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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旳动力 与路径

何传启

中 国 科 学 院 中 国 现代化 研 究 中 心
， 北 京

摘 要 年 中 国 城 市 人 口 比 例 首 次 超 过 全 国 进入 城 市 社 会成 为 社 会 主 体 的 新 时 期 。

中 国 城 市发 展 即 将进入 质 量 与 规模 并 重 、 经 济 与 环 境 双 赢 、 城市 化 与 城 市 现代 化 协调 发 展 的 发 展 阶

段 。 本 文 简 要 讨论 了 创 新 驱 动模 型 、 要 素 驱 动 模 型 和 城市 收 支 平 衡模 型 。 根 据这 些模 型 ， 中 国 城 市

发 展 大 致 有 条基本 路 径 ： 创 新 驱 动 、 技 术 更 替 、 增 大 投入 规模 、 提 高 投 入效 率 、 提 高 投 入 质 量 、 优

化 资 源 配 置和调 整 产 业 结 构 、 提 高 城 市 产 出 、 提 高 城 市 消 费 、 提 高 城 市 生 产 力 和 提 高 城 市 贡 献 比 。

这 些 路 径 只 是部 分 路 径 ， 可 以 丰 富 城 市 发 展 的 政策 选择 。

关 键词 城市 发展 ， 创新驱动 模型 ， 要 素驱动模 型 ， 收支平衡模型 ， 基本路径

根据世界银行 《 世界发 展指标 》公布 的 统 计数 亡 ， 新要素产生 ， 新 老更替 ， 城 市生长 。 新要素来 源

据⑴
， 年世 界城 市人 口 占 世 界 总人 口 比 例 首 于 创新或学习 （ 创 新扩散 ） ， 创新 是新要 素 的一 个重

次超过 ， 全球进 人城 市 社 会 成 为 社会 主 体 的 要源泉 。

新 时期 ； 年 中 国 城 市 人 口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比 例 创新 的 内 涵 与外 延

首 次超过 不 包括港 澳 台地 区数 据 ） ， 全 国 进 创新是一个古老单词 产生 于 世纪 。 它 的原

人城市社 会成为 主体社会 的 新 阶 段 。 中 国 城 市 化 义是 ： 引 人新东西 ， 引 人新概念 ， 制 造新变化 。

已经 引 起 国 内外 广泛 关注 ， 摆在我们 面 前的选择大 年奥地利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 济发展 理论 》
一 书 中

致有 种 ： （ 优先扩 大城 市 规模 ， 继 续 推 进 城市 提 出 ， 创新是一种 新 的生产 函数 ， 包 括 种 形式 ： 新

化 ； （ 优 先提高 城市 质量 ， 重点 推进城市 现 代化 ； 产品 、 新工艺 、 新市 场 、 原料 新供应和企业新组织 。

城市质量和 规模并重 ， 协调推进城市 化 和城市 世纪 年代 以来 ， 出 现 了 技术创新 理论 、 制 度创

现代化 。 中 国 政 府 提出 的
“

新 型城 镇化
”

和
“

创 新 新理论 、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⑷
。

驱 动 战 略
”

， 大 致 属 于第 三 种 选 择 。 即 将 出 版 的 根据创新 的原义 ， 可 以 推导出 创 新 的 内 涵 ： 创新

《 中 国 现代化报告 城市 现代化研究 系 统分 指在世界上首次引 人新物 品 、 新概念或新变化 ； 这种

析 了
—

年期 间世 界 个 国 家 的 城 市化
“

新
”

