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1 基于资源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

0 引言

区域资源条件及对资源的整合能力，是区域成长的内

部条件，它决定着一定时期区域发展的目标和水平。 其中

自然资源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

毋庸质疑的，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 但在经济实践过程

中，自然禀赋丰富的区域，未必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有

些甚至相反，成了落后区域，形成了所谓的“富饶的贫困”。
我国资源富集的中西部地区与资源相对稀少的沿海地区

的经济发展实践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世界经济的实践来

看，也有类似趋势。 例如，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及亚洲“四

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实现了现代化，而自然资源丰富

的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则陷入困境。如何认识资源（包

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

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我国现在正致力于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实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使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

展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如何认识和利用西部地区的资

源优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文

建立了基于资源的国家竞争优势

模型， 并对资源与一国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1 基 于 资 源 的 国 家 竞 争

优势

分析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

的作用， 以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因

尼 斯（Innis）［1］创 立 的 大 宗 产 品 理

论（Staple Theory）为代表。 该理论融合了地理学和经济学

中的产业关联理论， 用来解释国家或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 的 空 间 特 征 和 组 织 结 构 。 在 此 基 础 上 ， 瓦 特 金 斯

（Watkins）［2］和克姆（Bertram）［3］对该理论加以完善，形成了

一个更为成熟的经济模型， 并用其解释加拿大通过一系列

的资源开发和出口最终成为发达工业国的发展历程。 该理

论后来又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分析美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和

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该理论只考虑了自然资源，而

且没有考虑国家组织能力的动态变化。
为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参考 Teece［4］的动态能力理

论（Dynamic Capability View），本文提出了基于资源的国家

竞争优势模型（见图 1）。 该理论认为国家的资源可以分为

4 个层次：一是国家的有形资源；二是国家的人力资源；三

是国家的无形资源；四是国家的动态能力，强调为适应不

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政府必须不断取得、整合、再确认内外

部的行政组织技术、资源和功能性能力。 动态能力可以使

国家在给定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条件下，不断地获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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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 因此，战略分析的基本元素不再是笼统的“资

