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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

位置。创新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主题。当

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到功能疏解新阶段，知识密

集型资源开始主动布局津冀，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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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双向专利权转移流为切入点，使用空间交互模型估计目的地固定效应，测算出区域吸收能力并探索京津

冀区域协同创新中“疏得出、接得住、能发展”的空间协同模式，对协同创新中“谁来协同，往哪协同，怎么协同”等关

键问题进行突破。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呈现“核心—半核心—边缘”特征，北京、天津、石家庄和

唐山等现实吸收能力较强的地区应成为协同主体。②根据技术同质性和空间相邻性对现实吸收能力的重要作用，

测算出京津冀区域的有效吸收半径为200~300km，潜在区域吸收能力呈现中部、东部和东北部较高的特点。③根据

现实和潜在吸收能力的适配后总结出四种空间模式。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的最新空间布局相比，还需从当前

的圈层状吸收格局向版块状发展，加强京津、京保石、京唐秦的结点连接，提升廊坊、保定、秦皇岛、承德的潜在吸收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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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lateral patent transfer, this paper uses a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 to estimate the

destinations’fixed effects and measure Beijing- Tianjin- Hebei’s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It explores the spatial

coordination pattern of the abilities in dispersal, undertaking in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innovation,to find a breakthrough

for the problem of“who, where and how to coordinate”. 1)For whom to be coordinated: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Beijing-

Tianjin- Hebei’s regional coordinated innovation shows the feature of“core→ semi- core→ border”, so that Beijing,

Tianjin, Shijiazhuang and Tangshan which have stronger re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should be the principal cities for

coordination. 2)Where to coordinate: it verifies the essential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similarity and spatial proximity on

re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and estimates that the valid radius is between 200km to 300km. The potential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are higher in the middle,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part. 3)How to coordinate: It adapts the potential

and real capacities to conclude four types of spatial pattern. Compared to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in the plan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absorptive pattern should be development from circles to block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eijing-Tianjin, Beijing-Baoding-Shijiazhuang and Beijing-Tangshan-Qinhuangdao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upgrade

the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in Langfang, Baoding, Qinhuangdao and Che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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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好地实现协同创新呢？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北

京对外疏解的角度谈协同，较少从承接地的吸收能

力角度认识京津冀总体的功能空间优化，使协同创

新中“协同哪些，谁来协同，往哪协同，怎么协同”等

关键问题无法获得实质性解决。

从吸收能力角度来看，对于“协同哪些”，大部

分学者认为北京应对外疏解与协同两大方面：一

是，相对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批发市

场等经济部门；二是，区位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

共部门，如科教文卫机构、央企总部等等①。然而低

端的产业大部分污染大，受环境承载力的要求，津

冀主动协同的意愿低；另一方面，由于津冀与北京

落差大，公共服务类资源和机构的协同，面临的市

场阻力大，效率低。当前津冀两地吸收意愿最强的

是科技等知识密集型资源。2014年前3季度，中关

村接待津冀来访 50余次，赴津冀等地调研考察 30
余次，中关村企业在津冀累计设立分支机构 1 532
个。在知识密集型机构主动布局津冀这一新的时

代背景下，津冀将重点加快科技和知识密集型机构

与要素的吸收。

对于“谁来协同、往哪协同、怎么协同”，如果从

区域吸收能力的角度来理解，则很多问题的症结变

得更为清晰。①由于没有处理好“首都疏解后置换

出新空间上的吸收能力优化和津冀等地的现有吸

收能力建设”之间的空间关系，导致首都不愿疏与

津冀不愿接并存的“疏不出”困境；②由于对承接地

的吸收能力缺乏明确空间统筹与精准摸底，导致政

府规划的协同空间“接不住”。市场自发选择以滨海

新区、石家庄等次发达区域吸收科研服务外溢，而政

府协议则以后发地区作为创新承接地。③由于承接

地的吸收能力建设与协同需求不匹配，导致协同后

“难发展”，体现为：第一，津冀分蛋糕的现象严重，

如河北规划了 14个产业承接区，仅保定就规划了

34个产业园区，占地1 149km2；第二，传统的地价招

商、税收招商方式并不适应协同需求，导致注册地

转移等形式上协同现象严重，而实质仍疏而不解。

以余额宝为例，其注册地在天津河西区，但在天津

河西区只有六七个员工，大多数员工在北京办公。

当前京津冀面临的“疏不出、接不住、难发展”

