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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提出了系统资源理论及系统资源发展模型。认为资源是一个系统，由人文社
会资源、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三大子系统和环境资源系统构成。系统资源理论遵循系统资
源统筹协调原理、层次节能级原理、综合动态平衡原理、资源优化配置原理等四个原理。
提出了系统资源理论的数学模型及发展状态曲线和生产可能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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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是资财之源。资源和财富创造息息相关，而财富创造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紧密的联
系。随着时代发展，可供人们利用的资源层次越来越多，相应的，经济发展函数的自变量
也不断增多。本文试从系统资源理论的视角，将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文社会资源作为
综合系统内化到经济发展的要素中，建构系统资源理论发展模型。 
一、系统资源理论发展模型的建构原理 
系统资源理论认为，系统资源的协调性、科学性决定了人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
展，系统资源理论发展模型应遵循四个原理： 
1.系统资源统筹协调原理。系统资源统筹协调原理强调，大系统的整体功能效益不仅是人
文社会资源、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三大子系统效益的简单代数和，而且是在一定的生态环
境约束下，由人文社会资源、经济资源、自然资源子系统发展变量代表的社会、经济、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综合表现，是在实现各子系统优化的前提下，整个大系统达到的
科学和谐状态。对统筹协调的资源系统特别需要重点把握两点：一是从系统观点分析，系
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通过对系统资源及
系统行为的统筹协调，实现系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目标。在这样的前提下，追求整体
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就是必然要求。既要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又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和优化。显然，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自然资源开发是不符合系统原理的。二是统筹协
调强调大系统的协调性，又不能忽视各个子系统内部的统筹协调，大系统的优化以各子系
统的优化为基础。因此，必然重视各个子系统内部的结构、功能的统筹协调，实现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 
2.层次—能级原理。所谓层次—能级原理，是指在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按其
性质和在大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分属于大系统的不同层次，驾驭大系统运动过程的协调管
理系统，其机构、职能及其层次的划分和赋予权力的大小，应该与客观存在的大系统协调
管理对象的层次结构及内在联系相适应。在资源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中，存在三个层次的关
系：第一层次，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文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在既定的条件下，
各自内部都有相应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同时需要不同的外部环境。第二层次，自然资源、
经济资源、人文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在资源大系统的运动中相互制约、相互依赖、
相互渗透。第三层次，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文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在运行中存
在量的对比、渗透和变换，在量的发展方面存在均衡和一致的关系。 
3.综合动态平衡原理。无论是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它们内部要素
之间，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每个子系统都有自己的运动规律，都按一定的方式发挥各要



素的功能和作用，在动态变化中实现各自的有序循环过程。同时，由于自然资源、经济资
源、人文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有着不
同的反馈机制，必然产生一定的矛盾。只有不断地消除这些矛盾，平衡四者之间的关系，
才能使子系统按照各自的规律实现有序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大系统的协调发展。 
4.资源优化配置原理。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文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四者的协调开发是
人类社会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从本质上分析，它意味着经济发展、资源增效和
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是寻求资源经济社会大系统的最佳组合和结构优化，归根到底是社
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要实现总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确定科学发展的目标。总资源
优化配置的目标包括两方面： 
      第一，总是适度消耗与满足当代人需求相适应。即总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要与总资源
供给的增长速度相适应，可用下式表示：CR≤PR式中，CR(Consume Resources )为总
资源消耗增长系数；PR(Provide Resources )为总资源供给增长指数。 
      第二，优化总资源配置结构，实现总资源永续利用，满足后代需求。促进总资源配置
结构合理化，通过协调配置比例关系，推动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文社会资源和生态环
境子系统形成相互适应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总资源的供给能力，保证民众的长远利益得
到实现。 
这种关系也可用以下模型表示：Y=fr(K，L，A，S ，D，…) 
其中Y为财富总和，fr为总资源与资源要素的函数关系；K，L，A，S，D分别为资本、劳
动力、技术、分工等资源要素。 
在这个函数中，各类资源的组合结构变化，会直接影响产出的变更。充分说明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任何一种资源的投入增加，都要由货币来推动，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归根到底体现
在投资结构优化上。 
二、系统资源理论发展模型 
集聚整合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文社会资源的综合系统，构成推动经济发展、国家财富
增加的整体贡献要素。其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来自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三大资源系统。即自然资源(N)；经济资源(E)；人文社会资源(P)；设Y为财富
及增长，f为函数，t为时间，p为所能承受人类活动的环境承载力。 
 
这个方程的意义在于，在科学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发挥基础作用，经济资源和人文社会
资源发挥主导作用，科学发展的成效是三大资源集聚整合的结果，科学发展不应局限在对
自然资源系统的索取上，而应当拓宽视野，通过科学地开拓经济资源和人文社会资源来弥
补自然资源的稀缺，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第二层次：与自然资源相关且自然系统禀赋不变情况下的经济资源驱动力。设资本资源为
(K)；分工资源为(D)；制度资源为(S)；技术资源为(A)；劳动资源为(L) 
Y(t )=f[K(t)， D (t)， S (t)， A(t)，L (t)] 
分工函数D (t)的意义在于：又好又快发展的经济基础不仅在于自然资源的拥有量，更重要
的经济资源是由分工网络效应形成的，包括产业链产业集群资源、国际国内贸易及开放的
市场体系资源、规模经济资源、现代企业集团及企业家资源，货币及现代金融体系资源，
以及分工网络效应形成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资源。这些经济资源的总
和构成了分工网络资源，证明了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第三层次：与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相关的人文社会资源驱动力。 
Y(p)=f[I(t)，H(t)，C (t)，T(t)] 
其中，思想观念资源为(I，政党及领袖资源为(H)，文化资源为(C)，信息资源为(T)。 
这个方程的意义在于人文社会资源同样创造财富，而且在科学发展中居于支配引领地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经验时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以上三个资源系统层次形成的发展状态曲线和生产可能性曲线，共同构成了系统资源理论
的发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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