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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型城市正逐渐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形态之一，创新水平的高低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基于动态视角，建立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

运用该指标体系，从五个方面对合肥进行了动态评价。通过了解合肥创新型城市建设

的进展状态，发现问题，提出改善措施。 

【关键词】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动态评价;合肥市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16.009 

1 引言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自从政

府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之后，地理位置靠近东部的安徽省逐步受到重视。从皖江城市带的热

潮中，大的城市群，强化的集聚效应是增强安徽省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安徽省要提升经济建

设，合肥作为省会的中心，必须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多重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突出

的区位优势让合肥发展承担起领头作用。合肥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建设建设创新型城市，在持

续的经济发展作用中，强化领导作用必然给合肥的创新建设提供更为有效的激励作用。 

本文以正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合肥为例，重点应用动态评价方法，了解合肥市建设情况，

希望对合肥市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建议。 

2 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和构成要素 

2.1 创新型城市的内涵 

自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之后，创新理论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

发展。 

目前，国外关于创新型城市的表述主要有两种“Thecreativecity”和“Theinnovationcity

”。而国内关于创新型城市的研究倾向于“Theinnovationcity”的角度。 

2.2 创新型城市的构成要素 

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创新型城市的构成要素，国内外大量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研究，得出了丰富的成果。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2005)提出创新型城市必须具备三

个要素:一是产业创新，它是保持和增长城市活力的重要保证;二是先进的基础设 S，它是创新

型城市的重要支撑；三是制度创新，它是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条件；张华平（2012)认为创新型

城节建设的三大要素模块包括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和创新产出。 

从以上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一般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从而得出一些更为详细的影响要

素，并将之构成大体分为两项即硬件要素和软件要素。然而国内的研究学者则更侧重于创新型

城市的理念上，提出相关构成影响，例如集群效应创新要素、文化理念创新要素、经济体制建

设要素创新以及产业机制创新等等。国内的研究学者对创新型城市的研究也是基于我国传统的

研究路线及方法，在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划分构成要素，并分析创新型城市的构建以及发展。 

3 构建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 

本文以创新型城市的理念及构成因素为影响因子，并搜集大量的研究资料以及综合国内外

研究学者成果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可比性及科学性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为了保证所选取的指

标具有代表性，进行了大量遴选确定相关的指标层构架体系，结果见表 1。 



 

4 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评价 

文章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9—2014 年的《合肥市统计年鉴》、《安徽省科技统

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为了了解合肥市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状况，对合肥数据进行

多元方差分析，过程如下:验证合肥每年各个指标的增加值是否有差异。假设没有差异。首先

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再建立差异变量，最后进行独立性和正态性检验，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为了对合肥的创新能力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将标准化后的数据按不同能力相加，得表 2。 



 

从时间的纵向比较来看，合肥市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增长较快。近年来，国家在创

新试点城市上你建设上、经济示范区、科技孵化园等建设上提供了一系列相关的优惠政策，这

不仅为合肥的创新试点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更为以后的经济飞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

质基础。 

制度创新能力稳步增长。合肥创新型城市建设，以围绕“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为定位，

政府通过向社会向市场放权的方式进行权利收缩，让政府真正能为企造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并为之提供更为优质的资源及良好的服务。 

产业创新增长较缓慢，创新环境略有下降。合肥近年来经济增速显著，发展步伐加快，但

最明显的弱势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态势不足、城区发展不均衡、发展结构不合理。合肥市基础

强、应用弱，科技强、产业弱，单项强、地区弱。科教兴城一直是合肥主要的创新经济增长点

，虽然近几年合肥的科技事业取得了许多突出的业绩，但创新环境有待进一步加强。 

5 对合肥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对策建议 

5.1 加强合肥市制度创新的力度 



制度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关键点，它对城市经济发展走向规范制度化具有根本性的指

导作用，是建设创新型城市最有力的保障。地方政府要实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把政府

职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大众提供便利的条件并且维护公平正义。要完善创新型城市建设尤

其是知识产权制度、人事以及分配制度;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协同机制、转化机制、

利益机制为一体的科技管理新机制。 

5.2 加强合肥市的产业创新 

合肥市要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统筹优势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以及现代农业;通过培养八大新型产业，大幅提升产业创新能力；进

一步完善以技术和知识创新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以新能源汽车、光伏和 LED 产业为代表

的“政策推动模式”、以京东方项目和区域总部建设的引进为代表的“引进合作模式”等。 

5.3 大力改善创新环境 

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加强创新的活力，减少创新的额外成本。合肥市应加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尤其是图书馆系统的建设，保障城市交通的便利性，将合肥建设成一个适合创业的城市

，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城市。所以政府应该大力营造创新氛围，并为市民提供创新的必要条件，

可以在城市范围内多修建图书馆，增加藏书量，并且免费对大众开放，让广大市民可以便捷地

获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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