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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包含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产业体系、人力资本、城市属性和全球联系等影响因素在内的城

市经济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欧美 332个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联系已经成为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并且对城市经济竞争力影响作用最大；科技

创新、城市属性和金融服务为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决定要素，对城市经济竞争力造成直接影响；城市各个要素

之间联系紧密，作用机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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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cluding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ial systems, human capital, urban attributes and global linkag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332 cit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results show

that global connections have become the basis for citie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an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rban attribute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are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of 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city are closely

linked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i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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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在全球经济

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城市之间尤其是顶级城市之间

的竞争日益激烈。由此，提升城市竞争力越来越成

为全球所有城市共同关注的焦点。当前，多数研究

都认为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对外经济、经济结

构、经济集聚等因素对城市竞争力有重要影响。但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快，城市的联系度对

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竞争力、辐射能力

以及更好支撑和引领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都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联系是城市的第二特征，是城市的基本功

能，并且城市的发展历程正在由等级体系向网络化

发展[1]，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下，城市连接性是城市

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全球城市联系也是

全球经济相互联系和作用的集中反映。完整的全球

城市联系包括硬联系和软联系。尽管硬联系作为联

系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依然十分重要，但是随着全球

进入知识与信息经济的时代，软联系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软联系对竞争力的提

升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倪鹏飞等更是认为城市内部

结构和全球联系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主线[2]。因此，

在全球联系的基础上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

作用机制，对我们如何在网络体系下提升城市竞争

力和采取更有效的战略措施大有裨益。但是针对当

前网络体系下城市竞争力如何提升、影响城市竞争

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应从何种机制路线入手

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

欧美 332个 50万人口以上城市在网络体系下的经济

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欧美城市在全球联系

基础上主导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新因素与新动力。可

以说，本文的研究弥补了欧美城市竞争力研究领域

的相关不足，更为重要的是，本文为中国城市如何

在网络体系下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

城市竞争力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复杂系统，因

此，研究竞争力并制定相关的战略政策，不仅要了

解竞争力的决定因素，而且要理解和掌握其相关的

作用机制。目前一些国内外的学者对此已经进行了

一些研究。倪鹏飞构建了城市竞争力的“弓弦箭

的”模型[3]；Singhal、Berry和McGreal基于与城市更

新与不动产相关联的商业战略，开发反映构成要件

相互作用机制的城市竞争力等级模型[4]。从实证角度

来看，管伟峰等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

综合竞争力的因素，发现当地需求、当地供给、公

共制度、全球联系是决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四个重

要因素[5]；倪鹏飞等提出“要素体系—产业体系—产

业价值（FIV）”分析框架，采用定量方法计量了全

球500个城市的竞争力指数，并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

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2]。这些研究系统地对城市竞

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从现有文献来看，在全球联系基础上研究城市

经济竞争力的文献比较少，传统的城市研究者经常

会抛开城市外部之间的联系，聚焦研究城市内部的

联系来研究城市竞争力 [6]。当前城市已经进入信息

化、网络化时代，从而当前的全球联系是全球城市

系统或者新型城市之间信息、资金、人才和技术等

生产要素通过一定的载体如物流网络、信息网络等

达到资源分享之间的有机关联。以往关于城市全球

联系的衡量方法是以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和

分支机构网络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服务能力反映的全

球城市的联系度。企业总部是企业的决策和命令中

心，拥有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及企业总部规模是衡量

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Taylor等采用 2008年福布

斯 2000强公司总部来分析所在城市的总部集聚度，

并采用GaWC175生产性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和分支

机构网络来分析所在城市的网络关联度[7]。潘峰华、

杨博飞利用国内上市企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城市的

控制和命令指数，从全国尺度考察北京、上海和广

州等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化，并剖

析国家中心城市总部职能的专业化格局[8]。但随着交

通工具的革新，跨国公司的扩张和通信技术的快速

发展，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增强，能够提供优

质交通、信息、物流服务的新型城市可能与其他城

市有着更强更多的联系，并以此来提升城市的竞争

力。季小立等指出，具有较好物流基础的城市不仅

能够为人员、货物、服务、货币、资金、技术和信

息等的自由流动提供直接支持，还将通过虹吸海外

投资、跨国公司总部、R&D中心、外资金融机构和

国际品牌商进驻从而增强其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

系[9]。此外，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能够直接促进

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竞争力水平的提高，还将吸

43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8.12

引人口的流入和人口增加以及产业的发展间接地促

进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提高 [10-11]。如东亚的北京、东

京、大阪和深圳等全球城市层级或竞争力的提高均

得益于其较好的空中交通联系度[12]。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回顾，笔者发现以往研究存

