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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應用 Fried at el. (1999) 所提出的四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研究對象為中國 53

個大陸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研究期間由 2004 年至 2006 年，主要探討中國大陸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的經營效率。主要的投入變數為各高新區的企業家數、員工人數、大專員

工比例、R&D 經費支出、科技活動人員比例等，而產出變數為各高新區之技術收入、

產品銷售收入、商品銷售收入等，相關變數皆以 2004 年的 GDP 為基期做平減，轉換成

實質變數。經過第一階段的分析後，再由所選入環境變數，地理位置環境變數(華東地

區、華中地區及華南地區，並以華中地區作為對照群組)，高新區座落之省市鐵路密集

度、公路密集度、固定資產投資、工業總產值、地方財政科技撥款以及教育程度來探討

哪些會影響投入差額變數。經過本階段調整後的投入項，再重新計算一次經營效率，此

時的效率值是排除相異客觀環境，能更準確反應使用狀況。主要的研究結果：第一階段

分析時，包涵了北京、上海、南京等十一個高新區，皆擁有最佳的技術效率。經過 Tobit

迴歸後所得到的結果，發現鐵路密集度、固定資產投資、地方財政科技撥款對於高新區

的經營效率有負向的影響。而座落於華東地區、工業總產值及高教育水準比例對於高新

區之經營效率則有正向的影響。而經過環境因素調整後，擁有最佳的技術效率的高新區

大幅減少為北京、上海、杭州共三個，擁有最佳效率的高新區數量銳減，且整體的效率

值是降低的。 

 

 

關鍵詞：四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高新技術開發區、Tobit 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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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pplies Fried at el. (1999) who brings up four-stag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Research objects are fifty-three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in mainland 
China the sample period is from 2004 to 2006. This study uses five input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firms, number of employees, the percentage of employees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to total employees, R&D expenditure and the percentage of S&T personnel to total 
employees. And three output variables are technical income, products income and sales 
income.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are clustered into three locations and six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re introduc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All nominal variabl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real variables at the 2004 price level by GDP deflators. Th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re used in Tobit regressions to explain input slacks obtained in the first-stage DEA, 
including the location, railroad intensity, road intensity, fixed-asset investment,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financial inves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vironment-adjusted 
efficiency is computed in the fourth-stage by using the adjusted input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Eleven industrial zones continuously operate efficiently during 2004-2006. 
(2) Railroad density, fixed-asset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s on some input slacks. (3) Industrial zones 
located in east China, industrial output values, and the colle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rate 
significantly reduce some input slacks. (4) After adjusting inputs to exclude influences of 
environment variables, only three industrial zones have the best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the 
average technical efficiency decreases.. 
 
 
 
Keywords: Four-stage DEA,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Tobit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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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論 

中國大陸在積極推動經濟改革之際，在科技發展方面有所謂的六大計劃，分別

為「六五、七五、八五攻關計劃」、「863 計劃」、「星火計劃」、「火炬計劃」、「基礎研

究計劃」及「國家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等。 

其中「火炬計劃」除了要將中國大陸本身的科技研究成果， 轉換成符合市場需

求之商品，以達到商品化、產業化及國際化目標，中國大陸在各地開發了許多高新技

術產業開發區，類似台灣的科學工業園區，並提供了各項優惠措施，以鼓勵本地及外

商投入。 1988 年「北京試驗區」為一開端，1991 年批准了二十五個國家級高新技術

產業開發區，1992 年又批准了二十五個。開發區內之企業資金，原則上由企業自行

籌措，而中國大陸官方則給予相當優惠的措施，如各項稅賦的減免及設備、廠房等的

加速折舊，對企業的初期經營極為有利。中國大陸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得到高速度的

發展，在二十世紀末，被中國共產黨前主席江澤民譽為"二十世紀的一個偉大創舉"。 

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合計有 53 個，若加上省、市等地方，則產業開發區

應超過 120 個以上。高新區已成為中國大陸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及帶動地方經濟高速增

長的重要基地，在中國大陸全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情況下，高新區主要經濟指標增

長速度均高於全中國大陸，都保持了年均 20%以上的增長速度。 

2001 年 9 月中國大陸高新區武漢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科技部提出了國家

級高新區要進行“二次創業”的提案。2005 年 8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總理溫家寶在第

四次中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會議上指為國家高新區的“二次創業”明確了“四位一

體”的定位，國家級高新區成為促進科技進步和增強創新能力的重要龍頭，成為帶動

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強大引擎，成為高新技術企業走出去參與國

際競爭的服務平台，成為搶佔世界高新技術產業制高點的前沿陣地。 

2006 年，中國大陸高新區工業增加值達 8520.5 億元人民幣，佔全中國工業增加

值的 9.4%；生產總值已達到 12048.7 億元人民幣，佔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 5.8%。

已有幾十個高新區企業創造的工業增加值佔其所在的城市的 30%以上。高新區已經成

為中國大陸創新活動的重要平台。2006 年中國國家級高新區企業的研究與發展經費

支出為 1054 億元，佔全中國研究與發展經費支出的 35.8%，佔到國家級高新區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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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入的 2.4%，佔到產品銷售收入的 2.9%；高新區新產品銷售收入為 8119.8 億元，

佔產品銷售收入的 22.5%；僅專利授權數就達到了 17618 件，其中發明專利有 6145

件。 

中國大陸各開發區，因擁有勞力以及土地成本的優勢，加上當地政府為了吸引投

資，無不祭出各種優惠政策，對台灣的投資造成強大的磁吸效應。由台灣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的資料顯示，自 1991 年到 2007 年為止，台灣對中國大陸投資件數共核准

36,538 件，佔國外總投資的 76.84 %；台灣對中國大陸投資金額高達了 64,869,066,000 

元美金，佔國外總投資的 56.49 %，由此可以知道台灣經濟對中國大陸的依賴程度。 

有鑒於中國大陸高新區的持續快速發展，以及兩岸經濟交流的日漸頻繁，競爭合

作的機會上升，因此有必要對於中國大陸高新區的管理做一個宏觀的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以中國大陸 53 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各項經濟投入以及產出為

依據，利用四階段 DEA 法評估高新區 2004 到 2006 年間的經營效率。並分析環境因

素對於中國大陸高新區的效率之影響，並從評估結果來分析高新區的問題所在，提出

對於高新區以及中國大陸高新產業發展問題的改善方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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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 

