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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宁启蒙
1
 胡广云

2
 汤放华

1
 曾志伟

11
 

（1.湖南城市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湖南 益阳 413000； 

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摘 要】：科技创新是实现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通

过构建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相关性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

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迅速；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呈正相关关系，科技创

新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影响，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平衡关系；科技创新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

城镇化等方面指标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科技创新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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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20年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由 1.7亿增加到 7.9亿，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 63.89%[1,2,3]。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推动重塑了城乡的经济、人口和社会等空间景观格局[4]。然而，城市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城市面临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和失

业人数增加等各种风险和问题[5]，并且产生诸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矛盾等区域发展问题[6,7,8]。城市化、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

展推动政府在管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资源方面更加智能化[9,10]。因此，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等发展战略，旨在通过创新

和技术的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的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实力，以满足城市现有和未来的发展需求
[5]
。 

国内外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及有怎样的相关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众多研究，目前，主要形成以

下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①科技创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科技创新通过加快城市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协调发

展，完善城市的空间与软环境建设，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首先，科技创新的发展是基于高科技人才的质量，使得城市

对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同时，因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从而提高了城市人口的综合素质，所以，科

技创新能够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11,12]。其次，科技创新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倒逼传统制造业向先

进制造业转变，加大了对高新技术发展的依赖[13,14]，因此，科技创新推进了经济城镇化的发展[15,16]。②新型城镇化是科技创新的

集聚地，新型城镇化通过人才、资金、空间等要素的协调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打造了科技创新的主阵地。首先，城市拥

有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高新企业数量较多，能够为科技创新的发展提供科研人才和研发资金。此外，城市之间的产业同质

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竞争激烈，推动了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自身领域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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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其次，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优化了科技创新的发展环境，使得各种创新主体在空间上形成集聚，从而大大缩短了主体之间的空

间、时间与成本距离，有助于科研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18]。再者，科技创新具有由大城市向小城市推移扩散的特征，而城镇化的

发展能够加快科技创新在大、中小城市间的扩散进程。城镇化推动了科技创新的发展要素向大城市集聚，形成完善的科技创新基

础设施和高效的科技创新网络，方便了研发人员之间的交流联络，同时，对促进科技创新的有效扩散也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19]。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一方面能够促进城市科技创新的产生，另一方面，也能为已有的科技创新提供方便、快捷而畅通的

扩散渠道。 

因此，为了研究具有时效性和阶段特征，本文选用 2000—2020年作为研究时间段，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采用变异系数法、相关分析模型等方法，定量测度城市群的科技创新

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基于科技创新的视角提出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议，以期实现

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区
[6]
。2000—2020年期间，长株潭城市群在人口、经济、社会等城镇化建设方

面均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其城镇化率达到 58%。同时，长株潭城市群在科研机构、“双创”平台、高新企业等创新发展方面集

聚效应明显，2021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显示全省 70%的创新成果由长株潭城市群创造。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

主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水平全面提升，湘江西岸科创走廊建设成果丰硕，预计到 2026年，都市圈研发经费投入占 GDP比重达到

3.5%左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37%左右。因此，研究长株潭城市群的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发展，能够

为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合作协作与协同发展和城市群“一体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2 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测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科技创新发展情况可以从知识、科技和环境等方面综合体现，因此，采用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人数、发表科学论文、

专利授权数、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等 6项指标进行表征。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主要从人口、经济、社会等三个方面的城镇化综合体

现，因此，选取了关于城镇人口、人均 GDP、固定资产投资等 11项指标进行表征。 

2.2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 

先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因单位不一致和数值过大等方面的影响，然后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

标的权重。 

①数据极差标准化。 

 

式中：X'ij为第 i年的第 j个指标值（i=1,2,3⋯,n;j=1,2,3⋯,m）。 

②变异系数法。 



 

 3 

 

式中：δi为标准差， μi为平均值，  

用公式（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2.3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测算 

用公式（4）和公式（5）计算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的水平。 

 

2.4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相关性分析 

李苏等研究表明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交互关系
[13]
。因此，构建二者之间相关性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式中：ULt为新型城镇化水平；ILt为科技创新水平；α1、α2为常数项；εt为随机误差。 

3 实证分析 

3.1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变化 

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在研究期间内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其中，科技创新水平的增速快于新型城镇化。说明研究初期

城市群以重工业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为了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政府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促

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研究后期城市群在科技创新投入的同时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加快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3.2相关性分析 

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驱动作用主要表现为：①科技创新促进人口城镇化中就业结构的调整；②科技创新倒逼经济城镇化

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③科技创新推进社会城镇化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采用 Pearson 相关检验法验证科技创新对新

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以判断新型城镇化各项指标 X1～X11是否与科技创新有相关性。 

科技创新与非农业人口比例、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公共

交通数量的 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3、0.986、0.986、0.997、0.992、0.966，表明在 1%显著水平下，科技创新与这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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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指标之间存在极强正相关。科技创新与每千人医生数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688，说明两者之间强正相关。

科技创新与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0.576、-0.568，表明在 5%显

著水平下，科技创新与这两项新型城镇化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科技创新与第三产业就业比例、恩格尔系数之间的 Pearson相关

