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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研究基于城市创 新能 力 和城市化效率指标体 系与 影响 的基本假设 ，

通过构 建结构方程模型 ， 对科技创新

的投入和产 出对城市化效 率的影响进行分析 。 测算 结果表明 ： 城市科技创新 能力对于城市化效率影响 非常显著 ， 即 可

以通过增加人均教育和财政科技经 费投入 、 学校和互联网 等科技创 新物质投入 、 科技人才投入和专利 申请与授权的数

量等来 实现城市化效率的提升 。 对此 ，
提 出要进一步加 强对城市科技创新 的规划编制 与 分类指 导 、 转 变财政支持企业

创新 的 方式 、
强化城市 多层次的科技创 新物质基础条件建设以 及加大对创新人才的 引进和培养力度等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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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 科技创新与科技发展 ？

陈诗波等 ： 创新能力 影响城市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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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和资源的不断消耗 ， 城市

１胃发展中 出现诸如交通拥挤 、
住房紧张 、 环境污染

当前 ， 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等
一

系列严重的
“

城市病
”

问题 。 因此 ， 在知识

争力的核心要素 ， 成为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经济时代下 ， 如何以知识 、 技术和信息等科技要

在资源限制及节能降耗的约束下 ， 城市化的发展素的投入提升城市化发展效率成为新型城镇化建

应更要注重资源要素质量与使用效率的提升 。

一 设的关键所在
？

。 根据国 内外学者的研究 ，
城市

般来说 ，
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

越有利于提高城市化效率具体包含三大效率 ，
分别是经济效率 、 生

化效率 ；
而城市化效率的提升可反过来促进更多态效率和社会效率 。 其中 ， 城市化经济效率指城

的管理方法与生产技术的引人 ， 提高科技的投人市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 ， 主要包括城市居民人均

产 出效率 。 但 由于当前我国城市科技资源配置效ＧＤＰ
（元 ／人 ） 水平 、

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比重及

率不高
， 现有科技投人存在效率偏低和资源浪费三次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 比重 （

％
）
等

；
社会效率指

现象 ， 对提升城市化效率的贡献力度往往有限 。城市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城市居民 日

为验证科技创新能力与城市发展效率之间存在的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能力 ， 具体包括城市的

相关关系 ， 本研究基于城市创新能力与城市化效公共交通 、 教育医疗 、 信息通讯及其他相关基础

率相关性的基本假设 ，
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设施和服务水平 ； 生态效率指城市产出与投人的

测算科技创新投人与产出对城市化效率的相关系比值
，
其中

“

产出
”

是指企业生产或经济体提供

数 ， 探讨如何通过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来推动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

“

投人
”

是指企业生产或经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路径 。济体消耗的资源和能源及其所造成的环境负荷 ，

如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 资源利用与

２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２ ． １ 理论模型指标体系构建城市创新能力指的是城市科技的投人和产出

城市创新能力指一个城市将知识等各种要的综合表现 。 要研究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对城市化

素转化为新产品 、 新工艺 、 新服务的能力 ， 它关效率的影响 ， 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指标

系到该城市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长期竞争力 。 而城体系来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和城市化效率进行评

市 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的关键价
［

１
］

。 按照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 内涵 ， 考虑数据

核心因 素 ， 它是促进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的可得性 ， 建立如表 １ 的指标体系 ：

一

方面 ， 包

核心动力 。 建国 ６０多年来 ， 我 国城市化快速推括城市科技创新的投入指标 ， 分别有人力投人 、

进 ， 城市化率从 １ ９４９年的 １ ０ ．６４％增加到 ２０ １ ４年财力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 ；
另一方面 ， 包括城市

的 ５４ ． ７７％
，
每年以 近 ７％ 的速度增长 。 快速推进 科技创新产出 的指标 ， 包括专利申请与授权指标 。

的城市化 ，

一

方面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其中 ， 人员投人 （ ｒｙｔｒ ） 的二级指标选择
“

