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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①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市为例

仇怡，李亚珂
(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通过对 2010 ～ 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 城镇化水

平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能产生积极的人力及物质资本溢出效应，间接驱动城市创新能力。但是，由

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城镇化的人力及资本溢出效应未充分发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间

接驱动作用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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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rban Innovation Ability Influenced by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28 Cities of the City Clusters Along the
Middle Ｒeaches of the Yangtze Ｒiver

QIU Yi ＆ LI Ya － ke
( 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the 28 prefecture － level cities along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Ｒiver from 2010 to 2015，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urban innovation ability influenced by
urbanization． Ｒ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innovation ability，and
it can produce positive human and material capital spillover effect which drives the urban innovation ability in-
directly． However，due to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clusters’urbanization along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Ｒiver，the human and capital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ization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ited，and the indirect driving role of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not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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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大幅提升，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 92%增长到 2015 年的

56． 1%。目前，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伴随着城镇化的

飞速发展，城市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能够依托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由个体转变成群体，集聚形成

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多层次的城市群体即城市群［1］。城市群的出现，使得众多信息、人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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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识等创新要素在城市群内高度集聚且自由流动，从而产生极大的集聚经济效益、人才效益、市场效

益等，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2］。城市群作为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

的主体地位，正日益成为提升国家或区域创新竞争力的主导地区。当前已有研究成果证实城镇化是影

响城市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纵观这些文献，普遍集中于从省级地域来考察城镇化对城市创新能力

的影响研究，而鲜少有从市域及城市群角度探讨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目前，在保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跨省级行政区的城市群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致力于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培育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

启西，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 3 大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亦简称为
“中三角”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的中间腹地，也是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核心区域。其区域范围几乎覆

盖了湘鄂赣 3 省，包括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
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 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娄底

市; 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及抚州市、吉安市的部分

县( 区) 。国土面积约 31． 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3． 3%，2015 年年末总人口约 1． 7 亿人，占全国的
12. 5%。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暂不考察湖北省的 3 个县级市( 仙桃、天门、潜江) ，以长江中游城市

群的 28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这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探索新

型城镇化道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创新能力现状分析

1． 1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湘、鄂、赣 3 省的城镇与人口密集分布区。2015 年，环长株潭城市群以占全省
45． 8%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省将近 61%的人口; 武汉城市圈 2015 年末总人口达到 5851． 5 万人，占湖北

省总人口的 79% ; 环鄱阳湖城市群 2015 年末总人口达到 4565． 6 万人，占江西省总人口的 81． 28%。

数据来源: 湘鄂赣 3 省统计局

图 1 2010 ～ 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情况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实

施，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得到

了很大提升。从图 1 我们可以发现，

2010 ～ 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

人口呈逐年递增态势，特别是在 2011
年，城镇人口突破 6 000 万人，城镇化

率上升至 50． 7%，超过 50% 的重要

分 界 点。至 2015 年 城 镇 人 口 近
7 000万 人，城 镇 化 率 增 至 56%，较
2010 年增加了 7． 1 个百分点。虽然

整体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

处于提升阶段，但各城市的城镇化水

平却 呈 现 出 明 显 的 不 均 衡 状 态。
2015 年，对比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

地级市城镇化发展情况发现，武汉市城镇化率最高，达到 79． 4%，在武汉城市圈中“一市独大”; 而黄冈

市的城镇化率最低，只有 43． 3%，两者之间相差 36． 1 个百分点，存在显著的差距。可见，政府在进一步

实施政策提升城镇化水平同时，要考虑加强城市联动，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加快现有中小城市城

镇化的发展。
1． 2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能力

1． 2． 1 创新活动投入

首先，在人员投入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人力资源丰富，聚集着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是全

国重要的科教资源密集区之一［3］。2015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共 109 所，其中直属教育部高校 2 所; 普通

高校在校人数为 118． 1 万人，同比增长 3． 9% ; Ｒ＆D 人员达到 173 514 人，2010 ～ 2015 这 6 年间增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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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8 万人。湖北省 2015 年末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 141． 1 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 378 828 人，科学研究

与开发机构 2 245 个。江西省 2015 年拥有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 98． 5 万人，研究机构 1 376 个，Ｒ＆D 人

