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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New Town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s Five New Towns 

新城高新技术企业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五个新城为例

祝美琪   翟国方    ZHU Meiqi, ZHAI Guofang

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城市重要的创新载体之一，对处于发展机遇期的新城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海五个新城为例，运用核密度分

析、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超大城市周边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

础上综合评价上海五个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的生长环境。分析结果表明：在时序演进方面，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规模有待提

升，产业结构尚未成熟，各新城之间存在企业发展阶段性差异；在空间演化方面，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在空间上大多呈现由离

散分布向“单核多节点—环绕中心城区外围”分布模式演变，存在集聚趋势及邻近跨区域交通干道的区位选择偏好，具有

空间结构圈层差异性；在影响因素方面，企业集聚与高校、科研所及孵化空间等创新环境对企业分布有显著积极影响，高速

出入口与商业服务可达性等建成环境因素对企业分布有一定吸引力，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对企业分布无明显作用。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novation carriers of the city, high-tech enterpris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new town with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aking five new towns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o explor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tech enterprises in new towns around megacities,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five new towns in Shanghai.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erms of time sequence 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new town high-

tech enterpris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not mature, and there are phased differences i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mong new towns. In terms of spatial evolution, most new town high-tech enterprises have evolved from discrete distribution to "single 

core and multi nodes - surrounding the periphery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with agglomeration trend and location selection preference 

of adjacent to cross-regional traffic arteries and differences in spatial structure. In ter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s such as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incubation spa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Built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road access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have a certain attraction to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Transportation hubs such as airports and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terpris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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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起，在产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经济发

展与城市资源向心集聚的趋势下，新城规划建

设成为应对大城市规模增长的手段与优化城市

空间结构的途径[1]，承担落实国家战略、促进区

域协同、带动产业重构、疏散中心人口等重要

责任。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与具有重

要引领作用的超大城市，其新城自1950年代至

今总体上经历了从卫星城、郊区新城到综合性

节点城市的定位演变。继“上海2035”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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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提出将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

城培育成“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

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后，上海市“十四五”

规划纲要对五个新城在创新发展方面的功能

定位做出明确要求，提出“加快构建各具特色

的科创中心承载区，承接科学技术转移、加快

成果产业化”，意在鼓励各新城推进创新要素

集聚，打造区域增长极，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

圈建设[2]。对比现有战略目标，上海新城在科创

产业发展方面仍存在创新动力不足、产业特色

缺失、区域互补失衡等问题亟待解决。

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企业具备高

创新性与高成长性，是区域的创新载体与发展

引擎。对于处于发展机遇期的新城，研究其高

新技术企业的时空分布和影响机制具有重要

意义。目前高新技术产业时空分布的相关研究

主要基于两类视角：一是基于全国尺度，有学

者通过产业统计数据测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省域差距[3-5]，或在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总结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时空演变格局与机制[6-7]。二

是基于省市级尺度，探讨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区位

布局与影响因素[8-12]，现已总结出包括知识溢出

环境、科技资源分布、人力资本、交通条件、供应

链环境、商贸环境、生活环境、网络设施等多种影

响因素[13-15]。新城作为一种基于发展需要集中开

发建设的新型城市功能区域[16]，在政策条件、产

业发展、建成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独特

性，因此聚焦新城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的时空演

化格局与区位影响因素，有利于制定合理的新

城产业政策，进一步推动区域创新。

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上海新

城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标上海市域，

总结其时序发展阶段与空间演化特征，并基于

超大城市周边新城视角探讨高新技术企业空

间区位影响因素，以期对上海五个新城的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现状与演化机制进行研判，为今

后新城产业发展与创新培育提供借鉴。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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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自然资源部公布的上海市标准地

图为基底，以嘉定、青浦、松江、奉贤与南汇五

个新城行政区划面要素作为研究区域底图。本

文选取企查查（https：//www.qcc.com/）数据

库内，截至2020年10月22日根据《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

获得认定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

爬取企业名称、成立时间、企业类型、注册资

金、企业地址、所属行业等字段，筛除部分地址

信息缺失的企业数据得到有效样本量16 514

家。通过高德地图API接口将企业地址文本信

息转化为空间坐标，运用ArcGIS10.8将企业数

据落点到上海行政区划范围内，并分别筛选嘉

定、青浦、松江、奉贤与南汇新城范围内共计2 870

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对比上海市域与五个新城两

种空间尺度下高新技术企业的时空格局演化。

目前市域内注册资金超过1亿元的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区的张江高科

技园区（见图1），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的整体数

量和规模均较小，难以开展层次分析，因此，本

文仅基于企业数量进行研究。

指标数据来自网络开源大数据，包括：①

建成环境POI数据，2018年12月从高德地图

上获取，包括科教文化服务（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产业园区、医疗保健服务（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餐饮设施（中餐厅、快餐厅、外国

