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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Laws of Innovative Spatial 
Distribution: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Jiangbei New Area 

基于创新空间布局规律的适宜性评价方法
——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王  慧   王兴平    WANG Hui, WANG Xingping

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和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寻找并布局满足创新主体需求且有利于激发其

创新活力的创新空间成为未来城市空间优化的重点之一。研究发现，创新主体在城市内的空间区位一般遵循邻近智力

与产业资源、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配置完善、创新政策集中度高、与中心城区距离适中、生态环境优美等规律。同

时，产业型与知识型创新主体在地块层面分别呈现主要集聚于产业园区与校区的特征。基于创新空间布局规律，提出因

“创”制宜、集成高效的空间适宜性评价总体原则，并构建了涵盖智力与产业资源邻近性、设施配置水平、城市区位、生

态环境条件等评价要素在内的技术框架。最后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对技术路线应用进行实证研究。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upsurge of innovation space planning has 
arisen in many major regions and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owever, the innovation space planning has not yet formed 
a mature technology roadmap. Thus, how to follow the laws of innovation space and plan rationally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ics that need to be discussed in depth.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laws of innovation space locati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on function and expansion of innovation space, then based on the general planning principles of adap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integration & efficiency and linkage of industrial parks, campus and community, a technology roadmap of 
innovation space planning is explored. Finall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of innovation space planning, this paper takes Nanjing Jiangbei New Area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rout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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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热潮的持续推动下，寻找并布局适宜创新主

体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空间将成为未来城市

空间优化的重点之一。

创新空间作为聚集创新活动的场所，是

以创新、研发、学习、交流等知识经济主导的

产业活动为核心内容的空间系统 [ 1]。目前，针

对创新空间评价的相关研究已涵盖宏观、中

观及微观层面。其中，宏观层面的评价研究在

0 引言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

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战略支撑。在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的引

领下，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均积极回

应，着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研发等新兴

产业，并同步开展了创新空间规划的探索与实

践。可以预见，在创新驱动发展与创新空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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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 2]、长江经济带 [ 3]、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城

市群 [ 4 - 5 ]、各省 [ 6]及都市圈 [ 7]等多个区域尺度展

开，一般以单个省或城市为基本单元，以R& D

经费支出等创新投入和专利数等创新产出指

标作为创新能力测度，进行地区能力的评估

分级与地区间差异的分析。该层面的评估结

果可较为直观地揭示区域创新空间格局特征，

但却难以对未来创新空间的布局有直接指导

意义。微观层面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创新氛围

浓厚的建筑[ 8 ]及公共空间[ 9 ]的营造策略进行探

讨，较少涉及空间评价内容。中观层面的城市

创新空间是国家及区域创新体系、创新型城市

建设的具体落实，同时与微观空间相比，又是

政府可直接加以管控的区域，因此该层面创

新空间的评估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 10]。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对城市创新空间布

