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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 中 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城 市 可持 续 竞争力 的分析

曹 清峰＼ 倪鹏 飞
２

，
马 洪 福

１

（ １ ． 天津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
，
天津 ３００２２ ２

；
２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
北京 １ ０００２ ８

）

摘 要 ：
城市群在新时代 中 国 区域协调发展 中具有关键作用 。 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的视角

，

在利用齐普夫法则测

算 中国 １ ４ 个主要城市群发展协调度 的基础上
，
识别出 了不 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

，
并进

一

步检验了科技创新对城市

群协调发展的影响 。 研究发现 ： 中 国城市群的可持续竞争力 分布呈现失衡状态 ，
城市群 中可持续竞争力过低的城

市数量过多
；
在发展阶段上

，

所有城市群仍然处于极化期
，

尚 没有城市群进人髙可持续竞争力与 髙协调度 的 阶段 ；

城市群 内单个城市 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城市群发展协调度呈现倒 Ｕ 关系 。 指 出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 、
提髙科技创新水

平是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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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特别是中共中央 、国务

院在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的

意见 》 中指 出
：

“

建立 以 中心城市 引领城市 群发展、

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
，
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

合互动发展 。

”

这表明 城市群在 中 国 区域协调发展

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

目前
，
中 国 已经形成 了一个 以城市群体系为 中

间环节的城市体系
［

１
］

， 但城市群发展 中不平衡 、不

协调的 问题仍然非 常突 出 。

一

方面
，
我国城市群发

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仍然非常明 显 ， 东部地区城市

群的规模效率要 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
［

２
］

；

另

一

方面
，
城市群内部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也仍然存在

，

城市群作为集聚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结果 ，
其空

间范 围往往打破了现有的省级行政区划
，

这使得城

市群 内部的协调成本更高 。 因 而 ， 中国城市群 内部

的协调机制仍然有待完善
，
特别是城市群 中心城市

与其他城市间的关系不协调 ， 在
一些城市 群内部表

现的非常突 出
，

而对影 响中 国城市群协调 发展的关

键因素进行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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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城市群协调发展具有多方面的 内涵 ，
但从城市

经济学的理论来看
，
由 于 同

一

个城市群 内 的城市形

成 了
一

个相对完整的城市体系
，

因此城市群 内部不

同城市的规模——位序分布是描述城市群内部发展

协调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 在理想状态下
，
城市群

中所有城市的规模——位序分布符合齐普夫法则所

描述的分布
［

３
］

。 学界针对 中 国城市的研究表 明 ， 中

国城市分布虽然基本上符合齐普夫法则
［

４
］

，
但与幂

律为 １ 的齐普夫分布仍存在
一

定差异
［

５
］

，
往往呈现

出扁平化趋势 。 李松林和刘修岩 （
２０ １７

） 利用夜 间

灯光数据来测度城市规模 ， 发现 中 国城市规模分布

呈现扁平化趋势
［
６

］

；
学者在其他利用非农人 口作 为

城市规模测度指标的研究 中
，
也发现 了 中 国城市规

模体系呈现 出
一

定扁平化趋势这
一

结论
［
７ ９ ］

。 扁平

化趋势意味着城市体系 内部 中小城市过多 、大城市

的集聚不足
［

１
°

］

。 这也是 中 国城市体系发展不协调

的
一

个重要表现 。

从理论上看 ， 城市 的最优规模分布是城市集聚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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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中 外部经济 与外部不经济之间 的权衡
［