等困境，关键是三地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公共服

务、科技资源等区域吸收能力建设方面缺乏空间统

筹，北京对津冀的虹吸以及津冀与北京的巨大断层

成为阻碍京津冀协同的关键制约因素。本文在这

一思考下，以目前京津冀较为关注的协同创新为背

景，以可标准化和可贸易的专利权转移为切入点，

重点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测算的角度探索“疏得

出、接得住、能发展”的空间协同模式。

1 区域吸收能力的文献综述

区域获取技术和知识的来源主要有两种：内部

创造与外部吸收。对于后发国家的区域发展而言，

在开放条件下加快对知识的外部吸收是快速有效

的选择。

1.1 区域吸收能力概念的演进脉络

吸收能力的概念起源于Cohen等针对企业吸收

能力的开创性与奠基性研究［1］。此后大量学者借

鉴组织学习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知

识管理理论等，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企业吸收能力理

论，并认为吸收能力是对外部知识进行识别、评价、

吸收、转化、整合和应用的能力与过程，其本质是将

外部知识和信息转化为企业可用资源。2000年以

后其强有力的逻辑和影响扩展至区域层面。大量

文献借鉴企业研究成果与研究范式，对区域吸收能

力进行解读［2］。最新研究认为，区域吸收能力是区

域识别、获取、消化、利用外部知识的复合能力，是

特定禀赋与区位下形成的内生空间引力［3］，分为吸

收吐纳与吸收转化能力［4］、外部知识获取和内部扩

散能力、潜在吸收与现实吸收能力等不同类型。

1.2 区域吸收能力的测算与估计

由于吸收能力的非实体性，对它的量化有一定

难度，已有测算主要采用代理变量法、综合评价法

和模型参数法。欧美最新研究采用空间交互模型

对目的地固定效应的系数估计［3］以及通过R&D与

科学家移动交叉项的系数来估计［5］。

1.3 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协同

区域吸收能力建立在区域间社会性互动与合

作基础之上，尤以地理、制度、企业的优化响应为条

件。区域间的空间邻近性将加大吸收能力［6］。当

前我国区域间吸收能力的空间差异在扩大，以京津

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地区较高，而中

西部则较低［7］，差异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落后和

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8］。

1.4 区域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与政策选择

区域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

① 赵超. 北京非首都功能如何疏解？［EB/OL］.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2/10/c_1114325978.htm，201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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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创新网络特征、市场竞争程

度、技术差距、关系租金等。在溢出—吸收框架下，

政策强调与补贴溢出相比，对区域吸收能力的补贴

将更能提高补贴政策的激励功效［9］。

相比较为成熟的企业吸收能力理论范式，区域

吸收能力的理论体系较为薄弱。京津冀协同发展

提供了“源点主动转移与目的地吸收”的大试验场，

亟需结合这一新的时代背景，考察京津冀区域吸收

能力的空间规律，拓展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进一步

指导京津冀发展实践。从现有定量研究来看，以代

理变量或综合指标评价的区域吸收能力测度方法

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并不能展现出知识吸收的空间

联系以及城市对知识资源吸收的动态过程。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使用参数估计的方式