餐厅）、商业服务（购物中心、普通商场、超级

市场）、休闲娱乐服务（休闲场所、运动场馆、

娱乐场所、度假疗养）。②创新孵化空间数据来

源于企查查网站，选取2019年以前成立的国家

级企业孵化器与众创空间。④机场、高铁站、地

铁站、公交站点、高速出入口点数据与城市路

网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开源网站。平均

房价数据来源于“房天下”，选取2018年上海

各物业小区平均房价，以赋值点要素的形式落

在底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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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新城高新技术企业时空分异特征描

述部分，本文使用核密度估计法推算企业空间

集聚的热点地区[17]，选取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中的全局Moran's I指数来检验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在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关联模式[18]，以分析

其在区域内的空间集聚特征，应用标准差椭圆

工具表征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方向[19]。在

影响因素分析部分，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

行指标降维，提取关键因子，确定各项指标与关

键因子间的定量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求解各主要影响因子与企业数量

之间的定量关系[20]。

2   上海新城高新技术企业时空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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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截至2019年10月已获得认定的

高新技术企业的成立时间进行分类，以每年

成立的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潜质并最后获得认

证的企业数量表征高新技术企业的年度发展

情况。综合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时间序

列，1990—2017年上海高新技术企业整体趋

势呈波动态势发展（见图2）。具体可分为4个

发展阶段：①初步探索期（1990—1999年），

此时上海仍处于大力发展传统工业的惯性时

期，高新技术企业年增量较小。②波动增长阶

段（2000—2013年），本阶段年增量较第一阶

图1　上海市注册资金过亿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ith 
over 100 million registered capital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公布的

上海市标准地图，审图号：沪S（2021）0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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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明显上升，且整体呈增长趋势。分析其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2001年我国加入WTO带来产业

效益的提升与技术引进的热潮，另一方面是由

于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出

台后，以税收优惠等方式推动了高新技术企业

的发展。③高速增长阶段（2014—2016年），

2014年增量较前年增长38%，至2015年增量达

峰值，总量增长率达12.48%。企业数量激增一

部分源于2013年正式挂牌运营的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高新技术企业营造了良好

的创业研发环境。④预备调整阶段（2017—

2019年），企业年增量暂呈急剧下降趋势①。

对比上海市域，新城高新技术企业整体上

呈现高波频、差异化的时序发展规律。1990

年代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年增量均低于20个，

2000年后新城之间开始出现明显差距：①嘉定

新城作为上海自建设卫星城时期至今的重要

郊区新城，其企业整体发展情况相对较好且与

市域发展阶段基本同步。②青浦新城时序特征

不明显，2002年新城开发项目开始后企业增

量较之前有所提升，但整体呈低幅波动且无明

显增长趋势。③松江新城在21世纪初企业年增

量持续呈波动状向上增长，第三阶段企业年增

量回升但相较市域与嘉定新城涨幅不明显。松

江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在1998年与2010年有两

次阶段性增长，分别对应沪杭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与2010年沪杭高铁建成通车。④奉贤新城在

2008年前持续缓慢增长，2008年初新城全面

启动建设后企业年增量有所提升，至2015年

奉贤新城明确提出打造“东方美谷”，发挥美

丽健康产业优势，聚集大批知名生物医药、精

细化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年增量到达峰值。

⑤南汇新城的整体时序发展与市域大体相符

但存在偏差，其低迷增长持续至2002年南汇

（临港）新城开发，2012年原临港新城更名为

南汇新城并正式纳入“市属区管”的管理模

式，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正式成立，此后南汇新城进入增势迅猛

的高速增长期，并成为2016年后高新技术企业

年增量最大的新城。

1990—2017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产

业结构从制造业主导逐渐转向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主导（见图3），与1990年代以来上

海市“退二进三”的战略调整吻合。从长期趋

势看，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服务业将成

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主要产业。批发和零售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建筑业占一定比例并保

持稳定。整体看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产业结构

在前3个阶段呈现“制造业领先的首位分布—

科技服务业领先的位序分布—科技服务业领

先的首位分布”的演变态势。相比之下，目前

新城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

与制造业为主要产业，并存在一定比例的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见图4）。松江与奉贤新城企

业次位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比29.67%与

27.98%，产业结构的位序分布对应市域的第

二阶段。嘉定与南汇新城企业首位产业科技服

务业（34.86%、45.79%）占比趋近次位产业

的2倍，并出现较高比例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南汇新城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比高达20.07%，超过批发和零售业（14.06%）