１ １ １ ２
 ］

。

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 ， 城市 的规模分布及其演化过

程则取决于各种分散力与集聚力之间的权衡 。 藤 田

和克鲁格曼 （
Ｆｕ

ｊ
ｉ ｔａａｎｄＫｒｕｇ

ｍａｎ
，

１９ ９５

 ） 利用市场潜

力函数对城市体系的形成与演化进行了 明确的理论

分析
［

１ ３
］

。 在此 基础 上
，
藤 田 和 莫 里 （

Ｆｕｊ ｉｔａａｎｄ

Ｍ ｏｒｉ
， 
１９ ９７

）在单个产业的分析框架下 ，
对 中心地理

论模式下城市体系 的演化过程进行 了分析
［

１
４

］

。 藤

田等 （
Ｆｕｊ

ｉ ｔａ
，
１ ９９９

）研究 了多产业的情形
，
认为根据

不同产业价格弹性的不 同
，
拥有低弹性产业的城市

会 出现在离原有城市较近的地方
，

而拥有 高弹性产

业的城市则会出现在较远的地方 ， 从而形成城市体

系 中 的层级结构
［

１ ５
］

。 此外
，

田 渊和 蒂斯 （
Ｔａｂｕｃｈｉ

ａｎｄＴｈｉ ｓ ｓｅ
，

２０ １ １
）
研究 了运输成本下降对城市规模

和数量变化的影响 ， 发现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 ，小城

市会逐渐失去产业和人 口
，
而大城市会逐渐吸引 更

多企业和人 口


［
１ ６

］

。

从城市规模分布的角度来看
，
究竟什么是影响

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关键 因素 ？ 克鲁格曼 （
Ｋｒｕｇ

ｍａｎ
，

１９９ ６
）认为 ，

城市规模服从齐普夫分布 的主要原 因

在于地理等
“

第
一

自然
”

因 素的作用
［

１ ７
］

。 张亮靓和

孙斌栋 （
２０ １７

） 的研究也表明 ，

人 口规模和国 土面积

越大的 国家 ，
其经济地理的分布越均衡 ， 更倾向于多

中心均衡布局
［

１ ８
］

。 除 了 自 然地理 因素外
，
社会政

治 、经济因素等也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原 因 。

孕德森和王 （
Ｈｅｎｄｅ ｒｓｏｎ ａｎｄＷａｎｇ ，

２〇〇７
 ）发现 ，

民主

制度有利于小城市 的发展
，
从而使得城市规模分布

要更加均衡
［

１ ９ ］

。 宋 （
２００５

）
也发现政治 因素对城市

规模分布有显著影 响 。 王贤彬等 （
２０ １４

）
研究发

现
，较强的政府管制水平是导致 中 国城市体系过度

分散化的重要原 因 ［

２ １

］

。 从经济 因素来看
，
杨孟禹等

（
２０ １ ８

）
认为

，
中 国城市规模呈现 出

“

大规模城市扩

张快 、小规模城市扩张慢
”

两极分化现象的根本原

因是 ，
经济增长竞争对不 同层次城市规模的粗放性

激励差异
［
２２

］

。 霍和李 （
ＨｏａｎｄＬｉ

， 

２００９
）
研究发现

，

区域收入差距会通过影响技能劳动力流动的方式来

影响中 国城市的规模分布
［

２３
］

。 此外 ，
经济发展水

平 、产业结构 、房价等因素都对城市规模分布有显著

的影响
［
２４ ２６

］

。

本文认为
，
随着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

科技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 从产

业格局的演化来看
，

２ ００７ 年
，

全球市值前十的企业

主要分布在金融 、石油等领域
，
但在 ２０ １７ 年

，

全球市

值前十的企业中 ，科技型企业 已 占多数 。 因此 ，科技

５２

创新在决定城市全球联系度与竞争力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
［

２７２８
］

。 因此
， 我们要 实现城市群 的协调发展 ，

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
一

关键 因素 。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

认为中 国实现城市

群的协调发展的改进与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 （
１
）

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角度对中 国城市群发展的协

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 。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是
一

个城

市通过提升其经济 、 社会、 环境和技术优势
，
系统性

实现城市最优化发展
，
更好 、更可持续地满足城市居

民复杂而挑剔的社会福利的能力
？

 ，

而提升城市群

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是新时代中国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要求 ，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的角度来研究城市

群的协调发展要更具针对性 。 （
２

）通过分层层线性

模型来测算中 国 １４ 个城市群的发展协调度
，
并利用

计量 回归方法检验了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发展协调度

的影响 。 特别是本文发现科技创新与城市群发展的

协调度存在非线性的倒 Ｕ 关系
，
从而表明 了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是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长远之计 。

