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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源依赖度演进路径分解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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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源依赖度的变化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为了识别转型过程中的驱动因素和滞后因素!并对可

持续发展效果进行评价!本文提出了资源依赖度演进路径分解模型"该模型在考虑一个经济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

基础上!以资源依赖度的导数形式为起点!通过设计对数均值算法解决定积分计算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得到资源依

赖度演进路径完全分解方程"该模型可以将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期内资源依赖度的变化!分解为每一个组成部分

在每一年通过每一项影响因素所做出的贡献的和"此外!本文还使用该模型对山西省
!$$&>!$%!

年资源依赖度

的变化量进行了分解分析!为促进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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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资源型经济主要是指以矿产资源开发为动力所

形成的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业及铁)铜等矿

产部门为主导的经济体系*

%

+

"由于资源禀赋的优

势!一些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工业化初期获得巨大的

发展优势"英国)德国在
%G

世纪的高速发展以及美

国在
!$

世纪初的迅速崛起均与此有关*

!

+

"实际上!

在整个
!$

世纪
&$

年代以前!多数学者对于自然资

源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

+

"

但是!

!$

世纪
&$

年代以后!上述发展模式的问

题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丰富的资源与资源产业的

兴起!不但没有为资源丰富地区带来预期的进一步

发展!反而产生了区域经济增长缓慢)区际贸易条

件恶化)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破坏)收入差距扩

大等问题!即所谓的资源与经济发展的悖论*

"

+

"

%G@!

年!

'.0O+*

和
<+10

M

*

J

+以荷兰为例对上述现象

的成因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源产业部门贸易顺差的

增加!导致了本国货币的升值!从而恶化了非资源产

业部门的国际贸易环境"此外!由于资源部门具有

更高的边际生产率!其对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吸收

也削弱了非资源产业部门的发展基础"这种问题在

很多资源禀赋丰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过程中都曾出

现!被称为,荷兰病-

*

&>?

+

"在后续的研究中!

I/7

M

*

@

+

对,荷兰病-的成因进行总结!提出了,资源诅咒-的

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

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因此!对资源型

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转型!降低其对资源开采的依

赖!就成为一些,资源诅咒-国家和地区未来发展的

必由之路*

G>%$

+

"

资源依赖度可以定义为单位
PAV

产出的资源

开采量"其变化量可以用于反应资源型经济转型速

度和成果的重要指标"具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

当一个资源型经济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依赖度下降

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该经济体的资源型经济

转型取得进展"反之!则可以认为其发生了逆转"

对资源依赖度在一定时期内的演进路径进行分解分

析!可以定量测量各种因素对该经济体资源依赖度

变化的影响!进而识别出转型过程的驱动因素和滞

后因素"此外!将资源依赖度演进路径模型的分解

结果与该经济体各子区域的经济规模相结合!可以

对该经济体的各个子区域的相对可持续发展水平进

行评价"这些实证分析结果都可以为相关产业政策

的调整提供借鉴"

当前!对于路径分解模型模型的设计主要有三



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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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两种分解思路相比!采

用
AKIL4VC

分解思路设计的模型在计算方面较为

困难!而且对于分解结果也不容易解释"对于后两

种分解思路!由于
S4AC

分解方法设计的模型在理

论基础)适用性)易用性和结果易于解释等方面均更

有优势*

%&

+

!因此这种思路也被本文所采用"

采用
S4AC

分解方法所设计的模型!主要以单

一统计指标为分解对象!例如资源消费量*

%?

+或
'B

!

排放量*

%@

+等"而资源依赖度作为比例性指标!并不

能采用上述算法直接进行分解分析!主要原因有两

方面#第一!比例性指标的影响因素与单一统计指标

不同!因而分解方程框架也不同&第二!由于分解方

程框架不同!用于解决定积分计算问题的均值算法

也不同"为了解决上述比例性指标的分解问题!本

文将采用
S4AC

分解的思路设计资源依赖度演进

路径分解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对山西省经济转型过

程中资源依赖度的变化进行实证分解分析!并进而

提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建议"

"

!

资源依赖度演进路径分解模型

"#!

!