是知识产 权意 义 的 新 ， 而不是地理 意义或 时 间

和城市现 代化 的 事实和前景 ， 讨论了 中 国城市化和 意义 的新 。 很显然 ，

一个成功 的 创新
，
会赋予城市

城市现代 化的发 展战略 。 《 中 国 现代 化报告 》 新 的 内 涵 ， 提高城市质量 。

认为 ， 借鉴 国 际经 验和 中 国 国 情 ， 《 现代 化科学 ： 国 根据创新 的实践 ， 可 以 推导 出 创 新的外延 ： 创新

家 发达 的 科 学原 理 》 阐 述 的 国 家 现代化 的 动 力 模 有 多种 表现形式 ， 如知识创 新 、 技术创新 、 制度 创新 、

型 ， 其主要 内 容适用于 城市 发展 。 本文 以 此 为基 服务创 新 、 组织创 新 、 管理创新 、 政策创 新等 。

础 ， 讨论 城市 发 展 的 动 力 和 路径 ， 供 大 家 批 评 和 创新驱动 的 三个模型

指 正 。
关于创 新 过程 和 创 新 经 济 学 ， 有 许 多 理 论 模

学原理 》提 出 的 个概 念模型 ， 它们 试图 解释创新

城市是一个有机体 ， 它会新 陈代谢 。 老要 素 消 与发展的关系 。

：

本文于 年 月 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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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创新 驱动 模 型 （ 图 。 创 新 驱 动 模型 有 推 进现代 化 。

条路 径 。
（ 创 新 产 生 新 观 念 、 新 制 度 、 新 知识 其次 ， 创 新扩 散 模 型 （ 图

。 现代化 过 程 是 大

和 新 物 品 ， 它 们 形 成新 文 化 和 新生 活 ， 从 而 推 动 新 量创 新的集 合 ， 所有 创新 不可 能 由
一个 国 家完 成 ；

一

文 明 和 现代 化 ； 在 每 一 个 阶段 都有 信息 反 馈 ， 形 成 个重 大创新 完成 后 ， 必然 会在 国 内 和 国 际扩 散 ， 从 而

从 创新 到现 代化 的 正 反 馈 循 环 驱 动 。 （ 知识 创 促进 文 明 发 展 和 文 明 转型 ， 推 动现代 化 ； 并在 每
一个

新 和 制 度创新 联合 作 用 导致新 科技 ， 技 术 创新和 新 阶段 都有信 息 反馈 ， 形 成从 创新 到 现代 化 的 正反馈

科技 导 致新产业 （ 产 品 ） ， 新 产业 导 致 新 经 济 ， 新 经 循环 。

济促 进 新社会 ， 新 社会 促 进 现 代化 ； 现 代 化 促 进 知 其三 ， 超 循环 模 型 （ 图 。 现代 化包 括 文 明 要

识 创新 、 技术 创 新 和 制 度 创 新 ； 在 模 型 每 一

步 都 有 素的 创 新 、 选择 、 传播 和 退 出 。 文 明 要 素 的 创 新 、 选

信息 反 馈 ， 形 成从 种创 新到 现代化 的 正 反馈 循环 择 、 传播的 双 向 循环和 文 明要 素 的 可逆退 出 过 程 ， 共

驱 动 。 （ 知 识创 新 、 技 术创 新 和 制 度创 新 的联 合 同组 成一个超 循环 。

作 用 ， 推动 新科 技 、 新 产业 、 新 经济 和新 社 会 ， 进 而

新观念

新制度 新文化
一

创新 新知 只

现代化
新生活

新物 品

信息反馈

制度创新

技 术创新

知识创新 新科技 新产业 新经 济 新社会 现代化

信息反馈

知 识创新
新社会

技术创新 现代化
新产业 新经 济

制度创新

信息 反馈

图 现 代 化过 程的 创 新驱 动模型

虚线 为 信 息 反馈 ， 实线 为作用 路径 。 后 同 。 知识 创新包 括科学 发 现 、 技 术 发 明 、 知 识创 造 和 新 知识 首 次 应用 ； 制 度 创 新

是创立 一

种 新 制 度 ， 它们 发 生 在模 型 的每
一

步 ； 技术创 新 指技 术发 明 的首 次成 功商 业应 用 ， 主 要 是从 新科 技 到 新 产业 （ 新 产

品 ） 的 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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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创新 国 内扩散 国际扩散 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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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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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信息反馈

