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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过滤理论作为区域创新理论的重要分支，可以从社会过滤的概念内涵、构成与测度，社会过滤影响区

域创新的机制以及实证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溯源与述评。已有的创新理论多侧重于创新现象表征的描

述，缺乏对地方社会条件的关注，而地区社会条件恰是构建成熟创新系统的前提。社会过滤理论强调经济活动的

根植性，指出创新活动会受到地方社会、文化及制度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构成的社会过滤条件不仅影响地区创

新的产生，也决定成果转化的效率。因此，社会过滤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区域创新格局迥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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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领先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经济进步的前

沿，成为技术落后国家和地区效仿和追赶的对

象。受新增长理论影响，很多国家和地区将提高

研发投入作为增强竞争力，进而实现赶超的主要

手段。然而，学者们研究发现，创新并不必然引致

经济发展（Marques& Morgan，2021），诸如瑞典悖论

（Fragkandreas，2013）和 欧 洲 悖 论（Audretsch&
Keilbach，2008）。知识生产理论（Griliches，1979）、

区域创新系统（Cooke et al.，1997）、学习型区域

（Morgan，1997）以及创新网络（顾伟男等，2019）等

传统经典区域创新理论强调创新主体间互动衔接

的重要性，而对创新产生和转化的地方社会条件关

注不够，地方化社会条件恰是建构成熟创新系统的

前提。创新活动的本地根植性决定了创新会受到

地方社会、文化以及制度条件的约束（Fitjar et al.，
2015）。国家和地区必须具备接收技术创新并对其

进行解码的能力，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创新活动

（Caragliu& Nijkamp，2012）。区域创新绩效取决于

区域本身的吸收能力和过滤机制（Sterlacchini，
2008；Cornett，2009）。Rodríguez-Pose（1999）首次提

出了“社会过滤”（Social filter）这个概念，用以描述

促进或制约创新的本地化条件，分析其横亘在创新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介质作用，其渗透性的强弱会导

致各区域创新动力和吸收能力以及对创新要素的

吸引力出现极大差异（任建辉，2021）。学者们将

Rodríguez-Pose在社会过滤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创造

性贡献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贡献，称为“社会过滤

理论”（Capello et al.，2011；Capello & Lenzi，2018）。

145



区域经济评论 2023年第3期

社会过滤理论强调，每个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构成

社会过滤器，决定了该区域进行创新及成果转化的

能力。这意味着社会过滤可能会对区域创新及成

果转化产生异质性影响，并在区域间形成隐形壁垒，

影响创新的空间扩散效率。我国区域创新格局过度

极化（程叶青等，2014；段德忠等，2018）和成果转化

效率低（叶祥松等，2018）与各区域之间社会过滤条

件的异质性有关。成果转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

的热点（刘树峰等，2019），然而社会过滤的研究还没

有引起国内学者和政策机构的重视。本文拟通过对

社会过滤理论的文献梳理，对社会过滤理论的概念

内涵、测度指标体系、影响机制和应用实证等方面进

行梳理，以期为我国在落后和边缘地区培育创新中

心，激发不同区域的创新潜力提供借鉴。

一、社会过滤的概念与内涵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技术作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成为普遍共识。然而，Rodríguez-Pose 却

认为从研发到创新再到经济的实际表现过程并不

总是一帆风顺。一些区域的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

对经济表现产生了积极效果，而另一些区域却没有

在技术和增长之间建立起联系。他进一步指出，这

种研发投入没有达到预期表现的原因是地方社会

条件在创新及成果转化中产生了过滤作用。

在此基础上，Rodríguez-Pose（1999）根据多琳·
马西对空间的定义，提出每个区域都有唯一的社会

过滤器，由影响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创新性

（Innovative）和保守性（Conservative）构成。他进一

步解释，如果一个区域社会过滤器的创新性成分占

优，技术学习能力就越强，从研发投入中获得回报

的能力也就越强；相反，如果保守性成分占优，则从

研发中获得高回报的能力就越弱。根据社会过滤

强度，可以将区域划分为两种类型：创新厌恶型和

创新易发型（见图1）。创新易发区域的社会过滤较

弱，对创新和变化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对外部创新

更加开放，能够积极向先进地区学习。这类区域可

以实现从产品技术创新到经济活动的平稳转换，有

能力将自己的创新投入高效地转化为创新产出。

相反，创新厌恶区域的社会过滤器几乎不能渗透。

这类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缺乏将技术

创 新 转 化 为 更 高 附 加 值 经 济 活 动 的 能 力 。

Peiró-Palomino（2019）认为正是各区域社会经济和

体制条件以及诸如人力和社会资本等一些无形资

本组成的社会过滤器，影响知识产生、知识扩散，并

最终影响成果转化。

图1 创新易发区域和创新厌恶区域的研发投入和经济活动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本文参考文献［12］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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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易发社会和创新厌恶社会的存在表明，