成为次位产业，且对比其他新城其制造业占比

最小。青浦新城以32.67%的制造业作为高新

技术企业的主导产业，即仍处于相对初级的产

业结构模式。

对比新城高新技术企业时序发展趋势与

产业结构分布现状，青浦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年

增量较少，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导，信息技术服

务业尚未成熟，整体仍处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①参考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标准要求企业成立需满一年，因此可能存在一批2019年成立的企业具备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潜力但因时间条件不满足申报条件，二是参

考企业生命周期定律，可能存在一批2017年后成立的企业具备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潜力但仍处在发展期。但对于企业空间分布无明显影响，因此将该阶段划入研究

时段。

注释：

图2  上海市及五个新城1990—2019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对比图

Fig.2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new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nd the five new towns from 1990 to 2019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上海市1990—2019年各时期高新技术企业产业类型分布

Fig.3  Industrial type distribu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from 1990 to 2019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一ㅸⰯ（19901999年）

c ⭻㧞ㅸⰯ（20142016年）

E ⭻ⱟㅸⰯ（20002013年）

d ⭻㯥ㅸⰯ（2017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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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初级阶段；松江与奉贤新城高新技术企

业在第三阶段年增量涨幅不明显，优势产业呈

均匀递减趋势，整体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嘉定

与南汇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在第三阶段涨幅突

出，科技服务业占比领先且信息技术服务业占

比较高，整体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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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上海市域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演化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异呈现多中

心散点式集聚特征（见图5）。1990年代上海

高新技术企业呈南北向分布；至21世纪初形

成徐汇—长宁—黄浦—静安片区与五角场两

大集聚区，浦东新区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与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初成规模，近郊区企业

由南北轴向分布扩散至松江、青浦、浦东和原

南汇区，此时企业向心集聚效应趋于明显，主

城核心作用突出，区域多中心发展趋势初现雏

形。2013年主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核心东移

至张江—金桥技术开发区，与五角场、漕河泾

形成三角状分布的区域新增长极，外环高新技

术企业在嘉定—宝山—主城—闵行次集聚连绵

区的基础上，由均衡分布转向散点集聚。至2019

年在外环边缘形成点状次集聚区如南部的松江

工业区、莘庄工业区，西北部的嘉定工业区、宝

山城市工业园区，东南部的南汇新城镇等。

以街道为单元，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测算高新技术企业的Moran's I值（见表1），上

