32% 5.26% 2.63% 13.16% 2.63%

获资助单位数 31 26 1 1 2 1

占比(%) 100.00% 83.87% 3.23% 3.23% 6.45% 3.23%

2013 申请单位数 40 29 2 1 6 2

占比(%) 100.00% 72.50% 5.00% 2.50% 15.00% 5.00%

获资助单位数 30 24 1 1 4 0

占比(%) 100.00% 80.00% 3.33% 3.33% 13.33% 0.00%

2014 申请单位数 41 29 1 0 9 2

占比(%) 100.00% 70.73% 2.44% 0.00% 21.95% 4.88%

获资助单位数 35 26 1 0 7 1

占比(%) 100.00% 74.29% 2.86% 0.00% 20.00% 2.86%

  2012-2014年是第一期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的主要实施阶段,按照每个项目实际科研周期一般在

3~5年的产出规律,对2016-2018年NSFC-河南联合基金获资助单位的科研产出情况,以河南省各地市为

考察对象,划分为13个对照组后进行汇总,其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2016-2018年NSFC-河南联合基金获资助单位的科研产出结果来看,SCI收录论文数量最多,达到

了889篇,其次是国内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达到了724篇,另有专著148部,以及专利473件.论文成果占到

科研总产出成果的72.20%,说明科研论文仍然在联合基金项目的科研产出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值得注意的是,从各地市的科研产出的绝对量来看,郑州地区的产出水平是最高的,其国内中文核心期

刊成果量占到总数的43.92%,SCI期刊成果量占到总数的33.86%,专著成果量占到总数的37.16%,专利成

果量占到总数的37.42%,但是该数据并不能表示郑州的基金使用的创新效率就是最高的,这是因为产出率

和效率并不是一个概念,通常产出率只是一种简单的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关系,而测试效率则需要考虑横向比

较的问题,一般来讲要用生产函数表示投入要素与技术允许的最大产出之间的关系,在进行效率分析时通常

把生产函数看作一条边界,位于边界上的才是技术有效的.同时,一个地区内获得基金资助的单位是否能有

效开展科研合作,增大该地区的科技产出,形成规模效益,则需要在生产可能性集下,充分考虑距离函数的松

弛度,这就涉及超效率的问题,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非径向的特征,恰好适合于该问题的讨论.

2 三阶段超效率SBM 模型

2.1 模型的选取

传统的超效率DEA模型测算结果容易产生误差,而超效率SBM 模型(Superefficiency-SlackBased
Measure)模型不会由于投入产出存在松弛变量导致高估效率值,但是其在计算生产边界与效率时,仅考虑

了投入产出变量,未能将环境影响和随机干扰对效率的影响考虑其中.文献[4]将传统DEA模型与随机前沿

分析(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简称SFA)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三阶段DEA模型,该模型能够剔除环境

因素、随机因素和管理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文献[5]讨论了考虑统计噪音,并可以同步调整投入与产出的

SBM-SFA-SBM模型.为了更加准确地测算河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对于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的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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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本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对43所机构的基金使用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
表2 2016-2018年获资助单位科研产出情况

Tab.2 Researchoutputsoffundedunitsfrom2016to2018

分组 地区 获资助单位 国内中文核心论文/篇 SCI论文/篇 专著/部 专利/件

1 安阳 安阳师范学院 27 26 2 24

安阳工学院 2 0 0 2

2 焦作 河南理工大学 58 26 13 11

3 开封 河南大学 90 165 13 44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1 2 0 0

4 洛阳 河南科技大学 115 68 22 117

洛阳师范学院 9 22 1 4

洛阳理工学院 0 8 0 2

中船重工725所 0 0 0 0

5 南阳 南阳师范学院 9 83 6 8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0 0 0 0

南阳理工学院 18 0 6 2

6 濮阳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0 0 0 0

7 商丘 商丘师范学院 2 15 1 0

8 新乡 河南师范大学 37 105 9 41

河南科技学院 9 10 5 16

新乡医学院 2 4 3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 7 0 0 0

9 信阳 信阳师范学院 5 39 3 9

10 许昌 许昌学院 4 3 2 3

11 驻马店 黄淮学院 2 4 6 1

12 周口 周口师范学院 9 8 1 7

13 郑州 郑州大学 145 166 19 71

河南农业大学 42 16 13 29

河南工业大学 4 8 4 2

郑州轻工业学院 9 39 0 13

中原工学院 20 20 3 13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17 7 3 10

河南中医学院 8 2 8 14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12 7 0 1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1 0 1 0

