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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基于区域经济系统的特性以及运作性质的复杂性，具体讨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系统动力学

理论和研讨厅系统理论在区域经济规划和发展中的应用，旨在为政府管理者提供系统性、科学性的分析问题的思

路和有效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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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发展是一类极其复杂的系统

工程［"］，对其运行机制有效地分析、预测和模拟都

是较为困难的，其影响因素的不确定性和因素相互

作用的非线性给政府管理者有效决策带了极大的挑

战。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逐渐深

入，使得区域经济规划和发展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

性，如果没有一种可综合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综合

应用各方面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方法是无法有效解决

这一难题的。而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恰恰为我们提

供了有效的分析和解决区域经济系统（-4I:%./& 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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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称 *+,）这一复杂问题的理论和方

法手段。通过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运用定

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及计算机等技术

工具对系统的构成要素、组织结构、信息交换和反馈

控制等功能进行分析、设计、制造和服务，从而达到

最优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管理的目的，以便充分地

发挥人力、物力的潜能；通过各种组织管理技术，使

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协调配合，实现系统的综合

最优化。［-］本文利用系统工程理论对区域经济规划

和发展进行讨论分析，试图建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

的系统观。

一、区域经济系统特征的系统性分析

./ 综合性和整体性。区域系统的综合性是指系

统要素的多样性，既有自然因素，又有社会因素和经

济因素；整体性是指区域系统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

系、相互制约的，只有综合协调社会、经济、生态、环

境等各个方面才能获得最佳的整体性能。

-/ 动态性和开放性。区域系统是涉及大量要素

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其结构、组成要素的水平与变

化速度等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区域是一个开放系

统，区域与外界进行着能源、原材料、产品、人员、资

金和信息的流动。如前所述，区域之间存在着差异

与梯度，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的发展

优势，把不同的地区协调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大系统

的整体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性是区域系统

向优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封闭、孤立必然导致区域系

统的衰落，这已经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历程所

证明。

0/ 空间性和区域性。区域系统总是同一定的地

表空间相联系，系统要素的空间分布、地区空间范

围、空间距离、空间联系等在区域系统中有重大作

用，对区域系统的组成部分如社会、经济、政治组织

的行为有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区域系统空间性的含

义。同样是平原地区，在大中城市周围的地区因受

到较强的经济辐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就

较远离大中城市的地区为高。例如，江苏省苏南地

区处在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大中城市

的影响范围之内，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苏北地区。

1/ 层次性。层次性是与区域系统的空间性、区

域性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任何一个空间范围较大

的区域系统总可以分解成若干空间范围较小的区域

系统；反过来说，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看成是某个较

大区域的子区域，由此形成区域系统的层次结构。

中国经济区域的层次结构最高层次（顶点）为国家，

第二级为三大经济地带、南方和北方，第三级为大经

济区，第四级为省级经济区，第五级为省内经济区，

第六级为城市经济区（地市级），第七级为县级经济

区（县市级），县级以下还可以有县内经济区、乡镇

级经济区等。

2/ 自适应性和自组织性。区域系统是一个整

体，外界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系统结构与要素

的变化，建立起新的稳定结构和状态，从而适应新的

环境。自适应性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系统对外界

环境变化自动反应性；第二是系统受外界环境变化

干扰后自动恢复平衡的稳定性；第三是系统为适应

新的外界环境变化而发生突变，导致系统结构变化

与重组的演化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确定性现象

的出现正是区域系统高度自适应能力的一种表现。

二、系统理论在区域经济规划和

发展中的应用

3 3 由于区域经济系统结构的复杂性、要素运行的

随机性、作用的非线性，并且为了得到定量化程度高

的结果，致使不能用简单的数学理论进行分析，这里

主要借鉴一般系统理论中耗散结构的熵理论、复杂

系统理论中自适应性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理论对区域

经济系统进行分析。

（一）耗散结构的熵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

应用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一个封闭系统的熵是不断

增加的，因此，系统为了抵制自身总熵的增加就必须

以开放的形式存在，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

信息的交换，不断更新自己的机构和要素组成，成为

有机的开放系统。对一个区域系统来讲，为了自身

经济水平的发展，就必须与外界进行人力、物力、财

力和信息等物质以及电能、热能等能量的交换来吸

收负熵，抵制自身熵的增加，从而抵制整个系统总熵

的增加，保持区域经济系统不断地创新，健康地发

展。此外，另一个保持总熵减少的途径是不断更新

自身内部结构和要素，改善系统内物流、人流以及信

息流的运作模式和运行条件，抵制熵增加。区域经

42 3 3 3 3 3 3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3 3 3 3 3 3 3 3 3 第 5 卷



