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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协调度的县域土地利用
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以湖北省鹤峰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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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涉及区域环境生态安全的长远利益,因此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

响评价势在必行。以湖北省鹤峰县为例,采用文献资料法、系统协调度模型,从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多维角度构

建体现土地利用规划对环境影响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现状、规划的有序度和协

调度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近10年来鹤峰县土地利用环境现状质量不断提高,4个子系统都朝着有序的方向发

展,系统协调度在2001、2002年出现无序化发展征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中,方案2协调度值最高,

对土地生态环境保护总目标最为有利,可以作为鹤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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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86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开始编制第1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到以2005年为基期年的第3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在我国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1]。前2轮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对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

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同时作为执法依据,一定程度上协调了“一要

吃饭、二要建设、三要保护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关

系,由于前2轮规划处于我国经济转型和土地利用

制度进行较大改革时期,没有真正实现人口、资源、
环境的协调发展。随着第559号国务院令的颁布实

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目前正在修编的第3
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明确要求进

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可以看作是一

种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涉及区域环境生态安全的长

远利益[2-3]。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始于20世纪80
年代,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逐

步发展起来的,并且主要针对建设项目,很少涉及区

域开发、政策层面的环境影响评价[4]。将环境影响

评价引入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在我国尚处于探索

阶段,评价理论不够成熟,主要停留在概念、内涵和

方法的探讨。如蔡玉梅、贾克敬等[2,5-6]在综合分析

项目环评的经验及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土地利

用规划环评的主要内容、评价内涵、基本工作程序、
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董家华、茆
旭川、吕昌河、李贞等[7-10]学者针对土地利用规划环

评分别开展综合或专项研究。此外,还有对土地利

用规划生态环境影响效应的评价研究,但对于这一

部分 的 分 析 目 前 多 处 于 定 性 阶 段,定 量 研 究 较

少[4,11]。通过对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

评价、论证,提出修改意见,可以减少或避免环境问

题的出现,促使土地利用规划成为“绿色规划”和“可
持续规划”。本文拟以湖北省鹤峰县为例,运用系统

协调度模型对区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以找出土地利用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

为科学、合理地进行鹤峰县第3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修编提供依据。

  一、研究区域概况

  鹤峰县位于鄂西南山区,恩施自治州东隅,东经

109°45′—110°38′,北纬29°38′—30°14′,东临湖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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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县、湖南石门市,南邻湖南桑植县,西与湖北宣恩

县、恩施市接壤,北与湖北建始县、巴东县相连,是一

个典型的山区县。鹤峰县现辖2镇、7乡和1个省

级开发区。2005年鹤峰县实现县域生产总值131
400万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33.2:42.0:24.8,人均

GDP为6070元,增长为7.9%。2005年末,土地总

面积为287215.89hm2,其中耕地面积17866.67
hm2,建设用地5486.19hm2,总人口216455人。

  二、指标与模型研究

  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土地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规划区及其背

景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要素产生诸多直接或

间接、有利或有害的影响。系统论观点认为,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系统是一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是
多维度的耦合。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试行)》,结合鹤峰县实际和已有研究成果[5-7],采用

特尔斐法经过对环保局、农业局、国土局和武汉高校

的15位专家意见的2轮咨询,最终选择4个因素

17个因子对鹤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如表1,用于表征鹤峰县规划环境影响

变化的三维空间和时间维特性。根据层次分析法的

原理,通过对前述15位专家的问卷调查构建层次比

较矩阵,计算各特征向量即权系数;然后进行一致性

检验,一致性比率CR均小于0.1,通过检验,得到各

指标的权重见表1。
目前,有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指标标准

值(或目标值)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根据鹤峰县

所处时空背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战略、已有

国家标准,在参考国内同类区域的现状值、充分获取

专家信息的基础上,结合《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考核

指标》、《鹤 峰 县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1997-2010、

2006-2020)》、鹤峰县“十一五”规划及远景目标、鹤
峰县统计年鉴、鹤峰县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土地利用

变更统计表和土地利用更新数据库等现有研究成

果,并调查收集与鹤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质

量现状相关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数据,进行统

计、计算、整理,确定鹤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各指标的现状值和指标标准值(或目标值)
如表1。

表1 鹤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值

因素 因子 权重值 指标类型 2005年现状值 标准值

土壤环境子系统B1

耕地比例C1/%
单位农地生产力C2/(万元/hm2)
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C3/(t/hm2)
单位耕地农药施用量C4/(kg/hm2)