来定量测算区域吸收能力。此外，从现有区域单元

来看，目前研究主要立足于以省份为单位的研究，

边界划分过宽，本文尝试基于京津冀下属 13个城

市的双向吸收流进行具体研究。

2 实证模型

实证部分使用京津冀 13个城市的专利权转移

的“流数据”，基于源点—目的地关系，从目的地流

入视角理解现实区域吸收能力；运用空间交互模型

的扩展对目的地固定效应进行参数估计，引入技术

相容性和吸收半径等变量，测度京津冀潜在区域吸

收能力，并对潜在吸收能力和现实吸收能力进行适

配。本部分给出计量模型的形式，说明被解释变量

与解释变量的具体含义与数据来源。

2.1 空间交互模型的基本形式

对吸收能力的测算遵循如下思路：第一，对源

点—目的地的双向专利转移流而言，以协同网络中

的点入度所反映的到目的地的专利权情况反映目

的地现实的吸收数量；第二，通过扩展的空间交互

模型测算获得的估计吸收能力值，反映在控制空间

距离、技术相容性、流入源点技术存量特征等条件

下，京津冀各城市内生的潜在吸收能力。第三，根

据现实—潜在的吸收匹配分析，获得京津冀各城市

吸收能力的空间协同模式。基于上述逻辑，在模型

理解上有两个重点：一是，区域现实吸收能力的测

度需要理解城市间专利权转移双向流，本文在源点

—目的地（简称O-D）框架下运用社会经济网络分

析的中心度概念对现实吸收能力进行刻画。第二，

科学扩展空间交互模型。空间交互模型中的参数

具有特定的经济地理学含义，是表达空间相关作用

的经典方法，对空间经济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空间交互模型的基础形式如下：

Flowod = kFoFd

d
式中：Flowod 是源点（origin）到目的地（destination）
的专利权转移数量；Fo 和 Fd 分别为源点和目的地

的专利总量；k为引力系数。

由于专利权转移的影响因素有其特殊性，需要

引入其他控制变量来保证模型的解释力，很多学者

都是用这种方法将空间交互模型不断完善［10］。首

先，考虑两个城市间的技术同质性①。不同类型的

专利在吸收水平上的区域差距可以用区域技术相

容性的概念来表达［11］，以往研究中也出现了知识流

动模型里相容性指数（Compatibility Index）的计算

方法［12］。本文的模型中引入区域技术相容性指数

Similarityod作为考查技术同质性的指标。由空间交

互模型扩展后的城市间专利权转移 Flowod 可表示

如下：

Flowod = ( )Distanceod
β1( )Similarityod

β2( )Oj

δj( )Di

δi( )FoFd

β3

式中：Flowod 为源点 O 到目的地 D 的专利转移；

Distanceod 为源点O到目的地D的距离；Fo 和 Fd 分

别为源点和目的地的专利存量。类似于“个体固定

效应”；Oj 和 Di 各自代表在一对专利权转移 Flowod

中是否为本源点和本目的地的13个虚拟变量。对

于 Oj,o 和 Di,d（o，d=1，2，…，37），当 j=o时，Oj,o = 1，

反之为0；当 i=d时，Di,d = 1，反之为0。对于目的地

d而言，其待估参数 δi（i=1，2，…，13）的值即为该城

市的潜在区域吸收能力，其经济学涵义是在控制了

空间距离、技术结构、技术存量特征等各种因素之

后，目的地吸收知识创新的内生能力，由此模型可

以估计出每一个城市的吸收能力共计13个参数值。

对该模型取对数，得到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

lnFlowod = β0 + β1 lnDistanceod + β2 ln Similarityod +∑
o

δj,o( )Oj,o +∑
d

δi,d( )Di,d + β3 ln( )FoFd + εod

2.2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知识转移的作用处于创新过程的中心地位。

企业的创新活动首先从对现有知识和专利进行评

估和组合开始，只有当这种做法搁浅时，他们才会

考虑投资研究［13］。专利权的交易就是这种评估和

①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应用重力模型时考虑的林德假说（Linder hypothesis）类似，即两国之间收入水平、偏好关系、需求结构越相近，重叠
需求越高，从而贸易量也就越大，那么专利权转移中若两地的技术结构越相似，则流动的数量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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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的体现。就创新的联系而言，分为强联系和弱

联系。两种联系对创新的影响不一样：以专利权转

移等为主的弱联系将拓展新的信息渠道，更有利于

探索式创新；以生产、投资为主的强关联将强化已

有的创新联系，更利于利用式创新［14］。本文以专利

权的转移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不同区域产生探索

式创新的能力以及协同情况。

然而，城市之间各类源点—目的地的流数据获

取是一个难点［15］。本文通过中国专利信息服务平

台（http://search.cnipr.com/）搜集了当前国内研究中

还鲜被使用的专利权区域间转移数据，以京津冀11
个地级市和2个直辖市共13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查询自1985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1月1日之间，