二、 研究设计

本文在提出文章的研究假说的基础上
，
介绍了

基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群发展协调度测度方

法
， 并进

一

步对实证模型构建进行了说明 ， 报告 了样

本与数据来源 。

（

一

）
研究假说

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来看 ， 城市群发展的协调

程度取决于城市群内部不 同城市发展过程 中集聚力

与分散力之间 的权衡 。 当城市群处于极化效应主导

的阶段时
，

要素与产业往往集聚在少数大城市
，

这会

导致城市群 内不 同城市间 的发展差距变大 ， 城市群

发展的协调程度较低
；
而当城市 群处于扩散效应主

导的阶段时
，
城市群 中心城市的要素与产业 向其他

城市转移 ，
此时城市群 内不 同城市间 的发展差距变

小 ，
其协调度也变高 。 根据新增长理论 ，科技创新具

有非常显著的增长效应
［
３ （＂３ １

］

。 因此
，
科技创新强 的

城市 经济 增 长要更快
，
在本地市 场效应的作 用

下 ［

３ ２
］

，
经济增长快的城市会进

一

步吸引 其他城市的

产业与要素流入
，
从而使得城市 间 的发展进一步变

大 。 但是
，
随着经济发展到

一段阶段
，

根据经典的库

兹涅茨 曲 线
，

经 济 增长 与 收入差距存在倒 Ｕ 关

系
［

３Ｍ ４
］

。 因此
，在城市群 中心城市扩散效应的带动

下
，
城市群内不同城市 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会 出现收

敛
，
从而使得空间经济的发展过程呈现倒 Ｕ 型的变化

趋势
［

３ ５
］

。 根据此理论分析 ， 本文提出 以下研究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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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说 ： 城市群内单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

与城市群发展的协调程度呈倒 Ｕ 关系 。

（
二

）
城市群发展协调度测度

根据城市经济学理论
，
齐普夫法则描述了理想

状态下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 ，
这也为实证中判断城

市群发展协调与否提供了
一

个 良好的参照标准
，
齐

普夫法则可用如下模型来估计 ：

Ｉｎ
（
ｆｉ

ｙ ）
＝
Ｐ 〇

Ｊ＋ ｓ
ｔ
］ （

１
）

公式 （
ｉ

） 中 表示城市群 ｙ 中城市 ｚ

＇

的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得分 。 根据中 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

