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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塑造城市品牌已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城市产业品牌作为城市品牌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城市品牌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此，本文设计了城市产业品牌形成因素的调查问卷，通过专

家咨询和城市管理者访谈并开展实地 调 研，借 助 结 构 方 程 原 理 构 建 了 影 响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形 成 的 因 素 综 合 模

型，利用ＡＭＯＳ１７．０软件和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测量和分析。研究认为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城

市产业基础是城市产业品牌形成的天然土壤，同时，政府扶持政策及城市品牌经营水平对提高城市产业品牌

的知名度和城市影响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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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 市 间 的 竞 争 也 不 断 加 剧，城

市品牌的竞争已成 为 城 市 竞 争 的 重 要 方 面 和 手 段。作 为

城市品牌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产业品牌就尤显重要，

城市产业品牌一旦形 成，就 会 成 为 城 市 发 展 中 的 一 张“名

片”，同时，城市产业 品 牌 还 因 其 发 挥 的“磁 场 效 应”，可 以

给投资者创造环境，让 投 资 者 赢 得 利 润，能 有 效 带 动 各 类

经济要素向区域集中，在城市自由流动。因而培育和发展

城市产业品牌对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发展进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而培育城市产业品牌，首先必须弄清影响城市产业品

牌形成的因素及其作 用 机 理 如 何，为 此，本 文 结 合 竞 争 优

势理论、区域分工理论、城市品牌相关的理论，构建城市产

业品牌形成因素综合 模 型，通 过 调 查 获 取 数 据，并 运 用 结

构方程模型进行运算与检验，对影响城市产业品牌形成的

因素进行分析。

２ 城市产业品牌形成机理的理论模型设计

２．１　模型的理论推导

本研究模型构建上主要结合波特的钻石模型、区域分

工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城市品牌的相关理论和零碎文

献，提出城市产业品牌形成因素的综合模型。

波特“钻石理论”产业竞争力的培育离不开四个因素，

即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关联性产业支持、产业内企业的战

略。因此，从波特钻石模 型 来 看，一 个 城 市 要 形 成 有 竞 争

力的产业，影响的因素有产业基础、生产要素的禀赋程度。

因而，本研究基于波特 钻 石 理 论，对 于 产 业 基 础 和 资 源 禀

赋构成方向还将进行变量的具体选择。

多德与伯利、弗里曼教授等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城市

产业品牌形 成 的 因 素 综 合 模 型 构 建 也 提 供 了 理 论 支 持。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获取，选择城市产业品牌的政

府支持力度与城市经 营 品 牌 的 投 入 与 管 理 作 为 城 市 产 业

品牌形成的因素结构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城市产业品 牌 相 关 的 理 论 来 看，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９）、

Ｋｏｔｌｅｒ（２００３）、Ｇｉｂｓｏｎ（２００５）、Ｆｒｅｉｒｅ（２００６）、Ｒｙａｎ（２０１０）的

观点，他们一致认为城 市 可 以 品 牌 化，并 认 为 建 立 城 市 产

业品牌的基础是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而这些又构成城市

产业品牌竞争力的重 要 源 泉，国 内 学 者 夏 赵 正（２００１）、黄

景清（２００３）、杜 青 龙（２００４）、余 明 阳（２００４）、沈 山（２００５）、

张锐（２００６）、王庆（２００８）、陈 北 东（２０１０）也 都 对 城 市 品 牌

展开了研究，认为城市产业品牌的形成是城市产业外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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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和知名度提升的过程。基于此，利用城市产业品牌的

相关文献，选择城市产业的外部影响力和知名度提升以及

城市产业的集中度提 高 作 为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形 成 的 影 响 因

素结构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２　模型的理论设计

从上述理论分析和文献探讨中，概括出模型设计应包

含八个因素（潜变量）：城市的资源禀赋、城市的产业基础、

城市产业竞争力形成、城 市 经 营 品 牌 的 投 入 与 管 理、城 市

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与激励、城市产业的外部影响力和知

名度提升、城市产业的集中度、城市产业品牌形成，其中

前五个要素是前提变量，后三个因素是结果变量，前提变

量综合决 定 并 影 响 着 结 果 变 量（Ｅｕｇｅｎｅ　Ｗ．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Ｃｌａｅｓ　Ｆｏｒｎｅｌｌ，２０００）。设计的结构模型如图１。