局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析 [ 11- 13]，但将规律综

合起来指导城市空间的创新适宜性评价及创

新空间布局的研究却较少。基于此，本文旨在

系统梳理城市创新空间布局规律，探索性地构

建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方法，并以南京江北新

区为例，对该评价方法进行实践应用，以期为

城市创新空间布局规划提供技术思路借鉴。

1 创新空间布局规律探析

创新空间布局规律既包括创新主体在城

市层面的一般性空间选址规律，又包括不同类

的创新主体在地块层面特定的空间集聚规律。

本文系统梳理现有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总结并

提炼创新空间布局规律，为构建空间适宜性评

价方法搭建理论基础。

1.1 创新空间区位选址规律

创新主体开展的活动及参与创新活动的人

群与一般主体相比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里

分别从创新活动和创新人才特性对应的空间

区位特征入手，探析创新空间区位选址规律。

1.1.1    创新活动特性导向下的空间选址规律

创新活动一般是指从事知识、技术和资

金密集型产业的活动，多呈现高技术水平、高

投入与高风险等特征，其对应的创新空间区位

选址规律可大致概括为以下5 方面。

（1）邻近智力密集区。新兴技术的不断

涌现与发展使得科技产品周期日益缩短，创新

主体需加速产品的创新与升级，才能保障其创

新活动开展的科技竞争优势。邻近大学、科研

院所等智力资源密集区，不仅能使创新主体便

捷地获取最新科研与技术动态，还能使其拥有

较为充足的科技人才储备资源 [ 14 ]。

（2）邻近产业集聚区。基础研究与技术

研发是创新活动的基础环节之一。此外，企业

等主体在开展创新活动时，还需依靠供给高技

术产业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上游产业为其提供

辅助技术支持[ 15 ]。邻近产业密集区的区位可便

于创新主体间搭建高效的技术合作体系，完善

创新全链条的构建，提高创新成果的研究与开

发效率。

（3）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备。高新技

术产品生命周期短、更新率高，创新主体在研

究开发、生产制造等环节均需与外界其他主体

或机构保持广泛的技术交流与业务联系，便捷

的交通设施与完备的通信设施则有助于其赢

得时间优势[ 16]。

（4 ）科技金融服务设施配置完善。中小

型企业是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由

于创新活动技术风险较高，中小企业本身资金

实力有限，风险抵御能力也较弱，因此配置完

善的金融服务设施（如银行、保险公司等）对

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极为重要。

（ 5 ）政府创新支持政策集中。随着科技

创新日益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干预对创新

空间区位选址的影响越来越大 [ 17]。高等院校、

研究院所、创新型企业等创新主体多偏向于

在政府给予丰厚的研发与投资优惠且知识、

技术、资金、信息等要素供给完善的地区开展

创新活动（见图1）。

1.1.2    创新人才特性导向下的空间选址规律

创新人才队伍趋于年轻化、高学历化，且

具有流动性和区位粘性均较高的特性[ 18 ]，因此

在对创新空间区位选址规律进行探讨时，还应

明晰与人才特性相对应的特殊区位需求。经过

梳理，创新人才特性对应的创新空间区位选址

规律可初步概括为以下3方面。

（1）邻近产业集聚区或智力资源密集区。

创新人才一般从事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

行业，与同行工作者或跨学科相关合作人群间

的技术交流是其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的主要动

力之一，因此众多科技企业集聚的产业园区以

及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智力资源密集区一般

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强[ 19 ]。

（2）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完善、生态环境优美。人才的空间集聚受到优

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吸引[ 20]。创新人

才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因此其更倾向于工作与

生活在更为舒适与便利的环境中，对空间区位

的具体需求则包括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优美

的生态环境以及配置齐全的医疗卫生、商业金

融和教育科研等服务设施。

（3）邻近中心城区。在宏观区位上，由于

中心城区服务设施配置水平普遍高于城市其

他地区，因此大多数创新人才偏向于在此就业

与生活（见图2）。

1.1.3    空间选址规律

综合创新活动与人才特性对应的特殊空

间区位需求，最终明确创新空间区位选址的一

般性规律为：（1）邻近智力与产业资源集聚

区；（2）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高质配置；

（3）政府创新支持政策集中；（4 ）与中心城

区距离适中；（5 ）生态环境优美（见图3）。

1.2 创新主体的空间集聚规律

在城市内部层面，技术创新正逐步向专

业化功能区集聚 [ 21]。创新主体按照目的与功

能的差异性，可划分为知识型与产业型两大

类 [ 22]，分别对应不同的空间集聚规律。

产业型创新主体包括创新型企业、科技

企业孵化器等，主要从事技术成果转化、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等活动。对于创新型企业，共同

的市场需求、相似的创新目标及来自集群之

外企业的竞争促使集群内企业间形成共生的

合作机制，包括同行企业间和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间的横向与纵向创新网络 [ 23]，因此出于

对较高创新效率的追求，创新型企业一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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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集聚于产业园区等专业功能区的特征；孵