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各阶段都呈现显著的空间

正相关，2000—2013年间Moran指数增长明

显，说明该阶段企业趋向进一步集聚，2013—

2019年指数较上阶段降低，企业分布仍存在集

聚现象但趋势放缓。综上分析，上海市高新技

术企业集聚区由主城逐渐扩散至外环，整体空

间演化模式符合核心—边缘理论中“中心极

化—边缘扩散—边缘极化”的特征。

2.2.2    上海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演化

根据新城企业时序演进分析，1990—2000

年上海新城均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初步探索期，

企业数量尚未形成规模，因此本文从2000年开

始统计并对比各阶段末新城企业在空间分布的

格局（见图6）。

（1）嘉定新城

2000年，嘉定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相对集中分

布于城中的叶城—富蕴路区域，城西的宝线—沪

宁公路区域与城东的浏翔—杨泾—Y519路区域。

2013年，嘉定新城企业在原有片区基础上，围绕

嘉定环城路初步形成3大核心区，包括原叶城路

区域、嘉定北大街—平城路与澄浏中—嘉戬公路

区域，原城西集聚区向东北方向扩散至沪武高

速，浏翔—杨泾区沿浏翔公路向北与核心集聚区

对接形成东部企业连绵区。企业空间分布趋势方

向由西北—东南向南北方向转变。至2019年，城

中核心区持续集聚，密度值高达59.47，其他原有

片区继续发展，在新城边界形成新的次级中心。至

此嘉定新城高新技术企业整体向心集聚趋势明

显，核心位于城中，次中心沿新城边界分布，基本

形成以嘉定环城路片区为核心，东部以点连片，西

部沿高速带状发展的“G”型空间分布特征。

（2）青浦新城

青浦新城初期在西部香大路、中部外青松公

路与向阳河路附近率先出现少量企业点，2013

年企业数量增多，在北青公路与崧泽大道沿线分

布相对集中，在主要交叉口附近形成集聚区雏

形。2019年，崧泽大道—华青路片区出现密度值

达20.77的区域核心集聚区，天辰路及北青公路

沿线形成多个次集聚区，标准差椭圆逐渐向中心

聚拢，表示企业逐阶段向心集聚。青浦新城高新

技术企业整体集聚程度相对其他新城较低，企业

点主要分布在城中和东部边界，核心区在城中呈

分散分布，整体呈现“一核两带”的空间形态。

（3）松江新城

松江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在2000年已显现出

集聚倾向，企业多集中于城西北的鼎元—文翔、

城南松汇中路与城东北的沪昆—沈海高速沿线。

2013年企业重心向东偏移，城东北片区极化趋

势明显，并在原有集聚区基础上沿沪昆、沈海两

大高速向城中方向扩散，原城南片区继续发展成

为区域次集聚区，松江大学城附近有新增企业片

区。2019年，城东北的中创路沿线成为区域高新

技术企业核心区，密度值达31.58，并在沪昆、沈

海高速沿线形成多个次核，形成交通依赖性较强

的一核多节点串联分布的企业空间格局。

（4）奉贤新城

2000年奉贤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多分布于城

中的沪金—奉浦区域，南行港路与更楼附近也有

零散企业点。2013年，沪金—奉浦区域分化为沪

金—大叶公路、沪金—高丰路与奉浦—南桥环城

图4  2019年上海新城高新技术企业产业结构分布

Fig.4  Industrial structure distribu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new towns in 2019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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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与西北部新兴产业区，整体呈高首位单中心

分布，且随阶段发展逐渐向东集聚。2000年，南

汇新城高新技术企业仍处于初期阶段，仅在上海

绕城高速—新杨公路区域、东大公路沿线北侧与

今南汇新城镇附近有少量企业分布。2013年，

原企业点形成一定数量规模，在南部以南汇新城

镇、新四平—平庄东路区域与层林—南芦—人民

路区域为重要节点，沿两港大道、南芦公路与平

庄东路呈带状分布，在西北部的双店—宏祥路区

域与老芦—丽正路区域初步形成集聚区，空间格

局呈现向心聚拢趋势。至2019年，南汇新城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大幅上涨，整体重心东移，南汇新

城镇片区集聚现象明显，成为新城企业核心区，

标准差椭圆方向继续向东部偏移，整体形成以南

汇新城镇为核心，以两港大道、沪芦高速与东大

公路为轴放射状分布的高新技术企业空间格局。

总结对比五个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

布特征及演化规律，可归纳得出：①空间圈层方

面，嘉定新城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中于新城中心

与边缘区，与新城中心生活区融合程度较高。其他

新城企业多分布于城区外围及边界，呈现典型的

“内圈生活—外圈园区”的产城分离圈层模式。②

空间结构方面，奉贤新城企业分布相对离散，呈现

多核分布态势。其他新城的企业分布随阶段发展

均表现出持续向心力，形成稳定的单核—多节点

结构。③演化趋势方面，整体上五个新城高新技术

企业均呈现不断集聚的趋势。分布方向上，新城企

业集聚区多集中分布于新城通向外界的交通干

道，南汇新城具备临港区位优势，企业多沿南部临

港的两港大道分布，其他新城呈现“企业圈层对

角线指向上海中心城区”的分布方向。

3   上海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影

     响因素分析

���  ܶ߶ଣՈ

由于五个新城涵盖的最小行政单元数量有

限，本文在借鉴以往对于企业空间分布相关研究[21]

的基础上，以五个新城为研究范围，以2 km×2 km

的方格网为基本研究单元，以方格网内2019年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为因变量，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与

新城的地域特殊性，重点从创新环境、 交通区位、建

a 1990年

c 2013年

E 2000年

d 2019年
图5  不同阶段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空间核密度分析

Fig.5  Kernal density analysi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ithin Shanghai in different yea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底图来源于自然资源部公布的上海市标准地图，审图号：沪S（2021）083号）。

东路3个核心区，企业沿南桥秀南路、沪杭公路与

奉浦大道扩散并连绵成片，形成城东北的沪金高

速沿线标准差椭圆向东北—西南方向倾斜。城东

北的庆园路、金海公路与东南的上海绕城高速沿

线均有新增企业集聚区。标准差椭圆扁率减小，

短半轴增大，企业空间分布的方向性较前一阶段

减弱，原因为此时企业数量增多并沿道路向各方

向扩散，整体呈“小集中、大分散”的空间形态。

2019年，企业重心东移，庆园—金海区域发展成

为核心区，与城中原核心区相连形成带状分布的

企业高密度集聚片区，至此奉贤新城的高新技术

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多核心连片分布的格局特征。

（5）南汇新城

南汇新城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分布于南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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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环境与企业集聚等方面，选取17个指标（见表2），

共获取273个样本。指标数据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机场、高铁站、市区、地铁站与高速公路出