员 78 771 人。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 2 2010 ～ 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财政科技拨款投入情况

其次，在资金投入方面，2015 年，

湖南、湖北、江西 Ｒ＆D 经费支出分别

为 413、565、165． 6 亿 元，同 比 增 长
12. 2%，10%，8． 2% ; Ｒ＆D 经费投入

强度( Ｒ＆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分别为 1． 5%，1． 9%，1． 0%，均未超

过 2%。同时，财政科技拨款也一直

是政府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手段。如

图 2 所示，2010 ～ 2015 年 6 年间，长江

中游城市群财政科技拨款额表现出波

动上升的趋势，特别是 2012 年以来用

于研发投入的力度逐年加大，增长趋

势明显。201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地

方财政用于科技支出为 57． 6 亿元，占

地方财政支出的 1． 26% ; 到 2015 年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达到 230 亿元，约为 2010 年的 4 倍，占当年财政

总支出比重也增加到历史最高为 2． 17%。
1． 2． 2 创新活动产出

随着创新环境的不断优化，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活动产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2015 年，湖南省

专利授权量为 54 501 件，同比增长 23． 3%，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105． 4 亿元。湖北省取得重大科技成

果 1 933 项，其中应用科技成果约占 97%，达到 1 875 项; 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 830． 07 亿元，同比增长
37． 95%。江西省 2015 年获得科技成果 288 项，技术合同共签订 1136 项，成交额达到 64． 8 亿元。

数据来源: 湘鄂赣 3 省知识产权局

图 3 长江中游城市群专利授权情况( 2010 ～ 2015)

图 3 反映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专利

发展状况。从总量来看，长江中游城

市群的专利授权数量呈逐年增加之

势。2015 年 专 利 授 权 总 量 增 至
83 767件，比 2014 年 增 加 了 23 823
件，增幅达 到 39． 7%。从 3 种 专 利
(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的授权

状况来看，2010 ～ 2015 年，3 种专利的

授权数量均逐年递增。其中，发明专

利授权在数量上一直处于较低的水

平，虽然占授权总量的比重呈现逐年

递增趋势 ( 由 2010 年的 13． 1% 上升

至 2015 年 18． 2% ) ，但仍是 3 种专利

中数量最少的。而实用新型专利授

权数量最多，在授权总量中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2010 ～ 2015 年基本维持在 60% 左右。这说明了在

长江中游城市群专利授权中，原创性最强、技术含量最高的发明专利地位有待提高。

2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

2． 1 模型设定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城镇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城镇化具有聚集效应，对城市创新直接产生积极影响。城市是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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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吸引着众多不同企业、机构和高素质的人才等创新要素向城市空间集聚［4］。同时，与农村相比，城

市具有专业性和多样性、加快信息交流、促进劳动分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优势，为城市创新提供多样性

环境，促进新知识、新技术、新行业的产生及应用［5］［6］。鉴于此，本文根据 Cobb － Douglas 生产函数对数

形式建立第一个回归模型:

lnYi，t = Ci，t + α1 lnUＲB i，t + α2 lnＲDi，t + α3 lnHuman i，t + εi，t ( 1)

其中: i，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C i，t为常数项，ε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第二，城镇化具有人力及物质资本积累效应，间接促进知识溢出及扩散，影响城市创新能力。城镇

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城市不断拓展自己的腹地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设施，这有利

于人们发展自身潜能，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城市具有创新网络优势，完善的交通、信息通信设施

缩短了企业、人员的距离，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协作，能更有效地扩散新技术与信息，进而推动城市运用

新知识突破新技术，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7］。因此，文章将引入城镇化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交

互项来考察城镇化的人才及物质资本的积累效应，从而建立第二个回归模型:

lnYi，t = Ci，t + β1 lnUＲB i，t + β2 ln( UＲB i，t* ＲDi，t ) + β3 ln( UＲB i，t* Humani，t ) + εi，t ( 2)

上式中，i、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C i，t为常数项，εi，t 表示随机干扰项。β1 表示城镇化的发展直接影

