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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  言    2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

    城市创新系统理论是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研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究中进一步演化出来的以城市为基本单位和主要    在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及

载体的创新系统理论。它是区域创新能力中一种    机构提出了多种针对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区域

特殊的表现形式，属于中观层次范畴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例如，甄峰 （  2000）、范

其决策目标的制定过程是实现宏观创新目标和微  柏乃 （2002）、张立柱 （  2005）、吴倩 （  2007）等都

观创新目标相互作用与相互融合的过程。城市创    对指标体系的建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中

新能力既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具体化，又是城市范    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历年出版的《中国区域

围内企业创新能力的综合与集成。城市创新过程    创新能力报告》，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全

是一个重新配置创新资源和确定运行规则的过    面而详细的研究，建立了由知识创造能力、知识

程，这一过程涉及的活动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    获取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以及创新绩

新和制度创新 3个方面n】。其中，技术创新是最    效5个板块和五级指标构成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

具活力的元素，也是最能代表一个城市创新水平    指标框架。该套指标体系针对性、实用性与可操

的因素。参考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    作性强，为不少研究者所借鉴。但是，这套指标

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定义，我们将城市技术创新    框架主要是用来衡量省级地域的创新能力，对分

能力定义为：在一个城市范围内，以增强城市经    析市（  县）一级较小区域而言，由于所用指标体系

济增长的原动力为目标，充分发挥城市技术创新    相对宽泛，致使评价能力有限。加之对较小区域

行为组织 （  包括大学、企业、研究机构、金融机    的数据相对缺乏，使得在比较各地区创新能力时

构、中介机构和政府）  的科技创新积极性，高效    难以全面地反映发展状况与问题，从而限制了经

配置城市创新资源，将创新构想转化为新产品、    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指导效果。因此，本文基于

新工艺和新服务的综合能力周。技术创新能力的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 （  2005—2006）  》的创新

高低，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技术层次，是反应城市    能力指标体系，在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独立

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性和针对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对省级数据指标进

    山东省是一个工农业大省，在全国经济格局    行取舍，并做适当补充，将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

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城市技朱创新能力也具有自    指标分解为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

己的特点。未来5—8年，山东半岛制造业将进入    力、技术创新环境3个方面。具体指标如表1所

前所未有的发展期，并逐渐形成以城市创新为主    示。

导的增长战略。由于城市科技经济的密度大、空    2.2 指标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间集中以及商品、服务生产专业化程度高，山东    评价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山东省统计

半岛地区以城市创新为主导的增长战略，更多地    年鉴 （  2007）  》和17个样本城市的《国民经济和

表现为科技资源优势和产业聚集分布的特征。它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7）  ）。由于城市技术创新

的工业化、比较成本利益、生产专业化和规模经    能力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为了

济在空间上与城市产业发展及其布局有密切的关    消除量纲不同的指标数据对评估数据的影响，一

联 p]。因此，本文将从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入手，    般在完成数据的采集工作后，还需要对原始数据

通过对山东省 17个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比较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包括

分析，就其如何成为竞争有序、合作紧密、要素    效用值处理、标准化处理和函数化处理等几种方

优化配置的有机整体，如何增强政策规划的协调    法。在本文中，我们采用标准化处理来消除不同

性和发展的有序性等影响山东省发展进程中的问    量纲的影响州。标准化无量纲数据处理的计算公

题予以研究。    式如下：



    表 1  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l目标层 l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l    三级指标    l    单位    I

l    l    l    l    万人技术人员数x.    1    个    l

l    l    1  人力投  l    万人科技人员数xz |    个    I

I    l    |  入能力   l    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科技人员比重x，     1    %    I

l    I    }    l    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总量x。    1    %    l

l  l 萋交裂雾 广——————t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至堕蔓至至垂基至至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j二二二二至三]
l    }    l    I    财政科技支出比重x。    1    %    l

l    l    }爻嚣 [—————五磊磊磊磊丽而磊瓦五——二[二—-—二]
l  城   l    |    l    企业科研活动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x。     1    %    l
l ± f    } r————————————————————————————————————————————————————— Ti————————————————l

l  主l l l    企业科研活动经费支出比重x。 1    % l
l  术   I    1    l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x.。     1    %    I
1 ...  1    l 广———————————————————————————————————————— — —r — ————— ———1

l  竺  l  技术创新  l  科技产出 l    企业利润率x-. 1    % l

l  夏  l  产出能力  l    能力 {    科研成果数x1：    1    个    I
l  Rb  l    l 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J

