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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工具理性：湖北省绿色与创新

要素匹配的空间格局调整

白永亮，赵春晓

摘　要：借助ＳＢＭ－ＤＥＡ模型衡量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 配 成 效，利 用ＥＳＤＡ方 法 对 其 空 间 格 局 演 变 进 行

分析，从工具理性视角出发，立足于空间格局优化，探 索 引 导 未 来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政 策 工 具。研 究 显 示： （１）

动态的空间关联关系和空间结构特征反映的空间格局演变，展现了区域 发 展 的 过 程，显 示 了 区 域 发 展 质 量 的

状态，可作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工具。（２）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总体呈上升趋势，

但其空间格局十分不稳定，且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３）空 间 累 积 规 模 贡 献 度 整 体 良 好，区 域 差 异 较 小；空

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整体较差，且区域差异较大；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是影 响 湖 北 省 区 域 绿 色 与 创 新 的 要 素 匹

配的主要原因。政策启示：从创新匹配理念、加强制度 建 设、完 善 组 织 管 理 等 着 手 提 升 空 间 组 织 能 力，进 而

优化空间格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挖掘出从点到面的协调性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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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区域发展的时代主题。当前研究都是从多维理性出发，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既

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做到质量、效益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提升，为未来区域发展指明了方向。但

是，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高质量的发展，还需要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

发进行探索。从区域经济学的经验视角来看，空间格局的变化对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且

区域发展的过程也可以体现为空间格局的不断演变过程，因此，优化区域空间格局是促进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
随着区域发展需求的不断变化，会出现新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维度，绿色与创新这两个维度就属

于最新增加的，也是当前每个区域都会聚焦的重要维度。本研究认为，绿色与创新是未来区域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区域空间主体最为敏感的两大要素。创新驱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绿色

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并提出要求。若绿色与创新能够在空间上实现有效匹配，不仅可以

满足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多维需求，还可以提升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区域发展作用的精准度，从而

提升区域空间组织效率，实现 “１＋１＞２”的空间匹配成效。二者在要素上如何匹配属于当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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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难点，也是不同类型区域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的焦点。
绿色与创新的有效空间匹配是区域追求空间价值增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政府和技

术都是重要的动力源泉，区域经济活动密度也会不断发生改变，从而推动空间格局的不断变化。空

间格局的变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展示提供了具体的表现工具。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

看，空间格局的变化比单纯的创新指标和绿色发展指标更容易从空间上展示其现实情况，且更容易

被识别。空间格局的变化会带来空间关联关系的改变和空间结构的调整。动态的空间关联关系和空

间结构特征反映了空间格局演变，因此可作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空间格局怎样

展现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如何指示区域高质量发展状态？这两个理论命题成为突破衡量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工具理性研究的关键。
湖北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大省，同样面临供需结构失调、创新能力欠缺、环境污染严重以

及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为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和生态文明建设，
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成为新时代湖北省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两 大 重要 引 擎。２０１７年，湖北的区域创

新水平位居全国第七，技术合同成交额位居全国第二，国家级高新区数量位居全国第四；同时在生

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一系 列 环 保 新 思 路、新 办 法 和 新 模 式，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取 得 显 著 成

效。鉴于此，本文选择湖北省为研究区域，在ＳＢＭ－ＤＥＡ模型框架下实现创新与绿色的要素匹配，
探究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间湖北省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格局变化趋势，为判断湖北省区域高质量

发展状态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

二、文献综述

（一）空间格局与区域发展

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１］（Ｐ１－２０）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为 空 间格 局 的 研 究 奠 定 了 基 础。Ｐｅｒｒｏｕｘ［２］提 出 的 增 长 极

理论则揭示了区域发展与空间格局具有先天的关联性。Ｈａｎｇｅｒｓｔｒａｎｄ［３］的空间扩散理论从要素空间

分布的视角揭示了空间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区 域 经济 的 发 展。陆大道［４］在点－轴系统理论中 总 结 认