究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 的 《全球城市竞争力

报告 ２０ １７
—

２０ １ ８ 》
，
本文利用城市青年人 口 占 比与

高收入人 口规模 （ 年收入高于 ２ 万美元 ）
两个指标

的算术加权平均值来测算城市的可持续竞 争力得

分 。 ／
ｓ

．表 ｚｋ城市群 ｙ 中城市 Ｉ

＇

可持续竞争力 的排名 。

其中 ｊｎａ ）前面系数的绝对值如果越接近于 １
，
表

明城市群 中城市的分布符合齐普夫法则 ， 那 么城市

群的发展也就越协调
；
如果小于 １

，
表 明城市群内部

不同城市间可持续竞争力的分布不均匀
，
大部分城

市的可持续竞争力较低 ，
只有少数城市的可持续竞

争力较高 ；如果大于 １
， 表明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 间

可持续竞争 力 的差 异相对于最优水平过小 。 令

＝ Ｉ Ｉ－八 Ｉ

，
因 此

， 如果 越小 ， 表 明城市群 Ｊ

＇

的发展越协调 。

一般而言
，
估计式 （

１
） 中的参数 有两种思路

：

一

是直接利 用 不 同 城市 群 的样本分别来估计式

（
１

） ，
并获得参数 ０

１

． 的估计值 。 这种思路的 问题在

于损失了大量的样本
，
特别是如果某

一城市群 内部

的城市较少
，
那 么会严重影 响参数 爲／古计的准确

性 。 为了最大限度利用样本的信息 ， 本文采用第二

种思路
，
即利用分层线性模型 （也称为随机系数模

型
） 。 在利用全部样本估计式 （

１
） 的 同时 ，

令截距项

Ａｙ
与系数 随城市群而变化 ，

也就是不同城市群拥

有不 同的截距项 与系数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可

计算 出衡量不同城市群发展协调度 的指标

（
三

）
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科技创新对不同城市群发展协调度 的

影响
，
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

却１
；

＝

７。
＋Ｔｅｃｈ

ｓ

．＋
ｈＴｅｃｈ

；

．＋ＡＺ＋
？ （

２
）

公式 （
２

） 中 却
ｖ
衡量 了城市 群发展的协调程

度
，

越大
，
表 明城市群的发展越不协调 。 Ｔｅｃｈ

ｓ

．为

城市群Ｊ 中城市 ｚ

＇

的科技创新水平 ，
用标准化后的专

利申请数指数与论文指数的和来衡量 。 根据研究假

说
，

可以预期 ７ ２
＜ ０ 、７ ｌ＞ ０ 。 Ｚ 为其他影响城市群发

展协调程度的控制变量组成的 向量 ， 具体包括 ： （
１

）

经济活力 ，该指标利用标准化后 的城市人均 ＧＤＰ 指

数以及 ５ 年 ＧＤＰ 增量指数的和来衡量
； （

２
）
环境质

量
，
用标准化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负 向指标 ） 指数

与 ＰＭ２ ． ５ （负 向指标 ）指数的和来表示 ； （
３

）社会包

容
，

用标准化后的基尼系数 （ 负 向指标 ）指数与犯罪

率 （负 向指标 ）指数的和来表示 ； （
４

）
全球联系 ，

用标

准化后的跨国公司联系度指数与国际知名度指数的

和来表示
； （

５
）
人力资本潜力

，

用标准化后 的青年人

口 占 比指数与大学指数的和来表示
； （

６
）
基础设施 ，

用标准化后的航运便利度 、宽度用户量 以及航空便

利度指数的和来表示 。 文 中变量都标准化为 ０ －

１ 之

间
，

所有数据都来源于 中 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

究 中心数据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科技创新 ２ ８８ ０ ． １ ８ １ ０ ． １４６ ０ ． ０００ ０ ． ８ １ ３

经济活力 ２ ８８ ０ ． １ ２３ ０ ． １ １ ２ ０ ． ０ １４ ０ ． ７０７

环境质量 ２ ８８ ０ ． ４８ ２ ０ ．

０５ ２ ０ ．３ ２０ ０ ． ８５ ９

社会包容 ２ ８８ ０ ． ６５ ２ ０ ．

０３ ９ ０ ．３ ９２ ０ ．

 ７３ ９

全球联系 ２ ８８ ０ ． ０４３ ０ ． ０５ ２ ０ ． ０２４ ０ ．４２７

人力资本潜力 ２ ８８ ０ ． ３ ６５ ０ ． １４８ ０ ． ０００ ０ ．８３ ０

基础设施 ２ ８８ ０ ． ５ １ ８ ０ ． ０８ ０ ０ ．２６９ ０ ． ９２４

（
四

）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为中 国 ２ ８７ 个城市 （ 内地 ２８５ 个城市

和香港 、澳门 ） 的数据 ，
关于中 国城市群 的识别 目前

尚没有统
一

标准 。 例如
，
黄征学 （

２ ０ １４
） 结合定量

与定性方法识别 出 了１０ 个城市群
［

３ ６
］

， 周晓波和倪

鹏飞 （
２０ １ ８

） 则识别 出 了２５ 个城市群
［

１
］

，
顾朝林和

庞海峰 （
２０ ０８

） 利用城市市 区非农人 口构造 引力模

型来获取城市间的联系数据 ，
共识别 出 了６４ 个地方

性城市体系
［
３ ７

］

。 本文则根据 国家 以及地方的相关

规划 ，
选取了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

呼包鄂榆城市群 、 山东半 岛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

辽中南城市群 、哈长城市群 、长江 中游城市群 、成渝

城市群 、海峡西岸城市群 、关 中平原城市群 、 北部湾

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 、兰西城市群
，
共 １４ 个 中国主要

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 。 这 １ ４ 个城市群包含的城市

数量为 ２０２
，约 占全部样本城市 的 ７ ０％

。

三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分析了不同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水平与发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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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协调度的测算结果 ， 按照可持续竞争力 与发展协