I  力l l I    万人专利申请数xt， 1    个 I
l    l    I 1    人均GDPx1一 1    元 l

I    l    l    经济 l    GDP增长率x—s l    % I
l    l    l    环境    {    居民消费水平x，。    1    元    l

I    l  萎篡 l [———————————单位面 能耗i——— ————————[ 亘磊 历磊 ]

I    l    l— I    普通高等学校数x-s l    个 l
l    l    l  # 2  l    l    I

l    l    l    篆磊 l    公共图书馆数x.， 1    个 I

l    l    l    l    公共图书馆馆藏书总量x”    l    册    I
    .    -    l

    正向指标：二： 兰一、m叫髦 、    （1）    减少变量的目的o
    max（x∥-m姒 圳    将标准化后 的指标值导入 SPSS l 3.0统计分析

    负向指标 ：乙 ： n粤 乎’ .掣 、    （  2）    软件 ，选择主成分分析 ，并 通过 四次方最大法 ，
    m aXIX，J  — m 叫 .Xj J

    — —7    提取 4个主成分 ，得到方差贡献率 。如表 2所示 ，

其 中，勤表示第 i个地 区的第 j指标 ，min（吩）表    前 4个因子的累计 方差贡献率 已经超过 了 85%，

示第 j指标 的最小值 ，max（  而）表示第 j指标 的最    代表 了 20个评价指标 的大多数信息 ，所 以，这 4

八值。     个因子就是主因子，可以用来代替20个指标评价
    2.3  评价方法及其应用     各城市 的技术创新能力 。同时 ，根据主 因子 的特

    由于评 价城市创新 能力 的 20个 指标 间存 在    征值计算各主因子在进行综合评价时的权重。即：

复杂的相关性，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 ，，占，
题 ，采用多元统计分析 中的因子分析法评价各城     @ 2 “r 7二 九     （   3’

市技术创新能力。因子分析是把反 映样本某项特    式 中，龇为评价指标 的权重 ，Ai为第 f个主 因子

征 的多个指标变量转化为少数综合变量 的多元统    所对应的特征根 ，f：1，2，3，4。

计方法 嘲。通过研究相关矩阵或协方差矩阵 的内     由于初始 主成 分 载荷分 析 的结 构与 20个评

部依赖关 系，探求数据 的基本结构 ，将多个变量    价指标的结构关 系不是很 明确 ，对 于被提取 的 4

浓缩为少数几个因子 ，用较少的相互独立 的因子    个主成分很难进行满意 的解释 ，为此 ，通过 sPss

变量来表现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从而达到    统计分析软件 ，采用 四次方最 大法进行 主成分分



析 ，进行 25次旋转收敛迭代，得到载荷分析矩阵 I——i—T■ 磊——厂—j r —厂 —赢 ] ——j j]

（表 3）.    I  x.，  1  .585  1  .478  l  一.146 I  .596 I

    表2 方差分析结果     l  x..  1  .380  1  .679  1  .047  I  .575  I

震 ◆ x：。 ..o. 一.。。o
    I    x 如     1    . 7 5 5    I    . 1 0 1     1    . 4 1 0  l  一 . 0 4 0  I

    表3 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l—————厂 磊丽—T —丽 了]—磊丽—T—磊丽]    根据表 3中得到的主成分载荷分系数和相应

广—i——“——蠃 — f■聂 —1—=面■ r 二面 — 1  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计算各个城市在 4个主因子

广■i—1—■磊—]——石]—_i_—广■芴]  上的得分，即z分数。计算公式如下：
l  x，  1 .300 I .753 l 一.302 l 一.215 I    。  由 、， —
I— 十————_+—————十————十——— —1    厶 = >.czjFXly    （4）
1 ）（4  I  .968  I  .054  l  一.014 l  一.046 I 。  智 — 4

l  xs l  '988 l 一.011 I  一.072 l  一.032 1    式中，z；，为第 f城市的第/主因子得分，口.F为第

1  K l  '651 I 一.165 I  一.305 I  '566 1 .7个指标在第 f主因子上的载荷值，x；，表示第 f城

l x， l  '930 I一饼8 l '107 l  '116 I  市经过标准化后的第，个指标值。
l  x8 l  '472 I  '058 l  一.818 l  一‘147 I    在将原始数据直接转换为 z分数时，出现了

