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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 用系统工程
、

控制论和耗散结 构等理论
,

借助 系统动 力学 ( SD )仿真技

术
,

且把灰 色系统预浏模型盯人 SD模型中
,

来协同时陕西咸阳市杨陡 区农村经 济 的

发展进行探索性研 完
。

本文通过仿真试验和采用模糊综合评审原理进行多方案比较

辫识
,

确立 了特 定区域 农村发展的战咚方针
, 发展模式和到本世纪末不同时段产业

结 构调 整方案及其他对策措施
。
活匕外

,
结合 区域发展研究

,

文中还初步提 出和探讨

了 “ 经 济决 策报偿 效应
” 理论

。

` ,
关健询公世域农村经济

, “
系统动力学 ( s D ) , 仿真技术 , 发展模式 , 产业结

“ , 榭
;

经济决策报偿效应
知

」

扫
,

} ` 声 〕 ’
. 4 一

厂
、

廿止世 纪将是净国经济建设战略重 点转 向西 部和西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

要实现这

个战略转移歹基础在农业 ; 而农业的腾飞又依赖于科学技术做支柱
。

杨皮区是一个地处中国西

部的农业科学城 ; 要为西北或茜部农业快速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犷这就 需要 依 托 于 杨 陵

区社会
、

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
。

1 杨陵区衣村经济发展状态的系统辨识

1
.

1 系统概况识别

.1 儿丫
“ :

经济发展概况 杨陵区是 围绕驻地农业科研教学单位于
1。8 2年设支的特飞汀

`

行 政

区
,

现辖于咸阳市管理
。

19 8 5年底全区总人口达 9 4 0 4 4人
,

其中农业人口 7 1 8 14人
,

占全区总

又口的7 6 %
。

这里曾是尧时期
“
教民稼墙

” 之地
,
秦末汉初已成为我国农业发达地区之一

。

新中国成

立后
,

该区发 生了 显著 的变化
,

人民安居乐业
,

生活及居住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

特 别 自

1 9了8年以来
,

由 于贯 彻 执行发展商 品经 济
、

治 穷致富的政策
,

杨陵区农村经济 发 展 较

快
, 19 8 5年经济总收入已达 3 5 5 4万元

,

较之 1 9 7 7年增长了 1 44
.

2 %
。

其中
,

农 业 总 收 入 为

23 4 0万元
,

增长了 10 7
.

8 % , 乡镇企业总收入为 12 14 万元
,

增长了 2 6 8
.

5 %
。

1 9 8 5年农村商品

收入已达 1 1 9 0万元
,

上交国家税金也逾越 1 00 余万元
。

现在该区村民的生活不仅温饱 有余
,

本文于 1 9 8 6年 9月 1 5日收到
。

1 ) 现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统工程教研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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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食物结构开始向讲求质量和营养方面转移
,

有一部分农民已跨入宽裕型或达 到了 小 康 水

水
。

杨陵以农业科学城著称
。

:

多年来
,

该 区向全国各地提供了大量的优质
、

高产农 林 牧 良

种
,

以 及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和丰产经验
,

形成孑初具规模的良种繁育推广基地
。

仅 1 9 8 5年

该区农村共向外提供各类作物良种 1 50 多万公斤
,

一

增加收入 1 7 9
.

3万元
。

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从

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和劳动力
, 1 9 8 5年这 些专业化经营的总收入 已占全区农村 经 济收 入 的

40 %
。

诸此均为今后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和建立现代化农业区奠定了物质
、

人才和 技 术 基

础
。

1
.

1
.

2 系统优势与潜力 杨陵位于关中平原西部
,

渭河
、

法河和漆水河三面环绕
,

总面

积约 94 平方公里
,

海拔介于 43 5~ 56 3米之间
。 1 9 8 5年初有耕地 9 2 0 6 4亩

,

坡滩地 5 6 0 0 亩
,

还

有 5 5 5 3亩水域可以利用
。

这里气候温暖
,

光能充足
,

年均 日照时数 2 16 3
.

8小时
,

年总辐射量

达 1 1 4
.

8千卡 c/ m
’ ,

土壤肥沃
,

水资源较丰富
,

因而适宜粮食及其他作物两 熟 或多 熟 制 生

长
。

该区机械设施配套较完备
,

田间作 务 和运输 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

杨陵区 1 9 8 5年底有城镇人口 2 2 2 3 0人
,

其中科教人员和大中专学生占一半之多
。

随 着 西

部农业的战略开发
,

这里云集的农业科教
、

技术人才会日趋增多
。

此外
,
杨陵地处西安与宝

鸡市之间
,

位于陇海铁路线上
,

其东西沿线工厂较多
,

这些客观存在的生活消费市场需求
.