并非所有区域都有相同的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

在研发投入相同的情况下，有些区域的研发投入

能够引起经济的成倍增长，而另一些区域从研发

投入中获得的收益较少，这是因为每个区域的社

会过滤器会在研发投入与经济活动之间产生阻抗

和渗透效应。Rodríguez-Pose（1999）还举例说明，

传统的工业衰退地区或萧条地区，以及边缘地区

都表现出创新厌恶的社会过滤特征。这是因为工

业衰退地区在大规模生产时代建立了僵化的社会

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已成为区域快速适应外部技

术变化的严重障碍。一方面，在大规模生产时期

占主导地位的大量熟练和非熟练蓝领工人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根据泰勒原理培训的，很难重新部

署以适应新技术变革。另一方面，年轻而有才能

的新生代面临着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很难找到适

合的工作。较低的社会流动性和某些社会部门有

限的经济活动进一步促使这些地区转变为创新厌

恶型社会。与工业衰退地区相同，一些边缘地区

也面临创新动力不足，难以实现增长的难题。除

此之外，边缘地区还承受着经济组织薄弱和缺乏

创业精神的挑战。

以此而言，社会过滤的提出为不同国家和地

区迥异的创新地理格局给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

释。社会过滤实质是由本地社会条件构成的过滤

系统，由于各种要素的协同障碍，研发工作不能

完全渗透到生产系统中。极端情况下，一个信任

脆弱、人力资本缺失、产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是

很难有创新产生的。只有当人力资本的聚集与年

轻化的人口结构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有机结

合，才能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Crescenzi
& Rodríguez-Pose，2013）。

二、社会过滤的测度指标与方法

社会过滤是多要素复合表征的结果，这种复杂

性和交织特征，使其定性和定量描述都成为一个难

点，不利于地区间的对比分析（Crescenzi，2005）。

为了测度社会过滤，学者们就如何具体刻画社会过滤

的指标方面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已经形成一些有价值

的构建思路及测度办法（Crescenzi & Rodríguez-Pose,
2011；Rodríguez-Pose & Villarreal Peralta，2015）。

（一）社会过滤的测度指标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过滤的测度指标还

存在争论。在社会过滤提出之初，Rodríguez-Pose
（1999）认为人口结构、农业劳动力占比、失业率以

及教育水平可以测度社会过滤的强弱，这是社会

过滤指标的原型。Bilbao-Osorio和Rodríguez-Pose
（2004）认为社会经济指标应该要揭示区域的技能

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和经济结构。其中，Crescen⁃
zi（2005）强调人力资本是社会过滤的核心指标。因

为以受教育水平反映的人力资本能够代表区域学

习和吸收能力，许多可观测的因素和不可观测的因

素（如人才流动、本地教育质量、教育的社会回报

等）都可能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间接影响

到创新。Rodríguez-Pose和Crescenzi（2008）进而在

人力资本上扩充，认为反映创新易发区域的社会过

滤变量体现为三个方面：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的

生产性就业和人口结构。具体而言，相较于其他部

门，农业部门就业的生产率较低且代表着隐性失

业；长期失业率是反映劳动力市场僵化的一个重要

指标，也体现出区域劳动者技能不足从而无法参与

生产性工作的窘境。青年人是区域创新和社会变

革的主力军，年轻人活跃的区域往往会产生更多的

创 新（Crescenzi et al.，2007）。 Rodríguez-Pose 和

Comptour（2012）综合了以上内容初步形成了社会

过滤指标体系，包括本地市场刚性、人口结构、教

育、技术和人力资本，以及科学基础等方面。

除经济结构因素外，学者们还将文化和制度因

素纳入社会过滤指标体系中（见表 1）。Beugelsdijk
（2007）指 出 ，社 会 过 滤 应 该 考 虑 创 业 文 化 。

D′Agostino 和 Scarlato（2015）则主要关注社会制度

层面，认为除人力资本核心指标外，还应包括社会

排斥和制度效率。因为不利的社会制度条件会阻

碍本地经济系统对知识的吸收，从而阻碍经济增

长。同年，Smith 和 Thomas（2015）也指出区域创新

不仅依赖个体间信息的共享和交流，也会受到社会

资本和制度的约束。D′Ingiullo和Evangelista（2020）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制度质量扮演着“社会过滤”的

