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３卷　第２期 科　学　管　理　研　究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５年４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ｒ．２０１５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１１５Ｘ（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４４－０４

西部主要城市进化过程中创新力比较研究
＊

陈　宾１，吕彩云２
（１．山东大学 威海校区马列部，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９；

２．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校区思政部，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９）

　　摘要：根据城市创新理论，选取西安、重庆、成都、乌鲁木齐、兰州、南宁６个西部大城市，结合国内外的城市创

新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着重分析了西部城市进化过程中的创新特点，提出了城市进化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并

给出应对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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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日渐成为国家与

区域竞争的主体。城市的综合创新能力体现着城市

进化过程的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未

来走向。创新能力作为城市竞争力的灵魂，是城市

价值收益和福利财富的源泉。通过对城市创新力的

比较和研究，寻求城市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发展对策，

可以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１　研究综述

参照国外发展相对不足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及

其创新实力的变化，对于研究我国西部城市的进化

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创新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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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已有许多成果。上世纪初，“创新”便

被经济学家首次引入到经济增长的变量中，成为内

生变量。Ｊ．Ａ．熊彼德（１９９０）认为“创新”能 够 创 立

新的生产函数，他将“创新”具体化为技术和知识两

个指标。这一理论构成了现代关于“创新”研究的理

论基础〔１〕。创新型城市可按照创新活动产业的侧重

不同，分为文化创新型城市和科技创新型城市，前者

侧重于打造新兴文化产业链，在文化的导向上进行

创新，后者侧重于在工业制造业方向的投入，以此提

高经济实力之发展。伦敦便是文化产业性的隐性文

化创新城市的典型例子〔２〕（Ｋｏｎｇ，２０１４）。新加坡则

在融资投资方向入手，以引入外资的方式对城市进

行经济创新，根据其城市发展脉络，赫尔辛基提出了

针对 艺 术 与 科 学 方 向 的 城 市 创 新 思 路〔３〕（Ｃｒａｉｇ
Ｙｏｕｎｇ等，２０１３）。可见，知识资源及科技创新能力

储备是构建创新城市的动力与首位要素。
国内学者认为城市创新首在体制创新。良好的

创新环境来自良好的体制创新，城市创新作为深化

改革的重要一环，其连接着国内外城市，对缩小城市

间的差距作用巨大，是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下

的重要保证〔４〕（曹勇等，２０１１）。城市创新具有４个

特征：综合性、不确定性、生态性和开放性〔５〕（倪鹏飞

等，２０１１）。
总之，已有研究主要从理论方面探讨了城市创

新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路径，实证研究较少。本

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衡量城市创新力的指

标体系，力图给出提高西部地区城市创新力的合理

建议。

２　西 部 主 要 城 市 进 化 过 程 中 创 新 现 状 及

问题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中国西部城镇化进程

明显慢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城市化发展极不平衡，
存在经济发展参差不齐、总体规划不科学、旧城区改

造和新城区开发不同步等问题。

２．１　城市总体规划滞后

绝大多数西部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仍然受到

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城市功能定位仍局限于区域

的政治或工农业中心，缺乏对高新科技的吸纳，对于

创新城市理念的贯彻不够深入，使得城市经济发展

缺乏活力，步履维艰。

２．２　城市创新环境缺乏可持续性

为了追求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西部城市过分

追求眼前利益，破坏了城市的完整性与自然性，阻碍

了城市的长远性发展。要想发展创新型城市，必须

首先构造生态型环境，保障城市在可持续发展过程

中的资源供给。

２．３　高新技术产值存在较大差距

高新技术是影响和衡量城市创新资源和创新环

境的重要因素。西部城市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西部主要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波动和变化差别