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城市的专利数量①为 Flowod（o

为专利源点，d为专利目的地，下同）。这 13×12对
的流量数据构成了 156个样本，即被解释变量。对

Flowod 为零值的情况，参照 James P. LeSage的方法，

对所有 Flowod 值全部加上一个极小值1之后再取对

数［16］。

关于目的地和源点的专利存量，本文采取差异

化的时期选取策略。对于一个目的地而言，其专利

存量即城市自身拥有的专利数 Fd ，取值自 2008年
1月1日至2014年11月1日这一个较短时期内的该

城市获得授权的专利总量，因为其技术需求主要同

本地近年来所申请的专利相关。而该目的地所面

对的其他12个源点各自的专利存量即可供其吸收

的专利数 Fo ，取值自 1985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1
月1日这一较长时期的获得授权专利总量，因为所

有外部技术都可能会被目的地需要。 Fd 和 Fo 的数

据来自“中国专利公布公告”②。

在技术同质性方面，相容性指数 Similarityod ，

使用专利结构的相似度衡量。根据国际专利分类

号 IPC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划分的八个类别，类

比于产业经济学中常用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

计算方法，公式如下：

Similarityod = ∑k = 1
8 Xd,kXo,k

∑k = 1
8 X 2

d,k∑k = 1
8 X 2

o,k

式中：o和 d表示源点和目的地；k表示八类（A~H）
专利中的某类占本地发明和使用新型专利总量的

比重。

在距离变量方面，分别选取空间距离和时间距

离表示。使用 Lengthod 直接衡量两个城市间的空间

地理距离，通过经纬度计算公里数；Timeod 则考虑

地理非均质性，使用城市间的时间距离，通过最短

铁路客运用时计算分钟数，无直达列车时选择用时

最短转车方案，数据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 12306网
站。此外，为了考察京津冀区域的吸收半径，设定

空间距离虚拟变量 r cod ，表示两城市是否在半径为 c

km 的圈层之中，c=100，200，300，400，500，600，
700。 当 Lengthod ≤100 时 r100od = 1 ，反 之 为 0；当

100＜Lengthod ≤200 时 r 200
od = 1，反之为 0；r 300

od 、r 400
od 、

r 500
od 、r 600

od 、r 700
od 的含义依此类推。

各个解释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1。
3 实证结果

3.1 现实区域吸收能力的测度结果和空间特征

3.1.1 现实区域吸收能力的测度结果

本文突破传统上以地理距离为主的方法，以网

络结构中的度数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来考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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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解释变量

技术相容性

距离

吸收半径

技术存量

Similarityod

Lengthod

Timeod
r100od

r 200
od

r 300
od

r 400
od

r 500
od

r 600
od

r 700
od

FoFd

计算方法

专利结构相似度

空间距离

时间距离

是否在半径为 c km的圆圈之中

目的地与源点专利存量的乘积

样本数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156

均值

0.940
298.182
260.256
0.038
0.269
0.269
0.179
0.154
0.038
0.051

4.99E+08

标准差

0.055
148.664
186.324
0.193
0.445
0.445
0.385
0.362
0.193
0.221

2.48E+09

极小值

0.766
53.100
17
0
0
0
0
0
0
0

1.41E+06

极大值

0.997
664.800
683
1
1
1
1
1
1
1

2.18E+10

① 由于外观设计专利并不具备相当的技术性，此处的专利数量为发明和实用新型两类数量之和。
② 中国专利公布公告网址http://epub.sipo.gov.cn/gjcx.jsp。



