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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阶层集聚 、 知识外部性与城市创新
——来 自 ２０ 个大城市的证据

＊

王 猛 宣 烨 陈 启 斐

［提 要 ］ 城市创 意 阶层 集聚是 否 有利 于 创 新 ？ 针对这 一 问 题 ， 本文构建 一个创 意 者居住

选择模 型 ， 揭 示 了 创 意 阶层 集聚通过知 识 外部 性推 动 城 市 创 新 的 理论机制 ， 并 利 用 ２ ００ ７
—

２ ０ １ ２

年 中 国 ２０ 个大城市 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检验 。 在基准估计 中 ， 通过控制 人力 资本 、 外 商直接投资 、

对外 贸 易 等 知 识 外部 性变 量和其他环境 变 量 ， 创 意 阶层 集 聚 显著促进 了 城 市创 新 。 对城市和 时 期

子样本 的 回 归 则 显 示 ， 创 意 阶层 集聚 与 城市 创 新 间 的 因 果关 系具有 稳健性 。 本文研 究表 明 ， 营造

良好环境 以 吸 引 创 意 阶层 集 聚 ， 可 以 有效提升城市 尤其是 大城市 的 创 新水平 。

［关键词 ］ 创 意 阶 层 ； 集聚 ； 知 识 外部 性 ； 创 新

部门 和社会各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

国 内城市 日 益重视 自 身创新水平 的提升 ， 北

一

、 引言 京 、 上海和深圳等许多城市都提出 了建设创新型城

市的 目标 。 从 《 中 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 》 对 国 内

一直以来 ， 城市作为
“

神圣 、 安全 、 繁忙
”

之２ ０ 个大城市 的统计来看 ， 各城市 的创新水平仍存

地 ， 承载着三大功能
——提供宗教信仰或道德约在很大的差异 ， 表现出不平衡特征 。 如果以

“

百万

束 ， 保障安全 ， 以及激励商业活动 。

［ １ ］ 进人知识经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

衡量创新水平 ，
２０ １ ２ 年得分

济时代 ， 城市的创新功能也 日渐突出 。 与产业的集最高 的深圳 为 ４６ ６ ６ ． ８ ７ ， 最低 的重庆为 ２ ０ ８ ． ３ ６
，

聚相 比 ， 创新活动的集聚更为强烈 ， 而城市有能力前者是后者的 ２ ２ 倍 。 如果创新水平用
“

高技术产

集中知识 、 技术 、 思想 、 艺术和时尚 ， 因此成为创品 出 口额 占商品 出 口 额的 比重
”

衡量 ，
２ ０ １ ２ 年得

新活动的主要场所和 良好载体 。 国 内外现实表明 ， 分最高 的苏州为 ６ ３ ．０ ２
， 最低的哈尔滨为 ５ ．１ ３

， 后

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技资源和高技术产业 ， 往者仅为前者 的 １ ／ １ ２
。 城市创新水平的 巨 大差异促

往集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绝大部分的创新活动 ， 城使研究者思考 ： 城市创新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 这些

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创新水平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国因素具体如何影响城市创新 ？

家和地区的创新水平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 在中 国现有研究对城市创新决定因素的考察 ， 明确了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倡导
“

大众创业 、 万众创城市的公共制度 、 内部平台 、 全球联系程度 、 经济

新
”

的背景下 ， 如何提升城市的创新水平 ， 是政府 规模 、 创新投人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率等因素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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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影响 。

［
２ ］ ［３ ］笔者认为 ， 创新活动的主体是人 ， 角 的研究 ， 主要关注集聚通过共享中间投人品 、 共

人在城市创新中的角色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 因而有担研发风险 、 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度等机制降低企

必要进一步考察人的创意和智力 因素对城市创新的业的创新成本并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 。 波特 （ Ｐｏ ｒ

影响 。 本文从知识外部性视角 出发 ， 探讨创意阶层 ｔｅｒ ） 认为 ， 当创新活动集聚于一处时 ， 厚 的要素

这一特殊人群的集聚是否促进了城市的创新水平 。 市场就得以建立 ， 使集群 内成员分享大量的专业化

美国学者佛罗里达 （ Ｆ ｌｏｒｉｄａ ） 所强调 的创意阶层 ， 投人 ， 大量专业和训练有素的工人 ， 以及大量诸如

与舒尔茨 （ Ｓｃｈｕ ｌ ｔ ｚ ） 的人力 资本概念互 为 补充 ： 专利代理人 、 产品检测实验室和贸易组织等专门 的

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 、 健康和能力 ， 商业服务 。 同时 ， 集群 内企业 的实验成本得 以 降
一般用劳动力 的受教育年限测算 ； 创意阶层则表现低 ， 也可迅速从企业外部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以加速

了个人潜在创造力和实际技能的应用 ， 通常根据劳创 新 。

Ｍ 赫 尔 斯 利 和 斯 特 兰 奇 （ Ｈ ｅ ｌ ｓ ｌｅｙａｎｄ

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来判定 。

［
４
］ ［ ５ ］ 可见创意阶层概念Ｓｔ ｒａｎｇ ｅ ） 构造的动态创新模型 中 ， 密集 的投入 品

更侧重知识的转化和利用 ， 与创新活动的关系也更供应商网络降低 了企业将新思想转化为现实 的成

为密切 。 本 ， 进而推动创新 。

［
９
］格洛克等人 （ Ｇｅ ｒ ｌａｃｈｅ ｔａ ｌ ）

本文考察创意阶层集聚的创新效应 ， 为城市创发现 ， 与空 间上孤立的企业相 比 ， 集群 中 的企业

新的决定因素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 计量分析依Ｒ＆Ｄ 投资规模更大 ， 且能承担更高的 Ｒ＆Ｄ 投资

据 《 中 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 》 提供的 ２ ０ ０ ７
—

２ ０ １ ２风险 。

［
１ ° ］佛利克等人 （ Ｆａ ｌ ｌ ｉ ｃｋ ｅｔ ａ ｌ ） 关于硅谷员工

年中 国 ２ ０ 个大城市创新数据进行 ， 解决了 以往研跳槽的研究发现 ， 职业流动性随产业集中程度的增

究所面临的统计数据 口径不一或严重缺失 ， 以致难强而上升 ， 说明创新集群 中的专业化工人无需改变

以获得较高质量 、 较大样本量的城市创新数据的问区位就能便捷地匹配新岗位 。

［
１ １ ］

题 。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 第二部分 回顾相关文献 ，知识外部性文献的一个共识是 ， 知识 、 技术在

第三部分揭示创意阶层集聚通过知识外部性影响城空间传播过程中存在时滞 、 衰减和扭曲 ， 因此知识

市创新的理论机制 ， 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设计 ， 第溢出具有地方性特征 。 尤其是对难以编码的黏性知

五部分报告并分析估计结果 ， 第六部分得出结论 。识而言 ， 知识溢出随距离增加而衰减 。

［ １ ２ ］集聚有效

避免了知识溢出 的空间局限性 ，

一方面降低了创新

二
、 文献述评 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 另

一方面通过累积的公共知

识池推动 了后续创新 。

［ １ ３ ］ 格莱泽等人 （ Ｇ ｌａｅｓ ｅｒｅｔ

（

＿

） 集聚 、 外部性与创新 ａ ｌ ） 就认为 ， 来 自 相同或不同产业的大量劳动力集

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 出 、 最普遍 的地理特征 。 聚在同一空间 ， 使人与人之间迅速传递知识的创新

