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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自然

灾害和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尤其是新冠肺炎对全球

经济造成了持续冲击，使得国际国内更加重视经济

系统应对不确定冲击所表现出的“韧性”。国际方

面，2012年联合国减灾署启动亚洲城市韧性网络计

划。2013年，洛克菲洛基金会启动“全球100韧性城

市”项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议题是“包容、

安全、有韧性的可持续城市”。国内方面，2020年11
月3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建设“韧性城市”，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正式将“建设宜居、创新、

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写入规划纲要。“韧性”

是区域系统面对冲击表现出的抵御风险、降低损害、

开拓新发展路径的能力[1]。在经济领域，以“韧性”视

角研究国家或地区如何在复杂冲击中谋求稳定、高

质量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学术界对经济韧性

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近年来学者们围绕经济韧性进

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关国家或区域层面经

济发展的学术研究中，也充满了经济韧性重要性的

讨论。

我国的城镇化率从 2000年的 36.22%提升到了

2020年的63.89%，已进入诺瑟姆“S型曲线”后半段，

城市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2]。一方面，城市要识

别和预防内外部的各种危机，提高抵抗冲击能力。

另一方面，城市要更新发展路径，重塑经济增长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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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升城市更新力。城市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阵

地和抵御各类风险的重要依托，因此经济韧性建设

的重中之重在城市。经济系统是城市的一个子系

统，城市经济韧性是城市韧性的一个方面，两者同源

于“韧性”理论，但又各有侧重：城市韧性重在对灾害

的防范治理，城市经济韧性重在对经济危机的抵御

化解。由于城市经济韧性具有多重学科属性，以往

研究成果虽然视角多元，但稍显杂乱无章，相关研究

结论也存在一定出入，甚至相互矛盾。近两年数字

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传统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城

市经济韧性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关于数字经

济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研究刚刚起步，也较为零

散且不成体系。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城市经济韧性的内涵演变、

评价方法、影响因素和未来研究方向。对城市经济

韧性的内涵进行溯源，厘清其内涵要义的演化脉络

及深刻含义；从基于状态和过程两个方面梳理评价

体系，能够为更加科学、全面地测度城市经济韧性指

数提供可能的参考；总结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数字

经济等因素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从数字经济

角度出发，探索其丰富城市经济韧性的内容和形式，

能够在内涵、测度和提升路径上对已有研究产生启

发，有助于探明基于数字经济的城市经济韧性未来

研究方向，对今后定性与定量研究起到借鉴作用，为

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

参考。

二、城市经济韧性内涵

(一)经济韧性研究

从 19世纪中叶开始，源于物理学的韧性(Resil⁃
ience)概念经历了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化韧性三