l  K l  。卯1 I 一‘053 l  一‘053 l  ∞19 I  负数。为了避免综合得分出现负值 ，方便使用，

F—詈 —+—：罴 ———F 二曩 — f—兰}蚓 需要对 z分数进一步加以线性转换 ，使之成为正

    表4 1 7个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因子得分表

I    主成分    I  第一主成分  I  第二主成分  l  第三主成分  l  第四主成分  I  综合得分  l    排名    I

I    青 岛    I    35.06    1    4.479    1    13.03    1    5.634    1    23.96    1    1    l

l    济 南    1    31.672    】    l5.712    1    1.953    J    5.623    1    22.73    |    2    l

l    东 营    l    9.504    1    43.607    1    16.857    l    l4.75    1    17.34    1    3    l

I    烟 台    I    l8.412    1    11.603    1    20.82    1    5.70l    l    16.26    1    4    I

I    威 海    I    9.383    1    8.663    |    7.25l    l    40.206    1    11.76    1    5    l

l    淄 博    1 11.59    1    6.038    {    9.169    1    23.154    1    11.29    1    6    l

l    潍 坊    l    13.96l    l    一5.711    l    l3.041    I    l5.516    1    10.25    {    7    l

l    济 宁 l    7.754    l    lo.994    l    l3.471    1    3.44l    l    8.67    1    8    I

I    临 沂    I    6.268    1    6.628    l    l6.612    1    3.304    1    7.3l    l    9    l

l    泰 安    I    5.725    1    5.562    1    9.138    1    13.277    1    6.78    1    10    l

I    聊 城    I    5.161    l    lo.297    1    9.507    1    2.865    1    6.45    l    ll    I

I    枣 庄    I    1.883    1    11.982    l    ll.678    1    7.141    1    5.45    l    l2    l

I    滨 州    I    3.875    1    7.348    1    9.809    1    4.053    1    5.26    1    13    l

I    德 州    I    1.179    1    3.365    l    l9.395    I    l5.355    1    5.06    1    14    l

1    日 照    I —0.067    l    l3.769    I    lo.462    1    5.855    1    4.36    l    l5    l

I    菏 泽    I    2.742    1    3.97l    I    l2.317    l    一2.4ll    1    3.66    1    16    l

l    莱 芜    l    5.897    |    11.692    l    一24.51l    l    6.537    1    3.41    1    17    l



的数值嘲。计算公式如下：    市规模的差异，其产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随着距

    M：10×Z+  10    （5）    离的增加，城市对其下级地区的影响是逐渐减弱的，

    根据确定的4个主因子及其权重值，可以构    最终被附近其他城市的影响所取代口]  。也就是说 ，

造如下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模型：    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存在距离衰减规律。在

    M.：wt.M，+wzMzF+wsMsF+waMnJ    这一规律的作用下 ，两个城市间辐射力将达到一
    。    w-+wz+ws+wa    （  6）    个平衡 ，形成一个平衡点。这一平衡点叫做断裂

    一o鱼堕o.6 器%圭：112M3，  o.09Mdu 、7    点唧。本文将断裂点理论应用于技术辐射能力的
    由sPss器翟茹蕃茜莩蕃孬兰赫 用以上公式  研究，以上一节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综合评价的结

计算的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总得分见表4。    果为基础，研究城市之间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相互

    在表4中，数值越大，表明创新能力越强；    肜哪0

数值越小，说明创新能力越弱。可见，技术创新    3.1.2  断裂点模型

能力最强的城市是青岛、济南。它们也是山东省    断裂点公式：

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而且高等学校众多、   Di：— 呈“ —     （   7）
高等教育发达、科研院所集中是它们的共同特     ’   1  +、/M，/M. ’+

点。这一特点的形成，除了地缘的、历史的原因    式中，D，为f城市到断裂点的距离；D，，为 f，，两

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建国后国家对科学、教    城市间的公路距离；M；  ，M，分别为f，，两城市的

育布局的计划性安排。与此相反，科技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这里用因子分析综合得分表示。

较弱的城市其经济发展也相对落后。这也反映出    下标f代表起点城市，/代表重点城市。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科研投入力度是决定其    场强公式：

