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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1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被列为国家战略,
 

并定位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

心、
 

科技创新中心.
 

本文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发展的适应性耦合关系进行探索,
 

构建出两系统的耦合

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并利用网络层次分析法及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适应性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定量测度.
 

结果表

明: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两系统耦合互动效应明显,
 

耦合协调度也在逐年

提升,
 

但总体来看两系统协调等级较低,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双城经济圈应加大统筹协调,
 

科学规划智能公共安全

产业的发展,
 

继续强化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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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anuary
 

2020,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Abbreviated
 

as
 

CCEC)
 

was
 

listed
 

as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CCEC
 

was
 

aimed
 

to
 

develop
 

into
 

an
 

important
 

economic
 

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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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with
 

national
 

influ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daptiv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lligent
 

public
 

safety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CEC.
 

A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two
 

systems
 

was
 

established.
 

The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d
 

the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model
 

were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level
 

of
 

adaptive
 

coupling
 

and
 

co-
ordination

 

through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mart
 

public
 

safety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CEC
 

is
 

steadily
 

increasing.
 

The
 

coupling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of
 

the
 

two
 

systems
 

are
 

obvious,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s
 

also
 

in-
creasing

 

year
 

by
 

year.
 

However,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ystems
 

is
 

relatively
 

low.
 

The
 

CCEC
 

should
 

increase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scientifically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public
 

safety
 

in-
dustry.

 

The
 

radiating
 

and
 

leading
 

role
 

of
 

the
 

CCEC
 

to
 

the
 

intelligent
 

public
 

safety
 

industry
 

should
 

be
 

con-
tinuously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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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下称“双城经

济圈”)建设.
 

202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

心、
 

科技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1].
 

2021年10月20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指出,
 

双城经济圈行政范围包括成都、
 

眉山、
 

乐山等15个市,
 

重庆主

城区、
 

涪陵区、
 

江津区、
 

合川区等27个区(县)以及开州、
 

云阳等部分地区,
 

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2].
 

该

规划明确了双城经济圈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
 

指出使双城经济圈成为实力雄厚、
 

特色鲜明且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将双城经济圈发展成为科技创新中心,
 

川渝两地的电子信息、
 

数字经济、
 

智能制造等产业迎来了重大利好.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

 

将为把双城经济圈建成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支

撑,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也是必然趋势.
 

首先,
 

国内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
 

公共安全产业存在巨大

的市场需求.
 

2003年席卷中国的SARS病毒、
 

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辐射、
 

2019-nCoV病毒等突发公共

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空间[3],
 

近5年我国各类安全生产事故人数年平均已达到4万人,
 

同时

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
 

其次,
 

近年来我国公共安全产业规模总体上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
 

新兴技术也

对安防系统建设起着较大的提升作用,
 

安防行业市场规模从2012年的3240亿元快速增长到2018年的

6
 

600亿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
 

第三,
 

政府为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例如,
 

2019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
 

安防行业入选鼓励类,
 

其发展包

括AI芯片、
 

智能安防等18个方向.
本文关注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在双城经济圈的发展适应性,

 

针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发展的

适应性耦合关系开展研究.

1 耦合协调机理

1.1 双城经济圈成为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的载体和支撑

1)
 

双城经济圈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潜力较大.
 

我国现有智能公共安全重点研发机构主要分布在北

京、
 

珠三角、
 

长三角片区,
 

总体数量相对较少,
 

而双城经济圈是西部经济基础最好、
 

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
 

这有利于该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为其产业发展和产业集聚提供有力支撑,
 

因此,
 

在双城经济圈布局专

业性智能公共安全科技创新研发机构机遇显现.
2)

 

具有科技创新资源.
 

目前已有华为、
 

海康威视、
 

明略科技、
 

浪潮科技等中国领先的智能技术服务供

应商陆续入驻双城经济圈,
 

使其成为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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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也是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1)
 

助推科技发展.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性,
 

能够有效地带动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形

成社会综合效应,
 

也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在双城经济圈的发展会吸引

更多在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方面的人才,
 

增强城市群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
2)

 

改善社会环境.
 