为，区域的发展过程一定会推动区域形成某种空间格局，同时一定的空间格局也会作用于区域的发

展过程，影响区域的发展。以上理论研究说明，空间格局与区域发展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空间格局与区域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１）区域发展对空间格局的影响研

究。刘卫东等［５］研究认为，区域的发展会凭借其拥有的制度和经济基础对资本、商品等要素和产品

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影响。李剑林［６］认为，不同发展观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会推动区域经济形成

不同的空间格局。（２）空间格局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研究。尹来盛等［７］研究发现，人口空间格局变化

可以衡量区域发展差异，揭示区域发展规律。Ｙａｎｇ［８］认为，“１＋４＋１１”的城镇化人口空间分布格

局能够有效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区域发展过程可以表现为某种空间格局的不断变化，同时，新的空间格局的形成也会对

区域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可以借助于关注空间格局的演变来反映区域发展的情况，并将区域

空间格局的优化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
（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与指标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在十 九 大 报 告 中 首 次 被 提 出 的，现 有 研 究 多 集 中 在 其 科 学 内 涵 和 指 标 体 系 上。
（１）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研究。方敏等［９］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新发展理念，能够更好满足人

们的现实需求。金碚［１０］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更好满足人民现实需求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

状态，具有较强的动态性。杨伟民［１１］认为，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

优化以及增长动力的转换三个方面。田秋生［１２］认为，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发展质量和效益。段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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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１３］认为，从宏观的角度出发，高质量发展是提供可持续增长动力和平衡经济结构的发展；从微

观的角度出发，是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的发展。（２）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鲁继通［１４］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 个 维 度，建 立 了 含 有５２个 具 体 指 标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评 价 指 标 体 系。李 梦 欣

等［１５］提出了绿色、创新、开放、共享、协调五个方面共４２个具体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魏敏

等［１６］提出了人民生活、开放共享、经济结构、生态环境和动力机制五个方面共３０个具体指标的经

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李金昌等［１７］从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和谐

五个层面，构建了含有２７个具体指标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综上，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维度理性层面，并未涉及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工具理性的研究；同时发

现，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三）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创新驱动或绿色发展单一指标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对

区域高质量发展作用的相关研究尚无。（１）创新驱动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大量学者研究

证明了创新驱动对区域增长的推动作用。如Ｋａｎｅ［１８］、Ｓｕ等［１９］研究认为，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Ｇｏｄｄａｒｄ等［２０］认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能够促进落后工业区的

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牛方曲等［２１］研究认为，科技创新资源的

增加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创新驱动对区域发展质量影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文献基本将二者关系分为单项影响关系和双向关联关系。单项影响关系是把创新驱动作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解释变量。张来武［２２］研究认为，科技创新能够有效驱动区域经济质量的提升。白俊

红等［２３］在构建包含Ｒ＆Ｄ经费、Ｒ＆Ｄ人员、专利授权、新产品产值等的创新驱动评价指标体系基

础上，得出创新驱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的结 论。罗小芳等［２４］将创新驱动做

了更深层次的剖析，认为创新的组织方式的转变能够有效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双向关联关

系是将创新驱动 与 区 域 高 质 量 发 展 作 为 两 个 系 统 来 探 究 其 耦 合 协 调 关 系。华 坚 等［２５］在 建 立 包 含

Ｒ＆Ｄ经费内部支出、Ｒ＆Ｄ人员全时当量、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等的创新指

标体系基础上，研究认为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较好的协调关系，创新驱动是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２）绿色发展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目前，研究多停留在区域绿色发展

水平和效率上。如郝淑双等［２６］从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三 个维 度出发构建 了绿色发展指

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 测 算 了 我 国 各 省 的 绿 色 发 展 水 平。Ｙａｎｇ等［２７］研 究 了 我 国 城 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的绿色发展效率，认为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一 直 处于 平 稳增长状 态。陈瑶［２８］以废

水排放量、ＳＯ２ 排放量、固废产生量以及烟尘排放量作为绿色发展的非期望产出，测算了我国区域

工业的绿色发展效率。
可以看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均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但鲜有学者从两者综合的