已

形成了对其发展商品生产的强磁引力
。

杨陵农业良种推广久负盛 名
,

但 历 年 提 供 量 有

限
,

远不能满足省内外的需求
。

因此
,

以各类农林牧良种为主的 潜在 技术 服 务市 场 势能

不可低估
。

,
’

解放以来
,

驻地 n 个农业科教单位共取得近 4 00 0项科研成果
,

其中有好多适宜于木区推

广应用
。

这 里还蕴藏和凝聚着 丰富的经济信息源
。

该 区小学毕业以上程度
`

的农民占 75 %
,

需要开展职业技术教育
,

培养专门从事良种繁育和其他生产经营 的知识型农民
。

诸此均构成

了发展杨陵农村商品经济和促进农业科技进步的潜在力量与源泉
。

.

2 系统结构现状与功能分析

凡系统必有结构
,

结 构决定功能
。

近年来该区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

但经疥总产平低
,

资

源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

这种既相融合
,

又不相适应的客观表象充分说明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结

构不佳
,

输出
r

功能较差
。

其主要表现在
:

①结构单一
,

资源未能充分利用
。

该区农村产业结构近期仍是单元化的农业结构
。

。

1 9 8 5

年有 8 2
.

3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

而投入第二
、

三产业的分别仅占9
.

4% 和 .8 3 %
。

就产值

构成来说
, 10 8 5年第一

、

第二
、

第三产业 的产值比为 55
.

8% , 2 5
.

8%
: 1 8

。

4%
,

显然仍以农业

为主
,

而农业中又以粮食为核心的种植业为主
。

结果使系统内部大批剩余劳动力缩集在种植

业上
,

数千亩坡滩地等自然资源未能很好地开发和利用
,

得天独厚的农业科技资源未能充分

发挥
。 -

②系统经济关系松散
,

发展的序低
。

该区农村经济系统内部各业间
、

及各种所有制形式
,

在较低层次关系较密切
、

明确
,

而在较高层次上关系松散
、

模糊
,

相融度低
。

目前农村分户

经营 占绝对优势
,

而在户
、

村
、

乡和区诸层次间
,

经济联系和机制能力较差
。

大部分农户经

营既要有劳力
,

也还需要资金和技术
; 既要种粮菜

、

养畜禽
,

还要上市购原料
、

售产品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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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松散
、

小而全的农户经营使农村仍处于半封建式 的小农经济状态
,

它与环境不相精合
,

系

统整体功能低
,

经营效益差
。

1 9 8 5年全区农村社会总产值虽达 到3 8 4 4
.

3万元
,

但劳均产值仅

有 12 3 3元 : 1 9 8 4年粮食丰收
.

但小毒与玉米 的亩 利润也 只有 2异
.

4和 33
.

2元
。

1
.

万 影晌系跳经济发展的生共阵礴与根深

1
.

3
.

1 发展方向不明确万
’

因而决策困惑
,

指导上多中心
,

难以有序地调控系统的经 济

运转
。

1
.

3
.

2 小农经济思想束缚较重
,

因此常制约着一些领导人的经济发展决策胆略
,

禁 锢

着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力量
,

阻碍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

1
.

3
.

3
「

经济体制不健鉴、 干部管理水平低
。

杨陵区行政管理层次多
,

不同组织机 构 间

权责限模糊
。

政工队伍庞大
,

’

但智能结构不合痊
,

相对缺乏商品经济观念和经营管理技能
,

因而不利于指导经济快速发展
。

1
.

3
.

4 吸收
、

处理和运用经济信息能力差
。

杨陵信息源丰富
,

但缺乏咨询机构及 组 织

服务
。

农村各经济单元 自觉采集和运用经济信息能力差
,

因而狼难摆脱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

态
。

- ` 、 -

1
.