分解框架

一般而言!在考虑一个经济体各个组成部分的

前提下!其资源依赖度的变化!可以受到两方面因素

的影响#第一!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经济转型情况"当

各个组成部分的经济转型普遍取得进展时!该经济

体的资源依赖度降低"第二!其各个组成部分区域

经济发展速度调整的效果"当该经济体中资源依赖

度较低的组成部分的产出比例增加时!该经济体的

资源依赖度降低"因此!根据资源依赖度的定义!并

考虑一个经济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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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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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经济体的资源依赖度&

7

为该经

济体的资源开采量&

!

为该经济体的
PAV

产出&

4

为该经济体所考虑的组成部分的个数!一般可按照

行政单位进行划分"

将式$

%

%中的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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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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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两个变量!则

随着时间
7

的推移!资源依赖度
T

的边际变化可以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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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

!

%中!该经济体的资源依赖度
-

的边际

变化被分解为等号右侧的两项影响之和"其中!第

一项来源于该经济体各个组成部分资源依赖度的变

化!可以粗略反映各个组成部分的经济转型速度的

影响&第二项来源于该经济体各个组成部分
PAV

产

出比例的变化!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调整的

影响"

设
P

和
$

为两个统计时点$

P

(

$

%!则可以通过

对式$

!

%等号两侧分别进行定积分得到该经济体的

资源依赖度
-

在两个统计时点间的变化量的分解

结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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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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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等号右侧第一项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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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项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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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是常量!且其具体的表

达式未知!因此这两项定积分均无法直接计算"

"#"

!

均值算法

为了解决式$

#

%中的定积分计算问题!按照分解

模型的一般设计思路!可以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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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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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个变量在
P

和
$

两个时点的某种均值形式对其分别

进行替换!但这种替换必须保证分解结果是没有余

量的!即式$

#

%等号左右两侧的结果必须完全相等!

因此必须设计合理的均值算法"

根据
S4AC

分解的思路!两因素的对数均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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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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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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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积分期

间为常量!因此将其带入式$

#

%后可直接进行积分计

算"

将式$

J

%和式$

&

%带入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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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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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源依赖度演进路径分解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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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证明!由于采用了式$

J

%和式$

&

%的均值算

法!式$

?

%等号右侧的分解结果为左侧该经济体资源

依赖度
T

的变化量的完全分解!即不存在分解余

量*

!$

+

"

"#$

!

完全分解方程

为了描述该经济体资源依赖度在不同年份间的

变化情况!必须将式$

?

%进一步分解为相邻年份的变

化"

设有
6

年连续的统计数据!根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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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相

邻年份该经济体资源依赖度
T

的变化量可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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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来!一个经济体从第
%

年到第
6

年资源

依赖度的变化量!被分解为每一个组成部分在每一

年通过每一项影响因素$经济转型速度和区域经济

发展速度调整%所做出贡献的和"因此!根据式$

G

%

的分解结果!资源依赖度的演进路径!可以从时间)

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三个维度进行定量描述"对分

解结果从不同维度进行分析!可以识别源依赖度的

变化的驱动因素和滞后因素"将分解结果与该经济

体各子区域的经济规模相结合!可以对该经济体的

各个子区域的相对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

!

实证分析

山西省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其当前已探明的

储量达
!&?#;?G

亿吨!约占全国的
!$\

!故而有,煤

乡-之称*

!%

+

"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开发较早!其产业

结构体系长期以来均以煤炭资源为基础!是我国典

型的资源型经济地区"为了降低对煤炭工业的依

赖!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山西省近年来一直

在谋求经济的转型发展"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作

为我国第九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国家资

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于
!$%$

年成

立"本节以前面提出的资源依赖度演进路径分解模

型为基础!对山西省资源依赖度的变化进行实证分

析!并为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政策借鉴"

$#!

!

数据选择及初步分析

山西省在,十一五-规划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资源

转型发展战略!但这一战略的系统实施是在,十一

五-规划开始以后"因此!数据选择以,十一五-规划

的开始年!即
!$$&

年为起点"由于各类统计年鉴公

布的最新数据均截止到
!$%!

年!因此数据选择以

!$%!

年为终点"此外!在山西省所辖的
%%

个地级

市中!由于运城市的煤炭开采量极小!资源型经济的

特征并不明显!因此在本文中将不予考虑$以下所指

的山西省均不包括运城市%"为了便于进行使用上

述分解模型对各个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将其

余
%$

个地级市分别进行编号!如表
%

所示"

表
!

!

山西省各地区的编号

地级市 太原 临汾 吕梁 长治 晋中

编号$

*

%

% ! # " J

地级市 忻州 大同 晋城 阳泉 朔州

编号$

*

%

& ? @ G %$

!!