调程度的高低划分了不 同城市群的类型 ， 报告 了计

量回归的结果 。

（

一

）
不同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水平与协调度

表 ２ 报告中 国 １４ 个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 的均

值以及根据式 （
１

）估计得到的各城市群参数 的结

果
，
并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计算得到 了用来反映各城

市群 内部发展协调程度的指标 。 具体来看
，
中

国城市群 中可持续竞争力得分最高的是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 ，
其得分是可持续竞争力得分最低的兰西

城市群的 １ ． ４ 倍 。 同时 ， 中 国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

具有三个方面的分化特征 。

一

是东西差异明显 。 东

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可持续竞争力得分明显高于中

西部地区 。 例如
，
排名前五 的城市群中有 ４ 个城市

群属于东部沿海地区
，

可持续竞争力 最低的 ５ 个城

市群中有 ４ 个位于中西部地区 。
二是南北差异开始

显现 。 得分最高的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城市群都

位于南方
，
其中南方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平均得分

为０ ． ６４
；

北方城市群的平均得分为 ０ ． ６２
，
南方城市

群可持续竞争力要略高于北方城市群 。三是城市群

内部也存在明显分化 。 这主要体现为城市群 内部城

表 ２ 不 同城市群可持续 竞争 力均值与

发 展协调 度测算结果

城市群
城市

数量

可持续竞争

力均值

粵港澳大湾 区 １ １ ０ ． ７９４
－

０． １ ０３ ０ ． ８９ ７

长三角城市群 ２６ ０ ． ６９４
－

０． １ ３０ ０ ． ８７ ０

呼包鄂榆城市群 ４ ０ ． ６９２
－

０． １ ６４ ０ ． ８３ ６

山东半岛城市群 １５ ０ ． ６７７
－

０． １ ５８ ０ ． ８４２

京津冀城市群 １ １ ０ ． ６６４
－

０． １ ３３ ０ ． ８６ ７

辽 中南城市群 ９ ０ ． ６２９
－

０． １ ６３ ０ ． ８３ ７

哈长城市群 １０ ０ ． ６０５
－

０． １ ８ １ ０ ． ８ １ ９

长江中 游城市群 ３０ ０ ． ６０２
－

０． １ ６０ ０ ． ８４０

成渝城市群 １６ ０ ． ５９４
－

０． １ ５９ ０ ． ８４ １

海峡西岸城市群 １７ ０ ．５９２
－

０． １ ６０ ０ ． ８４０

关 中平原城市群 １ １ ０ ．５８７ － ０． １ ７ １ ０ ． ８２ ９

北部湾城市群 １０ ０ ．５８５ － ０． １ ８０ ０ ． ８２ ０

中原城市群 ２９ ０ ． ５７９
－ ０． １ ８６ ０ ． ８ １ ４

兰西城市群 ４ ０ ． ５７０ － ０． １ ９５ ０ ． ８０５

注
：
各城市群包含的数量是根据本文 ２ ８７ 个样本城市统

计得到
，
个别城市群包含的城市会有重合

５４

市间可持续竞争力差异过大 。 从齐普夫法则参数贫＾勺

估计结果来看 ，我国所有城市群都明显小于 １
。 这意味

着我国每个城市群中
，
仅有少数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

较高 ，
而大部分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较低。 因此

， 中国

城市群的可持续竞争力发展不协调
，
有待提升 。

（

二
）
不 同城市群的发展 阶段分析

尽管表 ２ 显示 中国 １ ４ 个主要城市群可持续竞

争力的 内 部协调度较低
，
但不 同 可持续竞争 力水

平的城市群其协调度也存在差异 。 为 了 揭示这
一

差异
， 本文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 ， 首先按照可持续

竞争力平均得分的高 低将我 国 １４ 个城市群分为

高可持续竞争力与低可持续竞争 力两组 。 其次按

照 的大小 ， 将我 国 １４ 个城市群分为低协调度

与高协调度两组 ， 由此可将全部城市 群分为 四种

类型 。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

表 ３ 不 同城市群的分类

类型 尚协调 低协调

髙可持续

竞争力

粵港澳大湾 区 、长三

角城市群
、
呼包鄂榆

城市群 、 山东半岛城

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低可持续

竞争力

哈长城市群 、关 中 平

原城市群 、北部湾城

市群 、 中 原 城市群 、

兰西城市群

辽 中 南城市群 、长江

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

市群 、 海 峡 西 岸 城

市群

注
：
表示该类型下城市群数量为 ０

１ ． 属于高可持续竞争力——低协调类型的城

市群有粤港澳大湾区等 ５ 个城市群 。

这一类型城市群的特点是尽管其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较高 ，
但其内部差异太大 ，城市群中大部分城市