个阶段的演变。工程韧性 (Holling，1973；Pimm，

1984)是最早被提出的认知韧性观点，表示材料对受

力产生形变的抵抗能力，是一种系统受压后恢复原

状态的能力[3-4]。在破坏性外力作用前后，系统的内

部结构未发生本质变化，因此工程韧性具有单一均

衡状态。工程韧性被提出后一直被认为是韧性的主

流观点，然而工程韧性的僵化单一性逐渐不能与系

统的复杂作用机制相适应。Holling(1996)修正了工

程韧性的单一化，认为韧性应当包含系统在改变自

身结构进入另一个均衡状态之前能够吸收的最大扰

动量级，这一修正概念与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相适

应，被定义为生态韧性[5]。Berkes和Folke(1998)也认

为系统可以存在多个而非之前提出的唯一的平衡状

态，扰动的存在可以促使系统从一个平衡状态向另

外的平衡状态转化，破除系统长期固化形成的锁定

状态[6]。

生态韧性虽然追求多重均衡状态，但是只能反

映系统本身的维持力和抵抗力，多重均衡也不能随

时间变动。为了使韧性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态

系统不断变动的特征，Walker(2004)在生态韧性的基

础上提出演化韧性，认为韧性不应该仅被视为系统

对初始状态的一种恢复，它是社会生态系统为回应

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一种变化、适应和改变的

能力 [7]。 Ramlogan、Metcalfe(2006)、Pendall(2007)和
Folke(2010)也认为不再追求均衡状态、强调适应系

统的变化、不断进行动态演化的韧性思想更适用于

复杂社会生态系统持续转变的规律 [8-10]。考虑到经

济系统的非均衡性，组织结构和功能会随时间不断

变化，而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只能反映系统本身的

维持力和抵抗力，均衡状态不随时间变动，将工程韧

性或者生态韧性的概念引入经济领域存在局限性，

并不适配。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从动态的演

化韧性视角去解读经济韧性，反映经济系统根据外

界环境不断调整自身制度结构以适应长期外部环境

变化而不断进行动态演变和持续增长的过程，如表1
所示。

(二)城市韧性

随着韧性理论的不断丰富，学者们将演化韧性

的概念引入到城市系统研究中。城市作为一个复杂

的社会生态系统是建设韧性的重要承载。其包含若

干子系统，如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基础设

施体系等。目前，城市韧性主要应用于灾害和气候

变化、城市和区域经济韧性、城市基础设施韧性、城

市恐怖袭击韧性、空间和城市规划等领域。其研究

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城市韧性演化机理、城市韧性评

价、城市韧性规划等方面。城市韧性的对象是会对

城市系统产生影响的任何类型、可预知和不可预知

的各种冲击，既包含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也包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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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归类为灾害的干扰，比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经

济系统的危机等。城市韧性更多关注城市系统的管

理能力，类似于适应性能力，具有韧性的一般性特

征。表2是基于文献梳理的城市韧性的概念和相关

应用，与下文城市经济韧性梳理相对应[11-18]。

(三)城市经济韧性

城市经济韧性作为城市韧性的一个子系统，起

着基础性作用。城市韧性理论不断发展，城市经济

韧性也随之成为研究热点。主流经济学中并没有与

“韧性”直接相关的理论，Reggiani(2002)是最早一批

把韧性引入空间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学者之一，他将

区域经济韧性视为抵御冲击的能力，参考生态韧性

理论中的多重均衡思路，解释现实经济中各种集聚

现象的内在机制，由此经济韧性的研究逐步展开，在

经济地理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19]。在经济韧性的

理论研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探讨了为什么有的区

域能“解除锁定”，实现经济转型和升级，而有的区域

则不能摆脱“路径依赖”，逐步走向衰退的问题，试图

探寻区域经济演化的空间差异及其背后的成因。更

多的学者开始运用演化韧性的相关理论对城市经济

韧性问题开展了研究。

在国际上，Simmie & Martin(2010)认为演化韧性

思想体现了系统动态变化的过程，从而更加适用于

经济韧性的分析，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20]。基于演化

韧性的角度，Martin & Sunley(2015)进一步将韧性的

内涵界定为抵御力、恢复力、适应力和更新力四个方

面，此定义侧重体现系统动态变化过程，被众多学者

所肯定和采纳，相关文献如 Nystrom(2017)和 Doran
and Fingleton(2018)等[21-23]。在国内，认可度比较高的

经济韧性内涵界定基本上和Martin & Sunley(2015)相
近，但在具体诠释上有区别。包括胡晓辉(2012)将

“resilience”翻译为“弹性”，认为经济弹性的内涵包

括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再组织能力和更新能力四个

方面 [24]。孙久文和孙翔宇(2017)基于对于经济韧性

概念的解读，指出区域经济韧性比较全面正确的概

念包括四个维度。第一，抵御冲击、吸收冲击的能

力。第二，冲击后恢复的速度和程度。第三，区域经

济系统在冲击后重新调整自身结构适应新的外部环

境的能力。第四，区域经济路径创造的能力。这一

经济韧性内涵的解释被国内许多学者认可采纳，但

在进行应用研究时，各有侧重[25]。丁建军等(2020)认
为，经济韧性是反映区域经济应对冲击时抵抗、恢

复、调整及转型的能力，但是在连片特困区其表现为

抗冲击能力和抗返贫风险能力 [26]。唐红涛等(2021)
认为经济韧性包括抵抗力、恢复力、调整力及更新

力，据此提出城市商业经济韧性是指在遭遇不确定

性因素干扰下仍然能够通过内部结构转型调整，驱

动商业主体转向原路径或更优路径发展，有效维持

商业平稳、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7]。这几位国内学者

关于的说法虽不同，但内涵都体现了适应性、可持续

性的特征，不仅关注防范抵御风险方面，而且重视再

组织和新路径创造方面，较为全面地诠释了城市经

济韧性的内涵。

也有学者在研究中侧重上述内涵的一个方面。

表1 三种韧性概念比较

视角

均衡论视角

演化论视角

类型

工程韧性

生态韧性

演化韧性

适用系统

物理系统

生态系统

经济系统

内涵

系统在危机后恢复到初始平衡状态的速

率或在外部危机下维持自身系统稳定的

能力。

系统在面临危机时通过各要素的结构重

组发挥能动性，凭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

性，实现从一个均衡状态进入另一个均衡

状态。

根据外界环境不断调整而动态演变，系统

不断调整自身社会经济和制度结构以适

应长期外部环境变化并持续增长的能力。

特征

重点关注系统的维持性和抵抗性；

追求单一均衡状态。

系统由于自身特质在面临不同危机

时会出现不同韧性表现：强调危机

有破除系统长期固化形成的锁定状

态，追求多重均衡状态。

不再追求均衡状态，强调适应系统

的复杂变化，不断进行动态演化的

过程。

·· 7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区域与城市经济2022.7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Y