源”，而是有利于形成和维持动态能力的组织过程、专有资

源状况与获得这些资源和能力的途径。组织过程从静态讲

是整合和协调，反映一个国家重复某种任务的能力；从动

态讲是学习和新资源或能力的开发；从转换的角度讲是重

组资源，即根据环境的变化重新在国家各区域内分配和使

用内、外部资源。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变量的选取

2．1 分类树简介

分类树是一种基于统计理论的非参数识别技术，其特

点在于既保持了多元参数、非参数统计的一些优点，又克

服了其不足，表现为自动进行变量的选取，降低维数；充分

利用先验信息；分类结果表达形式简单、易于解释，并可有

效地用于对数据的分类 ［5，6］。 分类树分析的一般性思路：在

整体样本数据的基础上，生成一个层次多，叶节点多的大

树，以充分反映数据之间的联系，然后对其进行删减，产生

一系列子树，参照一定规则从中选择适当大小的树，用于

对新数据进行分类 ［7，8］。

2．1．1 分类树的建立

分类树的目标是产生一系列规则，对那些只知道属性

变量值的样本进行正确分类。分类树的算法按照特定规则

逐个检验每个属性变量，看它们对不同类别样本的判别情

况，之后选择对正确分类提供信息量最大的变量，将样本

集合分为 2 个子集。 这个过程递归地应用于每个子集，直

到达到止停点（如每个样本都被正确分类）。在对样本进行

分类时，分类规则采用二叉树形式，对于连续变量 Xi 表示

为｛Xi｜Xi＞C 吗？ C 为样本空间中变量 Xi 的取值范围内的一

个常数，i＝1，…，m，其中 m 为连续变量个数｝；而对于离散

变量 Xj 表示为｛Xj｜Xj∈V？ V 为样本空间中变量 Xi 所有可

能取值集合 U 的某个子集，V哿U，j＝1，…，n，其 中 n 为 离

散变量个数｝。 据此样本对分类规则“是”或“否”的回答将

这个节点分为左右 2 个子节点。
分类过程将持续到整体错分率最低或叶节点中样本

个数很少，生成 Tmax，其计算标准由式（1）给出：

R（T）＝
n

t＝1
Σ＝R（t）＝

n

t＝1
Σ（min

i j
ΣCij p（j｜t））p（t）＝

n

t＝1
Σr（t）p（t）（1）

其中，R（T）为整体错分率；R（t）为第 t 个叶节点的错

分率；r（t）＝min
i j
ΣCij p（j｜t），Cij 为将 i 类样本错分为 j 类的

成本；p（j｜t）为 t 节点中 j 类样本的概率；p（t）为任一样本分

入叶节点 t 的概率，有 p（t）＝
j
Σ＝p（j，t）；p（j，t）＝π（j）Nj（t） ／

Nj，π（j）为 j 类样本的先验概率，Nj（t）为叶节点 t 中 j 类样

本的个数，Nj 为该叶节点中样本的个数；n 为叶节点个数。
以下举例说明分类树建立的结果。

图 2 中 X 为样本集合， 大写字母 A、B、C 表示不同的

样本类别，（）为非叶节点，［］为叶节点，Si 表示分类规则，

最终结果：XA＝X7∪X9∪X5，XB＝X4∪X11，XC＝X10∪X12。树上表

现出的变量通常只是变量指标集中的一部分。
分类树的一个优点是它能提供易于理解的分类规则

（至少是在树不是很大的情况时）。每个叶子相当于一个分

类规则。 例如，图 2 中的叶节点 X7，可以给出如下规则：
如果（X≤S1），（X1≤S2）且（X3≤S3），那么类＝A。

这样的规则容易被管理者和操作人员解释。在分类树

中常用的分类方法有 Gini，熵等。

图 2 分类树模型的一般表示形式

2．1．2 分类树的删减和选择

现实生活中的数据会含有一些噪音，故训练样本所确

定的分类树结构不能完全正确判别所有类别的样本。 另

外，当分类树的层数和叶节点较多时，其可读性比较差，不

易理解。 因此需要对原始树进行删减，去掉那些仅反映数

据间特殊关系的树枝。 分类树删减算法包括渐进删减算

法、最优删减算法（OPT）及其变形 ［5，6］，其中 OPT 算法最常

用。 OPT 算法［9］是基于动态规划的一种递归删减算法，其

主要用于实现概念简化的功能，同时减少噪音影响；它能

够产生一系列比较密集的删减子树从而扩大了选择的范

围。 OPT 算法或类似变形的目的是产生 Tmax 的最优删减树

序列 S0。 此算法首先生成几乎为叶节点的很小的子树序

列，之后这些小的子树被一步步结合起来，产生越来越大

的子树，由此继续构成 T0 的子树序列。 直到最终形成大树

Tmax。 因为每一个 T 的子树又由它自己的最优删减序列构

成，因此这类算法在寻求全局时，最优，其缺点在于它的时

间复杂度仍然比较高。
如将 T0 删减至要求的规模 s，Tij 表示序列 Si 中的被删

减的树， 确定子树 T1j，T2j2，L，Tkjk 的某种合并方式使这些子

树的总错误最小化，本文采用如下的目标函数：
min

s（T1j1 ）＋s（T2j2 ）＋L＋s（Tkjk ）＝s
（e（T2j2）＋e（T2j2）＋L＋e（Tkjk）） （2）

其中，e（T）为样本域中被树 T 错分的样本。
2．2 数据变量的选取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宏 数 据 库 中 的 世 界 经 济 部 分 ， 选 取

1960-2001 年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聚类结 果 作 为 分

类变量。基于相对稳定的原则，主要选取了 6 个资源变量，
包括有形资源：所属大洲、陆地面积、可耕地面积占陆地面

积的比例、是否临海、纬度；无形资源：是否英语国家。其中

所属大洲中 1 为亚洲，2 为欧洲，3 为北美洲，4 为大洋洲，

5 为非洲，6 为南美洲；陆地面积和可耕地面积占陆地面积

的比例数据选取的是 2000 年的数据； 是否临海中 1 为临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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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0 为不临海；纬度中正值为北纬，负值为南纬；是否英

语国家中 1 为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主要语言或官方语言

的国家，0 为非英语国家

3 数据分析

3．1 对国家的聚类

以 20 世纪 60、70、80、90 年代和 21 世纪前两年各个

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 平 均 值 作 为 变 量， 进 行聚 类 分 析。
根 据 聚 合 系 数 曲线 将 36 个 国 家 聚 为 4 类， 聚 类结 果 见