由于公共安全涉及到多数群众的财产安全,
 

故双城经济圈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

会加强城市应急制度的建设,
 

健全城市公共安全监督制度与协调机制[4].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受到产业发展市场、

 

产业发展资源、
 

产业发展政策的影响,
 

且产业发展与这

3个因素存在正向关系.
 

双城经济圈作为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复合体,
 

从“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角度出发,

 

囊括城市发展的许多相关内容.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是双城经济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以双城经济圈为承载体,
 

双城经济圈的每一个子系统的发展建设也都会融入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中.
 

因此,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系统和双城经济圈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两者

各自发展的同时,
 

又有密切关联,
 

具有耦合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5],
 

如图1.

图1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耦合作用机理模型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运用耦合度模型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进行

实证研究,
 

并为进一步加快该区域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
 

促进双城经济圈城市建设提出建议,
 

以实现新

时代下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高效融合.

2 文献综述

在产业和城市协同发展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理论研究方面,
 

产城融合不仅是静态的“规划理

念”,
 

更是产业和城市两者之间“互动作用”的过程思维[6].
 

城市与产业是相伴而生的,
 

城市化能够促进产业

集群和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7],
 

同时,
 

产业的发展能促使城市经济产生带动作用和辐射效应[8].
 

产城融合

作为一种新模式,
 

有助于城市服务配套的更新和功能的完善,
 

并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达成产业和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9].
 

在产城融合评价与实证的研究方面,
 

现有研究主要从不同的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以及

研究区域三方面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分析.
 

研究方法方面,
 

关于城市与产业发展关系之间的研究较多,
 

对于

两者协调性的分析,
 

研究方法包括回归分析法[10]、
 

ISM 方法[11]、
 

灰色关联分析法[12]、
 

熵值法[13]等方法;
 

研究对象方面,
 

已有研究从土地[14]、
 

生态[15]、
 

产业[16]、
 

人口[17]等方面探讨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研究

区域方面,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如长三角城市群[18]、
 

珠三角城市群[19]、
 

京津冀城市

群[20]等较为成熟的城市群.
综上,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城市发展水平与产业、
 

人口、
 

生态等方面的耦合协调

关系进行研究,
 

而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关系尚无成熟研究成果;
 

此外,
 

双城经济圈的

针对性及系统性研究较少,
 

对各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有较大空间.
 

基于此,
 

本文以智能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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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双城经济圈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
 

立足城市群及产业的发展实际,
 

综合考虑两系统发展的影响

因素,
 

构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旨在研究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发展的适

应性耦合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区域为双城经济圈规划范围内的城市,
 

包括四川省15个市以及重庆市27个区县.
 

研究区

域产业发展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2019年度四川省地级市以及重庆市各区县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并以四川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数据作为必要补充;
 

研究区域城市发展水平数据

主要来源于2015-2019年的《四川统计年鉴》与《重庆统计年鉴》中有关各个区县的数据,
 

并以四川省科

技统计中心、
 

重庆市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作为补充.
 

对于某些年份个别数据缺失的情况,
 

通过相邻年份增

长率计算数值补齐.

3.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以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水平与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作为目标层,
 

以两者协调发展程度作为

评价值,
 

构建衡量两者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和指标变量,
 

结合指标选取的代表性、
 

科学性、
 

完整性和可获

得性原则,
 

最终确定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指标体系和双城经济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3.2.1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指标体系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内容,
 

且城市科技创新进步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起着带

动作用.
 

基于此考虑,
 

借鉴城市科技创新影响因素研究成果构建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

系,
 

从产业发展角度,
 

选取产业发展市场、
 

资源以及政策来体现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自身发展水平和状态.
1)

 

产业发展市场.
 

产业发展市场主要包括产业市场潜力与产业市场需求两方面,
 

构成产业自身发展存

在的内部支撑力与动力.
 

产业市场潜力方面主要考虑科技创新的投入与产出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内部经费支出、
 

新技术产业产值等因素会影响科技创新的投

入与产出[21-22],
 

因此,
 

利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R&D经费投入强度、
 

智能安防企业数目等5个因素来测度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产业市场潜力.
 