高新技術園區從 1951 的「矽谷」開始，世界各國紛紛效法成立高新技術園區，

也帶動了全球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相關探討園區發展的文獻也甚多。自 80 年代開

始，高新技術的以成為經濟發展重要的一部分，各國的學者也紛紛以各國高新園區為

個案，探討高新園區所帶來的衝擊。 

Keeble (1989) 以英國劍橋為對象，以區位商術法探討英國高新園區對於英國劍

橋地區的影響，發現高新園區可以為當地地區帶來了就業率上升、研發技術提高等好

處。 

Shin (2001) 以南韓的 Daeduck 高新園區為對象，利用個案研究方法來分析

Daeduck 高新園區計劃的優缺。  

Park (2002) 以瑞典的 Idoen 高新園區為對象，以個案研究方法來分析該高新園

區的產業結構以及所面臨研發經驗不足等問題，並提出解決之辦法。 

並有許多研究探討著影響高新園區的因素，如夏海均 (2001) 的研究指出，高新

區評價的一級指標有：創新能力、經濟實力、社會貢獻、區位條件以及國際化等五項，

二級指標有制度建設(政策、法規、管理、體制、風險資本等)、R&D 經費佔總收入比

例、從事 R&D 人員佔年末從業人員比例…等 23 項。 

Puri and Suchon (1997) 研究則指出高度教育與研究對於高科技產業的競爭力有

顯著影響。 

Siegela (2003) 研究座落於大專的科學園區與非坐落於大專的科技園區其從商品

數量、專利權、研發支出、工程師人數上，比較出坐落於大專的科學園區有較高的研

究產出績效。  

Koh (2005) 指出科學園區的成長來自於其不同成長機製，有來自於研究能力，

在國家與國際扮演的腳色，和自我更新的能力，這些支持著研究支出對於成長的影響

力。 

Hu et al. (forthcoming) 使用 DEA 分析法分析台灣 2000 到 2004 年間的高科技園

區，指出當園區內 生產的廠商越多，且從事生產的比率越高，會提昇該園區的效率。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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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園區效率越高，則該園區所座落的地區的失業率也會跟著上升。 

而許多學者也使用了四階段 DEA 分析法，來取代未考慮到環境變數造成影響的

一階段或二階段 DEA 分析法，如 Drake et al. (2006) 利用了四階段 DEA 分析法，來

分析 1995 年到 2001 年間香港金融市場銀行的效率，並發現規模不同會影響到技術效

率。 

盧永祥、傅祖壇(2007)使用三階段 DEA 分析法，來分析台灣高等技職學院的效

率，但在第二階段發現統計噪音變數並不顯著，故使用四階段 DEA 分析法來分析，

並發現國立效率高於私立、科技大專效率比專科學校高、醫護導向學校較其他導向學

校效率來的高。 

關於中國大陸高新區，也有許多的研究探討，例如：周偉林 (2002) 以經濟實力、

人力資源、空間規劃、發展效益以及技術創新能力五個方面，分析 1996 到 1999 年間

的高新區發展狀況，發現北京以及上海高新區有較明顯的優勢。 

黃魯成 (2003) 認為中國大陸高新區的發展，存在著產業結構相似性太高、各高

新區的產業群聚不夠明顯等問題，建議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群，以發揮經濟規模的外部

效應。 

張忠德 (2005) 探討中國高大陸新區初創期策略，以及在現階的段策略選擇的基

礎上，對於中國大陸國家級高新區二次創業的策略選擇提出分析與建議。 

韓伯棠 (2005) 對中國大陸高新區「二次創業」發展進行分析，並且提出「政區

合一」的概念，指高新區和地方政府合二為一，統一財政統一管理，以及區域創新與

產業集聚等發展戰略，並提出相應的發展政策建議，。 

謝強、高量 (2005) 結合科技發展觀點提出構建區域創新網絡以對於高新區持續

發展的影響，並設計了高新區區域創新網絡模型，對於創新網絡、創新動力及互動關

係進行深入研究。 

胡均立等 (2005) 依據產出的異質性，將中國大陸高新區分成研發創新型、生產

基地型以及商品銷售型三類來探討，以一階段 DEA 法進行分析 2000 年中國大陸國家

級高新區之績效，並依據分析結果對各高新區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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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建寧 (2007) 用因數分析法對中國 53 個國家級高新區的發展水準進行了排序

和分類，進一部了解高新區的發展現狀，並建議和提供規劃開發高新區的發展提供理

論依據。 

張國強、馮濤 (2007) 通過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 28 個行業的資料分析，探討了

在不同行業的條件之下，市場結構、R＆D 投資與經濟績效的關係，認為壟斷性企業

有雄厚科技研發與開發資本，有利於進行 R&D 投資。反過來，更多的 R&D 投資可

以增強企業的市場勢力，獲取更多的利潤。 

許陳生 (2007) 以一階段 DEA 法進行分析 2003 年中國大陸國家級高新區之績

效，並發現東部地區之高新區效率明顯優於中西部之高新區。 

有別於過去研究多使用個案分析或一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DEA)，本研究使用四

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 (4-stage DEA) 來研究中國大陸 2004 至 2006 年的 53 個國家級

高新技術開發區。本文變數選取三個產出項以及五個投入項，產出變數的選取分別

為：高新區技術收入、高新區產品銷售收入、高新區商品銷售收入，分別代表高新區

不同收入來源的獲利能力。投入項則為：高新區企業家數、年末從業人數、大專學歷

以上從業人員人數佔年末從業人數比例、高新區 R&D 經費支出以及科技活動人員從

業人員數佔年末從業人數比例，延續了胡均立等 (2005) 所選取之高新區企業家數、

年末從業人數等兩投入變數，並更加入了代表員工教育程度的大專學歷以上員工比

例，以及代表了研發能力的 R&D 經費支出、科技活動人員比例等投入變數。 

依照各高新區所座落的地理位置不同，分為華東地區、華中地區以及華南地區共

三大地理地區，作為地理位置環境變數，並選取了各高新區所座落省市之重要經濟指

標作為環境變數，以 Tobit 迴歸分析環境變數對於投入差額變數的影響。 

本文使用四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 (4-stage DEA)，彌補了個案分析法較缺乏經

濟、檢定統計或財務方法之不足，並補足了一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DEA)中，未考慮

環境變數造成的影響。並且加入高新區發展極為重視的教育程度以及科技研發程度等

變數進行探討，並在去除環境變數對於去除環境變數對於經營效率的影響，能更加清

楚的探討中國大陸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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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Fried et al. (1999) 提出的四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第一階段使用固

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CRS) 下的投入導向 (input-oriented) DEA 模型

求算出各高新區的技術效率值，以及各投入項的差額變數，而 DEA 分析法的介紹如

下： 

DEA分析法是一種採確定性無母數邊界法，此類方法是採用相對比較之觀念，接

受評估之區隊互相比較，在比較的過程中，是採數學規劃方式,此法係由Charnes et al. 