0.063
0.057
0.042
0.032

正
正
正
逆

6.22
1.71
0.39
5.64

8.00
2.50
0.28
3.00

水环境子系统B2

水域比例C5/%
单位建设用地废水排放量C6/(t/hm2)

工业万元废水排放量C7/(t/万元)
工业万元COD排放量C8/(kg/万元)

0.047
0.035
0.055
0.059

正
逆
逆
逆

0.32
255.18
30.15
26.02

0.50
120.00
15.00
18.00

社会经济环境子系统B3

土地利用率C9/%
建设用地比例C10/%

单位土地综合生产力C11/(万元/hm2)
土地负荷量C12/(人/hm2)

人均基本农田C13/(hm2/人)

0.048
0.049
0.118
0.065
0.076

正
适度
正

适度
正

92.64
1.91
0.46
0.80
0.077

95.00
2.10~2.50
2.50
0.80

1.00~1.20

生态环境子系统B4

森林覆盖率C14/%
人类干扰指数C15/%
水土流失率C16/%

人均生态绿地面积C17/(hm2/人)

0.057
0.098
0.035
0.064

正
逆
逆
正

82.97
12.39
29.30
0.98

85.00
11.50
22.00
1.00

  2.系统协调度模型

首先,计算系统指标有序度。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复合系统包括土壤环境、水环境、社会经济环境、
生态环境4个子系统,分别用i=1、2、3、4表示。则

定义各子系统第j个指标分量的有序度Cij为:

Cij=
(xij-bij)/(aij-bij) 正效应时

(aij-xij)/(aij-bij){ 负效应时
(1)

(1)式中xij=(xi1,xi2,…,xin),其中n≥2,aij

和bij分别为第i子系统第j 个指标的上、下阈值。
其上限阈值aij,即规划环评中各指标的标准值或目

标值。下限阈值bij可根据鹤峰县自然、社会与经济

状况的详细调查,参照研究时段各指标的平均值综

合确定。
对于各子系统有序度,可通过xij的集成来实

现,采用几何平均算法或加权求和算法,本文采用加

权求和算法计算各复合系统的有序度。

49



第5期 张馨:基于系统协调度的县域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以湖北省鹤峰县为例  

其次,计算系统协调度。土地利用现状或规划方 案环境影响评价复合系统的协调度采用(2)式计算:

Dt=θ
5
|[Dt

1-Dt0
1][Dt

2-Dt0
2][Dt

3-Dt0
3][Dt

4-Dt0
4][Dt

5-Dt0
5]| (2)

  其中:

①θ=min[D
t
i-Dt0

i ≠0]|min[Dt
i-Dt0

i ≠0],
参数θ的作用在于:当且仅当Dt

i-D10
i >0时,土地

利用现状或规划方案环境影响评价复合系统协调度

为正。

②Dt0
i,i=(1-5),为初始时刻土壤环境等5个

子系统的有序度。

  三、结果分析

  1.环境现状系统协调度演变特点分析

根据前述方法、指标体系及权重和确定的目标

值、现状值计算得到1997—2005年鹤峰县上轮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以来的环境现状有序度如表2。
表2 鹤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

复合系统有序度和协调度

年份
土壤

环境
水环境

社会经

济环境

生态

环境

复合系统

协调度

1997 0.232 0.383 0.391 0.519 -
1998 0.297 0.552 0.406 0.506 0.93
1999 0.472 0.587 0.473 0.498 2.01
2000 0.440 0.566 0.552 0.498 0.97
2001 0.366 0.395 0.560 0.433 -4.60
2002 0.428 0.474 0.539 0.418 -5.38
2003 0.435 0.436 0.654 0.414 4.78
2004 0.649 0.459 0.707 0.534 6.55
2005 0.624 0.517 0.683 0.584 5.34

2010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0.803

0.742

0.732

0.698

0.772

0.793

0.790

0.812

0.836

0.673

0.761

0.710

5.07

5.51

4.92

2020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0.922

0.887

0.843

0.812

0.843

0.892

0.872

0.890

0.922

0.884

0.971

0.911

6.31

6.91

6.48

  从表2可以看出,近10年来鹤峰县土地利用环

境现状不断改善,4个子系统都朝着有序的方向发

展,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不断

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但总体来看鹤

峰县土地利用环境仍需要较大改进。
土壤环境子系统的有序度在1997—1999年间

协调度呈升高的趋势,对比原始数据发现主要受耕

地面积数量不断增加、单位农地综合生产力大幅提

高而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有关;2004年后又出现

减少趋势。该子系统有序度变化主要受单位农地综

合生产力的影响,但也要注意随着农户经营积极性

和市场驱动,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不断增加,促使农

业面源污染和土壤退化不断加剧。水环境子系统来

看,1997—1999年间由于工业万元化学氧量和废水

排放量的减少,水域面积又略有扩大,环境有序度上

升较快。1999—2001年,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建设用

地数量增加、污水处理技术的进步不能满足水环境

纳污能力的要求,使得这一阶段水环境出现恶化;