化机构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

阶段的中小企业提供创新孵化、成果转化等

服务，产业园区、高等院校及部分服务设施较

为集中的社区均可能是其空间集聚的场所。

知识型创新主体则包括高等院校、研究院所

等，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活动，其

空间集聚模式主要包括独立校区布局模式和

以开展产学研应用合作为主要目的、以附属

研发机构为主要形式的，与产业园区、单个企

业混合布局的模式。

由此可初步得出结论，在城市内部层面，

创新主体呈现“园区、校区、社区”三区集聚

的空间规律。其中，产业型与知识型创新主体

于三区内均有可能分布与集聚，但从集聚数量

与空间规模来看，园区和校区分别是产业型与

知识型主体集聚的核心载体（见图4 ）。

2 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方法构建

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需遵循其布局规

律，基于总结与提炼出的规律，提出创新空间

评价原则，并探索性地构建评价技术路线。

2.1  评价原则

对应城市层面创新空间区位选址的一般

性规律和地块层面不同创新主体的空间集聚

规律，提出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的两大原则，

分别为因“创”制宜、集成高效。

因“创”制宜原则，即遵循创新活动与

创新人才在城市层面空间区位选址的一般性

规律，明晰创新空间的核心区位要素特征，并

选取对应的评价指标，作为在规划范围内选

取相对适宜创新主体发展与布局地块的普适

性标准。

集成高效原则，即对应产业型与知识型

创新主体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实现集成高

效的空间布局为目标，针对两类创新主体，分

别制定与其特征相匹配的适宜性评价指标体

系，通过评价结果识别城市内适宜其布局的地

块，进一步指导其结构与空间布局。

2.2   评价技术路线

在因“创”制宜、集成高效原则的引领

下，探索性地构建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技术路

线（见图 5 ）。首先，选取涵盖智力与产业资源

邻近性、设施配置条件、城市区位、生态环境条

件等因素在内的指标作为空间评价的标准因

子；其次，分别针对产业型与知识型创新主体

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通过分因子

评价结果的叠加得出两类创新空间的适宜性

评价结果，以指导后续空间结构与布局。

3  南京江北新区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

的应用实践

南京江北新区在2015 年被设立为国家级

新区之初便被赋予“国家自主创新先导区”

的定位，肩负创新发展引领示范的重任。建区

以来，新区不断集聚国内外创新资源，创新空

间框架逐步拉开。2018 年以来，新区着力建

设“两城一中心”（即芯片之城、基因之城、新

金融中心），力争打造成为综合产业新城。然

而，新区内部分创新空间布局散乱、产业园区

图3 创新空间区位选址偏好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location preference of 
innovation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技术路线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echnical route for 
innovation spac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创新主体空间集聚载体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innovation subject space 
agglomeration carri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 创新活动特性对应的创新空间区位特征梳理
Fig.1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space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创新人才特性对应的创新空间区位特征梳理
Fig.2  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space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ve tal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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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校周边创新资源配置不齐、创新人才缺口

大等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创新发展，创

新空间亟待整合优化。本文研究范围为江北新

区共建区，总面积78 8  km² 。旨在通过空间的

创新适宜性评价，识别新区内适宜创新主体发

展的区位，并以此结果进一步指导新区创新空

间格局的拓展。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的技术框架，

结合江北新区数据获取的实际情况，构建了

涵盖5 类一级指标和14 类二级指标的评价指

标体系。同时，邀请10位专家立足以上总结的

创新空间分布规律，充分考虑产业型与知识型

两类创新主体空间布局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需

求，对关键性指标进行权重打分。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综合专家评分结果，利用层次分析法

