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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城市群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其相关研究一直是热点。但如何比较城市群的科技投入与

创新产出，现在相关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少，且有一定争议。本研究参考 OECD、《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科技投

入产出指标，以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两种科技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通过系数相关性分析法，对比分析我

国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及泛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科技要素分布，并对城市群科技竞争力进行排名比较。
通过分析，区域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但是三大城市群地区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在不同指

标体系下的排名是不一样的。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创新产业活跃度要大于环渤海地区，广东地区的劳动密集型

外向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对周边省市的辐射带动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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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城市群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贡献，城市群竞

争力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2015 年出台的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1］《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将科技支撑城市群发展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

置。国内外学者对科技投入对创新产出的支持作

用给予了较多关注，但针对大城市群科技投入对

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的研究较少，

且在指标的选取上还没有统一的共识。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学教授( Paul Cheshire) 等人［2］在城

市竞争力比较问题方面做了开拓性的探索。Iain
Begg［3］探讨了决定城市竞争力的因素。Michael
E. Porter［4］使用高技术产业出口额占出口贸易的

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竞争力。Be-
noit Godin［5］，Coe ［6］ Connolly ［7］ 论证了区域投入

与产出的关系，引进技术进口可以提升国家或地

区技术水平，Nelson［8］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全球

15 个代表性国家的科技政策实施效果和适用性

进行评估。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

资助对科技投入产出的作用效果。张洁等［9］、张
诗乐等［10］、张玉喜等［11］选取科技三项费用、申请

专利数、年技术合同成交额等作为城市科技投入产

出分析的指标，证明科技投入的增加对增强城市科

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谭蓉娟［12］探讨了区域战

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内涵和构成。刘亚旭［13］、
王春 杨 等［14］、孙 绪 华［15］、吕 晨 等［16］、SONG 等

人［17］、方创琳［18］以科技论文数量、专利申请数量、
技术市场成交额等做为主要的创新产出衡量标准。
国外关于科技创新产出的标准也不统一，但是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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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国际收支、高技术产业贸易来衡量创新产出是主

要的 方 式 ( Michael E. Porter［4］、Peri［19］、Leonci-
ni［20］、Koh［21］、Lederman 等［22］)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OECD) 推出了《奥斯陆手册》［23］、《弗拉斯卡

蒂手册》［24］来计量科技投入与创新产出。
我国主要的三大城市群为环渤海地区: 包括北

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 长江三角洲地区: 包括

上海、江苏及浙江; 泛珠三角地区: 包括福建、江西、
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中国统计

年鉴·2014》［25］。我们选取这三大城市群的 17 个

典型城市，比较 2013 － 2014 年各城市群科技创新

投入产出效率，分析我国主要城市科技创新要素分

布现状，探讨其主要科技增长点及发展模式。

2 研究设计

2. 1 科技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设定

指标体系设定理论基础: 根据 OECD《弗拉斯

卡蒂手册》［24］、《奥斯陆手册》［23］以及最新发布的

主要科技指标，结合《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6］的指

标体系，本研究设定的科技投入指标为: Ｒ＆D 人

员全 时 当 量、每 万 人 中 Ｒ＆D 人 数、Ｒ＆D 经 费、
Ｒ＆D 经费投入强度; 创新产出指标: 各省份科技

论文数、专利申请数、年技术市场成交额、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额( 后两者做对比) 。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2014 年《中国科技统计

年鉴》［26］、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25］、国家统计

局中的《分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国家统计局的

《各地区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中国经济与社

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发布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4》。其 中 Ｒ＆D 人 员 全 时 当 量、Ｒ＆D 经 费、
Ｒ＆D 经费投入强度、有效发明专利数来自 2014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每万人中 Ｒ＆D 人数指标通

