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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可持续发展出发，探讨了区域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的计算，自然资源开发的正副外部效应，共它区域的资

Fr政策，据此分析提出了区域资源优势的发挥、优势与劣势资sx的利用以及再生与非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所采取的策略

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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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资源及区域自然资源可持续

发展的概念

    白然资源有广义与狄义之分 狄义的自

然资源上要指实体性自然资源‘即在 定P:

会经济技术条川卜能够产牛生态或经济价

值、从而提高人们当前或可预见末来生存质

量的天然物质和自然能赞的总和。广义的自

然资源则包括实体性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

「如给予人以舒适性、提供生产发展场所

等}，即:指在 定的时间条件下 具有某种

功能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

境因素的总称

    区域自然资源可待续发展指区域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不仅要考虑满足当代人发展

的需要，也要考虑满足后代人发展Wn要的

种全新发展观

2 区域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国际

合作策略

2，I 区域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分析

    (1)区域自然资源丰度〔F厂 区域自然

资源丰度是由品位、储鼠,司选性等因VV构

成 井反映的是在入们可顶测及可利用范围

内的自然资源的富集程度

    白然资源品位借用矿石品位的概念.其

原意指矿石中有益组份的含显,自然资源品

位指白然资;1,t4母体中所含有益组份的含

量，可由百分含量、绝对含量等表小。

    自然资源储量优势度指区域各类自然

资源在蕴藏量卜的综合优势。储量可划分为

不同的品位段分别汁算.对不同种类自然资

源、不同的品位段分别赋子不同的权重 以迈

重皆用AHP法获得 下同)计算各种自然

资OP,的储量优势度( R. ).及区域储量优势度

(R)用下式计算:

R二乏。* R,;  R二YJ,*R

            (i=1,2，二‘j=1,2,，m)

式中: 、R，分别为第1种白然资源，第J品

位段的权重与平均品位;J-为第1种自然资
源储虽优势度的仅重

    可选性，提取有益组份及分离有害组份

的难易程度 大多数的实体性自然资源都存

在有益纲份提取与有害组份剔除问题。可选

性可由提取有益组份与分离有害组份产生

的成本来表示。对一种资源可划分为不同的

类t?或根据成本划分为本同的成本段 可选

度计算如下:

0二E**“ 0二F二乏:工b,* C
          1 ，二 了二，

式中:b、C。分别为第!种自然资源第1成

本段1第J段平均成木计算)的权重与成本;

n为第 种自然资源的可选度.n为区域自

然资源可选)%

    根据以卜R,0,R、n.值计算区域自然

资源丰度 (F)及区域各种自然资源丰度

〔Fi):

                F二a,*K+a,* ()

            F, =山 *K「十小 *()

式中:。，‘。上、。、。2分别为区域自然资源储

量优势度和可选度的权重，

    l21资源的勘采条件_资源的勘采条件

包括资源的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 资源的地

质构造条们等。前者可根据由此引起的成本

h接计算，后者现有一套较成熟的地质技术

指标度量 但尚需刘各个指标按其对成本的

影响程度赋r权重进行换算。其工!算方法类

似于白然资毓可选度。计算出各种白然资源

的勘采条件指数 (F� 1及区域资源综合勘采

条件指数(F)

    (3少区域各资源优势综合优势度(通.)与

区域资源综合优势度(川的确定 根据土述

F, F、F‘F计算结果分别计算每种资源的

综合优势及区域资源综合优势度:

          4二F*r，+汤 *E.