济的创新系统就是建立在如何组合自身要素或与外

界交流和从外界吸收新要素来增加自己的负熵，保

持持续创新的状态。发展当地经济，进行招商引资，

引进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就是为了不断更新本地

知识和技术结构，目的是吸收负熵；而地区进行自主

创新是为了抵制本身的熵增。

熵理论同时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地区只有差异

才能产生交流的动力，不断促进各自要素和结构的

更新。它也很好解释了和谐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是同

时进行发展，达到同一经济水平。当然国家和政府

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对所有地区进行投资或扶持，

有效的办法就是扶持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产

业，然后发展的地区（区域）和未发展的地区（区域）

之间就产生了地区差别，而这种区域间的不平衡恰

好为地区间进行信息和物质的交换提供了阶梯性的

动力，这样未发展的地区也在发展地区的“拉动下”

发展起来。具体到中国国情，根据目前政府实力和

地区的实际情况，只能先发展具有较好投资环境、容

易对外贸易、有良好生态和生存环境的东部，使崛起

的东部带动条件差的西部。就地区本身来讲，为了

发展当地经济，只选择地区中某些代表性地区（ 交

通便利，资源丰富等）进行投资，从而辐射到邻近地

区，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水平提高，如高新技术开发

区的建立，经济开发区的建立等。由于同一地区各

个产业间不是独立的，之间都进行着直接或间接的

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因此政府可以根据本区特点进

行个别产业发展，从而带动其他产业。也因此，区域

平衡发展理论遭到赫尔希曼、缪尔达尔等为代表的

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对与批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

家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平衡增长是

不可能的。可见，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或

区域进行，其他部门或区域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或区

域的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逐步得到发展。

（二）协同学理论在区域经济规划中的应用

协同学理论是!"#$ 由德国的哈肯发现的，他指

出：不同系统之间共同存在着同一系统的要素之间

协同现象。此理论为区域经济内要素和要素之间、

要素和结构之间、结构层次和结构功能之间匹配性

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

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区

域的资源、经济、制度、文化等相匹配的问题国外研

究表明：区域技术创新的发展受到区域具体的发展

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所形成的制度因素的影响。无

论是制度和技术的劣势区域还是优势区域，区域发

展的关键都是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与该区域的制度、

产业结构和历史文化的匹配关系。如果匹配，就会

产生协同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之，会抑制区

域经济发展。若把匹配关系分为弱匹配、强匹配和

不匹配三种，则这些匹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

显然不同的（见表!）。

表 !% 区域创新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两者的匹配关系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强匹配 协同效应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具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弱匹配 协同效应弱，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弱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 % %

不匹配 协同效应差，抑制区域经济发展，资源浪费，缺乏持续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

% %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在区域经济规划和发展

中的应用

由于区域经济系统内外信息和物质流动、交换

以及要素和结构的变异非常复杂，它牵连到农业、工

业、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复杂问题，及其它们之

间的作用关系，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使问题更加复

杂化，因为知识的载体———人是个有着有限理性并

且流动频繁的有机体。这对政府管理者的决策来讲

无疑是处于“黑箱”状态，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雷

斯特教授提出研究系统动态行为的一种计算机仿真

技术，即系统动力学（&’&()* +’,-*./& 简称 01）。它

综合应用控制论、信息论、决策论等有关理论和方

法，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以计算机为工具，进行

仿真试验，从而获得分析和研究系统结构和行为的

有效信息，为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当然，用

01 来解决区域经济系统（230）问题是基于它具有

以下特征：（!）230 存在因果律，即系统内含有反馈

环，而反馈环是反馈控制理论的基础。（4）230 结

构以反馈环为基础，并且系统内部存在多重反馈环，

因此 其 结 构 是 复 杂 的，其 行 为 又 具 有 反 直 观 性。

（$）230 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

其中许多关系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5）23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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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往往存在较长的延迟，而且

