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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武威职业学院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组织机构代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223004386304885

通讯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学府路 1 号

注册所在地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法定代表人 张开礼

单位开户银行 建行武威海藏路支行 银行账号 62001660104051500636

开户银行地址 甘肃省武威市海藏路 18 号 银行联行号 105828000045

上级行政主管

部门
武威市教育局 代码 11622300K42424376J

序号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其他主要参加

单位

二、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时空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项目起止时间 2024-06-03 至 2026-06-03

所属技术领域 其它 项目领域 社发类

技术来源 其它 预期取得专利 其它

预期成果形式
  □新技术  □新工艺  □新产品（含农业新品种、计算机软件）

 □新材料  □新装备  □论文论著  ■研究（咨询）报告  □其它

经费投入

（万元）
总经费 1.50 自筹 1.50

主要研究内容

(100字以内)

利用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武威市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构建实证计量模型，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测算出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

度，为科技政策及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三、项目组人员

姓名 邵秀霞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94-04-04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号码 622223199404051829 民族 汉族项目负

责人
职称 初级 从事专业 应用经济学 项目分工

项目总体规划、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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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硕士 职务 无 传真 7675013

手机 15209350662 联系电话 15209350662 E-mail
1375100290@qq

.com

项目组主要研究人员

姓名 证件号码 性别出生年月 职称 学位 从事专业
项目任

务分工

累计为

项目工

作时（月）

所在单位 职务

邵秀霞
622223199

404051829
女

1994-0

4-04
初级 硕士

应用经

济学

项目总

体规划、

撰写

12
武威职业学

院
无

田迎春
622301197

302160328
女

1973-0

2-16
高级 硕士

思想政

治教育

项目指

导
6

武威职业学

院

党委委

员、副

院长

王佳丽
622223199

201020328
女

1992-0

1-02
中级 学士

经济学

类

调研、

撰写
10

武威职业学

院
无

卢菊萍
622323199

710100022
女

1997-1

0-10
初级 硕士 经济学

调研、

数据收

集

10
武威职业学

院
无

王子卿
622323198

309240016
男

1983-0

9-24
初级 硕士

世界经

济

调研、

实证分

析

10
武威职业学

院
无

王建葵
622323199

503150027
女

1995-0

3-15
初级 硕士 统计学

建模、

实证分

析

10
武威职业学

院
无

项目组人数 6人 高级 1人 中级 1人 初级 4人 其他 0人

四、经费预算

（一）投资计划（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预算金额 说明

一、单位配套自筹资金 1.50

二、其他 0.00

合计 1.50

（二）科技计划经费支出计划（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名称 支出金额

1.土建费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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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器、设备费 0.00

3.材料、燃动费 0.00

4.加工费 0.00

5.试验费 0.00

6.管理费 0.00

7.劳务费 0.00

8.引进软、硬件费 0.00

9.国内、外调研费 0.50

10.其他 1.00

合计 1.50

五、项目计划进度

序

号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计划完成的主要研究工作

1 2024-06-03 2024-09-04

 1.项目启动和框架研究。项目负责人召开

项目启动仪式，公布项目计划和实施方案，

确立重点和核心问题，完成子课题的分工。

2.完成文献调研及相关数据搜集。

2 2024-09-05 2024-12-05 完成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

域经济发展现状调研。

3 2024-12-06 2025-09-06
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

济发展耦合协调的耦合机理构建及实证

研究，并在省级期刊发表论文。

4 2025-09-07 2026-06-03

1.新质生产力视阈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

点新兴产业、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对策

建议及未来展望，提出促进武威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同时结合本研究不足之

处，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展望； 2 完成

项目结题报告，进行结题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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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
业及区域经济时空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一、研究项目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

产力的主要内涵为：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经济增

长方式，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特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要素为科技创新，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已由传统的生产要

素驱动、净出口拉动转向由科技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发

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武威市新能源产业、奶产业、农产品及食品加

工产业、文旅产业、特色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精细化工、绿色环

保、数字经济产业等重点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但与此同时，十四五期间我市重点新兴产业发展

也面临一些瓶颈和问题：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科技创新对重点新

兴产业及对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强链的支撑作用不强，重点新兴产

业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程度低，产业发展存在技术密集程度低、

低价值等特点。《武威市强科技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

指出要提升科技支撑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能力，围绕特色农产品及食品

加工、奶产业、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生态环保等重点新兴产业链技术

需求，提升科技对重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推进产业链从低端

武
威
科
技



- 2 -

向中高端迈进、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可见，分析如何实现重点新

兴产业、科技创新在时间和空间协同配置，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如何实现创新链-重点新兴产业-区域经济达到最佳耦合协调

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武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