(1978) 年所提出，其觀念源於Farrell (1957) 年所提出的觀念。Farrell 將總效率(overall 

efficiency) 分成兩種，一種是技術效率 (technical efficiency)，另一種是配置效率 

(allocative efficiency)、亦稱為價格效率 (price efficiency)。他以「非預設生產函數」

代替慣用的「預設函數」來推估效率值，其主要有下列三個基本假設：一、生產前緣 

(production frontier) 是由最有效率的單位所構成，相對無效率的單位即位於此前緣之

下。二、使用強勢衡量 (strong measure) 的固定規模報酬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即未考慮變動規模。。 

該觀念由Charnes et al. (1978) 加以擴充，對非追求利潤單位進行評估，將受評估

者各項產出與投入因數分別加以線性組合，以二線性組合之比值代表接受評估者之效

率，即在各接受評估單位最有利情況下作最佳選擇，各單位之效率值須介於0與1之

間，而最具效率的決策單元（DMU）其效率值為1，也就是說，DEA模式希望在所有

DMU的效率值皆小於或等於1的情況下，賦予某一DMU最有利之要素加權值，儘量

提昇該DMU之效率值，因此DEA模型可表示為一個分數線性規劃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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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Y 是一個 M×K 的產出矩陣， X 是一個 N×K 的投入矩陣； ky 表第 k 個 DMU

的產出向量， ｋx 表第 k 個 DMU 的投入向量。其中λ為一介於 0 到 1 的純量，代表第

k 家廠商的整體經營效率值，而 Z 為 1K × 的常數向量。(1)式所代表的涵意為實際產

出不得大於目標產出，實際投入不得小於目標投入。 

第二階段是利用 Tobit 迴歸分析，來分析環境因素對於各個高新區的投入差額變

數 (input slack)的影響。由於資料包絡分析法所估計的投入差額變數，其值恆正數，

這與 OLS 迴歸中之應變數為可位於正負無窮大之間的連續變數不同。故若以 OLS 迴

歸式來估計參數，將可能產生嚴重的估計偏誤。若差額變數介於 0 到正無窮大之間的

連續變數時，則應以 Tobit 迴歸模型來進行參數估計。若參數估計值為正，則代表該

解釋變數值的增加會提高投入差額變數；若為負，則代表該解釋變數值的增加會減少

投入差額變數。迴歸式子設為： 

( ) niKkQfS ikiikik ,....1,....1, ==+= 　　　　εβ               (2) 

其中 ikS 為第一階段 k 高新區的第 i 項投入的差額變數， ikQ 表示環境變數向量， iβ 表

示迴歸係數向量， ikε 表示迴歸干擾項。 

第三階段是利用前述第二階段所求得預測的投入差額變數 ikS ，調整投入項資

料，使得所有高新區面對同樣的環境變數，調整式如下： 

niKkSSMaxxx ikik
k

ik
dj

ik ,...1,...1
^^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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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3) 

其中 ikS
^

為 k 高新區的第 i 項投入的預測差額變數， ⎟
⎠
⎞

⎜
⎝
⎛

ik
k SMax

^
則代表了處於最不利環

境中的狀況， ⎥⎦

⎤
⎢⎣

⎡ −⎟
⎠
⎞

⎜
⎝
⎛

ikik
k SSMax

^^
則表示 k 高新區於最不利環境中所需追加的投入量，

dj
ikx a 則為修正後的投入值。 

第四階段則是使用修正後的投入值，以第一階段的 DEA 模型重新分析評估各園

區的效率值，去除掉了環境因素所造成的影響，能夠更清晰的探討管理層面的效率。 

以往的 DEA 效率分析方法文獻中，主要有幾種方法：(1)邊界分離法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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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ion approach)，使用單一範疇變數進行效率分析，因此無法評估兩個以上的範

疇變數。(2) 一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直接將投入產出變數以及環境變數放入模型中

討論。(3)二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將第一階段以模型求出的效率值，再以迴歸探討

環境變數對於第一階段效率值的影響性，但是並沒有考慮到對於差額變數的影響。(4) 

四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以第一階段的模型求出效率值以及差額變數，再以 Tobit 迴

歸分析環境變數對於投入差額變數的影響，再將修正後的投入像重新導入模型去計算

去除掉環境變數影響的效率值。 

前述方法除了四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不是未將環境變數造成的影響納入分

係，便是雖以兩階段分析，卻未能剔除環境變數所造成的影響。而二階段資料包絡分

析法，如果第一階段的結果與第二階段的環境變數有高度相關，則第二階段的母數估

計會有偏誤的現象產生，且二階段並未考慮環境變數對於差額變數的影響，亦會產生

母數估計的偏誤。因此本文選用四階段資料包絡分析法，能夠同時討論多個範疇變

數，且加入分析環境變數的影響，並於最後加以修正，可以進一步彌補以上研究方法

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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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變數選取 

4.1 資料來源與樣本選取 

本研究使用了中國大陸 53 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2004 到 2006 一共三

年的資料。資料來源取自中國人民共和國科技部(2004~2006)所編，《中國火炬計劃年

度報告》。研究對象分別為：北京、天津、石家莊、保定、太原、包頭、沈陽、大連、

鞍山、長春、吉林、哈爾濱、大慶、上海、南京、常州、無錫、蘇州、杭州、合肥、

福州、廈門、南昌、濟南、青島、淄博、濰坊、威海、鄭州、洛陽、武漢、襄樊、長

沙、株州、廣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佛山、南寧、桂林、海南、成都、重慶、

綿陽、貴陽、昆明、西安、寶雞、楊凌、蘭州以及烏魯木齊一共 53 個中國大陸國家

級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區作為樣本資料。 

 