响城市创新的弹性系数。β2 、β3 分别表示城镇通过对人力及物质资本影响及控制力，间接促进城市创

新的弹性系数。如果 β2 、β3 显著为正，则表明城镇化能有效地优化资金和人员投入资源配置，从而促

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反之，若 β2 、β3 不显著或为负，则表明城镇化的发展没有带来积极的人力及物

质资本溢出效应，从而未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
2． 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城市创新能力( Y) : 用专利授权量( PAT) 和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Industry) 来表示。城镇化水平
( UＲB) : 用城镇人口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人力资本投入 ( Human) : 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D 人员来衡量人员投入，其中因江西省地级市数据缺失，文章借鉴白雪洁等 ( 2014 ) 及李金滟等
( 2016) 处理数据的方法［8］［9］，根据 2015 年各地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D 人员占江西省总体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Ｒ＆D 人员的百分比估算出 2010 ～ 2014 年各地市研发人员的数据。研发资金投入( ＲD) : 用各

城市科学技术支出来度量。
同时，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 2000 年为基期，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分别对高新技术产

业总产值( Industry) 及研发资金投入( ＲD) 的数据进行了平减。数据来源于 2011 ～ 2016 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及相应省份的政府网站，部分数据缺失则通

过年均增长率计算而得。
2． 3 计量结果分析

2． 3． 1 样本总体分析

表 1 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能力产出( 高新技术产业值、专利授权量) 与解释变量( 城镇化水

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D 人员、研发资金投入) 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

产出与各解释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表 1 皮尔逊相关性检验结果

指标 lnIndustry lnPAT lnUＲB lnHuman lnＲD

lnIndustry 1． 000 0

lnPAT 0． 865 0＊＊＊ 1． 000 0

lnUＲB 0． 562 9＊＊＊ 0． 490 9＊＊＊ 1． 000 0

lnHuman 0． 879 9＊＊＊ 0． 897 7＊＊＊ 0． 558 5＊＊＊ 1． 000 0

lnＲD 0． 777 5＊＊＊ 0． 849 0＊＊＊ 0． 468 6＊＊＊ 0． 765 4＊＊＊ 1． 0000

注:＊＊＊表示在 1% 水平下显著。

2． 3． 2 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式( 1) 、式( 2 ) ，文章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级市 2010 ～ 2015 年的面板数据，利用 Sta-
ta12． 0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并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来判定最佳模型。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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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模型 1 和模型 2 是以专利授权量为被解释变量，模型 3 和模型 4 是以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为被解释

变量。根据表 2 可以看出，所有回归模型 Hausman 检验的 p 值均为 0． 000 0，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

绝原假设( 模型为随机效应模型) ，因此文章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另外，这几个模型的拟合优度 Ｒ2 也都

在 0． 7 以上，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表 2 2010 ～ 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市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 lnPAT)

模型 1 模型 2

( lnIndustry)

模型 3 模型 4

lnUＲB
4． 063 105＊＊＊ 3． 495 295＊＊＊ 3． 015 222 ＊＊＊ 2． 150 144＊＊＊

( 0． 594 886 3) ( 0． 704 024 5) ( 0． 393 312) ( 0． 463 578 8)

lnHuman
0． 295 220 9＊＊＊ 0． 427 561 9＊＊＊

( 0． 109 217 7) ( 0． 072 209 8)

lnＲD
0． 204 242 5＊＊＊ 0． 110 083＊＊＊

( 0． 062 25) ( 0． 0411 569)

ln( UＲB* Human)
0． 075 031 7＊＊＊ 0． 109 218 9＊＊＊

( 0． 027 696 8) ( 0． 018 237 5)

ln( UＲB* ＲD)
0． 050 863＊＊＊ 0． 027 418 6＊＊＊

( 0． 015 561 7) ( 0． 010 246 9)

C
－ 11． 791 48＊＊＊ － 9． 568 007＊＊＊ － 9． 526 988＊＊＊ － 6． 154 721＊＊＊

( 2． 131 295) ( 2． 274 79) ( 1． 409 116) ( 1． 497 881)

Hausman P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Ｒ2 0． 718 5 0． 719 3 0． 799 4 0． 801 6

F － statistic 116． 54＊＊＊ 117． 01＊＊＊ 182． 03＊＊＊ 184． 55＊＊＊

Obs 168 168 168 168

注: 表中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表示分别在 1% ，5% ，10% 水平下显著。