图１　设计的路径图

　　根据上述设计的路径图，以及结合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机理的理论探讨，对其路径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城市的资源禀赋为城市产 业 品 牌 成 长 所 需 的

产业基础有路径影响；

假设２：城市的产业基础对区域产 业 形 成 市 场 竞 争 优

势有路径影响；

假设３：城市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 与 激 励 对 其 城 市 经

营品牌的投入与管理有路径影响；

假设４：城市经营品牌的投入与管 理 对 区 域 产 业 形 成

市场竞争优势有路径影响；

假设５：城市产业的外部影响力和 知 名 度 提 升 对 形 成

城市产业品牌有路径影响；

假设６：城市产业的集中度对形成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有 路

径影响；

假设７：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的 资 源 禀 赋、产 业 基 础、竞

争力、经营品牌的投入 与 管 理、政 策 扶 持 与 激 励 等 对 城 市

产业的外部影响力和知名度提升有路径影响；

假设８：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的 资 源 禀 赋、产 业 基 础、竞

争力、经营品牌的投入 与 管 理、政 策 扶 持 与 激 励 等 对 城 市

产业的集中度也有路径影响；

假设９：城市产业的外部影响力和 知 名 度 提 升 以 及 城

市产业的集中度提高对城市产业品牌的形成有路径影响。

３　模型变量选择与研究

假设及问卷设计

３．１　模型潜变量内涵与选择

参考前面模型的总体构建情况、国外研究理论和其他

行业实证结论，以及小 范 围 甄 别 调 查 的 结 果，本 节 主 要 探

讨模型中各要素需 要 观 测 的 具 体 范 畴 及 其 基 本 假 设。从

潜变量需要选择的可测变量来看，主要是要解决可测变量

的可衡量性，充分 借 助 相 关 理 论，８个 潜 变 量 的 选 择 及 其

内涵如下：

Ｆ１：城市的资源禀 赋。城 市 文 化 底 蕴、优 越 的 地 理 条

件、产业特色等多个方 面 是 构 成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因

此，在这里将城市的资 源 禀 赋 列 为 影 响 因 素，从 城 市 自 然

和社会资源禀赋、地理便利性、文化底蕴、历史传承等方面

来考察。

Ｆ２：城市的产业基础。衡量某个产业是否能够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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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有影响力的产业，专家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的是要