马歇尔 （Ｍａｒｓｈａ ｌ ｌ ） 从外部性角度来解释集聚 ， 他环境得以建立 ， 进而推动了产业创新 。

［ １ ４ ］

指出劳动力池 、 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 出这三种 （
二

） 创意阶层理论及其检验

外部性吸引企业在空 间上彼此邻近 。

［ ６ ］按西托夫斯佛罗里达 （ Ｆ ｌｏｒｉｄａ ） 开创 的创意阶层 （ Ｃｒｅａ
－

基 （ Ｓｃ ｉｔｏｖ ｓｋｙ ） 的分类 ， 劳动力 池 、 中 间投入 品 ｔ ｉｖｅＣ ｌａｓ ｓ ） 理论 ， 为创新活动 的发生机制 ， 提供

共享属 于货 币 外部性 （ Ｐｅｃｕｎ ｉ ａｒｙＥｘｔ ｅｒｎａ ｌ ｉ ｔ ｉｅｓ ） ，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 创意阶层是劳动力 中最具价

其特征是通过价格机制降低企业的成本 。 知识溢出值创造力和成长潜力的部分 ， 其工作 中包含较多创

则称为技术外部性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 ｉ ｔ ｉ ｅｓ ）造性成分 。 这一阶层主要分为超级创意核心 （ Ｓｕ
－

或知识外部性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Ｅｘｔ ｅｒｎａ ｌ ｉ ｔ ｉ ｅｓ ） ， 旨在强ｐ ｅｒＣ ｒｅａｔ ｉｖｅＣｏｒｅ ） 和创意专家 （ 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ｅＰｒｏ ｆｅｓ
－

调知识 、 技术或信息 的交流 、 扩散所产生的关联ｓ ｉｏｎａ ｌ ｓ ） 两个群体 ， 前者 由科学家与工程师 、 大学

效应 。

［ ７ ］教授 、 艺术家 、 诗人 、 小说家 、 编辑 、 演员 、 智囊

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文献基于货币外部性 、 知识机构成员等组成 ， 后者则涵盖高科技 、 法律 、 金融

外部性视角考察集聚对创新的影响 。 货币外部性视以及其他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从业人员 。

［
４ ］创意阶层

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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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基本逻辑是 ， 人才 、 技术 、 宽容度三要素所在经验层面 ， 文献更关注创意阶层集聚对经济增长

构成的人文环境会吸引创意阶层定居 ， 创意阶层进的作用 ， 鲜有经验研究直接探讨创意阶层集聚与创
一步吸引创新性企业迁人和资本流人 ， 同时创意阶新的因果关系 。

层的服务需求创造 中低收入服务岗位 ， 进而带动区此外 ， 如果利用中 国城市数据考察创意阶层集

域经济增长 。

［
１ ５ ］换言之 ， 创意阶层密集的

“

创意 中聚对创新的影响 ， 将至少面临 以下两个数据难题 ：

心
”

将会拥有更高的创新比例 、 更多的初创高科技 一是创意阶层统计 口径的确定 。 由 于中 国缺乏佛罗

企业 、 更强 的 岗 位创 造能 力 和更为持久 的 经济里达 （ Ｆｌｏｒ ｉｄａ ） 式 的创意阶层 口 径 ， 需要基于现

增长 。 有统计数据合理评估城市创意阶层规模 。 二是城市

作为
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全新的区域政策工创新数据的获取 。 与省级数据的可得性相 比 ， 各城

具 ， 创意阶层理论吸引 了许多学者进行经验研究 。 市的 Ｒ＆Ｄ 投人 、 专利授权量等数据 口径不一或缺

这些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 ， 致力于考察创意阶层失严重 ， 难以得到较高质量 、 较大样本量的城市创

集聚对区域和城市增长的影响 。 马莱特和沃尔金斯新数据 ， 以致现有对城市创新决定因素的研究常局

（Ｍａ ｒ ｌｅ ｔａｎｄＷｏｅｒｋｅｎｓ ） 基于荷 兰 １ ９ ９ ６
—

２ ０ ０ ２ 年限于案例分析或小样本计量分析 ， 在一定程度上限

数据 ， 发现创意阶层的相对规模与就业增长 、 城市制 了结论的适用范围 。

［
３ ］

宜居度之间存在正向联系 。

［ １ ６
］佛罗里达等人 （ Ｆ ｌｏｒ

－有鉴于此 ， 本文尝试改进现有文献的上述不

ｉｄａｅ ｔａ ｌ ） 分析美 国 ３ ３ １ 个城市数据后指 出 ， 相对足 。 第一 ， 将集聚理论和创意阶层理论相结合 ， 基

于以学历为测定标准的人力资本而言 ， 以职业划分于知识外部性视角构建一个创意者居住选择模型 ，

的创意阶层更能显著地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 。

［
１ ７ ］

安以揭示创意阶层集聚推动城市创新的机制 。 第二 ，

德森和洛伦岑 （ Ａｎｄｅｒｓ ｅｎａｎｄＬｏ ｒｅｎｚ ｅｎ ） 利用欧解决了有关创意阶层集聚和城市创新的数据难题 ：

盟 国别数据的分析表明 ， 创意阶层与经济增长间存基于现行统计 口 径 ， 发展 出 与佛罗里达 （ Ｆ ｌｏｒｉｄａ ）

在显著的正 向关联 。

［
１ ８ ］ 洪进等人利用 １ ９ ９ ９

一

２００ ７高度契合的城市创意阶层指标 ， 用于测算城市创意

年 中 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创意阶层的经济效应 ， 发阶层的空 间集聚程度 。 城市创新用 《 中 国创新城市

现创意阶层集聚通过区域技术创新 、 城市化和产业评价报告 》 发布的 ２ ００ ７ ２ ０ １ ２ 年 ２ ０ 个大城市数据

结构等渠道促进劳动生产率 。

［ １ ９ ］但是 ， 劳赫和奈瑞衡量 ， 较大样本的权威数据提升了研究结论的可靠

（Ｒａｕ ｃｈａｎｄＮ ｅｇｒ ｅｙ ） 对美 国 的研究却表明 ， 创意性和适用性 。 第三 ， 利用计量分析 ， 验证创意阶层

阶层的规模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

［ ２
°］斯集聚对城市创新的推动作用 ， 以及这种因果关系的

科特 （ Ｓｃｏｔｔ ） 也指 出 ， 创意阶层的存在并不必然稳健性 。

保证城市经济的长久繁荣 ， 因此需要鼓励 、 动员和

引导生产性的学习 和创新活动 。

［２ １ ］三 、 理论模型

（
三

） 简要的评价

主流的集聚理论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创意阶层伯利安特和藤 田 昌久 （ Ｂｅｒ ｌ ｉａｎ ｔ ａｎｄ Ｆｕ

ｊ
ｉ ｔａ ） 探

集聚这一种重要的集聚现象 ， 未讨论其形成机制和讨水平差异化知识的动态演进 ， 描述了两个人之间

经济效应 。 而创意阶层文献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都知识创新和转移的微观过程 ， 并揭示 了知识创新过

存在不足 ： 在理论层面 ， 创意阶层理论基于统计分程中两个关键点 ： 第一 ， 知识异质性对人们成功地

析而提出 ， 缺乏对创意阶层集聚影响创新这一机制创造新思想非常重要 ； 第二 ， 知识创新过程会通过

的精细刻画 ， 尤其是对创意阶层集聚所产生的知识共有知识的积累来影响知识异质性 。

［
２ ３

］ 本文在此基

外部性语焉不详 ， 这就难怪格莱泽 （ Ｇ ｌａｅｓ ｅ ｒ ） 将础上引人空间 因素 ， 构建一个创意者居住选择模

创意阶层理论视作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新包装 。

［
２ ２ ］型 ， 在微观层面上说明创意阶层集聚所产生的知识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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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如何促进了城市创新 。