的可持续竞争力得分都较低 。 本文通过对该类型城

市群的核密度估计结果
，

可 以发现
，
与正态分布相

比
，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呈现

一

定程度的左偏分布 ，

表明其 内部差异过大主要是由 少数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水平较低导致的
；

而长三角 、山东半岛以及京津冀

城市群则都呈现 出 了
一

定程度 的右偏分布 ，
这表 明

其 内部差异过大主要是由大部分城市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较低导致的 。 不 同城市群内部之所以差异过大

的原因存在差异主要是 因为 ， 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

相对于其他 ４ 个城市群而言
，
其多中心特征要更加

明显
；
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群包括香港 、深圳 、广州等

多个 中 心 城市 ， 其可 持续竞 争 力 的 得分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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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綱 ：

０ ．５０． ６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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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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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睛长城Ｗ胖（ ｂ ）＿中〒耀城市禅

０ ．９ ２
、
０

．
９ １

、
０ ． ８９

，
得分都较高且相叢不大

《
同时 ，

以

利用可持续竞争力指数ｉｆ舊的 ５ 个城市群的 ４ 城市

貧位＿看 ，
粵港澳大湾区故霄位度？低 （ ０ ．３４

） ，

低宁长３：角城市群 （
０ ． ３ ６ ） 、山东半岛城市 群 （

０ ． ３５
）

以及京津冀城市群 （
０ ．４ １ ）

，
面多 中心的城市群结构

？有利于发挥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溢１出效

班 ，
从而使得粤港澳大湾Ｋ仅有少数城市 的可持续

竞争力较低 （ 详见图 １ ） ，

？ 專港誠麵城市審 （盼长＾角城翁＿

（ｃ ） （ ＜？雜舅城市群

國 １ 菌可 争力一 瞻ｒｔ＊抽核＿麗 ：

毺 ：
呼包鄭揄城市幽ｉｒ于城ｆｔ截量ｉｔ少来包挺在肉

２
． 属于低可持续竞争力一痛协调类型 的城市

群有哈长城市群 个城市群 。

该类城市群的特点是尽管其城市群可持续竞苧

力水事较低
，
但其内部的差异较小 ，

也就是城市群内

的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普遍较低 该类型城市群的核

密度详風图 ２
％ 具体来奢 ，

哈长城市群与关中平原城

市群都臺现茁一定的右徧分布 ，
这与其低可持续竞争

力的类型是一致的 ；而北部涛与中原城市群则属予
“

纺锤形
”

分布
，
即大部分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都属子

中等水平，因此其内部发展的协调度 比较 总体而

言 虜于ｇ类型的城市群全部位于中画城市化水乎相

对落后的中西部地 Ｋ
，
在全部 １４ 个城市群中属于发

展相对落辰的麵级

３． 属于低可揞续竞争力一低协调的城市群有

辽中南城市群等 ４ 个城市群 ＆

该类城市群的特怔为城市群内可持续竞争力的

水平普遍较低 ，而且内部差异较大战 本文通过对该

ＩＩ
型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 的核密度分析看 ，

辽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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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城市群
止态分布