（AHP）确定产业型与知识型创新主体分别对

应的各指标权重（见表1）。其中，两类创新主

体对应的指标权重区别主要体现在智力与产

业资源邻近性方面，产业型主体对于与重要产

业园区的距离要求相对较高，知识型主体则对

与高等院校的距离要求相对较高。创新空间的

适宜性评价结果即为将14 项分因子评价结果

标准化处理后的叠加加权结果。

3.2   分因子评价过程

江北新区正处于创新资源高速集聚期，各

类创新载体建设与更新速度快，考虑到数据的

可得性及适宜性评价结果将直接对创新空间

提出规划引导建议，本文以《南京江北新区总

体规划（2014 —2030年）》中的“土地利用

规划图”作为评价所需空间数据的主要来源。

3.2.1    智力与产业资源邻近性评价

“智力与产业资源邻近性”指标被拆分为

距高等院校及重要产业园区平台的距离两大

分因子。江北新区现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

京工业大学等11所高等院校，规划新建南京农

业大学（主校区）、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国际

校区）等 4 所院校（见图6）；新区还建设有南

京软件园、南京生物医药谷、智能制造产业园

等产业平台，发展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研

发与医疗器械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

产业领域，将成为新区建设“两城一中心”以

及创建“国家自主创新先导区”的核心引擎

（见图7）。

3.2.2   设施配置条件评价

在公共服务设施环境质量方面，重点选

取与科技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设施距离等

指标进行评价，最终对各分因子评价结果加权

叠加后，得到江北新区公共服务设施环境的最

终评价结果（见图8 ）。可以看到，新区设施环

境较优处从南部桥林新城沿江北大道延伸直

至北部六合雄州中心区版块，呈现沿带状分布

的特征。

在基础设施条件方面，综合考虑与高铁站、

机场等对外交通枢纽间的可达性程度（以时间

距离为主要评价标准）及距地铁站等公交枢纽

场站、城市道路等通勤设施间的距离等因素，叠

加分析后得到新区基础设施条件的最终评价结

果（见图9 ）。新区基础设施条件可大致划分为

表1 江北新区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innovation space suitability of Nanjing Jiangbei New Area

图6 距高等院校距离评价结果图
Fig.6  Evaluation results of distance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距产业平台距离评价结果图
Fig.7  Evaluation results of distance to industrial 
platfor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年份
产业型 知识型

智力与产业资源邻近性 0.5373
与高等院校间的距离 0.0895 0.4701

与重要产业园区间的距离 0.4477 0.0672

设施配置条件

公共服务设施 0.1906

与金融服务设施的距离 0.0702 0.0702
与中小学的距离 0.0393 0.0393

与大型医院的距离 0.0393 0.0393
与配套住宅设施的距离 0.0209 0.0209
与大型文化设施的距离 0.0209 0.0209

基础设施 0.0942
主要道路路网密度 0.0115 0.0115

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 0.0217 0.0217
到机场、高铁站的交通可达性 0.0610 0.0610

城市区位 政策区位 0.0942 政策区位等级
（核心区/直管区/共建区） 0.0942 0.0942

地理区位 0.0481 到江北新区中心的交通可达性 0.0481 0.0481

生态环境条件 0.0356 与大型山体的距离 0.0178 0.0178
与主要河流湖泊的距离 0.0178 0.017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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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等级，其中条件最优处集中于中部江北大道