.3 5 科技资源的并发利用很 不够
。

这 主要是 由于科技传感系统
一

区
、

乡
、

村 各

职能部门缺乏认识
,

士作不力
,

从而使科技源的供给同生产者的需求不能在时间
、

地域上有

机结合
,

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建勃发展
。

一
2 杨陵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与对策

系统工程提出
, 目标的研究比实现 目标更重要

。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与教训生动地表明
L

,

睡济发展战略与目标的研究和选择
,

对国民经济能否健康顺利地发展

具有极大的关系
。 “

十土夭
” 巳制定了我国经济翻番的目标和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 发 展 战

略
,

作为区域农村经济系统
,

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导下
,

如何根据本地特点科学地制定自己的发

展策略和对策措施呢 ?
` 一

2
·

’ 杨乒区农村经济发艘的系统动
`

态仿真

2
.

1
.

1 农村经济系统的特征与 S D 原理
。

杨陵区农村经济系统的发展不 仅 具 有 前 述

的一些特点
,

而且 同其他区域农村经济系统一样带有许多共性的东西
。

但这些共性相对于非

农村经济系统又表现为 自身的特殊性
,

可归结如下
:

`

①多元性与复杂性
,

农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元集合体
,

既有生命物质
,

也有非生命物质 ,

既从事农业
,

又经营第二
、

第三产业
。

由于层次多
,

给构复杂
,

因而边界模糊
,

经营带有风

险
,

很难统筹与驾驭
。

.

、

②开放性
。

农村经济系统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体
,

因而具有开放性
。

按照耗散

结构理论
,

农村经济系统作为一个非平衡态的有机体
,

总是在不断地借用信息反馈进行新陈

代谢 , 为了维持其有序性
,

必须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着物质
、

能量和信息
。

这种交换不仅调节

和组织着系统内
一

部物质与能盆的有机辐合
,

增加 自身的负嫡流
,

促进自身的有序化
,

且增嘱

对外界环境的适应与抗干扰能力
,

以便达到提高系统功效之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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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追求多目标
。

农村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系统本身除追求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标

外
,

在不同层次
,

不同时段
、

不同状态下还需要追求诸如社会
、

生态
、

速度和效益等方面的

多目标
。

但须在最终目标的要求下
,

统筹兼顾
。

·

④空间格局
`

的不均衡性
。

由于地域和环境各异
,

生产条件与社会状况不同
,

因而不同经

济系统
,

或同一系统不同层次
、

不同元素组合的发展状态都表现为地理环境上的非等同性
。

因此要因地制宜
,

协同发展
。

⑤动态演替与滞后效应
。

农村经济系统既因空间环境而异
,

也随时间持续在变
,

原因与

结果
,

生产同报偿
,

都因时间而分离
,

且表现为周期较长
。 因而某项决策和措施往往滞后效

应反馈慢
,

调整时间长
。

因此
,

制定其经济发展策略需要事先模拟 预 测 和 动 态 跟 踪 调

控
。

⑥综合性与人为性
。

农村经济系统具有整体性
,

,’, 总体大于单元之和
” 。

因此
,

区域农

村经济系统的发展要在发挥优势的同时注重综合发展
,

以便能量互补
。

这决定了我们的研究

必须是综合性的
,

且拟定其经济发展 的战略
、

模式及对策措施更显重要
。

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
’

的主体
,

既可以自己的意志
、

观念去影响经济系统的运转
,

也可以

自身的行动去开发
、

调控它
。

因此
,

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

既要充分了解系统
,

又要不断进

行模拟实验和信息反馈
,

以便加深对系统发展的再认识
,

获得对其发展的 正 确 设 计
产与 决

策
。

⑦灰色性与非线性
。

农村经济 系统的错综复杂和动态演替性
,

加之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
,

因而呈现为
“
灰色

”
体

。

但人们依据 已知 的信息
,

采取先进手段
,

可以预报系统
,

使某些灰

元 白化
,

以便更好把握人类的自身活动
,

适应和利用客观规律
,

促其迅速而高效益地发展
。

农 村 经 济 系 统 的非线性是指系统内各元素之间
,

以及元素对总 体的效 应 并非线性相加

或成比例发展
。

由于其不同时空间的内在波动性
,

系统总体效应是各元素加上时间 维 的 函

数
。

面对具有上述共性的农村经济系统和杨陵特点
,

采 用何种方法
,

才能更好地认识
、

研究

和促使它的发展呢 ? 系统论认为
,

复杂系统的本性是反宜觉的
。

因此作决策必须使用!算法
,

不能靠 直 观 判断
。

美国著 名学者 J a y W
.

F o r r e s t e r 教授在 5 0 年代末创 立的系统动 力 学 ( S y s t e m D y n a三

m ic s S
.