—海峡西岸城市群
止态分布

——辽中南城市群
—

ＴＲ态分布

－

长江中游城市群
－

ＴＨ态分布

０ ．５ ０ ．６０ ．７０ ．８

可持续竞争力

（ｃ ） 成渝城市群

０ ．９

０
＇

 —

－０．２０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１ ．０

可持续竞争力

（ ｄ） 海峡西岸城市群

图 ３ 低可持续竞争力与低协调型城市群的核密度

此外
， 本文通过分析发现 ，我＿属宁胬可持续竞

争力
一高协调的城市群数暈为 这表明 ，

我国 目

前尚没有域市群达到所有城市都具有较高的可持续

竞争力这一阶段 。 那么 ，
导致 中国城市群发展 出现

这些分化的 内在原因是什么 呢 ？ 本文认为 ，
这与城

市群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是一致的 。 根据理论分析 ，

城市群的发展会经历
一个先极化 、后扩散的过程 ，

在

这个过程中城市群的平均可特续竞争力会不断提

高 ，
但其发展的协调程度 则会经历一个由协调度低

向协调度高的演化过程＝

本文所划分的 四种类型对应了城市群发展的不

同阶段 。 最初阶段 ，城市群的发展是低可持续竞争

力一高协调类型 ，
此时城市群内 所有城市的可持续

竞争力義异尽管较小 ，
但处ｆ普遍较低的状态 。 第

二阶段 ， 城市群的 发展会进入低可持续竞争力
一低

协调类型
，
此时极化作用开始加强 ，资源向少数城市

集聚 ，
这会加剧城市苘可持续竞争力的差距１ 因此城

市群的协调度较低 ，
但由于城市集聚不够充分 ，城市

群平均 的可持续竞争力 水平仍然较低 。 第三阶段 ，

城市群的发展悬高可特续竞争力一低协调类型ａ 尽？

管此时仍然是抿化效应起主导作用 ， 但已经出现 了

一

部分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 ，
因此城市群可持续竞

争力的乎均水平较高
ｓ
同时城市群的协调度较低 Ｄ

第四个阶段 ，城市群的发展
＇

是高可持续竞争力一裔

协调：类型 此时扩散效应起主导作用 ，
城市群内所

有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都达到了较高的水．乎＾
这四

种本同类型的城 ：市群的发展阶段表明 ， 从可持续竞

争力 的角度来看 ，
中国 １４ 个主要城市群在发展阶段

上仍然处子极化期
，
这也是导致中国城市群可持续

竞争力分布失衡的重要原因

（
三

）
回归 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
，
报告Ｔ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

展＿响的＿结果 （详见表４
） ，为了检验科技创新与城

市群发展协调度之间二次关系的稳健性 ，摸型 １ 为仅

保留科技创新变量一次项的结果 ，模型２ 则增加了二

次项 ，模型 ３ 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歩添加ｍ次项 ３
我

们可以发现
，
科技创新变纛的一次项显著为正＾次项

显著为负３取项不显著 ，

这表明城市群内单个城市的

科技创新水芊与所在城市群发展的协调度存在显著的

倒 Ｉ Ｉ关系
，
ｓ 卩料技创新水乎的提高会先加剧城市群发

展的不协调度 ，在超过一定 平之后则会促进城市群

的协调发展
，
这也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视角 ，利用齐普夫

法则测算了中國 １４ 个主要城市群发展的协调程度弁

识别了不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 》在此基础上肩用计量

回归方法检验了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 。

０

０ ． ５５０ ． ６００．６５０． ７００．７ ５０ ． ８００ ． ８５

可４输；

ｕｍ輪城市群

０
．５０ ．６０．７０ ． ８ ０．９

可ｔ續

（
ｈ）雛中游城市群

１ ．０

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属 于比较明显的
“

哑铃型
”

分

布 ， 即可持续竞争力属于中等水平的城市最少 ， 城市

群内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
仅有个别城市的可持续竞

争力较高 ９ 例如 中南城市群中的沈阳和大连 ，
成

渝城市群中的成都与重庆 ； 长江中游城市群属于右

偏分布 ，
即大部分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水平过低导致

了
：其协调度较低 ；海峡西岸城市 群则属于明显的左

偏分布
，
即少部分城市可持续竞曹力水平明显偏低

拉大了城市審内的袭异
，
这主要是由 宁福建内陆城

市可持续竞争力过低导致的 （详见图 ３ ） ＠

０

Ｓ

０

Ｓ

１ Ｃ

１ ０

Ｍ

Ｓ
０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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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有 三方面的发现 。 第
一