科

展 ， 使我国
一

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另一方学研究 技术服务人员 从业数 （ Ｘ
，

）

”

； 经 费投

① 城市化 （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 ｉｏｎ
）
也称为城镇化 ， 是指随着

一

个国家或地Ｅ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 、 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 其社会

由 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 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

—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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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ｊ
ｆｔｒ ） 的二级指标选择

“

人均教育经费支 出２ ．２ 研究假设

（ Ｘ２ ）

”

和
“

人均财政科技经费支出 （ Ｘ ３ ）

”

； 物本文假设 ： 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对城市化效率

质投入 （ ｗｚｔｒ ） 的二级指标选择
“

普通高等教育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 其中 ， 本研究共有 ５个潜

校数 （
Ｘ

４ ）

”

和
“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 Ｘ５ ）

”

；
科变量 ， 分别是人员投入 、 经费投人 、 物质投人 、

技产出 （ ｋｊ ｔｒ ） 的二级指标选择
“

万人专利 申请量科技产出 以及城市化效率 。 按照
一般经济理论 ，

（
Ｘ

６ ）

”

和
“

万人专利授权量 （ Ｘ７ ）

”

。可 以设定出 这 ５个潜变量之间存在着 ４种影响关

同样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 时效性及可验系 ， 具体基本假设见表 ３ 。

证性
，
构建城市化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 表２ ） 。 每２．３ 理论模型建立

一个
一

级指标又包含多个二级指标
ｐ ］

。 其中
，
经基于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对城市化效率影响

济效率包括 ： 人均ＧＤＰ（ ｙｊ ， 人均工业总产值的基本假设 ，
结合城镇创新能力和城市化效率的

（ ｙ２ ）
，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 ＧＤＰ 比重 （ ｙ３ ） ； 生态效评价指标体系 ，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起理论模

率包括 ：
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 ｙ４ ） ， 污水处理型如图 １ 所示。 其中 ， 如前文所述 ， 城市科技创

率 （ ｙ ５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ｙ６ ） ， 建成区绿 新能力指标可 以划分为 ４个方面 ， 分别是人员投

化覆盖率 （ ｙ ７ ） ； 社会效率采用城市化率 （ ％ ）来入 、 经费投入 、 物质投入和科技产出
［
３

］

。 城市化

表示 ， 即城市人 口／年末常住人 口 。效率指标采用 ＧＤＰ 、 工业产值 、 三产比重 、 废弃

表 １ 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

指标分类指标测算数据来源

人员投人 （ ｒｙ
ｔｒ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人员从业数 （ 万人 ）
Ｘ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均教育经费支出 Ｘ２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Ｊ
ｆｔｒ

人均财政科技支出ｘ
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物质投人普通高等教育学校数＼各地级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ｗｚｔｒ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 万户 ）
Ｘ

５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１万人专利申请量＼各地级市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ｆ

、

技产ｋ
ｊ
ｔ ｒ

万人专利授权量Ｘ
７
各地级市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 ２ 城市化效率 （ ＣＺＨＸＬ ） 评价指标体系

｜

一级指标
｜

序号
｜二级指标数据来源

一

ｙ，人均ＧＤＰ （ 万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经济效率ｙ２
人均工业总产值 （ 规模以上 ，

元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ｙ，


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
％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化效率ｙ４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ＣＺＨＸＬｙ５
污水处理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生态效率


‘

＿＿

ｙ，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ｙ７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社会效率ｙ ８
城市化率 （城市人 口 ／年末常住人口 ， ％ ）



