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地区(或国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经济、

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以及实现总目标、总任务的关键性对策所作的全局

性、长远性和方向性的规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分为平衡发展战略和不平

衡发展战略。新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50

年代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阶段、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向最不发达地区倾斜的不平

衡发展战略、1978年到90年代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2000

年以来解决地区差距的协调发展战略。这一系列战略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区

域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本文介绍了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相关理论，将企业管理中

SWOT分析方法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构造SWOT战略矩阵，来分析区

域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威胁。这是本文的创造性工作之一。

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对经济指标的定量预测必不可少，因此

文中介绍了几种常用的预测方法：计量经济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灰色预

测模型，同时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相关分析。文中将指数平滑法与灰色

预测模型GM(1，1)结合，构造出经过平滑改进的GM(1，1)模型。该模型用于河南

省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测，结果表明改进方法是有效的。这是本文的又一个创新

点。

文章最后结合前文介绍的区域经济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分

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河南省的经济发展现状、经济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河南省自身优势和面临机遇及对河南省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都做了全

面分析。这些分析对将来制定河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可起到前期工作的作用。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灰色模型GM(1，1)；SWOT战略矩阵；平滑改进



kbstract

The re百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refers to a goal or task which an

area(or a country)has made for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for a long term，at the same

time，it is also a planning which the measures take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goal or

task mentioned above，it is global，long—term and directional．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wo major categories：one i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and the other is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undergone some stages in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1 950s，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Was favorable to the most underdeveloped areas from 1 960s to the

middle of 1 970s，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favorable to the coastal

developed areas，and the coordinate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the year 2000．These

strategies have impell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atly,meanwhile，they also

bring a series ofproblems．

The thesis introduces some relevant theorie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take advantage of SWOT analytical method to

construct SWOT strategy matrix to analyze region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That is one ofthe originalities ofthis artic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being

constituted,it is vital to forecast the economic data quantitatively．So the thesis

introduces some kinds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methods：econometric model，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d the grey model，and evaluate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every method．The author constructs the improved GM(I，1)by way of combining

exponential smoothing with grey model GM(1，1)to predict the following years’GDP

of Henan province．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orecasting results that the improved GM

(1，1)has better forecasting precision than the traditional GM(1，1)．That is another

II



originality in this thesis．

In the end,the article，adopting the methods of theory analysis and real example

analysis，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uses the re西onal economic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existing problems，its

superiorities and opportunities，and its futta'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enan

province．These analyses will be prior work for Hcnan province to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Grey Model GM(1，1)；

SWOT strategy matrix；Smoothing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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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 论

1．1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区域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为了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域分工

的深化，并针对当时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而从经济学与生

产布局学(10cation science)中脱胎出来的-1'3新兴学科。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是如何使社会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以增进社会总财富和福利。因此，资源配

置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生产资源在各个区域问和区域内部

如何分配，区域国民收入和区域差异变动如何决定，以及区域作为国民经济一

个独立层次的行为特征等等有关资源配置的问题，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

经济学都未涉足。因此，作为介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间性概念

——区域经济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区域经济学在我国得到蓬勃发展。我国

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区自然禀赋、社会发展程度、历史背景和社会人

文条件的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是正常的，也是必然

的，其经济发展规律和方向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逐步摸

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之路。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

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IlJ：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实行区域经济平衡发

展战略。这一时期，我国投资的重点放在了“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该阶段实行的平衡发展战略，在客观上改善了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特别是使内

地的工业得到了初步发展。但是它也存在着严重不足，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

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

我国实行向最不发达地区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到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

值中，沿海的比重从建国初的70％下降为59．8％，内地的比重有建国初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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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为40．2％。这一时期实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使中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迸

一步得到消除，加强了内地经济发展的力量，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

展。但是，还应看到这种发展战略使得项目投资既不是市场指向点也不是消费

指向点和生产要素指向点，导致了经济效益的低下和资源浪费。因此，从另一

个角度上看，该战略延缓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三阶段(1978年到90年代)，我

国实施向沿海发达地区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1978年后，中国开始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发生了转变：一是改

变重点建设中西部的格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沿海地区倾斜；二是实行对外

开放政策，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优先发展；三是国家实施了有利于东南部沿

海地区发展的市场改革和财税政策改革，同时更多的资金和入才流向了东南部

沿海地区，也有利于东南部沿海地区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区域经济迅速实现

了量的积累与扩张，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东南部地

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示范作用、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进一步发挥。但是它带来

的较严重的问题是东、西的差距，南、北部的差距逐渐拉大，地理上的二元结

构与经济上的二元结构并存，从另一方面又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第四阶段(2000年以来)，实行解决地区差距的协调发展战略。

东南部沿海地区重点发展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面临新的问题：

首先，东部、中部、西部发展的差距和不平衡加大。其次，中西部地区的经济

类型与产业结构与东部地区也有很大差异。从经济类型来看，中西部地区国有

工业的比重较高，而东部地区非公有制工业比重则比较高。从产业结构看，东

部地区加工工业比重较高，中西部地区基础工业比重较高。再次，地方经济保

护主义抬头。东部和中西部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化现象，地区之间互设壁垒、搞

封锁、保护本地企业和产品的现象严重，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最

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大地带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处于扩大的态势，强化

了改变地区差距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国

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的影响：首先，总体改革目标难以推进，

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必然使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经济

改革目标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国家总体改革方案难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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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实施：其次，产业结构的同构和趋同化加剧：最后，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愈

演愈烈。这不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赛，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

且反会使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并最终

导致竞争、开放、统一的国内大市场难以形成。

这种情况如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可能会延缓区域经

济的发展，甚至导致贫富分化严重，不利于民族团结与统一，影响社会经济与

政治稳定。历史的与国际的经验都清楚地表明，必须妥善地解决一个国家内部

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我国迈入世界性的经济增长

的进程和国家的实力。综上所述，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鉴于上述所分析区域经济的重要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经

济学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区域经济以地域性与综合性

的学科优势，立足于具体的区域，运用地理思维能力学，能够更好地、持续地、

快速地推进世界经济、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与资源的

合理配置。同时，对区域经济的研究，能够为区域的宏观发展问题和政府的宏

观决策提供服务。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区域经济研究现状

区域经济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以来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

经济学分支学科。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其理论渊源主要溯源

于四大理论：

1．区位理论。著名的古典区位理论有杜能的“孤立国”农业区位论、韦伯

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克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论等。杜能从区

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

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在著作中他反驳了当时流行的关于农业空间

布局的种种观点，提出在一个围绕城市的均质平原上，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取

决于地租大小，而地租则由生产成本、农产品价格和运费共同决定【21。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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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早期学科基础。德国经济学家韦伯提出了工业区位论，

从经济区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

后的空间机制131。克里斯塔克勒的中心地理论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财富生产和

流通的空间结构，必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并有相应的多级市场区构成的网络体

系，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优越的市场空间结构将对产业配置产生巨大的吸引

力。廖什在继承克里斯塔克勒思想的基础上，详细地研究了市场规模与市场需

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地影响，并扩展了区位理论地范围，将贸易流量

与运输网络中“中心地区”地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14】。古典区位论

的共同点是只寻求单项的区位决策，进行纯理论推导，而不涉及其动态性变化。

2．空间结构理论。它不是要求得出各种单个社会经济事物和现象的最佳区

位，而是研究各种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

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

3．梯度推移理论。其中梯度表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以及由低水

平地区向高水平地区过渡的空间变化的过程。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往往是创新

与生产经营逐步由高梯度地区通过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向低梯度地区发展的过

程。

4．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其中地域生产综合体是一种地域生产组织形式，

是指在一个区域内，一个或几个部门的高质结合，这些部门基本共同利用生产

性和非生产性基础设施。这四种理论在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综合运

用，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越来越周密和完善。

1．2．2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现状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研究和探索的成果，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平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50年代初期提出的“贫

困恶性循环论”和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克斯认为，所谓不发达

地区，就是指它们的资本同它们的人口和自然资源比较起来相对不足的地区。

而这些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它们存在着“贫困的恶性循环”。好比一个

穷人：他之所以穷，是因为收入少；收入少是因为工作效率低；效率低是因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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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饱，身体差；吃不饱又是因为穷，这便是一个恶性循环。而作为一个国家

也同样存在着这种“越穷就越差，而越差就越穷”的“马太效应”。他认为要

真正打破这两个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谋求平衡地

增长【扪。在打破贫困恶性循环方面，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进”(big push)

理论。罗丹认为，要使发展中国家超出贫困恶性循环的陷阱，必须实行全面工

业化。因为工业化是用比较富裕地区更快的速度来提高经济不振地区的速度，

从而使世界各地收入分配较为均等的唯一办法。要迅速实现工业化，使停滞不

前的经济有所发展，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进行投资，特别是对基

础设施大幅度投入，给经济一次大的推动，使国家从贫困的泥淖中爬出来州。

另一类是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

“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以及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

理论等。佩鲁以抽象的经济空间为前提，将推进型产业作为经济增长极，强调

了增长极的结构特点和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注重经济部门和产业活动集中的推

动作用I”。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着“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即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并存。经济发达地区(增长极)的发展对不发

达地区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回波效应，一种是扩散效应。回波效应能够使资

金、劳动力、技术、资源流向发达地区，而扩散效应则能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实现二者的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

构自动消除[81。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

现，经济增长在区域间与国际间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传递是通过极化效应

(Rp回波效应)与淋下效应(即扩散效应)实现的。淋下效应与极化效应相比，最

终将取得优势，因此落后地区在淋下效应作用下，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

小，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9】。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成本内

生化，主流经济学家将研究地触觉扩展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以期从新的视角得

到一些新的启示。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学的价值开始被逐渐重视。新经

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理论目前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

表人物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rnan)、藤I丑(Fujia)、莫瑞(Mori)、马丁

(Martin)等人。克鲁格曼通过一个模型说明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



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

【101。藤田和莫瑞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

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

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

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

形成多城市空间。马丁则继续探讨了存在集聚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

他通过模型得出结论：在存在集聚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

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各区域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了各种激励措

施。
‘

1．2．3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现状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

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

模型，如较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沿海、沿江经济带带动的“T”字型战略，

沿海、沿江和陇海、兰新线结合的“万”字型战略，“万”字加京广线构成的“开”

字型战略。下面将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影响较大的三大理论模型作些阐述。

1．梯度发展战略

中国区域经济的梯度开发战略是与中国的区情特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和现实相联系的。中国的地势在客观上存在着“西高东低”的特点，是现出“高

山一丘陵一平原”的梯次过渡格局，构成了直观的“梯度”形态。与此同时，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形态却又呈现出总体上的“东高西低”的反梯度格局。梯

度开发理论就依据中国这种由西向东的地理上的梯度和经济上的反梯度形态而

直观形成的。它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提出并设计了一套

由东向西梯次开发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模型[11l。具体来讲，中国的区域经济开

发的梯度次序应该是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发区一内地一西

部。

2．沿海、沿江经济带带动的“T”字型经济增长极战略

这一理论也是源自于我国的地理环境特征和交通资源等经济发展的要素状

况。沿海、沿江经济带带动的“T”字型发展战略就是根据我国的水系资源状况



构成的交通条件而形成的经济发展理论【l21。东部沿海和长江是我国对外、对内

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黄金水道和现成窗口，因此沿海和沿长江“T”字型轴线发展

容易形成经济增长极。

3．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

这些战略是由梯度开发战略延伸发展而形成的。长期以来实行的梯度开发

战略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东、中、西部差距的扩大，如果在实践

中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很可能会阻碍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1993

年开始，我国开始的宏观调控以及1996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

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就提出了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并相继提出上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3本文研究的问题

本文在借鉴区域经济学、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成要素，研究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考虑

的因素及其所遵循的原则。由于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对相关经济

指标(如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及国民生产总值等等)的预测是必不

可少的，因此本文中介绍了计量经济模型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灰色预测

方法以及由本文作者结合指数平滑法构造出的经过平滑改进的灰色预测模型等

几种预测方法。在第五章中结合前面所介绍的理论，通过将河南省的多项经济

指标与东部沿海两省(广东、福建)相比，介绍了河南省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

的问题，通过对其面临机遇和自身优劣势的分析，得出其发展经济的道路选择，

在文章最后根据往年历史数据利用改进的灰色预测模型对河南省2006～2010年

的GDP盛纾预测。

1。4论文结构

第一部分为绪论，简单介绍课题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以及研究的现状等。

第二部分介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包括区域的概念、区域经济的客

观基础、区域经济学的定义和战略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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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包括区域SWOT分析，区域比较优

势和竞争优势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相关内容，以及区域经济案例分

析。

第四部分为经济指标定量预测的主要预测方法简介。其中介绍了计量经济

模型方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灰色预测方法以及由本文作者结合指数平滑法

构造出的经过平滑改进的灰色预测模型等。

第五部分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进行分析。介绍了河南省经济发展

现状，通过分析得出其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同时作者用经过平滑改进的GM(I．11

模型对河南省今后几年的GDP值进行了预测。

．8-



第2章区域经济的基本理论

2．1区域与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最活跃领域之一。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国际经济趋向一体化，知识经济己露端倪，为区域经济学

的研究范围实践基础理论方法注入了新的内容。

2．1．1 区域的概念

区域经济学中所研究的“区域”，不是一个“纯自然地理区域”，一般也不

是“行政区域”，而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

经济地理区域是拥有某些生产要素，分布着农业、工业等产业，拥有城镇、道

路等客体的、具有整体化(连成一片)的空间【13l。区域的“范围”有多大，因研

究的目的、任务而异，它可以是跨越国家的“国际区域”，如“欧洲经济同盟”、

“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协作区”、“亚太经济协作区”等；也可以是一个

国家一种特殊的区域；还可以是一国之内跨越几个行政区的经济区域，如我国

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综合经济区”；还可以是一个流域区，

如“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带”等。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区域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如图2-1所示。根据区域

在空间上的“涵盖”关系，区域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和等级，从而形成了一个区

域等级系统，如大区域、子区域、孙区域。再根据区域内要素禀赋的差异和社

会活动的差异，可以把区域分为“匀质区域”和“极化区域”[141。如按经济水

平的一致性，可划分为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贫困区域等；按主要经济活动

的相似性，可划分为“工业区域”、“农业区域”、“综合区域”等。所谓的“匀

质区域”是指一定得空间范围有某些同类性，如收入水平或农作物种类的一致

性，它强调区域的同类性。“极化区域”又称“节点区域”，是指一定的空间范

围被某种形式的流量联系在一起，如区域中拥有对周围有吸引力的中心，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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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形成某种信息物质能量的交换，从而构成极化区域，它强调各组成事物之

间的联系与各流量的连续性。

区域

发达区域

按经济水平的一致性划芬氟芬—卜_-+一奎垄竺垦苎
U 贫困区域

按区域在空间上的涵盖关系H大区域、子区域、孙区域

按区域内要素禀赋的差异和社I厂l 型垦垦苎
会活动的差异 l l广———一

极化区域

工业区域

苎主要竺塑望垫竺塑!竺堡『—十1查些垦苎

U综合区域

图2．1区域分类图

图2—2显示了极化区域空间结构各要素，包括运动、网络、节点、等级体系

等。不论区域如何划分，每一个区域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功能，

即特有的经济个性，且各区域之间存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经济

关系。



第2章区域绎济发展的摹本理论

a)

