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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 ,分析防洪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性 , 提出防洪与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协调度的概念 , 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 并利用较为客观的因子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方法 , 计算分析1979 年以来鞍山地区防洪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以及可持
续发展协调度指数, 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进而对鞍山防洪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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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 Application on Coordination Degre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Flood Control Systemand Social Economics System
WANG Rui- na et al  ( Business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 Jiangsu 210098)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i nci ple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this paper analysedthe relativity of flood control and social economics system,
then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about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them, and constructed the appraisal i ndex system.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fuzzy mathematics method ,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mprehensive index betweenflood control and social economics systemin An-
Shan district from1979 to 2003 was calculated and analysed . Thensome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were concluded , and finally some policy advices were put
forward to perfect the flood control systemof Anshan distri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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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

概念以来, 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各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

战略的重要依据。可持续发展要求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防

洪系统之间的关系,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 人口聚居的

稠密, 经济活动的繁荣, 社会财富的增加, 洪灾造成的损失越

大, 越迫切需要提高防洪能力, 使它能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因此, 防洪减灾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支撑条件, 在防洪减灾规划中如何具体体现可持续发展原

则, 如何衡量防洪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人们日

益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这种认识, 研究历史和现状防洪系

统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程度, 总结协调的经验, 吸

取不协调的教训, 从而, 采取必要的防洪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

建立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防洪减灾体系是一项

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1  基本内涵

1 .1  防洪与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协调度概念  可持续

发展的核心在于协调。也就是说, 趋于协调, 便可持续发展 ;

背离协调 , 便不可持续发展。协调是指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

诸要素之间和谐一致, 配合得当的关系, 是描述事物之间良

性相互关系的概念[ 1] 。协调度是对系统协调性的度量 , 是反

映一个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

协调运行的程度, 是人们对某一事物或现象, 在科学分析和

计算基础上对其协调一致性评判的数量指标。防洪与社会

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协调度就是在社会经济的不同发展阶

段, 衡量防洪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 具体体

现在以时空为参照系, 防洪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互作

用的界面特征。

1 .2 防洪、社会、经济系统关联性分析  防洪与社会经济系

统构成一个动态发展的复合系统, 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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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且结合日益紧密。一是防洪为

社会系统提供安全保障, 防洪减灾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保证。社会发展理所当然地要对防洪提出自己的需求 , 同时

社会发展也会影响防洪。所以社会发展本身也必需顾及为

洪水留有必要的空间, 在进行经济规划、土地配置、环境建设

时要与防洪规划相协调 , 以保留适当承受洪水的能力, 从而

达到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防洪效益的减灾目标。二是防

洪的建设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洪水灾害是危及人类的主

要灾害之一, 防洪减灾工作在抗御洪水侵袭、保护人类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很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

具有不可低估的效益。同时, 经济也约束了防洪的发展。一

个地区只有经济发展了 , 人民富裕了, 才可能拿出更多的人

力物力投入到防洪中 , 防洪能力才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2  评价指标体系

防洪与社会经济系统是个复杂的大系统, 对于复杂系统

的评价, 其前提是要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价防洪、社

会、经济系统的指标体系。在选取指标时遵循全面性、针对

性、区域性、系统性、简明性、目的性、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原

则等[ 4 - 5] , 以便能客观准确的反映系统的发展状况和变化特

征。具体指标体系如图1 所示。

3  协调度评价模型

目前, 对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有很多。采用常规

的评价方法 , 显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防洪与社会经济系

统的协调发展状况, 为了避免由于主观因素带来的误差, 客

观地反映整个系统的协调状况, 采用因子分析法与回归分析

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利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函数思想, 建

立协调度数学模型。

3 .1 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采用Z- Score 法对指标进行标准

化处理[ 6] 。数据标准化处理公式:

zij = ( xij - xj) / var( xj) ( i = 1 ,2 , ⋯, n ,j = 1 ,2 , ⋯, p) ( 1)

