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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创走廊是创新要素集聚的组织形式,建设的初衷在于促进区域协同创新｡ 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大 背景,采用社会网络实证方法分析科创走廊在提升城市创新力和促进区域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科创

走 廊促进了创新要素在特定空间集聚,构成了要素流动空间;科创走廊通过增加城市间创新合作联系促进了区域协

同创新,能够有效破解“核心 - 边缘”结构困境;科创走廊协同创新效应受到城市创新力､产业结构､高铁密度和地 理

距离等因素影响,其中城市创新力和高铁密度对区域协同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从研究结果看,G60 科创走 廊还

存在协同度不高的问题,核心区城市节点的创新关联仍占主导地位,如何进一步增强核心区节点城市与边缘 区节点

城市创新关联,是提高协同创新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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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长三角作为国内技术创新水平领先的区域，仍存在创新要素分布不均衡、创新能力差异显著的问题
[1]
。如何促进要素有序流

动和结构优化以缩小地区差距，是加强区域协同创新的关键。

2016 年上海松江区政府提出沿 G60 高速公路两侧布局“一廊九区”方案，2018 年扩容为 9 个城市(区),包括上海松江、嘉

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称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贯穿沪苏浙皖。2021 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被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级科创走廊。实践层面的推进催生了 G60 科创走廊建设模式及成效的相关研究。汝刚

等(2018)探讨了 G60 科创走廊协同发展模式
[2]
;潘家栋等(2019)测算了 G60 科创走廊城市网络指标

[3]
;岑晓腾等(2019)测算了 G60

科创走廊协同度
[4]
;邢景丽、张仲梁(2020)测算了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5]
;陈子韬等(2021)探讨了 G60 科创走廊政府

间协同机制
[6]
;张婕等(2021)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投入对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

[7]
;赵菁奇等(2022)测算了科创走廊创新绩效和协

同度
[8]
。上述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然而，鲜有文献从创新要素集聚视角探讨科创走廊建设与区域协同创新问题。为此，

本文着力探究 G60 科创走廊建设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机制与效果，以此论证科创走廊在促进区域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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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创走廊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与特征事实

1.1 科创走廊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

科创走廊随着交通设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兴起，表现为创新资本和科研人员沿走廊集中分布以实现协同创新，形成特定

的创新网络结构。城市创新网络理论源于“流动空间”理论
[9]
。Bergman(2009)

[10]
、Huggins 等(2012)

[11]
综合流动空间理论，进

一步形成了城市创新网络理论。科创走廊可视为由不同城市节点所构成的“流动空间”,表现为“内外”层创新网络结构(见图

1)。

首先，内层网络包含“1+4”要素。“1”指政府部门，发挥着规划者、引导者和促进者作用。“4”指四个中心：创新需求

中心由高新技术企业构成，高新技术企业沿线集聚是科创走廊发展的主要特征；创新资本中心包括金融、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

科技金融投入可以缓解企业融资压力，提升企业绩效，提高地区创新水平
[12]
;知识生产中心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重点实验室

构成；科技服务中心包括孵化器、科技信息中心和技术服务平台，起着服务中介、信息中介和联结中介的作用。

其次，外层网络表现为城市节点串联结构，组成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已有研究表明，国内城市创新网络结构呈现典型的“核

心-边缘”结构，核心区创新联系紧密，而边缘区创新联系相对松散
[13,14]

。叶雷等(2019)依据创新联系强度将城市创新网络模式

分为网络创新、外部创新、地方创新和孤立创新四种模式，认为创新模式不同造成创新效率差异
[15]
。创新网络空间极化现象明

显，以发达城市为核心的半轮轴型集聚格局基本形成
[16]

。因此，区域协同创新的主要手段在于加强核心区节点城市与边缘区节

点城市的创新关联
[17]

。

最终，内外层网络共同构成科创走廊创新系统，为加强核心区与边缘区节点协同提供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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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要素集聚的特征事实

基于上文内层网络“1+4”结构理论，创新要素集聚部门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实验室和科创平台。根据 G60

科创走廊建设小组公布的数据显示，G60 在科创板上市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数量上集中度明