∞

b1

●
d)

●

c)

图2-2极化区域的空间结构要素(a)运动；(b)网络；(c)节点；(d)等级；(e)域面

区域这个词代表的空间可大可小，因此经济区可以是一个国家内一个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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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甚至是多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或经济圈。本文主要

涉及的是幅员较大国家内各个大小不等的经济区。

任何经济区都是国家的多层次区域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孤立的，

但均可视为由若干产业部门及若干子区域组成的，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独立的经

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因此，可以说经济区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和自我发展

能力，并分担着区域分工系统中的某项特定功能(如图2．3所示区域系统构成

图)。同时，任何区域都是更大区域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一个大区域也是有多层

次的子区域构成的。一个区域的生产活动，一方面会影响大区域或国家全局，

也会影响其它区域；另一方面，该区域的生产活动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大区域

和国家全局及其他区域生产活动的影响。正如图2—3所展示的那样，任何区域都

处在一个系统中。因此，任何区域在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时，都要明确自己在

整个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区域经济发展的任何决策都要以全国、上级区域的有

关决策作为指导，又要照顾到同级区域之间的关系，还要用来指导下级区域的

发展。

图2-3区域系统构成图



2．1．2区域经济存在的客观基础

在一国之内，各种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并非是均匀的分布，它往往相对集中

在某些条件较好的地区，由此决定了区域经济特点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经济

活动的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地域差异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决

定了区域经济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

过探讨。归纳起来，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差异、集聚经济和转移成本。

用更专业的语言来描述，这些因素也可分别称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经

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和产品与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

1．资源禀赋差异

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异首先决定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分布

的不均衡性。这些要素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资源禀赋的

差异。某些要素在一些地区相对充裕，而在另一些地区则相对贫乏。资源禀赋

的这种地区差异是区域经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基础，也使区域经济各具特

色、千差万别。

各种生产要素之所以在空间上分布不均，是因为要素本身具有不完全流动

性。这种不完全流动性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生产要素不是都能够流动的，其中有些能够流动，有些则是固定不动

的。前者如人口、劳动力、资金、原料、设备和技术等；后者如土地、矿产、

地形、水文和气候等自然资源和条件。由于这些自然资源和条件一般都具有不

可移动的特点，它们在空间上基本不能流动，从而使区域资源禀赋在质和量上

都相差甚大。

二是指能够流动的生产要素其流动性是有限的或不完全自由的。劳动力、

资本、技术、原料等要素虽可在空间上流动，但这种流动远非是完全流动，它

在较大程度上受着市场发育程度、管理体制、政府政策、历史文化、转移成本

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例如，目前中国实行的固定户籍管理制度，使人

口的迁徙和居住地的选择受到了较大限制；长期形成的传统习俗和观念，常常

使许多人不愿离开本乡本土。

因此，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是造成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进而形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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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活动分异的基础。假如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各个要素

的供给自然会从资源富集地区流向稀缺地区，以致要素价格、成本和收益就会

趋于均等化，经济活动整合划一，也就不存在所谓区域经济。

2．集聚经济

空间集聚经济大多可溯源于特定产业的规模经济。一个企业在一定限度内

扩大其生产规模，往往可以获取节省单位产品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好处，这就是

企业规模经济。用图2．4所示的等产量曲线示意图来说明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与

不存在115】。

资
本

机
时V

4

2

资
本

机
时
'，

4

2

15

。

5 10 劳动f小时)
。

5 10 劳动f小时)5 劳动f小时)
。

劳动f小时)

幻规模经济 b)规模不经济

图2-4规模经济示意图

如图所示，从原点出发的0A线代表了一种生产过程，该生产过程投入两种

要素：劳动和资本。假使该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是以5个劳动小

时和2个机器小时这一固定比率投入生产的。(a)图表示企业存在规模经济，由

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用5个劳动力和2个机器小对，得出的产出是10个单位；

当两种投入都变为原来的2倍时，产出比原来的2倍要多，此时等产量线之间

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同理可得，Co)N表示企业存在规模不经济，即产出增加

的幅度低于生产要素增加的幅度，此时等产量线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



兰：主譬鎏：兰垄鐾兰至奎垩笙

当某个产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那么一个大企业生产(以相对低的成本)比

许许多多小企业生产(以相对高的成本)来得经济，此时该行业中企业的规模一

般来说较大。各相关企业按照其产业和经济联系，在空间上相互集中在一起，

同样可以为企业带来成本节约和效率提高等经济利益，如相互提供原料和产品，

集中供热、供水、供电、供气和进行污水处理，共同利用道路、通信、商店、

学校、医院以及文化娱乐等基础设施。这种经济利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集聚经

济效益。集聚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与正反馈效应如图2．5所示。

作为主导部门的出口企

业扩大再生产

地区人口数与

就业人数增长

地方商品与劳

务需求增长

地方政府

收入增加

为当地出口企业提供投

入的部门相戍扩大

产业职工队伍扩大

第三产业相应扩大

图2-5集聚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与正反馈效应

集聚经济

效益增大

地方公用

事业发展

相对于企业规模经济而言，集聚经济属于外部经济范畴。可以说，正是由

于这种集聚经济的存在，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相互集中在一

起，从而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

3．转移成本

空间是有距离的，从一端到另一端，不仅要耗费时间，而且要付出费用。

这种为克服空问距离而在经济、社会和心里等方面所花费的全部成本，就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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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成本，亦称距离成本。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使得要素的空间流动或转移具

有不完全流动的性质，必须克服空间距离的阻力。这种转移成本限制了资源禀

赋优势和空间集聚经济得以实现的程度，使经济活动局限于一定的空间范围。

一般来说，转移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运输费用。指运输消费者为实现一定距离的空问移动所承担的货币费

用，包括营运费用、转运费用和保险费用等。营运费用与运输方式、货物种类

密切相关，一般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转运成本则不随距离而变化，只与转运

或倒装的次数有关。

二是时间成本。指人类经济活动为实现一定距离的空间转移所花费的时间。

它与地区经济和交通运输发展水平、运输方式及其布局状况等有关。交通运输

越发达，地区的通达性程度越高，实现相同距离的空间转移所花费的时间越少，

即时间成本越低。

三是信息成本。地区越偏僻，离主要大城市中心越远，所获得的信息越不

完全，所承担的“信息成本”也就越大。

四是心理成本。由于各地区在社会传统、习惯、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种

族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迁移者在心理方面产生一种“距离隔阂”。这种差异性越

大，转移的心里成本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2．2区域经济学

关于区域经济学的定义，或者说它的研究对象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大

体有以下几中观点：

(1)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科学。如H．0．诺斯在其《区

域经济学》(1968)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

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H．w．理查森在其《区域经济学概论》

(1969)一书中，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的空间组织规律性”的科学。前苏

联学者H．H．涅克拉索夫在其《区域经济学》(1978)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学就

是研究经济地域组织的科学”。

(2)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各种“区域经济学问题”的科学，把区域经济学



等同于“区域科学”。如周起业、刘再兴在所著的《区域经济学》(1989)中认为：

“区域经济学也口q区域科学，它是研究如何建立国家经济区域系统，并按照地

域分工和合作的原则来组织系统内各区域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布

局，使之形成一个大、中、小企业相结合，聚集与分散相结合的多层次城市为

节点，由运输网、信息网、服务点分布网等网络系统将全区域连成一气的经济

有机体的科学。”

(3)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相互关系的科学。如v．杜贝在其《区域

经济学的界定》(1964)一书中指出：“区域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在资

源不均匀分配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差异以及各地区间关

系的科学”。陈栋生等在所著《区域经济学》(1993)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学是

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刘再兴等

在所著《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1996)一书中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

关系与运行机制的科学。

由于区域经济学本身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再加上不同发展阶段，区域

经济问题的演化。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和认识区域经济闯题，从而形成

不同的观点是自然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区域经济学的认识在逐渐趋于一

致。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李京文在主编的《走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一

书中所写：“综观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学的种种认识，结合区域经济研究的现状，

我们认为，从本质看上，区域经济学就是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科学。这里，所

谓‘区域经济发展’既包含了单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也包括了区域之间

的经济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这一定义明确阐明了当代区域经济学的实质和区

域经济学的学科特性。

综上，区域经济学是以“经济地理区域”为研究对象，从不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各类区域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依

据区域闻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关系，对区域的生产要素按照地域分工与合作

的原则，进行空间优化组合，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最能发挥区域优势

的产业结构，形成以多层次的城镇系统为节点，由运输网、信息网和服务网等

网络组成的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系统。

由于各类区域发展的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多样性，再加



上区域经济学存在理论指导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关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目前尚无统一界定。实际上，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

容也在不断发展。

目前，区域经济学者面临着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深入研究，主要有：

——关于区域之间经济关系，如关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总体利

益与地区利益、区际之间的利益的协调问题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关于区域发展的环境，即如何培育各个区域的生产发展环境，包括自

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科学文化环境等，使之形成一个有利于区域朝

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环境；

——关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即如何根据区域的经济优势与制约因素，并

按照区域分工协作的原则，确定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原则和途径，如何

为区域选择和建立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群：

——关于区域合理规划，即如何在一个大区域内(如一个国家内)建立多层

次的经济区划体系，并通过它实现地区合理分工、资源优化配置、协调各个地

区的发展，以便在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地建立最优产业结构；

——关于区域网络建设，即如何配合区域发展，在区域内建立一个多层次

的与区划系统相适应的城镇体系，并通过交通、信息、商业流通等多种网络，

把城乡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

——关于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即如何根据大区域的总体发展目标，结合

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各地区的发展战略目标和发展模式，以及实现地区发

展目标的策略和政策；

——关于区域国土开发规划，即如何根据区域发展战略制定区域国土开发

整治规划，综合利用区域资源；

——关于区域经济政策，如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区域产业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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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研究

3．1战略及其分类

“战略”_二词原是军事上用语，它是和“战术”、“战役”相对应的概念，

关于对它的解释，国内外有许多种。

《辞海》(1989年版)对“战略”一词的定义是：战略是重大的、带全局性

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

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161”，“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

争的全局”。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安德鲁斯认为，战略是要通过一种模式，把战略主体

的目的、方针政策和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战略主体形成自己的特殊战略属

性和竞争优势，将不确定的环境具体化，以便较容易地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达梯茅斯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魁因认为，战略是一种模式或计划，它将

一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政策与活动按照一定的顺序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管理学教授明茨伯格认为，战略有5种规范的定义：(1)

战略是一种计划，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有预计的行动程序，一种处理某种局势的

方针；(2)战略是一种计策，指在特定环境下采用的具体“手段”；(3)战略是一种

模式，表现为一系列的行为；(4)战略是一种定位，明确一个组织在自身环境中

所处位置；(5)战略是一种观念，体现组织中人们对客观世界固有的认识方式。

综上，“战略”是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的、规律性的或决定全面的一种谋

划。因此说，“战略”一词具有目的性、全局性、指导性、主动性、长远性、稳

定性、功利性和决定性等基本特征。

战略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这种达成目标的手段，主要是在“衡外情”和“量

己力”下所作的一种抉择结果。“衡外情”系指衡量组织外界环境所隐含的机会

与威胁，“量己力”则系指评估组织内部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1171。然而，达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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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手段很多，所以手段必须讲究，好的手段不仅要能达成目标，而且要能反

映外界环境和内部资源的情况。因此，战略是综合考虑目标、环境、战略的结

果。

战略存在于任何组织中，也存在于组织的任何阶层中。对组织而言，重点

不在于有没有战略，而在于是否拟定了一个最适合的战略。战略的本质主要是

为了维持组织的长期竞争优势而做的定位与资源配置。

当今世界，战略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十分引入注目。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

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层次与范围，展开了多层次、多模式、多学科的

战略研究【181。战略的分类图3-1所示。从战略研究的性质来看，有全球范围的战

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研究、经济发达国家的增长战略、“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调发展战略研究。从战略研究的层次

看，战略可以分为国际级的战略研究、国家级的战略研究、地区级的战略研究、

部门级的战略研究和企业的战略研究。

战略的分类

从研究性质来分

从研究层次来分

全球范围的战略研究

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研究

经济发达国家的增长战略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研究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国际级的战略研究

国家级的战略研究

地区级战略研究

部门级的战略研究

企业的战略研究

图3-1战略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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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的长足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的日益增长，赋予现代社

会活动以规模越来越大变化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广泛的特征，出现了牵一发而

动全身差毫厘而失千里的复杂局面，给现代社会的宏观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决策

理论的发展以极大的影响，这样就把战略研究提高到体制的最重要地位，从而

大大促进战略研究的开展。

3．2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定义及分类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地区(或国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的经济、

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以及实现总目标、总任务的关键性对策所作的全局

性、长远性和方向性的谋划。

这里，必须区分“发展战略”、“发展规划”、“计划”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从广义上讲，战略、规划和计划都是对未来发展的总体筹划和部署：从狭义上

讲，发展战略较为原则，而规划和计划更为具体。可以说，发展战略是制定规

划与计划的大思路，是规划和计划的灵魂和精髓。从工作程序看，战略研究是

基础，应当先有发展战略研究，再编制发展规划和计划!坤】。在实践上，也有不

少地区把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编制介于两者之间的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规划。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发展战略本

身所具有的全局性和阶段性外，还具有综合性和地域性特点。一方面，区域经

济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基础设施安排、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城镇建

设、空间布局和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由此赋予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综合性

特点，必须兼顾区域经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统筹安排区

域发展和城乡发展；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受地域的资源察赋限制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呼应国内国外大

市场。才能走出特色，乘势而起。因此，不同的地域范围、层次、地点，不同

的区情特点，所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差别很大。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分类如下：

1．按研究层次组合的类型分，区域发展战略可分为三大类：国际发展战略、

区域发展战略、小区发展战略。国际发展战略主要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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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制定的三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及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如欧洲共同体、东南

亚联盟、上海经济合作组织等)发展战略。其中20世纪60年代国际发展战略是

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它着重于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着

重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联合国20世纪7旺80年代制定的国际发
展战略，关注的问题超出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的领域，将全球人口、资源、

环境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强调了全球的生态问题和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战

略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省、市、区、县、经济带以

及由几个地区组成的大区域)。小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新技术产业去、科技工业园、知识创新园发展战略等。小区经济发展战

略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2．按部门或产业类型划分，区域发展战略可分为工业发展战略、某一行业

发展战略、农业发展战略、外贸发展战略、商业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服

务业发展战略等等。部门或产业发展战略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中确定

的区域产业结构和主导部门，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部门或产业所制定的发

展战略。它是从产业在区域发展中的条件、现状及全国发展的情况出发，确定

其在本区域未来时期的发展目标、规模和水平。它的制定必须根据区域经济的

发展对本产业的需要来进行。

3．按战略主题不同，区域发展战略可分为传统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环境呈相对稳定局势，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迅猛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本国经济的紧迫任务。

尤其是新独立的贫穷国家为了早日取得经济上的真正独立，都在积极寻求促进

经济增长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50、6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掀起推

行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高潮。这种战略的主要特点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

增长为目标，以工业化为突破口，以政府的发展计划和贸易保护政策为手段，

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保护民族工业，以实现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的目

标。传统发展战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有的

国家还因为这些问题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20世纪60年代以来，专家学者针对

这些问题，不断对传统发展观进行反思，并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发展观，即经济

社会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不同，它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放