表2 城市韧性概念和研究内容梳理

作者

David R. Codschalk，2003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Wilbanks. 2007

周丽敏，2016

孙阳和张落成，2017

洛克菲勒基金会

张鹏和于伟，2018

张明斗，2020

陈涛，罗强强，2021

韧性城市概念

一座韧性城市是一个由物质系统和人类社区组成

的可持续网络。

城市或城市系统能够消化并吸收外界干扰，并保持

原有主要特征、结构和关键功能的能力。

城市系统能够准备、响应特定的多重威胁并从中恢

复，将其对公共安全健康和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的

能力。

城市即便经历灾害冲击也能快速重组和恢复生活

与生产，它具有反思力、随机应变力、稳健性、冗余

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等特点。

韧性城市侧重强调一座城市在面对外界不确定风

险时所具备的抗压与恢复能力，并在长期的适应性

中调适自身以更具韧性。

城市中的个人、社区、机构和系统在压力下存续、适

应、发展的能力。

城市韧性从经济、社会、生态和工程四个维度来体

现城市的抵御力、吸收力和恢复力。

城市系统能消化和吸收外界干扰，保持原有的主要

特征和关键功能的能力，在城市面临灾害的冲击

时，有效形成系统的自我抵御防线，降低外界灾害

冲击对城市系统造成的破坏。

城市韧性是应急管理系统框架的概括，当社区面对

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冲击时，治理主体在目标、能力

和过程等方面能有效应对风险事件。

应用

分析了韧性理论下，城市和社区的内在

联系。

总结并构建了韧性城市研究框架。

以韧性视角综合研究了城市气候变化影

响，将缓解和适应作为应对的措施。

分层面构造了组织政策韧性、气候灾害韧

性、经济韧性、社区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的

评估指标体系。

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韧性，分析了

长三角城市韧性的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概念提出了韧性城市七大品质和韧性

城市框架指标体系CRF/CRI，2017年建立

的“100韧性城市”项目。

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空间计量等方法

分析了山东省 17个城市的城市韧性的时

空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

对 2009-2018年东北地区 34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韧性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分析其

空间差异和城市韧性水平的空间收敛性。

通过W市 J社区新冠疫情防控案例，勾勒

出以社区为基础的应急管理模式的运行机

制与行动策略。

比如徐媛媛和王琛(2017)将区域经济韧性定义为区

域经济面对外部经济危机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适应

能力，更注重经济面对冲击的适应性；李连刚等

(2019)认为城市经济韧性是城市经济系统面对市场、

环境等冲击扰动时的抵抗能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转型

来迅速恢复系统受冲击前发展路径甚至转向到一个

更优发展路径的恢复能力，注重抵抗力和恢复力；相

比抵御外部冲击迅速恢复的能力，徐圆和张林玲

(2019)认为经济韧性更强调在冲击后能够顺应变化

重新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能

力[28-30]。可以发现，在国内城市经济韧性的研究起步

较晚，其概念虽然没有权威统一的界定，但是基本围

绕Martin & Sunley(2015)提出的抵御力、恢复力、适应

力和更新力四个方面展开研究，这是较为全面的内

涵。具体应用到相关研究中，不同的学者根据研究

对象的不同，对经济韧性的解读会侧重四个方面中

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表述也不尽相同[21]。表3是根

据文献梳理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经济韧性理论应用

及对应概念[26，28-37]。

三、城市经济韧性评价体系研究

(一)评价指标

随着城市经济韧性理论研究的不断完善，在实

证上相应出现了不同的测度方式，从基于过程的单

指标法到基于状态的多指标法，最新进的研究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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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相关的度量指标也纳入其中，城市经济韧性