在两个缺陷：一是虽然学者们根据对竞争力的不同

理解，对竞争力作用机制进行一些理论描述，但是

这些描述大多是定性的，缺乏严谨性，具有一定的

随意性；二是在全球联系体系下对城市经济竞争力

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还比较缺乏。鉴于

此，本文以欧美33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

经济竞争力的新因素、新动力和新机制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欧美城市竞争力

与城市发展动力的因素机制。所谓的“结构方程模

型”是利用变量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

一种统计方法 [13]，该方法可以用来分析不能直接观

测到的“潜变量”。由于城市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是

一个不可直接观测到的复杂的“潜变量”，因此该方

法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

机制，并且该方法在城市其他方面也被广泛地运

用。具体来看，结构方程模型分为测量方程和结构

方程，测量方程描述不可观察的潜变量与实际指标

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中，测量方程通常表示为：

x =Λx ξ + δ （1）
y =Λyη + ε （2）
结构方程通常表示为：

η =Bη +Γξ + ς （3）
式（1）中，x表示具体可测外生指标， ξ 表示

外生潜变量， Λx 表示外生可测指标与外生潜变量之

间的关系， δ 表示外生测量方程误差。式（2）中，

y表示内生可测的指标， η 表示内生潜变量， Λy 表

示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ε 表示内生

测量方程误差。式（3）中， ξ 、 η 与上面定义一

样；B描述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Γ 表示外生潜

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 ς 表示结构方程模型中

的残差项，反映结构方程中未能解释内生潜变量的

部分。

（二）研究框架与指标选择

城市经济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可以直

观地理解为城市在合作、竞争和发展过程中，能够

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利用这一竞争

优势来占领、控制市场，以更多更快更有效率更可

持续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

经济竞争力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弓弦箭的”模型，

其中，城市资源要素和环境是城市经济的解释，是

各种要素的存量和流量，有软件和硬件之分，硬件

为“弓”、软件是“弦”；城市产业是城市经济的加

工和生产，是各种要素的结合和价值创造的凝结过

程，可以比作“箭”；城市价值是产出，是城市经济

竞争力的结果和表现，可以比喻成“的”。按照上述

理论框架，城市经济竞争力是要素投入、加工、产

出的结果，为此，我们可以构建城市经济竞争力的

模型：

GUCI = G(FE,TI,IS,HR,CE,GC)
在这一模型中，GUCI是城市经济竞争力、被解

释性变量，FE、TI、IS、HR、CE、GC是解释变量。

GUCI是用经济密度、经济增量这两个一级指标

来综合衡量城市经济竞争力高低的。这两个指标综

合反映了单位空间上城市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城市收

益增长的规模及速度。

FE为金融服务因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金融水平，用城市交易所数量来表示；二

是城市服务水平，用城市银行数量来表示。这两个

指标综合反映了城市的金融服务状况。

TI为科技创新因素。当前大多数研究都以城市

的专利数量来表示城市的科技运用水平，本文增加

城市在Web of 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这一指标，

来综合衡量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

IS为产业体系因素。一个城市的产业体系往往

反映了一个城市主要功能，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转

型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科技产业和生

产性服务产业来衡量。

HR为人力资本因素。人力资本为一个城市参与

竞争的关键，主要包含人力和资本两个方面，本文

用劳动人口数量衡量人力水平，用城市大学教育衡

量资本水平。

CE为城市属性因素。城市属性是城市经济竞争

力重要的影响力量，主要包含生活环境、市场环境

和生活成本三个方面，其中生活环境用 PM2.5指数

衡量，市场环境用市场自由度来衡量，生活成本用

44



REFORMATION & STRATEGY 2018.12

收入除以宾馆价格来衡量。

GC为全球联系因素。在全球城市时代，全球联

系包含了各个城市在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各

个方面的联系，而一个城市对外联系越广，那么该

城市就可能拥有较强的城市竞争力。本文根据城市

之间生产、物流、技术、信息和知识等要素流动的

载体是否有形将新型全球城市之间的联系分为两

类：硬联系和软联系。硬联系指新型城市之间借助

一定的物质基础设施通过物流、人流等有形载体实

现信息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分享。软联系指新型城

市之间通过知识媒介、信息网络化等无形载体加速