过《中国统计年鉴》“年末常住人口”与“Ｒ＆D 人员

全时当量”计算而来。年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标来自

国家统计局中的《分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年度统

计结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指标来自国家统计

局中的《各地区高技术产品进出口贸易》年度统计

结果。对于科技论文数，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

统计数据库发布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4》，获

取全国最新的行政区市规划，并以此为基础，以 17
个主要城市为计量单元，在 Web of Science 的检索

界面选择高级检索，用限定字段检索方法，将作者

地址以各个省份所包含的地级市用逻辑“与”组配

检索出 2013 － 2014 年各省论文数量，将三大城市

群包含的 17 个城市被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 包

括 SCI，SSCI，A＆HCI 三大数据库) 的高水平科学论

文进行科学计量和分析。因为福建福州与江西抚

州、江苏泰州与浙江台州由于检索名相同，故将检

索结果做了减半处理，即减去该城市论文数的一

半。本研究还参考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

《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7］对中国区域科技竞争

力的相关研究，基于以上基础制定了科技投入与创

新产出的指标体系。
综合以上研究，我们构建了两种类型的城市

群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如表 1、2 所示。鉴于国

内外研究文献中对创新产出衡量指标的差异，本

研究在科技成果的衡量指标上分: ( 1 ) 年技术市

场成交额; ( 2)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两种方式来

衡量创新产出。
( 1) 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 1。

表 1 地区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 1(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模式)

Table 1 Ｒ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power

index system 1 ( measured with annual turnover of the technical

market)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总权重

科技投入 0. 55 Ｒ＆D 人员全时当量 0. 30 0. 1650

每万人中 Ｒ＆D 人数 0. 20 0. 1100

Ｒ＆D 经费 0. 30 0. 1650

Ｒ＆D 经费投入强度 0. 20 0. 1100

创新产出 0. 45 科技论文数 0. 35 0. 1575

有效发明专利数 0. 40 0. 1800

年技术市场成交额 0. 25 0. 1125

对三大城市群 17 个主要省市的科技投入产

出效率评价模型变量进行设定: 设投入产出变量

为 X，产出变量为 Y，则该模型中各变量依次设

为: Ｒ＆D 人员全时当量为 X1、每万人中 Ｒ＆D 人数

为 X2、Ｒ＆D 经费为 X3、Ｒ＆D 经费投入强度为 X4 ;

科技论文数为 Y1、有效发明专利数为 Y2、年技术

市场成交额为 Y3。
( 2) 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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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 2(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模式)

Table 2 Ｒ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power in-

dex system 1 ( measured with export volume of hi － tech products)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总权重

科技投入 0. 55 Ｒ＆D 人员全时当量 0. 30 0. 1650

每万人中 Ｒ＆D 人数 0. 20 0. 1100

Ｒ＆D 经费 0. 30 0. 1650

Ｒ＆D 经费投入强度 0. 20 0. 1100

创新产出 0. 45 科技论文数 0. 35 0. 1575

有效发明专利数 0. 40 0. 1800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0. 25 0. 1125

指标体系 2 将变量 Y3 : 由年技术市场成交额

变更为: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

2. 2 三大城市群各省市科技竞争力评价结果

( 1) 不同指标体系科技投入产出对比分析。
通过数值分析对比，三大城市群在数据分布上

均存在城市凸点。环渤海城市群中以北京最突出，

其科技论文数、技术市场成交额显著超出其他城市

( 如图 1 所示) ，但是如果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衡

量创新产出( 如图 2 所示) ，北京为代表的京津冀地

区却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

虽然仅仅统计了上海、江苏、浙江这三个地区，但是

其各项指标值都很高。泛珠三角城市群以广东省

最为突出，高技术产品出口额、Ｒ＆D 经费投入强度

处在领先地位，其发明专利数明显高于其他省市，

在泛珠三角城市群内，四川省仅次于广东省。

图 1 三大城市群 17 省市科技投入、产出指标统计折线图( 上者为投入图、下者为产出图)———指标体系 1

Figure 1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 － 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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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大城市群 17 省市科技投入、产出指标统计折线图( 上者为投入图、下者为产出图)———指标体系 2