评价体系越来越完善，但是学界内关于城市经济韧

性的测度至今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方法。本文将测

度分为基于过程的测度方式和基于状态的测度方式

两种。表4根据文献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

构建和测度方法[20，26，28，31，35-36，38-45]。

(二)评价方法

基于过程测度时，大部分学者借鉴Martin的敏

感性指数法，敏感性指数是Martin于2011年提出，专

门用于量化经济系统处于衰退期时适应力大小的指

标，计算公式为[37]：

βr=(ΔEr/Er)/(ΔEN/EN)。 (1)
式中βr是所研究城市的敏感性指数，ΔEr/Er指所

研究城市在经济衰退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或者就业

人数的变化率，ΔEN/EN指的是全国在经济衰退时期

的生产总值或就业人数的变化率。敏感性指数大于

1，韧性较差；敏感性指数小于0，韧性较高；敏感性指

数处于0和1之间，说明产业抵御经济危机的韧性居

表3 城市经济韧性在中国应用的梳理

作者

徐媛媛和王琛，2017

王琛和郭一琼，2018

李连刚等，2019

周侃等，2019

徐圆和张林玲，2019

林耿等，2020

丁建军等，2020

关皓明等，2021

崔耕瑞，2021

朱金鹤和孙红雪，

2021

城市经济韧性概念

区域经济面对外部经济危机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

适应能力

借鉴Martin定义，地方产业面对外部经济危机干

扰时所表现出来的抵御能力和适应能力

抵抗力和恢复力反映城市经济系统抵御冲击和恢

复发展的经济韧性能力

灾区经济系统承受、化解地震灾害冲击的能力，静

态强调地震冲击时保持经济系统未退化及丧失功

能的鲁棒性，动态侧重从冲击中长期恢复的快速

性和再适应性

有韧性的经济体具备较强的自我恢复和调节机

能，能够较快地回归之前的增长路径或者重新配

置资源以拓展新的增长路径

经济韧性的本质是适应能力，经济体的发展动力、

脆弱性、抵抗力和恢复力等过程相互影响体现经

济韧性

经济体面对冲击表现出的抵抗力、恢复力、调整力

和转型力

借鉴Martin定义，区域在受到冲击时表现的抵抗

能力、恢复力、再组织能力和创造新的发展路径的

更新力

经济系统在受到冲击时所表现的防御抵抗能力、

在冲击过程中所表现的恢复能力，以及在冲击后

所表现的适应力和转型力

城市经济韧性包括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

能力、创新与转型能力三个维度

应用

研究了 2008年金融危机对浙江省和江苏省城

市经济韧性的冲击情况和影响因素

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在电子信息产业对不同

城市的经济韧性的冲击情况，探寻差异原因

分析1990-2015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过

程，揭示了老工业基地经济韧性的时空演化

特征

测度了汶川Ms8.0特大地震极重灾区的 10个

县 (市)的经济韧性，分析了灾后年际 (1995-
2016)经济恢复效率及影响效应

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城市的表现，以产业结

构调整为视角，探讨城市间经济韧性差异的原

因，解释中国城市“分流”现象背后的机制

以 2008年和 2013年佛山市 30个专业镇为基

础，分析其在冲击抵抗期的经济韧性，研究佛

山市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的

关系

脱贫攻坚时期，测度了中国连片特困区的经济

韧性，研究其影响因素，评估特困区的抗冲击

能力和返贫风险

从宏观经济增量、中观产业增量及结构变化和

微观企业空间动态，分析了 1978-2017年沈阳

市经济韧性的特征

将数字金融引入中国经济韧性的研究中，探究

2011-2019年数字金融对我国经济韧性的影响

通过 2011-2018 年 28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

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

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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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郭将和许泽庆(2019)保留了敏感度指数的连续

性，使经济韧性的大小具有可比性，敏感度指数越低

意味着经济韧性越强[38]。

Martin(2016)基于敏感性指数法提出了经济韧性

测度的冲击周期模型[41]。采用“峰—峰”法(从一个峰

值到另一个峰值为一个经济周期)对经济波动周期

识别划分为收缩期和扩张期，通过地就业率或者区

生产总值的实际变化与预期变化比较，分别对收缩

期和扩张期的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进行测度，

冲击周期模型可定义如下。

表4 城市经济韧性评价指标梳理

测度方式

基于过程

基于状态

特征

经济韧性主要关注系统的连续变

化、恢复状况，主要反映系统遭受

冲击后适应和恢复的动态过程、

韧性数值水平，通常用冲击前后

某单项指标随时间持续动态变化

的整个过程来进行表征。指标具

有片面性

当基于过程测度无法兼顾多种指

标时，多指标体系测度更加全面。

主要关注系统功能维持运转的能

力，需要借助指标体系进行量化评

价，来表征和静态描述系统应对扰

动的抗扰、恢复、适应能力

作者

Martin(2010)