技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 F.一尘红    ro、
    “” Df女2 0 j

 3城市技术创新辐射能力研究 嘉是0眷嚣嘉篡篇篇嚣薷麓占品黧
以辐射理论的视角来看 ，地域内的非均衡发    能力。其中，尼点在本文中均为断裂点。

展战略主要是强调点辐射和线辐射。点辐射是指    辐射半径公式：

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经济辐射以同心圆的方式向     D，=/瓦7F    （   9）

四周逐步扩散。线辐射是指以铁路干线、公路干    式中，D，为f城市经济辐射半径，M；为f城市的

线、大江大河以及大湖沿边航道和濒临沿海的    规模，F为所选择确定的边界场强n01。‘

陆地带望辐射的带状源 ，向两翼地区或上下游地    3.2 计算结果及分析

署推开m。山东省技术辐射主要是点辐射和线辐    通过上节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青岛、济南
射。根据上一节中得到的综合评价结果，笔者认    的技术创新能力远远高于其他 15个城市，具有很

曹，山享省技术点辐射主要是指青岛、济南、东    强的辐射能力，因此计算两市与其他城市的断裂

譬、粤台：威海、淄博、潍坊7个城市的技术辐    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技术辐射一般是

射。线辐射主要是以胶济铁路、蓝烟铁路以及省    沿交通要道展开的，所以在计算过程中，以城市

内的主要高速公路为轴线的技术辐射。    间的公路距离代表城市之间的距离。本文以辐射

    3.1 研究方法     场强为依据确定城市之间辐射力的大小，并以场

    3.1.1  断裂点理论     强的中位数为边界场强进行强辐射半径的计算，

    断裂点理论是关于城市或区域间相互作用的    以场强的最小值为边界场强进行弱辐射半径的计

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心城市可以对相邻区    算。部分计算结果见表 5。

域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由于各城    由表5中的结果可以看出，断裂点基本在



    表5  城市断裂点及断裂点处场强

l    城市    l  城市间距离  l    起点    I    终点    I    断裂点    l  断裂点比重  I    场强    l

l  济南一淄博  l    l08.32    1    22.73    I    ll.29    1    63.54    I    o.59    I    o.0056    I

l  济南—东营  l    224.2l    l    22.73    1    17.34    l    ll9.68    l    o.53 l    o.ool6    l

l  济南一泰安  l    71.59    1    22.73    1    6.78    1 46.30    l    o.65    l    o.ol06    l

l  济南—莱芜 I 94.56    1    22.73    1    3.41    1    68.16    l    o.72    l    o.0049    I

l  济南一济宁  I    183.75    1    22.73    1    8.67    I    l13.59    I    o.62    l    o.ool8    l

l  济南—德州  l    ll6.2l    J    22.73    1    5.06    1    78.96    I    o.68    I    o.0036    I

l  济南一聊城  l    l05.9l    l    22.73    1    6.45    1    69.10    I    o.65    l    o.0048    l

l  济南一滨州  l    l59.87    1    22.73    1    5.26    I    l07.94    l    o.68    I    o.0020    l

l  济南一菏泽  l    229.24    1    22.73    1    3.66    1    163.60    l    o.71    I    o.0008    I

l  济南一临沂  l    254.59    J    22.73    1    7.3l    l    l62.46    l    o.64    l    o.0009    l

l  青岛—烟台  l    236.57    1    23.96    l    l6.26    l    l29.71    l    o.55    I    o.ool4    I

l  青岛一潍坊  J    l46.82    1    23.96    l    lo.25    1    88.76    l    o.60    1    0.0030    I

l  青岛一日照  l    l60.34    1    23.96    1    4.36    l    ll2.39    I    o.70    1    0.0019    l

l  东营一滨州  l    72.78    l    l7.34    1    5.26    1 46.93    l    o.64    l    o.0079    l

l  烟台一威海  l 66.25    l    l6.26    1    11.76    1    35.80    l    o.54    l    o.ol27    l

    表6  仃城市强、弱辐射半径

I  城市  l  济南  l  青岛  I  淄博  {  东营  l  泰安  l  莱芜  l  济宁  1  德州  l  聊城  l

l  强场强  l  87.04  1  89.37  1  61.35  1  76.03  1 47.54  1  33.7l  l  53.76  1  41.07  1  46.37  l

l  弱场强 l  l68.56  I  l73.06  l  ll8.8  1  147.22  1 92.06  1  65.29  1  104.1  1  79.53  1  89.79  l