在重要位置。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虽然在和大程度上修正了传统发展观的不

足，但该战略的重点放在了人的素质的提高与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的协调

和平衡上，它忽略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恢复自然、

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重要。于是，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发展观在演

变过程中发展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可持续发展观是针

对工业经济发展中暴露出的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引起的一系列恶果而产生

的。与以往的发展观相比，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第_，它是对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否定，它摒弃“无发展的增长”方式，使人

们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第二，它是对变通发展观的超

越，把发展的视野放得更为广阔和长远。它既从自然经济社会的大系统中寻求

协调发展，又从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代际平衡中追求永续发展。第三，它是对以

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迸一步拓展。

4．按区际经济关系分，区域发展战略分为内向型发展战略、外向型发展战

略、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战略通过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

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以取代进口，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来逐步实现国家

工业化。而出口替代战略是在进口替代进入成熟阶段后，发展中国家做出的及

时调整，其主要内容是发展中国家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替代初级产品出口，

以推动工业化进程，加强本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5．按战略内容侧重导向组合不同，区域发展战略可分资源导向型战略、市

场导向型战略、资源与市场双导型战略、出口导向型战略、技术导向型战略和

知识导向型战略等。资源导向型战略主要侧重于开发区域内自然资源，重点发

展以资源能耗为特征的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等重工业，而且多用于经济社会

发展初期，市场导向型战略侧重于充分利用区域内外部广阔巨大的市场，以大

市场建设推动工业大发展，经济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一切经济活动都与市场

建立联系。技术导向型战略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科学技术，提高

产业与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知识导向型战略

主要是依靠知识和高素质人才发展经济，实现区域经济的信息化和知识化。

．23．



东北电力大学硕{J学位论文

3．3 区域SWOT分析

Sw0T分析是1971年美国哈佛商学院的K．J．安德鲁斯在其《公司战略概

念》一书中首次提出的(Andrew,1971)。具体内容是指，在对企业内部的优势

(strengths)、劣势(weakness)以及企业外部环境的机遇(opportunities)、威胁(threats)

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与其内部能力和外部环境相适应的经营战略，以

保证企业经营的成功。在本文中，将SWOT分析方法运用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的制定上，分析区域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威胁，就是区域SWOT分析。

3．3．1 区域内部的优势和劣势、外部的机遇和威胁分析

1．区域内部的优势和劣势

区域内部的优势与劣势，是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或消极作用

的可控因素。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状况和组合、产业基础和分工、体制模式、

创新能力、人力资源、制度因素、资本形成、基础设施状况等都可能蕴含着优

势和劣势。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不同区域的优势与劣势各不相

同。区域的优势和劣势总是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的，相对不足和相对优点都是

很重要的信息。同样，优势和劣势更多的是由区域现在的内部条件所构成的，

而不是由当前的经济发展绩效所决定的。优势与劣势也可能是相对于区域自身

的发展目标而言的。识别和评价区域的优势和劣势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时

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区域应该努力寻求能利用内部优势和避免内部劣势的

经济发展战略。

各种优势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区域的经济发展起着关

键作用的因素，即称之为关键的成功因素。同样，某些因素对区域来说可能是

严重的，且难以补救，而另外一些因素则不太严重且容易补救。最不容易被竞

争区域超过或模仿的优势称为区域的特色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ies)，建立区

域的竞争优势就需要充分利用这种能力。

区域优势与劣势的关系，就像是区域发展战略表的两个栏目：优势是区域

的“资产”，而劣势是区域的“债务”，其中关键就是“资产”能否胜过“债

务”。对一个区域来说，“资产”越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就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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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区域内部条件的方法有许多种，包括对比分析(如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实

际水平与历史水平的对比、与其他区域的对比等)、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因素的分

析(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条件、结构变化、制度

安排等因素)。

2．区域外部的机遇和威胁

区域外部的机遇和威胁是指是指能够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收益或

造成损失的经济社会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机会和重要事件。机遇和威

胁超出了单个区域的控制范围，故而被认为是属于外部的。特殊政策的出台，

交通干线等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自然灾害等都是区域外部机

遇和威胁的事例。外部因素的发展趋势和事件对所有区域都会产生影响。

外部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有限的能使区域获得收益的机遇，在战略上要充

分利用这种机遇，同对在战略制定上也需要规避外部威胁带来的风险。这里使

用“有限”一词，是指外部分析不是要列出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所有因素，

而只是要确认那些需要做出行动反应的关键性变化因素。区域应当通过制定利

用外部机遇或规避现实和潜在威胁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外部因素做出积极反应。

机遇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产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机遇的形式有两种：共同的机遇和现实的机遇。共同的机遇对每个区域都是均

等的，但并不是现实的机遇。由于每一个区域的优势与劣势的不同，能否抓住

这种机遇的能力也不相同，其中一部分区域可以抓住这种机遇将超过另外一些

区域。对于能够抓住这些机遇的区域来说，共同的机遇将会成为现实的机遇。

威胁(挑战)是指经济发展环境中对区域不利的因素，主要来自于相关区域

的竞争，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当前态势或其所希望的未来地位的主要障碍。区

域试图减少威胁的关键，是要关注外部环境中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的因素。

识别和评价区域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威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涉及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地位的变化，而且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

展对策的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区域要充分利用外

部机遇，规避和减少外部威胁的影响，使其与区域自身能力相适应。有鉴于此，

识别、评价外部机遇和威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进行外部分析，首

先就需要调查、收集和整理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的外部信息，这一过程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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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扫描”(environmental scanning)。将信息收集起来以后，就应当及时地进

行吸收和评价。

3．3．2 SWOT战略矩阵

有上面的分析知，区域可以将每一种外部环境与内部状况加以组合(见图

3．2)，进而明确自己的战略定位。

1．劣势一机遇WO组合

区域已经认识到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遇，但同时区域本身又存在着限制利

用这些机遇的劣势和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发展所遵循的原则是，通

过各种方式来弥补区域的劣势，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中的机遇。如果区域不

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则实际上就是将发展机遇让给了竞争对手。有时存在着

重要的外部机遇，但区域内部固有的内部劣势有可能会阻碍区域利用这些机遇。

优

势

劣

势

机 遇 威 胁

4．S+o战略 3．S+T战略

发挥优势 发挥优势

抓住机遇 规避威胁

1．W+o战略 2．w+T战略

克服劣势 减少劣势

抓住机遇 规避威胁

图3-2 SWOT战略矩阵

2．劣势一威胁、Ⅵ’组合

区域应尽量避免处于这种状态。然而一旦处于这种状态，在制定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时就要设法规避威胁，弥补劣势。这类区域为了避免衰落下去，必须

调整产业结构，培育自己的比较优势，以期能克服自己的劣势或者使威胁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淡化。

3．优势一威胁ST组合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应巧妙地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对付外部环境中的威胁，

其目的是发挥优势而规避威胁。

4．优势一机遇SO组合

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组合，也是最少见的组合，处于这种组合的区域完全可

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和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环境所提供的各种发展机遇。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区域而言，并不可能完全属于上面的某一个特定组

合，往往是优势与劣势同在，机遇与威胁(挑战)并存。如何发挥优势、抓住机

遇、克服劣势、规避威胁，这就需要根据区域的具体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3．4区域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这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区域优势包

括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者的有机结合共同决定了区域优势产业的形成和发

展，也决定了区域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3．4．1 区域比较优势

所谓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即一个国家生产同～单位的某种产

品的成本相对低于另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的概念最早由R．托伦斯提出，后经英国工业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强

调与推广，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谬而森所言，它是

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21】。近200年来，比较优势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几

经变化，最初比较的是劳动成本，后来比较总要素成本，又发展到比较价格。

长期以来，国际贸易理论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用来解释区域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

所谓的区域比较优势，通常是指一个区域中由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

劳动力和资金等因素共同形成的有利发展条件。从广义角度看，区域比较优势

可以看成是区域内各种有利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大体可分为

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前者如自然资源和简单的劳动力等，后者如观念、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制度和文化、品牌、管理经验和营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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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随着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低级生产要素，

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逐步下降，而观念、人才、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

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显得十分重要。很明显，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丰

富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非一定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在现实经济中，我

们经常可以昕到“富饶的贫困”和“贫乏的富裕”共存的现象。前者如西部一

些地区，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后者如沿海一些地区，虽

然自然资源缺乏，但近年来凭借其区位和人文资源优势，实现了区域经济的腾

飞。

区域比较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使这种潜在的优势真正转化为现实

的经济优势，关键是要培育、创造并维持区域的竞争优势，以充分保证区域产

业发展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能够获得较大的控制或优势地位。特别是，在当前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培育和创造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区域产业竞争力

的重要保障和前提条件。即使某一产业在过去历史时期形成了较大优势，但如

果不随时维持这种优势，并不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那么这种产业优势将会逐

步退化，并最终失去市场竞争力。

3．4．2区域竞争优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教授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

这是一个超越了比较优势理论、拥有丰富内涵的崭新范畴。竞争优势理论最初

研究的是企业战略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后来迈克尔教授将其扩展到产业和国

家层面，形成了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迈克尔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竞

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也是生产力水平上的优势，一国兴衰的

根本原因在于能否在国际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在于能否

使主导产业具有优势，优势产业的建立有赖于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效率的

根源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创新机制。迈克尔教授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事实上也可

以扩展到区域经济分析中来。

区域竞争优势就是区域内各主体参与竞争的综合能力，主要体现为其竞争

力的大小。可以说，区域竞争力是一种综合竞争力，决定这种综合竞争力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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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产业竞争力，即拥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主导产业。这种优势主导

产业的形成决定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即决定于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

所谓企业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产出规模、组织结构、劳动效率、品牌、产品

质量、信誉、新产品开发以及管理和营销技术等方面所具有的各种有利条件，

它是这些有利条件有机构成的整体，是企业竞争力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这

里所指的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和劳务，参与市场竞争

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由企业自身所拥有的竞争优势所决定的。除此之

外，其他一些外部因素如区位条件、劳动力和资金供给、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

等，对企业竞争力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3．4．3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结合

过去，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往往较为重视比较优势原则，

强调区域资源禀赋的重要性，而不太重视竞争优势原则，忽视区域竞争优势的

重要作用。事实上，区域比较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拥有比较优势并不等

于拥有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区域竞争优势尤其是企业竞争优势往

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企业竞争优势在区域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作用日益

显得十分重要。相反，由于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以及要素流动的加快，自然

资源禀赋的作用则在不断下降。区域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越来越决定于

～些软的要素，如观念、技术、人才、品牌、管理和营销技术等。而且，区域

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正在日趋融合，两者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其界限越

来越模糊。一方面，区域比较优势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充分发挥比较

优势是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基础；另一方面，企业竞争优势一旦形成，又将

会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区域比较优势。但不管怎样，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区域比

较优势，最终将要通过企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出来。

图3_3显示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资

源禀赋、集聚经济和转移成本是决定现实中区域经济差异的基础，而这种区域

差异性对区域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然，除了区域

差异性之外，企业的内在特征对其竞争优势有着更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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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资源禀赋、集聚经济和转移成本共同决定了区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进而决

定了区域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区域的产业竞争

力。反过来，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将进一步强化区域的差异性，由此就产生

了一种区域循环与累积因果效应。

图3-3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竞争力的关系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其具有优势的

产业发展所决定的，而区域优势产业的形成则取决于区域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

优势的大小。宏观和中观层次的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必要和前

提条件，而微观层次的企业竞争优势则是决定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

可以说，区域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共同决定了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它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产业分工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形成一个区域产业竞

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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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

3．5．1 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

经济发展战略是体现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带全局性的规律的东西，而规律

是客观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固定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

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最根本依据是一国

的国情。所谓国情，是指一个国家中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基本因素

的现实状况，它包含的内容和范围相当广泛。此外，在现实的国际关系背景下，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受本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而且也受国际政治、军

事、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同样也是政府制定经济发

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下面从9个方面对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进行阐述122】。

1．现有的经济社会制度及其具体实现形式

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由于其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

规律。因此，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首先决定于该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现存的

经济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其具体形式就是经济体制

(包括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生活运行的形式)。现存经济制度及其具体形式是经济

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素，它规定了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制约和影响着其

他因素发挥作用的程度。

2．人口状况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生产者，人

都要受物质资料生产的制约；同时，人作为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人口

的数量和质量，又制约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

3．历史传统

历史传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因素。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历史传统

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现在和以后的发展。优良的历史传统会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的推动力，而陈旧的观念也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加以克服的障碍。

我们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应忽视这样一个因素，这也是我们的战略不同于

别人战略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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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土资源

国土资源的范围很广，包括土地、水面以及地上地下、水上水下的各种生

物、矿物资源以及地理条件。国土资源不仅是人类生活的环境，而且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自然基础，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结构具有重要影响。一

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是在利用国土资源，发挥其优势的基础上实现

的。不同的国土资源必须采用不同的发展战略。

5．经济发展现状水平

经济发展现状水平，包括现有的生产能力、运输条件、市场容量已经达到

的生产规模、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以及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程度等。这是社会

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切发展都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发展，都是对现有基础

的利用。

6．科技、教育、文化的发达程度

科学技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推动力量，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符合

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必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相结合。一个国家能否在21世

纪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科学、技术、学习和研究方面坚持不懈的努

力。创造新的知识和培养人才是掌握未来的关键，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科

学就是这个引擎的燃料。

7．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状况及相互联系

产业结构一般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结合状况，是国民

l当济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效

益的提高，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优化产业结构都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产业结构的协调化，即指各产业部门之间是

协调发展的或按比例发展的，这体现着各产业部门之间包含质和量相统一的内

在联系。一个协调化的产业结构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求得人民需要、

速度和经济效益三者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8．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这里的经验和教训包括自己的经验教训和别国的经验教训，包括发展中国

家的，也包括发达国家的。人们不仅是在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发展的，

而且是在吸取已有的经验教训中前进的。不断地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 正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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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别人的发展经验，是保证新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正确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方

面。

9．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

这包括国际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对国内的经济社会

发展有很大影响，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战争爆发的条件下，

为了应付战争，整个经济就要军事化，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也要转变。在这种情

况下，国际形势就对国内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997年源于泰国的东南

亚金融危机迅速地波及整个东亚，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破坏极大，甚至对世界

经济都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它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和影响

明显加强。当前世界上的新技术革命、知识经济的兴起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抓住机会，迎头赶上。

3．5．2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则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特定区域的经济纲领，在于指导特定区域未来经济的

长远发展。它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一

旦制定下来，就应相对稳定，千方百计贯彻执行并加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必须既具有指导性，又具有可操作性，既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又与国

家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相衔接。为达此目的，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应遵循以

下原则。

1．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应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形成和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

其次，要处理好发挥区域优势与树立全面资源观的关系。经济发展资源包括

四类：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和自然资源。由于科技进步、世界运输

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本国自然资源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日趋减弱。

日本缺乏自然资源，但依靠本国的社会资源、技术资源优势，利用国外的自然资

源，强化经济资源，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相反，有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

区，区域经济却发展很慢。除了政治、社会的原因之外，没有发挥各项资源组

合的作用是一重要原因。因此，全面的资源观必须建立在突出依靠技术资源的

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资源优势同其他资源优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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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正确认识历史优势与现时优势的关系、潜在优势与现实优势的关