徐媛媛和王琛(2017)、
王琛和郭一琼(2018)、
郭将和许泽庆(2019)

苏任刚和赵湘莲(2020)

Briguglio et al.(2009)

Martin(2016)

齐昕等(2019)

丁建军等(2020)

刘晓星等(2021)

崔耕瑞(2021)

张秀艳等(2021)

任朝旺(2021)

朱金鹤(2021)

测度指标层

用地区就业水平表征地区敏感性指数，敏感性指

数的大小表征城市经济韧性的高低

用生产总值替换Martin(2012)中公式里的就业水

平，测算城市敏感性指数，表征城市经济韧性水平

采用城市从业人员变化率与全国从业人员变化率

的比值测度城市经济韧性

从宏观经济稳定性、微观市场效率、经济治理和社

会发展四个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

从产业结构、劳动力、金融、制度四个方面构建基

于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的综合指标体系

从宜居性、稳定性、企业家精神、创新能力、吸收风

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六个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

以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整能力、创新与转型

能力四个维度下的 14个二级指标构建综合指标

体系

选择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

市场、商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6类金融资产价格

指数，151种宏观经济指标，综合测度经济韧性

指数

构建抵抗力、恢复力、适应力以及转型力四个维度

下35个子指标的综合指标体系

从金融发展子系统、创新发展子系统和经济发展

子系统三维视域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用共享平台规模、互联网普及程度表征经济韧性

的防御力，用交易成本水平、吸纳就业能力和社会

资本水平表征维稳力，用经济多样化程度、共享消

费水平、创新能力和政策规划数目表征适应力，综

合测度城市经济韧性

从抵抗力与恢复力指数、适应与调节力指数和创

新与转型力指数三个维度下 16个分指标构建综

合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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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经济韧性为：

( ΔYt+ k
r )e= gt + k

N Yt
r 。 (2)