显，创新要素拥有量差异较大。R&D 人员全时当量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上海、杭州、苏州和合肥，比较靠后的是湖州和宣城。根

据“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处于核心区的城市是上海、杭州、苏州和合肥，处于边缘区城市则为湖州和宣城。其中，上海处于

绝对核心地位。这表明 G60 科创走廊设计的初衷在于发挥上海创新辐射作用，由核心城市带动边缘城市协同创新。

G60 科创走廊创新合作联系增加明显。根据联合专利指标数据计算得出，2015 年联合专利授权数为 703 项，2020 年则为 1 726

项，联合专利数量年均增长率为 16%。2017 年以后科创走廊城市间联合专利数增长明显加快，表明区域间城市创新关联水平得

以提升(见图 2)。

2 关键指标测算与结果分析

2.1 指标设定

基于上述“1+4”内层网络结构，借鉴相关研究
[18]

,设计城市创新指数和协同指数测算指标(见表 1)。R&D 人员和经费主要衡

量地区创新要素投入，专利授权数衡量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企业数反映地区创新基础，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衡量地区金融资源丰

裕度。协同创新指数设计参考《长三角协同创新指数(2021)》报告中相关指标设计方法。

2.2 测算方法

由于涉及多指标合成指数计算，参考相关研究
[19]
,采用熵权 Topsis 方法进行计算。基本思路是先由熵权法得到各指标的客

观权重，计算出加权指标值，再利用 Topsis 法进行各分析对象的评价。样本数据选取的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9 个城市(考虑

到数据完整性，松江区数据由上海市数据代替),时间选取范围是 2010—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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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数测算指标设定

指数名称
指标设计 单位及计算说明 数据来源

城市创新指

数

R& D 经费内部支出

R& D 人员全时当量

专利授权数

高新技术企业数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

高等院校数

亿元

万人年

件

家

万元

所

城市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

及统计公报

创新平台 个 中国双创大数据平台

协同创新指

数

联合专利数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平台，设置“and”语句进行

检索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共享大型仪器 台 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上市企业数量 家 各城市统计年鉴

城际高铁密度
查找城市之间高铁直达班次后加总，作为城际高铁密度代

理变量
根据 12306 购票网站整理

产业结构差异
根据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数据，计算 9个城市第三产业比

重平均值后相减，再取绝对值
城市统计年鉴

2.3 指数结果

采用熵权 Topsis 方法分别对城市创新指数和协同创新指数进行测算，根据相对接近度值进行排序。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所

包含的城市相关指数值测算结果见表 2。根据相对接近度值的大小，协同指数排序与创新指数排序不尽相同。排在前三名的依次

是上海、杭州和苏州，三个城市除自身综合创新能力强之外，还具有影响力，属于“双核心”城市。金华、嘉兴作为地级市，

创新能力提升明显。合肥作为省会城市和科教之城的优势在区域协同创新过程中尚不明显，仅排序第六。宣城、湖州和芜湖相

对靠后，除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外，还需要更好地融入区域协同创新进程。协同指数总体不高，根据数据可得性，测得 2020 年指

数值为 0.483,但三年来存在持续上升的趋势。

表 2 九城市指数测算结果

城市

正理想解

距离

负理想解

距离

相对

接近度

协同指数

排序

创新指数

排序

上海 0.086 1.539 0.947 1 1

杭州 1.261 0.606 0.32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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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1.262 0.440 0.259 3 2

金华 1.455 0.296 0.169 4 6

嘉兴 1.452 0.215 0.129 5 5

合肥 1.410 0.201 0.125 6 4

宣城 1.527 0.206 0.119 7 9

湖州 1.490 0.149 0.091 8 8

芜湖 1.494 0.113 0.070 9 7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G60 协同指数 0.281 0.404 0.483

注：数据处理采用 SPSSAU 进行。

3 G60 科创走廊要素集聚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实证

3.1 G60 科创走廊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网络结构特征分析主要指标包括：相对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相对中心度是指该城市与其他城市节点的关联