表 1 投入與產出變數定義 
定義 單位 說明 資料來源 

產出變數    
技術收入 億元人民幣 高新區年度技術及專利收入 火炬計劃年度報告(2004~2006) 
產品銷售收入 億元人民幣 高新區生產產品之收入 火炬計劃年度報告(2004~2006) 
商品銷售收入 億元人民幣 高新區貿易商品之收入 火炬計劃年度報告(2004~2006) 
投入變數    
企業家數 間 高新區內企業家數 火炬計劃年度報告(2004~2006) 
業末從業人數 人 高新區內年末從業人員人數 火炬計劃年度報告(2004~2006) 
大專學歷員工比例 % 大專學歷以上員工佔總員工比例火炬計劃年度報告(2004~2006) 
R&D 支出 億元人民幣 R&D 支出經費 火炬計劃年度報告(2004~2006) 
科技活動人員比例 % 科技活動人員佔總員工比例 火炬計劃年度報告(2004~2006) 
註：貨幣單位均以 2004 年為基期 

 

4.2 投入與產出變數選取 

變數選取三個產出項以及五個投入項如表 1，產出變數的選取為：高新區技術收

入、高新區產品銷售收入、高新區商品銷售收入，分別代表高新區不同的獲利能力。

投入項則為：高新區企業家數、年末從業人數、大專學歷以上從業人員人數佔年末從

業人數比例、高新區 R&D 支出金額以及科技活動人員從業人員數佔年末從業人數比

例，延續了胡均立等 (2005) 所選取之高新區企業家數、年末從業人數等兩投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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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並更加入了代表員工教育程度的大專學歷以上員工比例，以及代表了研發能力的

R&D 經費支出、科技活動人員比例等投入變數。企業家數、年末從業人數分別代表

了生產函數之中的資產以及員工投入的部份，而新加入之變數更代表了科技業所需的

科技投入。所有名目變數皆以 2004 年的 GDP 為基期平減，轉換成實質變數。 

 

表 2  地理環境變數一覽 
地理區 高新區數量 省市 國家級高新區 

華東地區 29 

北京 北京 
天津 天津 
河北 石家莊、保定 
遼寧 瀋陽、大連、鞍山 
上海 上海 
江蘇 南京、常州、無錫、蘇州 
浙江 杭州 
福建 福州、廈門 
山東 濟南、青島、淄博、濰坊、威海 
廣東 廣州、深圳、珠海、惠州、中山、佛山 
廣西 南寧、桂林 
海南 海南 

華中地區 14 

山西 太原 
內蒙 包頭 
吉林 長春、吉林 
黑龍江 哈爾濱、大慶 
安徽 合肥 
江西 南昌 
河南 鄭州、洛陽 
湖北 武漢、襄樊 
湖南 長沙、株州 

華西地區 10 

四川 成都、綿陽 
重慶 重慶 
貴州 貴陽 
雲南 昆明 
陝西 西安、寶雞、楊凌 
甘肅 蘭州 
新疆 烏魯木齊 

 

4.3 環境變數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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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各高新區所座落的地理位置不同，如上表 2 所示，分為華東地區、華中地區

以及華南地區共三大地理地區，作為地理位置環境變數，並選取座落於華中地區的高

新區群組作為對照群組。當該高新區座落的省市位於華東地區時，此時座落華東地區

的環境變數為 1，而該高新園區座落於華中以及華西地區的環境變數則設為 0。 

各項環境變數如表 3 所示：並選取了各高新區所座落省市之鐵路密集度(每平方

公里土地面積之鐵路公里數)、公路密集度(每平方公里土地面積之公路公里數)、固定

資產投資、工業總產值、地方財政科技撥款以及教育程度(大專生人數佔六歲以上人

口比例)等作為環境變數。所有名目變數皆以 2004 年的物價水準為基期做平減，轉換

成實質變數。 

 

表 3 環境變數定義 
定義 單位 說明 資料來源 

鐵路密集度 % 省市每平方公里土地面積之鐵路公里數 中國統計年鑑(2005~2007)

公路密集度 % 省市每平方公里土地面積之公路公里數 中國統計年鑑(2005~2007)

固定資產投資 億元人民幣 省市之固定資產投資 中國統計年鑑(2005~2007)

工業總產值 億元人民幣 省市之工業總產值 中國統計年鑑(2005~2007)

地方財政科技撥款 億元人民幣 省市之地方財政科技撥款 中國統計年鑑(2005~2007)

教育程度 % 省市大專生人數佔人口比例 中國統計年鑑(2005~2007)

註：貨幣單位均以 2004 年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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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證結果分析 

5.1 敘述性統計 

所有名目變數均以 GDP 平減指數轉成以 2004 年為基期的實質變數，以去除物價

變動的影響。投入、產出變數之定義如表 4、5、6 所示，共 53 個樣本數。 

 
表 4  2004 年高新區投入項及產出項之敘述統計 

2004 平均數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單位 
技術收入(y1) 3,003,007 55,875,824 13,777 8,091,988 千元人民幣

產品銷售收入(y2) 43,024,726 218,000,000 2,088,569 41,246,479 千元人民幣

商品銷售收入(y3) 4,323,119 71,840,152 1,460 12,500,562 千元人民幣

企業數(x1) 728 13,890 70 1,925 間 
員工數(x2) 84,611 557,213 9,170 76,720 人 

大專以上員工(x3) 35.24 66.23 12.05 11.87 % 
R&D 金額(x4) 1,158,118 17,223,301 5,979 2,384,972 千元人民幣

科技研發人員(x5) 13.93 37.56 3.21 7.12 % 

 
表 5  2005 年高新區投入項及產出項之敘述統計 

2005 平均數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單位 
技術收入(y1) 3,712,667 77,311,687 1,798 10,903,281 千元人民幣

產品銷售收入(y2) 52,686,359 287,000,000 2,382,350 51,824,672 千元人民幣

商品銷售收入(y3) 3,497,431 77,671,093 8,595 10,834,721 千元人民幣

企業數(x1) 792 16,343 90 2,241 間 
員工數(x2) 98,339 687,769 9,934 94,469 人 

大專以上員工(x3) 36.54 68.42 13.63 12.78 % 
R&D 金額(x4) 1,460,867 21,511,052 5,673 2,958,530 千元人民幣

