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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京津冀科技创新政策关键词之间关联关系的研究，发现京津冀科技政策与国家科技

政策之间的差异，以帮助政策制定者从宏观着眼看到科技创新政策的布局。运用分词处理方法，提取

每项政策的关键词，建立关键词关联矩阵，对选取的国家及京津冀三地共 109 篇科技创新政策进行内

容解析，以探寻国家及京津冀三地科技创新政策的关联关系。发现京津冀三地科技政策在内容、政策

措施、作用对象等方面的侧重点，为京津冀三地科技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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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ey word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S&T innovation policies, 
this study finds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eijing-Tianjin-Hebei S&T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the national S&T innovation 
policies, so as to help policy makers to see the layout of S&T innovation policies from a macroscopic view. In this paper, we 
extract the keywords of each policy and establish the keyword correlation matrix using the word segmentation method. This 
paper carries out content analysis to select 109 policies concer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mulgated by 
national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governments,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ies in Country,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nts, policy measures and objects 
of action of S&T polici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T policy-making department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text data mining; Beijing-Tianjin-He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n-
gineering

引言

京津冀区域科技协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重

大发展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三五”时期京津

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未来五年，

要积极探索并建立“三地一盘棋”的产业创新

协同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

强大驱动力。京津冀三地创新能力和功能定位

的差异，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国家以及京津冀的各级各类科技创新政策对京

津冀三地创新创业活动的蓬勃开展、科技资源

的开放共享、产业分工的持续优化、比较优势

的充分发挥等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激励和规范

作用。

然而，随着创新政策数量的逐渐增加以及

覆盖范围的扩大，国家和地方之间、京津冀之

间政策的呼应和联系日趋复杂，浅层的分析和

解读已经难以呈现政策体系的结构和规律，更

不能明确的体现出政策意图和主要着力点 [1-3]。

有鉴于此，本文以 2014—2017 年国家、北京、

天津、河北出台的科技创新相关政策为内容分

析样本，通过分词处理、词频统计、中心性及

聚类分析等分析方法，挖掘科技创新政策的内

部结构关系，呈现京津冀三地区域和领域布局

的特点，一方面揭示出我国京津冀区域创新政

策体系的微观结构和热点，另一方面为政府相

关部门从整体上把握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提供依据。

1　文献回顾

1.1　科技创新政策的概念

创新政策是一个整合的概念 [4-6]。刘凤朝和

张永安 [7-8] 认为科技政策是创新政策的最初生长

点和基础部分，创新政策主要指的是促进创新

能力增强的政策体系。肖士恩等认为，科技创

新政策是指决策者为实现所辖区域的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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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发展目标而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倾斜性

分配的有关公共政策和辅助性的金融政策 [9]。

华盛顿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提出了

全球创新政策指数，使用 84 个指标评估了 55

个国家创新政策的有效性，划分了 7 个核心创

新政策领域 [10]：①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②科

学和研发；③国内市场竞争；④知识产权；⑤

信息和通信技术；⑥政府采购；⑦高技能移民。

本文所研究的科技创新政策是国家或地方

政府为了推动和鼓励创新创业活动的有效开展

而制定的各级各类政策的综合。科技创新政策

不同于一般的科技政策，它具有时间分布集中、

目标受众明确、层次分明、协同性强的特点 [11]。

1.2　科技创新政策的分析方法和视角

刘凤朝和孙玉涛 [8] 将统计分析方法引入创

新政策研究领域，研究了我国 1980—2005 年之

间创新政策演变的过程和趋势。赵筱媛和苏竣 [12]

提出了公共科技政策工具的结构层次：战略—

综合—基本层，并构建了包括工具维度、类型

维度、领域纬度的三维政策分析框架。白彬和

张再生 [13]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利用三维政策

分析框架对 33 个创业拉动就业的政策文本进行

了内容分析。张永安和闫瑾 [14] 对 1996—2014 年

国家及地方颁布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了词

频分析、语义网络分析、中心性分析和聚类分

析。王霞等 [15] 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了上海的

192 条科技政策，从宏观上揭示了上海市科技创

新政策体系演进的特点。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政策分析方法正在由浅层的单一方法向深层的

