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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长城市群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路径研究

李陈陈  王 琦

一、引言

从区域经济韧性角度去解

读区域发展问题现已成为城市

群建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

键，而城际间协同创新对区域经

济韧性的影响作用也随着中国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日益凸显

出来。协同创新的水平通常由经

济韧性的强弱来体现，协同创新

又可以反作用于经济韧性，从城

际间协同创新角度研究区域经济

韧性的演化是区域经济韧性恢复

理论的关键科学问题。目前，对

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大多基于

均衡分析理论，将演化思想运用

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还较少，

对于城际间协同创新研究大多从

产业结构的层面进行分析（刘新

智等，2019）。因此，本文以东北

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哈长城市群为

研究目标，构建哈长城市群城际

间协同创新指数，同时对城市群

的韧性和城际间协同创新指数进

行测度，基于演化理论思想，从

协同创新角度提出哈长城市群区

摘  要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确定城际间协同创新可以作为哈长城市群区域经济韧性的重要影响

因素之一。选取 2001-2020 年哈长城市群中 10 个城市（除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相关数据，对哈

长城市群的区域经济韧性和城际间协同创新进行测度，进而分析哈长城市群区域经济韧性现状和城际

间协同创新情况，从城际间协同创新角度给出有助于提升哈长城市群区域经济韧性的政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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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韧性提升的建议，期望为

哈长城市群经济均衡发展和东北

地区破除区域封锁提出有效借鉴。

二、城际间协同创新与

区域经济韧性

（一）区域经济韧性

“韧性”先后出现在工程与

物理学领域、生态学领域、社会

学领域，最后被引入经济学领

域。随着对韧性研究的不断深

入，区域经济韧性概念出现。区

域经济韧性被定义为一种抗击冲

击的能力、在冲击后恢复的能

力、自适应能力、新路径创造能

力的综合。对于区域经济韧性的

定义虽然尚有争议，但是上述定

义是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其内

涵也随着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

学、管理学等领域研究的发展在

不断丰富。本文在之前学者研究

的基础上将区域经济韧性的内涵

界定为一种通过协同创新路径的

创造来使城市群均衡发展的能力。

（二）城际间协同创新

关系网络是一个动态系统，

其具有多层次、多取向、多结构

的特点，这一动态系统最早被用

于研究社会关系问题 ( 方炜等，

2017)。在国外，这一概念曾用

于研究城市间的关系，随着经济

全球化浪潮的袭来，关系网络又

被运用于世界城市之间的研究。

随后，跨区域协同创新和网络关

系、网络组织联系起来。我国学

者自 20 世纪以来一直在不断探

索与丰富网络研究的范畴。从国

内外对于城市关系的研究来看，

研究的重心是城市网络的通信网

络，研究特征体现出单一要素

流。对于如何形成城际间协同创

新关系网络，以及该网络对于区

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尚显不足。

（三）区域经济韧性与城际

间协同创新的关系

在我国区域快速增长的过

程中，经济增长和空间资源与集

聚效率偏离的矛盾逐渐凸显，城

际间协同创新关系网络对区域空

间要素韧性塑造及区域经济韧性

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 郭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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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庆，2019)。城际间协同创新

关系网络反映了区际间的分工与

关联，城市间协同合作的水平由

经济韧性的强弱体现。经济韧性

是区域固有的特征，是能够长

期、持续地提升区域经济系统有

效运行的关键属性 ( 孙久文等，

2017)。网络化合作模式下建立

城际间协同创新关系网络是区域

经济韧性形成与提升的重要研究

内容。城际间协同创新关系网络

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是区

域经济韧性恢复理论的关键科学

问题。 

城际间协同创新关系网络

的变化是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核

心问题，也是解决东北地区经济

锁定的关键，城际间协同创新关

系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技术共

生指数、教育水平影响了协同创

新关系网络的演化 ( 杜志威等，

2019)。以创新力、恢复力和再

生力作为区域经济韧性的状态表

达 ( 李 连 刚， 张 平 宇，2019)，

建立城际间协同创新关系网络对

区域经济韧性影响的定量分析

模型，揭示区域经济韧性状态

变化的规律，可以为刚起步的

“区域经济韧性”理论体系提供

支持 ( 孙久文，2017 ；陈梦远，

2017)，也为我国不发达地区和

老工业基地破解区域锁定、恢复

并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提供理论依

据与有效借鉴。 

三、区域经济韧性和城

际间协同创新测度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吉林省统计

年鉴》、吉林省统计公报、《黑龙

江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

公报、哈长城市群各地级市统计

年鉴和统计公报。

（二）区域经济韧性测度

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是研

究区域经济韧性问题的重点，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是学者

Martin 所提出的区域经济韧性测

度方法，Martin 的方法不论城市

或区域是否受到相应的冲击，都

可以对不同城市的区域经济韧性

进行测度，因此，本文采用此种

方法来测度哈长城市的区域经济

韧性。区域经济韧性基础指标选

取最 GDP 进行计算。公式具体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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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数量指标 ； kt
r