入口等交通区位要素，以及商场、医院、餐饮与休

闲娱乐场所等生活设施要素的相关指标偏向基

于人视角的服务效率，创新孵化空间通过为科研

人员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与场所助推创新发展，

因此本文选取要素可达性测度以上指标，通过

ArcGIS中成本距离方法得到各要素的可达性栅

格，栅格数值为到最近的要素点所需最短时间。

高等院校及科研所、产业园区与早期企业集聚

a ク定新城2000年

d 青㠷新城2000年

E ク定新城2013年

e 青㠷新城2013年

c ク定新城2019年

I 青㠷新城2019年

表1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

Tab.1  Result of gener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ith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㼏目 1990年䄵㣑 19902000年 20012013年 20142019年
0oran
s ᵒ 0.235619 0.247861 0.295572 0.252340

=䐖 5.919415 6.199850 7.607948 6.571611
P䐖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的测度偏向基于空间视角的知识溢出，公交站点

倾向于表征片区公共交通便捷程度，因此本文通

过空间连接计算方格网内要素个数来测度以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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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㯪ㅎ新城2000年

M ⴏ㻮新城2000年

m 南〄新城2000年

h 㯪ㅎ新城2013年

N ⴏ㻮新城2013年

n 南〄新城2013年

i 㯪ㅎ新城2019年

l ⴏ㻮新城2019年

o 南〄新城2019年
图6  不同阶段上海五个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空间核密度分析

Fig.6  Kernal density analysi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ithin Shanghai new towns in different year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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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平均房价源数据为点值，本文通过空间插值

得到2018年上海市域住宅房价栅格，进行分区

统计计算各方格网内平均房价。

3.2   ПۨӣݕՈ与֛ڡӣߤ

在各指标通过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主

成分分析将17个指标降维，经运算得到KMO值为

0.882，说明指标满足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条件。依

据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4项有效因子

（见表3），由于因子1占比与其他因子差距过于悬

殊，通过因子旋转将公因子携带的信息量进行重

新分配，使得4项有效因子能够基本代表17个指标

的全部信息的同时，方差百分比分布更为均匀。因

子1（F1）中机场、高铁、市域中心城区可达性3项

指标成分系数较高，因此可表征市域交通区位因

素。因子2（F2）中医院、休闲娱乐场所与高速公

路匝道出入口可达性成分系数最高，主要体现生

活与长途出行便捷度，可表征建成环境因素。因子

3（F3）中产业园区个数、2000年及2013年末高

新企业个数成分系数最高，可表征企业集聚因素。

因子4（F4）中高等院校及科研所个数成分系数

最高，可表征创新环境（见表4）。4类主成分因子

与一级指标主观预期判断基本吻合。通过成分得

分系数分别计算4个因子的值，公式为：

式中：Fit为第i个样本的因子t的值；Wj为指标

j的成分得分系数；Sij为第i个样本对应的指标j标

准化值。

为进一步检验主成分因子对上海新城高新

技术企业空间分布的拟合效果，以方格网内高新

技术企业个数为因变量，4个主成分因子为自变

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由表5的回归系数和检验

结果可知，上海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空间分布影响

因素的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模型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主成分因子2（F2）与企业个数呈显著负