对武威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研究目的

1.明晰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特

征规律及存在问题。

2.阐明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深度耦合协调

发展的内在机理，详细描述科技创新、九大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

发展相互促进的作用机制。

3.合理构建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多

维度、动态耦合协调模型，揭示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区

域经济发展三系统的耦合协调规律。

4.基于上述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通过耦合协调度及耦合协调效

率进行多维度的评估，为武威市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

的证据支撑。

（三）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梳理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

部分：一是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二是科技创新对区域经

济增长的影响。上述文献观点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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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角度、层面的分析研究，同时也存在创新空间：

（1）大多学者多专注于分析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或

者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融合路径，多是单方面展开或两两展开。本

项目创新性的分析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区域经济发展三系统之

间的耦合协调作用，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2）以往研究针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领域的研究

侧重于宏观分析，多采用全国性的数据或者省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为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

结合了武威市的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征，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

域，具有较强的原创性和前瞻性。

2.现实意义

2023 年，武威市经济持续增长，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708.0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0%。同时，武威市新能源产业、奶产业、农产品

及食品加工产业等九大重点新兴产业增势强劲，稳步壮大，产值不断

增加。武威市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加大

科技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支撑产业效能明显提升。科技创

新、重点新兴产业，区域经济发展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如何，如何实

现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区域经济增长达到协调发展，是武威市培

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国内外技术发展趋势

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基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研究，提出二者在系统中双向

耦合或单向影响的情况，主要关注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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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赵明雪，2024；巫强、胡蕾等，2024；余建辉、张文忠等，2024；

梁婧，2024；罗浩文、童壮壮等，2023 ）。具体来说包含 2个层面：

①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理论耦合逻辑与运行机制。例如师应来等提

出科技创新能够通过新技术产品促进消费升级，科技创新可推动传统

产业向低碳化、高效益升级。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反作用于科技创新，

产业结构带来的经济效益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资金及人力支持，科技创

新得以继续发展。②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众多学者大都

通过构建创新链、产业链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计量模型及各种耦合

模型分析或测度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融合情况。例如刘珂、赵明雪

采用复合系统模型分析了我国 31个省市 2017年-2022年创新链与产

业链的融合度，并利用 GER模型分析了融合的空间差异度。

第二，科技创新支持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梁婧，2024；李

力、廖振盛，2023；陈洁、杨文举、江雅婷等，2024），具体来说，

包含以下 2个方面。①科技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例如薛珍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 2001-2020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

面板数据，证明科技创新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企业技术进步及

推动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李力将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认为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机理包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竞争

力及开辟新的市场，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区域

经济发展。②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单项及相互影响研究。廖振

盛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研究了中国 264 个地级市城市科技创新与

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表明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用。陈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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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建立

耦合协调模型，证实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且耦

合协调水平在不断增加。

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很早就受到国

外学者的关注。Raghuram et al认为科技对产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得出科技体系越健全，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越大，而其中科技政策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支柱性的作用。（Slavo

Radosevic，2000；Lundvall，2002；Berger，2003；Schinckus，2008)。

Slavo Radosevic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划分区域创新系统。Berger、

Schinckus 提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相互耦合的促进作用。

Alessandra et al.采用欧盟第二轮和第三轮科技创新的调查数据，分析

了科技创新在英国新兴产业转型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增长的研

究都集中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忽视了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以往学者更关注于从时间角度来分析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

增长。本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采用实证分析法，定量研究武

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武威市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协调耦合

度。

三、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关键技术、技术线路方案

(三）主要研究内容

本项目将基于现有的相关科研积累，利用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

新兴产业及武威市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构建实证计量模型，从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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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两个角度测算出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

耦合协调度，量化分析科技创新与重点新兴产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

互促进效果，最后将实证分析运用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具体而言，

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梳理相关文献和政策文件，进行实地调研，全面深入分析武威市

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现状，特征及趋势。系统调研武威市新

能源产业、奶产业、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产业、文旅产业、特色医药产

业、新材料产业、精细化工、绿色环保、数字经济等重点新兴产业发

展特征、产业结构等现状。分析武威市经济发展形势，深度解析武威

市经济发展的现实特征和发展趋势。

2.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

发展耦合协调的微观机理研究

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科学界定科技创新、重

点新兴产业，武威市经济发展内涵和衡量指标，理清科技创新、重点

新兴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时空耦合作用机理，建立三系统在不同时期

之间、不同地域空间的耦合协调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三系统间

的互动机制，以及耦合协调系统需要经历的耦合协调过程。

3.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

发展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

（1）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指标评价体

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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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现有文献及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