            4=均*F十尽*E

式中;月二、撰、刀。、尽分别为资源丰度与勘采

条件指数的权重值

    将 A.按大小排序，值较大者在本汉域

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滩.a卜冰结T- hl 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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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区域的A、A比较，若儿)A。且在本

区排序较前者，则、，，为优势资源:若A> .4,

则本区具区域资源优势

    (4)区域白然资源综合优势评估模tq

根据上述计算评估方法，构造出区域自然资

源综合优势评估模型〔见附图》:

  资源生态效益指资源产业的经营者以

定的人财物投人来进行自然资源的再生

史

利

产而获得的使自然资源得到治理、保护、

、增值的综合收益和效果。人类开发、

保护资源的活动所引起的资源在数量及

新

用

质量]_的变化 即实体资源的少十发使且在数

附图

量上减少、质量卜下降

而产生负效益，环境因

其本身及实体资源的开

发活动使其在质t、数

量卜的负增长而产生负

的环境效益，以及人们

投人人财物而对实体资

源与环境的保护所产生

的正资ifs土态效益

      (2) r}期外部效

应 长期外部效应(LE)

包括资ilk开发过程中所

产生的一切正效应和负
2.2 区域长期效益及短期效益的评估

22.1 区城短期效益的评枯

    区域资源短期效益以经济效益〔P)为士

要度量标准，这种经济效益是总收入减去资

源补偿费、租金、勘采费、运输费、资源税等成

本后的部分，在产权模糊时，前两项费用通

常未计人成本中，听有者权益得不到实现

    经济效益也可从物质成果使用价值形

态来考核，包括物质、能量资源的节约与合

理利用。产品的品种、质量及其实际满足社

会的需要程度等等〔

2.2.2 区域长期效益的评估

    (1)区域!c期效9。这里所指的K期为1

年或更长、甚至儿代人的时间 区域资源引-

发长期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资源

生态效益，其收益是这一者之和减去资源开

发所形成的所有成本一经济效益同卜述短期

计算相同 所谓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社会效

益 是指社会内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劳动投

入(包括活劳动投人和物化劳动投入)同人

类所获得的福利兀家庭福利和公共福利)水

平的提高、人的合理再生产水平及社会文明

程度的提高等方面 产出”的比较关系 当消

耗同徉多的资源、占用和耗费同样多的社会

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如果人们所获得

的福利水平‘社会文明水平和人的合理再牛

产水平提高较大，则社会效益较大、反之，其

社会效益较小

效应，分别根据其对人类的效用估算其产生

的价值(EV)和成本(EC)，当资源开发产生

的总福利L=P+E!‘一EC-1o时，资源开发

改善或保持区域内人们的福利状况，反之人

们福利状况恶化:

    作为国际间的介作应以长期效益来确

定资源的ji发策略 而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却

不管长期后果，结果造成资源条件的恶化

2.3 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策略与政策的制定

    区域自然资源月发政策的制定以上述

计算结果为依据 同时要考虑如何与国际接

轨 发达国家在资源开发利用政策}一般较

发展中国家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对于环境资源的保护也有较严格的限制，这

些都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的。而发达国家

在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技术方面更具优

势 因此，资源的开发利用政策应遵循如下

原则:

    (1)对其他区域和国家的资源状况及开

发政策的研究。甸个国家和地区刘资源状况

及开发政策的差别很大，而在同 国家或地

区对不同资源的厅发利用政策也不相同，对

此研究以获取以下信息:①哪些是其优势资

源，资源综合优势度如何;②各种资源开发

的P, EV, EC值 资源政策对其的影响;③

对外资源政策对本区及其他区域的正负影

响，并计算其产生的综合效应(SE),若SE

对本区和其他区域皆为正，则为互利性政

策，有利于国际合作 被认为是趋近帕w托

最优资源政策.这种政策值得本区借鉴

    若SP对外为正而对内为负则为利他胜

资源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此特点，如

发展中国家为谋求短期内的经济决速增氏.