角色，影响区域将创新投入转换为创新产出的能

力。同时，制度会深刻地塑造企业的创新环境，通过

促进或阻碍学习和知识溢出，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

绩效。Xiong（2020）等进一步将制度指标细化，其给

出的社会过滤指标包括城市化率、社会资本、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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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金融发展指数和产权发展指数。他认为城市化

引致的集聚效应可以促进创新，社会资本通过传播

知识和有价值的信息来促进创新；而合同法、产权或

私有化等制度因素在创新中起着关键作用。

（二）社会过滤的测度方法

从上述学者提出的社会过滤指标构成看，社会

过滤是由一组独特的社会和结构要素复合而成，这

些要素有的促进了地区经济活动的发展，有的却阻

碍了经济活动的发展（D′Ingiullo & Evangelista,
2020）。同时，某些构成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乃至

存在信息重叠。如果将这些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模

型会产生共线性问题。因此，主成分分析方法被用

来测度社会过滤，将这些变量合成为一个单独的指

标，能够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指标的变异信息。学者

们通常将第一主成分作为社会过滤指数，以此度量

各地的社会过滤强弱。

Rodríguez-Pose和Crescenzi（2008）对欧盟成员

国的研究结果中，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总变异方差的

43.1%，特征性显著大于1。其中分变量的权重系数

正负号符合预期，受教育人口、受教育劳动力、参与

表1 相关研究中的社会过滤指标体系

作者

Rodríguez-Pose（1999）

Bilbao-Osorio和
Rodríguez-Pose（2004）

Crescenzi （2005）
Crescenzi等（2007）；

Rodríguez-Pose和Crescenzi
（2008）；Crescenzi等（2012）；

Rodríguez-Pose和Peralta
（2015）

Rodríguez-Pose和Comptour
（2012）

D′Agostino和Scarlato（2015）

Ailun Xiong等（2020）

社会过滤指代

社会条件

社会经济因素

人力资本

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经济条件

社会制度条件

社会过滤条件

二级指标

人口结构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

失业率

教育水平

技术水平

劳动力市场情况

经济结构

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

人力资源的生产性就业

人口结构

长期失业

农业就业

企业税率

青年人占比

受教育程度

终身学习

科技人力资源

社会排斥

人力资本

制度效率

城市化率

社会资本

私有化

金融发展指数

产权发展指数

三级指标

注：没有对社会过滤进行测度

成年人口（25—59岁）的占比

就业率

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

受教育人口占比

受过教育和培训的成年人中终生学习者占比

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人数占比

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长期失业率

青年人口（15—24岁）占总人口比重

总失业占比

农业就业占比

企业收益占比

青年人口（15—24岁）占总人口比重

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占比

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成年人（25—64岁）占比

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占比

长期失业率

青年人失业率

家庭贫困指数

高中第一年末辍学率

受过中等教育人数占比

职业教育就业人员占比

市政垃圾分类服务

生活安全感

居住在城市的居民比例

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

私人固定投资比例

见《中国各省市场化指数报告2011》
见《中国各省市场化指数报告2011》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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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人口的影响都为正，而农业劳动力、长期失

业的影响为负，15—24岁群体权重较小。主成分分

析为测量每个地区的社会过滤提供了一个“联合测

量”。Rodríguez-Pose和Peralta（2015）对墨西哥州的

研究结果中，用作测度社会过滤的第一主成分占总

方差的54%，且每个分变量对于复合变量社会过滤

指数的贡献也具有预期的正负向影响。受教育和

技能变量以及年轻人人口百分比与复合社会过滤

指数正相关，而农业就业人口百分比为负相关。另

外，Rodríguez-Pose和Min Zhang（2019）在对中国地

级市的研究结果中，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

的 37.8%，其中青年人占比和私企就业人员权重为

负。这与欧盟和墨西哥测度的青年人群对社会过

滤指数的贡献度相反。

可见，尽管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社会过滤，并

以第一主成分得分作为社会过滤指数已被学者们

广泛接受并使用，但由于研究对象和构成指标的不

同，社会过滤指数的测度结果也不相同。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对于社会过滤构成指标的选择上缺乏更