I  城市  l  滨州  l  菏泽  l  临沂  l  烟台  I  潍坊  1  日照  l  滨州  l  威海  l    l

l  强场强  l  41.87  1  34.93  1 49.36  1  73.62  1  58.45  1  38.12  1  41.87  1  62.6l  I    I

I  弱场强  l  81.09  1 67.64  1  95.59  1  142.57  1  113.19  1  73.82  1  81.09  1  121.24  l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 .__-_-_——_——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的中间位置 ，断裂点 占城市间距离的比重在    化 的传 承平台。由于 “城市创新圈”  实际上将成

0.55—0.75之间波动。在断裂点处场强数值上，烟    为山东半岛实现高附加值的产业密集区、创新聚

台一威海之间断裂点处场强为 0.0127，远远大于    集 区和科技产业化走廊 ，在未来实现山东半岛地

其他城市间的场强。济南一菏泽在断裂点处的场    区跨越式发展中将起到重要的支柱作用。根据因

强 0.008为最小值 ，各城市间断裂点处场强均值    子分析和断裂点理论得到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为 0.042。济南市为山东省省会 ，地处山东省核心    济南、青岛、东营、烟台 4个城市在技术创新能

部位 ，相比其他城市，无论从其辐射范围还是强    力 和技术 辐射能力上都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因

度上都具有 明显的优势。表 6的结果也表明了这    此 ，本文以上述 4个城市为核心 ，根据表 5、表

一点。    6计算的场强及强弱辐射范围，考虑到省域行政

    区划的限制 ，构建了山东省四大 “城市创新圈”

    4  山东省空间创新体系构建    （  图1）。
    4.1  “两纵一横”的空间创新体系

    随着 日本 、韩 国产业转移 以及构建东亚 自    所谓 “两纵”，即通过铁路连接 “东营技术

由贸易区的趋势，山东半岛地区将 以 “制造业基    创新圈”  和 “济南技术创新 圈”、“烟台科技创新

地 ”、“城市创新 圈”  作为连接未来 “东亚 自由贸    圈”  和 “青岛科技创新圈”，带动鲁西和鲁东地区

易区”  的产业转移 、分工协作以及创新成果产业    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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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山东省四大 “技术创新圈”构建

    所谓 “一横 ”，即沿胶 济铁路 ，以淄博 、潍    主要 的城市技术创新体系。同时 ，以青 岛为龙头

坊为连接点 ，连接 “济南科技 创新 圈”  和 “青 岛    的山东半岛城市群 ，是蓝色经济 区建设 的重要载

科技创新 圈”  带动广大鲁 中地 区科技创新 能力 的    体 ，是我 国东部重要 的经济 中心。其 中 ，青 岛是

提升。    我 国最 为开放 的城 市 之一 ，其在 信 息技 术 、软

    4.1.1  “济南技 术创新圈”     件、家用 电器 、海洋生物等领域取得 了长足 的发

    “济南技术创 新圈”  以济南为 核心 ，辐射 淄    展，并建立 了信息技术 、家用 电器 、海洋生物技

博 、东营 、泰 安等 10个城市 ，是 山东省 最为 主    术等研发中心 以及知识外包基地 。海尔 、海信 、

要的城市技术创新体系 ，是带动 山东省 中西部地     澳柯玛等 知名企业 成 为提 高技 术创 新 能力 的骨

区科技发展 ，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 的科技增长极 。    干。雄厚 的经济实力 和优 越的地理位 置 ，使青 岛

其中 ，济南在 机械纺织 、钢铁 、化工 、轻工 、食    不仅成为山东省对外开放的 门户 ，更 成为引进外

品、建材等优势工业 的基础上 ，根据国家产业政    资和先进技术 的窗 口，青 岛的发展对 于整个 山东

策 ，把机 、车 、电、化作 为 四大主导 产业 发展 ，    省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青 岛技 术创新 能力

提高了全市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济南还大    的提高 ，不仅可以带 动东部沿海城市 技术创新能

力实施名牌产 品战略 ，不断扩大名优产品生产规    力的发展 ，而且可以沿胶济铁路 、济青 高速延伸

模 ，积极参与 国内外市场竞争。此外 ，济南 与跨    至山东省 内陆广大地区。“青 岛技术创新圈”  是 山

国公 司在汽车 、软件 、信 息技术 、新 材料 等领域    东省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关键一环。