①ＫＬ
，
⑴

“

⑴ （ ６ ）

假设创意阶层 ｃ 由 ｎ⑴ 个创意者组成 ， 任－
⑵

创意者 ｚＧ ６ Ｃ ） 在时点 〖 的效用是其收人 、 消费居住的知 丨
ａ增量为

水平的增函数 ， 而收入 、 消费水平则取决于其拥有
’ 、 ：

的知识存量 Ｋ
，
⑴ 。 由 此 ， 创意者的效用最大化问幻⑴ ＝

／⑴ ．

［ＫＱ ⑴ ＋ＫＴ
，

，

． ⑴ ］ ＫＬ
，

＋⑴

题归结为使其在任一时点 〖 的知识增量最大 。 （ ７ ）

在任一时点 ｚ
， 创意者 ｉ 选择居住于农村或城创意者 ｉ 在时点 ｔ 选择在城市居住的均衡条件

市 。 如果在农村居住 ， 创意者 ￡ 独立进行知识创 是 ， 在城市的知识增量不小于在农村的知识增量 ，

新 ， 其知识增量为 ： 即 幻⑴＞幻⑴ 。 此时城市有 ＮＷ 个创意者 ，

ｋ
ｒ

ｉ
（０

＝

ａ
？
Ｋ

ｉ
ｉ ｔ ） （ １ ）城市的知识创新总量 为 ：

其中 ， 松⑴ 表示居住在农村的知识增量 ， ａ 为居住 ｌ ｉ ｔ ）
＝

ｆ ｉ ｔ ）．ＫＣ“ ｔ ）
．勵 （ ８ ）

对式 （ ８ ） 进行整理 ， 可得 ：

如果在城市居住 ， 创意者 ｉ 与创意者 Ｇ ｅ ｅ ，

讲 ） 会面 ，
ｉ 的知识增量包括两个部分 ：

￡ 和 ； 共似 ＝ ＫＣ
，

）
⑴ ．

［Ｎ
２

⑴ — Ｎ⑴ ］ ／
ＪＶ

“

⑴ （ ９ ）

同进行的知识创新 ＫＣ
〃

（ ｆ ） ， 以及 ＾ 对 ￡ 的知识转式 （ ９ ） 对 ＪＶＧ ） 求导 ， 有 ：

移 。 知识创新 、 知识转移表示为 ：

＝
ＫＣ

。
⑴ ？

［ ２Ｎ⑴ １ ］ ／ Ｎ
Ｕ

Ｗ（ １ ０ ）

ＫＣ
ｉ
ｔ
Ｕ ）

＝

＾
．

Ｉ
Ｋ

％
ｉ ｔ ）． Ｋ

＾
（ ０ ］

３ （ ２ ）
ｄＪ Ｖ Ｕ ；

ＫＴ
ｎ

（ Ｊ ）
＝

７
？ （０？

Ｋｉ
；

（ ｔ ） ］
２ （ ３ ）由式 （ ｌ 〇 ） 可知 ， ⑴ ／撕⑴＞ ０ 。 理论模型说

ＫＴ（ ｔ ）＝ｙ
？［Ｋ

ｃ
－

（ ｔ ）？
Ｋ

ｄ
（ ｔ ） 

＾ （ ４ ）明 ， 创意阶层集聚会推动城市创新 ， 这一效应 由创

料 ｊｉ
、 主

－ ｉ 、：ＬＬ
＇

意者之间协同进行知识创新所引致 。 创意者在知识
，

Ｖ
仓 ｎ ⑴ ，

５ 

（ 分
创新过程中利用了其他创意者的独有知识 ， 即存在

别为 ｉ 对 ） ，
＿／ 对 ｉ 的知识转移 ， ⑴ 表 ７Ｋｉ 和

都具备的共有知识存量 ， 垮 （ ￡ ） ， 把⑴ 分别为 ｉ 和
＾Ｂ^

＞ 各 自具备的独有知识存量 ，

／
？ ， ｙ分别为知识创新 、

知识转移引致的知识增长率 。 可见 ， 知识创新的大
ｗｈ ｉ＆ ｖｒ

小取决于共有知识存量 、 双方独有知识存量 ， 而知

ｇ
移的大小取决于共有知识存量 、 对方独有知识理论模型基于知识外部性视角 ， 細创意阶层

创意者 ｉ 与创意者 ） 的会面的概率 ／⑴ 服从古 ｆ
结

典概型 ， 等于除 ｉ 以外的创意者数量 Ｎ⑴ １ 与城
ｎ 中 国城Ｈ头 ’ 本文构造《下 １＋量模型 ：

市人 口规模 ｉＶ
“

⑴ 的 比值 ： ｉｎｎｏｖ
ａ
＝

％
＋ 汍 ａｇｇｈ＋

（
３２ ｒｄｅｈ＋恥Ｘｈ

＼ ｔ ／  ． ＼


ｉ Ｈ
－

ｄ
ｉ６ ＾ ｉ （ １ １ ）

ｆ ｉ ｔ ）
＝ （ ５ ）一一Ｎ（〇 其中 ， Ｚ 和 ｆ 分另 丨

ｊ表 ７Ｋ城市和年份 ，
ｉｗｚｏｗ 表本城市

居住在城市 ， 还需承担高于农村的生活成本 ， 创新 ， 叹ｇ 表示创意阶层集聚 ， ｒ办 表示 Ｒ＆Ｄ 投

主要包括住房和通勤费用 。 单中心城市中 ， 这一成入这一知识生产 函数 中 的主要 自 变量 ， Ｘ 表示知

本与城市人 口规模 ｉＶ
“

（ ｉ ） 有关 ，

＾ ］可表示为 ：识外部性的其他来源 ， Ｚ 表示影响城市创新的一系

① 本模型中 ， 知识创新指新知识的产生 ， 知识转移指独有知识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扩散 ， 知识外部性指知识创新 中对

他人独有知识的使用 。

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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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环境变量 ， Ｊ 表示区位 、 历史 、 文化等影响创新数据来源为历年的 《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 》 、 《 中 国 区

的城市 固定效应 ， ｅ 为随机误差项 ， 戽 ， Ａ ， Ａ ， 啟 ， 域经济统计年鉴 》 、 《 中 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 》 和部

体 为待估系数 。分城市统计年鉴 。

计量模型 中 ， 解释变量和随机误差项均滞后
一 １ ． 城市创新

期 ， 基于两点考虑 ：

一是创新活动存在时滞 ， 本期已有研究 中 ， 创新 的衡量指标包括专利授权

的 Ｒ＆Ｄ 投入 、 创意阶层集聚等因素的创新效应通量 、 专利 申请量 、 新产品开发项 目数 、 新产品产值

常在 下 一 期 显 现 。

［ ３ ］ 二 是 城 市 创 新 可 能会 影 响等 。 彭 向 和蒋传海指 出 ， 以上每个指标都存在缺

Ｒ＆Ｄ 投入 、 知识外部性变量 （包括 创 意 阶层集陷 ， 采用基于多个指标的综合指标才能更好地反映

聚 ） 、 环境变量等 ， 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间存创新特征 。

［
２ ５ ］

在联立关系 ， 由此造成的 内生性偏误可通过滞后解本文用 《 中 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 》 中 的创新

释变量来缓解 。 产 出指标来衡量城市创新 （表 １ ） 。 该指标 由 百万

（

二
） 数据和变量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 百万人美 国专利拥有量 、 百

本文选择的样本个体为北京 、 天津 、 沈 阳 、 大万人技术合 同成交额 、 百万人 向 国 外转让 的专利

连 、 长春 、 哈尔滨 、 上海 、 南京 、 苏州 、 杭州 、 宁使用费和特许费 、 百万人驰名 商标拥有量 ５ 个二

波 、 厦 门 、 济南 、 青 岛 、 武汉 、 广 州 、 深圳 、 重级指标的评价值加权综合而成 。 为 消 除量纲 ， 二

庆 、 成都 、 西安 ２０ 个大城市 ， 样本 期 为 ２ ００ ７
—级指标的评价值 由 二级指标原值除 以 相应 的评价

２ ０ １ ２ 年 。
２ ０ 个大城市均为直辖市 、 省会城市或副标准得到 。 与专利授权量 、 新产 品产值等指标相

省级城市 ， 是创意阶层的重要集聚地 ， 也是 中 国实比 ， 创新产 出 指标可更为全面地衡量各城市 的创

现科技创新的主要载体 ， 因 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新水平 。

表 １ 城市创新的二级指标构成

指标名称 数据来源评价标准

百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科技统计资料


８ ００ 件 ／百万人


百万人美 国专利拥有量 美国联邦专利局 ８０ 件 ／百万人




百万人技术合同成交额


科技统计资料


２０ 亿元 ／百万人

百万人向 国外转让的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国际收支平衡表 ６ ０ ０ 万美元 ／百万人

