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两个区域 保加利亚的斯里斯特拉区域和波

兰的诺特克区域
。

这两个区域的实例研究近来

是作为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区域开发任

务的部分工作而进行的
。

诺特克和斯里斯特拉区域都是大农业区

在这两个区域的开发中
,

灌溉起着重要作用

这两个区域也需要迅速扩展住房和服务的现存

设施
。

在斯里斯特拉区域
,

假设区域开发的主

要目标如下

 ! ∀ 区域发展速度极大化  一般意义下∀

 #∀ 保证不减少区域在国家农业生产中的

现有重要比例

 ∃∀ 保证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
,

其速度至

少等于国家平均值
 %∀ 减少农村一城市间迁移

 & , 从 全局 ∋看
,

区域平均工资极大化

在波 兰诺特 克地 区所讨论的
,

除 了斯

里斯特拉实例研究所讨论的
,

还有另外一些 目

标  可轻微调整∀

 ( ∀ 农业生产极大化

 )∀ 发展灌溉系统
,

使农场有可能实现最

佳生产效率

 ∗ ∀ 发展区域内工业和农业
,

并不产生严

重的环境间题
。

、

既然两个区域的区位条件和发展 目标极其

一致
,

同样的模型系统可用来分析两个地区的

问题
。

最重要的部门为农业
、

工业  作为农业

的补充部门∀
、

供水  包括灌溉∀
、

人口增长和

迁移
。

有关这些因素的模型构成了模型系统的基

础
。

分析的第一步
,

限制了模型的数目为能保

证系统简单可行的最小数
。

第二步
,

设计包括

处理区域居住
、

服务和环境关系的另外子模型
。

#
&

区城工业模型 有必要引入通用模型

以分析区域内的工业增长
。

这里采用的模型是

莫斯科中央经济和数学研究所开岑的
&

此模型

包括了生产过程的一般描述
,

所以
,

有可能考

虑大量资源
、

最终产品和非线性费用的相关性
。

下面要给出这个模型的轮廓
。

首先有必要

解释一些记号

% 表示区域内生产单位的可能位置
+ 表示  在区域内或其边界上∀ 需求集
·

∃,
· ‘

中的点
−
表示工厂或生产单位的类型  不确

定卜

.
表示投资的利润率

/ 表示不同类型工厂之集
,

与 %独立

0 “
表示最终需求 ‘包括区域内和区域外

的需求∀

1 ,
表示在 %点上对不可运输资源的本地

需求
2 ‘ 表示在 3点上对可运愉货物的固定需

求

.3
,

表示在 %点上工厂 。生产商品的单位

成本
4 ‘

,

表示在 %点上从工厂 。
中生产每单位

产品的投资额

5%
,

表示在 %点上对工厂 有用的当地资

源

6%
,

表示从 %点到 点的运输 费用  指个

别货物∀

7%
−

表示从 %点可运输到工厂 的资源和

货物的标准水平

8%
,

表示 %点不能运输到工厂 的资源和

货物的标准水平

9%
−

表示在 % 点从工厂 输出的标准水平

 对可运愉货物∀

:%
−

表示在 %点从工厂 输出的标准水平

 对不可运输货物 ∀

∋%
,

表示在 3点工厂类型 的利用水平

; ,
表示在 3点和

、点之间货物流通的数

量

23
,

表示说明工厂 是否应建立在 3点的

整数变量
。

模型包含以下约束方程

 % ∀ 在分析中
,

区域内外可运输资源的需

求量须满足

艺9 %,

∋ 0 −

》1 “

%

 # ∀ 对不可运翰资源的需求量也须满足

: 0 ,

∋ 0 斌夕 # #

 ∃∀ 从某点运出的货物量等于该点生产的

可运输货物的数量



9 ! −

∋ 3,

<< 艺; 0 ,

=

 ,∀ 每一点上的企业  无论是已建还是新

建 ∀ 对于可运输货物需求量等于运到该点的货

物数量之和

2 ‘> 7 , −

∋ ,

一系;
,
声

 ?∀ 对 于不可运输资源的当地消费限制在

有效的供应之内
8 0 ,

∋ , , 一

53
, 2 0 −

所有这些变量应是非负的 某些变量还要求是

整数

∋ ,

二 ‘,
,

; 了·夕 ‘,
,

一≅
。或 !