图 现代化过 程的创 新 扩散模型

创新、

选择

图 现代化过程 的趄循环模型

政策 涵义 献 ； 为 劳动增长率 ， （ 为劳 动增

从创新驱动 、 创新扩散到创新退 出 ， 阐述了 现代 长率的贡献 。

化过程 中创新的主 要作用和 作用 机理 ， 它们 有 比较 假设 ：
，

丰 富 的政策涵 义 。 从 创新驱 动角 度看 ， 城市 发展有 则有

条路径 ：

路径① ： 创新驱 动 。 自 主创新 、 合作创新 、 技术
—

引 进 、 技术转移等 ， 提高创新效率 。

路径 ② ： 技术更替 。 技术 退出 、 产品退 出 、 产业

退 出 等 加 快巳有 技术和产 品的更替 。

一

要素驱动与路径选择
—

城市是一个经 济体 ， 城市发展离不开经济增 长 。 其中 ， 厂为人均 产 出 ， 为 人均产 出 的增 长率 ；

关于经济增长有许多经济模型 。 这里简 要讨论 个 为 入 口 ， 为 人 口 增 长 率 ； 忆 为人 均 资 本 ，

经济模型 ， 它们涉 及要素驱动 与城市发展 。 为人均 资本的增 长率 。

经济 增长 的两个模型 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美 国 等 国 经济 增长 率进

首先 ， 索罗 经济 增长 模 型 。 诺贝 尔经济 学奖 获 行了 实 际测算 表 ，计算方法为 ：

得者索罗 教授 ， 提出 古典经济增长模 型 ， 认为经济增 经济增长率 劳动投人量的 贡献 资本投人量的贡献

长率决定 于资本 、 劳动和技术进步 的贡献 。 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 函 数为 ： 其中 ， 全要素生 产率分为 个部分 ： 知 识进步 、 优化

资源配置和规模经济 。

其中 ， 为产出 ， 为资本 ， 为 劳动 ， 为资本产 出 的 其次 生产力 函数模型 。 生 产 力 函 数模型 认

份额 ， （ 为劳动产 出 的份额 ， 为技术进步乘数 。 为 ， 劳动 生产力 与技术进步成正 比 ， 与劳动 力 的人均

对方程式 取对数形式 ， 然后取差分可得 资本成正 比 ， 与 劳动力 的人均技 能成正 比 。

设 ： ， ，

其中
，

为劳 动投人量 ， 为 劳 动 力 的 人均技能 ，

其 中 ， 为 产 出 增 长 率 ； 为 技 术 进 步 ， 为劳动 力 的 人数 ， 为 劳 动 力 的 人均资 本 ， 为 资

为资本增 长率 ， 为 资本增长 率的贡 本投人量 ， 为产 出 ， 为劳动力 的人均产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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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美 国 真实 增长率 的贡献 来源 率 ， 为 劳 动 力 人均 资本 增 长率 的 贡献 ，