百万人驰名 商标拥有量 知识产权统计资料 １ ０ 个 ／百万人

资 料来源 ：
《 中 国 创 新城 市评 价报 告 》 。

笔者计算 了各城市 ２ ０ ０ ７ ２ ０ １ ２ 年这六年 的平创新水平

均创新水平 ， 以便 了解城市创新的分布情况 。 由 图ｇ

〇

｜
—

１ 可见 ，
２ ０ 个大城市 的创新呈现 以下特点 ： 首先 ，＾ ：

｜
■

北京 、 深圳 、 上海 、 广州这四个一线城市具备较高 Ｅ■
［ ，

＝

的创新水平 ， 北京更是全 国创新 的核心城市 。 其ＥＥ｜Ｉ Ｉ 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ｆＴＴ．

次 ， 东部城市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 ， 创 〇

韭 深 上 广 厦 杭 宁 壅 西 天 武 大 沈 苏 济 成 青 长 哈 重

新水平最低的五个城市 中就包括成都 、 长春 、 哈尔京 圳 海 州 门 州 波 京 安 津 汉 连 阳 州 南 都 岛 春
Ｉ
庆

滨和重庆 四个中西部城市 。 最后 ， 城市创新水平表 ｋ市

现 出较大的差异性 ， 最高 的北足 （ ７ ７ ．７ ８ ） 创新水＠ １２０ 个大城市的平均创新水平

平是最低的重庆 （ ６ ．２ ３ ） 的近 １ ３ 倍 。

 资料来源 ： 《 中 国 创 新城 市评价报 告 》 。

为考察 ２ ０ 个大城市创新水平 的差异程度 ， 本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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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取基尼系数 、 泰尔指数 、 平均对数离差 （第二阶层的替代指标 。

［
４
］洪进等人用剔除 了制造业工人 、

泰尔指数 ） 三个指标进行评价 。 图 ２ 描述 了２ ００ ７采掘业工人以及农 、 林 、 牧 、 渔业专业技术人员后

年至 ２ ０ １ ２ 年 间城市创新差异 的变动轨迹 ， 从 图 ２的专业技术人员指标 ， 近似衡量 中 国各省的创意阶

中可见 ， 六年间 ２０ 个大城市创新水平 的差异逐步层规模 。

［
１ ９

］在城市层面 ， 由 于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数

缩小 ， 例 如 基尼 系 数从 ２０ ０ ７ 年 的 ０ ． ３ ８ 下 降 为据 ， 需要采用其他统计指标 。

２ ０ １ ２ 年的 ０ ． ２ ４
。 本文按 《 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 》 （ＧＢ Ｔ４ ７ ５ ４

－

＾ ２００ ２ ） ， 选择科研 、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 教育

〇＾ ５业 ，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

Ｊ
； ３ ５

４一￣



 和软件业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金融业 ６ 个产业门

° － ３ ０ 类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来衡量创意阶层 。 其中 ， 前
ｎｕ ．

 

〇 ； ２〇


３ 个门类涵盖科学家 、 大学教师 、 艺术家等创造性

最强的职业 ， 其从业人员可代表
“

超级创意核心
”

；

２
：
Ｊ？ 后 ３ 个门类为知识密集型行业 ， 用其从业人员代表

２ ００ ７２００ ８２００９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 年份创意专家 。 佛 罗 里达 （ Ｆ ｌ ｏ ｒ ｉｄａ ） 所统计 的 建筑

－？－ 基尼系数 ＋ 平均对数离差泰尔指数和工程类职业 ， 在 中 国现实 中主要表现为高体力劳

图 ２２０ 个大城市的创新水平差异綱度和低创造性 ， 本文不予考虑 ； 管理类职般

资料来 源 ： 《 中 国 创 新城 市评 价报 告 》 。＿所有 ６ 个产业门类 ， 因此不单独统计 。 两类统

计 口 径的对照见表 ２
。 从表 ２ 可见 ， 本文所划分的

２ ． 创意阶层集聚 创意阶层统计 口 径 ， 不仅与 佛 罗 里达 （ Ｆ ｌｏ ｒ ｉ ｄａ ）

在许多 国家和地区 ， 由于统计 口径与佛罗里达高度契合 ， 而且反映 了 中 国创意阶层 的 实际情况 ，

（ Ｆ ｌｏｒｉｄａ ） 不同 ， 研究者需要寻找能合理描述创意因而具有合理性 。

ｗ

表 ２ 创意 阶层统计 口径对照

项 目佛罗里达 （ Ｆ ｌｏ ｒ ｉｄａ ） 职业分类 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４ ７ ５ ４
－

２ ０ ０ ２ ）

计算机和数学类职业 ； 生命科学 、 自 然科学和社到

， ， 科研 、 技木服务和地质勘査业

超级
餅学魏业


创意 教育 、 培训和 图书馆类职业


教育业


＾ ｌＬ
＇

艺术 、 设计 、 娱乐 、 体育和媒体类职业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仓 ｌ

ｊ意


建筑和工程类职业
阶层

医疗和技术类职业 信息传输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创意 商业和财务运营类职业 ； 法律类职业 ；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专家 高端销售和销售管理类职业 金融业

管理类职业
—

创意阶层的集聚程度用区位熵表示 ， 其计算公其中 ， Ｃ
， 表示城市 ； 中创意阶层的规模 ， ￡：

， 表示城

式为 ： 市 ； 的总就业水平 ， Ｉ］
Ｃ

， 表示全国创意阶层规模 ，

ａｇｇ ｉ
＝ＣＪＥ ，

 （ １ ２ ）ｇ 表示全国 的总就业水平 。 呢ｇ ，＞１ 意味着创

意阶层在城市 ： 集聚 ， 取值越大则集聚程度越高 。

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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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城市 ， 可能汇聚更

Ｒ＆Ｄ 投入 （Ｍｅ ） 是知识生产 函 数 的 主要 自多的创新要素和资源 ， 有利于增加创新产出 。 经济

变量 ， 与 因变量创新间存在稳定 的正 向关联 。

［ ２ ６ ］本发展水平用城市人均 ＧＤＰ 表示 。

文用
“

Ｒ＆Ｄ 经费支 出 占 ＧＤＰ 比例
”

来衡量城市以上控制变量 中 ，
Ｒ＆Ｄ 投入 、 人力资本 、 创

的 Ｒ＆Ｄ 投人水平 。新成果转化能力 、 政府扶持力度 以 及经济发展水

除创意阶层集聚外 ， 城市的知识外部性可能有平 ， 都保留 《 中 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 》 的算法 ， 用

其他来源 。 有必要引入其他解释变量 ， 以避免高估指标原值除 以相应的评价标准值得到无量纲的统计

创意阶层集聚的创新效应 。 本文考虑 以下三个知识值 。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 进出 口 贸易额按年

外部性来源 ： （ １ ） 人力资本 （＆ ） 。 人力资本和创意平均汇率换算为人民 币计价后再做调整 。

阶层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相互替代 ， 人力资本一般 （
三

） 描述性统计

用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来测算 ， 而创意阶层则表现以上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３ 。 所有解释变

了个人潜在创造力和实际技能的应用 。 本文用
“

大量的方差膨胀 因子均小于 １ 〇 ， 可认为计量模型不

专以上学历人 口 占 ６ 岁 以上人 口 比重
”