D ) 是研究复杂大系统
,

帮助决策者进行战略构思和制定动态策略方案的理 性 指 南

针
。

它以控制论
、

系统论和信息论为理论基础
,

以计算机为手段
,

较之运筹学和计 量经济等

方法除能动态跟踪和不受线性约束外
,

由于其一切系统都是信息反馈系统
,

系统内部都有反

馈机制
,

它不是追求最佳解
,

而是以现实存在为前提
,

寻求改善系统行为的机会和途径
,

因

而更能把决策者的思维
、

各方面专家和群众的智慧与经验
,

通过数学模型
,

交给计算机进行

人机对话式的实验 ; 通过模拟系统发展的历史过程
,

了解系统发展 的内在规律
; 通过改变系

统的参数和结构
,

测试各种技术
、

经济措施或政策的滞后效应
,

寻求改善系统行为的政策介

入点
。

从而为决策集团提供较适的发展战略方案和相应的对策措施
。

因此
,

S D 被称为
“ 战

略与策略实验室
” 。

它能够把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密切结合
,

使科学与经验取得统一
,

求得

模型与实体同构
。
它着重于以系统内部的结构演绎与机制来推测未来变化

,

提出控制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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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可以将灰色系统
、

计量经济等类以历史资料为主预测未来的模型弓}入其内
,

对系统作更

确切的仿真和深入的研究、 采用 S D 方法无疑是系统开发中进行综合性研究较为 理想 的 手

段
,

是区域农村经济系统及其他方面的发展研究和管理决策化的新途径公
’ .

;
,

`

2 : 1
.

么 系统边界
一

与模型设计
。

区域农村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冻统内部不同层

次的子系统通过物流和信息流进行祸合
,

而在每一个子系统内部又因各元素间碗因果律组成

了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反馈环
,

区域农村经济系统的动态仿真模型建立正是以
`

这种不同层次

水平止的因果关系反馈环为基础的
。

本项研究根据杨陵区农村经济系统的边界缉态和因果关

系环 <图略
「

决选取了包括八个子集的25 3个变量
,

其中状
_

态变量拍个广表变量3 2个
,

还 有 三

个宏 函数和一个指数函数等
。

如果设所论变量的全集为O 、

Q =
{q 、 , q : ,

· ·

一 q Z : 。 二 ( Q ) 二 { Q
, ,

Q
: , … … Q

:

卜

其中
:

Q l一 人口 子集 ,
Q Z一种植业于集 , Q 3一养殖业子集 ,

Q卜林果业子集 ,
Q S一副 业子集

,
O卜第二声业子

集 ,

Q,二 第三产业子案
,

Q S一资金子集

_

然后将备子集之 J’ed 及其矛毕内部的因果关系反馈环转换成 F 图
。

描迷成邵导个姆句方程
,

其中状态方程` 6个
,

活性方程 “ ” “个
二

〔

例1 众州 1 5岁人口 L
, 。

的状态方程

再利用 D YN O M O 语 言

d L
, 。

。 n 。

- , -二一盆 二厂式 一 式
, 。

d 幻

即L
, :

( t + △ t )
二 L

, :

( t ) + ( P R ( t ) 一 R
, 。

( t ) )
’

△ t

当△沁 1时
,

离散化有

L
、 :

臼 十功
=

丸
。

( )t 十 尸兄 ( )t 一 R
, 、

(t )

式中
:

L
, :

( ` ) 为 t年 。 ~ 25岁的初始人 口 ; P R ( t ) 为 t 年的人 口出生率 , R
: 。

( t ) 为
`

`

。 ` ” 岁人 口的死亡率、
、

」

例 2 粮食年亩产量的 州灰色” 预侧方程式
`

已知单序列一阶线性动态模型之微分方程式为
_

…

d X
, ( ` )

d t

过 + a X , ( ` 〕 = U ( ’

`

{
`

飞
、

.

)
_ 1

.