也较大。其 中 西 安 的 发 展 最 为 稳 定 且 发 展 势 头 强

劲，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乌鲁木齐、南宁和兰州的

高新技术企业总产值则处于较低水平。

２．４　旧城区改造难度过大

西部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仍沿用旧城区为城市

中心。这就导致旧城区改造难度过大，人口密度远

大于新兴开发地带。不合理的城区改造方式使得旧

城区难以进行功能转换，从而制约了城市现代化的

创新化进程，减缓了城市发展速度。

３　西部主要城市进 化 过 程 的 创 新 力 作 用 机

理研究

　　城市创新能力是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知识文化

水平等方面的综合体现。由于城市条件的迥异，城

市创新力也表现出多样性与可变性。

３．１　创新力驱动要素

３．１．１　外部驱动因素　主要包括全球化浪潮、城市

间竞争和创新环境的成熟三个方面。首先，跨国公

司的出现使驱动因素流动越发充分，使西部城市与

全球经济紧密融合在一起，具体表现为文化交集和

技术扩散。其次，城市竞争的加剧也影响着西部城

市的创新能力。最后，创新环境的改善弥补了创新

资源的不足，西部城市的创新环境重点关注在创新

的软实力上，包括创新管理体制、创新政策及创新文

化等。

３．１．２　内部驱动因素　在外部环境影响下，内部

环境也出现了改变原有城市面貌的强烈要求，主要

表现为社会危机、产业转型和生态保护对西部城市

进化的传统模式的冲击。

３．２　西部主要城市创新能力比较分析

３．２．１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结合西部城市

创新能力的影响 因 素，并 结 合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构

建了衡量西部 城 市 创 新 能 力 的 评 价 指 标 体 系（见

表１），包含４个一级指标，分别是西 部 城 市 创 新 资

源、西部城 市 创 新 潜 力、西 部 城 市 创 新 环 境、西 部

城市创新主体，在４个 一 级 指 标 项 下 共 有１２个 二

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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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西部城市创新能力衡量指标体系

城市

创新

能力

衡量

指标

体系

城市创新资源Ａ１

人力资源Ｂ１

财力资源Ｂ２

知识资源Ｂ３

城市创新潜力Ａ２

产业创新潜力Ｂ４

知识创新潜力Ｂ５

技术创新潜力Ｂ６

制度创新潜力Ｂ７

城市创新环境Ａ３
社会环境Ｂ８

自然环境Ｂ９

城市创新主体Ａ４

企业Ｂ１０

高校科研机构Ｂ１１

政府Ｂ１２

综 合 考 量 上 述 各 个 指 标 对 于 西 部 城 市 创 新

能 力 的 影 响 大 小，可 以 看 到 知 识 创 新、技 术 创 新、

制 度 创 新 和 创 新 环 境 是４个 主 要 的 影 响 因 素：①
知 识 创 新：指 文 化 产 业 创 新，利 用 西 部 文 化 产 业

的 知 识 底 蕴，推 动 西 部 城 市 文 化 产 业 的 改 良 与 革

新，增 加 西 部 城 市 的 文 化 市 场 活 力；②技 术 创 新：

主 体 是 企 业，现 代 高 新 技 术 的 推 广 与 产 业 化，是

西 部 城 市 创 新 能 力 的 重 要 方 向。只 有 当 城 市 的

技 术 创 新 达 到 一 定 水 准，才 能 有 一 定 的 创 新 能

力；③制 度 创 新：以 各 级 政 府 为 主 体，研 究 政 府 对

于 创 新 产 业 的 支 持 程 度。制 度 的 创 新 能 够 提 高

西 部 城 市 的 发 展 速 率，同 时 促 进 西 部 城 市 经 济 发

展 与 创 新 能 力 的 大 幅 度 提 升；④创 新 环 境：主 要

考 量 第 三 产 业 占 城 市 发 展 总 量 的 比 率、城 市 人 均

ＧＤＰ等，分 析 西 部 城 市 是 否 给 各 创 新 方 向 提 供 了

优 良 的 环 境 保 障。

３．２．２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主成

分分析法，即主分量分析，是通过降维的思想，减少

指标数量，将相关性极高的变量转为相互独立或不

相关的变量。新变量的数量比原始数据少，并且能

解释原有的大部分数据。这些综合性指标的新变量

便是主成分。

３．２．３　数据来源及其结果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城市 创 新 报 告（２０１３）、中 国 城 市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３）等，使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使 用ＳＰＳＳＩ６软