新思想的形成、新技术的传播和新观念的流动等，

实现信息、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分享。因此，

硬联系是软联系的基础，软联系是硬联系的扩展和

延伸。全球城市联系已经从硬联系更多地转向软联

系，从而跨越更长的时间限制和更广的空间限制。

本文以基础联系、航空联系、跨国公司联系和软联

系四个方面来衡量城市的全球联系。总体来看，全

球联系以硬联系为基础，城市联系以软联系为主要

联系手段。各个变量的含义及衡量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各个样本指标选取

符号

GUCI

FE

TI

IS

HR

CE

GC

潜变量

经济竞争力

金融服务

科技创新

产业体系

人力资本

城市属性

全球联系

显变量

经济密度

经济增量

服务水平

金融水平

科技运用

科技产出

科技产业水平

生产性服务产业水平

人力水平

教育水平

生活环境

生活成本

市场环境

基础联系

航空联系

软联系

跨国公司联系

变量衡量

城市的地均GDP
城市GDP五年增量

城市包含银行数量

城市交易所数量

城市的专利数量

城市在Web of Science上的论文量

城市科技企业的数量

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数量

城市的劳动人口数量

城市的大学教育水平

城市的PM2.5指数

城市的人均收入除以宾馆价格

城市的市场自由度

城市距最近港口距离

城市的航空联系度

城市的国际知名度

城市所拥有跨国公司联系度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欧美 51个国家的 332个大城

市，这些样本城市选自于《2017—2018全球城市竞

争力报告》，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本文运用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见表 1），检验

结果表明 Cronbach's Alpha值为 0.891，KMO检验值

为0.890，这表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

和效度，很适合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各显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指数数据库。

表2 各显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经济密度

经济增量

服务水平

金融水平

科技运用

科技产出

科技产业水平

生产性服务产业水平

教育水平

人力水平

生活成本

市场环境

生活环境

基础联系

航空联系

国际知名度

跨国公司联系

样本量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332

均值

0.542
0.521
0.096
0.016
0.323
0.050
0.070
0.103
0.186
0.060
0.600
0.630
0.940
0.810
0.160
0.010
0.206

变异系数

0.379
0.186
1.239
5.700
0.684
2.340
1.729
1.289
1.209
1.400
0.480
0.240
0.041
0.228
1.169
5.700
0.786

最小值

0.11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796
0.000
0.000
0.000
0.000

最大值

1.000
0.980
1.000
1.000
0.83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三、结构方程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为了考察全球联系条件下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影

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本文将全球联系作为城市其他

变量参与竞争的基础，然后再根据一定原则对模型

进行修正。修正模型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依

据修正指数MI值和修正后的显著性，通过比较拟合

指数GFI、NFI、IFI、CFI和卡方的变化来判断模型

是否可取；二是考虑变量、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上的实际意义。由此本文最终得到的标准化

估计模型如图1所示：

生产性服务产业水平

服务水平

金融水平

科技产业水平

经济密度

经济增量

教育水平

人力水平

科技运用

科技产出

金融服务

产业体系跨国公司联系

软联系

全球联系 经济竞争力指数航空联系

基础联系

生活环境
人力资本

城市属性

社会成本

科技创新
市场环境e13

e12

e11

w4

w1

w2

w3
r1

r2

r3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e10

e9

0.93
0.87

0.88
0.13 0.99

0.96
0.77

0.91
0.770.42

0.87

0.97
r4

r5

r6
0.680.450.84

0.62
0.58

0.73

0.42

0.80
0.50

0.73
1.00

0.65

0.96
0.50

0.28

图1 结构方程设计图及标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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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适