1) 从模型 1 及模型 3 可以看出，城镇化、人力资本及研发资金的弹性系数均为正，并且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城镇化、人力及物质资本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

用，但是它们各自的影响力度是不同的。在模型 1 中，对比城镇化、人力资本及研发资金的弹性系数，城

镇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弹性系数为 4． 063 远远高于人力资本及研发资金对城市创新能力弹性，这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城镇化对于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人力资本及研发资金而言，其促进作用

更大。可见，在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分析中城镇化是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城镇

化的聚集效应的确有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当创新产出为高新技术产业值时亦是如此( 模型 3) 。长江

中游城市群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更多的产业、人才等经济活动汇聚在城市中，产生了巨大的空间集

聚效应，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提供强大动力。另外，在模型 1 与模型 3 中，我们看到研发资金的

弹性系数相对较小，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促进作用不大。最主要的原因应是政府科研资金投入较少，对

研发资金投入力度不够，阻碍了城市的技术进步和新产品的研发。
2) 模型 2 及模型 4 表明，城镇化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及研发资金的影响和控制，对城市创新能力带

来了正的影响。如模型 2 所示，城镇化与人力资本、与研发资金交互项系数分别为 0． 075 和 0． 050。可

见，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城镇化能产生积极的人力与物质资本溢出效应间接驱动城市创新能力的

提升。原因可以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将带动城市基础设施、房地

产行业等投资需求不断增加，促使政府或投资者增加研发资本的投入，最终实现城市创新的发展。另一

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分布比较密集，较完善的交通通信设施使得集中起来的人员、企业也有更多

的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有效地降低人员流动成本、信息沟通成本，为创新的扩散提供了渠道，进而促进城

市创新能力。
3) 对比模型 1 与模型 2，即被解释变量为专利授权量时，在模型 1 中，研发人员的系数 0． 295，研发

资金的系数 0． 204; 而在模型 2 中，城镇化与人力资本交互项系数为 0． 075，城镇化与研发资金交互项系

数为 0． 050。城镇化与人力资本、与研发资金的交互项系数小于人力资本与研发资金单独对专利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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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系数。当创新产出为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亦是如此( 模型 3 与模型 4) 。这说明了在城镇化发展

过程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入在城镇化进程推进过程中下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它们本身对城市创新

能力促进作用。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但是影响力却存在局限性。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长江中

游城市群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差，无法将自身在技术、知识、生产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人员及资本的

途径，带动影响周边的中小城市的发展。第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体系不太合理，中小城市较多，城市

规模较小，且城镇化水平偏低［10］，限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力与控制力。第三，

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仍存在交通设施对接不力等问题，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完整高效的一体化交通通信

网络，且大多是以各自省会为中心，在省域范围活动，使得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的聚集效应弱化。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城市为例，在分析其 2010 ～ 2015 年的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创新发展现

状的基础上，通过 Stata12． 0 软件实证研究其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得到以下结论: 在

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市中，城镇化水平不仅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可以通

过对人力、物质等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间接地驱动城市创新，但是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使得这种间接

驱动作用并不太明显。因此，为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能力，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积极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镇化进程。一是要合理规划，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对于城镇化

水平较高的长沙、武汉、南昌中心城市，在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同时，应加强与周围城市的联动，发挥其

辐射带动能力; 而对于城镇化水平较为落后的中小城镇，各省政府应打破行政区划的桎梏，联合发展，壮

大中小城市发展规模，为不同规模的城市提供平等的发展条件和机会。二是要完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

基础设施建设，巩固城镇化发展基础。湘鄂赣 3 省政府应加强合作，统筹构建水运、陆运及空运等全方

位的交通网络，重视通信设施建设，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之间的基础设施对接与融合，实现创新要

素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充分流动。
其次，培养创新型人才，增加研发经费投入。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人力与资本的投入对城市创新

能力的提升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进程时，一方面将自身的科教

优势转化为经济竞争优势，培养高层次和高技能的创新型人才，且制定与完善相关制度吸引和引导人才

向先进的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流动; 另一方面，湖南、湖北、江西 3 省要共建共享科技创新平台，加强

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提高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共同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

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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