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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国内双循环的加速,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或地区取得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需要科技创新支撑其发展,科技亦需要经济基础支持创新。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内

河经济带的代表,贯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然而内部仍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本文将探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相互关系,并分析两者协调

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的健康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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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domestic dual circ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become important factors for countries or regions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conomy need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 also needs economic foundation to support innovatio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inland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runs through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uffici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which pose a severe test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contributing 

to the high-qualit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upled co scheduling 

 

引言 

从2017年党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再次强

调,要把“协调”摆在区域发展的突出位置。为解决好区域发展

不协调问题,党和国家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制定了一系列

发展战略。在众多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中,长江经济带处

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综合实力较强,具备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巨

大的发展潜能。2024年2月9日,国务院关于《长江经济带—长江

流域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的批复指出要从长江经济

带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着眼,完善流域资源配置,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

务中国式现代化。 

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这两个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

核心要素关系错综复杂。科技创新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的过程,经济发展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过程,两者相互促进,双

方的持续健康运行都离不开对方的有力支撑。实现长江经济带

整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不仅需要其中一方的持续推动,更要探

究两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科技创新是“细胞”,

经济发展是“肌体”,活跃创新“细胞”强健经济“肌体”,以

此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1 研究设计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以2017-2021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

作为研究对象,对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进行实证研究。有关经济发展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各省

统计年鉴、各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科技创新相关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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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知识产权局官网,对于个别年份的个别

缺失数据,根据现有数据的年均增长率进行推算赋值。 

1.2研究方法 

1.2.1熵权法 

熵权法主要通过指标对系统整体的影响程度的相对变化来

决定指标权重,是客观赋权的一种方法。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

110个城市17至21年间收集整理的14项指标数据为基础,通过熵

权法计算各指标在对应子系统中的权重,进而测算出经济科技

两子系统的发展得分。 

1.2.2耦合协调度模型 

C = f1 × f2f1 + f2 /2 2 1/2
                             (1) 

T = αU1 +βU2                                (2) 

D = C × T                                    (3) 

式中C为经济-科技耦合度,取值为[0,1],当C计算结果为0

时,所构建的指标系统处于无序状态。α、β为待定系数,考虑

到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故α和β均赋值为0.5。D为经

济-科技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0,1]。 

1.3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非仅限于经济指标在数量层面的单纯扩

张,其本质更在于质量层面的实质性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创新

作为核心驱动力,发挥着引领和推动作用。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

构成了现代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科技创新通过为日益发展壮

大的经济体注入新的增长点、提供关键的发展动力以及稳固的

支撑基础,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结合科

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与特征,选取合理反映长江经

济带科技创新发展的7个指标和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7个指标,

构建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 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综合水平分析 

2.1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在构建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性地选取了长

江经济带内2017-2021年间110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旨在对这

一期间的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精确测度。

在横向对比中,2017-2021年间,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呈

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

的参差不齐,以及市场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多样性。在纵向

对比中,2017-2021年间,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呈

现出稳健的上升趋势。这一趋势表明,随着市场经济政策的不

断完善和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长江经济带内各城市在经济

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为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表1 “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格) (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元)

每万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万元)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

科技创新

每万人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每万人口专利授权数 (件/万人)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万人)

每百万人拥有高校数 (所)

人均教育支出 (万元)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R&D 内部经费支出强度 (%)

 

2.2创新发展水平测度分析 

总体看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技术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仍

存在一定的差距。东部高水平集聚西部低水平分散分布。其中

仅有8个城市5年创新发展水平平均得分处于0.4-0.8的中高等

水平,占比约7.2%；创新发展水平平均得分处于0.1-0.4水平,

即创新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至低水平的城市有31个,占比约

28.1%；而创新发展水平平均得分低于0.1水平,即创新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至低水平的城市有71个,占比约64.5%。 

3 “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分析 

3.1优质、良好耦合协调阶段城市 

2017-2021年间,上海市与苏州市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发展

耦合协调度稳定高于0.8,属于优质、良好耦合协调阶段城市,

其中只有上海在2019年耦合协调度达到了0.9-1的区间,上海苏

州两地同属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第一梯队城市。 

上海正是作为创新型城市发展增长极辐射带动周边诸如苏

州等周边城市发展起来的高地城市。2023年,沪苏地铁的互通,

标志着长三角核心城市在深度同城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

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区域交通的便捷性和效率,更是对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的深入贯彻与实践。未来,随着更多城市加入地铁

互通网络,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同城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区域一

体化的进程也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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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级耦合协调阶段城市 

表2 2017-2021年中级耦合协调阶段城市协调值 

城市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南京市 0.6347 0.7117 0.6776 0.7150 0.7150

无锡市 0.6498 0.6640 0.6686 0.6845 0.6845

杭州市 0.5677 0.6785 0.6670 0.6893 0.6893

宁波市 0.4864 0.6381 0.6228 0.6531 0.6531

武汉市 0.5336 0.6416 0.6208 0.6619 0.6619

成都市 0.5093 0.6414 0.6016 0.6361 0.6361

 

在上表所示的6个中级耦合协调阶段城市中,除了无锡市一

直稳步处于位于区间0.6-0.7的第三梯队外,其余五个城市均有

波动。南京市在2018年前均处于第三梯队,但在2018年后迈入了

第二梯队门槛；杭州、武汉、成都三市均是在2017年后从位于

区间0.5-0.6的第四梯队齐齐进入第三梯队。宁波在2017年后直

接由位于区间0.4-0.5的第五梯队跃升为第三梯队,是六个城市

梯度跨度最大的城市。 

杭州、成都、武汉与南京,作为我国经济版图中的关键节点,

均展现出较强的工业基础。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环境,这些城市

各自遭遇不同的挑战与机遇。尽管各城市在产业结构和发展路

径上呈现差异,但它们均致力于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以

适应并引领新的经济形势。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杭州、成都、

武汉与南京应持续挖掘并发挥各自优势,深化产业升级与创新

驱动,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崭露头角,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 

3.3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城市 

在15个初级协调阶段城市中,“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耦合

协调度2017-2021年间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成都、杭州、合

肥、武汉以及长沙,这五大城市整体上耦合协调度逐步上升,其

主要原因是都是省会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高校云集,人

才资源雄厚,加上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国家战略的扶持,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2017-2021年间,长江经济带经济110个城市

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不高,子系统发展指数呈

现东中西部逐渐递减的梯度格局；2017-2021年间,尽管长江经

济带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

态势,但东高西低,沿江高、腹地低的分布特征仍然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为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

新的耦合协调发展, 提出如下建议：(1)枢纽集聚,要素禀赋促

进联动发展。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各地区联动发展,需要注重枢纽

建设和节点辐射,在实现城市群内部全面畅通,东部沿海与西部

腹地大循环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能源、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和产

业互联网、5G等新型基础设施的有效转化,打破东西部市场分割,

降低资源要素交换的交易成本,促进更深层次、更加广泛的经济

分工协作。在更大范围内优化东西部资源配置,提升经济集聚度

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联动发展,使沿海与腹地在整体联动

发展的角度真正循环起来。(2)节点辐射,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

样板。要真正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协调“一体化”发展,必须建立

高效率、低成本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构建合理的东西协调体

系,发挥西部腹地的比较优势,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协同发

展。同时,推动各城市间产业布局在长江经济带上的协同合作,

形成区域发展协调优质新格局。打造以黄金水道为支撑,带动沿

江经济带与西部各地有效对接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推进区域

合作,完善基础设施,加强腹地与发达区域互动融合,形成东西

联动、双向开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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