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要 有 配 套 的 产 业 链 支 撑、还 要 有 相

关的龙头企业或者有影响力的产品品牌支撑。因此，结合

上述分析与考虑，选取产业规模化程度以及产业发展的现

代化程度、龙头企业及产业链完善情况等变量衡量城市的

产业基础。

Ｆ３：城市产业的竞争力形成。结合波特产业竞争力理

论，以及 国 内 学 者 金 碚（２０００）、卢 泰 宏（２００２）、李 成 勋

（２００３）、李绍飞（２０１２）等 学 者 们 的 观 点，认 为 城 市 产 业 内

形成的品牌 与 技 术 是 构 成 城 市 产 业 竞 争 力 的 重 要 来 源。

纵观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衡量衡量城市产

业的竞争力形成：注册商标数量、地理标志产品数量、产业

的市场份额、品牌产品商标、品牌企业的数量。

Ｆ４：城市经营品牌的投入与管理。相关研究认为城市

经营品牌应该从城市品牌经营的意识、品牌经营的投入以

及品牌经营的管理方面着手。基于上述研究，笔者选取衡

量品牌经营管理水平 的 因 素 为：城 市 经 营 品 牌 的 意 识（如

着力于培育壮大产 业、企 业 等）、品 牌 经 营 的 投 入（如 在 城

市形象建设、产业整 体 推 广 等 方 面 投 入）、品 牌 的 管 理（如

出台激励品牌发展的措施）。

Ｆ５：城市产业发展 的 政 策 扶 持 与 激 励。沈 山（２００５）、

林升栋（２０１１）、熊曦（２０１３）认为区域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

政策的扶持。笔者也认同这些观点，因而对城市产业品牌

形成的政策扶持与激 励 变 量 的 选 取 主 要 考 虑 一 下 几 个 方

面：政府重点产业政策 支 持 及 提 供 的 公 共 服 务、政 府 对 城

市产业品牌战略规划与品牌营销的扶持力度。

Ｔ６：城市产 业 的 外 部 影 响 力 和 知 名 度 提 升。科 特 勒

认为一个成功的品牌，首 先 应 该 具 备 比 较 高 的 知 名 度，对

于一个城市产业来说也是如此。这些都充分说明，城市产

业品牌的认知度和影 响 力 主 要 从 城 市 产 业 的 外 部 影 响 力

和知名度两方面来衡量。

Ｔ７：城市产业的集 中 度。对 于 城 市 产 业 来 说，如 果 其

汇聚功能和价值提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意味着这个

城市产业品牌基本形 成，因 而，可 以 选 取 一 个 城 市 产 业 的

集中度变化来衡量城市产业的集中度。

Ｙ：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形 成。马 钦 忠 （２００４）、张 锐 等

（２００６）、熊曦（２０１３）等研究认为城市产业品牌形成体现在

其产业内部品牌极强的带动效应和知名度上，而城市品牌

形象以及其形成的外部印象是衡量产业品牌的重要因素，

其变量可以选取城市 产 业 品 牌 是 否 成 为 该 城 市 的 象 征 性

产业或者成为城市发展的“名片”。

３．２　模型可测变量及研究假设

根据潜变量的 相 关 内 涵，对 影 响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培 育

的可测变量进行 了 专 家 访 谈 和 行 业 预 调 查，最 终 选 取 了

１６个可测变量如 表１，同 时 对 可 测 变 量 提 出 了 相 应 的 假

设。

表１　模型变量对应表

潜变量 可测变量 可测变量的假设

城市的

资源禀

赋（Ｆ１）

对该城市产业发展所具备的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和

文 化 底 蕴 及 历 史 传 承 奠 定 基 础 总 体 感 受 的 评 价

（Ｘ１）

与其它区域 同 类 型 产 业 发 展 相 比 的 城 市 产 业 形 象

（Ｘ２）

Ｈ１：城市产业发展所 需 资 源 越 丰 富，区 位 优 势 越

明显，且文化 底 蕴 越 深 厚，其 创 建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越有利。

Ｈ２：城市产业发展的 形 象 越 佳，其 创 建 城 市 产 业

品牌越有利。

城市的

产业基

础（Ｆ２）

城市内企业规模化和现代化建设的程度（Ｘ３）

城市内龙头企业数量同 比 是 否 算 多，其 产 业 链 健 全

的程度如何（Ｘ４）

Ｈ３：城市内企业规模 越 大 且 现 代 化 程 度 越 高，越

有利于城市产业品牌成长。

Ｈ４：城市内龙头企业数量越多，产业链越健全，其

越有利于城市产业品牌成长。

城市产

业的竞

争力形

成（Ｆ３）

与其他城市相比，产业发 展 过 程 中 受 到 各 级 表 彰 和

颁发奖章频次如何（Ｘ５）

该城市产业内拥有中国 驰 名 商 标、著 名 企 业 数 量 与

其他区域相比如何（Ｘ６）

Ｈ５：城市产业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品牌表彰越多越

有利于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Ｈ６：城市内获得的企 业 品 牌 和 产 品 品 牌 越 多，越