在空间上是分离的。（!）"#$ 具有很大的惯性，对

于政策的改变有一定的抵制性，且其长期效果往往

与短期效果相反。（%）"#$ 不适宜在实际系统中做

试验，且它的许多现象是一次性的。

要有效模拟仿真 "#$ 上述特征，并达到系统预

测的目的，$& 是个有效手段。按照系统动力学的理

论、原理与方法分析实际系统，建立起定量模型与概

念模型一体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决策者就可以借

助计算机模拟技术在专家群体的帮助下，进行定性

与定量地研究社会、经济系统问题并进行决策。这

是建立模型与运用模型的统一过程。［’］值得注意的

是在其全过程中，建模人员必须紧密联系实际，深入

调查研究，最大限度地收集与运用有关该系统及其

问题的资料和统计数据，决策人员和熟悉该系统的

专家人员要密切结合，唯此才能使系统动力学的理

论与方法成为进行科学决策的有力手段。

（四）研讨厅系统理论在区域经济综合规划中

的应用

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 +,- .,-/0(,1 ,+ 234)5
0674(3489 37:8733-87:，简称 ;<=#）是钱学森于 >??@
年提出的。这个研讨厅体系由三个子体系组成，以

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集成的机器体系、不

同专业背景的专家体系以及面对各种环境时处理不

同问题的方法和模型的知识体系。同时这三个体系

构成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不仅具有知识与

信息的采集、存储、传递、调用、分析与综合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具有产生新知识和智慧的功能。既可用

来研究理论问题，又可用来解决实践问题，因而在解

决类似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之类的有智慧主体参与

的社会实践问题时，该体系具有较复杂自适应系统

理论（AB$）直到目前为止还难以取代的优点。而区

域经济规划，特别是大型区域经济规划通常又是非

常复杂的一项系统工程，只凭借单个人和几个人的

智慧是不可能进行全面分析的；同时仅仅用线性模

型和其他确定性模型也无法描述区域经济系统内

（或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变异、产业间复杂的相互作

用等现象。必须由非线性模型、不确定模型和随机

模型对其刻划，而建立和处理这些模型都需要利用

研讨厅这种集机器体系、专家体系和知识体系为一

体的复杂系统处理方法。如对区域经济进行预测或

优化，其中影响因子和环境分析要靠专家支持体系，

方法和模型的选择和建立除依靠专家体系外还需要

丰富的知识体系来支持，对复杂模型的仿真模拟则

离不开计算机，而这种系统性的方法体系正是研讨

厅的核心理念。因此，研讨厅提供了系统性处理区

域经济问题的方法，当然它也是综合应用上述系统

方法和思想的集成体系。

三、结C 语

总之，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决复杂区域经

济学问题的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但能否很

好地应用到实际当中去，不但需要专门系统人员参

与，而且需要当局政府认识其重要性和科学性，同时

养成系统思维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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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系统理论等应用于宁夏区域协调发展的数量分析上.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该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采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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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宁夏的三次产业及GDP进行分析,以及利用GM模型对宁夏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比较可信.第六章:结合前文所用DEA方法、经济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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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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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促进经济园区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⑦阐明了研究的目的，指出研究区域竞争理论就是要用它来指导实践，促进经开区经济“园区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针对长沙经开区发展过程

中的典型“问题"提出了对策思路：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产业集群：创新机制，形成核心竞争力;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节能降耗，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基于“政府-企业-社会"关系两阶段动态演化模型，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近期和远景规划进行了详细

的认证.不久的将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建成两大核心产业集群，即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和电子信息产监集群。同时，发展七大产业，即先进机械制造、

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食品饮料、轻印包装、新附加值服务业.政府则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监督园区企业的运行,以企业的需要为中心，提供园

区企业、公众需要而且满意的服务，提升园区的竞争能力。

 
引证文献(3条)

1.周瑞荣.许祝华.张彦彦 系统论视角下的海洋功能区划研究[期刊论文]-海洋开发与管理 2009(7)