在市场需求方面,
 

根据本文研究主题选取全国自然灾害平均受灾人口

与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作为衡量市场需求的指标.
2)

 

产业发展资源.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也依赖于双城经济圈资源,
 

这是产业发展的外部支撑力与

推力.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推动力,
 

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牵引力和支撑力;
 

科技创新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

优秀的研究平台,
 

助力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顺势发展;
 

空间资源也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

以往学者的研究,
 

认为影响科技创新指标体系的重要因素包括R&D人员全时当量、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等[23-24].
 

因此,
 

本文选取R&D人员折合全时人员、
 

有R&D活动企业数、
 

国家重点实验室、
 

产业园区数量

等10个指标来衡量产业发展资源指标.
3)

 

产业发展政策.
 

政策是双城经济圈发展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关键点之一,
 

本文选取科技创新政策、
 

产业发展政策与园区发展政策等3个指标.

3.2.2 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对于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双城经济圈作为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复合体,
 

从“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角度出发[12],
 

为充分反映和包含城市的建设特色,
 

选取如下测算指标:

1)
 

创新维度.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起着基础和带动作用.
 

因此,
 

此处从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

方面测量创新维度指标,
 

其中创新投入包括教育经费投入与财政科技投入占GDP比例等指标,
 

创新产出

包括授权发明专利量与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等指标.
2)

 

协调维度.
 

协调发展以问题为导向,
 

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因此,
 

主要考虑城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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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与产业协调对经济协调维度的影响,
 

其中城乡协调包括城乡收入比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指标,
 

产业协

调包括城市群经济密度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

3)
 

绿色维度.
 

绿色发展是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式.
 

对绿

色维度指标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城市绿化与环境污染治理等指标,
 

其中,
 

城市绿化包括城市群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环境治理包括城市优良天数等指标.

4)
 

开放维度.
 

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必须处理好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
 

实现共赢发展,
 

从

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5)
 

共享维度.
 

共享发展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方式,
 

是使人民最终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因此,
 

对

于发展成果惠民与经济效益两项指标,
 

认为移动电话普及率、
 

医疗指数等因素会影响发展成果惠民指标,
 

而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会影响经济效益指标.
因此,

 

相关研究可为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最终构建出

两系统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其中,
 

在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系统中,
 

产业发展市场(B1)、
 

产业发展资源(B2)与

产业发展政策(B3)等3个准则层指标类别共确定8个相应的元素集指标、
 

21个相应的三级指标;
 

在城市发

展水平系统中,
 

创新维度(b1)、
 

协调维度(b2)等5个准则层指标类别共确定10个相应的元素集指标、
 

20个相应的三级指标,
 

如表1所示.
表1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元素集 元素 指标性质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A) 产业发展市场(B1) 产业市场潜力(C1)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D1)/家 +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D2)/千亿元 +

R&D经费投入强度(D3)/% +

专利授权量(D4)/万件 +

智能安防企业数目(D5)/个 +

智能安防行业市场规模(D6)/亿元 +

产业市场需求(C2) 全国各种自然灾害平均受灾人口(D7)/亿人次 -

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D8)/人 -

产业发展资源(B2) 空间资源支撑(C3) 主要产业园区数量(D9)/个 +

人力资源支撑(C4) R&D人员折合全时人员(D10)/万人年 +

高等学校在校师生数量(D11)/万人 +

有R&D活动企业数(D12)/个 +

科技创新资源支撑(C5) 省(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D13)/个 +

国家重点实验室(D14)/个 +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包括分中心)(D15)/个 +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D16)/个 +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D17)/个 +

国家级大学科技园(D18)/个 +

产业发展政策(B3) 科技创新政策(C6) 政府出台科技创新政策(D19)/个 +

产业发展政策(C7) 政府出台产业发展政策(D20)/个 +

园区发展政策(C8) 政府出台园区发展政策(D21)/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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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1

目标层 准则层 元素集 元素 指标性质

创新维度(b1) 创新投入(c1) 教育经费投入(d1)/亿元 +

财政科技投入GDP(d2)/% +

创新产出(c2) 授权发明专利量(d3)/万件 +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d4)/亿元 +

协调维度(b2) 城乡协调(c3) 城乡收入比(d5)/%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d6)/% +

产业协调(c4) 城市群经济密度(d7)/(万元·km-2)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d8)/亿元 +