科技研發人員(x5) 14.09 37.17 3.19 6.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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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6 年高新區投入項及產出項之敘述統計 

2005 平均數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單位 

技術收入(y1) 4,957,218 111,000,000 1,498 15,443,499 千元人民幣

產品銷售收入(y2) 63,401,534 371,000,000 2,655,350 61,606,163 千元人民幣

商品銷售收入(y3) 3,897,551 84,982,080 3,190 11,924,884 千元人民幣

企業數(x1) 865 18,096 97 2,488 間 

員工數(x2) 108,245 791,273 13,588 108,818 人 

大專以上員工(x3) 36.55 66.72 12.69 12.00 % 
R&D 金額(x4) 1,849,710 27,796,076 1,734 3,815,411 千元人民幣

科技研發人員(x5) 14.17 36.99 3.09 6.88 % 

本文對於所選取的投入以及產出項，分析了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由表 7 可知，

本文所選取的投入項與產出項都符合同向性的要求，亦即所選取的產出項均不隨任一

投入項的增加而減少。 

 

表 7  投入產出項相關係數 
 y1 y2 y3 x1 x2 x3 x4 x5 

y1 1.0000        
y2 0.6940 1.0000       
y3 0.8847 0.7185 1.0000      
x1 0.9581 0.6765 0.9033 1.0000     
x2 0.8948 0.8446 0.8472 0.9216 1.0000    
x3 0.4639 0.3121 0.4353 0.3979 0.3439 1.0000   
x4 0.9467 0.8110 0.8843 0.9487 0.9411 0.4148 1.0000  
x5 0.4626 0.4308 0.4474 0.4096 0.4033 0.7184 0.5037 1.0000

 

5.2 第一階段效率值結果 

本階段採用固定規模報酬下的投入導向 DEA 模型，以中國大陸 53 個國家級高新

技術開發區的三項產出項(技術收入、產品銷售收入、商品銷售收入)以及五個投入項

(企業數、員工數、大專學歷員工比例、R&D 經費支出、科技活動人員比例)利用 DEAP 

2.1 軟體來進行效率分析，結果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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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國大陸 53 個高新區第一階段經營 效率值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北京 1.000 1.000 1.000 
天津 0.548 0.657 0.597 
石家莊 0.558 0.669 1.000 
保定 0.358 0.306 0.515 
太原 0.636 0.774 0.775 
包頭 0.393 0.458 0.594 
沈陽 1.000 1.000 1.000 
大連 0.632 0.689 0.713 
鞍山 0.602 0.829 0.646 
長春 0.927 0.729 0.763 
吉林 0.656 0.552 0.578 
哈爾濱 1.000 0.843 1.000 
大慶 0.481 0.409 0.564 
上海 1.000 1.000 1.000 
南京 1.000 1.000 1.000 
常州 0.435 0.536 0.537 
無錫 0.935 1.000 1.000 
蘇州 1.000 1.000 1.000 
杭州 1.000 1.000 1.000 
合肥 0.725 0.471 0.677 
福州 1.000 0.833 0.696 
廈門 1.000 1.000 1.000 
南昌 0.341 0.375 0.437 
濟南 0.540 0.441 0.537 
青島 0.801 0.636 0.690 
淄博 0.797 0.554 0.648 
濰坊 0.796 0.695 0.715 
威海 0.487 0.507 0.723 
鄭州 0.446 0.463 0.516 
洛陽 0.636 0.702 0.741 
武漢 0.612 0.551 0.510 
襄樊 0.797 1.000 1.000 
長沙 0.428 0.617 0.579 
株州 0.390 0.317 0.553 
廣州 0.753 1.000 1.000 
深圳 0.969 0.824 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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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續)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珠海 1.000 0.774 1.000 
惠州 1.000 0.843 1.000 
中山 0.429 0.622 0.744 
佛山 0.846 0.577 0.618 
南寧 0.894 0.890 0.866 
桂林 0.356 0.333 0.408 
海南 1.000 1.000 1.000 
成都 0.905 0.623 0.556 
重慶 1.000 1.000 1.000 
綿陽 0.347 0.302 0.398 
貴陽 0.549 0.432 1.000 
昆明 0.753 0.814 1.000 
西安 1.000 0.900 1.000 
寶雞 0.286 0.218 0.388 
楊凌 1.000 0.814 1.000 
蘭州 1.000 1.000 1.000 

烏魯木齊 1.000 1.000 1.000 
合計(平均) 0.737 0.709 0.773 

 

由表 8 我們可以發現到，中國大陸 53 個高新園區，2004 年的經營效率平均為

0.737，2005 年效率平均為 0.709，2006 年效率平均上升到 0.773。而在三年內皆位於

效率前緣線的高新區有：北京、瀋陽、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廈門、海南、重慶、

蘭州以及烏魯木齊一共十一個高新區。然而由於傳統的資料包絡法，並未將環境變數

對於經營效率的影響剔除，因此有必要調整經營環境的變數，來重新進行效率的評估。 

因此，我們利用第一階段所計算出的各個高新園區的投入差額變數，探討環境對

於各個園區投入的影響度。本研究選取的環境變數為：地理位置環境變數(分成了華

東地區、華中地區以及華南地區三大地區，並以華中地區作為對照群組)，並選取了

各省市鐵路密集度(每平方公里土地面積之鐵路公里數)、公路密集度(每平方公里土地

面積之公路公里數)、固定資產投資(億元)、工業總產值(億元)以及該省市地方財政科

技撥款(億元)，以及高新區所處省市教育程度(大專以上學生佔人口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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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環境變數共線性測驗 
環境變數 VIF 
華東地區 2.326  
華西地區 1.544  
鐵路密集度 4.094  
公路密集度 2.458  
固定資產投資 5.375  
工業總產值 9.202  
地方科技支出 3.897  
教育程度 3.904  

 

由表 9 的共線性測驗，我們可以發現各個環境變數的變異數膨脹因數(VIF)值皆

未大於 10，因此變數沒有存在共線性的問題，可以繼續進行下個分析。我們使用 Tobit

迴歸，試著去解釋環境變數以及各個高新區的投入差額變數之間的關係。 

 

5.3 第二及第三階段 

利用 Tobit 迴歸分析，來分析環境變數對本文五項投入之差額變數的影響，結果

如表 10、11、12、1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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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廠商家數差額變數的 Tobit 迴歸結果 
  迴歸係數 標準差 Z 統計量 P 值.    