2001年以后工业万元COD等指标都呈逐年下降的

趋势,水环境恶化的趋势得以抑制,并逐渐向良性方

向发展。但也应看到目前鹤峰发展的化工、建材等

能源消耗和排污量都偏大的行业,城镇人口也将快

速增加,水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因而鹤峰县新一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特别关注重要工业或开发区的

空间布局。社会环境子系统的有序度越来越高,这
与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综合生产力不

断的提高密切相关。2005年环境有序度出现波动

与新农村建设、独立工矿企业整治和调整使建设用

地总量减少、并开始重视工矿业的集约发展有关。
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和当前的一系列政策环境来

看,社会环境子系统的有序度还会随着土地综合生

产力、土地利用率、以及人口总量的增长以及大的政

策环境的逐步实施而不断提高的增加。生态环境子

系统的有序度波动相对较平缓。2000年之前森林

覆盖率的变化较为平稳,人类干扰指数逐年增高,人
均生态绿地面积也逐年减少,使得生态环境子系统协

调程度略有下降趋势。2003年后开始重视农业生态环

境的建设,生态退耕不断强化,此外伴随着森林覆盖率

的增加使得鹤峰县的生态环境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以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为中间变量,以初始系统

有序度(1997年为初始值),借助2.2系统协调度计

算公式得到鹤峰县土地利用环境现状复合系统协调

度如表2。从表2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系统的环境

质量基本是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各子系统之间的

协调性不断增强。土地利用环境系统在2001年、

2002年复合环境系统协调度为负,系统出现无序化

发展的征兆。对比原始数据和专家的观点,主要是

受当年政府出让土地过多造成建设用地增量较大以

及工业废水无序排放有关,因而在2001—2002年出

现系统整体功能不稳定的表现。

2.新一轮规划环境评价系统协调度演变特点

(1)2006—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根

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原则、方针,在《恩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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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2006—

2020年)》对鹤峰县下达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

性指标的基础上,结合鹤峰县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

土地利用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以

管控建设用地为重点、以节约集约用地为核心,在土地

利用潜力、土地供需预测和土地适宜性评价等专题研

究的基础上,并广泛征求鹤峰县国土局等部门和专家

的意见,提出了3种不同的用地规划方案如表3。
表3 鹤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2006—2020年) hm2

土地利用类型
2010年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2020年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耕地 18351.83 18200.43 18078.43 17894.69 17785.69 17490.69
园地 8949.86 9075.16 9130.48 10075.18 10173.42 10238.73
林地 227573.33 227798.41 228587.76 229900.00 230025.35 230275.35

城镇建设用地 591.43 606.15 608.57 845.15 861.98 882.97
农村居民点用地 4962 4990 4995.5 4530.0 4567.5 4576
独立工矿用地 169.8 169.0 168.1 157.0 156.4 158.2
交通运输用地 1158.69 1165.43 1171.15 1276.69 1279.46 1286.31

  方案1:在规划期内,鹤峰县的发展应根据县域

实际情况,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大力促进农业产

业化,并带动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的乡镇企业的发

展,以农业的资本积累来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方案2: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应该在充分利用现有农业优势的基础

上,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发展二、三产业,稳步向工业

化和城镇化方向迈进。为此,需要充分协调农业用

地与非农建设用地的矛盾,做到既保障农业用地的

需求,又尽量满足建设用地发展的需要。
方案3:在规划期间,仅靠农业将无法实现县域

经济质的飞跃,要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加快县域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乡镇企

业发展、扩大城镇规模、提高城镇化水平,并以此为

基础带动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2)规划环境评价系统协调度特点分析。根据

前述方法、指标体系及权重和确定的目标值,对鹤峰

县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3种方案的预测值计算

得到鹤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各方案的有序

度,并以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为中间变量,以初始系统

有序度(1997年为初始系统),借助系统协调度计算

公式得到鹤峰县土地利用环境2010年和2020年各

方案的协调度如前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近

期和目标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系统的有序度

较高,通过对县域内土地利用结构进行合理、有效的

调整,鹤峰县土地利用结构不断优化。从系统协调

度来看,方案2协调度值最高,对鹤峰县土地利用环

境保护目标最为有利。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

合鹤峰县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以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作为本轮规划的重要指导