加科学的论证和说明，指标选择的泛化和随意性要

得到重视。如何科学地给出一个评选标准，进而统

一认识变得尤为紧迫。

三、社会过滤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机制

对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而言，社会过滤的作用

机制其实就是一种消化与吸收机制，社会过滤的构

成要素组成过滤组织。从过滤的方式来讲，社会过

滤表现出对内过滤和对外过滤两种表现方式，分别

与区内研发和区际知识溢出相对应。从过滤的途

径来说，社会过滤会影响知识的产生、传导、吸收与

利用，并最终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效率

（任建辉，2021）。为了更充分地归纳和揭示社会过

滤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机制，本文构思了两

区域社会过滤与知识溢出示意图（见图2）。
（一）异质性研发活动与成果转化

研发过程可以分解为知识创造和成果转化

两个阶段（覃雄合等，2021）。知识具有公共物品

的 性 质，具有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属性

（Fragkandreas，2013）。因此，成果转化的发生地可

以 完 全 不 同 于 创 新 成 果 的 发 源 地（Kaneva &
Untura，2019）。区域内部产生的知识和区域外部产

生的知识都是区域增长的重要源泉（白俊红等，

2015）。实际上，区域可以同时选择将本地的创新

和其他区域的创新共同转化为本地的生产活动，进

而助推本地经济增长（Fujita,2007）。然而，还有其

他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各区域在吸收和将现有成果

转化为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不同的能力。

各区域的研发活动并不是同质的，因产品特点

和所有制形式不同而呈现出多种类型，相应的生

产力也存在差异（叶祥松等，2018）。私营部门的

研发投入更容易与新产品和新服务直接挂钩。相

比之下，公共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往往更

偏向于基础研究，其发明专利的转化难度较高

（Bilbao-Osorio & Rodríguez-Pose，2014）。Knockaert
等（2010）将新知识新创意不能很好地转化为产品

或工艺的现象称为“知识悖论”。

此外，不同类型的研发活动会产生不一样的经

济表现，区域创新模式的选择要结合自身的发展阶

段和条件。余泳泽和张先轸（2015）指出，对于处于

较低发展阶段的区域，由于制度经济和人力资本水

平较差，即使强行实行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也

不足以形成可以推广先进技术的人才和市场基

础。这就要求创新模式的选择与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要素禀赋、制度环境以及技术生态环境相匹配，

只有匹配才能有效实现持续高水平的技术进步。

Bilbao-Osorio 和 Rodríguez-Pose（2004）也认为落后

地区的研发投入面临诸多障碍。首先，落后地区财

政紧张，而研发活动的成本高昂，少量的研发资金

图2 区域对内过滤与对外过滤示意图

注：假设一个经济体有A和B两个区域，且B区域的社

会过滤强度比A区域大。其中知识生产部门指高校和科研

机构，成果转化部门指生产部门。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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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很难达到创新临界规模；其次，落后地区的政

产学研创新体系不健全、缺乏合作，也没有同其他

区域建立技术联系的能力；最后，落后地区缺乏明

确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相对发达地区，

Oughton等（2002）进一步指出落后地区对创新投入

的需求相对较大，而吸收公共资金用于促进创新和

投资创新相关活动的能力相对较低。当然，落后地

区通过自主研发投入进行创新的困难可能远不止

这些。落后地区通过搭便车，引进其他区域的科技

成果来实现发展似乎更合理。实际上，对于各类区

域如何选择合意的创新模式，没有唯一的标准，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社会过滤与区域内研发活动

