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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显然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之

带来的是，传统城镇化发展的模式已经暴露了我国许多问题，比如较为落后的城镇基础设施、迅速扩张

的土地规模、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等。为积极有效地推进城镇化，本文力图研究前人学者对新型城镇化

的内容，并提出研究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这方面的必要性，以弥补学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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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has attracted world-
wide attention. Obviously, my country’s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also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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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is period, but what has been brought about is that the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develop-
ment model has exposed many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such as Relatively backward urban infra-
structure, rapidly expanding land scale, and widening urban-rural gap, etc. In order to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cont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by 
previous scholars, and proposes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factor agglomeration on the quality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academic gap. 

 
Keywords 
Innovation Elements, Innovation Elements Agglomeration, New Urbaniz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研究意义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被党和政府提出以来，城镇化的衡量标准就从城镇化的速度转移到城镇

化的质量上。创新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新型城镇化推进方面起关键作用，如果将创新

资源合理利用，能够快速有效地推动新型城镇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各省也出

现一些诸如土地资源过度开发、水资源严重污染、生态资源严重破坏以及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等现实问题。

因此，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创新资源空间集

聚水平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有多少，是目前不得不研究的一个问题。 

1.1. 理论意义 

丰富了区域经济学体系的内涵。本文力图把创新要素集聚水平作为解释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一个

内生变量，与其他因素等一起成为能够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因素，通过其对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生产

力布局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审视和应用，对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内涵进行丰富、拓展和创新。 
丰富了新型城镇化理论的内涵。本文以党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概念和要求为出发点，根据我国新

型城镇化的现实情况，构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从理论上体现新型城镇化内涵并丰富新型

城镇化测度的相关内容。 

1.2. 实践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政策工具和对策建议。本可为地方政府部门制定

创新要素分布政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提供参考，为我国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工作提供借鉴。 

2.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2.1. 创新资源空间集聚相关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中，关于创新资源空间集聚方向的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整体可以

划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实证检验创新资源集聚与地区创新之间的关系。Vandenbussche (2006)  [1]等发现人力资

本集聚存在溢出作用，这对地区技术水平的进步有着正面效应。Tappeiner (2008)  [2]等发现地区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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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力资本集聚有着正向的空间关联趋势，这也导致了区域间技术创新水平存在差异。高丽娜和蒋伏心

(2011)  [3]发现宁镇扬地区的创新要素空间分布特征有显著差异，南京市优势明显，地区间创新扩散与人

力资本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正面作用。周锐波(2020)  [4]等发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集聚对

提升技术水平有促进作用，而劳动力集聚则表现出相反的作用，且要素集聚与技术进步二者之间存在非

线性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考察创新资源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趋势，Fei Fan 等(2021)  [5]发现中国城市等

级与城市创新的空间结构是一致的，城市层级越高，城市的规模也就越大，同时城市聚集的创新资源也

就越多。他们使用了 2004~2017 年中国一些城市的数据，再利用 AHP 和 EVM 方法来计算创新集聚和城

市层次的指数和权重。方远平和谢蔓(2012)  [6]等发现创新资源整体体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长三

角和环渤海地区具有高高集聚的特征，而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则呈现出低低集聚的特征。张宓之(2016)  [7]
等发现创新要素集聚模式具有低低以及高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他们基于浙江省的数据来研究创新资源空

间集聚模式演进机制。 
第三个方面是创新资源集聚可能会对空间关联生产率产生影响。Zhang J (2019)根据上海 2011~2017

年的统计数据发现，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成立以来，创新资源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场源上海的创新

辐射效应明显增强，但整体辐射格局变化不大，总体态势依然强劲。在距离边缘空间距离较远的区域，

该模式的辐射效应相对较差。张斯琴和张璞(2017)  [8]等发现创新资源的集聚有利于提高本地区和周边的

劳动生产率。吴卫红(2020)  [9]等发现区域创新绩效的溢出效应对创新资源集聚的反应呈为倒 U 型，门槛

值在不同的创新资源集聚水平下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2.2. 新型城镇化相关研究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探讨： 
一是对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确认。由于各位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差异，研究者们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

认识显然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尽管如此还是基本形成了研究共识即“以人为核心”。如单卓然和黄

亚平(2013)  [10]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是可持续发展、民生和质量，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产

业升级转型为重点内容的城镇化过程。张占斌(2013)  [11]则认为我国构建与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紧密