产业、武威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2019-2023

年武威市相关数据，从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重点新兴产业

结构、产业增值、经济增长率等方面入手，选取若干指标，构建能够

反应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武威市经济发展三系统的综合指标评

价体系。

（2）时间维度下的耦合协调分析

本项目从时间维度，运用构建的三系统综合评价指标，采用

DEA-Malmquist 指数、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 GMM 估计等

现代计量分析方法进行三系统在不同时间阶段的耦合测度，并计算出

九大重点新兴产业各个阶段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耦合程度排名。

（3）空间维度下的耦合协调分析

仅仅从时间维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域的差异性，只从时

间维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具有片面性，不能全面的阐述问题。

本项目引用地理探测器模型，通过熵权的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出三系

统的耦合协调度，从武威市地理空间层面研究创新链、重点新兴产业

及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变化特征。

（4）确定其他重要的建模细节（例如跨时期动态耦合模型的建

立以及备用模型的准备工作等）

4.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区域经济

发展三系统融合的长效机制设计

针对 2019-2023 年时间维度以及武威市的空间维度分别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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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制定出一系

列切实可行促进武威市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

5.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区域经济

耦合协调发展对策建议及未来展望

通过对比，提出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区域经济耦合

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总结本文研究不足之处，对相关领域的研

究做出展望。

（二）关键研究方法（技术）

本项目综合应用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

论与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1.理论分析及比较分析

系统地回顾和借鉴经典的基础理论，理清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

业及区域经济时空耦合作用机理，分析三者间的互动机制，以及耦合

协调系统需要经历的耦合协调过程，并且比较分析和借鉴国内外科技

创新支持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的相关经验。

2.实证研究法

本项目根据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在不同时期的特征以

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异质性，建立系统耦合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权灰

色关联法，对平稳性数据进行处理，建立三系统耦合模型，计算耦合

联系度，分析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3.技术路线方案

本项目属于问题导向型应用研究，严格遵循“理论研究—耦合机

理提出—计量模型验证-实证耦合测度—机制设计—政策研究”的过

武
威
科
技



- 9 -

程，具体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定性分析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链及区域经济时空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文献调研 现状分析 耦合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



现状

三系统耦合指标评价体系建立

区域经

济发展

系统

科技  

创新系

统

重点新

兴产业

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

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三系统融合长效机制设计

计量检验 耦合度测算

科技创新与

重点新兴产

业相互促进

的长效机制

重点新兴产

业与区域经

济发展相互

促进的长效

机制

促进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及未来展望

科技创新现状

时间

维度

空间维
度（各
县区）

科技创新与

区域经济发

展相互促进

的长效机制

耦合协调度
模型

GIS模型

重点新兴产业发
展现状

图 1:技术路线图

四、预期主要成果形式及技术水平

1.提交内容完整、翔实的研究报告一份。报告的主要框架如下：

（1）武威市科技创新、九大重点新兴产业及经济发展现状、存

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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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及区域

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

（3）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区域

经济发展三系统融合的长效机制设计

（4）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产业、区域

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对策建议及未来展望

2.发表 1篇省级以上论文。

五、项目负责人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管理能力介绍

（一）学术简历

项目负责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应用经济学硕士，主要研

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及计量经济学，在本项目研究领域已有

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2017 入选美国国务院项目：全球环境与领导

力，赴美学术交流。主持甘肃省教育厅创新基金项目 1项，参与课题

10 余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1篇。

（二）主要承担项目及发表论文

1.青岛社科规划课题：《新兴城镇化背景下青岛市人口承载与集

聚问题研究》，参与，2019

2.论文：基于 SWARCH模型的国际油价波动风险分析[J].统计与

决策,2019,35(14):170-173.北大核心、CSSCI 期刊

六、承担单位的技术优势

本项目依托单位为武威职业学院，近年来，武威职业学院高度

重视科研工作。现有专任教师 662 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2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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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博士学位教师 305 人，柔性引进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

所博士 14 人。近五年，立项国家级大创项目 12 项，省级科研项目 3

项，市厅级教科研、创新创业项目 256 项，校级项目 193 项。获批纵

向科研项目经费 180 万元，学校投入科研项目经费 498 万元。

项目依托单位非常重视学科建设，研究方向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研

究团队和研究基础，具备了成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学校拥有

MATLAB、SPSS、OX、SAS、R、WINRATS 等计算软件，有关硬件及

软件设施等完全能够满足本项目研究的需要。

七、项目经济、社会效益分析及推广应用前景

本项目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探寻武威市科技创新、重点新兴

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在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分

别设计产业政策、科技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创新、九大产业链与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项目经济、社会效益如下：

一是为武威市科技创新体系构建、产业政策的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二是有助于促进武威市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及宏观经济调控三者的

协调配合；三是为武威市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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