表示的人力存在多重共线性 。 为减轻异方差问题 ， 在估计前对

资本 ， 能精确地统计进入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 ， 比城市人 口 规模作对数化处理 。

常用的高校在校生数 、 受教育年限等指标更接近人为直观反映创意阶层集聚与城市创新的关系 ，

力资本的原意 。 （ ２ ） 外商直接投资 （／必 ） 。 外商直接图 ３ 描绘二者的拟合散点图 。 由 图 ３ 可见 ， 创意阶

投资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可能产生技术外溢 ， 也可能产层集聚与城市创新间存在较强的正向线性关系 。 下

生抑制作用 ， 已有研究得出促进论 、 抑制论和双刃剑节将对这一关系进行计量分析 。

论等多种结论 。

［
２ ７

］本文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城市创新

城市 ＧＤＰ 的 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 。 （ ３ ） 对外贸 ８ ０


易 对外贸易提供了 国际接触和学习交流的

机会 ，

“

出 
口 中学

’ ’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ｇ ） 有助于出 ６〇 
—

啦进行■的产品创新和竞争力提升 ， 脚何 ４〇 




以直接获取贸易伙伴国 Ｒ＆Ｄ 投入的成果进而推动创

新 。 本文用贸易依存度来衡量城市对外贸易 。 ２ 〇
．

—
＝

此外 ， 考虑 以下 四个影响城市 创新 的环境变

量 ： ⑴ 政府扶持力度 （ ｇ〇Ｖ ）  〇 政府参与科技研 ° ？—

 ｒ

－

 ■

－ －……

 丨 ■

发活动会影响城市创新 ， 用
“

企业 Ｒ＆Ｄ 经费支 出
ａ ５ １

ａｇｇ
１ ５

创新阶层集

２

聚

中政府投人 占 比
”

来刻画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扶持力
１ ｉｍｏｖ

—

度 。 （ ２ ） 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 ｒｄ／ ） 。 城市对创新图 ３ 创意阶层 集聚与城市创新 的拟合散点 图

成果的转化能力越强 ， 越能激励更多 的创新活动 。

本文用
“

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Ｒ＆Ｄ 经费支出 中企业五 、 计量结果和分析
投入 占 比

”

来刻画城市的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 该 比

值越大说明城市产学研结合程度越高 ， 创新成果转 （

一

） 基准估计

化能力越强 。 （ ３ ） 城市人 口 规模 城市化本文的面板数据估计选择固定效应 。 与随机效

经济可能促进知识溢出 ， 需控制城市人 口规模的影应相 比 ， 固定效应不要求解释变量与非观测效应不

响 ， 用城市常住人 口 表示 。

①
（ ４ ） 经济发展水平

① 按现行统计法规 ， 人均 ＧＤＰ 核算根据常住人 口 进行 。 因此对仅公布城市户 籍人 口 的部分城市 ， 用该市 ＧＤＰ 与人

均 ＧＤＰ 的 比值来估算 当年的常住人 口 ？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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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指标变量样本数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

方差膨胀因ｆ

城市创新 ｉｎｎｏｖ １ ２０ ３ ２ ． ３ １ ２ ０ ． ５ ８ ３ ． ５ ２ ８ ７ ． ２ ２—

Ｒ＆ －ＤＳＡ ｒｄｅ １ ２０ ２ ． ３ １ １ ． ０ ５ ０ ． ８ ５ ５ ． ８ ２ ２ ． ３ １

创意阶层集聚ａｇｇ １ ２ ０ ０ ． ９ ３０ ． ２ ８ ０ ． ３ ９ １ ． ７ ４ ３ ． ７ ５

人力资本 ｈｅ １ ２０ １ ４ ． ４ １５ ． ９０ ３ ． ７ ７ ３ ３ ． ６ ７ ２ ． ５０

对外贸易 ｔｒａｄｅ １ ２ ０ ０ ． ８ ２ ０ ． ７ ５ ０ ． ０ ７ １ ． ８ ２ ２ ． ８ １

外商直接投资 （ ％ ）ｆｄ ｉ １ ２０ ４ ． ６ ９ ２ ． ５ ２ ０ ． ７ ５ １ ３ ． １ ６ １ ． １ ８

创新成果转化能力ｒｄｆ １ ２ ０ ４ ． ８ ３ ３ ． ９ ２ ０ ． １ ７ １ ６ ． ８ ０ １ ． ３ ０

政府扶持力度ｇｏｖ １ ２０ ７ ． ２ ５８ ． ０４ ０ ． ８ ６ ３ ０ ． ９ ７ １ ． ５ ９

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 １ ２ ０ ５ ． ０ ９ ２ ． ０ ７ １ ． ２ ３ １ １ ． １ １ ２ ． ８０

人 
口规模 （万人 ）ｐｏｐ １ ２０ １０ ９ １ ． ３ ９５ ８ ３ ． ５ ４ ３０ ４ ． ００ ２９ １ ９ ． ０ ０ １ ． ３８

相关 ， 其去均值处理能消除非观测效应可能产生的分别为 ２ ．４ ２
，
一

１ ． ３ ２ 和
一

１ ３ ． ０ ５
， 且均在 １％水平

内生性问题 。 同时 ， 检验值为 ２ ４ ． １ ７ ，Ｐ上显著 。 人力资本规模推动城市创新 ， 符合内生增

值为 ０ ． ００ ７２ ， 也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 。 为进一步长理论的基本判断 。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创新有抑

消除异方差 ， 参数估计选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 。 制作用 ， 说明外资企业并未产生有效的知识外部

＆Ｗ 检验表明模型存在一阶序列相关 ， 采用
一阶性 ，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挤 占 了城市的创新资源 。

［ ２ ７ ］

差分法予以处理 。 回归分析通过 Ｅｖ ｉ ｅＷＳ６ ． ０ 完成 。对外贸易对城市创新的消极影响 ， 可能与为数众多

基准估计采用逐步添加解释变量的分步法 ， 结的加工贸易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

锁定
”

状

果见表 ４ 。 模型 １ 为一元回归 ， 考察创意阶层集聚态 ， 缺乏知识吸收的意愿或能力有关 。

［ ２ ８ ］

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 模型 ２ 引入 Ｒ＆Ｄ 投入这一影影响城市创新的四个环境变量中 ， 政府扶持力

响创新的主要变量 。 模型 ３ 至模型 ５ 依次考虑人力度的系数估计值为 ０ ． １ ４ 并通过 １％显著性检验 ，

资本 、 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等知识外部性来表明现阶段政府对 Ｒ＆Ｄ 活动的参与 ， 有效促进了

源 。 模型 ６ 至模型 ９ 则逐步添加政府扶持力度 、 创城市创新 。 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 ０ １

新成果转化能力 、 城市人 口规模 、 经济发展水平等但不显著 ， 表明产学研结合程度 尚不足以推动城市

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环境变量 。 模型 ９ 包括所有解层面的创新活动 。 城市人 口 规模的 系数估计值为

释变量 ， 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变量所导致的 内生２８ ． ４０ ， 且在 ５ ％水平上显著 ， 证实 了城市化经济

性 ， 以此结果作为分析依据 。有利于知识溢 出 。 经济发展水平 的 系数估计值为

创意阶层集聚 的 系数估计值为 １ ０ ． ９ ８
， 且在１ ． １ ７

，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

ｌ ％ ７ｊＣ平上显著 。 这一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 城市创新水平间并不存在较强的因果关系 。

即创意者集聚于城市 ， 会通过相互间 的协同进行知 （
二

） 稳健性检验

识创造 ， 从 而 在城 市 层 面表现 为 创 新 的 增 加 。基准估计结果表明 ， 创意阶层集聚显著促进了

Ｒ＆Ｄ 投人的系数估计值为 ２ ．６ ９ 并通过 ５％显著性城市创新 。 这一研究结论是否可靠 ， 尚需进行稳健

检验 ， 表明城市的 Ｒ＆Ｄ 经费支出 与城市创新间存性检验 。 稳健性检验的方法通常有替换核心解释变

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量 、 改变样本范围 、 采用其他估计方法 、 变化参数