系，强调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优势既是历史形成的，又是

会发生变化的，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区域经济优势，着眼于现时优势。潜在

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开发技术，必须扬长补短，通过引

进资金和技术，才能把可能变成现实。

最后，要将充分发挥区域综合优势与区域比较利益原则结合起来。比较利

益原则是以发挥区域优势、追求分工效益、实现国家整体利益和区域局部利益

最大化为出发点的。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垂直分工，对拥有资源优势的

区域并不有利。资源丰富的中西部以低附加值的农矿初级产品换取东部高附加

值的深加工的产品，使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不出来，而更加落后。因此，

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开发中要注意产品深加工，发展与资源有关的高新技术产品，

发展区内区外的水平分工，发展外向型经济。

2．非均衡发展与均衡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均衡发展战略源于纳克斯的恶性循环理论。该战略认为，不发达经济中存

在两种恶性循环，如图3-4和3．5所示。

图3．4从需求方面看的恶性循环

图3-5从供给方面看的的恶性循环



从需求方面看，人均收入低导致需求不足、市场狭小，而需求不足、市场

狭小导致投资率低，投资率低导致资本形成少，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低和收入

低；从供给方面看，收入低导致储蓄率低，储蓄率低导致投资率低，投资率低

又导致资本不足，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低和收入低。要打破这两种循环，惟一

的途径就是对各部门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各部门均衡发展，利用各部门

间需求的互补性，创造和扩大市场，消除需求障碍。同时，利用各部门同步扩

张所形成的外部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消除供给障碍。均衡发展战略强调产

业关联和比例关系，有～定合理性，但也不现实。缺乏可靠的资金来源，将使

已有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不分主次地全面推进会导致“大而全”、“小而全”，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主张。这一战略思想是，首先

选择若干战略产业和重点区域进行投资，其他产业和其他区域通过利用这些产

业和区域投资带来的扩散效应和创造出的新的投资机会而得到发展，从而带动

整个经济的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对来说更现实可行，它注重重点产业和重

点区域的发展，注重总量水平和经济效率的提高。问题是重点产业、区域与其

他产业、区域往往严重脱节，反而扩大了原己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还关注梯度发展战略的探讨。梯度发展战略是一种

以“效率优先”为基本指导思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理论上有两个突破： 一

是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模式，遵循了由非均衡到均衡的经济发

展规律：二是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倾斜，反映了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

要求。然而，梯度发展战略遇到了三方面的挑战：一是能源与原材料供应严重

不足迫切要求加快资源地区的开发；二是不利于欠发达区域发挥后发优势，获

得新的发展机遇：三是区域差距拉大。因此，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优于梯度发

展战略。也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3．改革开放与综合效益兼顾的原则

改革为发展服务，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总揽全局，是研制区域经济发展

战略的又一原则。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坚持改革和发展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大力

推动各种体制改革，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加快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的发育和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改革深化，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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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区域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结构。发展区域经济，必须

高度重视发展区域之间以及对外的经济技术协作。区域经济与外部环境之间的

物资、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的交换越畅通，交流量越大，说明该区域参与

社会分工协作的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本区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制定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围绕提高区域效益这个中心环节，力争取得最大效益。

这里所说的效益是指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效益。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

必须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开展对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才有利于经济的

持续发展，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要把贯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

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

和统一。

3．6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成要素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成要素也就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包括

以下5个方面：

1．战略指导思想

它是指在实施发展战略时所必须遵循的总的原则和方针，是规范地区经济

发展行动的指南，在区域发展战略中起着把航导航的作用。它是为实现某种发

展战略而采取的发展方式的理论概括，它既要体现战略意图和战略思路，又要

在分析和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反应区情、区力

的客观要求它是在战略目标和区域现实之间架起的一条可以通达的桥梁。一个

区域的战略目标确定后，是采取全方位开放战略，还是分步骤开放战略；是采

取梯度推移战略，还是跳跃式的发展战略；是采取区域一体化战略，还是单级

或多极发展战略；是依靠自身力量为主，还是依靠外援为主去实现目标等等问

题，就是战略指导思想问题。

战略指导思想是一个战略的灵魂，它具有总导向的功能，其他战略要素都

应体现战略指导思想的要求。它具有下列特征：(1)一元性，即指导思想的单一

导向性，不能多向导引；(2)稳定性，即一贯性，指导思想不能朝令夕改；(3)纲

要性，对战略指导思想的概括应该言简意赅，便于传颂，具有动员作用；(4)战



略指导思想要服务于战略目标，须简明扼要，使人们容易掌握要领[23】。

在确定和选择区域发展战略方针时，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1)正确认识本

区域的经济优势，正确处理好历史优势和现实优势的关系、潜在优势与现实优

势的关系、资源优势与其他优势的关系：(2)iE确处理均衡增长战略与非均衡增

长战略的关系。

2．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是战略制订者希望在战略期限内通过对区域内部自然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合理利用，以及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达

到预期的目的和状态。任何国家和地区，不管它的发达程度如何，制定总的战

略方阵，确定战略部署和战略措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都是为

了实现这个目标，战略目标是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因此，在进行区域发展战

略总体轮廓设计之前，必须首先决定区域的总体目标，如果战略目标不明确，

区域经济发展将失去激励的方向而变得漫无目的。

战略目标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来实现，与我国传统的发展战略把追

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赶上或超过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目标的战

略不同，现代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包括经济总量目标、经济结构目标、经济运行

质量目标等。其中每一项目标又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指标来度量。度量经济总

量目标的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收入、工业增

加值、农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经济增长速度(可用上述指标的增长速度

表示)等；度量经济结构目标的指标有三大产业结构比例、霍夫曼系数、产业结

构相似和变化系数、空间结构集中程度指数等；度量经济运行质量目标的指标

有投资收益比、投入产出比率等。战略目标要明确量化，既有绝对量，又有相

对量；既有规模，有速度，又有协调的比例关系。

战略目标按期限可分为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又称为

近期目标，期限一般为5年左右；中期目标的期限一般为10年；长期目标也称

远期目标，期限通常在20年以上。

在制定战略目标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目标适中原则。发展战略需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制定，战略目标定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目标过低，将落



东北电力大学硕十学位论文

后于经济发展的脚步并缺乏竞争性，使本地区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经

济发展速度缓慢，因此难以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本地区

的潜力和创造力，这在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容易造成一种浪费。战略

目标定得过高，好高骛远，没有实践性，不切实际，根据本地区的现实条件不

可能达到，容易让人们丧失信心，容易造成经济的短期过热和半拉子工程，其

后果较前者更为严重。目标过高或过低都有可能使本地区丧失经济发展的大好

时机，所以区域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一定要适中，既要有难度，有挑战性；又

必须立足本区，切合实际，有可行性。当然，这种适中是建立在摸清、摸准国

情和区情的基础上，通过准确掌握国情、区情，即地方的发展条件和资源的可

行性，研究其发展的各种潜力和把这种潜力发掘出来的种种有利和不利条件而

制定的适中的战略目标。

二是“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相结合的原则。战略目标既有定性分析

又有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发展方向，对战略目标进

行“质”的规定，如全国“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我国20世

纪90年代的战略目标是把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国家的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明显改善，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这些是对战略

目标“质”的规定。定量分析区域已存的经济指标体系，结合经济模型的预测

评估，提出地区主要国民经济指标的“量”的发展目标。“量”的规定是战略

目标最直接的体现，缺少了它，战略目标就具有不确定性。

三是短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各部门目标相互衔接的原则。区域发展战略

目标是长远的，但同时又是由短、中、长期目标组成，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是

实现长期目标的台阶和基石，长期目标是短、中期目标的延伸。各时期的目标

既要相互衔接，又要有变化，有阶段性。不同时期所要达到的指标不同，指标

量也有变化。同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涉及面很广，不仅包括经济领域，

而且包括经济领域以外的如文化、教育、科技发展、人口、城乡建设、国土开

发、环境保护等领域。各部门目标相互衔接，使需求与供给相适应，需要与可

能相结合对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

四是突出重点的原则。通常情况下，在制定战略目标时，人们更注重经济

总量指标，尤其在制定近期战略目标时更是如此。但是，不同时期，随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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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人们选择的重点经济指标会有所不同，而且不同区域所选择的重点经

济指标也有所不同。如工业发达地区可能把提高工业生产总值作为重点目标，

而农业主产区则可能把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作为重点目标等。

3．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方向而确定的重点建设和扶持的

地区、行业或项目，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寻找的战略突破口，是关系到区域

发展战略成败的关键性工作。选择战略重点，可以集中投入、集中建设，以带

动全区经济发展。所以战略重点的选择，既要有利于加快实现战略目标，又要

体现战略方针的要求。

(1)战略重点的特点。战略重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战略重点是关系到战略

全局性的关键地区、行业或项目，而不是随便一个项目或企业。它是经过重重

筛选才确立的，事关区域发展战略全局的成败。它本身需要在较长时期后才能

发挥作用，而不是在短期内就能见到效果、发挥作用。所以战略重点具有相对

稳定性，它不能朝令夕改，随便更替。战略重点同时还具有阶段性的特点。任

何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和形势总是在不断的变化，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

问题也会发生改变，加之在不同的时期、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所以战略

重点要随之做出调整，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2)战略重点的选择。战略重点的选择包括重点产业的选择和重点地区的选

择。重点产业由本区域的竞争优势产业和比较优势产业中选择，一般都选择在

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工程项目和优势产品

上。重点形成优势，优势体现特色。一个区域，可能成为战略重点的产业部门

和领域往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部门，即主导产业和

支柱产业。二是在国民经济中既重要而又处于薄弱环节的瓶颈产业。三是具有

潜在优势的未来的优势产业和生产部门。四足具有扩散效应的部门和能大量增

加就业机会、增加城乡人民收入的产业。在目标既定而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

有抓住重点，才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全面发展。但重点不能太多，重点也不

能一成不变，这样才有利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重点地区一般选择经济发展总

体实力和经济竞争力较强的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面临转型的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第一类地区拥有很强的经济基础竞争力(包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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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企业管理竞争力和科学技术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包括基础设施、

国民素质)和环境竞争力。选择这类地区作为战略重点有利于区域经济的高效运

行，并进一步增强区域在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力。当区域总体经济

实力达到较高水平时，如果还不发展落后地区将会影响整个区域经济总体水平

的持续上升，造成地区二元结构影响区域总体形象，而且不利于区域内部地区

之间的协调和团结，使落后地区产生不满的情绪，因此，当区域经济总体实力

很强时，重点开发落后地区是许多发达区域的必然选择。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拥有经济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以这些地区作为战略重点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

区域的最常见选择。

4．战略布局

战略布局是资源配置的空间部署。一般地说，资源配置倾向于已经开发的

区域，因为这样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但同时也要兼顾落后区

域，以免差距扩大。对发达区域尤其是东部沿海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靠高

新技术和集约经营，重点发展资源消耗少、附加值大、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和产

品；对不发达区域尤其是边远山区则应当培植增长极，形成支撑与带动整个区

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和核心区，然后向外围扩展，推进区域经济布局有序展开。

为了解决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应采取产业政策倾斜与区域政策倾斜相

结合的办法，对落后区域不仅要给资金给优惠政策，更要给项目给技术才有利

于缩小贫富差距，开辟共同发展的道路。

5．战略步骤与战略措施

战略步骤是实现目标顺序、过程的时间界定。一般地说，它分为准备期、

发展期、完善期三步，应明确规定每一步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注意每个步骤

相互衔接。战略措施时贯彻战略方针、实现战略目标的步骤和途径，是实施战

略的手段，是战略目标碍以一步一步落实的前提，是战略目标、战略指导思想、

战略布局进一步具体化的行动措施。战略措施包括实施战略的相应组织机构、

融资渠道、资源分配、资金投放、技术引进、劳动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经济发

展的控制、激励、协调等手段和途径。战略措施的制定一定要全面、到位，缺

少一个环节，整个战略的实施就可能受阻，战略目标就不能顺利实现。在经济

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关心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各种措施如增加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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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社会文化、保护环境等和协调地区关系、促进平衡发展的措施，常成为战

略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且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7区域经济开发案例分析

世界各国对区域经济开发都十分重视。各国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及各

地区的特点，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区域经济开发战略和地区发展规划。其中，许

多区域开发战略的实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为我们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此，研究世界各国区域开发的经验，对我国区域经济开

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3．7．1 美国区域经济案例分析

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条件繁杂多样、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加之自然资源及历史的原因，造成了美国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开发落后地区、改造传统产业及新兴工业区的开发方面，

美国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口】。其中著名的有传统工业区的改造复兴以及小区

域开发方面。

阿巴拉契亚区位于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地和阿巴拉契亚高原地带，该区

是美国最早、最大的煤矿产区，区内煤矿资源十分丰富，地质储量为3107亿吨，

已探明储量约1000亿吨，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产区和出口地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炼钢工业的刺激，阿巴拉契亚区煤炭工业得到

迅速发展，1947年的煤炭产量达4．7亿吨，刨历史最高纪录，占当年全美煤炭

产量的3／4。但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煤炭工业由于美

国能源政策向石油、天然气等新能源倾斜而日益衰落，煤矿纷纷关闭，该区许

多地方陷入工业结构性危机。据统计，当时美国近80％的贫困县就分布于该区，

被称为“美国的危机区之一”。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决定对阿巴拉契亚地区进行整治，重振

煤炭工业。采取的有效措施如下：

(1)建立专门机构，实施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案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阿巴拉契亚区所在各州的代表和联邦政府的代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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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成了“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是：制定全区的开

发方案及具体的规划措施；协调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一定的

技术、经济援助；保护地区生态环境等。1965年出台了《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

法案》，在该法案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经济开发署，直接参与政府提供的开发资金

的使用和管理。

(2)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交通运输系统，打通区域内外的联系通道

阿巴拉契亚区地处山区及高原地带，由于缺乏有效的交通运输系统，虽邻

近大西洋沿岸及中部经济发达区，但煤炭运输不畅，针对地区的实际情况，该

委员会把建设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作为复兴煤炭工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中

心任务来抓，加强公路网建设，健全强大的铁路和水运系统，建设特大煤港。

阿巴拉契亚地区交通运输网的建设，促进了该区煤炭工业的复兴，为地区经济

的整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3)调整产业结构，综合发展区域经济

为了促进煤炭工业的发展，阿巴拉契亚地区采取了综合发展经济部门的战

略措施，发展区内的钢铁、电力、轻工、食品、商业和旅游业等部门。综合经

济部门的发展，扩大了煤炭的需求量，解决了由于煤炭工业机械化程度提高而

出现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复兴。

(4)吸引外资，增强煤炭出口能力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13国，其出口煤炭的95％以上由阿巴拉契亚地

区提供。1981年的煤炭出口近1亿吨，占世界当年煤炭总出口量的1／3还多。

由于阿巴拉契亚地区不但煤炭储量大，而且煤质好(可生产优质冶金焦炭)，

煤层埋藏浅，易于露天开采，因此吸引了许多煤炭进口国在此地投资采煤。地

方政府采取了欢迎外资进入煤炭开采行业的态度，鼓励国外企业在当地合作开

发煤炭资源，进～步增强煤炭出口能力。

(5)治理生态环境，改善地区环境状况

阿巴拉契亚煤炭的开发历史悠久，煤炭开采及消费过程对生态及环境造成

了巨大的破坏。阿巴拉契亚地区环境状况的恶化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20世

纪60年代以后先后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来治理和改善地区环境。仅矿区坏

境保护方面的法令就有15个，涉及土地复垦、水净化、大气净化、酸雨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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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等诸多方面。