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而高质量发展的多维特征又要求绿色与创新两大要

素能够匹配综合发力。因此，如何实现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应是当前研究探讨的重点，同时也凸显

出选择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为切入点，研究空间格局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科学性。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１）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指标体系的研究均能体现高质量发展

的多维性，而高质量发展的工具理性研究需做进一步的拓展。（２）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对区域高质

量发展同时发挥作用，运用单一指标对其进行研究不足以反映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真实情况，但二者

共同作用的匹配与协调还缺乏深入研究。（３）大部分学者都是用人均ＧＤＰ、地均ＧＤＰ、创新产出、
绿色发展指数等指标来展示空间格局演变，进而研究区域发展情况。目前尚无学者使用绿色与创新

要素匹配的空间格局演变来研究区域发展，更无学者从该角度出发对区域的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
（４）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有效实现绿色与创新的要素空间匹配还需进一步探索。本文的边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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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第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找到一种新的政策工具，拓展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工具理性。第

二，将绿色与创新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下，综合刻画空间格局变化，进而反映区域发展过程，指示

区域高质量发展状态。第三，运用ＳＢＭ－ＤＥＡ建模思想，为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探寻可操作的实

现路径，并根据测算结果，运用ＥＳＤＡ方法展示空间格局演变和空间匹配成效。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湖北省所包含的武汉、黄石、黄冈、荆州、荆门、咸宁、孝感、襄阳、天门、潜江、

仙桃、随州、鄂州、宜昌、十堰、恩施、神农架１３个地市州、３个直管市和１个林区为研究区域。

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６），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补齐。
（二）研究思路

从中心地理论出发，总结空间格局与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找到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工具。具体以湖北省为例，运用ＳＢＭ－ＤＥＡ模型，构建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研究框架，测

算出市域层面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ＥＳＤＡ）对市域单

元的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进行空间格局的演变分析，揭示其空间差异。同时，对绿色与

创新要素匹配过程中的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和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也分别进行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探索提高湖北省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路径，为促进湖北省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工具的理论依

据。
（三）模型与方法

１．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测算模型。本文选用ＳＢＭ－ＤＥＡ模型来实现对绿色与创新的要

素匹配成效的定量测算。一方面，ＳＢＭ－ＤＥＡ模型可以有效解决投入产出相对效率的评价问题，反

映出该区域的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情况。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

该区域的要素匹配成效。对于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来说，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投入与产出的相

对效率越高，该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配置效率也就越高，进而显示出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

成效也就越好。另一方面，传统的利用系列数据定量化衡量的做法虽可以得出具体的单一的绝对指

标，但该指标只能反映出较为笼统的经济信息，指标内的分项信息被隐藏，分项信息的相关作用也

不能够得到体现，导致对所衡量的经济现象缺乏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而ＳＢＭ－ＤＥＡ模型是运用先

测算再比较的方法得出来的相对指标，并可以对所得相对指标进行进一步的分解，便于观察出经济

现象隐含的内在相关信息，弥补传统衡量做法的不足，更全面客观地显示所衡量的经济现象。

本文假设测算过程中有决策单元ｎ个，每 个 决 策 单 元 均 设 置 三 个 变 量，分 别 为 投 入 向 量ｘ∈
Ｒｍ、期望产出ｙｇ∈Ｒｓ１ 和非期望产出ｙｂ∈Ｒｓ２，因此可将投入向量矩阵定义为Ｘ，产出向量矩阵定义