创意阶层集聚以外的三个知识外部性来源中 ， 取值等 。 本文的稳健性检验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

人力资本 、 外商直接投资 、 对外贸易 的系数估计值改变样本范围进行 ，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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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创意阶层集聚与城市创新 ： 基准估计

项 目模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模型 ４模型 ５模型 ６模型 ７模型 ８模型 ９

１ ５ ． ５ ５９
＊ ＊＊

１ ８ ． ０ １ ７
＊ ＊ ＊

１ ９ ． ０ ８４
？

 １ ９ ． ３ ５ ４
＊ ＊ ＊

１ ２ ． ３ １ ３

＊＊ ＊

１ ４ ． ４４ ４
＊“

１ ３ ． ８ ４ ９
＊ ＊＊

１ １ ． ６ １ ５

＊ ＊＊

１ ０ ． ９ ７８
＊ ＊ ＊

ａｓｓ

（ ４ ． ２ ９ ） （ ７ ． ３ ６ ） （ ３ ２ ． ７ ２ ） （ １ ４ ． ８ ９ ） （ ７ ． ５ ５ ） （ ６ ． ０ ９ ） （ ５ ． ４ １ ） （ ５ ． ７ ３ ） （ ５ ． ９ ３ ）

１ ． ４ ２ ５ ２ ． ６ ７８
＊ ＊ ＊

２ ． ６ ２ ９

＾

３ ． ３ ９４
＃

３ ． ３ ７ ５

“

３ ． １ ５ ８
＊＊

２ ．１ ９ ２

＊

２ ． ６ ８ ９
＊ ＊

’ｅ

 （ ２ ． １ ７ ） （ ３ ． ２ ７ ） （ ３ ． ４０ ） （ ２ ． ６ ５ ） （ ２ ． ６ ２ ） （ ２ ． ３０ ） （ １ ． ７ ５ ） （ ２ ． ０ ２ ）

１ ． ５ ８４
…

 １ ．８２ １

＊ ＂ ＊

２ ． ７ ５ ７
％

２ ．７ ６ ９
…

２ ． ５ ７ ３ ２ ． ６８ ３

％

２ ． ４ １ ６

＊ ＊ ＊

ｆｌ Ｑ


（ ４ ． ２ ５ ） （ ４ ．１ ６ ） （ ６ ． ８ ６ ） （ ８ ． ５ ８ ） （ ８ ． ８ ９ ） （ １ ３ ． ０ ７ ） （ ６ ． ５ ６ ）

－

０ ． ５ ９ ４
＊ ＊＊＊—

０ ． ６ ５ ２

＊ ＊ ＊＊—
０ ． ７ ８ ５

＊＾—
０ ． ６ ２ １ 

…
一

１ ． ２ ７７
＊ ＊ ＊—

１ ． ３ １ ８
…

ｆｄｉ
————

（

－

３ ． ３ ９ ） （ ６ ． ２ ４ ） （

—

５ ． １ ２ ） （

－

５ ． ６ ２ ） （

－

８ ． ３ ０ ） （

—

１ １ ． ５ ０ ）

－

１ ２ ． ９ １ ６

＃ ＃＃－
１ ４ ．６ １ １

＊ ＃ ＃－
１ ２ ．３ ４ ６

－ ＃ ＊－
１ ４ ． ８ １ ６

＊＊＊－
１ ３ ． ０ ５ ０

＃ ＃＃

ｔ ｒａｄｅ
————

（

—

６ ． ４ ９ ） （

－

４ ． ５ ６ ） （ ４ ． ２０ ） （

－

５ ． ２ ２ ） （

—

３ ． ８５ ）

０ ． ０ ９ ９ 

＾

０ ． １ ０ ５
＊＊ ＊

０ ． １ ５ ５

“＊

０ ． １ ３ ５

＊ ＊ ＊

ＳＯＶ
 一

（ ５ ． ６ ４ ） （ ５ ． ３０ ） （ ４ ． ７ ９ ） （ ３ ． ５ １ ）

０ ． １ ５ ７

＊ ＊

０ ． ０ ４ １ ０ ． ００ １

ｒｄｆ
——————

（ ２ ． ５ ７ ） （ ０ ． ４ ３ ） （ ０ ． ０ １ ）

３ ６ ． ６ ９ ４
＊ ＊ ＃

２ ８ ． ３ ９ ９

＼ｎｐｏｐ
— —————

（ ２ ． ９ ７ ） （ ２ ． ０ ６ ）

Ｌ １ ６８

ｐｇｄｐ
———————

——

（ １ ． ３ １ ）

＆＿５ ６ ． ４４０
“

４ ３ ． ０９ １

＊ ＊－

６ ．９ ５ ３

＊－

９ ．１ ４ ４

＊ ＊－
１ ０ ． ９ ５ ２

＃ ＃＊－
１ ２ ． １ ４ ０

＊ ＊ ＊－
１ １ ．３ ２ ２

＃ ＃＊－
２５７ ． １９ １

＾－
２０ ３ ．６ ３０

＃ ＃

常数项
（ ２ ． ３ ２ ） （ ２ ． ０４ ） （

—

１ ． ７ ３ ） （

－

２ ． ３ １ ） （

－

６ ． ８ ６ ） （

—

４ ， １ １ ） （

－

４ ． ６ ５ ） （

－

３ ． １ １ ） （ 

—

２ ． ２ ２ ）

０ ． ８７ ７ ０ ． ８ ５ ２ 

…

０ ．５ ９ ９

＊ ＊ ＊

０ ． ５ ５ ５

＊ ＊ ＊

０ ．３４ ５
＾

０ ． ２ ９ ６

＾

０ ．３ ２ ４

＊ ＊ ＊ ＊

０ ．２ ３ ２ ０ ． ２ ７ １

＂ ＊＊

ＡＲ（ １ ）

（ １ ３ ． ７ ３ ） （ １ １ ． ２ ９ ） （ ５ ． ８ １ ） （ ５ ． ２ １ ） （ ４ ． ７ １ ） （ ５ ． ６ ７ ） （ ５ ． ６ ６ ） （ ３ ． ９ ３ ） （ ５ ． １ ０ ）

样本量 １ ２ ０ １ ２０ １ ２ ０ １ ２０ １ ２０ １ ２０ １ ２０ １ ２０ １ ２０

Ａｄｊ
－Ｒ

ｚ０ ． ９ ７ ３０ ． ９ ７ ２０ ． ９ ７ ４０ ． ９ ７ １ ０ ． ９ ７ ３０ ． ９ ７ ５０ ． ９ ７４０ ． ９ ７４ ０ ． ９ ７ ２

Ｄ－Ｗ ２ ． ０ ８ ２ ． ０ ７ ２ ． ２ １ ２ ． １ ５ １ ． ９ ８ １ ． ８ ６ １ ． ９０ ２ ． ０ ６ １ ． ９ ７

Ｆ
统计值１ ３ ６ ． ２ ５ １ ２ ５ ． ８０ １ ２８ ． ２ ７ １ １ ２ ． １ １ １ １ ３ ． ９ ５ １ １ ９ ． ３ ６ １ １ ２ ． ５ ６ １ ０ ７ ． ０ １ ９ ５ ． １ ５

注 ：

…

，

＊＊

，

？

分别 表 示 １ ％ ，５％ ，１ ０％ 的 显著性水平 ， 括 号 中 数 字 为 ｉ 统计值 。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 模型 １ ０ 用超级创意核心创意专家集聚的系数估计值为 ９ ．２０ ， 且通过 １
％水

