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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借鉴了国内外前沿科技创新评价指标技术，结合杨浦当地双

创特色、特点，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能够描述杨浦区域创新创业

生态、国内外影响、横纵向可比的指标体系，从双创要素、双

创环境、双创成果和双创影响力等四个方面，细分 11 项二级指

标和 30 项三级指标。”

为了数据的合理和有效，杨浦积极探索政务数据共享，既

采用政府部门的数据，破除了各委办局之间的数据壁垒，又联

合数喆数据公司，大规模采用线上线下调研——2019 年，课题

组从杨浦区域内 10000 余家创新创业企业中随机抽样 1000 家样

本企业，同时还召开企业座谈会，邀请企业负责人针对杨浦区

营商环境进行评价。

针对“企业活跃度”和“双创报道量”这两个三级指标，

课题组创新探索了“网络抓取”的办法，对相关关键词在微博、

搜索引擎、招聘网站等搜索后进行去重汇总。用大数据的方法

来提高分析结果的精准度，更全面反映杨浦区企业的活跃度和

区域双创的影响力。“比如说，为了合成双创报道量，我们会

在百度网页、百度新闻、新浪微博等网站抓取与杨浦创新创业

相关的报道，去统计杨浦区双创相关的报道量。它能够反映杨

浦区创新创业活动的社会影响力。”数喆的研究专家告诉记者，

“对于互联网 + 型企业，我们还参考了国内第三大云服务商优

刻得的服务数据——就像传统工业企业的用电用水量可以拿来

衡量它的生产规模一样，互联网企业对云服务的需求也同样能

衡量它的规模和效益。”

针对双创型企业，数据的侧重点需要度身定造，这是课题

组在一开始就确立的标准。“新技术新业态如雨后春笋，如何

去量化，以尽可能多的维度去统计，这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

题。”连续三年参与指数编制的课题组成员张灿亭表示，“要

客观评价，必须先掌握好各方面数据的权重。有些数据公认性

不那么高，那就需要降低权重，都要具体分析。我们先通过专

家赋权的形式将指标体系确定下来，从而保证数据的客观合理，

不会轻易出现‘被代表’‘被平均’的问题。”

不仅如此，杨浦双创指数还首次运用企业主体评价衡量创

新创业环境的改善度。“我们希望双创工作的实际参与者、研

究者、受益者，三方面的受体都能加入到统计中去，从而让最

后呈现出的报告尽可能符合社会总体预期。”课题组将企业对

营商环境的评价分为政府办事效率、法治环境、市场准入便利

度和服务型政府四个方面，结果显示，企业对杨浦的满意度较高，

“这是主观感受度对数据完整性的补充。”

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份科学严谨的数据，也是一份直观感

性的数据。伴随着数据的还有具体案例，让人一眼就能读懂数

据背后的双创企业发展故事。

用双创指数报告为“创新杨浦”献计献策

从 2017 到 2019，连续三年的双创指数报告能告诉我们哪

些杨浦双创示范基地发展的趋势？

数 据 显 示： 以 2013 年 为 基 期（ 基 准 值 为 100）， 合 成

2013-2018 各年度的杨浦创新创业指数——从 2013 年的 100.0

到 2018 年的 229.2，杨浦区双创综合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18.0%。

2018 年相对 2017 年增长率达到 19.3%，高于年均增长率 1.3 个

百分点，实现了全面建成高水平双创示范基地的阶段目标，在

全国 120 个示范基地中名列前茅。

指数的三级指标体系计算结果也表明：杨浦创新创业的“密

度”“频度”“厚度”“浓度”不断提升——双创活力持续迸发，

创业环境更受认可，创新集群逐步显现——根据大数据分析对

比，五角场地区已成为上海科技信息类企业注册和经营密度最

高的地区之一，一批“双创小巨人” 涌现，独角兽企业也日趋

增多。杨浦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不断提升，人才结构持续优化，

高层次人才增长更为迅速。与此同时，杨浦区创新创业企业获

得的金融资本支持与社会创新投入不断增加。

“指数报告是我们衡量杨浦区双创工作推进情况的一把

尺子。”张天炜表示，“它能把脉杨浦，客观反映出双创工

作中的一些短板和问题，为区委、区政府和双创参与者提供

决策参考。每年我们都会根据指数报告列出清单，分解任务，

积极落实。比如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居多但缺少产业引领的

龙头企业，就迅速建立起‘双创小巨人’培育体系。近几年，

杨浦区正是通过数据的对比来进行科学判断，从而精准施策，

全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响‘创新杨浦’

品牌。”

去年，杨浦区还与市统计局共同支持举办了国内首次“创

新创业指数研究国际交流会”。全球创新指数（GII）创立者、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 Soumitra Dutta 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双创景

气指数、上海科创中心指数、鲸准指数等研究团队共同开展了

专业研讨和实践交流，为双创指数进一步对接国际标准、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提供了参考。今年，课题组借助“长三角双

创示范基地联盟”平台，探索将杨浦区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业

指数进一步复制推广到长三角双创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