全部
%$

个地区的
PAV

产出和原煤产量均来源

于'山西统计年鉴($

!$$?>!$%#

%

*

!%

+

"其中!原煤产

量来源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表$

!$$&>!$$@

%和

,规模以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G>!$%!

%表&

PAV

数据来源于,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指标-表"为

了剔除价格波动对分解结果的影响!所有
PAV

数据

在进行进一步分析前均需除以其对应年的,全省商

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X%

%"

根据式$

%

%!并以所选择的原煤产量数据和调整

后的
PAV

数据为基础!可以得到各地级市
!$$&>

!$%!

年的资源依赖度数据$单位#吨/万元%"为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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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观察其变化规律!将其以柱状图列于图
%

中"

图
%

!

山西省各地区资源依赖度的变化趋势

如图
%

所示!总体而言!山西省各地区的资源依

赖度自
!$$&

年以来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

各地区经济转型均取得了进展"此外!各地区资源

依赖度的差别很大!这就意味着存在着通过对区域

经济发展速度进行调整而降低山西省资源依赖度的

可能"

$#"

!

分解结果分析

将上述数据原煤产量数据和调整后的
PAV

数

据代入式$

J

%和式$

&

%!即可得到分解方程的中间值"

再将上述中间值代入式$

G

%!即可得到山西省资源依

赖度的分解结果!列于表
!

中$单位#吨/十万元%"

表
"

!

各因素定量分解结果

*

$&>$? $?>$@ $@>$G $G>%$ %$>%% %%>%!

经济

转型

速度

% >!;$G& >$;J!! >!;#&J >$;%&" >$;#@# >$;?G"

! >%;@"# >!;$?J >#;$#G $;GG? >$;$@! >$;!?%

# %;%"J >$;G$% >%;"J" %;G#J >$;&%? >%;!GJ

" $;#G" >%;@"J >#;""& $;#!G >$;G@% >$;@?%

J >%;&GJ >%;GJ? >#;#"# $;#G& $;@"# $;%

& >%;%%@ >$;@!G >%;"J" >$;%&" $;&&@ $;%J@

? >%;"#G >!;!%G >%;!&# %;&@@ >$;J"# >%;#G?

@ >%;""? >%;&"G >#;J#? >%;#?J >%;$#J >%;G&#

G >$;@!% >$;%$% >#;&&" >%;!$& >$;&&J >$;$G%

%$ >#;J@& >!;"#% >J;?#" %;&"& >%;##" >%;&%"

区域

经济

发展

速度

调整

% $;%? >$;%@@ >$;!$@ >$;!$? >$;!J@ $;$$!

! >$;@G@ >$;#J" >$;#"G >$;%#J $;%!" >$;%"

# $;!G? $;#?" >%;$"% %;#"! $;@"" >$;!%@

" >$;!#G $;"?? $;J%G >$;%!! $;&@" >$;%@#

J $;$#& $;$@" $;!#! >$;$$& >$;"#! >$;$%J

& $;J#? $;%#G $;$?& $;%&? $;$G% $;$"

? >$;$@ >$;"%@ >$;"#% >$;#% >$;!&@ >$;$JG

@ >$;@@@ $;?%@ $;?%! $;$"" >$;%#% $;%J?

G >$;&@G >$;& $;!G% $;%@# >$;$& $;%J@

%$ #;#!@ %;%"% #;G%G >$;%$? $;J#" %;%

!!

表
!

中的数据可以定量反应相关因素对山西省

资源依赖度变化的影响"例如!第
!

行第
#

列的
>

!;$G&

表示太原市$根据表
%

所示!

*

X%

代表太原

市%在
!$$&>!$$?

年间!通过自身的经济转型使得

整个山西省的资源依赖度降低了
!;$G&

吨/十万元"

其它数据也具有类似的经济意义"此外!表
!

中所

有分解结果数据的和为
>J";G##

吨/十万元!与根

据统计数据计算的山西省资源依赖度在
!$$&>

!$%!

年间的变化量相等!因此可以证实式$

G

%是一

个完全分解方程"

将表
!

中,经济转型速度-部分的数据求和!其

值为
>&";"%G

吨/十万元"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

速度调整-之和为
G;"@&

吨/十万元"也就是说!在

!$$&>!$%!