多种方法联合运用发展；政策分析的视角也更

加多元化，包括政策的内容、功能、演变过程等。

2　研究方法和研究流程

2.1　研究方法

Ah-Hwee[16] 将文本挖掘定义为：为了发现

知识，从文本数据中抽取隐含的、以前未知的、

潜在的有意义的模式的过程。文本挖掘是以数

理统计和计算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定量分析方

法，通过建模的方式对文本进行描述，从中挖

掘出潜在的知识 [17-19]。文本挖掘法 [20] 是政策文

本分析的重要方法，不仅能够挖掘出政策文本

中隐含的政策导向，还能够从不同的维度对政

策文本的内部结构进行剖析。本文对“科技创新”

政策的文本挖掘流程如图 1 所示。

首先收集对应的政策文本数据，形成政策

文本数据库，利用切词技术对文本进行处理，

形成高频词库，利用 Gephi 软件建立高频词 -

地域二模网络，分析京津冀三地主要的科技创

新政策要点，然后统计两个关键词之间两两共

现的频次，每篇科技政策中共现的关键词，其

共现频次计算为一，形成关键词共现矩阵，利

用 UCINET 软件进行科技创新政策关键词之间

的中心性分析及聚类分析，进而发现京津冀区

域创新科技政策在政策作用对象、政策工具及

措施等方面的侧重点，进而为京津冀三地科技

创新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一定的参考。

2.2　样本来源

本文主要通过查找与“科技创新、创业”

相关的关键词，从国务院、国家科技部、国家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市科学技术

委员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等部门网站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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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收集到相关的政策共 109 项。其中，

国家颁布的政策 36 项，北京市（包括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颁布的政策 32 项，天津市

颁布的政策 30 项，河北颁布的政策 11 项。样

本政策类型分布情况如下，其中意见中 70% 是

由国家或者省部级单位颁布的。

政策文本
政策文本收集

分词特征

高频词统计
高频词-地域二

模网络
中心性分析
聚类分析

结果呈现

文本预处理阶段 知识模式提取阶段 结果呈现阶段

图 1　本文的文本挖掘流程

表 1　科技创新创业政策样本统计

规定 意见 措施 办法 通知 函

数量 1 36 1 1 68 2

2.3　分词提取及词频统计

分别将国家、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

科技创新政策形成文档集，利用在线文字云生

成工具 Tagxedo 对各个文档集进行分词处理，

形成词云，如图 2 所示。

图 2　国家及京津冀科技创新政策文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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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词处理后的文档集进行词频统计，由于

选取的样本为创新创业的科技政策，所以高频词

中的“科技”、“创新”、“创业”等词汇必然

出现的次数比较多，并且这些词对于政策的分类

分析没有明显且实质的影响，本文在进行政策样

本分析的时候将其忽略。另外，在词频统计过程

中，去掉“关于”、“实施”、“促进”等出现

频率较高，但并不反映政策实质内容的词，最终

得出国家、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科技创

新”政策文档集的前 50 位高频词，如表 2 所示。

表 2　“ 科技创新 ” 政策高频词统计

文档集 高频词

国家

服务、技术、信息、电子、投资、改革、政策、互联网、市场、国家、就业、平台、知识产权、网络、环境、
研究、产业、项目、国际、产品、经济、开发、信用、人才、融资、培训、信息化、教育、新型、研发、农村、
智能、返乡、科技创新、交通、贸易、科技成果转化、能源、小微企业、服务平台、农民工、智能化、示范
基地、新兴产业、中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北京

中关村、企业、服务、国家、人才、创新创业、投资、项目、国际、创新示范区、北京市、平台、商标品牌、
领军、标准化、市场、高等院校、知识产权、创新券、
息、股权、标准、高精尖、科技创新、大学生、商标、补贴、高等院校、科研、智能机器人、科技成果转化、
互联网、领军人、新兴产业、科研院所、服务平台、创业项目、产业联盟、小微企业、集成电路设计、国际化、
新产品、服务业、海外人才、智能、实验室、技术转移、技术创新、股权投资、专利

天津

企业、金融、服务、天津、创业、创新、基金、项目、国家、改革、高校、教育、市场、知识产权、贸易、信息化、
机制、国际、补助、试验区、平台、商务、技术创新、信息、高新技术企业、人才、科技、产品、专利、贷款、
创新券、专项资金、奖励、科技成
转化、创新示范区、股权、互联网、新兴产业、农业、创业者、标准、大学生、科技型中小企业、股权投资、
中介、畜牧、旅游、孵化、中医药