相关，但由于其主导驱动指标为至公共服务设施

与高速公路匝道出入口所需最短时间，由此可知

高水平的建成环境对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存

在积极影响。主成分因子3、4（F3 、F4）与企业

个数呈显著正相关，且标准化系数较大，说明企

业集聚与创新环境对企业分布存在较强的正向

影响。市域交通区位因素（F1）与因变量相关性

不显著。

为比较各主成分不同量纲指标间的作用程

度，本文采用标准化回归模型：

⢅量
类㾮 一级指标 ⱟ级

指标 ⢅量㘜⧧ 定䅆

因⢅量 高新技术㡔䄖数量 y1 hteB19 䐢2019年10月㣑〒⭤㦰䐅的高新技术㡔䄖总数/

自⢅量

⪕新㈔
x1 XniYersity 高⭩院㾄及科研㰚数/

x2 incXEator ⭞䔏㆝国コ级㡔䄖ⴖ⿐㡘〓众⪕空间㰚㿉䔏Ⱝ㬒间/min

交㵉区位
x3 airport ⭞䔏㆝〛⧂㰚㿉䔏Ⱝ㬒间/min

x4 rail ⭞䔏㆝高㳛⧖䍟㰚㿉䔏Ⱝ㬒间/min

x5 center ⭞上海市区内㰚㿉䔏Ⱝ㬒间/min

建⧪㈔

x6 e[pressway ⭞高㯺公路䊲道出入㋻㰚㿉䔏Ⱝ㬒间/min

x7 road 㗠平Ⳟ公㏐ⳗ㸈内道路⧅度/m

x8 sXEway ⭞䔏㆝地㳛䍟㰚㿉䔏Ⱝ㬒间/min

x9 EXs 公交䍟⮄数/

x10 hoXseBprice 平㉚Ⳡ价/（元/mý）

x11 hospital ⭞䔏㆝的䓼⼰及䓉科䄞院㰚㿉䔏Ⱝ㬒间/min

x12 entertainment ⭞䔏㆝的㾾㻱䈊㎷⧂㰚㰚㿉䔏Ⱝ㬒间/min

x13 EXsiness ⭞䔏㆝的⹛物㩭⧂㰚㿉䔏Ⱝ㬒间/min

x14 restaXrant ⭞䔏㆝的⤮䅜设㬊㰚㿉䔏Ⱝ㬒间/min

㡔䄖ゐ㈼
x15 indXstrial ⥛䄖䊑区数/

x16 hteB13 2013年㚊〒⭤㦰䐅的高新技术㡔䄖总数/

x17 hteB00 2000年㚊〒⭤㦰䐅的高新技术㡔䄖总数/

表2  变量及定义

Tab.2  Variables and definitions

表3  主成分总方差解释

Tab.3  Explanation of total variance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因子

编号

⨖㬝㲹䎘䐖 㳂㦂䊹⼪平Ⳟ和 㿞䓋䊹⼪平Ⳟ和

总计 Ⳟ⥏➺分⡩/� ㎼计Ⳟ⥏ㆃ
㬮㔫/� 总计 Ⳟ⥏➺分⡩/� ㎼计Ⳟ⥏

ㆃ㬮㔫/� 总计 Ⳟ⥏➺分
⡩/�

㎼计Ⳟ⥏
ㆃ㬮㔫/�

1 7.962 46.833 46.833 7.962 46.833 46.833 4.642 27.305 27.305 
2 2.074 12.197 59.030 2.074 12.197 59.030 3.689 21.702 49.007 
3 1.672 9.834 68.865 1.672 9.834 68.865 2.423 14.254 63.261 
4 1.041 6.126 74.990 1.041 6.126 74.990 1.994 11.729 74.990 
5 0.854 5.023 80.013      
6 0.680 4.000 84.013      
7 0.552 3.245 87.258      
8 0.512 3.012 90.270      
9 0.424 2.491 92.761      

10 0.397 2.334 95.095      
11 0.202 1.190 96.285      
12 0.187 1.100 97.385      
13 0.161 0.948 98.332      
14 0.093 0.545 98.878      
15 0.082 0.483 99.361      
16 0.061 0.360 99.721      
17 0.048 0.279 100.00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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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为因变量高新技术企业数。去除不显

著变量F1的主导驱动指标x3 、x4 、x5后，将上式代

入公式（1）得到：

                                                                  

���   ৈߧӣߤ

综合以上各因子系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集聚是影响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分