实的吸收特征。相对度数中心度反映了网络中每

个结点与其他结点联系的紧密程度，与这一城市在

专利转移网络上的影响力正相关，由点入度（in-de⁃
gree centrality）和点出度（out-degree centrality）的加

和得到。在有向网络中，点入度为到该结点的联系

紧密程度，点出度为从该结点对外的联系紧密程

度。因此，点入度（ ICi）和点出度（OCi）分别反映

了城市 i的专利转入和转出的水平，计算方式如下：

ICi =∑
i = 1

13
aj, i ，OCi =∑

i = 1

13
ai, j ，度数中心度= ICi +OCi

式中：a 表示转入或转出数量的标准化；aj, i 表示从

城市 j到城市 i的转入数量的标准化；ai, j 表示从城

市 i到城市 j的转出数量的标准化。由于本文重点

考察吸收能力，所以主要使用到目的地结点的点入

度进行考察。相对度数中心度的点入度数值见

表2。
3.1.2 现实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特征

京津冀专利权转移网络呈现“核心—半核心—

边缘”的结构。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北京经过标准化后的相对度数中心度的

点入度为1，北京该指标最高，充分体现了北京作为

京津冀科技创新中心的绝对优势地位①。京津冀区

域的创新高度依赖北京进行协同，首都所处的协同

结点位置为其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提供机会，

从而比网络中其他位置的成员更具有竞争优势。

第二，天津、石家庄、唐山在网络中处于半核心

的结点。天津具有很强的科技优势，在创新总量联

系紧密度上要优于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和

重要的经济城市，石家庄和唐山较高的相对度数中

心度，体现石家庄、唐山与省内城市之间在创新与

其他城市联系紧密。但另一方面，虽然天津对外联

系的总量要高于石家庄，但是，石家庄对其他两个

结点的连接能力要更强一些②。

第三，处于网络边缘地位的河北省多地呈现阶

梯状的三个层次。从相对度数中心度来看，保定、

沧州、秦皇岛与其他地区进行协同的比例为一半以

上，邯郸、廊坊、邢台、承德为一半，张家口和衡水为

一半以下。在河北的边缘结构中，保定、沧州、秦皇

岛等多地在现实吸收能力上具有协同优势。

第四，专利转移双向流网络存在明显的结构

洞［17］。结构洞理论认为还未被连接的单位之间的

潜在连接即结构洞，能够为创新双方的获利交易提

供杠杆和机会。在专利权转移中，张家口与承德、

张家口与衡水、承德与廊坊、廊坊与邯郸、邯郸与衡

水等地未被连接，呈现创新网络中的结构洞。这一

方面说明了河北各地中未被联系的单位之间存在

潜在连接的可能性，协同创新可以以存在结构洞的

地区为突破口和切入点进行完善与重组；另一方面

也说明，河北各地主要通过北京、石家庄、天津、唐

山等结点进行联系，很多结点还不具备吸收能力，

该网络主要依赖支配性结点的作用。

第五，空间协同的方式主要分为四种：一是，总

部—分支为主的组织建立式协同，如北京吸收邢台

的专利权，名称为弯曲塔材校正器，变更前权利人

为邢台供电公司，变更后权利人为国家电网公司和

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二是，企业专利交易为主的

中介式协同，如秦皇岛吸收唐山的专利权，名称为

复合环氧树脂复合型电缆桥架生产工艺，变更前权

利人为唐山市福恩特防腐电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变更后权利人为秦皇岛市科瑞特防腐工业电气有

限公司；三是，个体迁移为主的地域转移式协同，如

天津吸收北京的专利权，名称为聚烯烃微多孔膜的

制造方法，变更前地址为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张辛

橡胶厂内，变更后地址为天津市宝坻区经济开发区

九园工业园 2号路；四是，校企合作为主的产学研

式协同，如河北石家庄吸收保定的专利权，名称为

一种防治禽大肠杆菌病的药物，变更前权利人为河

北农业大学，变更后权利人为河北远征药业有限

公司。

3.2 潜在区域吸收能力的测度结果和空间特征

3.2.1 潜在区域吸收能力的测度结果

通常含有虚拟变量的回归中需要剔除一个变

量作为基准组来避免虚拟变量陷阱，回归系数体现

的是对照组与基准组间的影响力差值。我们使用

① 本文也测算了全国37个主要大中型城市的专利权转移网络，其中北京除了在京津冀区域内具有强大的现实吸收能力，与广州、深圳、
杭州、成都等具有密切的吸收—吐纳关系。天津和石家庄等地在全国网络中则与其他城市的关联并不密切。

② 本文测段的中间中心度指标中，天津为4.46，石家庄为14.48，该指标越大，说明该结点连接其他两个结点的中介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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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3个城市的相对度数中心度
Tab.2 Relative degree centrality of the 13 cities