集聚替换创意阶层集聚 ， 以排除创意专家集聚的影平的显著性检验 ， 可见创意专家的集聚会提升城市

响 。 超级创意核心集聚 的 系数估计值为 ４ ．２ ９
， 且创新水平 。

在 １ ０％水平显著 ， 表明超级创意核心 的集聚能有改变样本范 围 ： 模型 １ ２ 剔除长春 、 哈尔滨 、

效推进城市创新 。 模型 １ １ 则用创意专家集聚替换武汉 、 重庆 、 成都、 西安 ６ 个 中西部城市 ， 选取

创意阶层集聚 ， 以排除超级创意核心集聚的影响 。
１ ４ 个东部城市子样本进行 回归 ， 创意阶层集聚的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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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为 ７ ．２ ３
， 且在 ５％水平显著 ， 表明东部城创意阶层集聚提升了非一线城市的创新水平 。 模型

市的创意阶层集聚有助于城市创新 。 模型 １ ３ 剔除１ ５ 则剔除 ２ ０ １ ２ 年数据 ， 选取 ２ ００ ７
—

２０ １ １ 年子样

北京 、 上海 、 天津 、 重庆 ４ 个直辖市 ， 选取 １ ６ 个本进 行 回 归 ， 创 意 阶 层 集 聚 的 系 数估 计值 为

非直辖市子样本进行回归 ， 创意阶层集聚的估计系２０ ． １ ８ ， 通过 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创意阶层集

数为 ２ ８ ．３ ８ ， 且通过 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 说明聚仍然促进了城市创新 。

①

创意阶层集聚对非直辖市的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 模以上六个回归模型 中 ， 创意阶层以外的其他解

型 １ ４ 剔除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 ４ 个一线城市 ， 释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估计中基本一致 。

探讨 １ ６ 个非一线城市子样本进行 回归 ， 创意阶层检验结果表明 ， 创意阶层集聚促进了城市创新的研

集聚的估计系数为 １ ９ ． １ ７ ， 在 １ ％水平显著 ， 表 明究结论是稳健的 。

表 ５ 创意阶层集聚与城市创新 ： 稳健性检验
￣￣

模型 １ ０

￣￣￣

模型 １ １

￣￣

模型 １ ２

￣￣￣

模型 １ ３

＂＂＂￣

模型 １ ４

￣

模型 １ ５

４ ． ２ ８ ６

．

 ９ ． ２０ ３

＊ ＂ ＇

 ７ ． ２ ２ ５
＊＊

￣

２ ８ ． ３ ８ ３
＊＊＊

 １ ９ ． １ ６ ５

＇ ＊ ＊

 ２ ０ ． １ ７ ５

Ｍ

ａｓｓ



（ １ ． ９ ４ ）



（ ５ ． ４ ６ ）


（ ２ ．３ ４ ）



（ ５ ． ２ ６ ）



（ ４ ． ２ ８ ）



（ ９ ． ７ ３ ）

３ ． １ ８ ９
＊ ＊ ＊

 ２ ．４ １ ９

＊

 ３ ． ６ ２ ７
州

 ３ ． ５ ７８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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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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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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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ｃｈ ｉ ２ ）



（ ０ ． ００ ３ ）



（ ０ ． ０ ６ １ ）


（ ０ ． ０ １ ６ ）


（ ０ ． ０４ ８ ）



（ ０ ．０ ０ １ ）



（ ０ ， ０ ９ １ ）

Ａｄｊ Ｒ
２

 ０ ． ９ ７４ ０ ． ９ ７ ６ ０ ． ９ ６ ８ ０ ． ９ ４ ９ ０ ． ９ ７ ４ ０ ． ９ ８ ９

Ｄ Ｗ ２ ． ００ １ ． ９ ６ ２ ． ０８ ２ ． ０ ７ ２ ． ２ ５ ２ ． ２ １

Ｆ
统计值 １ ０ ３ ． ８ ３ １ １ ０ ． １ ７ ７ ３ ． ４ ７



４ ７ ． ４ ３ ９ ４ ． １４ ２００ ． １ ３

注 ：

？

分别 表 示 １ ％ ，５ ％ ，１ ０％ 的 显著 性水平 ， 括 号 中 数 字 为 ｔ 统计值 。

① ２ ０ 个大城市中 ， 内地城市 ６ 个 ， 直辖市 ４ 个 ，

一线城市 ４ 个 ， 各 自 构成的子样本容量均偏小导致计量模型的 自 由

度不符合要求 。 因此本文未估计这三类城市子样本 。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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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创新水平而言 ， 本

六 、 结论文的研究结论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 第
一

， 城市应为

吸引创意阶层集聚创造 良好的环境 。 新经济时代 ，

观察城市创新活动 ， 有必要将视角延伸至具备创意阶层已成为世界范围类的稀缺资源 。 中 国城市

创新能力 的城市阶层 。 创意阶层的崛起带来了新的应考虑签证 、 国籍 、 户籍等多个领域的改革 ， 并完

财富和新的创造力 ， 成为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为全球创意阶层的流人创造

力量 。 那么 ， 创意阶层集聚是否有利于城市创新 ？制度条件 。 同时 ， 针对创意阶层的工作 、 生活和价

本文基于伯利安特和藤 田 昌久 （Ｂｅｄ ｉａｎ ｔａｎｄＦｕ
ｊ

ｉ

－值观特征 ， 开发城市 自然和人文景观 ， 加大城市文

ｔａ ） ， 构造创意者居住选择模型描述 了创意阶层集化基础设施建设 ， 营造多元 、 宽容的人文环境 ， 以

聚影响创新的机制 。

［
２ ３ ］模型结论显示 ， 创意阶层集提升城市的美学品位和吸引力 。 第二 ， 重新评估城

聚所产生的知识外部性会推动城市创新 。 基于现有市知识外部性来源的有效性 。 人力资本仍是产生知

统计 口 径 ， 本文提 出 与佛罗里达 （ Ｆ ｌｏ ｒ ｉｄａ ） 高度识外部性的重要因素 ， 城市创新离不开人力资本的

契合的 中 国城市创意阶层统计指标 ， 并依据 《 中国投人和积累 。 外商直接投资 、 对外贸易对城市创新

创新城市评价报告 》 的综合评价指标衡量城市创新的抑制作用 ， 则凸显 了新形势下城市扩大内需和产

水平 。

ｗ随后 ， 本文利用 ２ ００ ７
—

２ ０ １ ２ 年 中 国 ２ ０ 个业升级 的迫切性 。 第三 ， 重视城市创新的制 约 因

大城市面板数据 ， 实证分析了创意阶层集聚对城市素 。 政府扶持力度 、 城市人 口规模能显著促进城市

创新的影响 。 对全样本的基准估计表明创意阶层集创新 ， 因此城市创新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扶持 ， 以及

聚有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 对城市 、 时期子样本城市化经济所产生的推动效应 。 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的 回归则显示 ， 创意阶层集聚与城市创新间 的 因果的作用不显著 ， 表明城市 内部的产学研合作有待进

关系具有稳健性 。
一步加强 ， 以形成 良性的协同创新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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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Ｓｈ ｌｅ ｉ ｆｅ ｒ ．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Ｃ ｉ ｔ ｉ ｅ ｓ［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 ９ ９ ２ ，１ ０ ０ ．

［ １ ５ ］Ｈ ． Ｈａｎｓｅｎ ，Ｔ ．Ｎ ｉｅｄｏｍｙｓ ｌ ．Ｍ ｉｇｒａ ｔ ｉｏｎｓ ｏ 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ｅ Ｃ ｌａｓｓ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ｗｅｄｅｎ［Ｊ ］ ．