各个省统计年鉴或统计局网站

表 ３ 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对城市化效率影响的基本假设

代码假设

Ｈ １



人员投人对城市化效率有直接 的正 向影响


Ｈ２


经费投人对城市化效率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Ｈ ３



物质投人对城市化效率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Ｈ４


科技产出对城市化效率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

 １６
—





？ 专题研究 ： 科技创新与科技发展 ？

陈诗波等 ： 创新能力 影响城市发展的结构 方程模型 分析


ＪＧＤ Ｐ

？—Ｈａｍ——（＾
ＡＳＳＡ

＾
）力 工业产值

图 １ 我国城市科技投入与城市化效率关系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

注 ： 箭头表示前者对后者 具有 显著影 响 ， Ｚ
，

－

Ｚ
５
分 别表示科技投入等 ５个潜变量的残差变量 ；

ｅ
，

－

＾表示投入指标的残差变量 ；
ｕ

，

－

ｕ
８
表示

产 出指标的残差变量 。

物 、 污水 、 垃圾处理、 绿化 、 城镇化等 ８个变量３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表示 。 然后 以城市化效率作为 因变量 ， 以城市科本研究的 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 《 中 国城

技创新能力 ４个一级变量人员投人 、 经费投入 、市统计年鉴 》 、 各地市 《 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

物质投入和科技投入作为 自变量 ， 与城市化效率计公报 》 以及各地官网 的统计数据 。 为了更好地

进行回归 ，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体现城市创新能力对城市化效率的影响 ， 本文的

数据包括 ２８ ８个城市从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 ３年共 ５年的时

３间序列数据 。 考麵科技创新投人实施效果的滞

３ ． １ 样本选择后性 ， 界定为科技创新的投入在 １ 年之后会产生

国内专家学者曾先后提出过三种不同的城市专利等科技成果的产出 ，

２年之后会对城市化效

化模式 ， 即大城市模式 、 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镇率产生影响＇也就是 ２００ ９年的科技创新投人对

模式 。 目前 ， 在实践中三种模式有并行的趋势 。２０ １ ０年 的科技创新产出 具有影响 ， 再对 ２０ １ １ 年

在我国城市是
一

个复杂的概念 ， 既包括省级的直的城市化效率具有影响 。 这样 ５年的数据实际上

辖市 、 副省级的部分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 ， 也就形成了３年的投人产出关系 ， 实际进人分析的

包括地级市 、 地级市下辖的县级市 ， 起码有 ４个样本量为 ８６４个 。

层级
［
４

］

。 截止到 ２０ １ ３年年底 ， 国家统计局统计我＞

国城市数量为 ７０ ５个 ， 包括 ３６８个县级市 、
３３３个 ４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地级行政单位和 ４个直辖市
［ ５ ］

。 如果把所有的城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 运用 Ａｍｏ ｓＨ ．Ｏ

市放在
一

起进行比较 ， 层级的混乱和城市量级的软件 ， 选择 ２ ８８个地级市 、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 ３年时间序

不
一

致会使比较失去意义 。 因此 ，
在城市的选择列数据的 ５个潜变量 、 １ ５个观测变量进行分析 。

上
， 基于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考虑城市间的采用最大似然估计 （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

ｉｋｅ ｌ ｉｈｏｏｄ ）法对参

可比性 ， 在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城市后 ， 本文将数进行估计 ， 并对估计结果进行系数的标准化处

研究范围限定在 ２８８个可 以完整获取相关指标数理
［ ７］

。

据的地级及以上城市 。

—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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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模型 系数估计结果
—