研发活动是区域创新的主要形式，而每个区域

的社会过滤条件是不同的。由特定社会、政治和经

济特征构成的社会过滤会影响研发投入转化为创

新和经济增长的能力。根据Rodríguez-Pose（1999）
对社会过滤的描述，社会过滤越强代表地方社会过

滤条件越差。各区域研发活动与社会过滤条件的

匹配可能带来不同的经济表现。图3直观地给出了

区域研发投入和社会过滤强度之间的可能组合，并

将这些组合划分为创新厌恶区、创新羁绊区、创新

易发区和创新引领区四种类型。

如图 3 所示，创新引领区位于图中的右上角。

创新引领区的社会过滤对研发活动具有较强的渗

透性，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可以有效地驱动经济增

长；创新引领区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中心

和增长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创新引领和示范

作用。与之相对的是创新厌恶区，位于图中的左下

角。创新厌恶区的研发投入不足，社会过滤条件较

差，这类地区往往组织厚度低、创新精神欠缺，整个

社会表现出对创新的惰性和无视，多是经济落后的

贫困地区。除了这两种相反的情况，还可能出现两

种中间情形。位于图中右下角的创新易发区，具备

较好的社会过滤条件，只是研发投入较低。这类地

区通过鼓励自主创新或吸收其他区域的知识溢出，

积累研发投入资本，较易突破研发投入门槛实现创

新发展。位于左上角的创新羁绊区不太乐观，由于

社会过滤条件较差，盲目鼓励研发投入的风险无异

于“在沙漠上建教堂”（覃成林、任建辉，2016）。由此

而言，图 3中黑色弯曲箭头指向的创新转型路径才

是比较客观合理的选择。

可见，只有当区域具备较好的社会过滤条件

时，其创新活动的经济表现潜力才得以显现。

Bilbao-Osorio 和 Rodríguez-Pose（2004）从人力资本

水平、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构三方面阐释它们对区

域创新的影响。具体而言，专业人员和熟练劳动力

是保证创新机制的重要力量，人力资本达到一定的

阈值水平时，研发才能盈利；就业率是影响创新过

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青年人具备更强的学习和

应变能力，更有创新精神和冒险意识；一个地区的

经济结构对创新的产生和吸收也起着重要的作

用。农业为主导的地区不太容易产生大量专利，因

为农业往往不像其他高技术行业那样具有创新

性。相应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某些子行业可能更

容易促进创新。Crescenzi（2005）认为地理可达性

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塑造区域创新系统

与当地的创新活动相互作用，促使区域创新有效地

转化为经济增长。较好的可达性可能通过各种机

制影响技术的创造和传播。可达性是反映距离对

创新影响的一个较好指标，因为它不仅考虑了区域

内交互程度频繁代表的局部溢出，还考虑了区域间

沟通的机会和壁垒。教育与创新互动的机制在创

新系统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创新系统方法强调了

教育对地方社会“学习能力”的影响。

这些分析对于创新落后区域具有重要的创新

政策启示。基于创新的发展战略的一个更有效模

式是要积极鼓励研发投入，更要着力先优化社会过

滤条件（Crescenzi & Rodríguez-Pose，2011）。对于

许多区域而言，相对于增加研发投入，改善其社会

图3 研发投入与社会过滤

注：根据文献（Crescenzi & Rodríguez-Pose，2009）修

改。图中的箭头指向为创新厌恶区域过渡到创新引领区域

的路径，表现为研发投入增强和社会过滤强度减弱。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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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条件要困难得多，更不能指望社会过滤条件会

自动得到改善。因为社会过滤的某些构成调整不

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Riggi和Maggioni（2009）就指

出，由于劳动力市场没有任何自动调整的机制，技

术劳动力禀赋方面的区域差异可能会持续存在。

在国家层面，很多文化体制机制的障碍是区域共同

面临的问题（林建浩等，2017）这也是很多国家只有

少数创新中心的真正原因之一。因而，全面改善各

地区社会过滤条件是每个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和平

衡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三）社会过滤与区际知识溢出

区域可用“知识池”容量的增加，可以通过自身

的研发投入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吸收其他区域的知

识溢出来获得。换言之，知识溢出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甚至替代区域自身的研发活动。 Ro⁃
dríguez-Pose（1999）对这种“搭便车”行为表示担