为Ｙｇ，非期望产出向量矩阵定义为Ｙｂ，即：

Ｘ＝ （ｘ１，ｘ２，…，ｘｎ）∈Ｒｍｎ ＞０

Ｙｇ ＝ （ｙｇ１，ｙｇ２，…，ｙｇｎ）∈Ｒ
ｓ１×ｎ ＞０

Ｙｂ ＝ （ｙｂ１，ｙ
ｂ
２，…，ｙ

ｂ
ｎ）∈Ｒ

ｓ２×ｎ ＞０ （１）
则得到生产可能集Ｐ，即 将ｍ 种 生 产 要 素 投 入，得 到 所 有 期 望 产 出 以 及 非 期 望 产 出 的 组 合，

表示为：

Ｐ＝ ｛（ｘ，ｙｇ，ｙｂ）｜ｘ＞Ｘλ，ｙｇ ≤Ｙｇλ，ｙｂ≤Ｙｂλ，λ≥０｝
因此，ＳＢＭ－ＤＥＡ模型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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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ｍｉｎ
１－１ｍ∑

ｍ

ｉ＝１

ｓ－ｉ
ｘｉ０

１＋ １
ｓ１＋ｓ２

（∑
ｓ１

ｒ＝１

ｓｇｒ
ｙｇｒ０
＋∑

ｓ２

ｒ＝１

ｓｂｒ
ｙｂｒ０
）

ｓ．ｔ．

ｘ０ ＝Ｘλ＋ｓ－

ｙｇ０ ＝Ｙｇλ－ｓｇ

ｙｂ０ ＝Ｙｂλ－ｓｂ

ｓ－≥０，ｓｇ ≥０，ｓｇ ≥０，λ≥

烅

烄

烆 ０

（２）

其中，ρ表示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λ表示投入产出权重，ｓ－ｉ 表示第ｉ种过剩的投入要

素；ｓｂ 和ｓ　ｇ 表示松弛变量，分别为非期望产出和期望产出。

２．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相关性分析。本文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来检验湖北省市域尺度绿色

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Ｍｏｒａｎ’ｓ　Ｉ定义为：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ρｉ－珋ρ）（ρｊ－珋ρ）

ｓ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

（３）

其中，Ｓ２＝１ｎ∑
ｎ

ｉ＝１

（ρｉ－珋ρ），珋ρ＝
１
ｎ∑

ｎ

ｉ＝１
ρｉ，ρｉ表示ｉ市的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ｗｉｊ是二进制

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取值一般为：

ｗｉｊ＝
１　当地区ｉ和ｊ相邻，ｉ＝１，…，ｎ；ｊ＝１，…，ｎ
０　当地区ｉ和ｊ烅
烄

烆 不相邻

（四）指标体系

基于区域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系统性特征，以投入产出为视角，在总结现有文献对科技创新

与绿色发展进行评估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湖北省的实际出发，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

性，构建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

表１　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指标体系

发展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科技创新 投入 Ｒ＆Ｄ经费支出 （亿元）

Ｒ＆Ｄ人员全时当量 （万人年）

地区教育经费支出 （亿元）

产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专利产出 （项）

绿色发展 投入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支出 （亿元）

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工业烟尘排放量 （万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测算分析

湖北省市域尺度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的测算结果如表２所示。从整体上看，湖北省绿色

与创新的要素匹配 成 效 总 体 呈 不 断 上 升 趋 势，其 中２０１１年 最 低，２０１４年 最 高，且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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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 匹 配 成 效 最 差 的 城 市 均 为 鄂 州，分 别 为０．２５４、０．３５８、０．５８９、０．４５５和

０．３５０；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２年匹配成效最差的城市均为荆门，分别为０．５１３和０．６４４，说明鄂州和荆门是

创新与绿色的要素匹配效果较差的城市。若能实现鄂州、荆门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创新与绿色的进

一步空间匹配，提升要素匹配成效，将会对整个湖北省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表２　湖北省市域尺度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表

地级市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恩施 ０．６７２　 ０．８４８　 ０．６６８　 ０．７４２　 １　 １　 ０．８３２
神农架 ０．７４３　 ０．８８２　 ０．７４６　 ０．７８４　 １　 １　 ０．８０６