郑州师范学院 4 5 0 0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7 3 2 0

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6 7 0 0

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 2 1 0 0

河南工程学院 4 6 1 0

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2 0 0 0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1 7 0 1

河南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0 0 0 0

郑州市儿童医院 4 0 1 6

河南疾病控制中心 6 0 0 2

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科研三所 0 0 0 0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14 7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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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一阶段

根据DEA超效率SBM模型非径向的特点,运用原始的投入与产出数据,计算出决策单元的效率和松

弛变量.由于产出指标中有0,所以本文运用非径向、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SBM 模型(Superefficiency-
SlackBasedMeasure),其数学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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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SE 代表相对效率值,投入产出变量分别由x 和y 表示,m 和s分别代表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的个数,

x 和y 代表决策单元参考点,s+
i 和s+

r 分别代表投入松弛变量和产出松弛变量,λj 代表权中向量.
2.3 第二阶段

假设松弛变量Snk 受到q个创新环境变量Rk =(R1k,…,Rqk)的影响,k=1,2,…,K,在此基础之上,运
用随机前沿分析调整投入变量数据,探究松弛变量Snk 与环境变量Rk 的关系.

将松弛变量与环境变量的模型设置为:

Snk =fn(Rk,βn)+Enk, (2)

Enk =Vnk +Unk, (3)
式中的Snk 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第n项投入的差值,Rk=(R1k,…,Rqk)代表q个环境变量,将创新环境变量

的待估计参数设为βn,fn(Rk,βn)代表创新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Snk 所起到的影响,Vnk 和Unk 分别代表

随机干扰项和管理无效率.
通过随机前沿分析的结果调整各决策单元投入变量,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投入变量的影响后

所得到的投入变量能够纯粹反应决策单元管理水平.调整公式如下:

X*
nk =Xnk +[maxk{Rk̂βn}-Rk̂βn]+[maxk{̂Vnk -V̂nk}], (4)

其中,X*
nk 表示调整后的决策单元投入变量,Xnk 为原始投入变量,Rnk 为创新环境变量,βn 为待估计未知参

数,[maxk{̂Vnk}-V̂nk]为随机误差生成过程.
2.4 第三阶段

参考文献[6-7]的研究思路,本文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X*
nk与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超效率SBM 模

型当中测算NSFC-河南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最终测算的结果,就是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之后的效率

值,即模型调整后的基金使用效率结果.

3 变量选取

河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对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可能会受到环境影响.因此,本文将获资助的43个机

构按照其所处地域进行分组,共分为13组,分别为:安阳市、焦作市、开封市、洛阳市、南阳市、濮阳市、商丘

市、新乡市、信阳市、许昌市、驻马店市、周口市和郑州市.本文所使用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于表2和政府相关

部门的汇总数据,创新环境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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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

为了具体分析河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对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本文将联合基金资助经

费额度(K)作为资本投入变量,由于获资助项目立项数量与获资助人数相同,因此,将获资助人数(L)作为

劳动力投入变量.
在产出变量的选取方面,根据表2可知,各依托单位取得成果主要包括国际会议参会数量、论文发表数

量、专著专利数量和人才培养数量,由于国际会议参会数量、人才培养数量除与联合基金相关以外,还与机构

师资力量、硬件设施等条件相关.因此,本文主要选取论文发表数量、专著专利数量作为产出变量.由于国内

中文核心论文和SCI论文更能体现高层次的学术水平,所以本文用国内中文核心论文数量(O1)、SCI论文

数量(O2)、专著数量(O3)和专利数量(O4)作为产出变量来分析河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对联合基金的使

用效率.
根据DEA模型的特点,只需要保证产出与投入之间存在确定关系,并且保证所有的决策单元(DMU)投

入同期、产出同期,模型即为有效.因此,本文主要考察了2012-2014年间第一期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的

资助状况,对应的是2016-2018年间NSFC-河南联合基金获资助单位的科研产出情况.文献[8]指出,传统

的同期DEA方法不能解决科研机构的科研投入、产出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以及影响非单一性的问题.这是因