`

群 不咖杨陵区农村 1% 工一玛 8才
`

年粮食年亩产量序列资料 、 求得年亩产预测形 式
`

模 型

为 一
`
一 一 `

扮
一 「

、 ’

·

认
`

x 山 (t 十 1)
= ( x

。 。 1 ) 一
旦 ) 。

一
, 旦

a a

,

!
、

剑
一

并通效后验差检验
,

精度达到了一级
,

·

模型拟合度甚佳
,

、

可用乎本系统粮食年亩产量的

预测 〔 具体检验略 )
,

此外
,

考虑勤本区域气象因子的周期性影响和不同发展方案受社会经

济因素的干抚
,

「

而增加了一项褪时间变化的噪声部分
,

以便对预侧值粉于经验修正
,

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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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发展方案的形式模型方式为

x ` ! ) ( , + 1 ) = ( x
。 ( 1 ) 一

菩
)

一
+

髻
+ 不 ( ` + 1 )

例 3 外需资金方程式

I N 厂 ( t ) = T厂 ( t ) x N P ( t ) + I P ( t ) 一 T犷 ( t ) x N P ( t ) x I G ( 才一 1 )

式中
: T厂 ( )t 为 t 年的农村社会总产值

; N 尸 ( )t 表示 t年的净收 益 比 率
;

I尸 ( )t

为 t 年的投资净收益系数
; I G ( 卜 1) 代表 卜 1年的生产积累率

2
.

1
.

3 仿真结果与模糊综合评审在运用因果关系图 (图 1) 和 F 图 (图 2 ) 定性分析的基础

图 2 杨陵区农村经济系统 F图

上
,

借助 S D 模型进行量的模拟
,

以辨别各种战略思想与决策的滞后效 应
。

在 仿 真 研 究

中
,

以 “
城郊科学型

”
为其基本发展方案 I

,

将现存的几种分歧意见归纳成另外三个发

展方案
,

借助专有软件在 1 B M一 P C / x T 计算机上通过调控有关参数反复试验
,

得到 了 四

个不同方案各年度 的规划指标值
。

输出结果略
。

既然农村经济系统是一个追求多目标的开放的人工生态系统
,

那么多方案的择优排序问

题须实行多目标的综合评审
,

才能从满意与可能
、

当前与长远
、

局部与总体方面出发
,

选择

满足社会需求
、

技术上先进可行
、

经济和生态效益高的发展战略与模式
。

根据模糊综合评审

原理
,

设上述仿真方案的评审目标集为

o = {
0 1 , o : , 0 3

}
,

o : = {f
: , ,

f
Z : ,

f
: 3

}
,

。 , =
{ f

1 1 ,

f 1 2 ,

3 2 ,

f
, 3 ,

f
, ` ,

f
: 。 ,

f
, 。

叭 二
{j

。 , ,

j f
。 。

式中
: 。 1

一社会经济效益
;

f
l l

一农村社会总产值
;

f
1 2

一农村人均国民收入
;

f
, :

一 粮

食总产量
;

f
, ;

一粮作 良种提供量
;

f
、 ;

一食品饲料加工业产值比重
;

f
, 。

一 第 三

产业产值 比重
; 。 2

十生态效益
;

f
Z ,

一林木覆被率
;

f
: ,

一亩施有机肥
;

f
Z ,

一 乡

村工业影响
; 。 3

一可行性
;

f
。 ,

一资金
;

f
。 :

一饲料粮供需
;

f
。 J

一智力资源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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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
。

按照模糊综合评审公式 V =万 W ; V
;

依次求得子集
。 ;

和总目标集 O的功效系数
,

再依 据

大小排序可得战略方案的优化评价链
。

式 中
: V 代表功效系数

,

V
:

表示第 i 子集的功 效 系

数
,

W
i

表示第 i 子集的权重
。

各方案的评审结果见表 1
。

从上述评审结果知
,

方案 I 总体功效排序首位
,

即是今后发展应采用的
“ 最适

” 方案
。

其特点是能够充分利用科技和 自然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潜力
,

实行一
、

二
、

三产业全方位开

放的放大型生产
。

在分时段突出良种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同时
,

实行农牧林副
、

工业建筑业
、

商业服务业的综合发展
,

以求系统 内部的协同和满足社会需求
,

在服务城市的同时
,

充分利

用驻地及外部科技力量
、

科研成果和经济信息
,

提高全区农民素质
,

促进商品生产较快地发

展
。

从表中社会总产值演替趋势看
,

方案 I 逐渐远优于其它三个方案
,

各时期经济 发 展 速

度
、

各业产值结构比其它方案较适宜和合理
,

到 2 0 0 0年农村劳动力基本各尽所能
。

但须注意

克服因农产品加工业兴盛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金的欠缺
,

以及饲料与加工原料的 供 需 缺

口
。

方案 l 重点为木区农科城服务而发展第三产业和 良种化生产
。

但经营规模较小
,

系统内

部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

科技潜能 也未足够释放
,

因而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可能较大幅度地

提高
,

也难促使农科城尽快地发展
。

方案 l 是在服务本区城镇的同时
,

突出发展一般工业
。

但由于本区缺乏工业原料和技术

力量
,

且设施差
,

投资大
,

见效慢
,

发展化工或机械类工业
,

污染农科城
,

因此这 种脱离系

统资源优势
、

背离农业科学园形成的发展路子是不可取的
。

从此方案的模拟结果中 也 可 看

出
,

由于不能发挥优势和有机地调整农业结构
,

因而经济发展速度慢
,

总体功效差
,

还要受

到市场供需机制的严重影响
。

方案 W基木上是农 牧 发 展型
。

尽管本区是农业区
,

驻地科技力量又以农牧为主
,

发展粮

畜较为有利
,

但加工业和第三产业不发达
,

农村经济很难摆脱传统农业阶段
,

农民 缺 乏 资

金
,

也不可能装备和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及农民的生活环境
,

最终也制约着农科城的繁荣
。

2
.

2 杨陵区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评述与对策

通过上述仿真研究和分析评判
,

该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奋斗目 标 应 是
: 坚决

克服小农经济思想
,

依靠 利
一

技发展商品生产
,

力争把杨陵农村建设成一个具有城郊科学化的

现代农业区
,

到 2 0 0 0年在严格控制人口 出生率
、 一

卜分珍借上地和防止环境污染的基础上
,

在

不断提高经济和生态效益
、

尽力满足社会需求 的前提下
,

使农村社会总 产 值 从 19 8 5 年 的

3 8 4 4
.

3 万元增加到 2 6 5 9 3
.

4万元以上
,

农村人均国民收入 由 10 8 5年的 2。。 元 最 低 达 1 2 5 7

元
。

上述战略方针的理论依据是什 么
,

采用什么对
一

策措施 保证与实现呢 ?

①战略方针的理论依据和评述
。

一定形态的农业
,

从来就是与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

济 条件息自
、

相关的
。

城郊型农村经济是一种介于城市经济和 乡村经济之间特殊形态的区域经

济
,

其主要特点是
:
城郊农村生产的目标 和布局都是以城镇人民生活需要为着眼点

,

既要生

产和经营 鲜 活 精美的农产品和深度加工 {六
,

又要重视发展交通运输
、

商业
、

饭食
、

服务等

第三产业
,

从而形成围绕城镇市场和当地 条件与优势的多元化
、

同城镇互为开放
、

广 为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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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

相互渗透的动态农村经济结构体
。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化
。

现代农业是以科学技术作支柱
,

利用信息进行激发
、

创造

和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
。

杨陵农村的地理位置不仅决定了该 区应以农科城和临近城市为对象来发展商品生产
,

走

城郊型经济的发展道路 , 而且这里又是 全国最大农业科教基地
,

拥有 20 多个专业学科及近百

个专项研究室和干旱半干旱等研究中心
,

装备先进
,

成果硕多
,

对外交流广泛
。

因此
,

应紧

紧依靠这个强大的科技源来促使当地经济腾飞
。

所 以
,

城郊科学型无疑应作为今后该区农村

经济发展的
“ 中轴思想

” 或战略方针
。

②主要对策措施应在政策指导下靠科技来激发 ,相应地需要调整生产的重心
,

即由初级产

品的生产转向精良
。

和多层次的深度加工及生活消费市场
,

并以这种满足人们消费和大工业

生产需求的
“
反撞式

”
再次激发初级产品的快速增长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

杨陵农村既然以城

郊科学型为其发展方针
,

就应有发展模式和措施
。

为此
,

须从下述几个方面来运筹
。

其一
,

根据方案 I 中的规划指标
,

按时序依次调整种植业
、

大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

同

时疏导物质流转和信息传递通道
。

从而逐步形成大农业同第二
、

三产业之间及各业 内部的最

佳辐合和良性循环
。

其二
,

开环规划
,

走
“ 种养良加贸

” 的发展新路
。

由于我国的城郊经济在区域 范 围 上

存在着按行政区划与按经济内在联系划分的不一致性
,

且考虑到农科城科技辐射域与经济凝

聚力
,

因此须树立开环规划的思想
。

即立足本区
,

但环顾临县附近农村资源的利用
,

以及临

近城市的消费市场和省内农业良种的需求
,

走
“

种养良加贸
”