Figure 2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 － index2

( 2) 三大城市群科技投入产出相关性分析。
通过 Stata /SE 12. 0［8］对科技投入和产出各

指标进行相关分析，计算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计算，得到三大城市群主要省市的科技投入

和产出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3、4 ( 分指标体

系 1、2) 所示。

表 3 三大城市群 17 省市科技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指标体系 1
Table 3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index1

X1 X2 X3 X4 Y1 Y2 Y3

X1 1. 0000 0. 7325 0. 8535 0. 2592 0. 3373 0. 8992 0. 0833
X2 0. 7325 1. 0000 0. 7551 0. 6196 0. 5110 0. 6244 0. 2911
X3 0. 8535 0. 7551 1. 0000 0. 6798 0. 7460 0. 7996 0. 5265
X4 0. 2592 0. 6196 0. 6798 1. 0000 0. 9406 0. 3148 0. 8882
Y1 0. 3373 0. 5110 0. 7460 0. 9406 1. 0000 0. 3919 0. 9264
Y2 0. 8992 0. 6244 0. 7996 0. 3148 0. 3919 1. 0000 0. 2118
Y3 0. 0833 0. 2911 0. 5265 0. 8882 0. 9264 0. 2118 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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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 可知，三大城市群科技投入产出指标之间

的相关性很大，其中专利申请数与年技术市场成交额

之间的相关性在0. 9 以上，并且通过了 0. 01 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在三大城市群17 个省市数据中，投入变量

与产出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大。但是 Ｒ＆D 人员全时

当量与年技术市场成交额之间的相关性较低。

表 4 三大城市群 17 省市科技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指标体系 2

Table 4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

index2

X1 X2 X3 X4 Y1 Y2 Y3

X1 1. 0000 0. 7325 0. 8535 0. 2592 0. 3373 0. 8992 0. 8047
X2 0. 7325 1. 0000 0. 7551 0. 6196 0. 5110 0. 6244 0. 5708
X3 0. 8535 0. 7551 1. 0000 0. 6798 0. 7460 0. 7996 0. 7150
X4 0. 2592 0. 6196 0. 6798 1. 0000 0. 9406 0. 3148 0. 2862
Y1 0. 3373 0. 5110 0. 7460 0. 9406 1. 0000 0. 3919 0. 3515
Y2 0. 8992 0. 6244 0. 7996 0. 3148 0. 3919 1. 0000 0. 9670
Y3 0. 8047 0. 5708 0. 7150 0. 2862 0. 3515 0. 9670 1. 0000

由表4 可知，三大城市群科技投入产出指标之间

的相关性较大，其中科技论文数与 Ｒ＆D 经费投入强

度之间的相关性在0. 9 以上，并且通过了 0. 01 的显著

性水平检验。在三大城市群17 个省市数据中，投入变

量与产出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大。但是 Ｒ＆D 经费投

入强度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之间是弱相关性。
2. 3 投入产出结论对比

( 1) 三大城市群综合得分对比。
利用 stata 对 17 个省份两类数据指标进行标

准化处理，得出七个数据指标的 Z 值。据此构建

各城市的综合得分表达式为:

F = 0． 30 * ZX1 + 0． 20 * ZX2 + 0． 30 * ZX3 +
0. 20* ZX4 + 0． 35* ZX5 + 0． 40* ZX6 + 0． 25* ZX7

经标准化处理后，三大城市群各指标值如表

5 所示。
A、通过指标体系 1 计算各城市综合得分，可

以看出三大城市群，主要竞争力强弱依次是环渤

海地区、长江三角洲、泛珠三角城市群。

表 5 三大城市群 17 省市科技投入产出指标标准化值———指标体系 1

Table 5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mean － index1

地区
Ｒ＆D 人员

全时当量

每千万人中

Ｒ＆D 人数
Ｒ＆D 经费

Ｒ＆D

经费强度

科技

论文数

有效发明

专利数

技术市场

成交额

环渤海 北京 － 0. 43938 0. 356706 1. 264513 2. 994905 3. 148321 － 0. 01311 3. 729272

天津 － 0. 3621 1. 443345 － 0. 25938 0. 777236 － 0. 33317 － 0. 26941 － 0. 07585

河北 － 0. 38593 － 0. 7124 － 0. 55372 － 0. 63921 － 0. 56129 － 0. 52286 － 0. 43722

辽宁 － 0. 43135 － 0. 44817 － 0. 22354 － 0. 17422 － 0. 09434 － 0. 40426 － 0. 22769

山东 0. 851621 0. 122032 1. 245991 0. 183473 0. 113502 0. 066856 － 0. 2188

长三角 上海 － 0. 17945 0. 973396 0. 442672 1. 22077 0. 978384 0. 141133 0. 301661

江苏 2. 121066 1. 633723 1. 873344 0. 441009 1. 023865 1. 485455 0. 295487

浙江 1. 126822 1. 536229 0. 524212 0. 204934 0. 108046 0. 241736 － 0. 36344

泛珠三角 江西 － 0. 65675 － 0. 84728 － 0. 84848 － 0. 68213 － 0. 61372 － 0. 59367 － 0. 42023

湖南 － 0. 32106 － 0. 59018 － 0. 46292 － 0. 40314 － 0. 3027 － 0. 25616 － 0. 36977

广东 2. 367941 1. 082889 1. 784959 0. 305087 0. 452026 3. 314886 0. 298282

广西 － 0. 72398 － 0. 97057 － 0. 90445 － 0. 81805 － 0. 75791 － 0. 61199 － 0. 47299

海南 － 0. 85979 － 1. 03772 － 1. 09149 － 1. 01836 － 0. 88381 － 0. 66176 － 0. 47812

四川 － 0. 43853 － 0. 81017 － 0. 31595 － 0. 26721 － 0. 11512 － 0. 31678 － 0. 26434

贵州 － 0. 75942 － 0. 95926 － 1. 02625 － 0. 93252 － 0. 84215 － 0. 60803 － 0. 45666

云南 － 0. 79173 － 1. 07803 － 0. 96062 － 0. 86813 － 0. 68552 － 0. 59586 － 0. 4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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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大城市群综合得分情况———指标体系 1

Table 6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scores － index1

城市群 环渤海 长三角

省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上海 江苏 浙江

综合得分 2. 95 0. 01 － 1. 07 － 0. 57 0. 70 0. 99 2. 64 0. 89

平均得分 2. 02 1. 51

城市群 泛珠三角

省市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综合得分 － 0. 67 － 1. 31 － 0. 73 3. 08 － 1. 47 － 1. 69 － 0. 67 － 1. 57 － 1. 50

