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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

展的基本途 径。创新环境作为

创新的基础驱动力，是提高创

新水平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

素。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

市来说，其创新发展面临的约

束条件千差 万别，必须分类引

导， 区别 对 待。 山西省是典 型

的资源型区域，其省域内资源

型城市转型发展具 有典型性。

本文以山西省为例， 分析不同

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创新环境

方面的差异，并 据此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

一、资源型城市创新环

境分析框架

在现有研 究基础上，结合

资源型城市实际 情况，我们认

为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应从经

济基础、基础设 施环境、市场

环境、人文环境四个方面进行

分析。

经 济 基 础 指 一 个 地 区 的

生 产力总体水平， 代 表 地区的

经济实力， 并能够为一系列的

创 新 活 动 提 供 充 足 的 资 金 支

持。本文采用 GDP 总量、人均

GDP、 财政 收 入、 工业 企 业利

润总额四个指标衡量一个地区

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环境是创新所需

要的重要外部环境，主要包括

交 通 运输、通讯、水 利、城市

供排水供气、供电设施和提 供

无形产品或服务于科教文卫等

部门所需的固定资产等，它是

一切企业、单位和居民生产经

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的物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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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环境是制约资源型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

划（2013-2020 年）》关于资源型城市的综合分类为依据，以山西省为例，分析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

创新环境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 ：成长型资源型城市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与人文环境方面相对于成熟型

资源型城市较为欠缺，大部分的成熟型城市在市场环境方面明显落后于成长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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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是城市正常运行的保证。

本 文 采 用 移 动 电 话 年 末 用 户

数、 互联网宽 带接 入 用户数、

公路通车里程三个指标衡 量地

区的基础设施环境。

市场环境可以反映区域内

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竞争性

活动是 否促 进了企业的创新发

展，在一定 程 度 上也可以看出

一 个 地 区 法 律 法 规、 经 济 政

策的健全完善程度及其宏观经

济形势。本文采用地方财政支

出、 进出口差 额、 人均居民消

费水平三个指标作为其 衡 量指

标。

人文环境是 创新活动的软

环境，本文 采用教育行业的法

人单位数、普通本专科在校学

生数、自然 科学研究与技 术开

发研究机构数三个指标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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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指标。

二、山西省五个资源型

城市创新环境分析

本 文以《 全 国资源 型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规 划（2013-2020

年）》 和《 山 西 省 资 源 型 城 市

转型 发 展“ 十三 五” 规 划》 对

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划分为依

据，考虑到数 据的可获得 性，

选取成长型城市朔州市和成熟

型城 市长治市、 临汾市、 吕梁

市、忻州市作为样本区域 进行

研 究，所使 用的 2014-2017 年

数 据 来自相关年份《 山西统计

年 鉴》，2018 年 数 据 来自各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

（一）经济基础

五个资源型城市经济 基础

各 指标测度 结果 分别见图 1 至

图 4。

从图 1 至图 4 中可以看出，

2014-2018 年 五个 城 市 GDP 总

量、 人均 GDP、 财 政 收 入、 工

业企业利润总额由于煤炭市场

的不景气导致各项经济指标都

大幅 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说

明山西省资源型城市发展 过度

依 赖煤炭资源，由于长期大量

开采，资源储 量下降，开采难

度增大，成 本提高，发展后劲

缺乏。虽然各资源型城市近年

来产业结 构的调整已经取得了

明显的成 效， 农 业、 畜牧 业、

旅 游 业、 能 源 工 业 多 方 位 发

图 1  2014—2018 年五市 GDP 总量

图 2  2014—2018 年五市人均 GDP

图 3  2014—2018 年五市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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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

于能源产业的发展 显得微不足

道。资源型城市经济积累能力

弱，受 经济周期影响程 度大，

财政收 入下降明显， 社会 事业

保障能力不足。

分类 型 来 看， 成长型城市

朔 州 市 的 人 均 GDP 虽 然 明 显

高于其他四个成 熟型城市，但

GDP、 财政收 入以及 工业 企 业

利润总额均处于山西省各市中

下游水平，其经济 基础环境有

待 提高。 从 图 4 中可以看出朔

州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指标偏

低，这 表明朔州市工业企业产

业结 构层 次可能仍比较低，具

体表现在基础工业和原材料加

工业 所占比 重 较大、 工业 经济

盈利水平有待提高。其主 要原

因则在于这些行业的效益主要

自来于初级产品，产业结 构和

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创新能

力较弱。

成 熟 型城 市长治市、 吕梁

市、 临 汾市、 忻 州市中， 人 均

GDP 方面， 长治居首， 吕梁 次

之， 临 汾、 忻州居后 ；地方 财

政收入方面，长治居首，吕梁、

临汾、 忻州其 次 ；工业 企 业利

润方面，吕梁、长治居首，临汾

其 次， 忻 州居后。 可以 看出，

各 市 人 均 GDP、 地 方 财 政 收

入、工业 企 业利润总额经济发

展即经济基础方面有好有坏，

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各城市

经济发展方向或者政策使然。

有的城 市， 比 如 长治市、 吕梁

图 4  2014—2018 年五市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图 5  2014—2018 年五市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图 6  2014—2018 年五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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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4—2018 年五市公路通车里程