占 总額 为劳 动力 人均 技 能增 长率 ， （

— 为

百分比 比例 劳动力人均技 能增长率的 贡献 。

真 实 增 长 率 政策涵 义

投人 的贡 献
生产 函数 和索罗 经济增 长模型揭 示 了 生 产要 素

与经济增 长的 关系 ， 生产力 函数 模型 揭示 了 生 产要
资本 贝献

素与劳 动生产 力 的关系 。 根据 这些模型 ， 城市 发 展
劳 动 贡献 °

有 条路径 ：

±
路径 ③ ： 增 大 投 入规模 。 增 加 资 本投 入 和劳 动

全要素 生 产率 的 贡 献 投人数量 ， 投人规模驱动 。

教育 的贡 献 路径 ④ ： 提高投人效率 。 提高 人均资 本 、 人均技

知识进步等 的贡献 能和劳 动生 产力 ， 投人效率驱动 。

路径 ⑤ ： 提高投人质量 。 提高 先进技术 、 优质 资

根据柯布 道格 拉斯生 产 函 数 （ ， 生 产力 函 产和优质劳动力 比 例 ， 投入质量驱动 。

数 为 ： 路径⑥ ： 优化资源配置。 调整 产业结构 ， 发 展高
° 、

” 效产业和规模经济 等 结构升级驱动 。

° °

路径 ： 加 快技 术进 步 。 与 创新 驱动 和技 术更 替

路径是一致的 。

收支平衡 与路径选择
。

° ° 城市经济系统 的 收 支平衡 ， 是 维持 城市 功 能 的

其 中 ， 为 技 术 进 步 乘数 ， 为 资 本产 出 的 份 额 ，

关键环 节 。 关于 收支平衡的 分析 方法有很 多 。 这里

一 为劳动 产 出 的份额 。

从城市 产 品和服 务 的最终用 户 角 度 ， 分 析 城 市
■

收支

对方程 式 取 对数形式 ， 然后取差分可得 平 。

城市收支平 衡模型

— 如 果把某个城市 看 成 一 个经济 体 ， 城市 经 济与

其 中 ， 为 劳 动 力 人均 产 出 的 增 长率 ，

城市外 部环境可 以 构成一 个经 济 系统 （ 图 。 城市

为技术进步 率 ， 为 劳 动力 人均 资 本 的 增 长 的 生产 与消 费 、 收 人与支 出 ， 将影 响城市发展 。

一

■ ■

—

第
一

产出 ： 为城外提供产 品和服务 城内 第
一

消费 ： 购买城外产 品和服务

、

、

第二产出 ： 为城内 提供产 品和服务 第二消费 ： 购买城内 产品和服务
，

第三产 出 ： 在城外投资和劳务的净收入 其他 ： 转移支付、 储蓄 、 投资等
‘

图 城市经济的 一 种 系统结构

根据城市 产 出 的 最终 用 户 和城 市消 费 的商品 来源的 价值 流划 分 ， 城 市第 一产 出 与 城市第 一 消 费 构 成一个 价值 流外 循

环 ， 城市第二产 出与城市第二消 费构成一 个价值流 内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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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 城市收人 和产出 的变化大于零 ：