以尽快摆脱生存的危机而制定的吸引外资

与技术的政策:具有这两种对外资源政策的

国家或区域，应成为本区域IJIur合作的A选

对象 如资金技术的相互投人、优势资源的

互惠贸易等

      (2)根据本区资源优势度.制定相应的

资源政策。若本区资源优势度高于其E国家

和地区则在制定政策0J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如何发挥本区域的资源优势 资

源优势3仁不意味着经济优势 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需较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若

保持资源开发总IN.利 L=尸，E: V一FV>0则

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资i($政策的日的

在于使社会总福利状况不断改善(即L >0)

在市场竟争条件下，追求尸最大化成为企业

的激励力和约束力，而EV和EC并非资源

生产企业所追求的，只有政府通过资源政策

才能影响其值的变化、其结果一方面对企业

产生激励作用，如使E4及其增加值为企业

所得，则 El%成为 尸的一都分，企业有增加

EV之动力;一方而产生约束作用，如使EG

成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 因此制定资源

政策应从两方面考虑 一是激励政策.二是

约束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讲、

并非EC越小，Eli越人就越优_EC的递减

及 El，的递增都需要 定的投人巨遵循边际

成本递增的规律 而增加的成本会影响社会

发展的总体速度 S(即 I的单位时间增民率

ALI At),资源政策应使S趋近最大值，即单

位外部负效应( MEC)的减少等于其处埋的

成本(MC)，单位正效应的增加( .41FI飞等丁

所付出的成本〔MO (见图2),制定资源政

策时最优和适度是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

    单位外部负效应 (MF引 的诚少等于处

理的成本(NC〕，单位正效应的增加(ME V)

等于所付出的成本〔HG);囚为石c与f及

EV与‘有相关关系，用函数表示为EC = f

(。).E'V二8()EC =f(,) =1. E‘二K()

二I时，投资于治理外部效应获收益最大值，

社会发展的总体速度 Sc s二jL/drl达到最

大值.Sm 资源政策应使 S趋近 .S�

    第二，难点与对策:夕卜部效应通常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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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量且相对经济效益数值巨大，尤其是