有利于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城市经营

品牌的投

入与管理

（Ｆ４）

该城市产业品牌创建与培育的意识如何（Ｘ７）

该城市在推 进 产 业 品 牌 培 育 过 程 中 提 供 的 各 种 服

务和推广措施的完善和周到程度（Ｘ８）

Ｈ７：城市培育产业品牌意识越强越有利于城市产

业品牌的成长。

Ｈ８：城市产业品牌培育过程中提供的各种服务和

措施越完善，越有利于城市产业品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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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产业

发展的政

策扶持与

激励（Ｆ５）

该产业是否作为城市主 导 产 业 而 大 力 扶 持，尤 其 是

在税收优惠、市场与生产等方面投入建设如何（Ｘ９）

该城市出台明确鼓励企 业 创 名 牌、扶 持 企 业 创 名 牌

学习以及创牌各项投入方面的情况如何（Ｘ１０）

Ｈ９：城市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支持力度和配套

政策越完善，越有利于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Ｈ１０：城市出台鼓励企业创名牌、扶持企业创名牌

学习以及创牌各项投入 越 多，越 有 利 于 城 市 产 业

品牌形成。

城市产业

的外部影

响力和知

名度提升

（Ｔ６）

与其它城市同类型产业 相 比，该 城 市 产 业 的 外 部 影

响力和知名度如何（Ｘ１１）

在选择该产 业 品 牌 的 过 程 中 是 否 会 在 第 一 时 间 联

想到该区域的工业品品牌（Ｘ１２）

Ｈ１１：城市产业品牌的整体知名度越高，也越有利

于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Ｈ１２：城市产业品牌影响力和大众的联想度越高，

也越有利于城市产业品牌形成。

城市产业

的集中度

（Ｔ７）

该城市产业 发 展 对 于 区 域 的 整 体 贡 献 度 强 弱 情 况

如何（Ｘ１３）

该城市产业 的 整 体 市 场 占 有 率 和 市 场 价 值 情 况 如

何（Ｘ１４）

Ｈ１３：该城市产业对城市的整体贡献度越强，该城

市产业的集中度也越快，越 有 利 于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成长和壮大。

Ｈ１４：该城市产业的整体市场占有率越高，越有利

于城市产业品牌发展和形成。

城市产业

品牌形成

（Ｙ）

该城市产业内产品的客户忠诚度情况如何（Ｘ１５）

该城市产业发展的可持续竞争能力如何？（Ｘ１６）

Ｈ１５：城市产业内产品品牌的客户忠诚度越高，越

有利于提高城市产业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

Ｈ１６：城市产业发展的可持续竞争力越强，越有利

于形成城市产业品牌。

４　抽样过程与数据收集

４．１　抽样过程

本研究选择湖南长 沙、广 东 中 山、广 西 桂 林、上 海、北

京等地作为调研选择地，抽样单位为伴随城市产业发展的

相关企业、城市管理部门、城市或品牌领域专家学者。

由于所抽取的这些 城 市，其 产 业 发 展 较 为 有 影 响 力，

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相关的调研对象拥有一定的行业知

识，并且从事产业发展 或 者 品 牌 研 究 有 一 定 的 时 间，能 较

好地反馈城市产业品 牌 形 成 过 程 所 需 具 备 的 条 件 和 各 项

因素－其反馈的数据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代 表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形

成的影响因素，因此选 择 这 些 区 域 的 企 业、政 府 部 门 相 关

工作人员、行业协会进行调查能较好地展示整个城市产业

品牌形成的情况，对于指导其他城市产业品牌培育有一定

现实意义。

４．２　调研组织

本文的调查组织是在有关专家指导下，设计城市产业

品牌形成影响因素调查 问 卷，由 作 者 于２０１３年８月８日

至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对 上 述 区 域 和 调 查 对 象 通 过 网 上 电

子表格调研和实地发 放 问 卷 调 研 等 方 式 进 行 了 问 卷 调 查

和访谈。调研 之 前 还 在 小 范 围 内 进 行 了 预 测 试，效 果 较

好。此次 调 研 共 发 放 问 卷２２５份，回 收２１０份，问 卷 回 收

率为９３．３３％．其 中 有 效 问 卷１９９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９４．

７６％．

５　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５．１　信度检验

信度（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指测量结 果（数 据）一 致 性 或 稳 定 性

的程度。本 研 究 通 过 对 收 集 的１９９份 问 卷 数 据，利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数据 进 行 信 度 检 验，根 据 常 用 的 信 度 检