系数分别为-0.343、0.210，表面在 1%和 5%显著水平下都不显著。总体而言，相关检验结果表明，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11项

指标中的 9项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3.3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回归分析 

3.3.1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本文在 Eviews8软件中借助 ADF分析方法检验了科技创新（lnILt）和新型城镇化（lnULt）是否满足时间序列平稳性。结果

显示，lnILt和 lnULt满足时间序列平稳性，能够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 

3.3.2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析 

在 Eviews8软件中借助 OLS分析方法对 lnILt和 lnULt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回归结果，代入公式（6），得到回归公式： 

 

R2=0.993和 Adjusted R2=0.928说明公式（7）拟合得很好。Prob(F-statistic)=0.000<0.05，说明公式（7）通过 1%的显著

性检验，即该模型总体上效果显著，说明自变量 lnILt对因变量 lnULt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总体而言，2000—2020年长株潭城市

群科技创新水平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显著正效应。 

3.3.3协整检验 

采用 Johnson 检验法[20]进行协整检验，该方法选择存在时间序列的线性趋势、共存方程的趋势的状态和不存在共存方程拦

截的状态。由于 lnILt和 lnULt满足时间序列平稳性，能够进行协整检验。利用 AIC和 SC准则，得到 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并

减去 1，得到协整方程的滞后阶数。在 Eviews8软件中借助 VAR模型，得到 lnILt和 lnULt最优滞后阶数。从中可以得到 lnILt和

lnULt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1，所以协整方程的滞后阶数为 0。 

利用 Johnson检验法对 lnILt和 lnULt进行协整检验。可以得到在 5%显著性水平下科技创新 lnILt与新型城镇化 lnULt只存在

一个协整方程。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伪回归，并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结论 

实现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是解决城市无序扩张、生态环境破坏等城市问题的关键。为探讨科技创新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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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镇化之间的相关性，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基于 2000—2020年统计数据，在分析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变化

基础上，构建了二者的相关性分析模型，并对所提出的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2000—2020 年期间，长株潭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水平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且增长幅度大致相同。研究期

间，长株潭城市群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群集聚，经济发展规模日益壮大，新型城镇化水平也不断提

高。其中，2008和 200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最快，这一定程度上与长株潭城市群承接周边省份的产业转移有关，加快

城市群工业化发展的同时，促进就业人口、经济规模的扩张，从而推动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而 2009年后，因长株潭城市群开

始建设“两型社会”，对一些重工业进行整顿和外迁，着重以“两型”产业发展为主，使得新型城镇化水平增速呈现减缓的态

势。加之，长株潭城市群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推动科技创新投入扩大、校企产学研深度融合，及科技创新水平不断

提升。其中，湖南省 70%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集中在长株潭城市群，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创新知识与智力支撑，同时，伴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大力推进智能制造的发展，企业也正加大对产品、产业方面的科技研发与创新投入，以实现产品核心技术的精

细化、智能化和高科技化。未来几年长株潭城市群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创建背景下，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将进一步得到提高。 

②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了明显的正向影响，即科技创新的发展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优化，并且科技创新

对新型城镇化的正面效应具有长期稳定的平衡性。实证结果证实了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的

强大驱动力。科技创新主要通过影响城镇就业、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和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

初期，长株潭城市群以重工业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为了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政府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力、物力和人

力的投入，促进了经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2008 年后，长株潭城市群受到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产业结构重心逐

渐向战略型新兴产业转变，要求政府在科技创新投入的同时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加大科技创新的发展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促

进作用。 

③科技创新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方面的指标之间总体上存在显著正相关。科技创新首先促使农民和农

业的生产方式发展转变，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加快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为城市第二、三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同时，科技创新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技术水平，而拥有技术的人员则促进了就业人口结

构的变化，倒逼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快了经济城镇化的发展。科技创新通过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发展水平，使得城市主体

能够享受更加便捷的服务，从而为社会城镇化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 

4.2对策建议 

①以科技创新促进人口城镇化。以岳麓山大学科技城为核心，搭建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高新企业之间交流的产学研合作平

台，进一步优化发展的硬、软环境，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撑。建立科技创新方面的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的管理机制，

引导高层次人才向城市群集聚，从而促进城市群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②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城镇化。深度挖掘城市群科技创新的潜力，按照科技创新对经济城镇化发展指标的正向效应，优化科

技创新与经济城镇化二者的要素投入比例，提高科技创新要素的利用率。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充分利用长株潭城市群

特别是长沙市的高校科技资源，通过高校创新联盟和专利市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高污染和高能耗工业绿色升级。更加注重

科技成果向第三产业的转化效率，加大科技创新对第三产业的贡献，同时，加快构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管理机制，提高研发成

果的转化效率，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城镇化的最大正向促进效应。 

③以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城镇化。加大对农村地区科技创新资源的投入，缩小城乡居民科技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差距，以突出科

技创新对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需要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增加农村公共交通借给，提升其智能化水平；建设医疗网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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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G、物联网等现代技术实现城乡医疗资源共享；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信息技术在农村进一步普及，推广电子学

习、互联网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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