地区

相对度数中心度（点入度）

北京

1
天津

0.91
石家庄

0.83
唐山

0.83
保定

0.75
沧州

0.67
秦皇岛

0.67
邯郸

0.5
廊坊

0.5
邢台

0.5
承德

0.5
衡水

0.42
张家口

0.33



Hirschberg & Lye的变形方法［18］，既能够将各城市吸

收能力单独计算，又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将上式

改写为：

ln( )Flowod = -y +∑
c

β1
æ
è
ç

ö
ø
÷r cod - nc

n700
r 700
od +

β2[ ]ln( )Similarityod - - -- -- -- -- -- ----- -- -- --ln( )Similarityod +
β3[ ]ln( )FoFd - - -- -- ----- --ln( )FoFd +
∑

o

δj,o( )Oj,o -Oj,beijing +∑
d

δi,d( )Di,d -Dj,beijing + εod

式中：nc 表示各个吸收半径下的城市组数；n700表

示 距 离 在 600~700km 间 的 城 市 组 数 ；
-
y 、

- -- -- -- -- -- ----- -- -- --ln( )Similarityod 、
- -- -- ----- --ln( )FoFd 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

ln( )Similarityod 、ln( )FoFd 三者的均值，其中
-
y 即是

改写后回归式的常数项。先选择“北京市”作为目

的地抽离出来获得其他12个城市的吸收能力数值

δi,d（i=2，3，…13），继而北京市的潜在吸收能力即可

通过计算 -∑δi,d(i≠1)得到。通过观察上式可以看

出，变形后的待估参数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直

接作为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

按照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吸收半径分别参与

回归，得到三组实证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结果

Tab.3 Results of regressions

技术相容性

目的地与源点专利存量的乘积

空间距离

时间距离

100km半径

200km半径

300km半径

400km半径

500km半径

600km半径

700km半径

常数项

样本量

R-squared

（1）
5.281***

（1.972）
0.512***

（0.072）
-0.332**

（0.159）

-7.840***

（1.263）
156
0.682

（2）
5.437***

（1.946）
0.457***

（0.076）

-0.284***

（0.102）

-6.875***

（1.328）
156
0.690

（3）
5.987***

（1.990）
0.517***

（0.071）

0.512
（0.407）
0.292**

（0.138）
-0.301**

（0.142）
-0.374**

（0.162）
-0.406

（0.392）
-0.505**

（0.229）
-7.922***

（1.254）
156
0.69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
水平。

三组回归的R2分别为0.682、0.690、0.699，总体

解释力良好。具体来看，技术相容性在三组中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这验证了前文的假设，即技术同

质性对专利转移的促进作用。目的地和源点专利

存量的乘积在三组回归结果中均在 1%的水平显

著，体现出“专利池”的显著影响。

在距离变量方面，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均在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吸收半径变量中除了500km半

径不显著以外，其他半径数均在1%或5%水平下显

著。按照本文所设定的虚拟变量参数计算方法，可

以求得半径为700km时的系数为-0.582，并且100~
700km的系数呈现依次递减特。200~300km的系数

由正变负，所以200~300km间存在临界值，200km约

为京津冀区域专利转移的有效吸收半径。

本文采用解释变量更多和决系数更高的第三

组回归结果来考察 δi 即13个城市潜在吸收能力估

计值，测度结果列于表4。其中，北京的潜在吸收能

力遥遥领先，而天津的潜在吸收能力居于中游，河

北省的承德、唐山和石家庄潜在吸收能力较高，而

邯郸、衡水和廊坊的潜在吸收能力最弱。

表4 京津冀13个城市的潜在吸收能力
Tab.4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of the 13 cities in