其中 , x ij 是第i 个评价样本第j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zij 是其标

准化值, xj 和 var( xj) 分别是第 i 个评价样本第j 个指标的

均数和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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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计算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子

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其一般步骤 : ①对标准化后的数

据, 运用软件SPSS12 .0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R ; ②计算 R 的

特征根λi( i = 1 ,2 , ⋯ , p ,) λi ≥0 ; ③计算 R 的方差贡献率和

累积方差贡献率 V ; ④按照 V≥85 % 的原则, 求出前 n 个主

成分 Z1 , Z2 , ⋯ , Zn ; ⑤计算因子得分 Fi ; ⑥计算综合发展水

平指数 F = ∑
m

i =1
λi ×f i/ ∑

m

i =1
λi , 其中λi 是第i 个特征根 ,f i 是第i

个因子得分, m 是所取特征根的个数。

图1 防洪与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3 .3  回归分析 对社会、经济、防洪3 个系统的综合发展

水平指数进行回归分析 , 建立系统间的回归方程, 就可得出

社会、经济、防洪3 个系统当年各自的协调值。

3 .4  可持续发展协调度  协调发展是一个内涵明确而外

延不明确的模糊概念, 因此 , 可采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

念来建立协调度函数, 计算公式为:

U = exp{ [ ( x - x′) 2] / S2} ( 2)

其中 U 表示协调度 , x 为实际值 , x′为协调值, 可通过建立

回归方程求的 ; S2 为方差。

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

US( i ,j ) = { min[ U( i / j ) , U( j/ i ) ] } / { max[ U( i / j ) , U

( j/i) ] } ( 3)

式中 , US( i ,j) 是 i 系统对j 系统的的协调度 , 是 i 系统的实

际指标值 Xi 与j 系统指标值 Xi 要求的i 系统的协调值之间

的接近程度; 反之 , US( i ,j) 是 j 系统对i 系统的协调度。

定义协调度为0 ～1 , 得分越高表示越协调。一般定义

U> 0 .95 为协调;0 .85 ≤U < 0 .95 为基本协调 ;0 .5 ≤ U <

0 .85 为不协调 ; U< 0 .5 为极不协调。

4  实证分析

鞍山位于辽宁省中南部 , 辽东半岛北部。其西部平原

区, 地处“九河下梢”, 地势低洼 , 洪涝灾害历来频繁而严重。

历史上 , 鞍山地区所发生的洪涝灾害的损失位于辽宁省前

列[ 7] 。近几十年来, 鞍山兴建的一些水利工程在抗洪抢险

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

展, 城乡社会财富日益增多, 人口不断增加, 社会经济对防洪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防洪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课题很值

得研究。目前, 很少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文献, 因此, 采用上述模

型对鞍山地区防洪系统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定量研究, 试

图揭示防洪系统与社会经济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 为国家及地

方政府进行防洪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依据公式( 2) 、( 3) , 计算鞍山1979 ～2003 年社会、经济、

防洪3 个系统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度, 如图2 所示。

图2 鞍山地区防洪与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协调度指数

图2 可知, 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社会经济系统协调

性较好, 经济防洪系统协调性次之, 而社会防洪系统协调性

最差。在改革开放早期、中期和后期 , 社会、经济、防洪系统

之间的协调度曲线经历了快速增长、趋于平缓、缓慢下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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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 协调程度也从不协调达到了基本协调和不协调 , 这

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给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带来

的影响基本相符[ 8] 。进入21 世纪以后 ,3 个系统之间的协

调度曲线呈现下降趋势 , 社会防洪系统之间以及经济防洪

系统之间都出现了不协调状态 ,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

两方面原因。一方面 ,21 世纪以后随着鞍山地区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 , 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系统对防洪系统提出更