为高校及科研机构与其他生产系统不同,其产出成果不仅需要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同样也需要研究者花费

大量的时间.文献[9]在测算高校科研效率时,运用阿尔蒙多项式对高校相关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处理,以此来

消除高校科研系统投入产出的滞后性问题.本文在测算河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对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时

并不需要对投入产出进行滞后性处理,这是因为本文所使用的投入产出数据并非是以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

为对象所收集的数据,而是以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中研究者所申请的项目为对象所收集的数据.由于与项目

相关投入产出一一对应,可以保证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因此不需要对投入产出进行滞后性

处理.
根据DEA模型隐含假设,投入变量和松弛变量之间必须保持“同向性”,为此,通过进行Pearson相关性

检验方法对上述投入产出变量进行检验.表3为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投入变量联合基金资助经费额度

(K)、获资助人数(L)与产出变量国内中文核心论文数量(O1)、SCI论文数量(O2)、专著数量(O3)和专利数

量(O4)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且结果的p 值均为0,原假设成立.
表3 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Tab.3 Pearsoncorrelationcoefficientsofinputvariablesandoutputvariables

变量 国内核心论文数量(O1) SCI论文数量(O2) 专著数量(O3) 专利数量(O4)

获资助人数(L) 0.992***(0.000) 0.933***(0.000) 0.975***(0.000) 0.937***(0.000)

资助经费额度(K) 0.992***(0.000) 0.933***(0.000) 0.976***(0.000) 0.938***(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及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为检验的p 值.

3.2 创新环境变量

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基金使用效率不仅来源于其本身所具备的创新能力,同时也依赖于其所处的创新环

境.由于43所河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处于不同的城市,所面临的环境也各不相同,因此需要提取相应的环

境变量进行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X1.在城市的教育经费中,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的占比较大,其对于教育活动的开展

和运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经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的教学质量水平.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主要

来源于税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税收也会有所增加,可以用各个城市的生产总值占所有城市生产总

值的比重来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
(2)第三产业发展水平X2.第三产业对于科研创新的需求要明显超过第一、第二产业,而庞大的市场需

求也会刺激高校及科研院所提高其科研创新能力.用各个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所有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

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各个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3)城市所包含机构数量X3.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城市所包含的高校及科研院所数量不同,焦

作、濮阳、商丘、信阳、许昌、驻马店和周口仅包含一所高校或科研院所,而郑州仅一个城市就包含了21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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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及科研院所.同一城市的不同机构之间可能更容易进行交流,这将有利于彼此科研水平的提高.应将各个

城市所包含机构数量设置为环境变量进行分析.

4 测算结果与分析

通过运行本文构建的非径向的、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所资助的

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分析,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并把原始产出变量代入SE-SBM 模型

进行基金使用效率测算,得到河南省各地市高校及科研院所的NSFC-河南联合基金的实际使用效率.
4.1 模型测算过程

通过本文构建的基础模型,第一阶段要计算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基金使用效率CRSTE 和松弛变量

Snk.将创新环境变量的经济发展水平X1,第三产业发展水平X2 和城市所包含机构数量X3,在第二阶段进

行随机前沿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关于资本投入松弛变量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的LR 值在0.01和0.05的置信区间上

大于临界值,这表明环境变量能够对第一阶段所测结果产生影响,需要通过SFA回归分析对松弛变量进行

调整.两个变量的γ 值都在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并且均接近1,表明管理无效率对复合误差项的影响要远

超过随机干扰项对复合误差项的影响.此外,经济发展水平X1,第三产业发展水平X2,城市所包含机构数量

X3 与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T 检验,这表明上述3个环境变量能够对资本

投入松弛变量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应该采用SFA方法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以消除管理因

素和随机误差对投入变量的影响.
表4 SFA模型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outcomesofSFA

变量 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 资本投入松弛变量

常数项 1.1294034***(10.691987) 4.1572264(1.3417478)

经济发展水平X1 -76.942014***(-71.423911) -1606.5333***(-147.40872)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X2 54.222074***(49.055423) 1294.2813***(149.17312)

地区所包含机构数量X3 0.18607701***(25.817289) -0.56337629***(-4.6649528)

σ2 2.17435*(1.768088) 3249.4988***(5545.2395)

γ 0.99999***(5001174) 0.99999***(170576)

loglikelihood -14.617699 -60.808159

LRtestoftheOne-sideerror 12.365707*** 8.3290753**

  注:*,**,***分别表示在10%、5%及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为相应估计的T 统计量.