十堰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黄冈 １　 １　 ０．８１２　 ０．６７９　 １　 ０．７７０　 ０．７６０
鄂州 ０．２５４　 ０．３５８　 ０．６２６　 ０．６５０　 ０．５８９　 ０．４５５　 ０．３５０
襄阳 ０．４３８　 １　 ０．６１２　 ０．７１７　 ０．７８８　 ０．８９９　 １
宜昌 ０．６９９　 ０．８３１　 ０．６１９　 ０．７１７　 １　 １　 ０．８６３
黄石 ０．５３６　 ０．８８７　 ０．９０９　 ０．８４８　 １　 ０．９６４　 ０．９２０
武汉 ０．９３１　 １　 １　 ０．９２０　 １　 １　 １
咸宁 １　 １　 ０．８６３　 ０．７９９　 ０．８２１　 １　 １
潜江 ０．７３０　 ０．７２９　 ０．６２５　 ０．７１７　 ０．９０３　 ０．７６１　 ０．７６６
荆州 １　 ０．９７７　 ０．８７２　 ０．９８７　 １　 ０．９３２　 ０．７５１
仙桃 ０．８０８　 ０．８２５　 ０．６６７　 ０．７２２　 ０．７７８　 ０．７６１　 ０．７０６
孝感 １　 １　 ０．９０４　 １　 ０．９９２　 １　 １
随州 １　 ０．６５１　 ０．６９４　 ０．８５７　 ０．８７７　 ０．７４３　 ０．８６１
荆门 ０．４６５　 ０．５８８　 ０．５１３　 ０．６４４　 １　 ０．８０６　 ０．８９６
天门 ０．５１０　 ０．７２４　 ０．６５０　 ０．８８７　 ０．９９５　 ０．８０７　 ０．７７０

（二）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空间相关性分析

在对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进行空间格局演变分析前，先对湖北省区域绿色与

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将其莫兰指数值用折线图表示 （如图１所示）。

图１　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莫兰指数变化图

从整体上看，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的莫兰指数值大致呈 “Ｍ”走势，且正负

交替，说明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相关性处于不稳定状态。区域的空间相关性与空

间结构、空间分布具有密切联系，因此，空间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空间格局总体特征。也

就是说，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空间相关性的不稳定状态显示了其空间格局的不稳

定，而空间格局又影响着区域的未来发展。对湖北省而言，为推动区域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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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格局是当前区域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对表２中的测算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解，得出推动绿色与创新实现要素匹配的纯技术效率和规

模效率，前者代表了要素匹配过程中制度和管理层面的因素所影响的匹配成效，后者代表了要素匹

配过程中生产规模层面的因素所影响的匹配成效，两者分别反映了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的空间组

织能力贡献度和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是指在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过程中，空

间匹配的理念、匹配过程中的制度建设以及对该过程中经济行为的组织管理等对匹配成效的贡献

度。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是指在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过程中，空间匹配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以及所

产生的规模扩张等对匹配成效的贡献度。在总结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的空间格局变化的基础

上，对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和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分别进行空间格局演变分析，从不同的空间角度

出发，找出优化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格局的实现路径。

１．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空间格局演变分析。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将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

素匹配成效划分为最好、较好、较差、最差四种程度，并展示其空间格局的变化情况，结果如图２
所示。

图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空间格局演变图

从整体上看，湖北省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相同的城市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不断加深。空间

匹配成效最差的城市数量逐渐减少，到２０１５年在空间格局上仅剩１个；匹配成效最好和较差的城

市数量整体较稳定；匹配成效较好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加。
为进一步分析要素匹配成效及其特征，从市域空间和时间维度探索其空间格局演变，划分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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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类空间布局特征：（１）空间匹配成效最好，状态稳定且空间集聚。十堰的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

配发展稳定性最高，武汉、孝感、咸宁次之。这些地区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 配基 本 上 处 于 最 佳 状

态，说明这些地区无论是组织能力还是累积规模都处于相对成熟状态，资源配置效率较高，一定程

度上也反映了这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状态以及在湖北省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地位。综合这些区域

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湖北省区域发展应以十堰、孝感、咸宁为增长极，促进要素在各地区的流