抵抗力：

Resisr= ΔYt+ kresis
r -(ΔYt+ kresis

r )e
|(ΔYt+ kresis

r )e| 。 (3)
恢复力：

Recovr= ΔYt+ kre cov
r -(ΔYt+ kre cov

r )e
|(ΔYt+ kre cov

r )e| 。 (4)
这里 (ΔYt+ k

r )e 是城市 r在[t，t+k]时期预期的经济韧性

变化量：gt + k
N 是[t，t+k]时期全国经济韧性的变化率，

Yt
r 是第 t年(基准年/发生转折的年份)测度的城市 r的

经济韧性值。Resisr是城市 r的抵抗力测度：kresis是抵

抗期时长，ΔYt+kresis
r 是[t，t+kresis]时期城市 r实际经济韧

性变化量，ΔYt+kresis
r 是城市 r在抵抗期预期的经济韧

性变化量。Recovr是城市 r的恢复力测度：krecov是恢

复期时长，ΔYt+krecov
r 是[t，t+krecov]时期城市 r实际经济韧

性变化量，ΔYt+krecov
r 是城市 r在恢复期预期的经济韧

性变化量。最终测度的城市 r的抵抗力和恢复力是

相对值，都以0为中心：当结果大于0时，表示该城市

的经济韧性抵抗力或恢复力高于全国水平。

苏任刚和赵湘莲(2020)用就业增长率指标测算

城市经济韧性(UER)[39]。计算公式为：

URE= (ER
t - ER

t - 1)/ER
t - 1 -(EN

t - EN
t - 1)/EN

t - 1
|(EN

t - EN
t - 1)/EN

t - 1| 。 (5)
其 中 (ER

t - ER
t - 1)/ER

t - 1 是 城 市 从 业 人 员 变 化 率 ，

(EN
t - EN

t - 1)/EN
t - 1 是全国从业人员变化率，作为基准状

态。将比值大于0的城市定义为经济强韧性城市。

周侃等(2019)借鉴Simmie(2010)提出灾后经济韧

性测度模型，将灾后经济韧性指数(R)定义为[20，32]：

R=S/(S+ΔS)= ∫t2t1f(t)dt/∫t2t1f ' /(t)dt。 (6)
其中 t1为灾害发生的时间点，y′=f′(x)为未遭受灾害冲

击而按照长期发展趋势外推的假定增长轨迹，y=f(x)
为遭受冲击后的实际增长轨迹，ΔS表示实际增长与

假定增长的差异，反映灾后经济损失的程度，面积表

示冲击后的实际增长情况。

基于状态测度时，学者往往构建多指标体系测

度城市经济韧性的状态值，确定指标权重的常见方

法有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2类。主观赋权用得

较多的包括德尔菲法 (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

(AHP)、模糊评价法(FCE)三种。客观赋权包括变异

系数法、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等。因为主观赋权法个

人主观色彩强烈，很多学者选择客观赋权法或者主、

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经济韧性指标权重的

确定。也有作者使用Korobilis提出的因子模型计算

脉冲响应权重来作为权数。但熵值法能够有效排除

主观因素干扰(2021)，完全根据数据特征进行赋权，

对于数据本身无过多特殊要求，评价值能够反映评

价对象本身的发展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

观赋值因素的缺陷，因而在经济韧性综合指标评价

中熵值法应用最为广泛[2]。

(三)评价结果

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测度，分析某一区域经济

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而找出区域经济发展之间

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以及城市经济韧性未来可能的

趋势变化正在成为热点。从表5的梳理来看，不论是

从全国、城市群、省域、市域还是某个行业之间，城市

经济韧性在时间趋势上具有同步性，经济系统的动

态演化发展在空间上具有区域异质性，整体来说我

国经济韧性处于非均衡状态，东部地区普遍高于其

他地区，西部地区经济韧性最低[28，31，36-37，44]。

四、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因素主要是产业结构和技

术创新两方面，但是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劳动力结

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政府公共服务和教育水平

等因素正在被一些学者引入经济韧性的研究中。不

同维度的影响因素也体现在对经济韧性评价体系的

指标选取上，维度越多综合指标涵盖的子变量就越

全面。影响因素的分析也是作为研究经济韧性提升

路径的基础。

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方面，徐媛媛

和王琛(2017)、徐圆和张林玲(2019)、林耿等(2020)、李
连刚等(2021)从产业结构多样化展开研究：徐媛媛和

王琛(2017)认为产业多样化转型升级能够增强城市

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徐圆和张林玲(2019)从产业结

构多样化视角对 230个城市经济韧性的差异进行解

释分析，认为围绕制造业集群构建多样化体系、在产

业专业化和多样化之间合理布局，是提升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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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林耿等(2020)认为非相关多样化的发展有利

于培育新的产业结构，弥补受危机影响而流失的劳

动力，维持地区的经济韧性；李连刚等(2021)认为东

北老工业基地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是培育新的生产

部门，调整老工业基地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多样

化发展[28，30，33，46]。王琛和郭一琼(2018)、张振等(2021)、
赵春燕和王世平(2021)则关注产业集聚度对经济韧

性的影响：王琛和郭一琼(2018)、张振等(2021)认为

城市地方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是要大力促进产业

在空间上集聚和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赵春燕和王

世平(2021)认为相比产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更能

加强城市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对经济韧性的影响

更大[31，47-48]。

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方面，徐媛媛

和王琛(2017)研究了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浙江省和

江苏省城市经济韧性的差异，发现创新水平越高的

区域越容易最小化甚至消除危机带来的损失，面对

冲击表现出越强的经济韧性；郭将和许泽庆(2019)引
入地区创新水平差异研究了以我国27个省市、自治

区 2005-2016年产业相关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

具体影响，发现城市需要更关注地区整体创新水平，

地区整体创新水平越高，外部性溢出的作用和劳动

力再就业效率就越好；徐圆和邓胡艳(2020)认为，要

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技术创新帮助城市在

恢复期做出适应性的结构调整能够增强城市经济韧

性 [28，38，49]。其他影响因素方面，王琛和郭一琼(2018)
认为，龙头企业的影响力以及地方产业的开放性、动

态性和业务结构对电子产业的经济韧性均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 [31]。朱金鹤和孙红雪(2020)认为，财政风

险、金融效率、市场、技术、开放性因素及金融规模对

三大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影响[36]。丁建军

等(2020)认为，地理区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

存度、财政自给水平、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专利

授权数等变量对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

响，扶贫政策有利于增强片区经济韧性，经济韧性较

低的片区对扶贫政策的依赖程度更高[26]。

五、基于数字未来方向经济的城市经济韧性

研究

最新近的研究将数字金融和数字经济也作为重

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崔耕瑞(2021)运用动态面板

表5 城市经济韧性时空分布特征

作者

Martin(2012)

徐媛媛和王琛(2017)

王琛和郭一琼(2018)

朱金鹤和孙红雪

(2020)

张秀艳等(2021)