布的重要因素。同类型企业的追随效应（x16 、

x17）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吸引力最强，前一阶段进

入的高新技术企业选址对其影响显著正向相关，

反映目前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状态仍处于集

聚时期，现有企业区位选择对于后续企业进驻通

常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产业园区（x15）作为培

育产业集群的优势区，能够有效聚集资源，营造良

好的研发环境，产生较强的内部规模效应，对高新

技术企业分布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

（2）创新环境对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具

有显著作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x1）具备较

高的研发能力，能够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创新

孵化空间（x2）通过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物理空

间、基础设施、管理咨询和专业技术等服务促进

其科技成果转化，降低企业创业成本，提高企业

运营效率。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知识密集、技术密

集的经济实体，具有较强的技术依赖性，更倾向

分布于相关科研创新机构或孵化空间附近。

（3）建成环境对新城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存

在一定影响。高速公路匝道出入口（x6）对高新技

术企业分布具有一定吸引力，五个新城地处上海

市区与上海都市圈其他城市的衔接地带，相比于

机场、高铁站等大型点状交通枢纽，其高新技术企

业多集聚分布于承担跨区域要素流动功能的高速

公路附近，也与前文核密度分析中企业多沿对外

交通干道分布的结论相符。路网密度（x7）与公交

站点（x9）对高新技术企业存在正向影响，企业

更倾向分布于路网稠密区，对于城市内部通达性

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有一定需求。地铁（x8）、医院

（x11）、休闲娱乐服务设施（x12）和餐饮服务（x14）

等公共服务设施对于企业吸引力较弱，商业可达

性（x13）对企业分布存在明显正向影响，平均房

价（x10）对企业分布存在显著负相关但影响系数

较小，可知综合公共服务设施与成本条件，目前新

城企业倾向分布于城市建设水平与地价相对较低

的非优势区位，但依然存在商业服务需求。结合前

文新城企业分布特征，目前各新城发展尚未成熟，

人口集聚程度较为有限，企业分布仍出于生产效

益的考量，多数选择远离生活环境较好的新城中

心生活区，分布于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尚未覆盖的

外部圈层，对于周边建成环境的要求并不高。

（4）市域交通区位因子整体相关性不显著。而

因子1（F1）中机场（x3）、高铁（x4）、市域中心城区

（x5）可达性3项指标为主导驱动因素，说明新城高

新技术企业分布对于大型交通枢纽并不敏感，并且

各新城内部呈现“内圈生活—外圈园区”的企业

分布格局，新城内远离市域中心城区的一侧同样存

在发展较为成熟的企业集聚区，与市域中心城区的

实际交通联系效率对企业分布影响并不明显。

���   ЇࢁмЗޏ城ޏ技术ѣЏࣿ࣪

        评џ

基于主成分及回归分析结果，构建新城高

新技术企业生长环境评价体系（见表6）。二级指

标选取与权重正负的判断以回归分析结果为参

考，权重绝对值以主成分分析所得成分得分系数

为参考，以期从建成环境、企业集聚和创新环境3

个维度评价上海五个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生长环

境。最终评价结果如表7所示。

综合评价五个新城企业生长环境，松江新

城整体企业生长环境相对较好，嘉定、奉贤新城

表4  主成分得分载荷矩阵

Tab.4  Principal component load matrix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Tab.5   Regression result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表示因子的高系数指标，为主导驱动因素。

注：R²=0.594；**代表显著性系数小于1%。

指标
⧪分⭤分㻖数

因子1（F1） 因子2（F2） 因子3（F3） 因子4（F4）

x1 XniYersity 0.002 0.223 -0.015 0.574*

x2 incXEator -0.058 0.034 -0.017 -0.274

x3 airport 0.262* -0.100 0.033 0.023

x4 rail 0.252* -0.090 0.005 0.034

x5 center 0.231* -0.058 -0.021 0.081

x6 e[pressway -0.085 0.354* -0.017 0.192

x7 road 0.120 -0.154 -0.085 0.229

x8 sXEway 0.131 0.032 0.108 -0.092

x9 EXs 0.004 0.044 0.003 0.308

x10 hoXseBprice -0.248 0.205 -0.129 0.253

x11 hospital -0.040 0.355* 0.039 0.095

x12 entertainment -0.082 0.303* 0.010 0.156

x13 EXsiness -0.035 0.175 -0.001 -0.084

x14 restaXrant 0.212 0.037 0.038 0.149

x15 indXstrial 0.083 0.012 0.354* 0.020

x16 hteB13 0.074 0.070 0.440* 0.024

x17 hteB00 0.068 0.029 0.428* -0.089

㚄㾮
㸕标准⿐㻖数 标准⿐

㻖数
⹓㼀性
统计

% 标准㹔⥏ %eta 容⥏ 9I)
⧄量 12.595 0.758   

因子1（F1） -1.382 0.759 -0.071 1.000 1.000
因子2（F2） -2.430 0.759 -0.124** 1.000 1.000
因子3（F3）14.024 0.759  0.718** 1.000 1.000
因子4（F4） 4.677 0.759  0.240** 1.000 1.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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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回归分析结果