華東地區 -78.717 73.036 -1.0778 0.2811  
華西地區 -128.348 80.901 -1.5865 0.1126  
鐵路密集度 156.123 41.421 3.7691 0.0002 ***
公路密集度 -1.171 1.094 -1.0702 0.2845  
固定資產投資 0.005 0.020 0.2352 0.8141  
工業總產值 0.002 0.006 0.4439 0.6571  
地方科技支出 -1.074 1.866 -0.5759 0.5647  
教育程度 -20.331 12.759 -1.5935 0.1110  
截距 -156.456 73.060 -2.1415 0.0322 **

註：***、**、*分別表示為 1%、5%及 10%的顯著水準。 

 

由表 10 我們可以發現，鐵路密集度對於廠商加數的差額變數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因此也代表著，鐵路密集度越高，較容易產生超額的廠商家數投入，代表當高新

區所座落的高新區鐵路密集度過高時，對廠商家數投入運用較無效率。 

 

表 11  員工人數差額變數的 Tobit 迴歸結果 
  迴歸係數 標準差 Z 統計量 P 值.    

華東地區 -6287.459 8388.789 -0.7495 0.4536  
華西地區 10586.400 7732.369 1.3691 0.1710  
鐵路密集度 15926.190 5198.746 3.0635 0.0022 ***
公路密集度 -395.899 151.024 -2.6214 0.0088 ***
固定資產投資 2.716 2.233 1.2163 0.2239  
工業總產值 -1.409 0.719 -1.9585 0.0502 * 
地方科技支出 684.443 248.556 2.7537 0.0059 ***
教育程度 -4504.975 1699.113 -2.6514 0.0080 ***
截距 -2660.925 9339.206 -0.2849 0.7757   

註：***、**、*分別表示為 1%、5%及 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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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 可得知，鐵路密集度以及地方科技支出對於員工人數差額變數具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代表著，當鐵路密集度、以及地方科技支出越高，較容易產生超額的高

新區員工投入項，對於高新區員工的使用較無效率。 

而公路密集度、工業總產值以及教育程度，則對於員工人數差額變數具有顯著的

負向影響，代表著增加公路密集度、工業總產值、提昇教育程度，較不易產生超額的

高新區員工投入項，對於高新區員工投入項的使用較有效率。 

 

表 12  大專生員工比例差額變數的 Tobit 迴歸結果 
  迴歸係數 標準差 Z 統計量 P 值.    

華東地區 -9.10383 2.57278 -3.5385 0.0004 ***
華西地區 -3.03200 2.44410 -1.2405 0.2148  
鐵路密集度 5.38731 1.67739 3.2117 0.0013 ***
公路密集度 -0.08850 0.03917 -2.2596 0.0238 ** 
固定資產投資 0.00060 0.00067 0.8956 0.3705  
工業總產值 0.00019 0.00019 1.0093 0.3128  
地方科技支出 0.05832 0.06105 0.9554 0.3394  
教育程度 -2.77703 0.65922 -4.2126 0.0000 ***
截距 10.40339 3.76947 2.7599 0.0058 ***

註：***、**、*分別表示為 1%、5%及 10%的顯著水準。 

 

由表 12 可發現，鐵路密集度對於大專生員工人數差額變數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代表了鐵路密集度越高，較容易產生超額的大專生員工比例投入項，對於大專生

員工比例投入使用越無效率。 

而座落於華東地區以及公路密集度以及教育程度這三個環境變數，對於大專生員

工人數差額變數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代表了當高新區座落在華東地區時，相對於坐

落華中地區的高新區較不易產生超額的大專生員工比例投入。而座落的省市鐵路密集

度以及教育程度越高時，同樣會造成大專生員工這個投入項使用上的效率，有利於高

新區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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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R&D 經費差額變數的 Tobit 迴歸結果 

  迴歸係數 標準差 Z 統計量 P 值.   
華東地區 -1533083.00 629533.20 -2.4353 0.0149 **
華西地區 -85170.84 319802.70 -0.2663 0.7900  
鐵路密集度 172957.40 244915.00 0.7062 0.4801  
公路密集度 -10533.57 5331.24 -1.9758 0.0482 **
固定資產投資 273.88 104.41 2.6231 0.0087 ***
工業總產值 -16.60 19.58 -0.8477 0.3966  
地方科技支出 24420.18 7838.68 3.1153 0.0018 ***
教育程度 -70054.11 75438.07 -0.9286 0.3531  

截距 -872668.20 633154.70 -1.3783 0.1681  
註：***、**、*分別表示為 1%、5%及 10%的顯著水準。 

 

由表 13 發現，固定資產投資以及科技產出的支出，R&D 經費差額變數具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當高新區座落的省市固定資產投資及科技產出過高時，較容易產生超額

的 R&D 經費投入，對於高新區 R&D 經費使用較無效率。 

而座落於華東地區以及公路密集度對於 R&D 經費差額變量具有顯著的負向影

響，代表座落於華東地區的高新區，較不易產生超額的 R&D 經費投入，在 R&D 經

費的使用上會較座落於華中地區來的有效率、而當該高新區座落之省市公路密集度越

高時，亦會提高 R&D 經費使用的效率。 

 

表 14  科技研發人員比例差額變數的 Tobit 迴歸結果 
  迴歸係數 標準差 Z 統計量 P 值.   