Jing-Jin-Ji

城市

北京
承德
唐山
石家庄
沧州
天津
张家口

吸收能力

0.616
0.527
0.423
0.312
0.194
0.052
0.046

排名

1
2
3
4
5
6
7

城市

秦皇岛
保定
邢台
邯郸
衡水
廊坊

吸收能力

0.006
-0.046
-0.418
-0.525
-0.525
-0.662

排名

8
9
10
11
12
13

3.2.2 潜在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特征

对 13个城市的潜在区域吸收能力值进行标准

化处理，使廊坊成为标准值，绘制柱状如图1。
京津冀 13个城市的潜在区域吸收能力呈现出

中部、东部和东北部较高的特点，西北部次之，西南

部最弱。首都北京作为绝对核心，潜在区域吸收能

力最强；天津的潜在吸收能力较好，与北京能够形

成较为稳定的双城关系，但位于双城中间的廊坊潜

在吸收能力最弱，是专利权转移的洼地。这主要与

本文所研究的创新联系有关。本文所研究的专利

权转移，是交易型联系，体现的是创新中的弱关联，

主要体现有价值信息搜集和运用，知识延伸范围

大，但带宽较窄，与探索式创新密切相关［19］，而廊坊

目前的发展以生产驱动型为主，强调以生产工艺和

流程创新为主的应用式创新［13］，因此从根本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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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力来看，廊坊较弱。京津发展轴、京唐秦发展

轴和京石发展轴上的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这五

个主要城市的潜在区域吸收能力位于前列，轴线特

征明显；中部核心发展区和东部滨海开放区的承

德、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城市的潜在区域吸收能力

都处于领先地位，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和南部功能拓

展区各城市的潜在区域吸收能力则普遍低下。

图1 京津冀潜在吸收能力的空间特征
Fig.1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in Jing-Jin-Ji

3.3 现实和潜在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适配模式和

比较分析

3.3.1 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适配模式

本文分别考察了现实和潜在的区域吸收能力

后，获得京津冀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适配模式。可

大致上将该模式分为四类：

①现实吸收强、潜在吸收强地区：以北京、天

津、石家庄、唐山为代表；

②现实吸收强、潜在吸收弱的地区：以廊坊、保

定等为代表；

③现实吸收弱、潜在吸收弱的地区：以衡水、邢

台、邯郸为代表；

④现实吸收弱、潜在吸收强的地区：以秦皇岛、

承德、沧州、张家口等为代表。

将这一结果与京津冀最新的知识密集型机构

的空间布局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较高的一致性。第

一，北京现实和潜在吸收能力均很强，科技创新中

心地位十分明确；第二，天津、石家庄、唐山等潜在

吸收能力强的地区，在最新进展中也成为高新技

术、信息传输服务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投资的

重点城市。第三，廊坊是快速承接北京制造业的地

区。2009年以来，廊坊承接了中关村 22万家高新

企业在津冀投资项目数量的 27%，占比最高；保定

为 11.7%，占比居第二。两地潜在吸收能力值较低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北京的吸收以实体转移

和一般制造转移为主，对北京吸收的质量还有待提

高；第四，秦皇岛、承德、沧州、张家口目前与周边区

域的协同创新并不多，是现实吸收能力较弱的地

区，但是潜在吸收能力较强，在京津冀三地签署的

科技协同计划中成为非常重要的创新承接地。

图2 潜在吸收能力和现实吸收能力的空间适配
Fig.2 Spatial adaptation between potential and re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3.3.2 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模式与规划纲要布局

结果的比较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是自 1980年代末

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出现实质性重大推进的集中

表现，也是未来实现京津冀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

文件。其中空间布局是确立未来主要城市空间发

展走向的关键。在该文件中，空间布局的基本思路

是以北京为核心，京津双城，沿京津、京保石、京唐

秦三轴发展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沿海发展区、南

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生态涵养区等四区。

将本文以区域吸收能力为核心测算的空间特

征与该规划空间布局相比（图3），体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的理想空间布局相

比，京津冀区域吸收能力还未形成以点带面的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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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分布，而主要以轴带和圈层状为主，体现为以北