件，对西部主要城 市 的 城 市 创 新 资 源、城 市 创 新 潜

力、城市 创 新 环 境、城 市 创 新 等 指 标 进 行 评 估 分

析，得到 各 大 城 市 创 新 能 力 综 合 得 分，具 体 结 果

如下：

表２　副省级（含）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综合测评（２０１３）

城市 创新综合能力总得分 排名

西安 ７６．３１０４　 １

重庆 ７４．９８８５　 ２

成都 ７４．９６７５　 ３

　数据来源：本文计算所得

表３　地级城市创新能力综合测评（２０１３）

城市 创新综合能力总得分 排名

乌鲁木齐 ７３．２４２１　 １

兰州 ６８．２２１８　 ２

南宁 ６７．９２４６　 ３

　数据来源：本文计算所得

根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的评价标准体系，西

安、重庆与成都属于副省级城市，而其他的西部主要

城市则以地级市为标准，这二者的标准线不同，说明

西安、重庆、成都的创新能力起点较之西部其他城市

要高。但创新综合能力总分普遍不高，说明西部城

市较之东部城市，其创新水平还是相对落后。

西安在西部地区的创新城市排名中位居第一，

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与创新思维相互交融，形成了一

个既古朴又新兴的文明古都。西安也有极为发达的

科技水平，在航空航天等国家重要领域中发展超前，

并且，西安拥有良好的高校资源，是西北最大的人才

集中地，其 创 新 市 场 环 境 与 创 新 人 才 数 量 都 居 于

前列。

重庆作为最新的直辖市，其城市发展节奏在西

部各省市中位列前茅，是西部新兴的具有较强创新

能力的城市，表现在资本实力强、资产创新方向水平

高方面。在创新主体方面，重庆市高校数量较多，创

新人才输出数量多，创新市场与文化产业优良。

成都是西南地区政治文化中心，拥有得天独厚

的创新资源与环境。首先，资源丰富，并且政府政策

具有创新性，为城市提供了创新环境，也为城市创新

发展的资本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作为西南

地区高校与人才的集中地，成都的教育水平发达，创

新主体素质优良，科技创新水平相较西部其他地区

更高。

此外，乌鲁木齐的综合经济实力以及市场环境

两个分项指标位于前列，但人才及科技水平指标较

弱。兰州在西部地级市的创新排名中相对靠前，由

于当地石油资源丰富，新城规划得当，其创新力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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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活力都相对较高，具有较好的创新前景。南宁的

技术知识及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较其他城市较弱。

４　对于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城市创新是为了提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使城市更具活力。基于此，西部城市必须以市场机

制为基础，加大对城市创新系统与创新活动的鼓励

政策，以全新的观念和机制引导城市创新。

４．１　政府体制改革，提高创新主导能力

政府做好良性城市规划，对创新产业给予足够

的财政与制度支持，将使西部城市发展进入良性循

环〔８〕。针对西部地区大部分城市的高新技术发展还

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状况，政府应努力进行制度

创新，完善城市发展结构，建设城市创新产业园区，

引进高新科技人才，特别是制定入园鼓励政策，并提

供综合服务保障，以多种方式扶持和引导创新。

４．２　企业技术创新，改善市场创新环境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主体，是城市

创新的重要组成。若能与国际化接轨，将东部沿海

地区的第三产业机制引入西部创新程度较低的城市

之中，将提高城市科技水平、将企业的科技创新程度

最大化，从整体上提升城市的创新实力。高效的市

场运行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也能使企业摆脱僵化

体制，获得创新活力，成为人才创新、金融创新的收

益主体〔９〕。因此，应加大创新产业的金融投入，将信

息技术产业引入西部城市。同时，要结合国家西部

大开发政策，开 拓 西 部 城 市 市 场，高 速 发 展 第 三 产

业，减 少 重 工 业 对 于 城 市 污 染 危 害，促 进 城 市 现

代化。

４．３　科技体制革新，优化科技创新资源

要分类管理城市的科技机构，精简无产出的科

技单位，并对科学技术项目进行核实梳理，减少不必

要的项目费用拨款，针对有意义的民生项目加大投

入。同时，应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知识

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使高校等公共研究机构大量介

入城市创新性研究之中，并促进西部高等院校与东

部沿海高校的产学研交流〔１０〕，形成互相促进的科技

发展环境，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

４．４　文化产业创新，改善城市新环境

社会环境的良好发展、社会氛围的宽松和谐，对

于形成良 好 的 创 新 系 统 起 着 极 大 的 推 动 作 用。同

时，作为创新主体的人们应具有求新求变的价值观

与自由开放的视野。西部城市创新政策，应充分考

虑西部城市当地的文化特色，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为创新思想提供生长土壤〔１１〕。

５　结论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不平衡的

地方，其各大城市间的发展水平相差较大。虽有部

分城市已达到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创新能力，但总体

上还处在 创 新 程 度 相 对 较 低 的 水 平。针 对 这 一 现

象，只有重视制度改革、理顺经济关系、着重人才系

统发展、提供良性市场、重点培育高新科技产业发展

等，才能平衡西部地区城市发展，促进各城市的创新

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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