验方法，即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 数 法 进 行 检 验，标 准 化 之

后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８１８，说明本研究获得的

总体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另外，对问卷中每个潜变量的

信度分别进行检 验，其 结 果 如 表２。可 以 看 到，每 个 潜 变

量的信度的Ａｌｐｈａ系数均在０．７以上，表明此量表设计的

可靠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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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潜变量的信度检验

潜变量 可测变量个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城市的资源禀赋（Ｆ１） ２　 ０．８１２

城市的产业基础（Ｆ２） ２　 ０．８０３

城市产业的竞争力形成（Ｆ３） ２　 ０．７８９

城市经营品牌的投入与管理（Ｆ４） ２　 ０．８６９

城市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与激励（Ｆ５） ２　 ０．９２５

城市产业的外部影响力和知名度提升（Ｔ６） ２　 ０．７５４

城市产业的集中度（Ｔ７） ２　 ０．８６７

城市产业品牌形成（Ｙ） ２　 ０．８９３

５．２　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较为常用的、科学合理的结构效度测度方

法，即通过城市产业品牌形成因素的理论模型与数据运行

的拟合情况来考评，从本研究使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和数据

运行情况来看，如表３所 示，可 知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形 成 因 素

构成的理论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且结构效度较好。

表３　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χ
２／ｄｆ　 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ＰＧＦＩ　 ＡＩＣ　 ＣＦＩ

检验参考
Ｗｈｅａｔｏｎ等

（１９８７）
Ｂｅｎｔｌｅｒ
（１９８３）

Ｂｒｏｗｎｅ
和Ｃｕｄｅｃｋ
（１９９３）

Ｂｅｎｔｌｅｒ
和Ｂｏｎｅｔｔ
（１９８０）

Ｍｕｌａｉｋ
（１９８９）

Ａｋａｉｋｅ
（１９８７）

Ｂｅｎｔｌｅｒ
（１９８８）

参照标准 小于５ 大于０．９ 低于０．１ 大于０．９ 大于０．５ 越小越好 大于０．９

模型 ３．８０１　 ０．９２５　 ０．０９１　 ０．９６６　 ０．８２３　 ０．０２５　 ０．９５６

　　从模型的拟合指标（表３）来看，整个测 量 变 量 的 指 标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且 模 型 具 有 较 好 的 稳 定 性 和 可 靠 性，

整个模型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

效度，其结果是可靠的 和 科 学 的，选 取 的 潜 变 量 也 都 是 十

分恰当的。同时，从模型 的 运 行 结 果 来 看，显 示 了 较 好 的

效果，样本数据运行的结果比较顺利，路径关系清晰，而且

模型的大部分假设和路径设计都得到了验证。

６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６．１　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分析