華東地區 -1.45138 1.09314 -1.3277 0.1843  
華西地區 -1.03171 1.16089 -0.8887 0.3742  
鐵路密集度 3.21299 0.73095 4.3956 0.0000 ***
公路密集度 -0.00101 0.01754 -0.0578 0.9539  
固定資產投資 -0.00045 0.00032 -1.4101 0.1585  
工業總產值 0.00000 0.00009 -0.0053 0.9958  
地方科技支出 0.06812 0.02992 2.2766 0.0228 ** 
教育程度 -1.50271 0.29727 -5.0551 0.0000 ***
截距 4.12825 1.47030 2.8077 0.0050 ***

註：***、**、*分別表示為 1%、5%及 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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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4 我們知道，鐵路密集度以及地方科技支出對於科技研發人員差額變數具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當高新區座落的省市鐵路密集度、地方科技支出過高時，較容易

產生超額的科技研發人員比例投入，對於科技人員這個投入項的使用較無效率。 

而座落於華東地區以及高新區座落的省市教育程度，對於科技研發人員差額變數

具有顯著的負向關係，顯示了當高新區座落於華東地區時，較座落於華西地區的高新

區不容易產生超額的科技研發人員比例投入，在科技研發人員的使用上較有效率。 

 
表 15  Tobit 迴歸結果總整理 

  因變數 
自變數 企業家數 業末員工人數 大專生員工比例 R&D 投入金額 科技研發員工比例 

華東地區 -78.7173  -6287.5  -9.1038 *** -1533083.0 ** -1.4514  

 (0.2811)  (0.4536)  (0.0004)  (0.0149)  (0.1843)  

華西地區 -525.2  10586.4  -3.0320  -85170.8  -1.0317  

 (0.1126)  (0.1710)  (0.2148)  (0.7900)  (0.3742)  

鐵路密集度 156.1 *** 15926.2 *** 5.3873 *** 172957.4  3.2130 ***

 (0.0002)  (0.0022)  (0.0013)  (0.4801)  (0.0000)  

公路密集度 -1.1705  -395.9 *** -0.0885 ** -10533.6 ** -0.0010  

 (0.2845)  (0.0088)  (0.0238)  (0.0482)  (0.9539)  

固定資產投資 0.0046  2.7159  0.0006  273.9 *** -0.0005  

 (0.8141)  (0.2239)  (0.3705)  (0.0087)  (0.1585)  

工業總產值 0.0025  -1.4091 * 0.0002  -16.6022  0.0000  

 (0.6571)  (0.0502)  (0.3128)  (0.3966)  (0.9958)  

地方科技支出 -1.0744  684.4 *** 0.0583  24420.2 *** 0.0681 ** 

 (0.5647)  (0.0059)  (0.3394)  (0.0018)  (0.0228)  

教育程度 -20.3307  -4505.0 *** -2.7770 *** -70054.1  -1.5027 ***

 (0.1110)  (0.0080)  (0.0000)  (0.3531)  (0.0000)  

截距 -156.5 ** -2660.9  10.4034 ** -872668.2  4.1282 ** 

  (0.0322)  (0.7757)  (0.0058)   (0.1681)   (0.0050)   
註：括號中數字為 P 值。 

***、**、*分別表示為 1%、5%及 10%的顯著水準。 

 

由表 15 的整理可得知，高新區座落於華東地區這項環境變數對於大專生員工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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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末員工比例、R&D 投入金額等差額變數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代表了當高新區座

落於華東地區時，它的大專生員工比例、R&D 投入金額、等投入使用會較高新區座

落於華中地區來的有效率，顯示華東地區對於高新企業，是一個有利的經營環境。這

也符合中國大陸的沿海發展優先的政策，而華東地區的國家級高新區數量也較華中地

區以及華西地區來的多，顯示出發展較久且較好的中大陸華東地區，是個有利於發展

高新區的環境。 

華西地區範疇並沒有對於任何投入項的差額變數有著明顯的影響，或許也代表了

座落於華中地區以及華西地區，對於資源投入的使用上的效率比較接近，所以並沒有

顯著影響。 

從高新區座落省市的鐵路密集度，則可以看出對於許多項投入變數(企業家數、

業末員工人數、大專生員工佔業末員工比例、科技研發員工佔業末員工比例)的差額

變數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代表當一個高新區座落的省市鐵路密集度過高時，反而會

造成投入資源的差額變數增加，存在投入資源在使用上得無效率情況。 

公路密集度與鐵路的影響卻是完全相反，對於各項投入變數(業末員工人數、大

專生員工比例、R&D 投入金額)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代表著一個高新區座落省市的

公路密集度越高，高新區在投入資源的使用上會越有效率，有利於高新區提昇經營效

率。 

同樣的也發現當高新區座落省份的固定資產投資對於 R&D 投入金額的差額變

數；地方科技支出對於大專生員工比例、R&D 投入金額以及科技研發員工比例的差

額變數，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代表著當高新區所屬省份的固定資產以及科技支出的

投資過高時，反正會造成資源利用的無效率。過高的資產投資以及地方科技支出，反

而造成資源配置的浪費，形成不利於經營效率的環境。 

而高新區所屬的省市，工業總產值對於業末員工人數的差額變數；該省市的教育

程度也對於多項投入(業末員工人數、大專生員工比例及科技研發員工比例)的差額變

數，皆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代表著工業總產值越高、教育程度越高的時候，資源投

入的使用也會更有效率，形成有利於高新區經營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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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第四階段效率值結果 

第四階段利用 Tobit 迴歸估計了環境變數對於投入項差額變數的影像，並且調整

投入資料，使得各高新區皆處於一個相同的經營環境。再利用調整厚的投入資料，帶

入第一階段之中的 DEA 模型，去計算在去除環境變數所造成的影響之後，各高新區

的經營效率。 

 

表 16  中國大陸 53 個高新區第四階段效率值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北京 1.000  1.000  1.000  
天津 0.455  0.376  0.393  
石家莊 0.209  0.583  0.704  
保定 0.143  0.134  0.154  
太原 0.378  0.518  0.393  
包頭 0.268  0.240  0.306  
沈陽 0.791  0.880  1.000  
大連 0.536  0.521  0.578  
鞍山 0.191  0.166  0.215  
長春 0.728  0.579  0.538  
吉林 0.486  0.407  0.414  
哈爾濱 0.407  0.443  0.449  
大慶 0.298  0.234  0.272  
上海 1.000  1.000  1.000  
南京 0.810  1.000  0.920  
常州 0.259  0.284  0.364  
無錫 0.826  0.734  0.935  
蘇州 1.000  0.889  0.900  
杭州 1.000  1.000  1.000  
合肥 0.348  0.295  0.417  
福州 0.190  0.160  0.159  
廈門 0.489  0.399  0.438  
南昌 0.153  0.289  0.217  
濟南 0.454  0.412  0.353  
青島 0.460  0.442  0.368  
淄博 0.393  0.359  0.387  
濰坊 0.405  0.381  0.413  
威海 0.283  0.315  0.329  