平均得分 － 0. 73

B、通过指标体系 2 计算各城市综合得分，可

以看出三大城市群，主要竞争力强弱依次是长江

三角洲、环渤海地区、泛珠三角城市群。

表 7 三大城市群 17 省市科技投入产出指标标准化值———指标体系 2

Table 7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mean － index2

地区
Ｒ＆D 人员

全时当量

每千万人中

Ｒ＆D 人数
Ｒ＆D 经费

Ｒ＆D

经费强度

科技

论文数

有效发明

专利数

高技术产品

出口额

环渤海 北京 － 0. 43938 0. 356706 1. 264513 2. 994905 3. 148321 － 0. 01311 － 0. 22182

天津 － 0. 3621 1. 443345 － 0. 25938 0. 777236 － 0. 33317 － 0. 26941 － 0. 23781

河北 － 0. 38593 － 0. 7124 － 0. 55372 － 0. 63921 － 0. 56129 － 0. 52286 － 0. 4852

辽宁 － 0. 43135 － 0. 44817 － 0. 22354 － 0. 17422 － 0. 09434 － 0. 40426 － 0. 44588

山东 0. 851621 0. 122032 1. 245991 0. 183473 0. 113502 0. 066856 － 0. 26626

长三角 上海 － 0. 17945 0. 973396 0. 442672 1. 22077 0. 978384 0. 141133 0. 804424

江苏 2. 121066 1. 633723 1. 873344 0. 441009 1. 023865 1. 485455 1. 393768

浙江 1. 126822 1. 536229 0. 524212 0. 204934 0. 108046 0. 241736 － 0. 31307

泛珠三角 福建 － 0. 11799 0. 305451 － 0. 4889 － 0. 32444 － 0. 63441 － 0. 39618 － 0. 29429

江西 － 0. 65675 － 0. 84728 － 0. 84848 － 0. 68213 － 0. 61372 － 0. 59367 － 0. 47572

湖南 － 0. 32106 － 0. 59018 － 0. 46292 － 0. 40314 － 0. 3027 － 0. 25616 － 0. 50248

广东 2. 367941 1. 082889 1. 784959 0. 305087 0. 452026 3. 314886 3. 322457

广西 － 0. 72398 － 0. 97057 － 0. 90445 － 0. 81805 － 0. 75791 － 0. 61199 － 0. 49824

海南 － 0. 85979 － 1. 03772 － 1. 09149 － 1. 01836 － 0. 88381 － 0. 66176 － 0. 51883

四川 － 0. 43853 － 0. 81017 － 0. 31595 － 0. 26721 － 0. 11512 － 0. 31678 － 0. 23889

贵州 － 0. 75942 － 0. 95926 － 1. 02625 － 0. 93252 － 0. 84215 － 0. 60803 － 0. 52509

云南 － 0. 79173 － 1. 07803 － 0. 96062 － 0. 86813 － 0. 68552 － 0. 59586 － 0. 4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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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三大城市群综合得分为表 8 所示:

表 8 三大城市群综合得分情况———指标体系 2

Table 8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scores － index2

城市群 环渤海 长三角

省市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山东 上海 江苏 浙江

综合得分 1. 96 － 0. 03 － 1. 08 － 0. 63 0. 69 1. 12 2. 91 0. 90

平均得分 0. 18 1. 64

城市群 泛珠三角

省市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综合得分 － 0. 64 － 1. 33 － 0. 77 3. 84 － 1. 48 － 1. 70 － 0. 67 － 1. 58 － 1. 52

平均得分 － 0. 65

( 2) 三大城市群投入产出对比。
笔者分别计算了三大城市群投入产出得分，

如表 9、表 10 所示。
A、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 1 对比。

表 9 三大城市群投入产出得分———指标体系 1

Table 9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scores of

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 － index1

投入得分 产出得分 投入产出比

环渤海 0. 198552 0. 206174 1. 038386

长三角 0. 991537 0. 514787 0. 51918

泛珠三角 － 0. 44082 － 0. 28614 0. 649102

通过对比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体投入得

分最高，产出得分也是最高的。但是投入产出比

综合得分较低，主要原因: 一是 2013 年江浙沪三

省市技术市场成交额总额不及北京市的二分之

一; 二是江浙沪三省市有效发明专利产出能力不

高。所以该地区投入产出比较低。2013 年江浙

沪三省市发明专利总数不及广东省一个省。相对

而言，江苏省整体表现优于上海市及浙江省，原因

在于江苏省整体科技投入要远大于上海市，无论

是 Ｒ＆D 人员投入还是 Ｒ＆D 经费投入，上海都明

显低于江苏省。从数据分析也可以看出，虽然技

术产品的成交很多是在京、津地区，但是实际的产

品消费地区可能不是该地区，并且该区域高新技

术产品进出口贸易一直都是逆差，也反映了该地

区科技创新产业的不足。
B、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 2 对比。

表 10 三大城市群投入产出得分———指标体系 2

Table 10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17provinces)’scores of