Α

未来区域发展
。

各部门的产品按三个步骤加以协调
。

首先
,

评估给定区域内资源
,

并明确对区域发展影响

重大的资源
。

最重要的资源一般是劳动力和资

金
,

也可能是另外的资源  例如
,

水资源∀
。

后

者应限制不超过三个
,

否则协调程序会变得非

常复杂
。

其次
,

对每一生产部门求出酬尤解和
次最优解

,

导出特确勺函数关系
。

这些函数关

系表明每一部门如何有效地依赖分配给该部门

的资源数量
。

最后
,

必须解决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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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普通的 目标函数是使产品和运输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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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在此模型中采用其他的 目标函数也是可

能的
。

该模型具有许多一般性质
,

能用来描述多

生产系统
。

在后一种情况下
,

产品是综合化的
,

全葡股入和产出要适应这种综合化
。

对每一地

点而言
,

可以从大量的生产规模以及技术变量

中选择合适的生产单位的规模和技术
。

模型还

包括可运输和不可运输的货物
,

本地和夕随的
需求  分析中

,

夕随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区域的

边界上∀
,

同时还包括产品和消费的替代元素
。

最后
,

容易地转移矩阵调整为具体的
,

例如各

种产品的运输费用
。

由于编制了相关程序的软件包
,

即使求解

问题是多部门的
,

仍能使用这个模型
。

∃
&

模型系统的结构 本节讨论模型系统

的总体结构
,

图 % 给出大致轮廓
。

总的思想是

在变化着的外来约束下
,

采用最佳的本地和外

地劳动力数量
,

协调区域系统内主要部门的发

展
。

这些外来约束来自 原料和最终产品的价

格系统
,

此系统可用 于评估本地工业和农业的

效益 从整体来看
,

对国家的平均数据系统
,

包

括哪些能用 5预侧迁移的信息  工资
、

服务质

吸
、

人均居住空间等∀ 区域经济中
,

关于总的

外闭股资信息
,

这种投资的分配可以用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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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表示部门或部门组

: 表示第 Ε 部门的效率函数

∋
,

表示第 Ε 部门雇用职工数

℃ 表示第 Ε 部门的投资额

Ν 表示第 Ε 部门消耗的其他资源
。

式  % ∀一 ) ∀ 的解给出了在部门间最重要资源

的分配 以此为投入
,

能够找到更精确的部门

解
。

主要和辅助部门根据其部门间联系的紧密

程度进行协调
。

例如
,

农业部门的发展明显对

供水有很大依靠性
,

而工业部门对供水的依赖

性相对较低
。

因此
,

只需进行供水模型对农业

模型的协调
,

而不必对工业模型进行协调 〔见

图 % ∀
。

在图中
,

把主要部门的增长和劳动力的规

模联系起来
。

如果地区人口增长完全独立于地

区工农业的发展
,

显然
,

只有通过迁移
,

控制

才是可行的
。

斯里斯特拉区域的实例研究表明
,

影响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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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 分 , 宙 性令 迎弓兮 & ! ,

移的最重要因素是 区域平均工资
、

人均居住

空间大小
、

服务质里  服务质童可以通过在服

务部门供职的人员数Ο 来间接度量∀
。

这三个因

素均纳入分析之中
。

区域内工资的平均水平
,

可

以根据每个粼!在区域经济中的最佳权重
,

通

过衡% 各部门付出的工资而得
。

每个韶! ! 的

工资水平可能正是国家工资的平均值
,

这些综

合资料均纳入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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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Τ ‘, 是从区域Ε向区域 Π转移的概率
,

;Ε
&

场 分别表示区域 Π和 Ε  对移民∀ 的吸引程度
。

如果服务质Ο 是根据在此部门内供职人数间接

度量
,

则控制方法相对简单
。

协调其中的劳动

力资源可以按照不同方式分配
。

通过改变服务

部门的供职人数
,

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区

域迁移过程
。

这是与控制投资分配一样的道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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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方法 从上述讨论看出
&