两侧地区以及六合雄州中心区版块。

3.2.3   城市区位评价

江北新区在行政管理层面创新性地构

建了涵盖“核心区—直管区—共建区—协调

区”四级的空间架构，各区在发展定位、创

新资源配置等方面均有所差异。其中，直管

区由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直接管辖，占地面

积38 6 km² ，其内还划定了33.2 km² 的核心

区，将集中开发，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共建区

占地78 8  km² ，以浦口区、六合区为主开发建

设，新区对重大事项进行统筹。因此，在对新

区创新政策集中度进行区位评价时，分别针

对核心区、直管区与共建区进行了由高到低

的赋分（见图10）。

在与中心城区距离的交通区位方面，位

于核心区内的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将重点发

展高端商务、金融商贸等产业，打造成为新区

“新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是新区商业和

经济中心。因此，选取中央商务区内“扬子江

新金融创意街区”为中心节点，对新区内各地

到该处的时间距离进行评价（见图11）。从评

价结果来看，可达性水平基本呈现由中央商务

区向外圈层递减的特征，其中六合龙袍新城等

地区至该处的可达性较弱。

3.2.4    生态环境条件评价

江北新区生态本底优良，全区森林覆

盖率达25 % ，水域面积比例达20% 。新区南

部面朝长江，内环滁河，老山、龙王山、灵岩

山等山脉穿插其中，城市空间与山水相互交

融。从生态环境条件的评价结果来看（见图

12），新区南部地区生态环境整体优于北部

地区。

3.3  评价结果

按照各因子权重对评价结果进行叠加，

分别得到江北新区产业型和知识型创新空

间的适宜性评价结果（见图13- 图14 ）。从评

价结果来看，知识型创新空间布局适宜性最

优处基本集中于沿江北大道带型延伸的区域

内。其中，中部板块潜力较优处已是现状高

等院校的主要集聚区域，而北部六合雄州片

区和南部桥林新城片区由于产业型创新资源

较为丰富、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配置较

为完善等因素，其适宜性评价得分也较高，

图8 公共服务设施条件综合评价结果图
Fig.8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图11 到江北城市中心的可达性评价结果图
Fig.11  Evaluation results of accessibility to Jiangbei 
urban center

图12 生态环境评价结果图
Fig.12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sessment results

图9 基础设施条件综合评价结果图
Fig.9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图10 政策区位评价结果图
Fig.10  Policy location evaluation resul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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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为未来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知识型

创新主体布局的新区域。产业型创新空间布

局适宜性最优处则呈现基本集中于各大园区

平台内的特征，其中南京软件园、生物医药

谷、研创园、浦口与六合经济开发区等片区

的适宜性评价得分较高；智能制造产业园、

化转办则由于较为缺乏知识型创新资源、公

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等因素

而得分较低。

3.4  基于评价结果的创新空间布局建议

《南京江北新区总体规划（2014 —2030

年）》提出，要构建“一轴、两带、三心、四廊、

五组团”的城镇空间布局结构，其中一轴为沿

江城镇发展轴，形成带形、组团布局的江北城

镇密集发展地区，五组团则包括桥林、浦口、高

新—大厂、雄州、龙袍5 个城镇功能组团（见图

15 ）。此外，2020年新区还出台《南京江北新

区高校创新集聚带规划》，规划多个高校沿以

江北大道为骨干的带状空间分布，以“一带”

为引领，打造特色化廊道，构建高校良好的创

新生态。

参考借鉴相关规划对新区空间结构的引

导，并综合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的结果，本文

提出江北新区“一带六片区”的创新空间结

图15 《南京江北新区总体规划（2014—2030年）》

城镇空间布局结构规划图
Fig.15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lanning in Master 
Plan of Nanjing Jiangbei New Area (2014-2030)
资料来源：《南京江北新区总体规划（2014—2030年）》

文本。

图13 知识型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结果图
Fig.13  Suitabi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knowledge 
innovation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4 产业型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结果图
Fig.14  Suitability evaluation result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构（见图16）。其中，“一带”即以江北大道为

骨干的知识创新集聚带，是知识型创新主体布

局适宜性最优的主要集中区域，且与新区总体

规划、高校创新集聚带规划相衔接，串联各类

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知识型创新主体，以开

展基础研究、技术孵化等创新活动为主；“六片

区”即6个产业创新版块，是在综合考虑新区

规划空间结构以及产业型创新主体空间布局

适宜性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包括研创园

与科工园版块、原高新区版块、六合经济开发

区版块、浦口经济开发区版块、长芦版块及西

坝版块。各版块紧紧围绕新区主导产业，集聚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等主体，培育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同时，与高等院校研究优

势相结合，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创新成

果的转化与应用。

4  结语

在全球化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合作日益

紧密以及我国创新驱动战略逐步强化并落实

的新时代背景下，创新空间作为新型研发与

产业空间，其在城市内的用地规模比例以及

对城市经济产业转型与提振的贡献度将大大

提升，其布局将成为未来城市空间优化提升

的重点之一，也将成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

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从创新主体的空间布

局规律入手，提出城市层面创新空间适宜性

评价的总体原则与技术框架，并以南京江北

新区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等统计分析方法、

ArcGIS等空间信息技术软件实施空间评价，

识别出城市内较为适宜布局各类创新功能的

地块，评价结果对江北新区创新空间布局规

划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然而，本文提出的适

宜性评价方法中各因子指标权重的确定存在

较强的主观因素，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改善与

优化。

图16 江北新区“一带六片区”创新空间结构图
Fig.16  Nanjing Jiangbei New Area innovative spatial 
structure of "one belt and six area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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