数，相对中心度越大，表明该城市与其他节点城市关联越密切，在创新网络中的地位越高；中介中心度是指该城市与其他城市

节点最短路径的比例，用于衡量该城市桥梁功能强弱，中介中心度越大，表明该城市桥梁作用越大；接近中心度是指节点城市

与其他节点的平均接近程度，接近中心度越大，表明城市通达性越好，创新要素流动越便捷。运用 Ucinet6.0 软件计算得到各

城市网络特征指标值(见表 3)。

表 3 长三角 G60 城市创新网络节点指标计算结果对比

2010 年 2020 年

相对

中心度

中介

中心度

接近

中心度

相对

中心度

中介

中心度

接近

中心度

上海 87.500 35.714 50.000 87.500 0.595 88.889

苏州 50.000 3.571 42.105 100.000 11.310 100.000

杭州 25.000 0.000 38.095 87.500 0.595 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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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 37.500 0.000 48.473 87.500 0.595 88.889

湖州 25.000 0.000 34.407 75.000 0.000 80.000

金华 62.500 8.929 44.444 100.000 11.310 100.000

宣城 0.000 0.000 0.000 25.000 0.000 57.143

合肥 37.500 1.786 40.000 75.000 0.000 80.000

芜湖 25.000 0.000 38.095 87.500 0.595 88.889

表 3 结果显示，2010 年和 2020 年城市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2010 年，相对中心度差异明显。上海“一枝独

秀”,相对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均高于其他城市，处于绝对核心地位。金华和苏州表现相对突出，形成网络中的次

级中心。在三个网络指标中，中介中心度值最低，明显低于其余两个指标。这表明各个城市发挥的桥梁作用偏弱，区域协同程

度低。2020 年以来，杭州、嘉兴、芜湖地位提升明显，逐步形成多点联动的区域协同格局，表明协同创新的局面逐步形成，区

域关联度提升明显。然而，中介中心度值仍然没有明显改善，原因在于 G60 科创走廊建设时间并不长，要素流通效率改善效果

尚不明显。而 2020 年接近中心度指标值相比 2010 年有明显提升，表明区域连通水平有所提高，其中城际高铁发展起到积极的

推进作用。

3.2 G60 科创走廊协同创新影响因素 QAP 实证

上述结果分析了 G60 科创走廊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变过程，揭示了科创走廊在促进区域协同创新中的作用。那么，科创

走廊协同创新效应的发挥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本文从创新网络关联的视角出发，进一步运用 QAP 法进行实证分析。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假设检验方法之一，适用于关系类型数据。

3.2.1 矩阵模型设定

因变量矩阵为城市联合专利差异矩阵 P,通过城市联合专利数据，两两作差得到差异矩阵，衡量的是城市间协同创新差异。

自变量矩阵包括核心矩阵创新能力差异矩阵 I,根据城市创新能力指数两两作差得到，衡量的是城市创新能力差异；其他矩阵变

量包括产业结构差异矩阵 S、地理距离矩阵 D和高铁密度矩阵 T。其中，产业结构差异矩阵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两两作差得

到，地理距离矩阵通过两个城市中心点直线距离两两作差得到，高铁密度矩阵根据 12306 网站城际高铁路线数两两作差得到。

由以上矩阵构建 QAP 回归模型，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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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均为 9×9 方阵，满足 QAP 运算要求。

3.2.2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对矩阵进行相关性检验，避免矩阵共线问题。Pearson 相关系数显示自变量矩阵行列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

QAP 回归是合适的。QAP 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QAP 回归结果

变量矩阵
矩阵含义

QAP 回归

(1)

QAP 回归

(2)

QAP 回归

(3)

I
创新能力差异

0.235**

(0.048)

0.235*

(0.053)

0.168**

(0.044)

S
产业结构差异

-0.120

(0.193)

-0.125

(0.189)
—

T
高铁密度差异

0.773***

(0.001)

0.742***

(0.001)

0.747***

(0.001)

D
城市距离矩阵

0.100

(0.262)
—

0.104

(0.259)

Adj-R2
0.548***

(0.001)

0.545***

(0.000)

0.545***

(0.001)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 P 值，***、**、*分别表示系数值在 1%、5%、10%水平上显著。

表 4 中，可调整的 R2 在 0.54 左右，在三次不同的 QAP 回归中均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从矩阵的回归系数看，