年间!由于各地区经济转型进程的推

进!山西省的资源依赖度降低了
&";"%G

吨/十万元!

但由于各地区的无序发展!使得山西省的资源依赖

度又回升了
G;"@&

吨/十万元"这就表明!山西省资

源依赖度的降低!主要依靠各地区经济的,自然-转

型发展!而实际相对发展速度的变化是对此起阻碍

作用的"长期以来!为了促进全省的经济发展转型!

山西省制订了许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

但上述结果显示这些政策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究

其根源!在于由于历史观念及地方财政收入等多方

面的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均十分重视本地区的经济

发展!对其进行各种实质性保护!上述结果可以反映

出各个地区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因此!破除地方

保护主义!使各地区经济按照经济转型的需要协调

发展!是山西省进一步降低资源依赖度的关键"

此外!表
!

所示的分解结果!还可以用于衡量各

地区的相对可持续发展速度"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可持续发展有两个关键!一是,可持续-!即降低资源

依赖度&二是,发展-!可以粗略的以
PAV

增长来表

示"而表
!

中,经济转型速度-和,区域经济发展速

度调整-则分别反映了上述两个指标的分解结果"

由于,经济转型速度-为负指标!且越小越好!因此将

其取相反数并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调整-的分解结

果求和作为反映可持续发展成果的指标"另外!根

据式$

G

%!表
!

所示的分解结果!除受到相关因素$资

源依赖度和
PAV

产出比例%变化量的影响外!还受

到各地区经济规模的影响"简而言之!对于经济规

模较大的地区!其自身资源依赖度的较小变化!也会

对整个山西省资源依赖度的变化产生较大的影响"

反过来!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较小!即使其自身

资源依赖度的变化较大!对于整个山西省资源依赖

.

%!

.

第
#

期
! !!!!!!!!!!!

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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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变化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区域经济

发展速度调整-分解结果也具有类似的现象"因此!

对于各地区的相对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必须综

合考虑可持续发展成果和
PAV

规模两个方面"

为反映各地区的相对可持续发展速度!将各个

地区上述可持续发展成果和
PAV

的排名画于图
!

中"

图
!

!

山西省各地区的相对可持续发展速度

如果各地区可持续发展速度相同!则所有地区

所对应的分布位置应全部落在图
!

中从左下角到右

上角的对角线上"也就是说!分布位置落在这条对

角线上的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可视为所有地区的

平均水平"某个地区的分布位置偏向于图
!

的左上

角!则说明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成果排名低于其

PAV

排名!也就是说其相对可持续发展速度低于平

均水平"而且!偏离程度越大!相对可持续发展速度

越慢"反之!某个地区的分布位置偏向于右下角!则

说明该地区的相对可持续发展速度高于平均水平"

而且!偏离程度越大!相对可持续发展速度越快"为

了更清晰的反映各地区分布位置相对于从左下角到

右上角的对角线的偏离程度!四条与该对角线平行

的虚线也在图
!

中画出"

根据图
!

所示的结果!全部
%$

个地区的相对可

持续发展速度从快到慢的排名应该为#朔州)阳泉)

晋城)忻州)长治)晋中)大同)太原)临汾和吕梁"

%

!

结语

由于,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等原因!对经济发

展模式进行转型是很多资源型经济的必然选择!而

资源依赖度的变化则可视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标识"

为了识别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驱动因素和滞后因素!

并对可持续发展效果进行评价!本文首次提出了资

源依赖度演进路径分解模型"该模型在考虑一个经

济体的组成部分的基础上!以资源依赖度的导数形

式为起点!通过设计均值算法解决定积分计算中存

在的问题!最终得到资源依赖度完全分解方程"该

模型可以将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期内资源依赖度的

变化!分解为每一个组成部分在每一年通过每一项

影响因素$经济转型速度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调整%

所做出贡献的和"使用该模型对山西省$不包括运

城地区%

!$$&>!$%!

年资源依赖度的变化量进行分

解分析表明#第一!山西省资源依赖度的降低!主要

依靠各地区经济的,自然-转型发展!而各地区经济

的实际相对发展速度的变化是对此起阻碍作用的"

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使各地区经济按照经济转型的

需要协调发展!是山西省进一步降低资源依赖度的

关键"第二!全部
%$

个地区的相对可持续发展速度

从快到慢的排名应该为#朔州)阳泉)晋城)忻州)长

治)晋中)大同)太原)临汾和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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