区域

英国

浙江省和江苏省

173个地级市电子信息产业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

大城市群

全国29个省份(含自治区、

直辖市，后同)，4个主要经

济区

时空分布特征

英国的大伦敦、东南部、英格兰东部和中部地区地区经济韧性低于工

业北部和外围地区，表明其受到三次冲击的影响较大

两省经济韧性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韧性最弱的都是在 2009年，在

空间上表现出异质性，江苏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明显强于浙

江省

不同区域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经济韧性存在巨大差异。广东、福建的

产业韧性要高于上海和浙江；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南京的产业韧

性较差；中部地区，武汉和南昌的电子信息经济韧性高，但长沙和郑

州较差

三大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京津冀是以京—津为

支撑的呈双核心驱动模式；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呈正空间集聚，京津

冀与珠三角城市经济韧性呈空间负相关

我国经济韧性总体处于非均衡状态，东部地区各省份普遍高于其他

地区，西部地区平均经济韧性最低。区域经济韧性分化为三个层次，

北京、上海、江苏、广东4个省份处于高韧性层，天津、浙江、山东3个
省份处在中韧性层，其他 22个省份处在底韧性层；2002-2017年间，

城市经济韧性的上升和下降不具有时间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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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递归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我国经济韧性

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

正向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的强弱依次表现为恢复

力、抵抗力、转型力和适应力；数字金融对经济韧性

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以及网络覆盖异

质性；数字金融也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资本

配置效率和引致消费升级对经济韧性产生促进作

用[35]。陈从波和叶阿忠(2021)、唐红涛等(2021)、朱金

鹤和孙红雪(2021)也认为数字经济是城市经济韧性

的重要影响因素[36，50-51]。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要素为基础、数字技术为主

要媒介、数字化赋能为主要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

21世纪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数字经济具备爆发式的要素动能、强大的信息

处理和分配能力、多元创新的技术体系等属性，使其

有能力深刻变革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进而调整经

济结构、稳定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创新再发展。2021
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制

定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定义数字经济为：

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

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

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

态。同时，有学者研究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如：高

晶晶和张跃胜(2016)认为大数据是能够产生巨大作

用的信息资产，研究发现大数据能提高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的效率；仲伟周等(2017)测度了我国 30个省

市自治区 2006-2015年的信息化水平，厘清了信息

化促进制造业集聚的内在机理，从信息化视角对制

造业发展提出对策[52-53]。“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建设

韧性城市、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新阶段，也是我国数

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

段，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特色，结合数字经济的理论

发展与实践基础，将数字经济纳入城市经济韧性的

研究范畴，谋求城市经济韧性有效提升成为当下和

未来的研究热点。

近两年来，我国研究者开始关注数字经济与经

济韧性的相关关系，部分学者发现数字经济能够增

强城市经济韧性，并重点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经济

韧性的机理及实现路径。梳理文献资料发现，数字

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加快平台建设赋能城市经济增长，增强城市经济

韧性。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和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陈丛波和叶阿忠(2021)基
于长三角地区省级和城市层面数据，通过构建半参

数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指出

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强化城市经济韧

性；朱金鹤和孙红雪(2021)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2011-2018年中

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能直接或通过激发新人才资源发展潜力、调动

新经济部门发展动力、赋能新创新产出发展活力提

升城市经济韧性，同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荆林

波(2021)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创新、提高资源匹

配精度进而增强经济系统的供给水平和运行效率提

高城市经济韧性；张迪和温利华(2021)基于三阶段分

析法，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有针对

性地提出在双循环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要更加

注重创新思维的运用、开放与融合产业生态、关注商

业模式变革以加强经济韧性[36，50，54-55]。

数字经济通过平台建设增强城市经济韧性：邱

栋和陈明礼(2020)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利用数字平台

生态系统发挥信息交流、资源配置、社会整合和学习

创新四大优势，从物质技术、组织制度、经济和社会

四方面增强区域韧性；张秀艳等(2021)从三维视域探

索发现中国经济韧性总体处于非均衡状态，繁荣数

字创业生态系统有利于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和实现竞

合导向的经济系统共生演化；郭飞宏(2021)指出数字

经济可以耦合各类经济要素，提高区域经济对风险

免疫力，提升商业经济韧性；崔耕瑞 (2021)以中国

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发现，数字

金融显著提升省域经济韧性，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

用存在显著的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以及网络覆

盖异质性，且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资本配置

效率和引致消费升级对经济韧性产生促进作用；宋

乔娜和邱栋(2021)对比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和新加坡

的数字平台，揭示数字平台具有信息传播处理、资源

集成和创新上的优势，以此贯穿于基础设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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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韧性中，强化区域韧性；张春敏(2021)研
究发现，数字经济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