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创新能力和高铁密度差异矩阵的回归系数在三个回归模型中均显著，系数均为正。这说明城市自身

创新能力和交通基础设施差异是促进创新合作的主要原因，G60 走廊城市之间协同创新属于强弱互补和交通基础设施互补性型合

作。这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科创走廊建设的必要性。由三个回归模型结果对比发现，产业结构差异矩阵回归系数为负数，但没通

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产业结构差距的缩小能够促进区域协同创新，也就意味着区域的协同发展离不开产业的集群发展。系数

显著性未通过检验，可能原因在于科创走廊建设启动时间不长，远未达到产业整合协同层次，因此效应有限。城市距离矩阵系

数不显著，表明地理距离远近不是促进区域合作的主要因素。与距离相比，便捷的交通设施显得更加重要。这也从另一个层面

验证了高铁发展对地区协同创新的积极意义。

在表 4回归基础上，采用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差异矩阵替换创新能力差异矩阵，相邻地理矩阵替换城市距离矩阵进行稳健性

检验，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依然显示城市自身创新能力和高铁密度是影响区域协同创新的主要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限于篇

幅，此处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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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科创走廊联通了创新能力存在等级差异的城市，呈现“内外”交织网络结构。科创走廊通过增加城市间创新合作联系促进

了区域协同发展，能够有效破解“核心-边缘”结构困境。科创走廊协同效应的发挥受城市创新能力、产业结构、高铁密度和地

理距离影响。创新能力存在差异的城市通过更加便捷的交通设施进行资源整合，产生了创新扩散效应，由此验证了科创走廊建

设的积极作用。

4.2 研究启示

如何进一步增强核心区节点城市与边缘区节点城市创新关联，是提高协同创新水平的关键。在科技资源共享基础上，需加

强产业层面合作。注重培育次级核心节点，缩小走廊内城市等级差距，综合发挥地理邻近、文化相近和社会相亲等多维邻近机

制作用，增强核心区与边缘区、边缘区与边缘区城市节点的创新关联，多层面建构城市关联渠道，加快形成协同创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黄向荣，谢如鹤.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集聚与区域协同创新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6,34(4):53-56.

[2] 汝刚，梅晓颖，刘慧.以科创走廊探索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新模式——基于 G60 科创走廊协同创新的理论分析[J].上海经

济，2018(2):72-85.

[3] 潘家栋，包海波，周学武.基于 SNA 的 G60 科创走廊沿线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J].浙江学刊，2019(5):73-83.

[4] 岑晓腾，苏竣，黄萃.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区域科技协同创新评价研究——以沪嘉杭 G60 科技创新走廊为例[J].浙江社

会科学，2019(8):26-33.

[5] 邢景丽，张仲梁.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研究[J].技术经济，2020,39(2):171-178.

[6] 陈子韬，王亚星，吴建南.地方政府间协同机制设计何以成功：G60 科创走廊的实践经验[J].城市发展研究，

2021,28(9):79-86.

[7] 张婕，金宁，张云.科技金融投入、区域间经济联系与企业财务绩效——来自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实证分析[J].上海

财经大学学报，2021,23(3):48-63.

[8] 赵菁奇，金露露，王泽强.基于科技创新绩效分析的区域协同发展探讨——以 G60 科技走廊为例[J].中国高校科技，

2022(5):34-39.

[9] CASTELLS M.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6:368.

[10] BERGMAN E M.Embedding network analysis in spatial studies of innovation[J].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9,43(3):559-565.