京—天津—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秦皇岛

—沧州，廊坊—保定，邯郸—邢台—衡水等不同层

次的轴带与圈层。第二，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的

理想空间布局相比，在不同结点的连接上目前还存

在明显的断点，如京津之间的廊坊，京保石连接轴

中，目前京保和保石之间的吸收能力并不匹配；京

唐秦连接轴上，唐秦等都存在断点。因此，未来在

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格局中需要高度重视城

市间的联系与吸收能力的匹配。第三，在现有格局

下，一方面可以在夯实现实吸收能力基础上，以提

升廊坊、保定的潜在吸收能力为突破口，加快对首

都周边地区中高端创新能力的培育，同时加大对秦

皇岛、承德、沧州、张家口等地的倾斜，使得这些区

域能够更好地发挥吸收的潜力。

4 基本结论与启示

京津冀协同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突

破点。本文以1985—2014年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

的专利权转移数据为基础，测算京津冀区域的现实

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并通过现实和潜在吸收

能力的空间适配，试图寻找京津冀区域吸收能力的

网络特征、分布格局和空间协同规律。首先，本文

试图突破传统研究中侧重源点主动转移与溢出的

惯性，从目的地吸收的角度考察京津冀区域的协同

创新程度和空间规律；其次，在承接企业吸收能力

研究传统上，本文在现实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

适配基础上，提供了区域吸收能力的定量框架；第

三，将测算结果与京津冀协同中的最新进展和最新

文件进行比较分析，获得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改进

方向。

本文获得的基本结论及启示有四点：

第一，京津冀协同创新网络呈现“核心—半核

心—边缘”的结构特征。北京的现实吸收能力最

强；天津、石家庄、唐山次之；边缘结构具有三个梯

度层次，且存在明显的结构洞。北京、天津、石家

庄、唐山的现实吸收能力强，能够在协同创新中起

引领作用，这与四地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

强的政治地位和较中心的地理位置相吻合，应当发

挥好四地在京津冀协同创新网络中的核心与半核

心作用，形成创新增长极，强化其他 9个城市与其

的创新联系。另一方面，打破京津冀区域协同困局

应该重点关注存在结构洞的地区，如加强张家口与

承德、张家口与衡水、承德与廊坊、廊坊与邯郸、邯

郸与衡水等这些区域的创新连接，这将是完善未来

协同网络，形成新网络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第二，技术同质性和空间相邻性对现实吸收能

力起着重要作用，200~300km是京津冀区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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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区域吸收能力的测算和规划纲要的空间布局比较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asurements basing on the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and spatial layout of the plan



吸收半径。距离、技术相容性和吸收半径对协同创

新起着不同的作用。技术相容性对区域专利权转

移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说明同质性在打造京津

冀协同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增强区域间的技

术关联性和产业关联性，避免因割裂与分化而阻碍

专利转移。城市间的距离会对技术转移产生负向

作用，因此，合理统筹承接地的空间布局，应优先考

虑200~300km的有效吸收半径，避免舍近求远而增

加协同成本。

第三，13个城市的潜在区域吸收能力在空间上

呈现中部、东部和东北部较高的特点。比照“一核、

双城、三轴、四区”的京津冀空间布局，区域吸收能

力与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定位基本一致，关

键结点城市都具备较高的吸收能力，生态涵养区和

功能拓展地区则吸收能力较弱。

第四，从现实吸收能力和潜在吸收能力的空间

适配来看，京津冀区域分成四种基本类型。北京市

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具备绝对领先优势，应当发

挥中关村国家资助创新示范区的示范作用，瞄准技

术创新总部聚集地与科技成果交易核心区的目标

方向。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应进一步夯实吸收能力

的优势。承德、张家口位于西北部生态板块，沧州、

秦皇岛两地位于东部滨海开放区，虽然在以往的吸

收能力上并不领先，但本文识别出四地较高的潜在

区域吸收能力，随着协同创新的日益深化有望成为

新兴的创新型城市，在健全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网

络和促进科技资源转移的进程中应当将之作为重

点承接地，强化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和示范推广能

力。衡水、邯郸、邢台等城市在现实和潜在吸收能

力上都明显滞后，但也存在结构洞带来的杠杆和机

会，未来发展中应当有针对性的提升吸收能力，一

方面，综合考虑距离成本和技术相容性，加强对周

边地区的学习并增强技术结构的相容程度，走一条

先提质增效再跨越发展的协同创新道路。与最新

的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相比，未来京津冀协同创新

用着重在两个方面突破：一是区域吸收能力的空间

结构应从圈层状向板块化转变。转变的关键是区

域吸收能力的培育应在已经形成的中心结点条件

下，不仅加大中心结点的吸收和吐纳的联系总量，

而且要强化核心和半核心结点对其他结点的中介

联系能力，从而更好地拓展创新网络；二是区域吸

收能力的空间连接上，重点加强京津、京保石、京唐

秦等结点连接，并逐步提升较为落后地区，如廊坊、

保定、秦皇岛、承德、沧州、张家口等地的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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