  从SFA模型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X1,X2 和X3 均能对其创新效率产生影响.其中,X1 对于资本投入

松弛变量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城市经济发展越好,其所能提供给机构的条件就

越好,这将降低各大机构对于联合基金的依赖程度,有利于提高基金使用效率;X2 对于资本投入松弛变量

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越高,其对于科研成果的需求程度

也越高,这将刺激机构申请联合基金,然而,盲目地扩大申请基金的规模,很可能造成对生产要素的粗放使

用,导致松弛变量增加,不利于基金使用效率的改善;X3 对于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对于资本

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说明城市包含较多机构时,机构之间更容易进行交流,这将促进更多学者申请

联合基金,而且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于经费的需求,节省开支.值得注意的是,X3 对于资本投入松弛变量

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要远远小于X1 和X2 对于资本投入松弛变量和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的

回归系数,这说明X3 对于创新效率的影响要远远小于X1 和X2 所产生的影响.
在第三阶段中,利用第二阶段的SFA模型回归结果对原始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得到第三阶段所需调整

后的劳动力投入变量和资本投入变量.之后,将该结果与原始产出变量代入SE-SBM模型进行基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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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得到第三阶段各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基金使用效率.
4.2 测算结果分析

表5展示了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测算结果,可以看出了剔除环境与随机因素对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基金

使用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调整后的整体效率值有所提高.
表5 剔除环境与随机因素前后基金使用效率

Tab.5 Fundutilizationefficienciesbeforeandafterexcludingenvironmentandrandomfactors

NSFC-河南联合基金使用效率

地区 安阳市 焦作市 开封市 洛阳市 南阳市 濮阳市 商丘市 新乡市 信阳市 许昌市 驻马店市 周口市 郑州市 平均

第一阶段 0.50285 0.40039 0.51851 1.01991 1.30582 0 0.15964 0.6172 1.01359 0.43835 1.15615 1.055390.40726 0.66116

第三阶段 0.48745 1.02565 0.62234 1.15434 1.39432 0 0.14417 0.6953 1.01368 0.25147 1.14019 0.498120.50646 0.68719

  可以看出,处在安阳市、商丘市、驻马店市和信阳市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基金使用效率在调整前后变化

幅度不大,这说明创新环境变量对处在这4所城市的机构所具有的基金使用效率影响不大;而处在焦作市、
洛阳市、郑州市、开封市和南阳市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基金使用效率在调整后有大幅提高,这说明处在这

5所城市的机构所具有的基金使用效率被低估了,尤其是焦作市,其测算结果从0.40提高至1.03,说明第一

阶段该决策单元表现不佳是因为其所处的创新环境条件导致的,调整之后基金使用效率大幅提高;处在许昌

市和周口市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基金使用效率在调整后有明显下滑,下滑幅度接近1/2,说明这两个决策单

元在第一阶段的基金使用效率之所以表现良好,主要也是因为其所处的创新环境条件导致的.此外,由于处

在濮阳市的濮阳职业技术学院虽然获得了立项,但是其并未有国内核心论文、SCI论文、专著和专利等成果

产出,因此其调整前后的基金使用效率均为0.
通过分析第三阶段结果可以看出,焦作市、洛阳市、南阳市、信阳市和驻马店市均达到了效率前沿面,处

在这五所城市的机构对于基金的使用效率达到了前沿面,能够有效利用联合基金进行科研活动;处于安阳

市、商丘市、开封市、新乡市、许昌市、濮阳市、周口市和郑州市的基金资助单位,对于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

使用效率均未达到前沿面,需要进行调整.
4.3 典型地区基金效率分析

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市,是河南省高精尖人才的聚集地.然而,郑州市的基金使用效率表现并不好,
该市效率值在河南省范围内排名第八.为了进一步分析郑州市基金使用效率较低的原因,本文对郑州市的典

型地区进行分析,运用郑州市的21家获得联合基金资助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数据,测算各个机构的基金使