总的看来，阿巴拉契亚地区煤炭工业的复兴及环境治理是成功的，其成功

的经验主要有：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以专门的开发法案及法律做保障；政府

给予资金支持，发挥地区优势；注重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平衡发展综合经

济部门：改善环境质量。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开发建设，使当地经济增长速度加

快，就业机会增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改变了地区的落后状况。

除了落后地区的开发和传统工业区的复兴以外，美国在县域开发方面也积

累了成功的经验，其中奥兰治的开发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奥兰治位于美国西部大城市洛杉矶的南部，是该市的一个郊区县，在开发

前，奥兰治只是西部一个默默无闻的郊县。这里没有像样的工业，缺乏矿产资

源，只有碧蓝的天空、秀丽的景色和许多牧场。随着“阳光带”的兴起，奥兰

治也开展了区域经济开发工作，并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大城市郊区独特地区位

优势，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地优越地自然条件及阳光带的优势，采取了～系列区

域开发措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经过20余年的努力，一跃成为美国最富

裕的县之一。

奥兰治开发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用地区区位优势，发展旅游业

奥兰治紧邻美国西部的大城市洛杉矶，洛杉矶的繁荣和发展为其临近县提

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抓住美国战后广泛实行休假旅行制

度的良机，奥兰治制定了发展旅游业的经济起飞战略。

奥兰治发展旅游业的有利条件除区位条件以外，该地气候条件优越，气候

温和，阳光充足，降雨适度，其不足之处是缺少秀丽迷人的自然景色。针对这

种情况，奥兰治采用了发展人文景观吸引旅客的旅游业开发战略。

1965年，好莱坞著名的动画制作家华文特·迪斯尼在奥兰治的阿纳海姆建

设了大型的现代化游乐中心一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的建设使奥兰治一举成

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地，极大地刺激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此后，该县又兴建了

一个主题公园，使其与迪斯尼乐园共同成为全美仅次于佛罗里达迪斯尼世界的

大众化游乐中心。同时，该县在阿纳海姆安排了美国人喜欢的棒球和橄榄球对

的精彩表演，吸引了更多的游客。阿纳海姆因此成了著名的旅游城市，利用旅



游业积累了资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向周围地区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阿

纳海姆市被看作南加利福尼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对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旅游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奥兰治经济起飞集

聚大量的资金，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

(2)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尖端工业

奥兰治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制造业的发展。奥兰治地处阳光

带，有晴朗的天气，同时该县位于洛杉矶和圣迭戈两大城市之间，具有劳动力、

资金和市场等发展工业的优势，加之美国经济向西部阳光带的转移，为当地工

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奥兰治在充分发挥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制定了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战略。

(3)注重城市规划，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奥兰治虽是由一些小城市组成，但城市规划都做的十分精细，各城市职能

特色鲜明。如阿纳海姆为旅游中心，新港小城为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等。特别

是新港小城，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崭新城市，集工业、行政、商业等

多功能于一体，城市规划合理并具有新意，成为吸引区外投资的重要场所。新

港的建设规划，对奥兰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使该县经济又上

了一个新台阶。因此，合理规划，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是奥兰治经济起飞的

成功经验。

3．7．2我国区域经济案例分析

我国珠江三角洲，地处亚热带南部，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河流纵横，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文化发达，华侨众多，历来是广东省对外交往

频繁的地区，当地人一直有经商的传统。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不但与境外的落差相当大，而且在

国内的先进经济中也排不上名，在这种劣势下，靠中央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靠临近港澳的独特优势和人民群众的勇敢开拓，使这片原先的“南蛮之地”，一

跃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区和试验地。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如图

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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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利润 产品内销、少量出口

图3．6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构架

具有自身利益和竞争压力，并且具有相对独立决策权的地方政府；具有相

对排他性产权结构的乡镇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产权结构的外向型企业(“三来

一补”和三资企业)；受惠于外向型市场资源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环境；通过

内外市场互动，充满活力的迅速向计划体制渗透的市场，这几点构成了珠江三

角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

1．地方政府

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广东实行了“财政包干”和逐级放权

的管理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都享有较大的财政支配权，可以对市场、资源灵

活应对。在做出有关地域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决策时，有两方面的因素使地

方政府可能做出比中央政府部门更具前倾意义的判断。其一，在激烈的竞争环

境中，竞争的胜负往往和地方政府首长的个人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为在竞争中

争取主动，一个明智和理性的地方决策系统会考虑选择符合本地区资源赋存结

构的发展方式，包括资源配置方式，这样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二，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常常比他们的上级部门更靠近基层，靠近活跃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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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力要素。所以，在珠江三角洲，作为市场主体并且占有“半壁江山”的

乡镇企业绝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投资或由地方政府担保贷款而发展起来

的，甚至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也都是各级地方政府给予种种政

策上的优惠或引导才有今天的局面【2”。

2。外向型经济

外向型经济是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的又一显著特征。改革开放后广东先行

一步的特殊优惠政策环境，使港澳资本连同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管理等，

借两地落差形成的势能，大规模地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使得珠江三角洲非

农化发展步人新的阶段。港澳以及随后而来的外国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土地上，

和当地以及外来务工的劳动力相结合，先后以“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

为载体，实现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以及

市场等在内的外来资源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化的发展，而且使珠

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面对国际市场，逐步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带动国内市场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格局。

3．内外经济互动

乡镇企业、“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珠

三角内外经济互动的载体。珠江三角洲实行的工业化道路是从农村工业化入手

的，通过“筑巢引凤”、“借鸡下蛋”等方式引进外资和技术，本土工业的发展

又为外来企业创造了条件。

另外，珠江三角洲的市场体系形成是一个内外联动、以外为主、双向接轨

的市场化发展过程。珠江三角洲大量的国内出口商品由其直接或经港澳等地转

口到国际市场，而海外进口商品又经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地输送到全国各地。

出口加工贸易还带动了这一地区的进口替代产业，生产出了大批当时国内极为

短缺的新兴消费产品并迅速向国内市场扩散，掀起了～波又一波的“广货北伐”

浪潮。“内外联动”的市场效应，使珠江三兔洲经济迅速向国内外市场拓展。

综上所述，“前店后厂”是大珠三角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即香港进

行产品的设计、销售和生产的管理，主要提供资金、技术和机械设备；珠三角

则主要提供劳动力和场地进行产品生产和组装。以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在总

体上对制造业的依赖比过去更加深刻，而这种制造业现在主要存在于大陆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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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与此同时，依托劳动密集出1：3工业的大发展，刺激和带动整体经济高

速发展的小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两头在外、大进大

出”的加工工业体系，原料、半成品大都需要依靠进口，产品也以国际市场为

主，而这一切又必须主要依赖香港的出口或转口贸易才能得以实现。随着两地

协作的加深，香港提供的服务则走向高端化，成为大珠三角一种共同的无形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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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预测是正确地做出决策的前提。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

为了使制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切实可行，同样也需要对多项经济指标进行预测。

预测的方法有多种，但基本上分定性和定量两大类。进行经济预测有很多种方

法，如德尔斐法、投入产出、经济计量模型、马尔可夫预测、灰色预测、神经

网络方法等等。本章着重研究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神经网络方法、灰色预测法

等方法。

4．1计量经济模型

计量经济预测方法是伴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逐步

兴起的，并于六十年代获得了广泛的成功。随着人们对经济预测的本质的逐渐

了解以及对各种新的计量预测模型的不断发掘，计量经济预测方法受到了人们

的青睐并广泛应用于各类中短期预测。

应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并用于研究客观经济现象，一般

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首先，理论模型的设计。对所研究的经济活动进行深入的分析，根据研究

得目的，选择模型中将包含的变量，并根据经济行为理论和样本数据所显示出

的变量间关系，建立描述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即理论模型。理论

模型设计要求对所研究系统进行尽可能深入细致的实际分析，模型设计中经济

理论的指导作用是至关紧要的。

其次，样本数据的收集。建立了理论模型之后，根据理论模型中变量的含

义、口径收集并整理数据，样本数据的质量直接影响模型的质量。样本数据质

量问题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和一致性。

再次，参数模型的估计。模型参数的估计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内容。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方法有：最小二乘法(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工具变量法(Iv)、问接最小二乘法(ILS)、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等。在获得理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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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所要求的数据之后，就可以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上述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可用如图4．1所示的流程图表示。

图4-I 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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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本部分重点研究的

内容，其相关理论如下所示。

Y=Po+∥lXI+∥2X2+∥3x3+⋯+玩xt+甜(4-1)

称式(4．1)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X2i，⋯，工“；n)，i=1，2，¨．，肝是对总体

恢l，z2，⋯，xI；lr)的仃次独立样本观测值，将它们代入式(4·1)，得：

h=∥o+∥lXlt+∥2x玉+⋯+∥{爿0+矾，f=1，2，⋯，玎 (4-2)

式(4．2)是样本数据结构形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它是由甩个方程、k+1个未知

参数Po，崩，⋯，以组成的一个线性方程组，即：

h=∥o+∥lJIl+∥2X21+⋯+∥IXkl+／-／I

y25风+,BlXl2+∥2x22+⋯+成x12+”2(4-3)

y。=po+多tXIH+p2X2t÷⋯+p kXh+麓。

可以利用样本观测值(∞f，X2f，．一，z材；rf)对参数风，屈，⋯，尾进行估计，则

可以得到与式(4．2)相应的估计的回归方程

量。=80+鑫lX、。+a 2X2t+．．．+8kXh(4-4)

称式(4．5)为多元样本线性回归方程，称矿。为H的样本回归值或样本拟合值。

对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检验包括经济意义检验、统计检验、计量经济学检

验和预测检验。统计检验：抛开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内容，将它看作一个数学上

的回归方程，在得到参数估计量后，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方程进行检验，主

要包括拟合优度检验、方程显著性检验，这些统称为统计检验。单方程计量经

济模型的OLS估计、模型统计检验、参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的证明以及

根据统计准则进行的统计检验的有效证明，都是以模型符合若干基本假设为前

提的。计量经济学检验：即对违背计量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检验，例如异方差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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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序列相关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等。

4．2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中广泛存在着非线性、时变性和不确

定作用关系。在计量经济学基础上建立的各种经济模型，大部分都是线性模型，

线性模型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它的缺陷，即很难把握经济系

统中的非线性现象，因而必然造成经济预测的误差加大。从20世纪90年代初

至今，经济领域中以欧美为中心很多学者将神经网络预测方法用于经济预测。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是用来模拟人脑结构及智能特点的

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网络学习达到其输出与期望输出

相符的结果，具有很强的自学习、自适应、鲁棒性、容错性及存储记忆的能力。

人工神经网络系统评价方法以其超凡的处理复杂非线性问题的能力独树一帜，

这种评价方法忠实于客观实际，不带任何人为干预的成分，是一种较好的动态

评价方法1261。近年来，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和应用受到了国内外的极大重视。

BP神经网络模型是人工神经网络多种模型中最成熟、应用也最为广泛的一

种模型，有许多人尝试用BP神经网络模型来对经济数据进行预测【2”，结果表明

BP神经网络对经济系统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完全可以在实际经济预测中应用。

(1)BP神经网络的结构

BP神经网络是一种具有两层或两层以上的阶层型神经网络，层间神经元实

现全连接，即下层的每个神经元与上层的每个神经元都实现权连接，而层内各

神经元间无连接。典型的BP网络是三层前馈阶层网络，即：输入层、隐含层和

输出层，如图4．2所示。

(2)BP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 ，

BP网络的学习由四个过程组成，输入模式由输入层经中间层向输出层的“模

式顺传播”过程：网络的希望输出与网络实际输出之差的误差信号，由输出层

经中间层向输入层逐层修正连接权的“误差逆传播”过程，由“模式顺传播”

与“误差逆传播”的反复交替进行的网络“记忆训练”过程，网络趋向收敛即

网络的全局误差趋向极小值的“学习收敛”过程。归纳起来为“模式顺传播”

——“误差逆传播”——“记忆训练”——“学习收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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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BP神经网络结构图

兵学习步骤具体如F：

设输入模式向量∥=皤，磋，⋯，磺)，希望输出向量∥=钳，场k⋯，y：)：中间层

单元输入向量sK=嘶，建，⋯，砖)，输出向量占足=瞬，6l，⋯，6：)：输出层单元输入

向量∥=坼，噍⋯，脚，输出向量cK=饼，cl，⋯，c：)；输入层至中间层连接权{wFj，

i=1,2，⋯，n；j=1,2，⋯，p；中间层至输出层连接权{vⅣ}，，=1,2，⋯，p；t=1,2，⋯，g；

中间层各单元输出闽值为pJ}，．，=l，2，⋯，p；输出层各单元输出闽值为矗，}，

，=1,2，⋯，q；k=1,2，⋯，m。

反向传播神经网络BP算法可描述如下

(1)数值和阈值初始化。给各连接权{w口}、{v，j及阈值p，j、{r，}，赋予(一1，+1)

间的随机值：

(2)给定输入4眉=皤，莲，⋯，兹)和目标输出y置=∽，y；，⋯，Z)；

(3)计算神经网络前向传播信号。对于输入层(玎个节点)、隐含层(P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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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输出层(g个节点)的三层网络而言，输入——隐含层的输出信号为：

矿=，匠％Z一只】 ，=1∥2．．，P(4-5)

隐含层——输出层和输入层的输出信号为：

岔=厂区蜥矿一，。】 f=1∥2一，q(4-6)

网络的响应函数是：

f(x)2去
(4)修正权值。从输出层开始，将误差信号沿连接通路反向传播，以修正权

值，即：

¨，(Ⅳ+1)=，o(Ⅳ)+d(，：6： (4-7)

w口(Ⅳ+1)=，％(Ⅳ)4-，。，k～k (4·8)

¨(Ⅳ+1)="(Ⅳ)一ad： (4—9)

秒，(Ⅳ+1)=汐，(N)-pj (4一lO)

其中o<口，口<1，为学习系数。

输出层各单元的一般误差为：

研=∽一c；k6一岔) f：1。2一，g(4-11)

中问层各单元的一般误差为：

旬k(=a⋯k，]。。k]一矿)，=，2⋯，， @一z2，

(5)网络进行学习训练直至达到误差精度要求，即：

E(，)=耋晟=昙k兰妻b；一c黟
’

(4—13)
；l 1=!t=lvkk 一‘ ‘，



AE(t)<s，AEq)=E(t+1)一E(f)