动，增强极点城市对相邻地区的辐射效应。（２）空间匹配成效较好，状态比较稳定且空间相关。恩

施、神农架、宜昌、襄阳、荆门、黄石和天门的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相对较好，且均呈波动

上升趋势。其中，襄阳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变化最为显著，在２０１１年以后大致呈匀速增长，
说明襄阳产业规模、生产技术、组织管理等在不断成长，高质量发展进程在逐渐加深，区域整体发

展在持续提升。宜昌、恩施、神农架、荆门的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变化步调完全一致，可能

是因为这些地区在空间上互相邻接。宜昌作为连接纽带，对恩施、神农架和荆门产生了知识和技术

的同步溢出，同时也带动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增长。（３）空间匹配成效在低水平徘徊，且空间

相邻。潜江、仙桃和鄂州的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一直处于较差状态，且变化不大，说明这些地区

缺乏良好的组织管理、合理的产业规模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区域高质量

发展进程缓慢。（４）空间匹配成效由好变差，空间关联弱。随州、黄冈、荆州的绿色与创新的要素

匹配虽最初处于较好状态，但不断衰退，其中荆州的要素匹配成效变化最大，从最初的最好衰退至

较差，说明这些地区没有很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和发展理念，生产活动和社会需求不能匹配，使得

生产效率和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逐渐变差，反映了区域高质量发展推进受阻的状态。
综上，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湖北省虽整体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呈逐渐上升趋势，但其空间格

局十分不稳定，说明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的现有空间格局不利于其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进一步推进。因此，优化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的空间格局应成为湖北省当前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任务。

２．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凸显的是匹配理念、制度

建设和组织管理在要素匹配过程中的相关贡献，对促进绿色与创新的要素空间匹配起引导性作用，
也是推进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重要工具，影响着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程度。通过对空间组织能

力贡献度空间格局的演变分析，找出湖北省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过程中匹配理念、制度建设、组织

管理等综合组织能力的优势和短板，扬长补短，增强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组织能

力贡献度，对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格局的未来规划具有引导作用。
如图３所示，从整体上看，空间组织 能力贡献度不同的区域在空间 上 的 分 布 变 化 也 不 同，其

中，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最高的区域空间上呈 “集聚—离散”交替的状态，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最

低的区域空间上一直呈集聚态势，而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较高和较低的区域空间上一直呈离散状

态，和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空间格局的变化相比存在较 大 差异。２０１５年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

最高的区域呈带状集聚，横跨整个湖北省，其中东部地区的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相对最高，说明湖

北省东部地区对促进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制度建设和组织管理有更深的认识，为该地区的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从区域上看，随州、十堰的绿色与创新要素在空间匹配过程中的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一直处于

最高水平，襄阳、武汉、咸宁、孝感次之，说明这些区域拥有良好的空间组织能力制度工具，具有

较科学的匹配理念、较规范的制度建设和较完善的组织管理，显示了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在区域绿

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恩施、宜昌、荆门的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整体上呈不断提

升的状态，说明这些地区的空间组织能力在不断改善，该能力在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过程中所发

挥的引导作用逐渐加深。荆州、黄冈、鄂州、潜江、仙桃的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日益下降，综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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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湖北省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空间格局演变图

面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成效空间格局演变的相关分析，说明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是影响这些区域

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的相关因素，且这些地区在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相关制度和组织管理上

缺乏深层认知和正确引领。同时，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省域相关空间

政策的制定虽然一致，但政策在市域间的具体执行实践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得各区域的高质量发

展水平不同。

３．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空间格局的演变分析。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 凸 显 的是 技术进 步与 规模

扩张在空间匹配过程中的相关贡献，是绿色与创新要素空间匹配的技术支撑和产业平台，具有明显

的累积特征。绿色与创新的要素空间匹配遵从循环累积因果链，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不断螺旋式

上升。通过对湖北省区域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空间格局的演变分析，挖掘区域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

的经济技术基础，为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格局规划提供技术支撑和产业平台。

如图４所示，从整体上看，湖北省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过程中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的空间格局