高的要求, 使得防洪体系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 另一方

面, 经济快速发展, 单位面积上的财产迅速增加 , 遇到大的

洪水所造成的灾害损失不断增加 , 最终致使防洪与社会经

济的协调发展日益艰难。因此, 协调防洪投入与国民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 实现防洪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 是

目前鞍山地区防洪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5  政策建议

5 .1  稳定防洪投入  从协调度计算分析可以看出, 稳定的

防洪投入是实现防洪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稳定增长的必

要前提, 是促进防洪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

由于防洪工程是公益性事业, 具有建设工期长、投入规模

大、矛盾多、难以筹集足够的社会资金的特点 , 因此 , 需要政

府财政的大力支持,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构建一个多层次、

多渠道、多元化的防洪投融资体制, 保证防洪建设的可持续

性投资需求, 促进防洪系统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5 .2  推动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  经过建国后50 多年的建

设, 鞍山地区的防洪工程措施已经基本完善 , 如果继续把工

作中心放在工程建设上 , 边际效益会大幅降低 , 因而需要及

时改变工作思路, 积极加强非工程措施建设 , 从而更好发挥

工程措施的效应。因此 , 应进一步加强水利信息化建设等

非工程措施的建设 , 通过非工程措施来提高对洪水风险的

预见, 发挥己有工程的最大效能, 预先防止和减少洪灾

损失。

5 .3  加快水利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水利科技创新体系, 必

须高度重视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意义 , 紧紧抓住培养人才、

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大环节 , 大力实施人才战略, 特别要

重点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能够掌握先进技术、熟悉水利专业

知识的多层次、高素质、懂管理的人才队伍是水利现代化发

展的根本保障 , 也是促进防洪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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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易于控制机会主义行为; ②有强制合作的能力; ③加大了

审计的可能性 ; ④沟通的便利性。

1 .3  垂直一体化的劣势  垂直一体化在学术研究和实际

商务中存在一些不利的方面。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垂直一体化带来了更高的风险 , 尤其是在技术高速发展的

今天。另外, 垂直一体化可能带来高成本 , 特别表现在高昂

的退出成本上。所以 , 企业应避免垂直一体化, 应采用组建

联盟的方式。同时 , 有人指出, 垂直一体化会带来市场激励

的下降, 并且可能导致高昂的制造成本。

2  当代垂直一体化动机的新发展

2 .1  价值流动  在许多产业 , 尤其是制造业中, 部分产品

增值逐步向下游流动。原因是随着产品寿命的不断延长,

由产品使用所带来的维护和服务需求越来越大, 企业在该

方面的获利可能远大于一次性出售所得, 而且类似系统维

护和使用培训等相关服务会成倍增长。所以 , 很多制造企

业开始向下游进军 , 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和咨询作为今后

利润的主要来源。20 世纪90 年代通用电气公司直接面向

最终消费者, 提供医疗系统、电力系统维护等服务。这些为

通用电气创造的利润数倍于单纯的仪器销售。

2 .2  差异化 目前产品已能满足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 , 所

以新产品已很难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于是 , 在核心技

术或服务难以与对手有所区别的时候 , 很多企业开始在下

游服务上大做文章 , 比如提供附加的技术支持等。另一方

面, 采取品牌管理策略。在品牌建设的过程中, 会带来企业

的前向或者后向一体化。

2 .3  顾客需求  顾客要求公司提供更大范围内的产品和

服务, 而且这种需求不仅限于制造业。也许是因为技术过

于复杂, 顾客一般没有能力解决专业问题, 于是他们希望企

业能够提供专业的全方位服务。

3  结论

控制下游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 , 这里尤其是指控制那

些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部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各产

业中生产模式的变化 , 从以前通过估计顾客需求来设计产

品到现在根据顾客订单来生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顾

客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的通讯技术使

得厂商与顾客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便捷。当代学术界对于

垂直一体化动机的研究已经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伐。比

如, 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一般都忽视了技术和其他方面的

变革; 而交易成本理论对于一体化动机解释能力也随着互

联网的普及而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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