方式的变革不断塑造城市新样态，通过重塑与整合

韧性城市物质系统使其数字化、智能化与智慧化，推

进韧性城市社会系统的经济结构、组织形式等总体

性改变，再造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耦合方式，不断

促进数字经济背景下韧性城市建设的演化[35，44，56-59]。

基于上述成果梳理，笔者认为城市经济韧性与

数字经济存在两方面的联系。第一，从城市经济构

成要素的角度来说，城市经济体系涵盖数字经济，数

字经济是城市经济的组成部分，并通过技术渗透调

整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引领新业态发展和推动平台

建设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影响，在从基本构成要素

出发的城市经济韧性评价体系中可以考虑将数字经

济相关的要素体现在具体指标中。例如：在评价体

系中增加“信息韧性”一级度量指标并在次级指标中

划分信息获取速度、信息传递效率、安全性等评价指

标。第二，以城市经济韧性理论为基础，可以运用数

字技术的手段与方法对城市经济韧性进行评价，以

有效测度并模拟恢复模型。例如：建设韧性评价信

息化平台，形成评价信息共享与数据融合，由此促进

各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或者借用人工智能进行深

度学习，有针对性地进行模型设计，增强易用性，深

化城市经济韧性评价体系；或者借助大数据分析科

学精准测度韧性水平，提高韧性评估的准确性。

六、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城市经济韧性内涵、评价等内容的文献

综述发现：(1)城市韧性和城市经济韧性同属于韧性

理论研究范畴，具有韧性理论的一般性特征，经济系

统是城市的一个子系统，城市经济韧性和城市韧性

在内涵、评价体系和应用上大有不同，尤其是综合指

标选取时要避免杂糅问题，经济韧性应更侧重经济

领域的相关变量。(2)学者将经济韧性理论应用在具

体研究中时，对经济韧性内涵的认识也不同，基于韧

性内涵构建的城市经济韧性评价体系之间存在差

异，但评价指标选取大致可分为以基本构成要素、城

市经济韧性特征和经济韧性阶段侧重点为核心的城

市经济韧性评价体系三种。要通过明确时间维度和

经济韧性特征来完善评价体系，关注新兴数字技术

对经济体系带来差异性，数字经济参与到城市经济

韧性未来的研究中已成为必然。(3)在评价思想方

面，城市经济韧性的评价中，动态层面指标具有片面

性，静态层面又忽略了经济韧性的长期性和阶段性，

这是导致评价结果应用性不强、无法形成权威统一

的重要原因。(4)在指标数据方面，大多数学者都使

用了官方宏观统计数据，但却不易反映城市经济发

展的细节问题。进入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以

往只能单纯依靠传统官方统计数据而囿于数据匮乏

的现象有所缓解，Python等数据抓取技术和各类监

测数据促使指标数据质量得到提升。

(二)研究展望

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增强中国经济韧

性提供了有力支撑，是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新引

擎。运用数字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捕捉城市经济系

统内的复杂关系，更好地摸索经济系统的内在演化

规律，使城市更好应对各种不确定风险。在数字经

济蓄力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经济韧性的测度、影响因

素和提升路径等研究需要将数字经济考虑在内。由

于各主体互动的频次增加，各模块效率和协调能力

的优化，数字技术对于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有积极的

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载体，使得各产

业、企业主体、价值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使城

市经济系统更具韧性的同时将扰动和风险也关联在

一起，某部门发生的风险更容易快速传导至其他部

门甚至迅速波及整个系统，系统和部门若不能及时

反应，城市的经济韧性就无从谈起。第二，我国各地

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差异较大，城市经济韧性也具有

一定的地方特点，在进行数字技术的普及使用时，有

关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因此城市要综合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平衡问题，结

合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特点与数字经济做好结合，

激发两者的耦合效应，避免盲目发展数字经济造成

城市经济韧性不增反减的情况。第三，城市经济韧

性与数字经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的，这和城市所处

的发展阶段有关，在起步期、增长期、成熟期、衰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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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型期五个阶段里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对

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的权重和内在的作用机制都会有

所不同，这也是进行相关研究时的重要考量。因此，

如何提升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作用，两

者的作用机制如何，数字技术的毁灭性冲击如何避

免，包含数字经济维度的城市经济韧性如何维持，数

字经济本身的发展如何与城市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

形成良性互动，都是未来城市经济韧性理论研究与

实证分析中亟待思考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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