城市发展水平(B) 绿色维度(b3) 城市绿化(c5) 城市群建成区绿化覆盖率(d9)/%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d10)/m2 +

环境污染治理(c6) 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d11)/% +

城市优良天数比例(d12)/% +

开放维度(b4) 对外贸易(c7) 进出口总额(d13)/亿元 +

文化交流(c8) 2019年入境外国游客人次(d14)/万次 +

共享维度(b5) 发展成果惠民(c9) 移动电话普及率(d15)/(部·百人-1) +

医疗指数(d16)/% +

高速公路密度(d17)/(km·百平方公里-2) +

经济效益(c10)
全体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 家用汽车

的拥有量(d18)/辆
+

人均可支配收入(d19)/(元·人-1)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d20)/元 +

3.3 研究方法

3.3.1 确定指标权重———ANP法

ANP(网络层次分析法)是在AHP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适用决策方法,
 

它是由美国匹兹堡大

学T.L.Saaty教授在1996年提出的一种适应非独立的递阶层次结构的决策方法[25].
 

由于本文构建的评价

指标体系中三级指标即元素间存在相互影响,
 

ANP在处理元素关系上具有很大的优势,
 

既能考虑到元素之

间的影响,
 

又能考虑到元素集之间的影响,
 

因此,
 

本研究采用ANP模型来进行元素间优势度的比较,
 

从而

计算出两系统各个指标的全局权重.
3.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1)
 

数据标准化处理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测算时,
 

为了消除指标的量纲和单位,
 

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文采

用最大—最小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同时对数据进行无零化处理[12].
当指标为正向指标时,

 

其标准化公式为

Z(Vij)=
Vij -minVij

maxVij -minVij
×0.9+0.1 (1)

  当指标为负向指标是,
 

其标准化公式为

Z(Vij)=
maxVij -Vij

maxVij -minVij
×0.9+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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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正向指标,
 

由于指标值越大,
 

水平越高,
 

采用公式(1)进行计算;
 

对于负向指标,
 

由于指标值越大,
 

水平越低,
 

采用公式(2)计算.
 

式中,
 

Z(Vij)表示第i年的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且Z(Vij)∈ (0,
 

1],
 

Vij 表示第i年的第j个指标的实际取值,
 

maxVij 表示第i年指标j的最大值,
 

minVij 表示第i年指标j的

最小值,
 

i=1,2,3,…,m 表示年份的个数;
 

j=1,2,3,…,n 表示指标的个数.
2)

 

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本文利用ANP方法计算两系统各指标的权重值,
 

其本质是用该指标信息的权重值计算,
 

权重值越大,
 

对

评价结果的贡献越大.
 

第i系统第j项指标的权重用wij(i=1,
 

2;
 

j=1,
 

2,
 

…,
 

m)表示,
 

且∑
m

j=1
wij =1.

3)
 

测算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用V1 和V2 分别表示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和城市发展水平两类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
 

运用ANP赋予

两系统各项指标的权重,
 

计算这两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指数,
 

如公式(3):

Vi=∑
m

j=1
wijZ(Vij) (3)

  4)
 

建立耦合度函数

耦合度是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彼此影响、
 

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

概念,
 

多系统的耦合度模型[22-23]为

Cn ={(V1×V2×…×Vn)/∏(Vi+Vj)}1
/n (4)

  由此可推断得到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函数,
 

n=2时,
 

就是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城市发展水平的耦合度模

型,
 

即:

C2={(V1×V2)/(V1+V2)2}1
/2 (5)

C 表示耦合度,
 

C 值的大小由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和城市发展水平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决定,
 

且C∈[0,
 

1].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12],
 

对耦合度C 进行等级划分,
 

当C=0时,
 

系统耦合度极小,
 

系统之间处于

完全无关状态,
 

也就是说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城市发展水平无关;
 

当C=1时,
 

系统耦合度最大,
 

系统之间

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处于完全相关的状态.
5)

 

测算耦合协调度

由于耦合度只能反映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
 

不能反应耦合协调水平的高低.
 