结构模型的路 径 系 数 如 表４，可 以 看 出，某 些 路 径 依

赖是存在的，而且从标 准 化 系 数 也 可 以 看 出，其 路 径 依 赖

存在的合理性。如Ｆ１→Ｆ２、Ｆ５→Ｆ４、Ｆ２→Ｆ３、Ｆ２→Ｔ７、Ｆ１
Ｆ５ 等 路 径 显 示 出 十 分 强 有 力 的 依 赖 性，这 与 前 述 对 城

市产业品牌形成因素的理论探讨是十分吻合的，也就是说

城市的资源禀赋的程度是形成产业基础的重要前提，而产

业基础是构成城市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提升城市产业

知名度的根本因素。当然也有一些路径显示依赖性不强，

如Ｆ１→Ｔ７、Ｆ５→Ｔ６ 等，这 是 因 为 资 源 禀 赋 对 城 市 产 业 集

中度提高并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形成了一定的

产业基础之后，才会汇 聚 一 些 资 源，同 样 政 府 政 策 扶 持 对

产生产业品牌知名度 的 提 升 也 是 通 过 借 助 城 市 经 营 品 牌

的投入管理水平来达到。

６．２　测量模型的路径分析

而对于测量模型的路径分析，一般考虑标准化路径系

数，从数据运行的结果 来 看，测 量 模 型 的 标 准 化 路 径 系 数

都大于０．５，而且其Ｐ值显示非常显著，故对于这１６个测

量模型的路径分析都 是 可 以 通 过 检 验 的，是 科 学 的，说 明

所选取的测量变量也是合理的。如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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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结构模型路径估计值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未标准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标准化）