分布呈 “离散－集聚－离散－集聚”的变化，和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空间格局的变化步调大致

相同，说明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对湖北省区域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的影响较小，对湖北省绿色

与创新要素匹配成效空间格局规划的指导作用甚微。具体的，除随州、鄂州以外，其余城市均拥有

较高的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且城市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最高的城市分布相对

集中，呈连片状分布，说明湖北省在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张等方面已普遍取得显著成效，拥有的经济

技术基础能够有效地推进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配。同时也说明，按照现有的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水

平来推进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张，仍可以为湖北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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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湖北省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空间格局演变图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１．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区域发展的空间选择目标和方向。从空间经济工具理性的视角出发，研

究发现空间格局是当前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可选工具，为未来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新

思路和新方法，可以作为未来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政策研究的重要方向。

２．空间异质性对要素 维 度 选 择 有 着 重 要 影 响，需 要 根 据 空 间 异 质 性 来 选 择 更 加 有 效 的 维 度。
维度理性为认识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具体指向和关注焦点，但不足之处在于对政策制定缺乏系统

可操作的指导。

３．多维要素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有效匹配才能高效发挥作 用。根据对湖北的实证研究发

现，创新与绿色的要素匹配成效总体呈上升趋 势，但空间格局不 稳 定，其 中 十 堰 最 优，武 汉、咸

宁、孝感次之。从整体格局来看，宜昌和随州是湖北区域高质量发展中的两个关键点，而鄂州和荆

门是其发展中的短板。

４．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和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共同影响着多维 要 素 匹配成效。空间组织能力

贡献度影响要素匹配的程度，是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引导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空

间累积规模贡献度决定了要素匹配的高度，影响着未来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对湖北而言，空间

组织能力贡献度整体相对较低且区域差异较大，而空间累积规模贡献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区域差

异较小。空间组织能力贡献度是影响湖北要素匹配的重要因素，是未来湖北制定政策的着力点。
（二）政策建议

１．以创新理念为核心，引导区域高质量发展方向。匹配理念可以通过优化空间格局引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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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推进方向。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

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的形成，为未来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强区

域间行政人员的学习交流，鼓励各区域根据自身区域特征和现实需求，不断创新匹配理念，优化其

空间格局，使其更加适应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引导该区域走向高质量发展。

２．以强化制度建设为抓手，保障区域高质量发展举措。制度建设是推进要素匹配与优化空间

格局的有效手段，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可以由发改委牵头，制定推进高质量发展行为

的奖惩制度，对积极配合要素匹配的区域进行表彰，对不采取任何行为的区域进行惩罚和指导，规

范区域主体的经济行为，优化其空间格局，保障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序推进。

３．以完善组织管理为重点，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 效 率。组织管理会直接影响工作效率，作用

空间格局的优化进程，是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效率的重要手段。完善组织管理，可以通过简政放权

和构建区域公开共享平台，加快工作进度，监管工作行为，提高该区域组织管理的系统性 和 科 学

性，从而提升区域高质量发展效率。

４．以调整空间格局为政策工具，推进湖北高质量发展，建成 “一面、一带、三极点”的绿色

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格局。一面，即鼓励宜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绿色与创新的要素匹

配，使其服务于湖北 “一主两副”的经济发展布局，且进一步与武汉、襄阳相呼应，凸显 “一主两

副”格局优势。一带，即引导随州进一步深化内部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其空间累积规模贡献

度，连接十堰、襄阳与孝感、武汉、咸宁，形成湖北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集聚带。三极点，即通

过技术引进和政府扶持，增强十堰、孝感、咸宁的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稳定 性，以 三 者 为 增 长

极，增强极点城市对相邻地区的辐射效应。以 “面”为战略支撑，以 “点”为发展辅助，以 “带”
为运输通道，全面统筹湖北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增强省内区域间绿色与创新要素匹配的空间相

关性，加强信息交流和要素流动，推动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互动合作以及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动发

展，进而推进湖北区域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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