因此,
 

本文借鉴

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12,22],
 

构建一个能够客观、
 

真实地反应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城市发展水平两大系统的

协调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即:

D= C×Y (6)

Y=αV1+βV2 (7)

其中,
 

D 是耦合协调度,
 

C 是耦合度,
 

Y 为两大系统的综合协调度指数,
 

反映双城经济圈该产业与其整体发展

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
 

V1 和V2 分别表示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系统与城市发展水平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α,β为

待定系数,
 

且α+β=1,
 

参照专家意见,
 

由于这两大系统具有同等重要性,
 

因此,
 

这里的α和β均取0.5.
 

参照

相关研究结果[12],
 

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
 

将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5种类型(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协调度(D) 协调等级 协调度(D) 协调等级

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1.00 优质协调

551第2期    许慧,
 

等: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适应性耦合关系研究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权重计算结果

基于最终构建的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网络层次分

析法对相关指标进行权重赋值,
 

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
表3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三级指标权重值

指标 权重值 指标 权重值 指标 权重值

D1 0.051
 

8 D8 0.017
 

9 D15 0.020
 

4

D2 0.019
 

8 D9 0.073
 

5 D16 0.023
 

4

D3 0.052
 

7 D10 0.082
 

4 D17 0.021
 

3

D4 0.024
 

7 D11 0.009
 

0 D18 0.010
 

1

D5 0.042
 

0 D12 0.065
 

8 D19 0.121
 

1

D6 0.047
 

1 D13 0.040
 

3 D20 0.133
 

6

D7 0.020
 

0 D14 0.065
 

8 D21 0.057
 

3

表4 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三级指标权重值

指标 权重值 指标 权重值 指标 权重值 指标 权重值

d1 0.047
 

3 d6 0.095
 

2 d11 0.026
 

3 d16 0.016
 

3

d2 0.030
 

2 d7 0.156
 

8 d12 0.039
 

5 d17 0.001
 

8

d3 0.049
 

6 d8 0.086
 

6 d13 0.045
 

1 d18 0.024
 

6

d4 0.039
 

6 d9 0.012
 

9 d14 0.026
 

3 d19 0.110
 

3

d5 0.089
 

4 d10 0.007
 

1 d15 0.027
 

8 d20 0.067
 

3

4.2 耦合协调度值

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得到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城市发展水平两大系统各指标的权重系数的基础上,
 

运

用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2015-2019年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V1,V2,
 

耦合度值C 和耦合协调度值D(表5).
表5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耦合协调计算结果

年份 V1 V2 V1 与V2 比较 C D 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阶段

2015 0.116
 

890 0.159
 

814 V1<V2 0.495
 

491 0.261
 

825 拮抗 中度失调

2016 0.310
 

040 0.321
 

145 V1<V2 0.499
 

508 0.403
 

281 拮抗 濒临失调 失调

2017 0.477
 

790 0.498
 

657 V1<V2 0.498
 

644 0.518
 

082 拮抗 勉强协调

2018 0.684
 

810 0.715
 

066 V1<V2 0.498
 

832 0.591
 

513 拮抗 勉强协调 协调

2019 0.915
 

945 0.974
 

864 V1<V2 0.499
 

757 0.687
 

366 拮抗 初级协调

4.3 耦合协调分析

将V1、
 

V2 整理得出折线图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城市发展水平综合发展指数的发展趋势呈现稳步上升的特征,
 

几乎

实现同步增长,
 

发展状况良好.
 

利用线性回归曲线理论,
 

分析V1 与V2 可知,
 

在V1 的线性回归曲线V1=

k1v1+a 与V2 的线性回归曲线V2=k2v2+b中,
 

V2 曲线总体位于V1 曲线上方,
 

且两个回归曲线的斜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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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k2>k1,
 

即城市发展水平总体高于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水平,
 

且前者总体增幅大于后者,
 

但都保持着

理想化的发展状态.
耦合协调度值D 的变化趋势用折线图表示如图3所示.

图2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综合发展水平

图3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耦合协调度值

  结合表5与图3可知,
 

2015-2019年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城市发展水平两系统的耦合度值处于

0.3~0.5区间,
 

其变化趋势甚微,
 

且整体属于拮抗阶段,
 

这表明两子系统之间仍处于相互探索、
 

相互

掣肘的状态.
 