其中0≤F≤1是误差精度要求，需要预先给定。

上述过程结束后，即网络学习过程结束，此时可认为网络获得了一组最佳

权值，这组最佳权值即为预测模型的参数，进而可采用网络模型进行预测。

4．3灰色预测模型

灰色预测法是一种对含有不确定因素的系统进行预测的方法。灰色系统内

的一部分信息是已知的，另一部分信息是未知的，系统内各因素间具有不确定

的关系。灰色预测通过鉴别系统因素之问发展趋势的相异程度，即进行关联分

析，并对原始数据进行生成处理来寻找系统变动的规律，生成有较强规律性的

数据序列，然后建立相应的微分方程模型，从而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的状

况【2引。经济系统影响因素极多，很多因素都是具有随机性的，因此经济系统可

视为灰色系统。故而笔者认为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是比较合

适的。

灰色预测模型分为GM(1，1)和GM(n，h)两种。当系统具有n阶导数，h个变

量及原始表征量时，即为GM(n，h)模型，当n=l，h=l时，即为GM(I，1)模型。由

于GM(1，1)模型应用较多，因此本文重点介绍GM(I，1)模型。

1．灰色预测模型GM(1，1)的建模步骤

设时间序列x(o)有n个观测值，∥o)={∥o’(1)，x(o’(2)，⋯，∥o’(珂)}

(1)．一o’的卜AGO序列为肖(1’(．i})={x‘‘’(1)，石‘1’(2)，z(1’(3)，⋯，x(1’(厅))，其中

x(‘’(七)=壹x(o’(f)，k=l，2⋯．，n。

(2)则GM(1，1)模型相应的微分方程为：

攀+d-却(4-14)讲

其中，a称为发展灰数；／．t称为内生控制灰数。设西为待估参数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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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其中：

利用最d,--乘法求解可得：

舀=0r曰)-187Y。

一÷"Ⅷ，+一l(2)j
一号∽(2)+∥)(3)】

；

一÷”(川)+∥¨)】

(4-15)

】，。=k(o’(2)，肖(o’(3)，⋯，x(o’(H)r

求解微分方程，即可得预测模型：

名‘1’(t+1)=l F。’(1)一生IP一“+丝 (k=o，1～2．．，n) (4．16)
l 口l a

还原为X(o)的预测模型：

j‘o’(七)=岩‘1’(七)一丘‘’’(七一1) (k=1，2，⋯，n) (4-17)

2．模型检验：

灰色预测检验一般有残差检验、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

(1)残差检验

计算原始x(o’(O与j‘o’(O的相对误差序列△(o’(f)和绝对误差序列中(f)。

△‘。’(f)=1．r(0’(f)一j‘。’(f)I，。(f)=勰×1。。％，f=1，2，⋯，竹(4-18)
(2)关联度检验

设：鼻o’(f)={∥o’(1)，∥∞(2)，⋯，∥o’(功)，∥o’(力=讲o’(1)，，∞(2)，⋯，一∞∽}

则关联系数定义为：相=苇罄裂三搿 ㈩，，

,宇YUj-(o’④与序列x(o’(，)的关联度，为：，=1至军o)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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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称为分辨率，一般取p=0．5，根据经验，关联度大于0．6便符合要求。

(3)后验差检验

乱计算原始序列标准差： 舻弹
b．计算绝对误差序列的标准差：s2=

C：韭，P=p{IA(o’(f)一五‘o’l<0．6745S1)
SI

’
‘

则随C，P取值不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1检验结果判别表

检验结果 好 合格 勉强合格 不合格

P>0．95 P>0．8 P>0．7 P<0．7
指标

C<0．35 C<0．5 C<o．65 C≥O，65

f4—21)

(4-22)

若残差检验、关联度检验、后验差检验都能通过，则可以用所建模型进行

预测，否则，进行残差修正。

3．残差修正

定义残差为：P(o’(J)=x(o’(，)一戈‘o’(J)，e(o’通过累加生成序列P(”，e11’可建

立相应的GM(1，1)模型：∥’(J}+1)=l P(01(1)一丝．1P。乒+丝
L t aej ae

对上式求导得相㈨y=(％)P(1)一钟讲 (4-23)

修正j‘1’(七+1)，得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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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Ⅷ《川驴坐a卜+坐a圳一d∥Ⅷ，一鲁a]e一””㈣^2⋯舢l l i 。I

‘

(4·24)

其中，∥={≥：：≥为修正系数。

4．4灰色预测模型GM(1，1)的平滑改进

从4．3节中介绍的GM(1，1)模型的建模过程可以看出，原始数据序列起伏性

的大小对预测精度有重要影响。只要能改进原始数据的平滑性，就能提高预测

精度。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引入指数平滑法对原始数据序列重新生成，使新生

成的序列波动性减小，进而使预测精度能有较大提高。

1．原始数据序列指数平滑处理

普通的灰色预测模型GM(1，1)是一种指数增长模型，当预测对象呈严格指数

持续增长时，用此方法进行预测，具有精度高、所需样本数据少、计算简便、

可检验等优点。然而影响预测对象变化的因素较多，有可能不是指数增长，而是

呈波动性变化时，此时若采用此方法，其预测误差可能变得较大，不符合实际

需要。为此，将二次指数平滑法引入到传统灰色GM(I，1)模型中，对原始序列数

据进行重新生成‘29I。二次指数平滑法的公式：

{黑jyxs篙篙-r力)s溢-。1)’ ㈣
【s’(．i})= ’(七)+(1 ”(七

、 ’

其中，■∞∞为原始数据序列，S’(七)和s。(七)分别为一次和二次指数平滑后

所得的数据序列。对应用GM(1，1)方法进行预测得预测值序列季一(女)，再按下式

原为预测值宕‘。)(七)：

I S7(后)=l s。(t)～(1一y)s’(t～1)l／r

1j‘。，(≈)：『§，(女)一(1一y)§，(t—l式／≯‘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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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二次指数平滑公式引入改进的GM(I，1)模型中，构造出的新数据序列与原

始数据序列的数学期望是相同的，但新序列的方差却比原始序列的方差小，即

新序列的随机性弱于原始序列的随机性。新数据序列规律性的增强，使灰色预

测的预测精度大大提高，进而拓广了灰色预测方法的使用范围。

2．对序列数据的等维新息处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一些扰动因素将不断地相继侵入系统并产生影响，

这样一来，原始数据序列会越来越多，计算工作量也会越来越大，但对于预测

有意义的数据就仅仅是原始资料中第n个数据以后的几个数据，而其它更远的

数据则对于预测意义不大。为此，常常把新得到的一个信息加入到数据序列中，

同时把最陈旧的一个数据去耐”J。例如对序列：

x(o’(七)={X(0’(1)，Xco’(2)，X‘o’(3)，⋯，x(∞(”)}

当得到新数据X‘o’加+1)时，对原序列做等维新息处理得：

x州(七)={X‘∞(2)，X‘o’(3)，X‘o’(4)，⋯，X‘o’(n)，x(o’(聆+1)}

这种等维新息数据处理方式可使预测模型得到有效修正，从而使预测精度

大大提高。

3．应用步骤

(1)输入原始数据资料；

(2)对原始序列进行新陈代谢等维处理；

(3)对处理后得到的新序列进行二次指数平滑；

(4)对平滑后得到的序列应用优化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得到预测序列：

(5)还原预测序列，得到原始序列的预测值；

(6)输出预测结果。

本文将在第5章对河南省GDP预测时应用本方法，并与传统GM(I，1)模型

的预测结果进行对照，从而看出改进后的GM(I，1)模型预测精度确实有较大提

高。

以上的篇幅简要介绍了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对经济指标进行预测时常

用的几种预测方法，每种预测方法在发挥自身巨大优越性的同时，也有其自身



不可避免的缺点。在对具体经济指标进行定量预测时，要根据样本数据的多少、

预测时期的长短(长期、中期、短期等)、要预测的经济指标自身的特征等来选

择最合适的预测方法，以求达到最理想的预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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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河南省区域经济特征和发展方向分析

河南省经济发展战略属于省级区域发展战略范畴。具有可执行力的省级经

济发展战略应由该省党政领导机关委托有关研究机构做出，并得到该省党政领

导机关的认同。该发展战略对省委、省政府今后若干年的工作部署都有指导作

用。

本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某些重要特征，仅对河南省经济发展的特点

和方向做必要的分析。这些分析对制定河南省经济发展战略起到重要的铺垫和

参考作用。

5．1河南省区域基本情况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因处于九州之中，故有“中原”、“中

州”之称。省会郑州市，是中国陆路交通枢纽。河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历史上曾有2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境内著名的古都洛阳、开封和安阳，均

在中国七大古都之列。长期以来，河南始终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据

着重要地位。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给河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史迹，为发展历

史文化旅游、宗教旅游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龙门石窟、白马寺、少林寺、中

岳嵩山、宋陵等。河南省人口9717万，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加，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河南确定了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

标，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确保人均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

翻两番以上，达到3000美元，初步实现工业化。2004年，河南全省国内生产总

值8815亿元，比上年增长13．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经济总

量居全国第5位、在中西部地区居于首位。

，5．2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特征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省委、省政府“一高一低”、“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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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豫”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施，河南经济己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在全国的位

次呈前移趋势。但在总量位次前移的同时，河南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本文笔者主要采用将河南省与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19、粤两省)做比

较的方法，对河南省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河南经济总量与人均指标在中部乃至全国的地位不相协调

河南省人均水平与总量水平的地位不相协调，经济发展的效益水平比较低。

我国通过下面的表5．1来进行说明(表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为亿元，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单位为元／人，如不作特殊说明，后文中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单位均依照此单位)。

表5-1 河南省和沿海两省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年份

河南 广东 福建 河南 广东 福建

1996 3 683．41 6 519．14 2606．92 4 032 9 513 8 136

1997 4079．26 7 315．5l 3 000．36 4430 l 0428 9 258

1999 4 576．10 8464．3l 3 550．24 4 894 1 1728 10 797

2000 5137．66 9 662．23 3 920．07 5 444 l 2885 ll 601

2001 5 640．1I 10 647．71 4 253．68 5 924 l 3730 12 362

2002 6168．73 11 769．73 4682．01 6436 I 5030 13 497

2003 7 048．59 13 625．87 5 232．17 7 570 1 7213 14979

2004 8 815．09 16 039．46 6 053．14 9 470 l 9707 17 218

资料来源：本表中数据来自1996～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为了更直观看出河南省和东南沿海地区(19、粤两省)人均GDP变化趋势情

况，根据上表做出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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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河南省、广东、福建三省人均GDP

从图5．1可以看出，从1996"2004年，河南省和广东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差距

越来越大。1996年广东省GDP高出河南省2835．73亿元，到2004年则高出

722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1996年广东省和福建省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分别比河南省高出5481元、4104元，而到2004年，高出数值则分别达到

了10 237元、7748元。这一数据说明，1996～2004年问，河南省经济发展速度

明显滞后于广东、福建两省，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减缓，导致经济发展差距越来

越大。

2．河南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比较优势并不突出

(1)产业结构整体上处于下游水平

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特征，而且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二、三产业的比重

越高，其结构的现代化程度越高【31】。河南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与发达省份相比，这一比例尤

其是第三产业比例仍然明显偏低，在第三产业内部，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

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河南仍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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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产业(如邮电、通讯等)和新兴产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等)

明显发育不足。同时，河南产业结构升级较慢，演进过程还存在着第一产业基

础不稳，国民经济增长基础不牢的事实。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紧密相联，并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而发生变化，是反

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性指标。配第

——克拉克定理也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

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

业转移1321。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1980年的81．2：10．4：8．4变化为2004年的18．7：51．2：30．1。但与发达地区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请看表5．2。

表5-2 2004年河南省与沿海两省产业结构比较

地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国 15．2 52．9 31．9

河南 18．7 51．2 30．1

福建 12．9 48．7 38．4

广东 7．8 55．4 36．8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从三次产业的从业情况看，河南省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出3．5个百分点，比福建、广东则分别高出5．8和10．9个百分点。河南省第

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比福建、广东则分别低

8．3个百分点和6．7个百分点。

(2)农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互补水平相对较低

在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状况，农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村工业或农村非农产业。在农村工业化

或者非农化进程方面，河南和东部沿海两省存在很大的差距(见表5．3)，而且农

村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也没有形成互补局面。



表5-3 2004年底三地区农村农业与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农林牧副渔业从 2004年底各地区
农林牧副渔业从

地区 业人数占总人口
业人数(万人) 人口总数(万人)

数得比重(％)

全国 30 596．o 129 988 24

河南 3 235．0 9 717 33

福建 722．7 3 5ll 2l

广东 1 525．o 8 304 18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从表中可以看出，2004年底，河南省农村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出9个百分点，比福建、广东更是高出12个和15个百分点，表明河南

农村的非农化进程较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河南省农村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没有形成较好互补局面的表现有以下四个

方面：一是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农产品品种多数量大，但品质不优，缺

乏在全国叫得响的名牌农产品。二是农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尚未形成良性循

环机制。不仅农产品良性流通机制没有完全形成，而且很多地方加工、销售环

节也没有相应跟上。在推行农产品加工产业化方面虽有一定进展，但偏重于龙

头企业效益，尚未与农民结成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经济共同体。

农产品加工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农业资源及加工技术优

势地位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据有关专家测算，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

总利润，生产环节仅占五分之一左右。价值l元的初级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

在美国可增值3．72元，日本为2．20元，我国为0．38元，河南不到0．35元，其

中商品粮仍主要以原粮组织外销。由于经营链条短，农民只获得生产环节的利

润，加工销售环节的收入大量流失。三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产业链还不完

善。近年来，河南有组织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许多地区组建了～些龙头企

业和中介服务组织，一作用非常明显。但这些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的辐射，还存

在规模小、实力弱、功能少、服务水平低等问题，还难以与强省抗衡。四是农

业资源配置极不合理。河南农村人口多、耕地资源少，劳动力素质低。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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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占有耕地1．54亩，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5％。河南人均占有耕地1．05亩，不足

全国水平的70％。劳动力资源数量不少，但素质不高，特别是劳动力的经济含

量和科技含量与进入发展新阶段农业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由于农业生产风险

大、效益低，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多游离于第一产业之外。

3．河南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

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

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

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而城

市化所提供的聚集效应又反过来促进工业化发展。一方面可调整和完善经济的

空间布局，增强集聚和扩散效应；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现代化和

文明的程度，它引致整个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一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通

过城市的优先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是工业化的国际经验。工

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发展带动区域发展，构成了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

特征。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转轨，河南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但是河南的城市建设所取得的成效还

很难同经济发展的阶段即工业化的进程相提并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

没有取得根本缓解。不仅偏离钱纳里“发展模型”的标准结构，而且还低于发

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程度。根据世界101个国家统计，人均GDP在500～800美

元时，城市化水平为57．7～60．1％。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测算的中低收入

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为53％，甚至低收入国家也在32％。2001年河南人均GDP

已达到949美元，而城市化水平还不足23．2％。

在城市化进程中，河南不但缺乏辐射力强，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的大型城

市，而且还面临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对人口吸纳能力不足更为

突出的矛盾。同时，城市化进程与土地资源约束等问题也更为显著。城市化的

发展滞后，直接导致了河南城市工业集聚和辐射能力弱、农村工业化“乡土化”、

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传播影响力小和人口素质

提高不快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己成为河南经济整体素质提高

的严重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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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结构不合理

投资额的不断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无论是经济总量的扩张或

经济结构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投资的强大支撑。通过表5．4来看一下三

地区在投资结构方面的差异状况。

表5．4 2004年河南省与东南沿海两省投资来源结构比较

国家预算内资 国内贷款 利用外资 自筹资金 其他资金

地区 金(％) (％) (％) (％) (％)

全国 4．33 18．34 4．37 55．72 17．24

河南 3．94 19．43 1．72 63．19 11．72

福建 3．96 19．08 6．3l 50．41 20．24

广东 I-36 16．30 12．35 52．00 17．99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从表中可知，2004年河南省依靠国家预算内投资和国内贷款(国内贷款主要