河北

创业、企业、服务、就业、创新、知识产权、博士后、市场、人才、产业、新型、工业、返乡、投资、服务业、
平台、高等学校、补贴、农村、贷款、大学生、国家、专利、信息化、服务机构、离岗、农民工、电子、互
联网、网络、河北、标准、社会保险、成果、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基层、专家、品牌、农业、智能、股权、
产业集群、新兴产业、联盟、创业园、开发区、孵化器、科研院所、国际

通过对国家以及京津冀政策高频词的对比，

可以发现国家及京津冀三地政策有一部分高频

词完全相同；比如国家、服务、人才、平台、

市场、知识产权。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策是

依据国家政策制定；另一方面是因为，科技创

新中的关键要素，例如人才、市场、知识产权等，

是科技创新政策必须包含的主要内容。

另外，在统计出来的高频词中可以发现，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有很多独有的关键词，

例如，北京的“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设

计”；天津的“畜牧”、“旅游”、“中医药”；

河北的“返乡”、“离岗”、“基层”、“专家”。

这些关键词代表了什么样的政策内容或手段，

与其他政策关键词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关系，还

需要进一步从其他角度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

2.4　高频词-地域二模网络

利用 Gephi 可视化分析工具，绘制高频词 -

地域二模网络，如图 3 所示。二模网络能够清

晰地揭示出国家以及京津冀各地创新创业政策

的目标、对象、手段等，也能够将北京、天津、

河北各自政策的共同点、特色内容、侧重点等

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出政策之间的关联关系和

结构层次。

首先，从图 3 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各方

政策之间有相当多明显重合的节点，比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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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金融、科技成果转化、股权、互联网、

知识产权等，这说明地方政策主要依据国家政

策推出，京津冀三地在科技创新、创新创业、

科技成果转化、互联网建设应用、股权机制建设、

服务平台、金融支持、财税补贴等方面与国家

政策在内容上保持一致，并且政策对象均为企

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学生、中小微企业等。

其次，三地均有特色的政策目标和更加细

化的实施手段。北京的政策比较注重自主研发、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领军建设、标准制定等

方面，尤其是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装

备等高精尖产业；天津比较注重众创空间、高

校教育、高新技术、融资、旅游等建设，尤其

重视成果转移转化、技术应用、孵化器等方面建

设；河北主要重视小微企业、农民工返乡、新型

工业、基层建设、产业集群等建设，另外，河北

在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村建设、工业发展等

方面更加突出；北京天津在创新券、创新示范区、

股权投资等方面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北京与

河北在服务业、补贴等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

综上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国家大政方针的

引导下，北京主要注重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具有科技领军作用；天津主要重视金融贸易、

新技术研发；河北主要重视企业的发展以及新

技术的利用等应用建设方面。京津冀三地的科

技创新政策基本体现以下特点：北京的原始创

新能力较强；天津的新技术研究以及成果的转

移转化能力显著；河北的技术利用能力明显，

这说明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已经在政策制度上

初见成效。

然而，从该图上能够看到，国家出行的一

些政策制度地方政府尚未积极响应，例如能源、

环境、交通等方面，地方政府尚未出台相关的

政策或者出台的政策中涉及的比较少。

图 3　国家、京津冀三地创新政策高频词 Gephi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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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高频词-地域共词分析

通过对国家、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双创科技

政策高频词合并处理，最终获得 53 个高频词。针

对每一项科技政策，统计任意 2 个高频词同时出

现的次数，如果在一项科技政策中，该两个高频

词同时出现多次，则计为 1 次，最终构成科技创

新政策的高频词共词矩阵。通过对高频词的共词

分析，可以进一步剖析统计的高频词之间存在的

关联关系 [21-22]，用来描绘国家、北京、天津及河

北科技创新政策架构中，高频词之间的内部关联

关系和分布情况。然后，将共词矩阵利用 UCINET

文本挖掘软件制成语义网络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创新科技政策共词网络

2.5.1　中心性分析

运用 UCINET [23-24] 数据分析挖掘软件得到

创新科技政策语义网络的“点度中心度”数值，

如图 5 所示。点度中心度指的是，某项科技创

新政策中的关键词占同一项科技创新政策中的

其他的多个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比例。如果该比

值较高，说明该词在整个科技创新关键词组网

络中的地位越高，则该词是整个网络热点的可

能性就越大，网络的聚集性就越好。图 5 所示，

科技创新政策的语义网络的网络中心势数值为

23.93%，表明该网络有一定程度的聚集，然而，

有一些高频词相互之间关联关系不大，甚至不

存在关联关系，这表明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内

容不是很集中，拥有各自的侧重点。如“国家”