当性，本文必须对模型的适配指标进行检验，根据

修正后的模型适配度指标，得出整体的模型适配。

具体结果如表 3所示，参照Hu和Bentler、温忠麟等

关于结构方程评价指标的定义，从所有指标综合来

看，修正后的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总体拟合情况较

好，假设模型基本得到支持[15-16]。

表3 SEM整体适配度拟合结果和评价标准

指标

GFI
AGFI
CFI
PNFI
PCFI
PGFI
RMR

RMSEA
CMIN/DF

指标含义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增量拟合指数

比较拟合指数

调整后规准指数

调整后的比较指数

简约适配度指数

平均残差平方根

近似误差均方根

卡方自由度比

数值

0.925
0.896
0.862
0.671
0.697
0.665
0.005
0.101
4.402

判别标准

>0.900
>0.900
>0.900
>0.500
>0.500
>0.500
<0.050
<0.100
<5.000

判别结果

理想

理想

接近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二）模型结果分析

第一，从结构方程设计图和表4的标准化系数结

果可以看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人力资本、产

业体系、城市属性和全球联系等潜变量都对经济竞

争力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正向影响。从直接影响效

应结果来看，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和城市属性会对

城市的经济竞争力造成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因而

提高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完善城市的金融服务和

城市属性会最直接地提升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这表

明科技、金融和城市属性为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关键

要素；从影响效应大小来看，城市属性对经济竞争

力的直接影响最大，科技创新次之，金融服务的直

接影响效应最低。

表4 结构方程潜变量回归系数

被解释变量

经济竞争力指数

经济竞争力指数

经济竞争力指数

人力资本

城市属性

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

解释变量

城市属性

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

全球联系

全球联系

全球联系

人力资本

城市属性

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

未标准化系数

0.897
0.486
0.480
1.676
0.953
0.553
0.784
0.695
0.752
0.089

S.E.
0.142
0.097
0.251
0.081
0.053
0.027
0.059
0.081
0.127
0.032

C.R.
6.323
5.008
1.917

20.796
18.008
20.349
13.287
8.634
5.911
2.803

P
***
***
*

***
***
***
***
***
***
**

标准化系数

0.504
0.422
0.132
0.957
0.730
0.997
0.682
0.451
0.653
0.280

注：***表示在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第二，各潜变量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全球联系作为城市机制分析的基础，会对

人力资本、城市属性和产业体系三个要素造成直接

影响，而它们总体又分别会对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

造成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一个城市的全球联系

会从根本上决定城市的各个方面。从影响程度的大

小来看，全球联系对产业体系和人力资本的影响程

度最大，这表明提升城市的全球联系水平将最大程

度提升城市的产业状况和人力状况。另一方面，城

市属性、人力资本、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金融服

务等潜变量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机制。其

中，城市属性和人力资本会对科技创新造成直接影

响，影响效应大小分别为 0.451和 0.682，这表明相

比于城市自身属性，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本越强，其

科技创新水平越强，并且提升城市的人力资本可以

最直接地提升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产业体系对金

融服务造成直接影响，影响效应大小为 0.653；此

外，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会对金融服务造成显著的

正向直接影响，直接影响效应的大小为0.280，即科

技创新每提升一个单位会直接导致城市的金融服务

水平提升0.280个单位。

第三，通过以上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分

析，本文还发现全球联系、产业体系、人力资本、

城市属性和科技创新对经济竞争力造成间接影响。

首先，科技创新和城市属性不仅会对经济竞争力造

成直接影响，还会对经济竞争力造成间接影响，其

中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机制为：科技创新—金融服

务—经济竞争力，城市属性的间接影响机制为：城

市属性—科技创新—经济竞争力。从影响效应大小

来看，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为0.037，城市属性的间

接影响为0.207。其次，人力资本会通过科技创新对

经济竞争力造成间接影响，机制路线为：人力资本

—科技创新—经济竞争力，总的影响效应大小为

0.313；产业体系会通过金融服务对经济竞争力造成

间接影响，影响效应大小为0.086。最后，全球联系

作为所有潜变量的基础，其通过人力资本、产业体

系和城市属性等潜变量对经济竞争力造成间接影

响，这表明全球联系作为所有潜变量的基础，从各

个方面促进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总影响效应大

小为0.904。
通过以上分析，各个潜变量对经济竞争力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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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效应如表5所示。表5的结果表明，全球联系对