忧。他认为即便知识是纯公共物品，各区域可以无

偿获取其他地区产生的知识，但并不是每个区域都

具备消化知识的条件和能力。各区域不同的社会过

滤条件形成了差异化的知识获取和利用能力格局。

尽管各区域之间可以相互进行知识交换，但每

个区域利用其他区域的能力不同。更糟糕的情况

也许是本地产生的知识，没有被本地很好的消化和

运用，反而成为其他区域的创新来源。Shearmur和
Bonnet（2011）论证了区域创新与其增长没有必然的

联系，有时一个区域的创新却导致了另一个区域收

入和就业的增长。唐未兵等（2014）把这种类型的

知识溢出现象称为“逆向溢出”。这种“墙里开花墙

外香”的局面在现实当中是存在的。Caragliu 和

Nijkamp（2011）介绍的“西西里岛困惑”便是例证之

一，西西里岛是意大利南部的落后区域，该地区并

不缺乏创新型公司，尤其是ST微电子公司的专利授

权数在意大利顶尖企业中排名第一，但该公司的专

利没有被有效地在本地使用。“逆向溢出”现象表

明，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转化能力并不成正比。当区

域外的利用能力强，而当地利用能力弱时，自身的

研发创新将为其他区域的发展做嫁衣。创新先决

的社会经济条件必须在本地产生，不要指望搭邻近

区域的便车（Crescenzi & Rodríguez-Pose,2013）。每

个区域都有利用对方创新产出的动机，但社会过滤

条件的不同引致每个区域不同的创新利用能力。由

此可见，社会过滤条件既影响知识的生产，又影响知

识的利用（Rodriguez-Pose & Peralta，2015）。从交换

模式、投入产出机制和思想交流来看，社会过滤条件

越好的区域，越有利于获得外部知识溢出（Caragliu
& Nijkamp，2012）。因此，不仅知识溢出受到学者们

的重视，社会过滤的外部性也引起了关注。

总的来看，就区域经济增长而言，不良的社会过

滤条件扮演着创新活动过滤器和知识溢出隐形壁垒

的双重角色。那些企图通过搭便车以实现创新发展

的区域会面临风险。因为如果一个区域的社会过滤

条件较差，不仅吸收不到其他区域产生的知识，反而

自身的知识会通过扩散为其他区域所用。知识或创

新向少数创新中心过度集聚会使得区域之间的差距

持续扩大。由此，各区域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增长的

“先手棋”，便是想方设法改善自己的社会过滤条

件。但在路径依赖的驱使下，对社会过滤条件的调

整或改善不太容易在短期内实现。这也是很多资源

型城市转型和老工业地区振兴比较困难的原因。针

对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采用逆向思维考虑哪

些举措或渠道可以“穿透”社会过滤的隐形壁垒

（Sotarauta，2012）。在这个方面，可以考虑的途径包

括校地合作、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才引进等（覃成林、

任建辉，2016）。从培育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角度

看，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期产生一定的缓解作用，但

从根本上改善自身的社会过滤条件，才是长远之计。

四、社会过滤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

实证分析

学者们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来揭示社会过滤

改变一个区域吸收创新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活动的

能力，这方面的研究在不断充实和发展。具体表现

在分析对象从集中于欧洲国家，逐渐转向美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再至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

家。分析手段采用了图示法、两步分析法和三步递

进法等；计量方法从刚开始的图示法向简单线性回

归、多元线性与非线性回归、工具变量法和动态

GMM 估计等转变；分析视角从对社会经济条件的

简单描述转向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调节

效应和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

（一）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是区域成果

转化研究的起点

根据熊彼特的研发门槛效应和新古典增长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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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资本边际递减假定，Rodríguez-Pose（2001）通

过对西欧国家研发投入与人均GDP简单横截面回

归分析发现，技术落后地区的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领先地区的研

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缺乏明显的关联性。然而，

这个结果的可靠性值得商榷，由于存在遗漏变量问

题，很难确切证明经济增长是研发投入扩张的直接

结果，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的作用。Rodriguez-Pose
（1999）发现，女性就业率低、劳动力老龄化、高技能