这个词的点度中心度数值在整个科技创新政策

语义网络中最高，是 44.495，表明“国家”整

个京津冀科技创新语义网络中具有极高的重要

性，京津冀科技创新政策几乎全部围绕“国家”

这个词制订。而“集成电路设计”、“智能机

器人”等词汇的点度中心度数值比较低，说明

该类关键词主要集中在某类专项政策中，与其

他的高频词的关联程度比较低，从整个京津冀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TEXT DATA ASSOCIATION ANALYSIS 

基于文本数据关联分析的京津冀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9 年·第 5 卷·第 4 期  
086

CASE STUDY机构案例

科技创新政策网络分析来看地位最低。

Network Centralization = 23.93%

图 5　国家及京津冀三地科技创新政策点度中心度情况

2.5.2　聚类分析

为了深程度的分析国家、京津冀三地科技

创新政策高频词之间的内部结构关系，本文利

用 UCINET[25] 软件对创新创业科技政策语义网

络进行小团体分析，如表 3 所示。在统计的共

词频次基础上，聚类分析根据关键词之间的距

离不同形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代表特定的

信息聚焦点，然后利用这些词组的变化代表具

体的结构的变化。其中，小组1主要包含“国家”、

“北京”、“天津”、“河北”及“中关村”

等，这些词是政策的主要颁布者，或者是政策

制定的主体；小组 2 是政策的具体针对对象，

包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联盟、小微企

业、平台及中介机构等；小组 3 是指促进创新

的基础设施、重点领域及相关技术的支持等措

施，包括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知识产权维

护、园区建设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孵化、

促进产学研合作等。

表 3　聚类分析

1 国家、北京、天津、河北、中关村

2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联盟、小微企业、平台、
创新示范区、服务机构、农村、实验室、试验区、
创业园、开发区

3

培训、研发、交通、知识产权、高精尖、智能
机器人、科技成果、互联网、新兴产业、集成
电路设计、国际化、新产品、技术转移、专利、
项目、改革、教育、贸易、高新技术、人才、
农业、中介、孵化、就业、工业、返乡、离岗、
社会保险、品牌、创新券、股权、补贴、贷款、
奖励、投资

3　研究与分析

综合 2.4 及 2.5 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国家、

北京、天津及河北三地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方

面的主要特点，如图 6 所示。将国家和京津冀

三地科技创新政策的关键词统一归纳到政策体

系框架内，没有明确标明“京津冀”三地的关

键词代表国家、京津冀三地共有的科技政策关

键词，有京、津、冀标识的，说明是京津冀三

地特有的或者重点突出的科技政策关键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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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体系图，可以看到国家及京津冀三地在科

技创新政策体系上的主要特点。

3.1  国家科技创新政策与京津冀三地科技创

新政策之间的联系

从结构上看，国家及京津冀三地在科技创

新政策的结构上面是一致的，通过对提取的

关键词进行归类处理，发现国家及京津冀三

地的科技创新政策关键词均按照政策作用对

象、政策工具及政策目标三个方面进行。从

图 6 可以看到，政策的作用对象主要分为科

技机构、科技人才以及相关的科技产品。政

策工具主要是财政金融支持、人才政策及平

台服务类政策。

主要作用对象 主要政策工具

机构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中小微企业
中关村（京）

高新技术企业（津）
服务企业（津）

人才
大学生

海外人才（京）
领军人才（京）
创业者（津）
农民工（冀）

科技研究及保护
知识产权

专利
国际合作

标准（京津）
品牌（京冀）

新产品（京津）
智能制造（津冀）
高精尖技术（京）
智能机器人（京）

集成电路设计（京）
商标（京）

财政金融支持：
投融资

税收优惠
信贷

股权、创新券（京津）
补贴（京冀）

专项基金（津冀）

人才政策
人才建设
住房补贴

落户政策（京津冀）
绿色通道（京）

外籍优惠政策（津）
创业补助（冀）

平台及基地：
示范基地
服务平台

创新示范区（京津）
试验区（津）

孵化平台（津冀）
联盟、创业园（冀）

地方特色
海外人才、领军人才、高
精尖技术、智能机器人、

集成电路设计（京）
中医校、旅游、畜牧、外

籍优惠政策（津）
离岗创业、农民工、创业

园（冀）

作用目标

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拓展创新发展空间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提高核心竞争力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京）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津）
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冀）