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 － index2

投入得分 产出得分 投入产出比

环渤海 0. 198552 － 0. 01516 － 0. 07635

长三角 0. 991537 0. 652405 0. 657973

泛珠三角 － 0. 44082 － 0. 20905 0. 474222

通过区域科技竞争力指标体系 2 分析，指标

体系 1 的结论不同。由投入产出原始数据及得分

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体投入最高的，产出

也是最高的，其投入产出的效率也是最高的，可以

看出该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较其他城市群有优势

指标 2 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作为创新产出的衡

量指标，则环渤海地区的投入产出比就变成负值，

综合排名最高的变成了长三角地区，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长三角地区的科技研发投入与创新成果

的转化效率较高，科技创新产业活跃度要大于环

渤海地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三角地区的民

营经济活跃度要远大于环渤海地区。
通过对比发现，在不同的指标体系下 ( 究竟

是以:“年技术市场成交额”、还是“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额”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 ，环渤海地区

与长三角地区的排名差异是很大的。
( 3) 泛珠三角城市群分析。
我们将传统的珠江三角洲扩展到了泛珠江三

角洲城市群，尽管该地区投入产出表现欠佳，但其

投入产出比却高于环渤海地区，其中广东省投入

综合得分位列全部省市第一，产出得分远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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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第二的江苏省，可见其科研投入力度及科研

产出强度均明显超出其他省市，值得注意的是，其

有效发明专利数位于三大城市群各省市首位，且

远远高于位列第二的江苏省，约为其发明专利的

2 倍。由此可以看出广东省科技创新能力较高，

其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更是遥遥领先，目前逐渐形

成了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科技创新为动力的

技术市场发展局面。
但是除广东省外，该城市群其他各省市投入

产出得分均为负值，如图 3 所示为该地区各省市

投入产出百分比柱形图，除广东外，其他七省市投

入产出效率较低。可以看出该城市群科技创新发

展极不均衡。

图 3 泛珠三角城市群 9 省市科技投入产出百分比柱形图

Figure 3 Pearl river delta agglomerations ( 9 provinces )’

scores % of input ＆ outpu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 来源: 自绘)

3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本研究分析，三大城市群科技投入与创

新产出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但是科技创新的辐射

效应没有经济的空间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因为有

竞争优势的科技产业通常在地理上有趋向中心产

业集聚的趋势。
本研究通过对比发现，在不同的指标体系下

( 究竟是以:“年技术市场成交额”、还是“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额”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 ，环渤

海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排名差异很大。技术产品

的成交很多是在京、津地区，但是实际的产品消费

地区可能不是该地区，并且该区域高新技术产品

进出口贸易一直都是逆差，也反映了该地区科技

创新产业的不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三角

地区的科技研发投入与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较

高，科技创新产业活跃度要大于环渤海地区。泛

珠三角城市群的排名一直靠后，通过结合经济、社
会等数据分析，虽然广东省在该地区一枝独秀，但

是其劳动密集型外向经济发展模式对周边省市的

辐射带动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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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 in China’s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ir competitive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ng Tianhang1，Liu Hongxu2，Zeng Mingbin1

(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ies and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2． Lanzhou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er，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Abstract: Larg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main reg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ed countries，and interrelated research on

them is always a hot topic． But systematic researches about how to compa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outpu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few． Our research refers to OECD，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input

－ output indexes，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constructed two different input － output indexes to compare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 of China’s Bohai region，Yangtze Ｒiver Delta and Pearl Ｒiver Delta，and ranking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The result is that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put and innovation output have an obvious positive correlation，and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rankings are different in input

－ output index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are more active than those in the

Bohai region． The radiating and exemplary role of labor intensive export － 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n Guangdong

has not any significant effect on surrounding provinces．

Keywords: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lements; competitiveness pow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