因果关系
｜未标准化路径系数｜Ｓ ．Ｅ ．｜ＣＲ．｜Ｐ｜标准化系数

ｃ ｚｈｘ ｌ

＾ 
１ ６２９ ．５５ ８


０ ．２ １ ３

ｃｚｈｘｌ ■ ？

－

 ｊ
ｆｔｒ８３ ．７７２５ ． ３０５ １ ５ ．７９０

＊ ＊ ＊０ ． ６９９

ｃｚｈｘｌ—ｗｚｔｒ９５ ．４５３９．６２ １９．９２２＊ ＊ ＊０ ． ５ １ ９

ｃｚｈｘｌ—ｋｊ
ｔｒ６ １２ ． １２６１ １ ３ ．３４ １５ ．４０ １＊ ＊ ＊０ ． ２５６

ｘ
５ｗｚｔｒ１ ．００００ ．４３２

ｘ
４

—ｗｚｔｒ０ ． １ ５４０ ． ０２３６ ． ５ ９４＊ ＊ ＊０．９７９

ｘ
７

—ｋ
ｊ

ｔｒ１
．０ ０００ ． ６３４

＾
—ｋ

ｊ
ｔｒ




Ｌ ６６０


０． ３３７４ ．９２６＊ ＊ ＊０ ． ７３７

ｘ
３
 

１ Ｊ０００
 

０．７４８


ｘ
２

二ｊ

ｆｔｒ



３ ． ９３２


０ ．２ １ ２


１ ８． ５ １ １＊ ＊ ＊０ ．９６０

Ｘ
ｉｒｙ ｔｒ１ ． ００００ ． ７８ １

ｙ ，

二
ｃｚｆｃｄ


Ｌ ０００


０ ．６７７

ｙ ２ｃｚｈｘｌ２ ．

１６５０ ． ２３ １９ ．３６７＊ ＊ ＊０ ．３５ ８

ｙ ８
—ｃｚｈｘ ｌ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５６３＊ ＊ ＊０．２４８

ｙ ３


—ｃｚｈｘ ｌ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１ ． ８４４＊ ＊ ＊０ ．４６０

ｙ ４
—ｃｚｈｘ

ｌ
０ ． ００４０ ． ００ １２ ．６５６０ ． ００８０ ．０９９

ｙ ６
＜－
 ｃｚｈｘｌ０ ．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１ ．４９６０ ． １ ３５０ ．０５ ６

ｙ７
二

ｃｒｆｗｌ



０．０００


０ ．００ ０


３ ．２０ ５０ ．００ １０ ． １ ２０

模型拟合优度 ： Ｃｈ ｉ

－

ｓ
ｑ
ｕａｒｅ

＝

４３ １ ５ ，５ ６４，ＲＭＲ
＝

０ ．００
，
ＧＦ Ｉ

＝

１
．００ ，ＮＦ Ｉ

＝

１
．００

，
ＲＦ Ｉ

＝

Ｑ．
１ ５７

，
ＩＦ Ｉ

＝

１
．００

，
ＴＬＩ

＝
０ ．

１ ５９ ，ＣＦ ＩＨ ．ＯＯＯ


注 ：

“
＊＊ ＊

”

表示０ ．００ １水平上显著 。

ＪＧＤＰ卜
＠

？
＜＾

工业产值ｈ ？

，



：
ＱＸ

．０ ．２ １〇 ．３６／／ｙ
ｌ５ＭＨ

—

？

图 ２ 参数估计结果图

—

１ ８

—



？ 专题研究 ： 科技创新与科技发展 ？

陈诗波等 ： 创新能力 影响城市发展的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

４ ． １ 参数估计结果科技人员投人对城市化效率的标准化影响系数为

对模型进行估计 ，
估计结果不显著 。 对数０ ． ２ １ ３

，
表明城市科技人员层次和数量越多 ，

城市

据进行检查后 ， 发现污水处理率指标与工业 固体的科技水平越高 ， 对城市化效率的促进作用越明

废弃物利用率指标具有很强的共线性 。 因此 ， 删显。

掉污水处理率指标后重新进行分析 ， 分析结果如人均教育经费支 出 和人均财政科技经费代

表 ４ 、 图 ２所示 。 在对模型评价之前 ， 首先需要表了城市财政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力度以及重视

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 。 这里采用 ＣＲ程度 。 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入是城市科技人才 、 技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 ａｔｉｏ ）值 ，
ＣＲ值是一个 Ｚ统计量 ， 表示术创新 、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基础保障 。 创

