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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研究设计和方法

1.1 研究方法

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重要源泉，是决定区域经济实

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企业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细胞， 其数量多少、活力高低、结构优劣、

成长快慢， 是衡量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产业分析和产业治理最终的落脚点在于企业。

因此， 本报告基于前瞻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数据库， 立足企业微观视角， 围绕产业发展基础、

产业集聚水平、区域创新力、区域成长潜力四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反映各区域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

1.2 样本数据库

基于前瞻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数据库，根据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年）》

划分的八类战略性新兴产业，以 2814 个区县为单位（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构建区域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数据库。

1.3 指标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热力值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4 个一级指标：产业发展基础、产业集

聚水平、区域创新力、区域成长潜力；8 个二级指标：企业规模、企业密度、产业集聚度、

龙头企业数量、新增企业注册数（2021-2023 年）、创新成果、研发实力、发展潜力。在

二级指标之下，设立 19项相应的三项指标。

1.3.1 产业发展基础
在产业发展基础评价中，包括企业规模 1 项二级指标和 2 项三级指标。其中，企业规

模指标由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2 项三级指标构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反映一个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数量，是衡量区域战

略性新兴产业聚集程度的重要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反映一个区域的工业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

1.3.2 产业集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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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集聚水平评价中，包括企业密度、龙头企业数量、企业成长性 3 项二级指标和

5 项三级指标。其中，企业密度指标由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量总企业总数比重 1 项三级

指标构成；龙头企业数量指标由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中国 500 强企业数量和上市企业数

量 3 项三级指标构成；企业成长性指标由近三年新注册企业数量 1 项三级指标构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密度：反映一个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所有注册企业比重，

是衡量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反映一个区域的大型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中国 500 强企业数量：反映一个区域的大型企业国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上市企业数量：包括 A 股企业数量、港股大陆运营实体数量和中概股大陆运营实体

数量，反映一个区域的资本市场活跃度和创新能力。

新增企业注册数量为 2021-2023 年新增企业注册数量的总和，是衡量一个区域企业规

模扩张和市场份额增长的重要指标。

1.3.3 区域创新力

区域创新力评价，包括创新成果和研发实力 2 项二级指标和 7 项三级指标。

其中，创新成果指标由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和授权软著数量 2 项三级指标构成；研发实

力由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数量、企业技术中心数量 5 项三级指标构成。

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反映一个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体

现区域产业发展速度和深度。

授权软著数量：反映一个区域在软件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力。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是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

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一年以上的居民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

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建设

的研究开发实体。它对于企业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自主研发， 引进先进技术成果，

开展产学研合作与交流，培养引进研发人才等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企业技术中心：也称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或企业科技中心，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实施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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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管理的科技开发组织，在本企业 ( 行业 ) 的科技开发活动中起着主导和牵头作用，具

有权威性，处于核心地位。

1.3.4 区域成长潜力

在区域成长潜力评价中，包括优质潜力企业数量 1 项二级指标和 5 项三级指标。

优质潜力企业数量由独角兽企业数量、隐形冠军企业数量、瞪羚企业数量、千里马企

业数量、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 5 项三级指标构成。

独角兽企业：指估值在 10 亿美金以上，创立时间较短，在行业中有颠覆式创新，发

挥了引领作用的企业。

隐形冠军企业：指这些不为公众所熟知，却在某个细分领域或市场占有领先水平，有

着核心竞争力和明确战略，其产品、服务难以被超过和效仿的中小型企业。

瞪羚企业：指创业后越过死亡谷以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支撑进到高成长期的中

小企业。

千里马企业：具有高成长性的，处于种子期及初创期的公司。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

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建

设制造强国、制造强省的坚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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