连接的城市格局是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之一。王新越等(2014)  [12]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一种新发展战略，来

应对中国在面对环境日益污染、人地矛盾、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倡导向内涵质量的提升转变，而非注

重偏重数量规模。潘闻闻和邓智团(2022)  [13]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土地

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是从注重结构主义到注重人本主义的转变。 
二是对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的研究。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利用科学评价体

系来评价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目前，学术界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方法主要有复合指标法和单

一指标法，单一指标法如欧名豪(2014)  [14]等主要采用非农人口比重、城镇人口比重或城镇土地利用比重

等指标，优点是表征性强、数据易于获取，然而这种单一的指标测量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如信息量小，

无法全面客观地描述城镇化发展水平。 
三是对新型城镇化的实现途径方面，秦德智(2020)  [15]等认为，对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政策实行协调性

分析能更好地发挥政策合力。辛宝英(2020)  [16]认为，新型城镇化战略能更好的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我国

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 

2.3. 创新资源空间集聚水平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创新资源空间集聚水平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的几篇都是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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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张静(2017)利用 2000~2015 年安徽省及 16 个地级城市的数据，研究安徽省

创新资源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发现安徽省创新资源集聚水平和辐射效应不断提高，区域差异明显

且创新资源集聚水平高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也较高。纪明等(2015)  [17]利用 2000~2014 年西部地区的

数据，研究西部地区创新资源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创新资源集聚水平高的区域，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也比较高。 

2.4. 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创新资源集聚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成熟，特别对关于创新资源空间集聚

对创新绩效或者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尤为深刻。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采用熵值法等一系列方法对创新资源空间集聚的水平进行测度，最终得出了很多有用的结论。国内

学者对新型城镇化方面的研究也较为丰富，然而过去大多数学者选取非农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

的重要指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新型城镇化赋予人口、经济、社会、环境更加丰富的内涵，单一指标

仅能代表人口城镇化，不能反映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更加全面的内容体系，本文在借鉴前文的基

础上，试图对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作进一步完善与补充。此外我们从上文可以得出，关于创新资源空间

集聚水平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很少，仅有的几篇都是在定性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定量分析二者之间

关系的成果几乎没有。此外，现有的文章都是基于一个省或者一个区域来研究二者的关系，在全国层面

研究此内容的文献是空白的。所以研究二者的关系是有必要的。 

3. 理论机制分析 

创新要素作为区域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地域差异较为明显，借鉴

集聚经济、新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创新要素集聚的研究，创新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产生创新要素的初步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随着创新要素的进一步集聚则会

出现辐射现象，通过成本效应而使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效率降低。 
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创新要素投入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能够影响企

业生产成本，改变地区要素供给数量，影响产业规模报酬，从而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创新要素聚

集密度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发展初期和中期，创新人员、创新资本以及科学

技术等创新要素通过集聚能够促进人口合理转移，扩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发展效率，

促进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创新要素集聚是要素空间配置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创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能够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创新要素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再从城市流向农

村，城乡创新要素的持续流动和重组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差距不断缩小。

创新要素在产业之间的流动和转移也能够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之间信息以及技术资源的共享，有

利于提高技术效率，节省经济成本，发挥集聚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新型城

镇化的发展质量。 
从要素流动理论来看，区域外创新人员、资本和创新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入，能够影响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区域外高素质和高技能创新要素的流入，在区域内形成集聚优势，能够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从

而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区域外创新资金要素的流入，能够促进区域内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企业

利润不断增加；区域外创新技术要素的流入，能够促进区域内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创新要素流动是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从集聚经济理论来看，创新要素集聚能够产生外在的经济效益，产生规模报酬递增，促进新型城镇

化质量的发展。随着创新要素的集中，集聚经济效应愈发明显，当创新要素过度集中，不断超过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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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承载力，就会导致外部不经济现象产生，造成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明显增加、环境污染、居民生活条

件恶化、居民幸福指数下降等负面影响，导致集聚经济正向效益不断下降，甚至出现负向效益，从而使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下降。 
总体来说，创新要素通过集聚进而产生辐射，有利于资源共享，增加收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从而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当创新要素不断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土

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快速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产生规模不经济现象，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创新

过度集聚往往会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不利于区域经济进步和新型城镇

化发展。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资源集聚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土地、石油、煤炭等自然

资源要素在“资源诅咒”的作用下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创新要素等高级资源要素对经济发展

的推动作用愈发关键，创新要素集聚是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重要的动力支撑，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

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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