Ｓ．Ｅ． Ｃ．Ｒ． Ｐ 结论

Ｆ２←Ｆ１ １．４１０ ．８７４ ．１８０　 ７．８３３ ＊＊＊ 支持

Ｆ４←Ｆ５ １．４２１ ．９１５． １５４　 ９．２３３ ＊＊＊ 支持

Ｆ３←Ｆ４ －．０８７ －．１２７ ．０３９ －２．２４３ ．０２５ 支持

Ｆ３←Ｆ２ ．６７６　 １．０１７ ．０７１　 ９．４８９ ＊＊＊ 支持

Ｔ６←Ｆ４ －．７１４ －．８９６ ．４１３ －１．７２９ ．０８４ 不支持

Ｔ６←Ｆ３ －４．２９５ －３．６９１　 １．９０９ －２．２５　 ０．０２４ 支持

Ｔ６←Ｆ２ ３．６８０　 ４．７５５　 １．２３６　 ２．９７７ ．００３ 支持

Ｔ６←Ｆ１ －．８９７ －．７１９ ．４８２ －１．８６１ ．０６３ 不支持

Ｔ７←Ｆ１ －．６８６ －．４２６ ．５３１ －１．２９２ ．１９６ 不支持

Ｔ７←Ｆ２ ３．８７３　 ３．８８２　 １．１３８　 ３．４０３ ＊＊＊ 支持

Ｔ７←Ｆ３ －４．７６５ －３．１７６　 １．８４１ －２．５８８ ．０１０ 支持

Ｔ７←Ｆ４ －．８５６ －．８３３ ．４９４ －１．７３３ ．０８３ 不支持

Ｔ７←Ｆ５ １．０２６ ．６４３ ．７６１　 １．３４９ ．１７７ 不支持

Ｔ６←Ｆ５ ．９４９ ．７６６ ．６０６　 １．５６５ ．１１８ 不支持

Ｙ←Ｔ６ ．４４３ ．５０５ ．１５５　 ２．８５１ ．００４ 支持

Ｙ←Ｔ７ ．３７５ ．５５０ ．１２５　 ２．９９２ ．００３ 支持

Ｆ１Ｆ５ ．２０４ ．４６６ ．０４０　 ５．１２２ ＊＊＊ 支持

表５　测量模型路径估计值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Ｐ值 结论

Ｘ１←Ｆ１ ０．６６３ ＊＊＊ 支持

Ｘ２←Ｆ１ ０．５３０ ＊＊＊ 支持

Ｘ３←Ｆ２ ０．６７６ ＊＊＊ 支持

Ｘ４←Ｆ２ ０．７４６ ＊＊＊ 支持

Ｘ５←Ｆ３ ０．８２６ ＊＊＊ 支持

Ｘ６←Ｆ３ ０．５２２ ＊＊＊ 支持

Ｘ７←Ｆ４ ０．５９３ ＊＊＊ 支持

Ｘ８←Ｆ４ ０．８６６ ＊＊＊ 支持

Ｘ９←Ｆ５ ０．６８６ ＊＊＊ 支持

Ｘ１０←Ｆ５ ０．５９７ ＊＊＊ 支持

Ｘ１１←Ｔ６ ０．６７０ ＊＊＊ 支持

Ｘ１２←Ｔ６ ０．８０５ ＊＊＊ 支持

Ｘ１３←Ｔ７ ０．６５９ ＊＊＊ 支持

Ｘ１４←Ｔ７ ０．８０３ ＊＊＊ 支持

Ｘ１５←Ｙ　 ０．５３２ ＊＊＊ 支持

Ｘ１６←Ｙ　 ０．７９６ ＊＊＊ 支持

　　因 而 通 过 上 述 路 径 分 析 可 以 看 出，从 Ｈ１到 Ｈ１６的

相关假设都是支持的，说 明 假 设 成 立，影 响 因 素 选 取 是 正

确。

而进一步通过结构方程效应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城市

产业品牌形成的因素当中，影响力度排前的是城市的产业

基础、城市产业的集中 度、城 市 产 业 的 外 部 影 响 力 和 知 名

度提升、城市产业发展 的 政 策 扶 持 与 激 励、城 市 的 资 源 禀

赋等，而其中城市的产业基础、城市的资源禀赋、城市产业

发展的政策扶持与激 励 是 间 接 影 响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形 成 的

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值 得 指 出 的 是，影 响 城 市 产 业 的 外

部影响力和知名度提 升 和 城 市 产 业 的 集 中 度 的 重 要 因 素

也当属城市的产业基础、城市产业品牌形成的产业市场竞

争优势等。当然城 市 的 资 源 禀 赋 程 度 是 提 供 城 市 的 产 业

基础的重要条件和直接因素，也是城市产业品牌形成市场

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而产业基础是促进城市产业品牌形

成市场竞争优势的最直接因素。除此之外，城市经营品牌

的投入与管理对于提 高 区 域 产 业 的 认 知 度 和 品 牌 价 值 提

升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城市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与激

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产业品牌的形成的动力。

６．３　模型修正与进一步假设验证

从上述分析来看，构建的理论模型和数据运行结构都

较为平稳，在一定程度 上 验 证 了 假 设 的 成 立，鉴 于 进 一 步

验证假设成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笔者对原有模型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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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修正主 要 围 绕 结 构 模 型 当 中 不 支 持 的 路 径 进 行 修

改，采用直接删除该路 径 的 做 法，得 到 修 正 后 的 结 构 路 径

和测量路径都是有效的，再一次证明了培育城市产业品牌

影响因素选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７　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积极 发 挥 政 府 在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培 育 中 的 引 导 作

用。政府应根据区域产 业 特 色 及 规 模 来 科 学 规 划 城 市 产

业品牌培育方向和重点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同时建立

和完善城市产业品牌 培 育 奖 励 和 扶 持 机 制，有 针 对 性、重

点突出的实行产业品牌培育，推进城市产业品牌的基地建

设，打造一批有影响力 的 企 业 集 群 基 地，充 分 利 用 产 业 集

群效应，实现由产品品 牌、企 业 品 牌 向 城 市 产 业 品 牌 的 跨

越。要加强区域产业 内 的 龙 头 企 业 培 育。充 分 发 挥 龙 头

企业在区域产业产业整合与跨越式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增

强龙头企业竞争优势，延伸产业链，健全产业配套，带动城

市产业品牌培育，进而构筑城市产业品牌培育与发展的公

共服务平台。要建立城 市 产 业 品 牌 形 成 的 组 织 化 保 障 和

标准化管理，积极探索 保 护 商 标 的 长 效 机 制，为 城 市 产 业

品牌形成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２）充分发挥工商企业在城市产业品牌培育中的主体

作用。要强化企业名牌创建的意识，有针对性地根据自身

企业的基本情况，塑造 与 此 相 关 的 企 业 品 牌 或 产 品 品 牌，

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城市产业品牌培育奠定坚实基

础。要加大研发及知识产权投入力度，增强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实现技术专利化、专 利 标 准 化、标 准 国 际 化 和 品 牌

集群化，促进 企 业 自 主 品 牌 建 设，提 高 品 牌 核 心 竞 争 力。

要加强集群内企业整合，使城市产业品牌具有丰富的品牌

个性，成为一种区域竞争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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