图 8  2014—2018 年五市地方财政支出

图 9  2014—2018 年五市进出口差额

市积极改革创新，工业 企 业利

润总额由之前的入不敷出发展

到 2017 年利润收入的大幅度增

加 ; 反 之， 忻 州市等 城 市 不能

与时俱 进， 人均 GDP、 财政收

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都 整 体

偏低，经济基础就显得相对薄

弱。

（二）基础设施环境

五个资源型城市基础设 施

各 指 标 测 度 结 果如图 5 至 图 7

所示。

经济起飞离不开基础设 施

建 设 的助 推。 从 图 5 至 图 7 中

可以看出， 朔州市移动电话年

末用户数、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

户数、公路 通车里程 三个指标

都位于四个成熟型资源型城市

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朔

州市通讯设 施、网络通讯设 施

度、 交 通 设 施 即 基 础 设 施 的

发 展较为落后。作为成长型城

市，朔州市必须 要加大 对基础

设 施的建 设力度，这也是其面

临的首要问题。反 之，四个成

熟型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在山

西省内相对 完善，其中临汾市

基础设施环境优势最为明显。

（三）市场环境

五个资源型城市 市场环境

各 指标测度结果分别见图 8 至

图 10。

从 图 8 至 图 10 中 可 以 看

出 在 2014-2018 年 期 间， 五个

城市地方财政 支出、进出口差

额、 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三个市

场 环境指标中， 作为成长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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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朔州市与成熟型城市长治

市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水平都

比较高，一方面说明两个城市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性相对比较

强，并且有着高效 益的市场环

境 ；另一方面说明随 着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的发

展与社会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

需求，进而促使政府满足这些

需 求，财政支出增大。进出口

差额方面，长治市与朔州市进出

口贸易额相 对比较平衡， 从长

远角度来看有利于两个城市市

场环境的进步与发 展 ；反 之，

吕梁市、 临 汾市、 忻州市进出

口差额大量逆差，这种情况的

出现将会致使山西省内资源外

流、对外 债务增加，不利于 省

内经济的发 展与进步。这种状

况同样会 影响山西省内经济的

正常运行，不利于市场 环境的

长久发展，地方财政支出、居

民消费水平均偏低，一定程 度

上也说明吕梁市、临汾市、忻州

市的市场环境发展程度较低。

（四）人文环境

五个资源型城市人 文环境

各指标测度结果分别如图 11 至

图 13 所示。

作为成长 型城 市， 朔州市

教育行业的法人单位数、普 通

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自然科学

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三

个人文环境的指标数 据都严重

靠后，在一定程 度也说明技 术

的短缺和人 才的匮乏无疑是制

约朔州市创新环境发展的重要

图 10  2014—2017 年五市人均居民消费

图 11  2014—2017 年五市教育行业的法人单位数

图 12  2014—2017 年五市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2019 11REGION 区域



52

图 13  2014—2017 年五市自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

因素 ；自然 科学研 究与技 术开

发研究机构数的稀少也在一定

程 度 上说明了朔州市自然 科学

研 究与技 术开发相对落后，还

需继续努力营造其创新环境的

发展。反之，四个成熟型城市

的教育行业的法人单位数、普

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自然科

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

都显著 高于成长型城市，进 一

步 说明了成长型城市与成 熟型

城市在人文环境方面的差距，

其中长治市的自然 科学研 究与

技术开发研究机构数 第一，说

明其技术研发程度较高，临汾

市的教育行业的法人单位数、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都排名

第一，反映出临汾市的教育 程

度较高。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选取成长型资源型城

市朔州市，成 熟型资源型城市

长治市、吕梁市、临汾市、忻州

市共五个城市作为样本区域，

分析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

创新环境方面的差异。结果表

明 ：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创

新环境确实存在着较为明显的

差 异， 其中， 成长 型资源型城

市经济基础、基础设 施与人文

环境方面相对于成熟型资源型

城市较为欠缺，大部分的成熟

型城市在市场环境方面都明显

落后于成长 型城市。 因此， 不

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在优化创

新环境时应有所侧重。对于成

长型资源型城市来说，创新环

境的优化应加强经济基础方面

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

入力度，加强人 文环境方面的

建设。而对于成熟型资源型城

市来说，创新环境的优化应主

要侧重于优化市场环境，不断

加强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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