Ｊｏ 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Ｇｅｏｇ
？

ｒａｐ
ｈｙ ，２ ００ ９ ，９ ．

［ １ ６ ］Ｇ ． Ｍａｒ ｌｅｔ ，Ｃ ． Ｗｏｅ ｒｋｅｎｓ ． Ｓｋ ｉ ｌ ｌ ｓａｎｄＣｒｅａｔ ｉｖ ｉ ｔｙ ｉｎａＣｒｏｓｓ ｓｅ ｃ ｔ ｉｏｎｏ ｆＤｕ ｔｃｈＣ ｉ ｔ ｉｅ ｓ［Ｚ］
．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 ｉ ｔｕ ｔｅ

Ｗｏ ｒｋ ｉｎｇ
Ｐａｐｅ ｒ ，２００４ ．

６ ９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 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１ ７］Ｒ ． Ｆ ｌｏｒ ｉｄａ ，
Ｃ．Ｍｅ ｌ ｌａｎｄｅ ｒ ，Ｋ ． Ｓｔｏ ｌａｒ ｉｃｋ ．Ｉｎｓ ｉｄｅ ｔｈｅＢ ｌａｃｋＢｏｘｏｆ 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 ｉ ｔａ ｌ
，ｔｈｅ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ｅＣ ｌａｓｓａｎｄＴｏ ｌｅｒａｎｃｅ［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 ０ ０ ８ ， ８ ．

［ １ ８ ］Ｋ ． Ａｎｄｅｒ ｓｅｎ ，Ｍ ． Ｌｏｒｅｎｚｅｎ ． Ｔｈｅ Ｄａｎ ｉ ｓｈ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ｅＣ ｌａｓｓ
：ＷｈｏＩｓＩ ｔ ，ＨｏｗＤｏｅｓＩ ｔＬｏｏｋ ，ａｎｄＷｈｅｒｅＩｓＩ ｔＬｏｃａ ｔｅｄ？

［Ｚ］
．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Ｐａｐｅ ｒ ，２０ ０ ９ ．

［ １ ９］ 洪进 ， 余文涛 ， 赵定涛 ． 创 意阶层空 间 集聚与 区域劳动 生产 率差异
——基于 中 国 省 际 面板数据的分析 ［Ｊ ］ ． 财经

研究 ， ２ ０ １ １
， （ ７ ） ．

［ ２ ０］Ｓ ． Ｒａｕｃｈ ，Ｃ ． Ｎｅｇｒｅｙ ． Ｄｏｅｓｔｈｅ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Ｅｎｇ ｉｎｅＲｕｎ？Ａ Ｃｏｎｓ ｉｄｅｒａ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Ｃｒｅａ ｔ ｉｖｅＣ ｌａｓｓｏ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ｔ ｒｅｎｇ ｔｈ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ｏ ｆ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 ｉ ｒｓ

，２００ ６
，２ ．

［ ２ １ ］Ａ ． Ｓｃｏｔｔ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Ｃ ｉ ｔ ｉ 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 ｌ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Ｐｏ ｌ ｉ ｃｙＱｕｅｓｔ ｉｏｎ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 ｉ ｒｓ ，２００ ６ ， ２ ８ ．

［ ２ ２］Ｅ． Ｇｌａｅｓｅ ｒ ． Ｒｅｖ ｉｅｗｏ ｆ Ｒ ｉｃｈａｒｄＦ ｌｏｒｉｄａ
＇

ｓ Ｔｈｅ Ｒ ｉ ｓｅｏ ｆｔｈｅ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Ｊ ］ ． 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

２ ０ ０４ ，３ ５ ．

［ ２ ３ ］Ｍ ． Ｂｅｒ ｌ ｉａｎｔ
，Ｍ ． Ｆｕ

ｊ
ｉ ｔａ ．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Ｃｒｅａｔ ｉｏｎａｓａＳｑｕａｒｅＤ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Ｈ ｉ ｌｂｅｒｔ Ｃｕｂｅ［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Ｒｅ

？

ｖ ｉｅｗ ，２００８ ，４ ９ ．

［ ２４］Ｋ Ｇｌａｅｓｅｒ ．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ｉｎ Ｃ ｉ ｔ 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１ ９ ９ ９ ，４ ６ ．

［２ ５］ 彭 向 ， 蒋传海 ． 产业集聚 、 知识溢 出与地区创新
——基于 中 国工业行业的 实证检验 ＣＪ１ 经济学 （季刊 ） ， ２０１ １ ， （３ ） ．

［２ ６］Ａ ．
Ｊ ａｆ ｆｅ． Ｒｅａ ｌ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ｏ ｆＡｃａｄｅｍ ｉｃ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Ｊ ］

．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Ｒｅｖ ｉｅｗ ，１ ９ ８ ９ ， ７ ９ ．

［ ２ ７］ 王红领 ， 李稻葵 ， 冯俊新 ． ＦＤＩ 与 自 主研发 ： 基于行业数据的 经验研究 ［Ｊ］ ． 经济研究 ，
２００ ６ ， （ ２ ） ．

［ ２ ８］ 刘 志彪 ， 张杰 ． 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 构建 国 家价值链 ： 中 国 产业升级的 战略思考 ［Ｊ ］ ． 学术 月 刊 ，
２ ０ ０ ９ ，（ 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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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ｅ ｉ

３

（ １ ．Ｓｃｈｏｏ ｌ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ｓ ，Ｎａｎ
ｊ

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２ ．Ｓｃｈｏｏ ｌｏ 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Ｎａｎ
ｊ
ｉｎｇ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ｏｆＦ 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 ｓ

；３ ．Ｓｈａｎｇｈａ ｉＢｒａｎ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 ｉａ 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 ｉａ ｌＢａｎｋｏ ｆＣ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 ｓ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ｃ ｌａｓｓａｇｇ ｌｏｍ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ｃｉｔ ｉｅｓｂｅｎｅ ｆ ｉｃｉａ ｌ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Ｔｏａｎｓｗｅｒ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ｉｏｎ ，

ｔｈ ｉ ｓｐａｐｅ ｒｂｕ ｉ ｌｄｓａ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ｐｅｒｓｏｎｌ ｉｖ ｉｎｇｃｈｏ ｉ ｃｅｍｏｄｅ ｌ
，ｔｏｅｘｐｏ ｓ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 ｔ ｉｃａ ｌ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ｔｈａｔ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

ｃ ｌａｓｓａｇｇ ｌｏｍ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ｐ ｒｏｍｏ ｔｅｓｕｒｂ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 ｔ 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 ｉ ｔ ｉｅ ｓ ，ａｎｄｔｈｅｎ ？ｕ ｓｅｓｐａｎｅ ｌｄａｔａ

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２ ０ｌａｒｇｅｃ ｉ ｔ ｉ ｅｓｄｕｒ ｉｎｇ
２０ ０ ７

—

２ ０ １ ２ｔｏｔ ｅｓ ｔ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 ｃａ ｌｍｅｃｈａｎｉ ｓｍ ．Ｉｎｔｈｅｂａｓ ｉ ｃｅｓｔ ｉｍａｔ ｉｏｎ ，ａｆ
？

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ｌ ｉｎｇ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ｅｘｔｅｒｎａ ｌ ｉ ｔｙｖａｒ ｉａｂ ｌ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ｈｕｍａｎｃａｐ ｉ ｔａ ｌ

，ｆｏｒｅ ｉｇ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ｒ
？

ｅ 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ｏ ｔｈｅｒ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 ｌｖａｒ ｉａｂ ｌ ｅｓ ，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ｃ ｌ ａ ｓｓａｇｇ ｌｏｍｅｒａｔ ｉｏｎｓ ｉｇｎ ｉ ｆ ｉｃａｎｔ ｌｙｐ ｒｏｍｏｔｅｓｕｒｂａｎ ｉｎ
－

ｎｏｖａ ｔ 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 ｉ ｔｙ
ｏ ｒ

ｐｅｒ ｉｏｄｓｕｂｓａｍｐ 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 ｓ 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ｕｓａ ｌ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 ｅ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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