来自国有银行)占2004年资金来源总额的比例达23．3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22．67％高出0．7个百分点，比广东高出5．71个百分点。在利用外资方面也存在

较大差距，河南省利用外资比例为1．72％，比全国平均水平的4．37％低了2．65

个百分点，比福建、广东则分别低了4．59个百分点和lO．63个百分点。国家投

资比重过大，一方面说明河南省尚未形成良性的投资基金运行机制；另一方面，

一定时期国家财力供给的有限性，直接制约投资规模的适度扩张，影响经济的

发展；第三，对国家依赖过大，会直接受制于政府不同时期财政、金融政策的

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的动用。

5．对外经济贸易水平较低

国际贸易是指世界各国(地区)之间货物和服务的交换，是各国(地区)之间

分工的表现，反映了世界各国(地区)在经济上的相互依靠。国际贸易属于历史

范畴，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的产生必须同时

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有可供国际间交换的剩余产品；

二是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国家的产生。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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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扩大，是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u”。

国际贸易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贸易为一国提供了扩大市场

的机会：一方面可使已经存在的国内过剩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将闲置的生

产要素利用起来进行商品生产并出口：另一方面又会刺激国内生产能力进一步

提高。(2)国际贸易可以通过经济现象中的连锁反应，把生产要素吸引到正在扩

张的产业和部门，并促进和该部门在投入产出方面有关联的部门或产业也扩大，

由此来推动经济的全面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转换升级，尤其是出口贸易的这种

作用更为明显，进而推动各国经济增长。(3)国际贸易可以提高利润率。通过国

际贸易可以从国外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机器、设备等，降低了不变成本的

费用；另外，通过对外贸易扩大出口，可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

低生产成本，以此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从上面国际贸易的定义和作用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活

动很发达的话，就会给该地区带来更多的机会，来促进该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

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不够发达，那么它将失去很多由对外

经济贸易所带来的发展机会。下面通过表5．5来看一下中部五省和东南沿海两省

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差异情况(本表中数据是各地区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分商

品进出口总额)。

表5-5 2004年河南省和东南沿海两省进出口贸易情况

进出口总额(单位：万美元)
地区

2000 2003 2004

河南 312 389 558 253 735 547

福建 2 295 726 3 856 262 4 984 746

广东 17 548 753 28 922 994 36 335 360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从上表可以看出：河南省和东南沿海两省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方面的差距

是巨大的。河南省进出口贸易额与福建省进出口贸易额在2000年、2003年、2004

年的差额分别为1 983 337万美元、3 298 009万美元、4 249 199万美元，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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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河南省当年进出13贸易额的6．35倍、5．91倍、5．78倍。河南省进出口贸易额

与广东省进出口贸易额差额在2000年、2003年、2004年则分别达到了17236364

万美元、28 364 741万美元、35 599 813万美元，分别是河南省当年进出口贸易

额的55．18倍、50．81倍、48．4倍。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东南沿海两省的对外贸易

活动水平尤其是广东省远比河南省要高的多。

5．3对河南省进行SWOT分析

对河南省进行SwOT分析，就是对河南省目前经济发展中内部的优势和劣

势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分析。下面的内容将会对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5．3．1 河南省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机遇

“十五”时期，河南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将进一

步加快，经济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在未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不少优势。

1．河南正面临加速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难得的历史机遇，后

发优势凸现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到2020年河南要达

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增速需比全国高2个

百分点，达9％以上。为此，河南必须实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加速工业化进

程是其必由之路。国内外有许多通过缩短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的成功范例。19世纪中叶的德国和日本曾是两个后进的国家，但在19世纪后半

叶，抓住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契机，依靠大量运用化工、电气等新技术，在较

高的技术起点上开始工业化而实现了经济飞跃【34J。从工业化的后来者追赶先行

者的途径看，几乎都利用了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首先提出的一个经济理

论概念一后发优势，即工业化后来者具有特殊益处和优势，包括：引进先进国

家的技术和装备：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由于

技术进步开发和产业化需要有一个周期而形成的前后两个经济增长波的涨落潮

为后进国家或地区创造的历史契机；对经济落后和寻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赶超

意识【35】等等。 ，

现阶段河南经济发展正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优势。一是世界范围内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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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飞速发展，为充分利用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在较高起点上推进工业化

提供了可能。二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和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使我们可以进一

步参与国际分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和利用资源，更多地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

直接投资和以信息化武装起来的工业技术，壮大我们的物质经济基础。三是国

内外产业和资本的梯度转移为河南加快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近

年来，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国际资本加速向我国流动，东

部沿海地区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前哨，吸引了大量的外资。随着经济

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东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许多沿海企业将生产地转

移到内地，而将经营与销售放于沿海，这个时候大胆地引进外部的资金、项目

与人才，对河南正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2．河南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物产、市场、人力资

源真赋，比较优势明显

首先，独特的区位优势。河南位于联结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中国中部腹

地，有着承东启西、接北进南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在目前东部加速产业升

级和西部实施大开发的形势下，一方面便于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和资本的梯

度转移，迅速接受其示范和辐射效应；另一方面利于将中西部地区发展成为河

南的潜在市场，予以大力开拓。既可以利用紧邻东部沿海的良好区位，又可以

积极争取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独具“双优”特点。

其次，丰富的资源优势。河南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储量丰富，多种矿产的

保有储量和潜在价值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均名列前茅。河南农业资源丰厚，粮、

棉、油、畜等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具有明显的

比较优势，投资少、见效快。旅游资源丰富，既有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观，又有

丰富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开发生产文化旅游产品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

再次，低廉的成本优势。2001年全省有从业人员5517万，在全国各省市中

居第1位；同期职工平均工资7916元，相当于全国的70％多，居全国第30位，

仅高于安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如一国或地区

劳动力资源丰富，在生产过程使用较多廉价劳动力，减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其

产品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具有竞争力，那么该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I)州。河南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低，这种低成本优势正是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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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转移资本和技术所追求的核心内容。

最后，市场化优势。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哪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哪个

地区经济发展的活性成份就多，哪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就旺盛强劲。国

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市场化进程数据说明，河南市场化程度在中部六省中处于领

先地位，非公有制对经济总量的贡献水平也高于中部其他省份，这说明河南经

济跨越式发展存在活性成份与内在动力。

3．发展空间优势

首先，从消费需求看，河南是～个人口大省，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5％，

但人均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如1994年以来全省人均消费水平还不及全国平均水

平的75％，在中部六省中水平最低。随着国家刺激消费需求的各项宏观经济政

策的逐步到位，人民生活水平及家庭收入的提高以及消费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河南人口众多所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将日益显现。如果每人增加100元的消费

需求，按2001年年平均人口952 1．5万人计算就将增加近百亿元的购买力，市场

潜力巨大。

其次，从产业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开发的领域和深度还十分广阔。一是大

部分产业科技含量低，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如河南农产品)JIT业仍处于低水

平阶段，绝大部分农产品仍以卖“原产品”为主，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

产值之比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将河南的这一比

例提高到I：l的水平，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将增加1000多亿元。二是产业结

构层次低，与先进省份比差距较大，说明河南产业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九五”以来，河南GDP总量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仍然保持9％以上的

年均增长势头，并高出全国水平近1．5个百分点，也充分显示出河南经济发展的

潜力。

4．经济发展阶段优势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介于400至2000美元之间是一仓国家(地区)“经

济起飞阶段”，介于2000和10 000美元之间是“加速增长阶段”，达到10 000

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将会减速【371。目前河南经济发展正处于“起飞阶段”，完全可

能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河南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

在向工业化更高阶段迈进过程中，随着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大规模展开，新兴



产业的迅速拓展等，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同时按照十六

大提出的目标要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即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阶层，将

更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曾达30年以上，作为人口密度大，消费具有潜力的河南经济，其快速增长理当

更持久。

河南省目前经济发展中的劣势已在5．2节中论述过， 在此不再赘述。

5．3．2河南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

1．良好的国际机遇

首先，中国成为国际资本注入的重点地区。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

体化迅猛发展，跨国投资日趋活跃，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当今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之一是流向经济发展快的地区。中国经济多年快速增

长，成为国际资本注入的重点地区。从1979年以来的25年间，中国实际利用

外资超过5000亿美元。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527亿多美元，首次超

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引资大国。自“九五”开始，中国把西部作为经济发展的

中心。国家积极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大量外资流

向我国西部地区。跨国公司为了取得最大利润，不断寻求劳动力价值低廉的地

方从事生产。因此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像河南省，正是跨国公司寻找的理想场

所。

其次，港、台、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中部地区投资活跃。经

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也迅速增长。港、台、新加坡、

泰国、韩国等国家近年来对中国的投资也明显增加。港台投资者熟悉大陆政策，

他们对中西部投资最先做出反应，近年来，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中，港、台、

新家坡等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明显增加。就河南省情况而言， 从累计投资总额来

看，据河南省第二次外经普查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河南省现有外商直接

投资企业的实际投资累计金额已达到40．56亿美元，其中，来自香港的投资额达

22．07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54．4％，高居榜首；其次是来自美国的外商投资额

已达到4．4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0．8％：然后是台湾的投资达3．04亿美元，

占投资总额的7．5％，居第3位；新加坡、日本的投资额分别达到2．9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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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亿美元，分别处于第4位，第5位。来自香港的投资最引人注目，是河南最

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03年底，香港在河南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638

家，占全省项目数的48．6％，实际利用外资27．9亿美元。港商的投资领域已从

最初的服务项目、劳动密集型的小项目，逐步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

项目发展。

2．适时抓住国内的发展机遇

一是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获得较大

发展，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受资源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的影响，正进

入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阶段。就像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快速发展，主

要是亚洲“四小龙”正在进行大规模产业升级起了重要作用一样，中部地区同

样面临东部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机遇。中部地区在地域和经济发展上与沿海接近

程度高，能够首先承接这种转移。

二是参与西部大型基础设施的项目建设。抓住西部大开发与沿江开发衔接

的机遇，参与到许多大型基础设施的项目建设中去。同时河南省紧靠西部，地

缘关系密切，经济交往便利，可以利用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市场空问加快自身

发展。

三是抓住“中部崛起”的契机，在“中部崛起”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努力使河南的发展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争取在中部省份中率先实现崛起。

从5．3．1和5，3．2的分析可知，目前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处于SWOT战略矩阵

中的劣势一机遇(wO)组合，此时河南省应该利用各种方式来弥补区域的劣势，
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中的机遇，来加快自身的发展。如果区域不积极主动地

采取行动，与发展机遇失之交臂，最后必定追悔莫及。

5．4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道路选择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参与和开发的强烈意识

西部大开发，河南人往往表现出某种无奈和困惑。按照邓小平的“两个大

局”思想：先东部，西部要服从东部；后西部，东部要服从西部。而我们中部

呢?为此，河南人总有被抛弃的感觉，产生“失落感”。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

“失落感”是由于对在西部大开发中河南的条件、地位认识不清。回头审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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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充分发挥承东启西的作用：既从东部地区受益，又从对西部的开发中受益。

拥有这样的优势位置和优势资源有何“失落”呢?我们可以“东引西进”，借西

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发展自己。现在当务之急是调整心态，积极发展，迎头赶

上。

2．集中精力推进工业化

根据区域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一个区域在发展初期，首先要完成以农业为

主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学目的是解决区域内广大人民的吃饭问题，标志是基本

农产品要达到自给有余。从这个层面衡量，河南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

完成了这个发展任务。而在此基础上，区域发展的任务是要迅速转入以工业为

主的发展阶段，解决“无工不富”问题，大幅度提高各级财政的收入，提高全

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应该说，河南在城市工业的带动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

期至今，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发展，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总体上进人工业化

中期阶段。但是，我们的特殊性在于人口基数太大，密度也太大，至今农村人

121所占比重仍高达70％多，工业化的任务依然繁重，而且工业化过程会特别长。

因此，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推进工业化。这是解决河南发展、致富、就业和社会

稳定等问题的关键。

推进工业化的路子非常复杂，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在我们坚持以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同时，应在以下几个方

面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1)作大作强骨干工业企业。现有已经发展成较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如安钢、

安彩、新飞、双汇、宇通等，其管理能力、发展优势、产品特色、市场运作、

资金运筹等方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机制，能够促使企业持续发展。对于这些

企业，全社会都要为其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尤其是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要站在

为全省高度负责的角度，立足于为它们提供服务，想方设法促进其健康发展，

以此带动全省工业企业发展上规模、上水平。作为这些企业本身，要继续发挥

其独特优势，在稳定方向的基础上，注意提高管理水平、产品档次，不断地强

化技术创新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为全省工业发展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2)全面推进中小工业企业发展。因为对于河南经济发展来说，现在的主要



矛盾是工业发展不足，工业化任务艰巨。中小企业是全省工业化的基础，没有

大批中小工业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很难全面推进全省的工业化。

(3)在特色产业群上下功夫。以“合作，为了竞争”为机制形成的各类产业

群，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如美国硅谷IT产业群、台湾新竹科

技园IT产业群、我国东莞IT产业群等等，产业规模和发展水平均影响全球IT

行业的进展，活力充足，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都无与伦比。经过近些年的积极

探索，河南省特色产业群已经初具规模，像郑州及其周围地区形成的超硬材料

产业群、新乡市已经形成近100家大小不等的电池企业产业群、商丘市形成年

产IO亿只以上的打火机产业群、长垣县形成的卫生材料产业群和起重机产业群、

偃师市形成的钢制家具产业群等等，依靠产业群内部机制和其对外的综合发展

势能，呈现出勃勃发展生机。我们需要从全省工业化的高度，积极引导和支持

这些产业群的发展，同时规划、支持更多的产业群发展壮大，以此带动全省更

多市县加快工业化步伐，提高工业化水平。

(4)在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上寻求新的突破。伴随国家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化，

资本市场服务品种和服务方式多样化势在必行，民间资金从放在银行保值到转

化为资本参与投资、促进发展的历史性转换过程已经拉开序幕。从舆论引导到

政府管理，需要营造应有的环境，促进目前大批的民营资本进入工业发展领域，

从最基本的层面激活民间资本市场，形成强大的资金流和动力，促进民营工业

企业的全面发展。

(5)继续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加强与国内外的

合作，为外国企业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提供条件，吸引有发展前途、

不影响环境质量的工业企业到河南发展，助推全省工业化进程。

3．历史性地加速城镇化

2002年，河南城镇化率为25．8％，比全国平均39．1％低13．3个百分点。按

照《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的分析，到2020年，全省城镇化率要

达到50％以上。也就是说，要用近20年的时间，河南的城镇人口将在现有基础

上再翻～番。这的确是一项历史性任务，对于河南的现代化进程将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实现这个目标确实任务艰巨。

(1)YJn速以大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全面发展。我国城镇化历史性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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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速发展期，是不争的事实。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城镇化高速推进的核心

是中心城市的快速扩张。对于河南来说，全省的城市化依赖于中原城市群的崛

起，而中原城市群崛起的基础是大郑州的健康发展08]。从数量指标分析，城市

规模与城市效益呈正相关的态势。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参数区间，城市规模大，

则城市效益商。有关人士曾对我国324个城市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利税和工业

利润进行加权平均，求出了各类城市间的产出水平。如以这324个城市的平均

产出水平为100％的话，那么，2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平均产出水平则为135．46

