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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贵阳市物质流的总体特征、行业结构、关键因子进行了分析和识别 , 运用 STIRPAT

随机方程对贵阳市物质流驱动力进行了识别分析 , 为贵阳市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型经济市等相关

决策和实践提供理论和方法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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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领域主要存在两大类不同

量纲的度量方法 (李刚 , 张彦伟等 , 2005 年) : 一类是

以货币单位为统一尺度的发展指标 , 有真实储蓄、绿

色 GDP 等 , 其关键在于对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变动

加以货币化的价值度量 ; 还有一类是以物质量为单位

的发展测度指标 , 主要有生态足迹、物质流。其中在

国家、城市、产业等尺度 (Johan Hulman , 1993 ; Schan2

dl , H , Schulz , N. , 2000 ; Philip Sinclair , 2005) 进行物

质流分析 (Material Flow Analysis , 缩写为 MFA) 是一种

有效的对资源环境进行非货币化形式进行度量的手段

方法。物质流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学和研究手段 , 是进

行环境价值评估、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经济一体化综

合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邹骥 , 1997) 。物质流分析方法

(陈效逑 , 乔立佳 , 2000 年) 描述了社会经济活动从获

取资源 , 到进行生产和消费 , 并产生出废弃物 , 以及

废弃物的再使用和资源化再生利用的一系列过程中物

质的实物流量和流向。物质流分析的重要意义体现在

这个方法学建立了物质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

系。通过物质流分析可以掌握住经济系统的自然物质

输入数量和结构 , 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经济

系统对资源环境的本质作用影响。

本文将对贵阳 1978 - 1998 年物质流的变化与发展

情况进行分析 , 并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 1999 - 2020 年

贵阳市宏观经济运行与物质流之间关系的情景分析。

1 　贵阳物质流演化特征与因素分析

111 　贵阳物质流演演化总体特征概况

1978 年以来贵阳物质流特征和变动趋势为 : 贵阳

物质流总量上升较快 , 但增长趋势有减缓的迹象。按

照物质流的变动特征 , 可以划分为 A (1978 - 1985 年) ,

B (1986 - 1993 年) , C (1994 - 2005 年) 三个发展阶

段。在 A 阶段 , 物质流总量增加较慢 ; 在 B 阶段 , 是

物质流加速上升阶段 ; 在 C 阶段 , 物质流总量增加加

速 , 波动幅度较大 , 量上看出在物质流的高数量位置 ;

物质流总量的波动反映大规模快速工业化与资源能源

约束二者之间的搏奕冲突影响较大。需要注意的是尽

管贵阳市物质流增长有低速度增长的势头 , 但是贵阳

市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控制物质流的增长仍有较大

的难度 , 需要大力提高物质资源生产力。

112 　物质流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

物质流强度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效率 , 劳动生产

率、第三产业从业情况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的阶

段 , 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可从这里对物质流强度和

劳动生产率之间进行回归分析 : 上述分析表明 , 物质流

强度与以劳动生产率表征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物质

利用效率。因此贵阳生态经济市的建设必须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 , 坚持以经济发展带动生态经济建设。

113 　物质流的关键因子识别与分析

按照物质流各个因子的属性可以分为四大类 : (A)

生物量 : 牛羊肉、蔬菜、禽蛋、水产品、粮食、油料、

烟叶、水果、茶叶 ; (B) 金属矿石以及金属制成品 :

钢、铝 ; (C) 非金属矿石 : 煤、磷 ; (D) 非金属工业

制成品 : 中成药、酒、化肥、水泥、磨料。下面分别

采用贡献率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揭示出贵阳物质流

的更多特征和变动规律。

11311 　因子贡献率分析

按照各个因子贡献率来看 , 位居前列的主要是 :

煤、磷、水泥、粮食、蔬菜、磨料、铝、钢 (比重大

于 1 %) 。按照贡献率变动情况来看 : 1978 - 1998 年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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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比重下降速度排序分别为水果、原煤、水泥、