表 1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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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年 2005 年 2006 年 
鄭州 0.345  0.349  0.328  
洛陽 0.287  0.246  0.270  
武漢 0.524  0.525  0.473  
襄樊 0.265  0.306  0.373  
長沙 0.421  0.563  0.410  
株州 0.217  0.181  0.182  
廣州 0.684  1.000  1.000  
深圳 0.739  0.751  0.708  
珠海 0.723  0.518  0.724  
惠州 0.518  0.486  0.584  
中山 0.412  0.555  0.520  
佛山 0.357  0.322  0.339  
南寧 0.426  0.338  0.456  
桂林 0.119  0.108  0.133  
海南 0.146  0.093  0.115  
成都 0.734  0.508  0.534  
重慶 0.589  0.451  0.739  
綿陽 0.180  0.167  0.190  
貴陽 0.133  0.128  0.125  
昆明 0.174  0.262  0.251  
西安 1.000  0.746  0.833  
寶雞 0.118  0.117  0.169  
楊凌 0.027  0.104  0.065  
蘭州 0.117  0.176  0.179  

烏魯木齊 0.037  0.679  0.097  
合計(平均) 0.439  0.448  0.461  

 

從表 16 的結果可發現，經過調整之後，中國大陸 53 個高新區 2004~2006 年的經

營效率平均值(0.439、0.448、0.461)大幅降低，且三年中皆位於效率前緣上得高新區

家數也大幅減少為北京、上海、杭州共三個。經營效率的平均值大幅降低，意味著中

國大陸的高新區處於一個有利的經營環境，整體的環境對於高新區經營效率有著正面

的影響，而處於效率前緣線上的高新區大幅減少，也代表了在去除環境變數之前，相

對於處於不利經營環境的高新區，有許多的高新區資源使用的效率是被過於高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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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 Fried et al. (1999) 提出的四階段方法來分析中國大陸國家級高新技

術開發區的經營績效。其中各年度的名目變數均以 GDP 平減指數轉成以 2004 年為基

期的實質變數，以去除物價變動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在第一階段中，以高新區技術收

入、產品銷售收入、商品銷售收入為產出項，高新區企業家數、年末從業人數、大專

學歷以上員工比例、R&D 支出金額以及科技活動人員比例作為投入項，利用固定規

模報酬下投入導向 DEA 來分析。 

第一階段的實證結果發現，北京、瀋陽、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廈門、海南、

重慶、蘭州以及烏魯木齊等幾個高新開發區的平均效率值皆為 1，此 11 個高新區大

多為東部沿海的以開發省市的高新區，或是中國大陸新興重點開發的高新開發區。 

在第二階段中，以第一階段所算出之高新區企業家數、年末從業人數、大專學歷

以上員工比例、R&D 支出金額以及科技活動人員比例的差額變數為被解釋變數，並

以高新區所座落省份之區位(華東地區、華中地區、華西地區)、鐵路密集度、公路密

集度、固定資產投資、工業總產值、地方財政科技撥款以及教育程度等環境變數作為

解釋變數，利用 Tobit 迴歸分析並修正調整後的投入項，再重複第一階段之步驟，評

估經過環境變數調整過後的中國大陸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經營效率。 

第二階段的實證結果發現，中國大陸位於華東地區的高新區，較座落於華中地區

的高新區，不容易增加各項投入項的差額變數，代表華東地區在於資源投入的使用比

較有效率，中國政府優先重點發展沿海的政策看得到成效，但是是否可以順利的輻射

到內地的省份，可能還有待努力，而中國大陸的國家級高新區，大多數也都集中於華

東地區，或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但中國大陸致力於拉近區域之間的均衡發展，從結

果來看似乎成果仍嫌不足，座落於華東地區的高新區的投入資源使用效率，仍較華中

地區來的明顯有效率。 

鐵路密集度、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地方科技支出等三項環境變數，對於多項投入項

的差額變數，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當鐵路密集度、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地方科技

支出過高時，容易增加各項投入項的差額變數，對於各項資源投入的使用比較沒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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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因此當局再致力於發展的同時，應該注意鐵路密集度、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地方科

技支出等三項變數，是否有投入過高的情形發生，因而造成資源使用上的浪費，反而

造成了資源使用的無效率。 

公路密集度、工業總產值以及教育程度等環境變數，對於多項投入項的差額變

數，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顯示當公路密集度、工業總產值以及教育程度高時，不容

易增加各項投入項的差額變數，此時對於各項資源投入的使用會較有效率。因此當局

應該致力於公路建設的發展、提升工業總產值並且努力提升該省市人民的教育程度，

此時的環境能夠更佳的提升該高新區對於投入資源使用上的有效率。 

而第四階段的實證我們發現，在剔除掉環境變數的影響之後，中國大陸 53 個高

新區的平均經營效率較未調整前下降，中國大陸的高新區處於一個有利的經營環境，

整體的環境對於高新區經營效率有著正面的影響，而高新區的平均效率值為 2004 年

0.439、2005 年 0.448、2006 年 0.461，呈現一個逐年遞增的趨勢，但是在資源的使用

效率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在第四階段中，我們可以發現在 2004 到 2006 三年內，都處在效率前緣的標竿高

新區，共有北京、上海以及杭州三個高新區。而瀋陽、南京、無錫、蘇州、廣州、西

安等高新區也表現不俗，平均的效率值高於平均不少。可以發現，中國大陸有效率的

高新區跟發展程度較高的高新區相差無幾，北京、上海、杭州等高新區三年間皆位於

效率前緣線上，其他較有效率的高新區也都座落於較開發的大城市當中。 

但是保定、鞍山、福州、南昌、株州、桂林、海南、綿陽、貴陽、昆明、寶雞、

楊凌、烏魯木齊等高新區之效率卻是遠低於平均值，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這些較無效

率的高新區大部分座落於發展較慢的黃河中游、西南地區或是大西北地區、顯示雖然

中國大陸政府最近雖然積極開發內陸城市，但是成果有限，仍需更加努力拉近與沿海

開發城市的差距，要改善這些高新區的營運效率，除了提高管理效率，也應注意環境

帶來的影響。 

本文探討中國大陸高新區 2004 至 2006 年之績效，建議未來能夠延長研究年限來

進一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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