每一个回归方程的系数检验值
［
８

］

。 同时 ，
Ａｍｏｓ软新经费投入对城市化效率的标准化影响系数为

件还给出 了ＣＲ值的伴随概率 Ｐ 。０
．６６ ９

，
表明人均教育经费支出和人均财政科技经

通过表４ 的 ＣＲ值结果可 以看 出 ，
模型估计费支出越高 ， 城市创新能力和城市化效率越高 。

． 结果基本上全部显 著 。 从相关统计检验结果来高等教育学校是知识创新 、 科技研发和人才

看 ， 均为 比较显著 ， 说明模型拟合情况非常好 。培养的重要载体
［
１ °

］

。 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反映

人员投人 、 经费投入 、 物质投入 、 科技投人 ４个了一个地区的信息化水平 ， 是地区科研 、 人才 、

投入潜变量对城市化效率都有显著正 向影响 。 其资本 、 市场等科技创新资源流动和交互的基础 。

中 ，
科技人员投人 、 经费投人 、 物质投人 、 科科技物质投人对城市化效率的标准化影响系数为

技投入４个潜变量对城市化效率的影响水平 （ 标０ ．５ １ ９ ， 表明高等教育学校数和万人国 际互联万

准 化影 响 系 数 ） 分 别是 ０
．
２ １ ３ 、 ０ ．６ ９９ 、 ０

．
５ １ ９和用户数越多 ， 越有利于科技创新资源的交互和流

０ ．２５ ６。动
， 城市的创新度越活跃 ， 城市化效率的提升越

４ ．２ 结果分析明显 ， 城市化发展效率越高 。

结构方程的估计结果论证了
“

城市创新能力城市的专利产出水平是城市科技产出水平的

对城市化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

的研究假设 。 将城重要代表 ，
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城市的经济 、 社会

市创新能力投人分为 ４个方面进行分析
，
分别是和生态等方面的快速发展 。 科技产出对城市化效

人员投人 、 经费投入 、 物质投人和科技投人 ， 每率的标准化影响系数为 ０ ．
２ ５６

， 表明专利的产出
一

个投入都 由 １个或 ２个指标构成 。 分析结果显能力对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 ， 即专利产

示 ， 这 ７个指标对 ４个潜变量影响非常显著 。 城出水平越高 ， 城市化效率越高 。

市化效率指标由 ８个指标构成
，
经过分析 ， 取其

中 ７个指标进入了模型 ， 结果显示这 ７个指标对５ 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效率的影响非常显著 。综上所述 ，
通过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显示 ：

从科技创新能力对城市化效率的影响来看 ， （ １） 科技创新能力对城市发展效率具有正 向影

４个潜变量对于城市化效率的影响都很显著 ， 说响 。 （ ２ ）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 ， 发现科技人

明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对城市化效率具有重要影员投人 、 科技经费投入 、 科技物质投入、 科技产

响 。 通过城市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 ， 将有助于城出 ４个指标对城市发展效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市化效率的提高
［
９

］

。 也就是说 ， 为了进
一

步提高响 。 对此 ，
可从强化城市创新投人和完善城市创

城市化效率
，
提升城市化水平 ， 可 以增加科技人新体系的角度来提高城市发展效率。 具体对策建

员 投入、 教育和财政科技经费投入 、 科研机构议如下。

（ 学校及其他研发机构 ）和互联网等科技基础物质
一

是要加强对城市科技创新的规划编制 与

投入以及增加科技产出 （ 专利申请和授权数 ）等 。分类指导 。 要研究制 定创新型城市建设专项规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人才是根本和核心 。划 ， 对城市发展明 确 目标要求 、 功能定位 、 创

—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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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向和主要任务 ， 加强城市总体规划 、 土地利进和培育
一批专业化的中试 、 检测 、 法律 、 技术

用规划 、 产业发展规划与科技规划的有机衔接 ，
交易等 中介服务机构 ， 为城市科技创新主体开展

提高和发挥科技创新在今后城市建设中的地位和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有效的服务支撑 。

作用。 建议国家在编制科技发展
“

十三五
”