Tab.5   Regression results
次之，青浦、南汇新城仍有提升空间。

嘉定新城整体企业生长环境评价较高。新城

城区与老城相接，周边设施尤其商圈服务水平相

对成熟；同时新城西临沈海高速，南接上海绕城高

速，要素流动条件优越。嘉定新城作为较早发展的

上海郊区新城，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现已形成一

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并且持续集聚趋

向明显。在创新环境维度，城内已形成较为成熟的

“科研院所+创新中心+产业化基地”的产业布局，

产业结构稳步升级，汽车、智能传感器与生物医药

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为企业研发创造条件。

青浦新城建成环境相对较好。青浦新城建

设起步较晚，公共服务设施较嘉定、松江仍有差

距，但城内平均房价相对较低，城内地标性商业

广场与部分大型商业综合体已落成并投入运营，

城外与3条跨区域高速公路相邻，城内路网稠密，

为企业营造相对良好的城市环境。青浦新城高新

技术企业年增长量相对低迷，在企业集聚方面仍

有发展空间，高校与创新孵化空间等科创载体分

布较少，创新能力稍显不足。

松江新城企业集聚与创新环境条件均较为

优越。在G60科创走廊带动作用下，新城已形成沪

昆高速沿线企业集聚区，同时城内高校、科研所

与创新孵化空间分布密集，大学城及周边科创园

的科研力量雄厚，具备高水平的企业研发基础条

件。松江新城建设最早且邻近腹地，目前已经形成

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体系，但由于新城城区

房价较高，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

奉贤新城企业集聚优势突出。目前其依托

“东方美谷”品牌优势吸引企业集聚，生物医药、

健康医疗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新城内创新

孵化空间及高校研发基础较好，具备一定的创新

研发潜力。奉贤城区房价相对适宜，公交站点分

布较密集，但商业设施建设尚未成熟，知名商业

综合体项目不多，服务水平与覆盖能力有限，建

成环境在五个新城中位居中等。

南汇新城整体企业生长环境相比其他新城

有待提高。建成环境评分低于新城平均水平，主要

原因为新城地广人稀且开发不足，企业周边商贸

与医院等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亟需完善。目前新城

企业集聚力度有限，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集聚于滴

表6  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生长环境评价体系

Tab.6   Evaluation system for growth environment of new towns' high-tech enterprises

表7  各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生长环境综合评价结果

Tab.7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growth environment of new towns' high-tech enterpris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水湖核心区，并在前沿科技产业区与新兴产业区

初步形成规模；新城北部南汇大学城科创影响力

发挥不足，企业集聚与创新能级对于面积较广的

南汇新城仍欠缺辐射带动能力。

4   结语

本文以上海五个新城为例探讨了高新技术

企业在新城的时空分布演化及区位影响因素，

发现企业集聚、创新环境和建成环境是上海五

个新城高新技术企业生长环境的重要部分。对

比上海市域，新城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与产业结

构发展均未成熟，企业分布呈集聚趋势和跨区

域交通偏好，多数呈现单核多节点、环城中心外

围分布的产城分离圈层模式。现阶段新城高新

技术企业侧重技术优先的区位选择，企业集聚

和创新环境对企业分布有显著积极影响，道路

通达和商业服务等建成环境因素对企业分布有

一定吸引力，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对企业分

布无明显作用。五个新城中松江、嘉定新城建设

较早，企业集群已成一定规模，企业研发条件优

越，配套设施相对成熟。奉贤新城在品牌效应带

动下企业加速集聚，但商业服务水平有限，建成

环境有待提高。青浦新城城市环境优势突出，创

新能极发展仍有提升空间。南汇新城地广人稀，

城市建设尚未完善，但营商成本相对较低，更利

于吸引大批企业入驻。

因此，今后可通过鼓励新城高新技术企业

与高校及科技创新机构产学研合作，加速企业

研发及运营效率，提高园区营商环境，进一步培

育良性创新氛围；提高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周

边基本服务设施水平与城内通达性，引导高新

技术企业逐渐向新城内部圈层靠拢，助推产城

融合；依托沪金、沈海高速等对外主要交通干道

加强企业跨区域联动，发挥廊道优势，对接上海

都市圈乃至长三角城市群，以助力新城建设上

海科创重要承载区，培育本土科技创新引擎。由

于数据限制，本文仅从时空视角，基于相关网络

数据，探讨上海新城高新技术企业演化发展。未

来可进一步从企业类型、规模、区位等视角对高

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授权、高新技术经

济产出额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上海新城的

发展规划决策服务。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㦉䐹 ⱟ级指标 ⱟ级指标ㆃ㬮 ⱟ级指标㦉䐹

建⧪㈔ 0.124

e[pressway ⭞高㯺公路䊲道出入㋻㰚㿉䔏Ⱝ㬒间/min -0.354
road 路网㗽度/（m/Nmý） 0.154
EXs 公交䍟⮄数/ 0.044

hoXseBprice 平㉚Ⳡ价/（元/mý） -0.205
EXsiness ⭞䔏㆝⹛物㩭⧂㰚㿉䔏Ⱝ㬒间/min -0.175

㡔䄖ゐ㈼ 0.718
hteB19 䐢2019年10月㣑〒⭤㦰䐅的高新技术㡔䄖总数/ 0.868

indXstrial ⥛䄖䊑区数/ 0.354

⪕新㈔ 0.240
XniYersity 高⭩院㾄及科研㰚数/ 0.574
incXEator ⭞䔏㆝国コ级㡔䄖ⴖ⿐㡘〓众⪕空间㰚㿉䔏Ⱝ㬒间/min -0.274

新城㘜⧧ 建⧪㈔（因子2） 㡔䄖ゐ㈼（因子3） ⪕新㈔（因子4） 䓼⼰评价
ク定新城 0.139 0.375 0.237 0.343
青㠷新城 0.118 -0.153 -0.209 -0.146
㯪ㅎ新城 0.079 0.408 0.272 0.368
ⴏ㻮新城 0.095 0.416 0.098 0.334
南〄新城 -0.181 -0.471 -0.118 -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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