同期,
 

与耦合度相比,
 

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逐渐递增,
 

由2015年的0.262增加到

2019年的0.687,
 

共经历了4个阶段,
 

即中度失调(2015年)、
 

濒临失调(2016年)、
 

勉强协调(2017

-2018年)和初级协调(2019年),
 

但是,
 

就目前的耦合协调程度来说,
 

双城经济圈距离实现高等级

耦合协调尚有差距.
就具体阶段而言,

 

2015-2016年双城经济圈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处于失调阶段.
 

在此阶段,
 

智能公共

安全产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水平,
 

较大的发展差距致使两系统发展不匹配,
 

彼此间促进作用不强,
 

失调现象较为明显,
 

但其耦合协调度明显提升,
 

原因包括:
 

一是政策驱使作用,
 

在2016年3月,
 

国务院常

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政策,
 

大大推动并促进了成渝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二是产业

发展迅速,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二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不匹配发展状况有所缓和.

2017年耦合协调度增至0.518,
 

进入勉强协调阶段,
 

此阶段一直持续到2018年.
 

在此期间,
 

政策的出

台陆续推动双城经济圈与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快速发展.
 

例如2016年年末,
 

国务院出台《“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该政策重点推进了智能安防等研发和产业化发展;
 

2017年4月,
 

科技部印发了

《“十三五”公共安全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指出要加强公共安全产业园区建设,
 

使其成为公共安全领域高新

产业发展高地.
 

这些表明双城经济圈发展智能公共产业的势头迅猛,
 

并且城市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驱动着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同时,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综合水平的提升也在为双城经济圈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动力,
 

两系统逐步呈现协调发展的态势.

2019年双城经济圈耦合协调发展达到了初级协调阶段.
 

从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状况来看,
 

到

2019年除了专利授权量等3项指标外,
 

其余18项指标均达到历年最大值,
 

这表明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水平不仅发展迅速还有极大的待提高空间.
 

为了促进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初级协调向良好协调

以及优质协调阶段发展,
 

仍需要大力发展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的投资、
 

开发与建设力度,
 

实现

二者发展的紧密融合.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分析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
 

通过构建两系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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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体系,
 

并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对双城经济圈2015-2019年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

其发展水平的适应性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1)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城市发展水平在2015-2019年期间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二者的发展趋势具有

较强的相似性,
 

表明两个系统存在明显的耦合互动发展特征,
 

系统间各要素相互作用、
 

彼此影响,
 

并通过

系统内部要素的组织和演化,
 

使两系统之间彼此协调发展;

2)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与双城经济圈发展水平的耦合度以波动上升为主且变化趋势小,
 

始终在拮抗阶

段徘徊,
 

未跨入良性耦合发展阶段,
 

说明该区域两大系统尚未演化到更高水平的耦合阶段,
 

因此协调好两

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
 

才能促进系统的良性发展;

3)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系统与城市发展水平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较快,
 

历时5年就从中度失调跨入

初级协调阶段,
 

说明两大系统呈现互相促进、
 

协同发展的态势,
 

但整体协调水平仍然偏低,
 

还存在较大的

提升空间.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为了更好地促进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
 

提高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态势和

效益水平,
 

使两者达到高水平的协调发展程度,
 

应该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针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水平滞后于双城经济圈城市发展水平的现实情况,
 

双城经济圈应将

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推动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发展,
 

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该产业

向好发展.
第二,

 

加大统筹协调,
 

科学规划公共安全产业发展.
 

在双城经济圈建设总体框架下,
 

应加快引进如

中电科、
 

阿里巴巴、
 

腾讯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企业以及积极引进商汤科技、
 

大华股份、
 

中威电子等全国智能安防100强企业,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推动双城经济圈人才的共引共育共服,
 

提升

智能公共安全产业创新要素资源的一体化配置效率,
 

加强智能公共安全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的统筹规

划和一体化布局.
第三,

 

继续强化双城经济圈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一方面,
 

依托双城经济圈是西部

经济基础最好、
 

经济实力最强区域的优势,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对智能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发挥支撑

作用;
 

另一方面,
 

继续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的建设,
 

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

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推动人才和创新产业的集聚,
 

形成以点带面,
 

逐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为智能公共

安全产业的成长构建坚实的支撑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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