[11] HUGGINS R,THOMPSON P,JOHNSTON A.Networkcapital,socialcapital,and knowledge flow:How the nature of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LPvzX5_xyiB9vXkJSQLi5IiOyUWXTQsZDJ6sxKSHkhmZbXNmNmxEvn7z_LM8uNkmPQjdwvXlRkrXaaJafEWE34x-RnLMUfDy7_awDtY0IMMVh7351aR0GgUO3sjp9_Yxp0IXXSA9Faj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LPvzX5_xyiB9vXkJSQLi5IiOyUWXTQsZDJ6sxKSHkhmZbXNmNmxEvn7z_LM8uNkmPQjdwvXlRkrXaaJafEWE34x-RnLMUfDy7_awDtY0IMMVh7351aR0GgUO3sjp9_Yxp0IXXSA9Faj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Jj5uVRCunCf0KexH7c0w_ErpVhDux8MP9EinC6mGUUQKb4JgnfqAzQGSt6s_4kotJGUi-14ugeUg5YhUXD7g-78nsggOKY1ullCASTppS9mnlh5cV_YW8tsnIoiSKZqBZOkfhws1wKp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LPvzX5_xyiB9vXkJSQLi5IiOyUWXTQsZAG-qDsJokVPL08Eq6BR4AYxvc-hslsmKhuHZhfxy8Qi-n3utOET3Xn-q6njnslqh8KNb2GcVop24V_acHy6u_n85wYOamsPal8BYXrw3Sz2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LPvzX5_xyiB9vXkJSQLi5IiOyUWXTQsZAG-qDsJokVPL08Eq6BR4AYxvc-hslsmKhuHZhfxy8Qi-n3utOET3Xn-q6njnslqh8KNb2GcVop24V_acHy6u_n85wYOamsPal8BYXrw3Sz2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Jj5uVRCunCf0KexH7c0w_ErpVhDux8MP-4RnWBo8EJK59OomFOJbfhH9eCykZ86khNZ0k_7yNQf_HU_kOwJHvM28FwyXWO917cy9etBFSuLvSzK7nm07f97p0p9zxdp_Z4XLv1YldR6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D3rcaS5t_FIuKUOEvA_tsqSmFwE-DY9hCQDEusSMPJK4CgwLOBH1izUmPHr8XU1Um7wLS4o3M_D_tqKpUHwfODd9YrSaDWQn54FZf12aHnDld5ExD5IrJVgkCpB7OW2ijXmhUKX1O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D3rcaS5t_FIuKUOEvA_tsqSmFwE-DY9hCQDEusSMPJK4CgwLOBH1izUmPHr8XU1Um7wLS4o3M_D_tqKpUHwfODd9YrSaDWQn54FZf12aHnDld5ExD5IrJVgkCpB7OW2ijXmhUKX1O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_uZ5KrdyYe1nIOrytupE1NZ98926YfQMqz4rQAkak_waCYrLpgS8toqqOSLYPu5hk4O08AXrD5IONv2UcxjtPp-4wfRs17-ZIdBhYFu3k2aldzkNk6KTNhNPffoRE_fkqY8zfrDWMB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_uZ5KrdyYe1nIOrytupE1NZ98926YfQMqz4rQAkak_waCYrLpgS8toqqOSLYPu5hk4O08AXrD5IONv2UcxjtPp-4wfRs17-ZIdBhYFu3k2aldzkNk6KTNhNPffoRE_fkqY8zfrDWMB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9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impacts on innovation[J].Industry and Innovation,2012,19(3):203-232.

[12] 吴和成，胡双钰.跨区域协同创新研究综述与展望[J].管理现代化，2020,40(1):121-125.

[13] 周晓艳，侯美玲，李霄雯.独角兽企业内部联系视角下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空间结构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

2020,39(10):1667-1676.

[14] 潘春苗，母爱英，翟文.中国三大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与空间特征——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对比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22(2):50-58.

[15] 叶雷，曾刚，曹贤忠，周灿.中国城市创新网络模式划分及效率比较[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7):1511-1519.

[16] 范雅辰，曹卫东，陈枳宇，项希龙，范大龙.基于千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

2021,30(5):1036-1047.

[17] 吕丹，王等.“成渝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演化及其协同创新发展[J].中国软科学，2020(11):154-161.

[18] 周灿，曾刚，曹贤忠.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创新能力研究[J].地理研究，2017,36(7):1297-1308.