用效率值.所使用模型仍为非径向、规模报酬不变的SE-SBM模型,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郑州市儿童医院和河南中医学院的基金效率均超过了1,中

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基金使用效率最高,达到了1.72.除了这3所机构以外,其余18所机构的效率值均不超过

0.3,其中,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郑州师范学院等8所机构的基金使用效率值不超过0.1,河南省科学院高新

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科研三所的基金使用效率值之所以为零,是因为它们的所

有产出均为零.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郑州市21所高校及科研院所中,虽然有3所机构的基金使用效率

值超过1,但是仍有18所机构的基金使用效率不超过0.3.由于郑州市大多数机构的基金使用效率值偏低,拉
低了郑州市整体的基金使用效率值,导致依据机构所属地区进行分组,测算各地区基金使用效率时,郑州市

的表现并不好.通过对该结果的研究,不难发现在联合基金的使用中,一些典型地区可能会出现高产出与低

效率并存的问题,获资助的项目相对集中,并未取得预期的规模效应,需要在今后的基金管理和政策导向中

予以适度纠正.

5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 模型,分析了2012-2014年间获得NSFC-河南联合基金资助的河南省各

地区的研究机构,对于河南人才培养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的差异,得到以下结论.
(1)三阶段超效率SBM 模型相较于超效率SBM 模型来说,对于结果的分析更加准确.43所河南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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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和科研院所处于的城市不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于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2)各地区的创新环境

对于基金使用效率有显著影响,通过SFA模型回归结果发现,机构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于联

合基金的依赖性越小,将会降低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机构所在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其面临的科

研需求也就越高,这将会刺激机构提高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城市所包含机构数量虽然会对联合基金的使用

效率产生影响,但是相较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来说效果并不明显.(3)处于焦作市、洛阳

市、南阳市、信阳市和驻马店市等相关机构的基金使用效率达到效率前沿面,为强有效状态;处于安阳市、开
封市、濮阳市、商丘市、新乡市、许昌市、周口市和郑州市等相关机构的基金使用效率为非有效状态,需要调整

投入使其基金使用效率达到前沿面.(4)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市,其基金使用效率偏低是因为该城市所

包含的21所机构中,虽然有3所机构表现良好,效率值超过1,但是仍有18所机构的基金使用效率值低于

0.3,获资助项目的单位较多,但实质合作较少,未形成规模效应,这反而导致郑州市整体基金使用效率偏低.
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提出如下几个政策建议:第一,NSFC-河南联合基金对于推动河南省科研产出起

到了直接的积极作用,应该予以持续资助与加强;第二,国内外收录论文仍然是联合基金科研产出的主要形

式,需要进一步科学完善联合基金的考核指标,重点资助对于现实经济发展有直接经济价值贡献的领域;第
三,联合基金的使用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要优化绩效管理办法,促进地区内的科研机构形成实质合

作,形成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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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fluenceofregionalinnovationenvironmentonthe
efficiencyofNSFC-Henanjointfund

———Basedonthethree-stagesuperefficiencySBM model

ZhouGuanglianga,ZhangYanbingb,LiChhengyub

(a.SocialScienceManagementOffice;b.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

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InordertoobservetheefficiencyofthefirstphaseofthejointfundforTalentCultivationinHenanprovince,
andtofurtherobservethepracticalproblemsofdifferentinnovationenvironmentsindifferentregionsofHenanProvinceonthe
efficiencydifferencesofthecommunalfund.Anon-radial,three-stagesuper-efficiencySBMmodelwithconstantreturntoscale
wasconstructed,andtheinputvariableswereadjustedbyusingthestochasticfrontiermethodtomeasurethedualfundutiliza-
tionefficiencyof43institutionsinHenanprovince.Thestudyshowedthatthethree-stagesuperefficiencySBM modeleffec-
tivelyimprovedtheaccuracyofthemeasurementresults.Theinnovationenvironmentofeachregionhasasignificantinfluence
ontheefficiencyoffunduse.Regionswithhighprojectconcentrationhavenotachievedtheexpectedscaleeffect,instead,the
additionalproblemofhighyieldandlowefficiencyhasemerged.Itissuggestedthatappropriatecorrectionsshouldbemadein
themanagementandpolicyorientationofthecommunityfund.

Keywords:jointfund;DEA;SFA;SBM;innovation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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