规划四是城市创新要注重培育
一

批产业集群创

时 ， 将城市创新能力建设纳人规划 ， 以强化城市新网络 。 城市创新过程中
，
要充分发挥已有高新

创新资源配置、 提升城市竞争能力 。 探索按照不区 、 大学科技园和产业集聚区等对创新资源要素

同城市规模和主导产业发展类型 ， 从科技金融 、的集聚作用 。

一

方面 ， 要通过土地 、 税收等
一

系

科技体制 与机制改革 、 科技创业 、 科技成果转列优惠政策吸引知识 、 资本 、 技术 、 信息 、 人才

化 、 科技服务产业转型等多角 度开展创新型城市等各种创新要素集聚 ； 另一方面 ， 要积极搭建研

试点 ， 对城市科技创新进行分类指导 。发 、 中试 、 检测 、 法律 、 财务 、 投资 、 市场推广

二是转变财政支持方式 ， 更加注重对企业创和培训等各类公共服务平 台 ， 形成研发机构 、 企

新的引导 。 各级政府在推动城市创新过程中 ， 应业 、 中介机构 、 金融机构等多主体参与 、 专业分

更加注重对企业创新的引导 。 积极转变政府财政工与协作完善的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体系 。

支持科技创新的方式
，
探索采用贷款贴息 、 税收五是加大对创新人才的引 进和培育力度 ， 建

优惠 、 基金引导和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 ， 支持企立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和政策体系 。 城市应建立

业技术创新 ；
建立和完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完善的专业技术人才培训体系和统

一开放的人才

的财税激励政策 ，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支持科技型市场 ， 依托城市特色专业 、 优势学科 ，
创造条件

企业技术创新的信贷模式 、 金融产品和服务 ， 探吸引外部人才参与本地区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服

索建立中小型科技企业创业担保基金 ，
特别是通务支撑 。 可采用企业出 资培训 ， 科研机构 、 高校

过知识产权质押为创新型小企业融资 ，
多角度 、出人 ， 政府 出政策补贴的模式 ， 鼓励和支持企业

多层次强化对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 。 引导企业 科技人员在 岗培训 、 进修和学习 ， 加强实用性人

自身强化对技术创新的投人 ， 如对企业 自建实验 才的培养 ；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 重点培养城市创

室 、 技术研究 中心等给予引导和项 目支持
；
对各新所需的各类高技能人才 ， 大力培育与构建城市

级重点实验室 、 研究中心 、 工程技术中心等向企 创新体系相配套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 与此同时 ，

业开放按照绩效予 以补贴 ， 促进企业与高等院校 要利用国家开展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契机 ， 积极改

和科研院所之间 的知识流动 、 技术转移等 。革和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 ， 激发科技人员 的创

三是强化城市多层次的科技创新物质基础条 新创业活力 。 进
一

步完善和改革人事管理制度 ，

件建设 。 政府在城市创新中要围绕解决关键技术
通过股权激励 、 个人所得税减免 、 住房和福利保

问题的能力建设搭建一批科技创新物质基础条件 障等政策 ， 保证技术拥有者 、 企业经营者和高层

平台
［

１ １
１

。 重点是要推进和完善各个城市的光纤 、

管理人员 以智力投人获得相应报酬或相应权益 ，

高速宽带 、
云计算 中心在 内 的信息基础设施建

逐步建立起贡献 、 绩效与汇报挂钩的分配激励机

设 ， 加快建设城市信息高速公路建设 ；
加快相关

标准 、 法律法规等互联网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 ，

调整不当的准人限制和垄断 ， 从机制上推动
“

提

速降费
”

的落实 。 与此同时 ， 政府应专门针对城
［
１ ］ 孙枉

，
李泽涛

’

马瑞 ．我国城市科技创新能力 的实证

ＴＵ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木 ’ 引 导本地土业与高
［
２

］
韩天锡

，
宋文超

，
李小芬

，
等 城市发展与科技创新能

校 、 科研院所联合共建
－批公共研发平台 ， 以及力 的相关性度量与依赖度分析 ［

Ｊ ］
． 天津理工大学学

与成果转化 、 人才培训 、 信息服务相结合的
“

四报 ， ２００８
，
２４ （４ ） ： ６２

－

６４ ．

位一体
”

的产业集群公共技术研发平台 ； 积极引（ 下 转第 ３ ２￥ ）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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