外部负效应影响深远，尸生的fit会成本高

昂 当前的众多资源汁发状况并不乐观(L<

0,若以L》0要求 则此资源产业在当前

经济技术条件下是无法牛存的.这就产生了

当前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改养之间的矛盾

和取舍.而在参与国际合作过程中，可通过

资源贸易缓解此矛f} 依据郝克歇尔— 俄

林国际贸易理沦 齐囚生产其具比较优势的

产品井参与I}际Vi易.则各国都能从贸易中

获益，两国福利都较贸Yii前有所改善

    若本厌无资源优势，采取策略如下:①

本区资源仅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急

击之用，而长期依赖国际资源市场:忿资源

政策应体现付N际市场较强的长期依存性

及较强的短期独立性 如何保证本区资源供

给安全、避免囚际政治、经济波动对LK.域经

济的影响、是本区制定政策时首要号虑的

    (3)优势资源利用政策的制定 追求利

1U最大化使优势资Q,的消耗速度更诀，因此

石必要制定十p)'-i的开发利用政策.使之持续

供给C

    存在的问题与原囚: 是对具寮赋优势

的资源粕放1「发利用 这类资源因其开发成

本较低 经济贡献率较高，成为国家和企业

首选的开发对象、粗放经营也能获取平均利

润，因此小论是否具有较高技术的企业只要

能进人都可获得平均或更A刊润.企业之所

以无技术创新的动力在于粗放经营资金贡

献率高丁集约经营资余贡献率，尽管后者单

位资源经济ai献率.高于前者 主要原囚 是

所有9'为尽快实现其资源所有权的经济价

俏，将级差地租的一部分转让给经营者，使

经营者在较低技术条件下也能获得平均利

润;二是技术创新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

在资金短缺、法制不健全、知识产权得不到

保护的情况下，粗放择营为企业卜策-

    采取对策:①制定资源长期发展规划与

相应法律保障体系，禁止所有者的短期行

为 若国家作为所有者、则需保证国家作为

所有者权益的真正实F,)②建止资源开发利

用技术创新体系.保护知识产权，提高资源

开发进八的技术壁垒，引份和鼓励资iQ型企

业成为研发主体 ③若本区在优势资D11上具

生产技术优势，使 1》0，应成为政策引导自

先开发利用、参与国

    而对某些优势 术水平较

低 使五<。则应制定相应的技术引进与合

作开发政策 提高本区开发技术水平，使优

势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

    技术合作的成本收益分析 收益:单位

资VPI收益率的提高.集约经营对资源的节

约，外部负效应的减少，本产业对就业及其

它产业的拉动所产生的间接效益 成本:直

接引进的成本或介作分给刘方的资源经营

利润，资iWn耗竭产生的长期损头

    (4)劣势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国际台作政

策制定 存在问题与原因:劣势资源中具有

察赋优势的资源因其稀缺性而使供小于求

从而引起价格卜扬，开采者可从中获得较其

它类资b4开采者更高的利润，最终导致具票

赋优势的资源快速耗竭，故对此需采取不同

的策略以确保区域资源的持续供给

    对于劣势资Mk却具较高技术开发水平，

使L》。，则鼓励进口以满足区城生产需求，

这主要是从区域资源供给战略的安全角度

考虑，同时技术转让可获取更高的收益，这

种收益包括技术转让的直接受益，本区资源

节约所产生的间接收益，综合外部负效应，

产生的成本为对本区就业的影响，资源生产

之税利及外部正效应

    对既非优势资源又无相应的技术，Lug

源需求应依靠国际资源

市场

    国际贸易为劣势资源的区域需求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降低国际资源的进人壁垒，

提高国内具察赋优势的劣势资源的开采进

入政策壁垒是保护本区资源的有效策略

    (5、再生性资源与非再生性资源国际合

作政策的策略及政策制定 再生性资源主要

是指各种生物及生物与非生物组成的生态

系统 生物资源对气候及生态环境有巨大的

影响，它对人类的价值各国评估不 ，从而

制定r不同的资源政策。如日本森林Ift盖率

为659.而中国仅为玛%;日本国内明令禁

止’生产 次性 筷子，却在中国建了筷子
厂，仅1996年从中国进口了200亿双。日本

对森林价值的评价明显高于‘},国。生物资源

对区域乃至全球的气候及生态影响深z，国

际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制定口」持续性开发刊

用政策 使各国对生物资源价值的评定及资

源开发进入标准的制定趋于一致。作为区域

制定政策应首先保证:①合理评估生物资源

的自我更新能力、其本身价值以及山于它的

存在而带来的附加效应和由于它的消耗而

产生的后果，使资源汗发强度保待在自我更

新能力之内;②制定激励胜政策.使企业成

为增强可再生降资源的再生能力投资土体

之一:③对外政策应体现互利原则 尤论何

处生物资源的破坏都将影响全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 个球可持续发展是区域n1持续发展

的基础，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必山之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任何

损害最终异致本区域的J丈待续性，短期内看

似损人利己的政策从长期看则损人又损

己

    非再生It资源主要是指各种矿石和化

石燃料。其中一些非消耗性资源如宝有、黄

金、铂等能重复利用，另一此资源如化石燃

料(石油、天然气、煤和泥炭等，，尽管从理论

L讲它们是可以合成的，但是不论从经济和

技术条件来看，又儿乎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

对非再生性资源采取以下策略:①利川国际

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信

息技术使资M4r营趋向集约化。②合理引导

企仲开发替代it资源。一方面开发稀缺资源

的替代性资源，尤其是引导I[J场开发利用可

再生的替代性资源;另一方面开发负效应大

的资ilk的替代资源

3 结束语

    本义研究 r本区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

的计算，自然资源开发的正副效应分析i1

算，及其它区域的资ilk政策，认为资源耳发

总福利L)0是制定政策的基本约束条件，

据此提出区域资源优势的发挥，优势与劣势

资源的利用以及再生与非再生资源的开发

利用所采取的策略与政策 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最大的难点将是外部效应的计量，在国

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对此的评价标准将逐

渐趋于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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