， 中 国城市群

的可持续竞争力分布呈现失衡状态 ， 城市 群中可持

续竞争力过低的城市数量过多
；
第二

，
样本中所有城

市群在发展阶段上仍然处于极化期
，
城市 群中心城

市对其他城市的扩散效应不足 ， 尚 没有城市群进入

高可持续竞争力与高协调度的阶段
；
第三

，
城市群内

表 ４ 科技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影响的 回归结果

变量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科技创新
一

次项
０ ． ０５３ ６



＿

（
０ ． ０ １ ８ ４

）

０ ． １ １ ７

＿

（
０ ． ０３２７

）

０ ．１９５
＿

（
０ ．０６０１

）

科技创新二次项
－ ０ ． １ ５０

＃

（
０ ． ０６４５

）

－ ０ ． ４７７
＃

（
０ ．２２０７

）

科技创新三次项
０ ．３２９

（
０ ． ２ １２ ３

）

经济活 力
０ ．０ ３４ ９ ０ ．０６０广 ０ ．０６４５



^

（
０ ．０ ２７６

） （
０ ． ０２９


５

） （
０ ．０２９


５

）

环境质量
０ ．１ ７ ８

＿

（
０ ．０ ３８０

）

０ ． １
６０

＿

（
０ ． ０３ ８５

）

０ ．１６４

＿

（
０ ． ０３８５

）

社会包容
０ ．０ ２９０ ０ ． 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４２５

（
０ ． ０４４ ８

） （
０ ． ０４５ ２

） （
０ ．０４５２

）

全球联系
－ ０ ．２ ０７

^

（
０ ．０ ５０３

）

－ ０ ． １ ５ ８

＿

（
０ ． ０５４１

）

－ ０ ．１ ６０

＿

（
０ ． ０５４０

）

人力 资本潜力
０ ． ０ １ ０１

（
０ ． ０ １ ３４

）

０ ．００７ ３０

（
０ ． ０ １ ３ ３

）

０ ．００９１４

（
０ ． ０ １ ３３

）

基础设施
０ ．１ ５ ８

＿

（
０ ．０ ３７２

）

０ ． １４４

＿

（
０ ． ０３７ ４

）

０ ．１ ３７

＿

（
０ ．０３７６

）

常数项
０ ．６２ ７

＿

０ ．６４８ 

＿

０ ．６４９

＿

（
０ ．０４ ２５

） （
０ ． ０４３ ２

） （
０ ． ０４３ １

）

样本量 ２８ ７ ２８ ７ ２８ ７

Ｒ
２

０ ．３７０ ０ ．３８２ ０ ．３８ ７

注
：
括号 内是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１ ％
、
５％ 与 １０％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单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城市群整体的发展协调

度呈现倒 Ｕ 关系 ，
即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在初始阶

段不利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
只有超过

一

定水平之

后
，
才有利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 。

本文研究对于新时代 中 国城市群 以 及区域协

调发展具有
一定的 启 示 。 第一

，
我们要深刻认识

到 中 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 中 的不平衡性 。 在新时

代推动中 国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中
，
提高 城市

以及城市群 的可持续竞争力 是非 常重要 的
一环 。

本文研究 显示
，
中 国 城市 群的可 持续竞 争力 与齐

普夫法则 揭示 的理想状态存在非 常明 显 的差距
，

城市群内 大部分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过低这
一现实

意味着中 国城市群在高质量 以及协调 发展上任重

道远 。 第二
，
我们 要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 。 中 国 未

来在城市群发展 中要高度重视发挥 中 心城市 的溢

出效应 。 目 前 ，
虽然 中 国 已经 出 现 了

一批世界级

中心城市
［
３ ８

］

，
城市 经济 的集聚水平得到 了 很大提

高
，
但城市群的发展不能

一

直停留在极化期
，

要积

极加强城市群 中不 同 城市 间 的合作 ， 推动城市 间

产业分工、基础设施 、公共服 务 、 环境治理 、对外开

放 、 改革创新等协调联动
，
形成城市群 内 中心城市

与其他城市之间在要素 、产业上的双 向流 动格局 。

第三
， 中 国城市在发展 中要 紧 紧抓住新

一

轮科技

革命带来 的机遇
，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 略 。

由于科技创新水平与城市群发展的协调程度存在

倒 Ｕ 关系 ，
因此 只 有通过积极提高城市 的科技创

新水平
，
才能尽快越 过科技创新水平的拐 点

，
使得

城市群发展进入可 持续竞 争力 以及发展协调度
“

双高
”

的高水平均衡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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