t
i YY −、 为研究对

象所在区域（经济区域或国家整

体）在 t、t - k 时间的数量指标。

（三）城际间协同创新测度

依据城市间协同创新的定

义与内涵，构建城际间协同创新

指数，协同创新指数由教育水

平、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协同构

成，城际间协同创新指标体系构

建如表。

基于城际间协同创新指标

的选择，需要进一步对数据进行

处理及计算各城市之间的城际间

协同度。首先对所选数据取 ln

对数化处理，处理后进行投入产

出协同计算，即两个区域城际间

创新协同度的计算 ：

f（a）、g（b） 表 示 的 两 个

城市的创新水平，为两个城市运

用熵权法计算出来的指标权重。

依据两个城市的投入与产出计算

耦合度 ：

上式中 C 为耦合度，代表

两个城市之间创新之间的联系，

n 为研究的城市数量。本文所研

究的是两个城市间的创新协同作

用，所以 n 取 2。

区域间协同创新是两个城

市间的内部关系和创新水平不断

趋于平衡与稳定的过程，是两个

城市形成网络联系后所产生的，

城际间协同创新耦合协同度计

算 ：

表   城际间协同创新指数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城际间

协同创

新指数

教育水平 万人普通高校毕业生、
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

知识溢出

技术创新

万人专利授权数

R&D/GDP、万人 R&D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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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D 所代表的是协同

创新的耦合协同度，C 为代表创

新联系联系的耦合度，F 表示两

个城市的协同创新程度 , f（a）、

g（b）表示的两个城市的创新水

平 ,F 表示两个城市的协同创新

程度。在研究中将相互关联放在

同等的地位上，因此取值均为

0.5，I 代表目标城市，1,2，，9 分

别代表其他哈长城市群中的 9 个

城市。

四、结果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明确地对哈

长城市群的区域经济韧性和城际

间协同创新水平进行分析，借助

折线图进行结果分析。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经济平稳发展的时

候，各个城市的区域经济韧性都

趋于稳定，没有发生剧烈波动。

在受到来自于外部的经济冲击压

力下，各个城市的区域经济韧性

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哈长城市

群区域经济韧性出现震荡的时间

节 点 主 要 是 2005 年、2009 年、

2015 年、2017 年 和 2020 年， 波

动最大的时间节点是 2015 年和

2017 年。21 世纪以来，发生的

主要大事件有2003年SARS事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 2019 年

末新冠肺炎疫情，三次重要事件

并未对哈长城市群的区域经济韧

性造成大的影响，各个城市仅出

现了小程度的波动，尤其是长春

市，在近三次外部冲击时均表现

出了强韧性。

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发生

的重要事件是 2004 年振兴东北

战略的启动和 2016 年《哈长城

市群发展规划》的正式出台，哈

长城市群区域经济韧性的波动与

出台的政策有明显的相关性，但

是政策效力在不同的城市中表现

出差异性。总体而言，哈尔滨

市、长春市和绥化市在受到经济

冲击时表现出了良好的韧性水

平，吉林市作为吉林省第二大城

市区域经济韧性表现较差。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哈长城

市群中所有城市的城际间协同创

新水平均低于 1，这说明各个城

市之间的创新联系还处于一个相

对 较 低 的 水 平。2001 年 —2020

年间，城际间的协同创新水平变

化比较平缓，始终处于一个平均

水平。哈尔滨市和长春市作为省

会城市，不但在经济水平上存在

明显优势，其协同创新水平也位

居前列，四平市、辽源市和绥化

市城际间协同水平最差，黑龙江

省的城市在协同创新水平上要优

2022 04REGION 区域

图 1  哈长城市群区域经济韧性
数据来源 ：各地统计年报和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图 2  哈长城市群城际间协同创新指数
数据来源 ：各地统计年报和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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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吉林省。

通过对哈长城市群区域经

济韧性的测度和城际间协同创新

的测度可以得知，在城市群中省

会城市的韧性较高，同时城际间

协同创新水平也较高 ；韧性水平

并不完全随着城市等级的提高而

提高，等级高的城市也会表现出

低韧性，例如吉林市 ；等级低的

城市也会表现出高韧性，例如绥

化市 ；而在哈长城市群中，城际

间协同创新水平会随着城市等级

的提高而提升，大致与城市等级

呈正比例关系。

五、区域经济韧性提升

路径建议

（一）打造跨区域新型产学

研联盟

跨区域产学研联盟的建立，

将更有利于发挥各高校的作用，

提高知识溢出水平和技术创新能

力，进而提高城市群的协同创新

能力。跨区域产学研联盟是在原

先地区产学研的基础上，以企业

科技创新为核心而打造的新型产

学研联盟。哈长城市群产学研联

盟要以两省双一流大学和科研院

所为阵地，打破大学相互竞争的

窘境，进而加强吉林大学与哈尔

滨大学的深度融合，联合两地科

技龙头企业，吸引人才。

（二）打造区域间协同创新

中心

城际间协同创新会依据城

市发展的阶段而起到不同作用，

据此，可针对城市自身特性让城

际间协同创新发挥应有的效力。

而让城际间协同创新发挥效力最

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建设区域间

协同创新中心。在哈长城市群成

长的阶段，要始终以哈尔滨市和

长春市为区域间协同创新核心，

在下一级协同创新节点上以城际

间协同创新水平高或韧性强的城

市为中心点，以此来加强整个城

市群的协同创新水平和区域经济

韧性。 

（三）依区域特色制定区域

发展政策

区域发展政策对城际间协

同创新和区域经济韧性的提高均

起着间接或直接的作用。对于区

域经济韧性而言，政策的效力在

很大程度上要高于其他经济冲

击。因此，要依据哈长城市群地

方特色、产业结构、协同创新水

平制定不同的政策 ；跨区域产学

研联盟的建立和区域间协同创新

中心的建立都是战略性的规划，

需要在不同的阶段予以适应性的

政策规划，进而使政策发挥出长

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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