钢、烟叶、粮食、茶叶。在贡献率上升的因子中 , 在

绝对数量上影响物质流较大的是采掘工业、建材、以

及金属加工行业 , 同时粮食和蔬菜这两个农业副业也

影响明显。农业粮食蔬菜属于生态型物质流 , 通过科

学规划发展 , 可以增长经济 , 促进生态保育。依据因子

变动情况来看 : 水果、煤、水泥、钢等的下降速度较

大 , 而磨料、中成药、水产品产量、禽蛋产量、猪牛

羊肉产量、饮料酒、油料、铝、磷矿石的数量上升较

快。一方面这些要素的变化情况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

动 , 同时启示着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时可以积极考虑

对应的物质流变动效应。

11312 　灰色关联分析

采用贵阳市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 , 将各个因子与

总物质流进行关联度分析 , 按照关联度大小进行分析 ,

从相关系数强弱来看 , 原煤产量、磷矿石产量、猪牛

羊肉产量、水产品数量和蔬菜产量与总物质流关系最

为密切。重工业和非粮食农业 (畜牧、渔业、蔬菜)

发展密切相关。

2 　物质流驱动力分析

区域物质流是一个受多要素作用影响的系统 , 与

经济、社会、人口、技术等多系统存在复杂的耦合互

动关系。在实际分析中 , 采用驱动力分析模式 STIRPAT

进行动态计量分析。STIRPAT 是一种常用于资源、环

境、生态领域中的分析模式 ( Richard York , 2003) 。结

合贵阳市实际情况 , 选用总人口、非农业人口、重工

业比重、非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农业产业产值比重等

指标进行计量分析。依据 1990 - 2004 年数据 , 进行计

量分析 , 通过理论检验、计量检验和统计检验 , 最终

选取的变量为非农业从业人数和工业产值。结果表明 ,

非农业从业人口的增加 , 是人力资本变动的重要反映 ,

城镇从业人员的增加对物质流总量增加的影响显著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相对较弱 , 而第三产业从业

人数的增加对物质流起着负向调控作用。

贵阳市在积极推进增加人口就业非农化的同时对

于城镇就业人口要积极加以引导 , 推进资源环境节约

型产业的发展 , 对于工业经济的发展积极探索新型工

业化路径 , 努力引进先进工艺和生产技术 , 促进磷矿、

铝矿等产业升级、产品创新 , 快速发展促进低物质流

总量 , 高物质资源经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1 　结论

单一的资源技术进步有助于实现物质减量、物质

循环等目标 , 但是制约经济发展目标的落实 ; 甚至同

时提升资本、人力资源效率 ,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也是

很有限 , 对于贵阳这样一个处在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

的城市来说 , 结合技术进步的同时积极扩展资本、人

力资源数量和物质投入量都是推进贵阳市循环经济建

设与发展的重要措施 , 需要适度的提高城市经济系统

的投资资金来源 , 提高物质资源利用水平、增进资金

使用效益和提升人口素质 , 推进数量扩张型与质量优

化型相结合的城市发展模式 , 努力降低单位 GDP 物质

流投入、减缓物质流总量增长。这是保障贵阳市实现

跨越式发展 , 实现贵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可持

续发展 , 科学落实循环生态经济市建设的理想路径。

312 　政策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静脉产业 , 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

提高资源生产率。由于贵阳目前经济发展处在欠发达

阶段 , 区域经济增长的需求迫切和势头强劲 , 在这一

发展阶段提高废弃物质的循环利用是十分重要的开源

节流措施。积极制定贵阳物质循环利用和静脉产业发

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 可以在保持经济快速增张的

基础上控制资源投入 , 提高资源生产力。二是积极实

施新型工业化 , 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工业

化创新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优化经济发展对物质

投入的需求总量和结构。三是提高人力资本 , 发展教

育 , 提升产业技术经济水平 , 以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 ,

突破人力资本数量不足的约束 , 以劳动力结构和素质

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四是提高物质资源产业的监督

管理和调控 , 市场与政府规制措施并用 , 积极宣传教

育 , 促进城市的资源效率提高 , 在整个社会全面推进

物质减量化、物质再利用、物质循环 , 积极进行立足

于贵阳当地实际情况和特色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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