表 1。
第一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较高的水 平，

且比较稳定；第二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此后开始下降，在 2000 年左右有

所反弹； 第三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较低的水

平，但发展比较稳定；第四类国家中只有俄罗斯，受前苏联

解体和激进式改革的影响 ［10］，其经济发展速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度出现了负值，但由于其丰富的资源、稳定的社

会政治形势、丰厚的外交、军事和文化资源，其经济在 21
世纪初期出现了强劲反弹 ［11］。各类国家在每个年代的平均

发展速度如图 3 所示。

3．2 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下面运用分类树法进行分析， 分类方法采用的是 Gi-
ni，删减方法是 OPT 算法，分析结果见图 4。

错分率为 16．7％， 各变量对分类结果影响的重要 性

为：纬度＞陆地面积＞可耕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比例＞所属

大洲＞是否英语国家， 说明这几个变量对一个国家经济的

发展速度有重要的影响。 分类树分析结果并没有表明，一

个国家是否临海对其经济的发展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所

选样本中不临海国家太少。

4 结语

对一类国家来说其稳定高速的发展，或者得益于其所

处的大洲，或者是纬度和其为英语国家的语言优势；第二

类国家的发展受到所处大洲、纬度和耕地面积所占比例的

影响；第三类国家的分布则比较广泛，既有低纬度国家，也

有高纬度国家；第四类国家中的俄罗斯，其发展主要得益

于广阔的国土面积和独有的资源优势。

图 3 各类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

国家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类别 国家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类别

中国 3．014 7．440 9．750 9．710 7．650 1 法国 5．553 3．733 2．377 1．756 2．805 3

韩国 8．253 8．533 7．555 6．227 6．180 1 意大利 5．766 3．824 2．419 1．487 2．325 3

新加坡 9．577 9．414 7．432 7．776 4．105 1 英国 2．898 2．417 2．400 2．088 2．625 3

泰国 7．814 7．511 7．294 5．274 3．220 1 奥地利 4．454 4．123 2．142 2．491 1．990 3

马来西亚 6．550 7．726 5．875 7．248 4．315 1 比利时 4．622 3．581 2．154 2．122 2．510 3

印度尼西亚 3．739 7．818 6．378 4．834 4．110 1 丹麦 4．774 2．214 1．432 2．118 1．985 3

印度 3．983 2．737 5．895 5．641 4．675 1 芬兰 4．537 3．893 3．624 1．674 3．165 3

爱尔兰 4．388 4．712 3．115 7．021 8．655 1 荷兰 5．017 3．382 1．982 2．965 2．300 3

埃及 5．434 6．250 5．921 4．404 4．005 1 瑞典 4．447 2．447 2．240 1．546 2．410 3

日本 10．444 5．282 3．850 1．721 0．890 2 美国 4．258 3．333 2．996 3．026 2．240 3

菲律宾 5．058 5．792 2．012 2．785 3．705 2 加拿大 5．015 4．398 2．914 2．425 3．005 3

希腊 7．623 5．430 0．779 1．908 4．205 2 澳大利亚 5．419 3．277 3．392 3．379 2．915 3

葡萄牙 6．079 5．271 3．356 2．812 2．595 2 新西兰 4．316 1．585 1．984 2．559 2．825 3

西班牙 7．783 3．864 2．792 2．631 3．430 2 南非 6．200 3．364 2．312 1．394 2．790 3

匈牙利 7．190 4．917 1．476 0．035 4．475 2 阿根廷 4．111 2．927 －0．727 4．521 －2．620 3

墨西哥 6．782 6．434 2．293 3．369 3．165 2 智利 4．368 2．476 4．393 6．486 3．600 3

巴西 5．906 8．475 2．988 1．840 2．950 2 秘鲁 5．250 3．936 0．346 3．242 1．665 3

德国 4．800 2．919 1．969 1．727 1．780 3 俄罗斯 7．500 5．660 2．900 －4．996 7．000 4

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表中数据为平均值，其中 2000 年为 2000 年和 2001 年的平均值。

表 1 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聚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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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分类树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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