思想和规划目标,始终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一大抓

手,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积极推广环境友好型土地利

用模式,重点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划确定的

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均是在充分考虑鹤峰县土地资

源可持续利用的制约因素环境资源特性的基础上制

定的,彻底转变了过去只图发展不顾环境的规划思

路,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

一;二是明确了环境保护目标,提升了环境保护的地

位,强化了土地管理者和使用者的环境意识,为环境

保护的实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三是优化了用地布

局,规划调整了各类用地布局,建设用地更趋集中紧

凑,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采取“搬转关停”的措

施,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四是调整了土地利

用结构,林地等具有生态功能的用地面积有所增加,
提高了森林覆盖率,完善了农田林网防护体系,有效

地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五是安排了生态环

境建设用地,划分了生态安全控制区,并制定了相关

管理制度,保证了生态用地的稳定性,较为有力地促

进了生态环境保护。

  四、结 论

  (1)近10年来鹤峰县土地利用环境现状质量不

断提高,4个子系统都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自然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产业

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系统协调度在2001—2002
年出现无序化发展征兆,基本符合“生态县、平安县、
小康县”总体目标。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案

中,方案2协调度值最高,这意味着方案2对土地生

态环境保护总目标最为有利,可以作为鹤峰县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推荐方案。
(2)协调度模型的应用既可以解决土地利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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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指标量化和评价标准的缺乏

问题,同时协调度模型不仅可以对规划方案进行横

向比较分析,也可以将历年来的环境质量以及各环

境子系统进行纵向的对比分析,很好的掌握土地利

用环境变化趋势。
(3)规划环评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评价内

容和指标的选取还不统一,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规范。
考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特点,其目的和重点应该

是评估和预测规划方案的实施对环境保护、生态安

全和土地保障的可能影响程度,以规避土地利用调

整可能出现的不良环境影响。不同于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规划环评应选取简单、明确和具代表性

的相对指标,对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可能引起的非污

染型环境与生态影响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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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UsePlanBasedonDegreeofSystemCoordinationModel

———ACaseStudyinHefengCountyofHubei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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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ArtandDesign,Wuhan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Environmentalimapctassessmentoflanduseplanhasgreatlong-terminfluenceonthe
regionalenvironmentalecologicalsecurity.Therefore,it’simperativetoapplytotallandenvironmental
planning.TakingHefengcountyofHubeiprovinceforexample,thispaper,usingliteratureandecosys-
temharmonydegreemethod,constructsassessmentindexoflanduseplanonenvironmentalinfluence
fromnature,socialeconomyandecologicalmulti-dimensionalaspectandanalyzesthestatusquo,order
andcoordinationofregionalenvironmentalplanning.Theresultshowsthatenvironmentalqualityis
constantlyimprovinginlandutilizationin Hefengcountyinthepasttenyears.Foursub-systems
showedorderlydevelopment.Coordinationdegreehadsymptomsofout-of-orderdevelopmentin2001
and2002.Inthenew-roundlandutilizationplanning,thesecondplanhasthehighestcoordinationde-
gree,whichhasthemostfavorableimpactonthemaingoal———protectingtheecologicalenvironment.
ThusitcanberecommendedasthetotallandplanningforHefeng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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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东中西部3个典型城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中服务提供商结构和类型数据,在对3个典型城市

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模式研究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多元

回归检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类型与比重的关系。研究表明,中小企业提供商中企

业所占比重对地方税收有显著的正影响;中小企业提供商中政府机构比重对区域经济中的工业增加值和地方

财政收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提出了应增加企业和行业协会组织等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的比重,政府机构

应逐步淡出中小企业提供商角色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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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

经济的发展,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党的十

六大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和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大对此再次作了重申。全

国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的各项方针政策,抓紧制定配套政策措施,推动中小

企业创业、技术、融资、信息、培训等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使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环境显著改善。
广大中小企业通过艰苦创业、技术进步、创新发

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取得了新

的丰硕成果,向着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中小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是落实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有效

载体,具体包括资金融通、技术支持、人才培训、市场

开拓、信息咨询等诸多方面的服务。
本文立足于将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与区域经济发

展结合起来研究,希望通过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得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指标与中小企业服务提