％，100～200万人口城市的为106．14％，50～100万人口城市的为85．20％，20～

50万人口城市的为69．24％，20万以下人口城市的仅达48．27％。因此，河南发

展的重点是工业，工业有效增长的方式是现代大城市，所以建设大郑州，加快

工业进程就是全省发展的战略需要。

在建设大郑州的网时，要有序地推进中原城市群的协调发展【391。从中原城

市群目前具备的发展条件分析，激活其资源共享、促进其加速发展的核心问题

有3个：①转变观念，统一思想，强化一体化发展意识。事实上，中原城市群

是相关各个城市要共同作大的一个蛋糕，只有大家都有意识的把自己当作其一

部分，积极沟通，增加合作，减少相互抵消式的低水平竞争，才能够把这个蛋

糕共同做大，最终使大家共同发展。②利用体制优势，建立协调机制。由省委

出面、由省发改委具体协调，建立中原城市群领导协调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协

调会议。就城市群内部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统一的协调与安排，完全能够发挥

良好的协调作用。@加快城市群内部交通、通讯、金融、物流等现代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效运行，加快各城市之间经济社会

的融合，提高基础设施使用效率，形成共同的发展平台，促进中原城市群整体

水平的提高

(2)加快地方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濮阳、

安阳、鹤壁、三门峡等地方性中心城市，在当地城镇化过程中起着组织和集聚

功能，要根据当地的资源和产业基础，科学定位，科学规划，集中有关资源，

加快其发展步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有选择地发展一批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在人口稠密的河南，对于基础条

件较好、有发展潜力的小城镇，积极创造其产业发展空间，为其在当地集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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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发展二三产业铺平道路。把这样一批小城镇建设成为有活力的增长极，对

于吸纳农村人口、转移剩余劳动力、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均具有重要意

义。

4．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有上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支撑，全省农业现代化就有了最基本的出路，不

是过去立足于农村搞农业现代化，而是立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

这是面向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思路，是与全面实现工业化相辅相成的农业发展

之路。

(1)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就是像办工厂一样，经营农业资源，提高

农业的效益。以资源优势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中心，规模化的塑料大棚蔬菜

生产、花卉养殖、畜牧养殖业，规模化的林场、渔场，规模化的农副产品加工

业、专业化的农副产品物流配送和销售、高科技武装的农畜品种繁育、产业化

的人力资源培训、社会化的农村服务、市场化的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等等，就是

未来发展的重点和热点，也是推动农村摆脱小生产方式束缚的方向。

(2)用离开农村的方式让农民富裕。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要想使农民富，

就得要农民少。要能够使农民少，就需要让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二、三产

业。当然，由于我们农民转移的任务过大，一下子都离开农村不现实。可以通

过各种实际的措施培训农民，提高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就是农村现代化的重

头戏。紧紧抓住这个“牛鼻子”，持之以恒，坚持数年，定有成效。

(3)用国家的力量支持农村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在全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

程中，国家财富积累速度加快，农村财富向中心城镇积聚势不可挡，整个农村

地区的财富密度不断减小也是必然的。在国家财政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加

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生产、生活、办学等条件，促使农村继续有所

发展。

(4)用特殊的措施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如贫困人口的脱贫、特困

家庭的救济、部分边远山区的生态移民、农村人口减少过程中人口更加分散条

件下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少数孤寡老人的赡养问题等等，都要引起注意。

5．努力实现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

首先，要构建节能立法体系，用法律约束政府、企业和公民必须履行循环



型社会的义务，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其次，必须发挥政府的规制作用，以产业

政策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要通过财税政策优惠，支持企业运用高新技术和

先进实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高耗能、重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

支持重点行业加快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第三，要运用舆论传

媒等各种手段加强对循环经济的社会宣传力度，加强各级学校相关课程的教授，

培养公民的循环经济观，树立循环经济理念。第四，企业要建立和发展生态工

业模式，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促进清洁生产。同时要加快替代能源主要

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以缓解能源危机。

6．把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第一，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要讲究特色、突出个性，注重发挥传统文化

旅游优势，积极开发有鲜明个性的地方特色旅游。第二，要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和培育旅游精品。要整合全省旅游资源，继续实施精品战略，打造经典精品景

区和线路。第三，要拉长旅游产业链。目前，到河南省旅游的国内外游客多数

滞留时间短，还停留在观光旅游上，缺少娱乐项目。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国内

先进旅游城市的经验，支持和鼓励企业创办旅游娱乐公司或旅游文化演出公司，

开发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项目。

5．5河南省2006．2010各年GDP预测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是反映一国所有常

住单位在核算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及衡量国民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

效益的代表性指标，也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主要指标。GDP能够直观地

反映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国际间普遍认同并广泛应用的重要指标。分析GDP的

变化趋势，是判断经济发展形态，明确未来政策导向的基础，为经济发展战略

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

该部分将应用在第4章中介绍过的灰色预测模型基础上经过平滑改进的

GM(1，1)来对河南省2006、2007、2008、2009、2010各年GDP进行预测，并将

通过具体实例来说明改进灰色预测模型在宏观经济预测中的良好预测效果。

下面主要以河南省1995～2004年的GDP数据为样本对河南省2006～2010

年的GDP进行预测。采用传统GM(1，1)模型和第4章所述的经过平滑改进的



OM(1，1)模型进行计算。可以分别得到相应的预测模型。

传统GM(I，1)模型：

j‘1’(七+1)=29202．4664 e0．1“5k 26199．7264+8x54．794e“蛳743‘“’

优化GM(1，1)模型：

矿‘1’(J|}+1)=27540．70558：e010954k 25618．95198+6x22．186e-o'025616C“)

分别用两种方法进行试算，两种模型预测结果和预测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

分别见表表5-6和表5．7。

表5-6传统oM(t，1)模型和改进GM(I，1)模型预测结果及相对误筹

传统GM(I，1)模型 改进GM(I，1)模型
年份 实际值

预测值 误差／％ 预测值 误差，％

1995 3002．74 3002．74 0 3002．74 0

1996 3661．18 3384．57 7．56 3782．08 —3．30

1997 4079．26 3827．65 6．17 3716．1 8．90

1998 4356．60 4211．06 3．34 4163．7 4．43

1999 4576．10 4698．9 —2．68 4666．6 ．1．98

2000 5137．66 5245．13 ·2．09 5197．2 -1．16

2001 5640．1l 5852．69 ．3．77 5804．6 -2．92

2002 6168．73 6533．23 -5，91 6471．1 ．4．90

2003 7048．59 7289．71 —3．42 7224．2 -2，49

2004 8815．09 8133．77 7．73 8061．7 8．55

表5—7传统GM(1，1)模型和优化的GM(I，1)模型的相对误差

从表5-6和表5—7中可以看出(表中数据的详细计算过程见附录)，尽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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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波动较为明显，但两种GM(1，1)模型取得的模拟精度能够满足l级要求，但

优化的GM(1，1)模型较传统GM(1，1)在模拟精度上有所改善，两种模型预测结

果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4．27％，3．86％。

基于上述分析，用经过指数平滑法改进的GM(1，1)模型对河南省2006年、

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的GDP进行预测，数据计算结果分别为10

036．46、11 191．88、12496．0、13 940．0、15 543．0亿元。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河南省未来几年发展速度很快，发展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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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未来一定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设计，包括区域

经济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实施手段等，因此它是区域政府对区域

经济发展作为战略指导的依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都要落实在各个领域，只

有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才能稳定发展。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划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本文所要研究的

区域发展战略是指地区发展战略，此处的地区包括省、市、区、县、经济带以

及由几个地区组成的大区域。

文章论述了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区域经济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即资源禀赋差异、集聚经济和转移成本。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活动

的分布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地域差异。

文章重点分析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因素：区域内部的优势和劣

势、区域外部的机遇和威胁，结合sw0T战略矩阵，明确自己的战略定位。区

域比较优势是一个区域由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和资金等因素共同

形成的有利发展条件，而区域的竞争优势是区域内各主体参与竞争的综合能力。

区域比较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想把它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关键是

要培育、创造并维持区域的竞争优势，以充分保证区域产业发展在未来的市场

竞争中能够获得较大的控制或优势地位。同时，文章论述了制定区域经济发展

战略的依据、主要原则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成要素，并对国内外具有代

表性的区域经济案例进行了分析。这些地区所实施的区域开发战略，不仅极大

地促进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为我国区域经济开发提供了宝贵经验。

文章最后对河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进行了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河南经济总量与人均指标在中部乃至全国的地位不相协

调，河南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比较优势并不突出，河南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

投资结构不合理，对外经济贸易水平较低。尽管如此，河南省经济发展的优势

很多，且机遇很多。河南正面临加速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难得的

-80-



结 论

历史机遇，后发优势凸现；河南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

物产、市场、人力资源真赋，比较优势明显；发展空间优势；经济发展阶段优

势；同时具有良好的国际机遇和国内机遇，这些是河南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机遇

的具体体现。

文章最后结合前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和河南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机遇

分析，对河南省未来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给出了政策建议，并由经过平滑

改进GM(1，1)模型对河南省未来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经过

平滑改进的灰色预测模型GM(1，1)比传统GM(1，1)预测结果更精确，误差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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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河南省2006．2010年GDP预测过程中间数据的计算过程如下。

原始序列数据如表1所示：

表1河南省GDP历史数据

年份 GDP 年份 GDP

1995 3002．74 2000 5137．66

1996 3661．18 2001 5640．1l

1997 4079．26 2002 6168．73

1998 4356．60 2002 7048．59

1999 4576．】0 2004 8815．09

1．传统GM(1，1)建模过程：

由第4章式(4—14)、(4-15)、(4．16)可得如下预测模型：

j‘1’(七+1)=29202．4664e01⋯‘26199．7264 衅o，1～2．．，9) (1)

用式(1)进行计算得j‘o’(后+1)预测值与真实值的残差如表2：

表2 雪‘o’(后+1)预测值与真实值残差值表

|i} e(o’(尼) 七 e(o’(七)

l O 6 —l 10．023212

2 276．614144 7 ．214．984513

3 303．381094 8 —366．78198

4 142．684098 9 ．243．26586

5 —125．49709 lO 679．282861



附 录

引用式(4-23)、(4—24)建立方程：

；‘1’(七+1)=-965．65215e“。56”“+965．65215(2)

用其修正模型式(1)得修正模型为：

j‘1)(露+1)=29202．4664 eo．1096轴-26199．7264+占×54．794e-oD56743‘‘一1’ (3)

卢={I：：；)为修正系数。
用式(3)进行预测得F诳+1)预测值如表3所示(其中，k=l-lO分别对应1995---2004

年)：

表3爿№+1)预测值

七 j‘1’(后) k j‘1’(后)

1 3002．74 6 24370．04627

2 6387．3059 7 30222．73538

3 10214．9542 8 36755．96796

4 14426．01526 9 44045．67582

5 19124．91645 lO 52179．45016

累减得豆‘o’(后)的预测值如下：

表4 j‘o’(女)预测值

k j‘o’(七) k j∞’(．i})

1 3002．74 6 5245．1298

2 3384．5659 7 5852．6891

3 3827．6483 8 6533．2326

4 4211．06ll 9 7289．7079

5 4698．9012 10 8133．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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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GM(1，1)模型建模步骤：

对表1原始数据序列利用第5章式(5．1)和(5-2)进行一次和二次指数平滑结

果如下表所示：

表5原始数据序列一次和二次指数平滑结果

k S’(七) S’(七) k S’(七) S。(七)

l 2 402．192 l 921．7536 6 5 013．27748 4 900．14913

2 3 409．3824 3 111．856．64 7 5 514．7435 5 391．82463

3 3 945．28448 3 778．5989l 8 6 037．9327 5 908．71109

4 4 274．3369 4 175．1893 9 6 846．45854 6 658．90905

5 4 515．74738 4 447．63576 10 8 421．3637l 8 068．87278

将数列{s。(七))作为一个原始序列，设其为{】，‘。’(☆)}，由第4章式(4—14)、

(4·15)、(4-16)可得如下预测模型：

p‘1’(后+1)=27540．70558；P01”“‘一25618．95198(k=0，1，2，⋯，9) (4)

模型预测值如下表所示：

表6 p‘1’(七)和p‘∞(七)预测值结果

七 尹(j}) 矿‘o’(七) k 尹(七) 尹(七)

l 1 921．7536 1 921．8 6 22 026．70938 4 939．8

2 5 110．9673l 3189．2 7 27 540．35864 5 513。6

3 8 688．0971 3 577．1 8 33 689．70349 6149．3

4 12 656．16697 3 968．1 9 40 552．36592 6 862．7

5 17 086．9318 4 430．8 10 48 210．96794 7 658．6



l，‘o’(|i})与矿‘o’(．|})的残差值计算如表7：

表7 】，(o’(七)与矿‘o’(Jj})的残差值表

露 l 2 3 4 5

△(七) 0 —77．35707 223．09382 206．57363 16．33623

七 6 7 8 9 10

△(Ji}) ．40．65345 ．121．82463 —24l，12846 -204．23478 409．80256

若以残差序列{e(o’(≈)}一{o，-77．35707，223．09382，206．57363，16．33623，
-40．65345，．121．82463，．241．12846，．204．23478，409．80256}为原始序列建立

GM(1，1)模型为：

占‘1’(七+1)=一866．0993e-0025616‘+866．0993 (5)

其导数为：秒(|i}+1)’22．186P_0“““ (6)

修正P‘1’(七+1)得：

矿‘1’(七+1)=27540．7055l}eO．109Mk_25618．95198+8x22．1869--0025616(‘一1’ (7)

∥={皇：：碧为修正系数。此时预测结果如表8：
表8 P‘1’(女)和P‘o’(尼)预测结果

七 ∥(_i}) 矿‘o’(七) 七 ∥(七) 矿‘o’(．|})

1 l 921．7536 l 921．8 6 22 026．70938 4939．8

2 5 110．9673】 3189．2 7 27 540．35864 5 513．6

3 8 688．097l 3 577．1 8 33 689．70349 6149．3

4 12 656．16697 3 968．1 9 40 552．36592 6 862．7

5 17 086．9318 4 430．8 10 48 210．96794 7 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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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减生成量’(￡)，奠‘。’(女)如表9

表9 S’(七)和j‘01(女)预测结果

^
^

k S’(七) 宝‘o’(女) k S’(Jj}) 宝‘o’(t)

1 2 402．192 3002．74 6 5 067 5197．2

2 3 506．1 3782．08 7 5 657．1 5 804．6

3 3 674．1 3716．1 8 6 308．3 6 471．1

4 4 065．8 4163．7 9 7 041 7 224．2

5 4 546．4 4666．6 lO 7 857．6 8 061．7

改进GM(1，1)模型对河南省2006~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0河南省2006～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测结果

k 11 12 13 14 15 16

矿‘1’(七) 56 756．0 6 6291．0 76 926．0 88 796．0 102 040．0 116 810．0

P‘o’(七) 8 545．03 9 535．0 10 635．0 11 870．0 13 244．0 14 770．0

j’(七) 8 766．64 9 782．493 10 9lO．O 12179．0 13 588．0 15152．0

雪‘o’(t) 8 993．9 10 036．46 11 19l，88 12 496．0 13 940．0 15 543．0

其中，k=12，13，14，15，16分别对应2006、2007、2008、2009、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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