的经济之道
。

就是说
,

在充分开发

科技资源的前提下
,

以种植业为基础
,

利用区内外的饲料资源大力发展畜牧业
,

利用科技优

势和区内外所能提供的生物及微生物产品
,

建立 良种繁育基地 和以食品
、

饲料为主的农副产

品加工业中心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外交换良种
、

出售加工品等贸易和信息交流中心
,

从而

反馈又促进科学技术
,

促进
“

种养良加
”

的快速发展
。

这种发展模式正是贯彻前述的
“
中轴思想

”
或战略方针而提出的

“
中轴结构

”
或战略对

策模式
。

其三
,

根据各地域特点
,

围绕农科城合理布局生产力
。

并采用专业经营和企业化生产
,

逐步建立各个生产
、

加工
、

销售系统
。

其四
,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

尽力满足社会需求
。

重视智力投资
,

促进经济持续 快 速 发

展
。

其五
,

进行体制改革
,

筹措建设资金
,

以确保时段规划指标的超额完成
。

这样
,

可将其自发
、

自由
、

离散的农村经济系统转化为结构合理
,

专业化
、

社会化和自

由兼融
,

发展有序
,

输出功能强的现代化农业区
。

3 问题讨论

3
。

1 杨隆区农村经济发展 同农科城建设

杨陵农科城的建设
,

不仅影响着西北农业的开发
,

同时也 可 能 以其内聚的科技波辐射

黄土高原区的内蒙
、

山西和河南等地
。

若只注重驻地科教单位或城镇的发展
,

既不能满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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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农业发展的需要
,

也不能保证科学城人心思定与更加兴旺
。

所以从未来西部成为重点开 发区

的高度考虑
,

应 当把杨陵区建成一个以生物工程为主的科研
、

教学
、

生产
、

推广
、

服务协同

发展的农业科学园— 中国的农业
“ 硅谷 ” ,

既希望于国家投资建设杨陵
、

也需要把科教单

位和城镇的建设同该区农村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
,

同步发展
,

相得 益彰
。

城镇是人 口集聚的代换词
。

随着农业科教事业的发展
,

该 区城镇人 口必然增加
,

一是以科

教人员和大中专学生为主体的 固定性人口 增加
; 二是以科技交流

、

经商
、

贸易等为主的流动

性人 口增加
。

这两类人口 的增加必然加大了人流
、

科技流和经济流的势差
,

从而产生较大的输

出功能
。

应控制其他与当地特点关联度较小的工业性人 口的迁入和城乡人口 的出生率
,

从 而

使杨陵人 口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同农科园的发展相协调
。

3
.

2 经济决策报偿效应

在任何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开发
、

运行
、

机制之中
,

在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资源一定条

件下和某一时段范围内
,

该系统经济发展的速度
、

水平往往伴随着决策集团对系统的社会
、

经济
、

科技
、

生态状况了解的深度
,

市场信息
、

科技情报
、

社会心理掌握和决策方案拟定合

理与否的程度
,

以及决策胆略和实施中开放度而呈现出一种指数增长形
。

笔者称此为经济决

策报偿效应
。

所谓指数增长是指某一个量在一个既定的时间周期中
,

其百分比增长是一个常

量时
,

这个量就显示出指数增长
。

这种指数增长
,

对于生物系统
、

社会经济系统和其它一些系

统
,

几乎是一种共同的过程
。

就社会经济系统而言
,

如果决策失误
,

则增长比率为负值
,

即经

济状态呈现衰减趋势
,

其衰减程度依据决策失误的严重程度而变化
;
如果决策正确

,

则经济

增长比率为正值
,

且依据这种决策力的强弱而出现不同趋势的增长
。

我国 1 9 7 8年以来国民经

济发展的显著变化
,

日本战后经济的腾飞均足以证明决策在经济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

也 表

明这种效应原理是客观存在的
,

是人类能够能动地改造 世 界
、

造 福 于 后 代 的 客 观 规

律
。

·

遵循这个效应原理
,

在区域社会经济系统
,

特别是农村经济系统的开发中
,

必须借用现代

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

加强其发展战略和对策措施的科学性研究
,

为领导集团提供科学的决

策依据
,

从而使区域经济系统能在新的条件下
,

不断形成新的
,

更高一级的有序的 耗 散 结

构
,

以促进系统内外经济发展
、

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持续提高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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