城市 收人 夂
—

城市 支 出 ￡ 城市支出 和消费 的变化大于零 ：

城市生产力 ￡

城市各种生产力 的变化大于零 ：

城市 贡献 比

其中 ， 为城市第
一

产 出 ， 即城市为城外居民 生产 和 城市贡献比大于 城市第
一

产出大于城市第
一

消费 ：

提供 的产品 和服务的 净收人 ， 为城市第
一生产力 ；

°

为城市 第二产 出 ， 即 城市 为城内 居 民生产 和 提供
人和产 出 、 城市支 出 和■ 、 ■各种

的产 品 和服务 的净收人 ， 为 城市 第二生 产力 ；

产力 ’ 都会 城市发 展 市生 活 。 — ’ 城

为城市第三产 出 ’ 即 城市居 民 在城外投资 和 劳 务 的
影 响

上
影

生活 ， 城市第 二产 出影 响城市财富 ， 城市 第一 产 出 超
净收入 ， 朽 为城市 第二 生产 力 ； 。 为城外 居 民 收 入 ，

过城市第
一

消费是城市发展 的重要 条件之
一

。

即城外居 民在城 内 投 资 和 劳务 的净收 入 ； 为 外来

■入
城市 收支平衡模型 ， 从城市产 出 和 消 费 的最终

购买城外生产 和提供的产品 和 服务 的 消 费支 出 ；

用户 角度 ， 把城市生产 分为第
一产 出 、 第 二产 出 和 第

为城市第二消费 ， 即 城市居 民 购买 城 内 生产 和 提供 三产出 ， 把城市消 费分为第一

消费 和第二消 费 把城

的 产品和服 务的 消 费 支 出 ； 和 分别 为城 市 居 民 市 生产力分为第
一生产 力 、 第 二生 产 力 和 第三生 产

的储蓄 和投 资 ； 。 为对外转 移 支付和税 收转移 等 的 力 。 这与 古典经济增 长理论的 划分有所不 同 。 古典

支出 ， 为城市人 口 。 经济增长理论从生产要素角 度 ， 把生 产率分为 劳 动

假设 ： 城市收支 达到平衡 ， 则有 生产率 、 资 本生产率和全要 素生产 率等 。

根据城市 收支平衡模型 ， 城市 发展有 四条路径 ：

路径⑦ ： 提高城市产 出 。 提高 第一产出 、 第二产

出 、第三产 出 。

城市第二产 出 城市第二消 费 路径⑧ ： 提高 城市 消 费 。 提高 第
一

消费 、 第 二消

根据方程式 （ ， 假设 ： ， 或 费 ， 实现 消费驱动 。

。 ， 胃 路径⑨ ： 提高 城市 生产力 。 提 高第一生产 力 、 第

—

。 ）

生产力 、 第二生产力 。

°

路径 ⑩ ： 提高 城市 贡 献 比 。
城市第 一产 出 大于

‘ ° ‘

第 一消 费 ， 城市贡献大于城 市消 费 。

城市储蓄和投资

城市第一产 出 城市第三产出 结束语
一 城夕卜 居民收人 ）

一 城市第
一 消费

中 国 城市 人 口 比例 已经 超过 城市 已 经成

力多数中 国人的共 同 家园 ； 城市 发展 不仅关 系 国 家

一

复 兴 ， 而且影 响公众生活 。 根据
“

新型城镇化
”

和
“

创

城市第
一产 出 城市第 一

消 费
一

（ 城市第三产 出 新驱动 战略
， ，

， 中 国 城市发展 已 经进人质量和 规模并

城外 重 、 经济与环境 双赢 、 城市化和 城市现 代化协调发展

根据方程式 ， 假设 。 或 。 ， 的新阶段 。

则 有 城市发展的影 响 因 素 和 限 制 因 素 有很多 ， 动 力

因 素有很多 ， 动力 模 型有很 多 。 本文简 要讨论 了 创

城市储蓄和 投资 城市 第一产 出 一 城市第 一消费 新驱动模 型 、 要素 驱 动模 型 和 城市 收 支 平衡 模型 。

根据方程式 （ ， 如果城市第 一产 出 与 城市第 根据这些模 型 ， 中 国 城市 发展 大致 有 条基本路

一消 费相等 ， 则城市储蓄和投资为零 。 径 ： 创新驱动 、 技术更替 、 增大投人规模 、 提高 投人效

由 此可 以推出 ， 城市 发展的 条件和路径 ： 率 、 提高投入质量 、 优化资源 配置 和调 整 产业结 构 、



第 期 何传启 ： 城市 发展 的动力 与路径 ￡

提高城 市收入 、 提高城市消 费 、 提高城市 生产 力 和提 张
，

何传启 国 家 创新 系 统——第二 次现 代化 的 发动 机

高城市 贝 献 比 。 这 些路径 只 是 城市 发 展 的部 分路
张凤 何传启 備 的 内 涵 、 外延 和经济学 意义 世 界科技研

径 ， 它们 丰 富了 城市发 展的政策选择 。 究与发展 ，
：

—

柳卸林 技术创新经济学 北京 ： 中国 经济 出版社 ，

参 考 文 献 傅家骥 技术创新 学 北京 ： 清华大学出 版社 ，

萨缪尔森 诺德豪 斯 经 济学 （第 十 四 版 下 ） 胡 代 光等译

北京 匕京经济学院出 版社
：

何传启 中 国 山 区 现 代化 的三 种 模式 中 国 科学 院 院刊 ，

，

一

何传启 现代化科学 ： 国 家发达 的科学原理 北京 科学出 版

，
：

‘

社 ，

熊彼特 经 济 发 展理 论 何 畏 等 译 北 京 ： 商 务 印书 馆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