人才缺乏以及劳动力市场僵化等不利的社会经济

条件会阻碍区域创新。可见，研发对专利或经济增

长进行一元回归，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其研究结

论是不可信的。

（二）社会过滤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分

析模型和方法

以 Rodríguez-Pose 及其合作者为代表，后续的

学者也对社会过滤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模

型和方法进行了扩展和充实。其中尤以 Crescenzi
和 Rodríguez-Pose（2008）建立的模型最为经典，使

用最为广泛，具体方程形式如为：

1
T

ln（ Yi,t

Yi,t-1
）=α+β1ln（Yi，t-T）+β2R&Di，t-T+β3SocFilteri，t-T+

β4WR&Di，t-T + β5WSocFilteri，t-T +
β6WPGDPi，t-T+εi，t-T

根据Barro and Sala-i-Martin的增长模型，当β1

为负意味着条件β收敛，各区域的经济增长趋同。W
为空间权重矩阵，WR&D、WSocFilter和WPGDP分别

代表知识溢出、社会过滤溢出和经济溢出。该模型

将创新过程中的研发投入、本地的社会过滤条件以

及外部的多种溢出效应相结合，这些因素共同促成

创新系统的形成与演化，从而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

多样化的区域创新格局。这个模型还被 Crescenzi
等（2012）、Rodríguez-Pose和Peral（2015）、Kaneva和
Untura（2019）以及任建辉（2021）等学者广泛使用，

并对该模型作了改进。在估计方法的选择上，学者

们用得较多的面板固定、广义矩估计、极大似然估

计和Huasman-Taylor等。

（三）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创新格局及影响因

素对比

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程度是国家创新系统成

熟度的反映，创新活动空间分布越均衡的国家，其

国家创新系统往往越成熟（Crescenzi et al.，2012）。

Rodríguez-Pose 和 Wilkie（2016）绘制的 PCT 专利申

请数洛伦兹曲线显示，我国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程

度最高，形成只有少数创新中心的极化区域创新格

局。这些创新中心的虹吸效应远超扩散效应，在促

进自身创新的同时，削弱了邻近区域的创新潜力。

我国的创新中心位于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这些创

新中心从邻近区域吸收人才和资源，进而不断增强

它们的创新能力。我国欠发达地区在很大程度上

未能实现研发投入的创新优势，同时遭受着关键知

识资源外流的困扰。可见，我国创新系统是通过少

数创新中心经济活动的集聚及其产生的外部性运

行的。如果创新活动继续向这些创新中心集聚，将

会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差距产生深远的影响，进一步

加剧空间不平衡等。

除创新活动高度集聚以外，我国与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创新驱动力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见表2）。在

欧盟、美国、印度和墨西哥，研发投入是创新产生的

基本决定因素；良好的社会过滤条件提高了研发回

报，意味着更好的人力资本禀赋、更低的失业率和

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促进了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在

欧盟、印度和墨西哥，知识溢出在促进创新和成果

转化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国家最具创新

活力的区域是那些能够提供适宜社会经济条件，以

及能够吸收、消化和利用知识溢出的区域。然而无

论是与欧盟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还是与印度

和墨西哥等新兴国家相比，我国的创新动力更依赖

集聚效应，而不是传统的创新驱动力（如研发投入、

人力资本禀赋和知识溢出）。我国主要创新策源地

知识溢出辐射的空间范围局限于大都市范围内，而

没有实现跨区域的扩散（龚维进等，2017；潘文卿，

2015）。显然，我国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发达国家

也不同于新兴国家的创新之路。

五、研究述评

与区域创新系统、学习型区域以及创新网络等

理论同等重要，社会过滤理论已经成为区域创新理

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新分支。这些理论都试图找

寻支撑区域创新发生的前置条件，并解释区域创新

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不同的是，前面三个创新

理论强调创新主体之间邻近性和关联性的重要性，

而社会过滤理论指出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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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和知识溢出产生阻抗效应和渗透效应，并