城市经济竞争力总影响程度最大，影响效应总和为

0.904；城市属性对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影响程度第

二，影响效应总和为 0.711；随后分别为科技创新、

人力资本、金融服务和产业体系。这表明提升城市

的经济竞争力水平最显著的方法是提升城市的全球

联系。

表5 各变量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

解释变量

城市经济竞争力

城市经济竞争力

城市经济竞争力

城市经济竞争力

城市经济竞争力

城市经济竞争力

被解释变量

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

城市属性

产业体系

人力资本

全球联系

直接影响

0.422
0.132
0.504
—

—

—

间接影响

0.037
—

0.207
0.086
0.313
0.904

总影响

0.459
0.132
0.711
0.086
0.313
0.904

表 6表示各个潜变量与相应显变量之间的关系，

各个变量的变化方向均符合预期且各个变量标准化

系数基本都在0.5以上，表明本文选择的变量具有一

定的准确性。特别地，用来衡量全球联系的四个显

变量，即软联系、航空联系、基础联系和跨国公司

联系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500、0.797、0.417 和

0.733，这表明从当前来看，航空联系和跨国公司联

系更能反映城市的对外联系。

表6 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显变量

经济密度

经济增量

金融水平

服务水平

科技运用

科技产出

生产性产业水平

科技产业水平

人力水平

教育水平

社会成本

市场环境

生活环境

城市软联系

航空联系

基础联系

跨国公司联系

潜变量

经济竞争力指数

经济竞争力指数

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

产业体系

产业体系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

城市属性

城市属性

城市属性

全球联系

全球联系

全球联系

全球联系

未标准化
系数

1.000
0.204
0.063
1.000
1.000
0.232
1.000
1.466
1.000
0.177
1.447
1.000
0.193
0.045
1.245
0.867
1.000

S.E.

0.008
0.004

0.009

0.052

0.009
0.083

0.010
0.003
0.059
0.076

C.R.

27.091
17.297

26.633

28.397

20.318
17.427

19.968
16.705
20.946
11.343

P

***
***

***

***

***
***

***
***
***
***

标准化
系数

0.959
0.768
0.873
0.933
0.868
0.973
0.877
0.991
0.907
0.771
0.617
0.840
0.580
0.500
0.797
0.417
0.733

注：***表示在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欧美 51个国家 332个

城市的经济竞争力与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产业体

系、人力资本、全球联系和城市属性的关系和作用

机制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和城市属性会对经济竞争力造成显著的正

向直接影响，其中城市属性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大，

科技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次之；全球联系、产业体

系、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城市属性等潜变量会对

经济竞争力造成显著间接影响。其次，从总影响效

应大小来看，全球联系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最大，

城市属性和科技创新对经济竞争力总影响次之，从

而表明全球联系和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竞争力的决

定要素。第三，全球联系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参与全

球竞争的基础，并通过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

制从各个方面影响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最后，从外

生潜变量的各个显变量角度来看，各个显变量均能

较好地体现外生潜变量。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提升城市的全球联

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因而当

前中国城市要想提升其城市竞争力并参与到全球城

市竞争力当中，就必须加紧信息化建设。其次，在

城市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尤其要加强改善城市居民

的生活环境、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市场环境

的自由度，进而提高城市的属性因素水平、金融服

务和科技创新水平，保证最快地提升城市的经济竞

争力。最后，加强城市内部影响城市经济竞争力的

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金融、科技、人

力、产业、城市属性和全球联系等各个潜变量之间

的相互联系，加强提升全球联系、科技创新与各个

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而通过各个潜变量的联系

来间接提升城市的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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