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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系统环境辨识与诊断模型研究

陈传美 郑垂勇 郭存芝 杨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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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阐述了区域经济系统环境辨识与诊断模型的基本原理及建模步骤，然后从郑州市农

村经济实际出发，建立了郑州市农村经济系统辨识与诊断模型，得出了影响郑州市农村经济系统的

重要因素、有利因素、潜力因素和制约因素 ’模型运算结果表明，目前郑州市农村经济系统中存在着

农业产出水平低、人口增长过快、工业效益差等主要问题 ’还找出了问题的主要根源：教育水平低；

科技管理人才缺乏；宏观调控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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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辨识模型

! !! 系统辨识模型基本原理［!］

一般地，可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划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大类 !它们共同组成

系统的环境因素全集 "：" +｛"!，"$｝! "!，"$ 分别为自然环境因素集合和社会环境因素集合，它们各自又包

含若干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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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价辨识因子，设 & 个辨识指标 ’ +｛’!，’$，⋯，’&｝，构造判断矩阵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表示第 * 个辨识因子对第 + 个辨识指标所作的评价值，(*+越高，表明第 * 种因素相对于第 + 个辨识指标

越具有优越性（ * + !，$，⋯，$ , %；+ + !，$，⋯，&）!
考虑到各辨识指标对系统的重要程度，对各辨识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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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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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相应于第 + 个辨识指标 -+ 的权重 !
系统的环境辨识是建立在对各环境因素的多指标综合评价基础上的，故对于第 * 个环境因素，其综合辨

识指数 .（"*）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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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的大小依次排序，并给定其辨识临界指数，将 .（"*）序列划分为若干层次，属于高层的为优

势因素，属于低层的则为劣势或制约因素 !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河 海 大 学 学 报

-./0123 .) 4.425 /15670859:
6;<=$# 1;’$
>?@=!"""



! !" 建模步骤

系统环境辨识的建模过程主要分为 ! 个阶段：（"）确定辨识内容，包括确定辨识因子、指标和权重；（#）运

用德尔菲法调查辨识意见；（$）建立辨识模型；（%）上机运算，输出辨识结果 !
! !# 郑州市农村经济系统辨识

在研究郑州市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时，应用上述模型原理，建立了郑州市农村经济系统环境辨识模型 ! 模

型中选定的主要因子为：

自然因子：耕地、宜林地、荒滩地、水资源、水面、光照、积温、矿产资源、农副产品资源、旅游资源、农作物

品种、畜禽品种、畜禽养殖条件、土壤状况 !
社会因子：人才、人口、能源、科技教育、资金、交通、信息、物资供应、劳力素质、电力供应、农肥利用、农机

体系、农田建设、支农体系、市场状况、经营管理水平、资源利用、县办工业、乡镇企业、农村政策、生态环境、周

边辐射、劳动力利用、地理位置 !
环境辨识结果见表 & !

表 ! 郑州市农村经济系统辨识结果

$%&’! ()* %+*,-%.%/0-*+ 1*234- 5. 6)*,&7)53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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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次序 因子 总分 次序 因子 总分 次序 因子 总分 次序 因子 总分

& 耕地 ’()’ && 信息 ’(!’ *& 农肥利用 ’(’’ ’& 养殖条件!! !! !! ’ (*&
* 矿产资源 ’(+) &* 地理位置 ’(!* ** 农机体系 ’(’* ’* 生态环境!! !! !! ’ (&,
’ 乡镇企业 ’(++ &’ 农田建设 ’(!* *’ 光照 ’(’& ’’ 县办工业!! !! !! ’ (&)
! 交通 ’(+* &! 土壤状况 ’(!& *! 资源利用 ’(’- ’! 管理水平!! !! !! ’ (&.
. 农产资源 ’(+& &. 电力供应 ’(!- *. 农村政策 ’(’- ’. 水面!! !! !! ’ (-,
+ 资金 ’(+- &+ 劳力素质 ’(’, *+ 市场状况 ’(*, ’+ 积温!! !! !! * (/,
) 人才 ’(.+ &) 旅游资源 ’(’) *) 物资供应 ’(*+ ’) 荒滩地!! !! !! * (/)
, 科教 ’(.. &, 支农体系 ’(’) *, 畜禽品种 ’(*. ’, 宜林地!! !! !! * (!*
/ 能源 ’(.’ &/ 农产品种 ’(’+ */ 周边辐射!! !! !!’(*!
&- 水资源 ’(!/ *- 劳力利用 ’(’. ’- 人口 ’(*’

从以上辨识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重要因素：（"）耕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快科教事业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振兴农村经济的

关键；（$）水资源、能源是发展经济的保障；（%）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先决条件 !
有利因素：（"）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
潜力资源：（"）科技教育；（#）信息；（$）市场状况；（%）人才资源；（0）能源；（1）旅游资源 !
制约因素：（"）人口；（#）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水资源；（%）人才匮乏；（0）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1）资金 !

" 系统诊断模型

" !! 模型原理与方法［"］

设有 " 个问题（称为节点），采用德尔菲法对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建立系统要素间的有向连

接图，以某节点及所形成直接原因的节点构成相邻关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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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因 % 对问题 & 的影响程度（ % 为形成问题的原因，& 为被影响的问题）!

$%& #
& 从节点 % 可到达 &
- 从节点 % 不可到达{ &

在 ! 阵的基础上建立构造矩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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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并构造矩阵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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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模糊可达阵 ’ 4 #) 5（’%&）"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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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元素 !"#汇总了第 " 个问题对第 # 个问题的影响程度，给定截系数!，由可达矩阵 ! 求得截矩阵!!
$（%"#）&’ & (

其中 %"# $
! !"# "!
" !"# ){ !

通过截矩阵可将原问题分为若干层次，并根据 ! 阵所输出的结果（因果链、影响域、影响强度）对原因果

关系图进行修改，这样即可得出系统诊断结果———问题层次结构图 (
! (! 建模步骤

建模分以下几步：（#）调查研究，确定问题集；（$）寻找因果关系链；（%）建立影响关系矩阵 "；（&）制定调

查咨询表；（’）建立系统诊断模型；（(）上机运算，输出诊断结果 (
! (" 郑州市农村经济系统诊断

利用上述原理和方法，建立了郑州市农村经济系统诊断模型，勾画出 )* 个问题的层次结构图，找出了郑

州市农村经济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相互间的关系及问题的根源 (
根据汇总的模糊评判结果，将问题归结为 ) 个层次：结果层、表现层、经营管理层、根源层 (

+ (, (! 诊断结果及其表现

（#）农业产出水平低；（$）人口增长过快；（%）工业经济效益差；（&）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积累少；（’）水资源

紧缺，电力能源供应不足 (
+ (, (+ 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产业结构不甚合理，剩余劳动力有待妥善安排；（$）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功能低；（%）技术棚

架严重，城市科技信息对农村的辐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
+ (, (, 问题的主要根源

（#）教育水平低，科技、管理人才匮乏；（$）宏观调控不力，协调统一性差 (

" 结 语

通过建立区域经济系统环境辨识与诊断模型，可以从众多的环境因素中，按各要素的利用程度、开发潜

力和制约强度的差异确定出可利用元素、可开发元素和制约元素，并深入了解系统的结构，找出现实系统存

在问题的根源及解决问题的途径、突破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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