最终影响到成果转化。当阻抗效应大于渗透效应

时，会产生强过滤作用，进而削弱研发投入和知识

溢出的经济回报；相反，当阻抗效应小于渗透效应

时，会产生弱过滤作用，进而增强研发投入和知识

溢出的经济回报。总之，社会过滤为解释区域创新

与转化能力的异质性，以及区际知识溢出的不对称

性提供了新思路。客观来说，社会过滤理论的理论

体系和现实应用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第一，社会过滤的内涵界定和指标体系有待完

善。根据社会过滤概念提出者的设想，每个空间单

元都有唯一的社会过滤器，其渗透性强弱反映区域

吸收创新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活动的能力。这是一

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以致于学者们在刻画社会过滤

时，出现社会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区域创新系统、

社会制度条件、社会过滤条件等不相统一的描述。

学者们对于社会过滤指标体系的构建逐渐由经济

结构因素转向同时包含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到目

前为止，学者们对社会过滤内涵界定不足，其构成

要素没有达成共识，有时甚至被简单看作是经济结

构变量集合。另外，关于社会过滤理论研究，笔者

很担心概念被泛化，出现各种类型的过滤概念，诸

如制度过滤、文化过滤等。

第二，社会过滤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机

制研究有待拓展。概括起来，目前的机制研究主要

体现在社会过滤和区域内部创新以及社会过滤与

区际之间知识溢出的交互作用这两方面，且停留在

笼统的概述性分析阶段。至于社会过滤是如何影

响知识的吸收、消化和利用的，其渗透性强弱是如

何体现的，为什么可能会成为知识溢出的隐形壁垒

等问题，还缺乏更加细致的研究和判断，尤其缺乏

对社会过滤各构成要素作用特征和机制的剖析。

第三，社会过滤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实

证方法和模型有待改进。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进行

了较为笼统的检验，而社会过滤影响区域成果转化

为经济增长有其复杂性，且社会过滤的促进和阻碍

作用同时存在，单一化、绝对化、简单化的检验无法

将这两种效应区分开来。区域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是要经过研发投入到发明，发明到创新，创新到生

产以及最后的生产到经济增长的系列转化过程。

现有研究大多都是独立局部分析，缺乏对全过程的

检验和识别。同时，这些研究大多采用多元回归模

型，对内生性的问题重视不够。

第四，基于中国创新地理情景的实证研究有待

加强。目前，通过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过滤影响中国

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文献屈指可数，且已有的研

究空间尺度偏大、指标体系以及研究结论也相差较

大。一方面，已有研究通常直接沿用西方学者基于

西方国家的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缺乏能够反映

中国特色情景的指标。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大都基

于省域样本的分析，缺乏对我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

研究和对比分析，也缺乏对更小尺度空间单元城市

以及典型区域的考察。因此，目前的实证分析结论

值得商榷，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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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Filter Theory：The Review of a Regional Innovation Theory

Ren Jianhui Lai Linlin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branch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heory, this paper will systematically trace the source and commented on
the social filter theory four aspects: the concept of social filter, the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indicators of social filter,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filter affec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Existing innovation
theories were more focused on the superficial descrip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innovation, but lacked of attention to the local
social conditions of innovation gener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which is the premise of constructing innovation ecology.
Social filter theory emphasizes that innovation activities are rooted and constrained by local soci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social filter conditions constituted by these factors not only affect the gener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but also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of social filter theory fundamentally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t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Key Words: Social Filter；Regional Innovation；Knownledge Spillover；Regional Innov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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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振兴“问题区域”经济的理论工具*

——评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第三版）》一书

安 虎 森

摘 要：胡佛的《区域经济学导论（第三版）》，提供了至今为止最完整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架构，它深度解释了市场配

置资源的机制以及政府调控政策有效补充市场缺陷的机理，并为解决“问题区域”和城市核心区经济衰退现象，提

供了以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为核心的强有力的理论工具，这对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随时防范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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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区际要素转移以及区际

差距的收敛与发散。相较于其他经济学科，区域经

济学比较年轻，在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学只有 80
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只有40多年的历史。严格来

讲，我国的区域经济学是随着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

的。正因为区域经济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其理论体

系还不够健全，对现实中的一些区域性问题无法从

理论角度给予有效的解释，且现实中许多成功案例

也无法提升到区域经济学的理论高度。不过，这些

情况在近年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区域经济学理论

工作者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进

行了多种尝试，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区域经济学著

作和与区域经济相关的系列论文，国家教材委员会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员会也组织不

同高校的专家编写了《区域经济学》（2018年版），正

进行第一版的修订工作。同时，从事区域经济学研

究工作的研究人员在经济学研究人员中所占比例

也在迅速攀升，高校以及省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都设立了大量的区域经济学研究机构，可以说目前

我国区域经济学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

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

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

空间体系”。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区域

经济学必须提供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工具。除此以外，区域经济学理论不仅要回答如何

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

空间体系的问题，还要对我国曾经发生过的区域性

经济问题能够进行恰如其分的解释，并对将来会出

现的区域性经济问题进行前瞻性预测和理论上的

准备。为构建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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