2.彭金鑫 产品-产业-区域集成创新系统模型[期刊论文]-中国集体经济 2007(21)

3.殷向洲.彭金鑫.陈嘉.庄越 集成创新系统模型及指标体系的构建[期刊论文]-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

程版） 2007(8)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701013.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f%87%e6%98%8e%e5%a9%b7%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bd%95%e5%a0%8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b%b9%e7%91%b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5%87%af%e5%8d%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KOU+Ming-ti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Lu-tang%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AO+Jin%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HEN+Kai-hu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HEN+Kai-hua%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8%a5%bf%e5%8c%97%e5%86%9c%e6%9e%97%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7%bb%8f%e6%b5%8e%e7%ae%a1%e7%90%86%e5%ad%a6%e9%99%a2%3b%e5%a4%a7%e5%90%8c%e5%a4%a7%e5%ad%a6+%e5%8e%86%e5%8f%b2%e7%b3%bb%2c%e5%b1%b1%e8%a5%bf+%e5%a4%a7%e5%90%8c+03700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8%a5%bf%e5%8c%97%e5%86%9c%e6%9e%97%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7%bb%8f%e6%b5%8e%e7%ae%a1%e7%90%86%e5%ad%a6%e9%99%a2%3b%e5%a4%a7%e5%90%8c%e5%a4%a7%e5%ad%a6+%e5%8e%86%e5%8f%b2%e7%b3%bb%2c%e5%b1%b1%e8%a5%bf+%e5%a4%a7%e5%90%8c+03700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8%a5%bf%e5%8c%97%e5%86%9c%e6%9e%97%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7%bb%8f%e6%b5%8e%e7%ae%a1%e7%90%86%e5%ad%a6%e9%99%a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8%a5%bf%e5%8c%97%e5%86%9c%e6%9e%97%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5%9b%be%e4%b9%a6%e9%a6%86%2c%e9%99%95%e8%a5%bf%2c%e6%9d%a8%e5%87%8c%2c71210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8%a5%bf%e5%8c%97%e5%86%9c%e6%9e%97%e7%a7%91%e6%8a%80%e5%a4%a7%e5%ad%a6%2c%e5%9b%be%e4%b9%a6%e9%a6%86%2c%e9%99%95%e8%a5%bf%2c%e6%9d%a8%e5%87%8c%2c71210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5%b0%e5%b7%9e%e4%ba%a4%e9%80%9a%e5%a4%a7%e5%ad%a6%2c%e4%ba%a4%e9%80%9a%e8%bf%90%e8%be%93%e5%ad%a6%e9%99%a2%2c%e5%85%b0%e5%b7%9e%2c730070%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5%b0%e5%b7%9e%e4%ba%a4%e9%80%9a%e5%a4%a7%e5%ad%a6%2c%e4%ba%a4%e9%80%9a%e8%bf%90%e8%be%93%e5%ad%a6%e9%99%a2%2c%e5%85%b0%e5%b7%9e%2c730070%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bnlkjdxxb-sh.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bnlkjdxxb-sh.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1%aa%e5%ba%94%e6%b4%9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1013%5e1.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b1%aa%e5%ba%94%e6%b4%9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1013%5e2.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f%81%e6%89%8d%e9%93%b6%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bd%97%e6%9c%89%e8%b4%a4%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ebxyxb200507007.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ebx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85%b6%e8%97%a9%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xbnlkjdxxb-sh200701013%5e4.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d%ad%e6%b6%8c%e6%b3%89%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607388.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0%ad%e6%b8%85%e8%8e%b2%22+DBID%3aWF_XW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298957.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7%91%9e%e8%8d%a3%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ae%b8%e7%a5%9d%e5%8d%8e%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5%bd%a6%e5%bd%a6%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70101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ykfygl.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d%ad%e9%87%91%e9%91%ab%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70101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gjtjj.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ae%b7%e5%90%91%e6%b4%b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d%ad%e9%87%91%e9%91%ab%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5%98%89%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a%84%e8%b6%8a%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701013.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whqcgydxxb.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whqcgydxxb.aspx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701013.aspx

下载时间：2010年6月10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701013.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