显然
,

提

出的模型系统仍然是不完全的
。

现实世界事物

之间的相互联系
,

远比这个系统描述的要父杂

因此
,

系统的结构应当灵活一些 一个可行的

方法大致如下

 Υ 模型系统应是这样一个结构
&

它能根

据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改变
 #∀ 对于所研究区域的不同制度结构

&

应

有相应的构架  例如
,

对计划经济有一 个构架
&

对市场经济有另一个构架∀

 ∃∀ 模型描述的每个 子系统应细致分类
,

以便能用最恰当的模型分析每个问题
 ,∀ 对模型系统开发的软件应包括 户系统

间所有潜在重要联系和反馈

下面详细说明这Η晾
。

第一点表明系统结

构必须容易变动
。

区域通常苦于仅有少从山系

统分析的问题
,

因此
,

在每一实际情况下
,

模

 



联邦德 国巴伐利亚 州农业地区的土地整治

Λ
&

斯特思纳

一
、

概述 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总面积加
 ∀

5Η’公顷  # ) # ∃ ∗平方英熨 ∀
,

总人 口 !一它川万人
&

Π七
,

一

卜 ‘川多∀Η’人劫著住在乡村地 !孟
,

近 ? 川万人生

活在 卜个城市滚团中
。 ς

Ο地整治工作虽然主要

址在农村地区进行的
,

但在城市采团内还保留

介乡仲叮倪的地区也在进行
。

因此
,

∋地整治

直接和间接搭响的人口大大超过阴 , %万人
。

在巴伐利亚州
,

%二地 整治法中提出的大约

Α, 川个筷治项 3Η
&

在持续不断地 实施
。

这些项 目

的似盖而积为%Σ 。Α万公顷
,

这就是说
,

巴州有

川
&

的 卜地在进行性治
。

巴州的土地整治与乡

付恰新紧紧相连 没有 七地整治
,

就不存在乡

牛&%恰祈 反之
,

没有乡村整新
, ,

了能也就没有

%几地格治
。

巴州上地整治机构是本州农业部单的一个

处
,

它控制着七个次 一级区域的
ς

∋地整治处
,

这 七个处共有# ∀ & ∀ Π 多职 员
。

巴州上地性治工作

的组织方式缝本上不同 于联邝德国的其它州

州政府通过 立法把许多 仁地格治任务和权力下

放给地方
。

这样做有利 Η地区间的合作
,

便 于

地区间自行协商解决 上地整治中的许多问题
。

山引年
&

巴州 Ο地整治 包括乡村整新∀总

费用为 Χ】汕 ,万西德马克
。

其资金来源是 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从改善拼地结构和保护海岸联合

项 目预算中支出 # !# Ω。,万西德
‘

今克
&

卫Ο中 & ‘,
’

!!Ξ

联邦政府支出
,

!Ω
“‘Ψ

由州政府支出 本州预算

支出比‘∀ ∀ 万西德马克 此外还有)!! Ω 万西德马克

为特殊项目拨款 以上这拐加 & ,万西德马克是山

政府支出的
。

其余 Χ? ∀ Ω Π 万西德马克来自上地整

治参加者和其它方面  团体
、

公众规划活动等 ∀

的悄款  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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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系统啄则上有可能更完全
。

第 二点是必要的
,

因为国家间尚存在制度

毛别
,

区域开发规划和管理需 要两类堪本模塑
,

Ξ’个适合 5计划经济
,

另一个适合于市场经济
。

但在许多情况下
,

市场经济和 Ε十划经济的部门

模吧是 一样的 ‘例如
,

供水和人 口增长模型 ∀
。

上述第三点 Ε兑明
,

模型有必要对每一部门

分类
,

以保证得到适合解决某一实际间题的最

适当模型
。

·

例如
,

区域供水模型Ε%5 以根据如 下

条件分类 对时间的处理  ,净态或动态模型 ∀

对水质问题的处理 对管理水资源问题的处理

考虑5ΠΟ 水系统的规模  大的灌溉系统
,

大江管

理系统等
, 那么

,

问题在于寻求全面还是部分

描述摸型间的最佳平衡 两者既有优点又有缺

点
。

专门模型通常较完全
,

但需要联系系统的

其他韶 !
,

这往往是不容易的
。

如果把另外的

子系统也包括进去的话
,

总系统结构应当是需

要最小变动的那一种
。

上述第四点不言自明
,

尽管在实际应用中
,

软件仅是系统的较小部分 但它包含了全部潜

在的重要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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