供商比重和结构间关系的量化结论,从中小企业服

务支持体系视角为政府、社会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是为各类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为宗旨的,由政府机构、企业、社会中介组织、高等院

校和行业自律组织等为主体,在信息服务、营销、采
购、融资、研究开发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进

行全面诊断与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系

统[1]。
由于中小企业主要在工业增加值、税收、财政收

入和增加就业等方面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小企业

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又主要反映在促进区域中小企

业发展水平方面,因此,研究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在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选取能较好反映中

小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的量化分析指标,分别

是区域工业增加值、税收、财政收入和再就业人数

等。
有关中小企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陆立军

等[2]以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为切入点,通过对大量问

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结果的理论分析,展开科技型中

小企业群对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研究。在对浙江

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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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证研究中,基于2000年的1162份和2002年

的837份问卷,详细分析了浙江民营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王荣[3]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分

析相结合对中小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性

进行了重点研究,在简要介绍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

基础上,通过理论及实证的方法,着重分析了中小企

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王慧英

等[4]在基于区域经济角度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中介

绍了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动因,集聚的区位条件以

及中小企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有关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与中小企业的研

究。易明等[5]指出由于中小企业天然的生存能力脆

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诸多困难。为了促进

中小企业更好地发展,应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公

共服务平台。由于公共服务的“共享性”“非排他性”
和“非竞争性”,需要政府参与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体系建设中。朱永华等[6]提出中小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应不断健全:积极搭建创业服务平台,以创业

促就业;重点建设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解
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搭建科技基础条件共享平台,促
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提升企业

信用意识;积极开展各种人才培训服务,开发中小企

业人力资本竞争力;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为中

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不断增强,机构不断增

加;大力发展协会商会,整合多种资源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
总之,国内现有的文献对中小企业的研究还主

要集中在中小企业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中小企

业集群的研究上,对中小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研究不多。

  二、样本变量的选取

  1.3个典型城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调研数据

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的现

状,借助易明等[5]学者的调研数据,对兰州、深圳、武
汉三市的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整

理,得到3个城市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在中小企业

服务体系中所占比重的数据如表1。

2.区域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

由于中国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
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

产总值的60%,上缴税收约为国家 税 收 总 额 的

53%,商品进出口额占68%,从业人员占全国城镇

表1 三个城市的中小企业服务

提供商所占比重情况[5] %
服务提供商类型 兰州 深圳 武汉

企业 40 60 38
政府机构 36 6 22

非政府组织 8 12 10
行业协会 10 18 16

大学 6 4 14
合计 100 100 100

从业总人数的75%以上[1]。中小企业对区域经济

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工业增加值、税收、创造就业和增

加地方财政收入等方面,因而选取上述4个既代表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又与中小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指

标作为因变量,3个城市相关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指标 兰州 深圳 武汉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45.20 658.06 296.38
税收收入/亿元 368.00 622.60 355.72

工业增加值/亿元 267.88 3270.75 1197.49
再就业人数/万 1.40 3.15 6.40

 注:指标数据来自于2007和2008年各地方统计公报。

  三、相关性检验、回归分析及结果

  1.相关性检验

为研究区域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结构和比重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之 间 的 相 关 性,研 究 利 用

SPSS13.0统计软件对上述2组变量做两两的相关

性分析,得到以下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见表3)。
表3 变量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双尾检验)

中小企业提供

商组织类别
企业

政府

机构

非政府

组织

行业

协会

地方财政收入 0.877
0.320

-0.998
0.042

0.995
0.066

0.927
0.245

税收收入 0.999
0.026

-0.865
0.335

0.845
0.359

0.663
0.538

工业增加值 0.925
0.248

-0.984
0.113

0.977
0.130

0.879
0.317

再就业人数 -0.251
0.838

-0.309
0.800

0.345
0.776

0.592
0.597

 注:显著性水平P<0.05,双尾检验。

结果表明:
(1)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企业的比重与区域

经济主要指标中的地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和工业

增加值之间呈现强正相关性。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

中企业所占的比重高,可促进工业增加值的上升,从
而提高区域税收收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2)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政府的比重与地方

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再就业人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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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呈现出负相关性,即政府机构在中小企业服务提

供商中的比重越高,非但不能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税
收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再就业人数的提高,反而会起