京津冀科技创新政策

图 6　创新政策体系对比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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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面看，国家科技创新政策与京津

冀三地科技创新政策也存在一致性。国家出台

的科技创新政策主要针对对象为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重视人才建设、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及

科技成果转化、新产品的研发等，京津冀三地

政策作用对象均体现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都注重人才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新产品研发

等。例如，政策作用手段中的财政金融支持方

面，国家及京津冀三地提供了多种资金扶持形

式，包括专项基金、补助、奖励、贴息、股权

投入等多种方式，形成了多元化、多渠道的创

新资金支撑体系。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的诺干意见》中提到要强化金融创新

的功能，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关于

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改革方案》提到要优化科技计划布局，着重国

家重大战略任务，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北京出台的《支持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对中

小企业支持范围和方式做了详细阐述，北京市

政府出台的《关于财政支持疏解非首都功能构

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意见》中提到要建立科技

创新基金，加强投融资服务。天津市政府出台

的《关于支持我市企业上市融资加快发展有关

政策》支持企业股份制改造，增加资金支持力度，

激励各商业银行优先支持上市后备企业发展，

主动开展金融创新业务。河北省政府出台的《关

于“十三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

的通知》详细说明了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

策。另外，在人才、平台服务等方面国家及京

津冀三地均出台了相关了大量的科技政策，提

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3.2  国家科技政策与京津冀三地科技政策的

区别

国家科技创新政策与京津冀科技创新政策

的目标及着力点是不同的。国家科技创新政策

重点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侧重国家整体科技

水平及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战略布局的角

度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拓展创新发展空间，进

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突出强调支持创新

普惠性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申请、

多元化科技投入体制。京津冀三地作为地方政

府，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根据自身发展情况，

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创新政策。例如，

在政策作用对象上面，京津冀三地除了针对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人才、知识产权等方面与

国家科技创新政策相符外，北京还注重中关村、

领军人才、海外人才、标准建设、商标品牌以

及智能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高精尖科技，这说

明北京的科技创新政策注重高端人才引进、高

精尖技术发展等。天津比较注重服务企业的发

展以及广大的创业人员，另外在中医药、旅游、

畜牧等方面也出台了比较多的科技政策，说明

天津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前提下，重点突出

服务业建设。河北比较注重农民工以及离岗创

业人员，说明河北的科技政策在保证地方科技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重点侧重生产及

新技术应用。

3.3  京津冀三地科技创新政策的特点

京津冀三地依据自身区域发展规划情况进

行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研究，北京的政策比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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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自主研发、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领军建设、

标准制定等方面；天津比较注重众创空间、高

校教育、高新技术、融资、旅游等建设；河北

主要重视小微企业、农民工返乡、新型工业、

基层建设、产业集群等建设。由于三地自身发

展规划不同，导致三地各自为政，使得各地的

优势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资源流动

性差。因为三地科技创新的联系和协作比较少，

使三地的产业衔接受到严重的阻碍，影响了京

津冀三地区域协同发展。

4　结论

本文运用文本语义挖掘工具，对从国务院、

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北京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等

部门网站收集的 109 项政策进行词频分析、语

义网络分析、中心性分析以及聚类分析，可以

清晰地看到国家以及京津冀三地在整个科技创

新政策方面的特点。

首先，国家科技创新政策的内容与京津冀

三地科技创新政策在结构和内容方面是具有高

度一致性的，同时三地基于各地科技资源现状，

在重点发展领域方面各有侧重，例如北京侧重

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具有科技领军作用；天

津主要重视金融贸易、新技术研发、服务业建

设；河北主要重视企业的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利

用等应用建设方面。

其次，由于三地自身发展规划不同，导致

三地在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出现“合而不一”、“各

自为政”的问题，影响区域协同创新的潜力。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以疏解

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深化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进北

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做好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

应用的衔接，集中力量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

所以，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方面还需要从顶

层设计方面加强建设，推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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