[19] 张蕴萍，董超，栾菁.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1,31(5):99-115,175.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Jj5uVRCunCf0KexH7c0w_ErpVhDux8MP-A7DPOilFNyhFP7P0GqfSQbvOyo3MFTe1_7Es4DAklCTocL2LpCq5OUEKsoVtxCelADCz6soU2OrGV1L-p0-jXtUWOtL0W_dlbTcYHPZnQF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Jj5uVRCunCf0KexH7c0w_ErpVhDux8MP-tdEoS-yuJUTrhDdh87X_jVdQRE4lqlMxIP46wpB83vsgN6fZCHNyZ2CkNhEEovgVdZfof3H8R07YtV81vwyK6cnh10TMWDR-IRVpc0gJTf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Jj5uVRCunCf0KexH7c0w_ErpVhDux8MP-tdEoS-yuJUTrhDdh87X_jVdQRE4lqlMxIP46wpB83vsgN6fZCHNyZ2CkNhEEovgVdZfof3H8R07YtV81vwyK6cnh10TMWDR-IRVpc0gJTf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D3rcaS5t_FIuKUOEvA_tsqSmFwE-DY_ZdyT8Afs9yvpV_eiPpKcTBXDw2KmpyA6b1LlpPs87xK3K_nOPC4_gjkYonbjw3Ln6vCbZhs_Wyx3_0wQC8pY33i25Htr937-fig1uW6pbr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D3rcaS5t_FIuKUOEvA_tsqSmFwE-DY_ZdyT8Afs9yvpV_eiPpKcTBXDw2KmpyA6b1LlpPs87xK3K_nOPC4_gjkYonbjw3Ln6vCbZhs_Wyx3_0wQC8pY33i25Htr937-fig1uW6pbr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LPvzX5_xyiB9vXkJSQLi5IiOyUWXTQsZA3vo3SssJbHKQwrXdZboo-HVJ96rIt4Q4oD3DncbeoIPwiW27xXB9SqpTYfqUgsz2BeLNgkqjFIFzM0UmAB6ArjoG4vH_0-FmTvZ-T_8LE8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D3rcaS5t_FIuKUOEvA_tsqSmFwE-DY8g2WB1X-cjFMcjkzx_f8tIITy7xEIlxQAe6iTgt2ItEw6K1AFvJ3UqIXexquPWK4gpq02hDfRnS-d2spuW29FRbuS2lX16GRTt5SRDSYI9v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D3rcaS5t_FIuKUOEvA_tsqSmFwE-DY8g2WB1X-cjFMcjkzx_f8tIITy7xEIlxQAe6iTgt2ItEw6K1AFvJ3UqIXexquPWK4gpq02hDfRnS-d2spuW29FRbuS2lX16GRTt5SRDSYI9v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Jj5uVRCunCf0KexH7c0w_ErpVhDux8MP-5ZZ0FlvOWOVc9McVqCmh-5GCk4XBMxv1t37gfJvROODDOEEcAjEG_CZIfdDK_k4iTLTI_M0qVlc9jxnXN3Pn6ZMlFtk_KypOKIZ0j168GG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LPvzX5_xyiB9vXkJSQLi5IiOyUWXTQsZBfpVtYrZsV6OlVte0FJdDzBXPtq_RqRbJnKBYCZZWjivjEPSmLemkM7TPCw1FgWmXe_Fn528S0zG9Kbl_xChG4E1nSqT2P_Qf0b75d4Jrnb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D3rcaS5t_FIuKUOEvA_tsqSmFwE-DY-3B1Iwpurebeh5gD-PN_YP7u60oGqhQ3QadRGIRzOSIOLNeGQ-zPSMsFkiEqtX1FxnpZKSPX-NHqUY-gSae2SNx9Vczfu3Gsk3UdE99M62e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QOR9nnE_NmI-D3rcaS5t_FIuKUOEvA_tsqSmFwE-DY-3B1Iwpurebeh5gD-PN_YP7u60oGqhQ3QadRGIRzOSIOLNeGQ-zPSMsFkiEqtX1FxnpZKSPX-NHqUY-gSae2SNx9Vczfu3Gsk3UdE99M62e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创新要素集聚与区域协同创新 
	——基于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网络实证� 
	杨燕红1 徐立青2 
	(1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杭州 310018; 2 江南大学商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科创走廊是创新要素集聚的组织形式,建设的初衷在于促进区域协同创新｡ 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要素集聚;G60 科创走廊;协同创新;长三角 
	0 引 言
	1 科创走廊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与特征事实
	2 关键指标测算与结果分析
	3 G60科创走廊要素集聚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实证
	4 结论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