抑制作用。
(3)非政府组织在服务提供商的比重与地方财

政收入、税收收入、工业增加值之间都呈现出强正相

关性,与再就业人数之间呈现弱的正相关性,即非政

府组织在服务提供商的比重越大,越能体现出地方

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再就业人数越

高,非政府组织在服务提供商的比重越高,越能促进

区域经济的发展。
(4)行业协会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的比重与

地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再就业人数

之间都呈现出正相关性,就是说行业协会在促进地

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再就业人数的

增加上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即行业协会在中小企

业服务提供商的比重越高,越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

展。
(5)数据表明,大学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的比

重与地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工业增加值之间都呈

现出弱的负相关关系;而大学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

商的比重和再就业人数之间却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

关系。

2.回归分析

鉴于中小企业不同提供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

献存在线性相关,且企业提供商比重和政府机构比

重与区域经济相关指标有显著相关,因此有必要进

一步量化其相关程度,应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作进一

步分析。
模型研究分别以地方财政收入(y1)、税收收入

(y2)、工业增加值(y3)和再就业人数(y4)作为因变

量,以中小企业提供商中企业(x1)、政府机构(x2)、
非政府组织(x3)、行业协会(x4)和大学(x5)所占比

重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Y=A+BX
分析时考虑量纲影响,就基础数据和标准化处

理后数据分别作回归分析,处理后的标准化变量

z1~z5分别对应自变量x1~x5。运用SAS8.2软件

分别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剔除影响不显著变

量(P 值设为0.05),得到有显著影响模型如下:
工业增加值  Y3=0.13-0.965Z2 (1)

税收 Y2=120.42+12.37X1 (2)

地方财政收入 Y1=770.12-20.48X2 (3)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和变量回归估计结果

校正的R2 F值 概率(F值) T 值 概率(T 值)

模型(1) 0.997 454.76 0.03 -21.33 0.03
模型(2) 0.998 579.19 0.026 24.07 0.03
模型(3) 0.996 234.19 0.042 -15.30 0.04

  从表4可知,中小企业提供商中企业所占比重

对地方税收有显著的正影响,X2 前面系数为12.37,
中小企业提供商中企业比重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地

方税收收入(模型(2)),相应的弹性系数为12.37%。
回归分析表明,中小企业提供商中政府机构比重对

区域经济中的工业增加值和地方财政收入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标准化模型(1)显示提供商中政府机构比

重增加1%,相应的抑制区域工业增加值0.965%;其
对地方财政收入也有抑制作用,X2 前系数表明抑制

作用的弹性为-20.48%(模型(3))。

  四、结论与建议

  1.加大扶持企业力度和非政府组织在中小企业

服务提供商的比重

政府应加大力度扶持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中小

企业服务提供商的比重,因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

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的比重与地方财政收入、税收

收入以及工业增加值之间都又较强的正相关性。政

府加大力度扶持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中小企业服

务,能够很好的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和工业

增加值的提高,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非政府组

织的扶持还能进一步促进再就业。

2.政府机构应逐步淡出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

角色

政府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的比重与地方财

政收入、税收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再就业之间是负相

关关系,非但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而会有一

定的阻碍作用,所以政府应从提供中小企业服务中

逐渐退出来,把重点放在扶持和引导企业和非政府

组织提供中小企业服务。

3.加强行业协会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的

作用

相关分析表明,行业协会对地方财政收入、税收

收入、工业增加值以及再就业都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说明行业协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由于

本身行业协会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所占比例还

较低,所以政府可以大力扶持行业协会发展,扩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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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的比重。
大学在中小企业服务提供商中的比重与地方财

政收入、税收收入以及工业增加值是负相关关系,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还不明晰,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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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structureofserviceprovidersandtypedatainSMEservicesystemfrom
threetypicalcitiesineast,centralandwestofChinaandthecomparisonofSMEservicesystem,this
paper,usingcorrelationandregressionanalysis,studiestherelationshipbetweenregionaleconomicde-
velopmentandtypeandproportionofSMEserviceproviderswiththecombinationofrelevantindexin
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TheresultshowsthattheproportionofenterprisesinSMEproviders
hasthepositiveinfluenceonlocaltax,andtheproportionofgovernmentagenciesinSMEprovidershas
theobviousrestraintsonindustrialaddedvalueandlocalfiscalrevenueofregionaleconomy.Therefore,

thispaperproposesseveralsuggetionssuchasincreasingtheproportionofenterprisesandindustrialas-
sociationsinSMEserviceprovidersandfadingoutofgovernmentagenciesfromtherolesofSMEservice
providers.

Keywords smallandmedium-sizedenterprises(SMEs);supportsystem;regionaleconomy;re-
gressionanalysis;operating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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