进行知识外包和高端研发合作。建立汽车研发中    4.1.3  “东营技术创新圈”
心、信息技术 研发 中心 和 软件创 新 中心 以及知     “东 营技术创新 圈”   是 以东 营为 核心 ，依 托

识外包基地。在近 400家软件企业 中，浪潮 、中     黄河三 角洲高效 生 态经 济 区开 发建 设 的 ，培植

创 、鲁能 、神思等骨干企业成为 自主创新 和知识     的环 渤海经 济圈新 的增 长 极 和城 镇发 展 区 ，是

外包 的主力 n”。重要的地理位置与强大 的经济实    带动黄河三角洲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的重要力

力 和科研能力 ，加之便捷 的城市交通 ，使得 济南    量。其中 ，东营是 我国第 二大油 田山东胜利油 田

成 为带动鲁 中和鲁西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的核    所在地 ，涵盖石油勘探 、钻采 、管道输送 、石油

心力量。    化学 品和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等各个领域 。东营市

    4.1.2  “青岛技术创新 圈”     是全 国最 集 中的石 油装 备制 造业 区域 ，2009年

    “青 岛技术创新 圈”  以青 岛为核 心 ，辐射 烟    该市石油机械制造企业发展 到 150多家 ，主营业

台、潍坊 、 日照 3个城市 ，是位 于鲁 东沿海 的最     务收入 占全 国该行 业 的 1/3。随着 国际油价 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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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创新网络构建

续走高 ，刺激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投 向石油勘探领    典型的 “中心一外围”式的发展模式。中心城市

域 ，石 油装备产业将 进入新一轮快 速发展期。    与外围城市通过信息和物质交流建立联系，形成

此外 ，东营是黄河经 济带连接东北亚最佳海陆    统一的技术创新系统，通过各 自功能的发挥促进

通道 中的枢纽 ，具有 极其重要 的战略地位 ，它    系统整体的发展。图 2描述了山东省 “城市创新

的发展将有力地促 进鲁西北地 区经济技术的进    圈”  内主辅城市的功能分布，是促进 “城市创新

步。    圈”发展的内部机制。
    4.1.4  “烟台技术创新圈”    4.2.1  中心城市的一般功能

    “烟台技术创新圈”  以烟台为核心 ，以环渤海    （  1  ）充分利用城市内外各种社会经济要素（  人

经济圈和山东省蓝色经济区为依托，是承接 日韩    才、技术 、资金、设备等 ）  的流入，并使之产生

产业转移的重要窗 口。其中，烟台市近年来大力    聚集与组合 ，提高其利用效率。

发展汽车、造船和电子信息产业 ，并与跨国企业    （  2）通过城市内部机构 间相互合作，促进技

进行研发合作和知识外包，努力打造汽车零部件    术交流，积极进行技术 的研究与开发 、人才培

研发 中心及知识外包基地，显著增强了鲁东地区    养 、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等活动。

技术创新能力的带动作用。由于其在地理位置、    （  3）  向外围城市输 出经过加工与综合的研究

产业结构、发展程度等方面与威海市存在很多共    与开发成果 （  技术专利 、科研课题 、科技论文 ）、

性 ，形成有效联合，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共同发    高素质人才、高技术产品等。

展。并向南与青岛连接 ，对广大鲁东地区的技术    4.2.2  外围城市的一般功能

创新能力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   1  ）   提供和反馈中心城市进行技术创新活动

    4.2  “中心一外围”城市技术创新网络构建    所需要的信息。

    城市创新能力是城市创新体系中各要素和行    （  2）应用和检验中心城市技术创新成果。

为主体有机组合的整体能力 ，主要表现为创新系    （  3）辅助中心城市进行技术改进和发展。

统 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相互    4.2.3  创新 网络的功能

制约的协调、适应 、整合的能力。城市区域 内极    （  1  ）传递各种社会经济要素 ，以维持和促进

化与扩散效应是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    体系各部分的正常运行和技术创新发展。

动力机制。山东省 四大 “城市创新圈”  将成为山    （  2）传递 中心城市新的技术研究成果和外围

东省未来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增长核心，并通过    城市 的反馈信息 ，实现城市创新能力 的协 同发

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是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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