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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竞分三故原则
,

很自然地把自然资源
、

能源
、

人 口和环境等问题统一到一 个共同

的模式之中
,

为这些问题的综合研究提供了 一个基本框架
,

使得自然资源运筹分析的思路更 加 清

晰
,

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明了
.

在此基础 卜
,

本文提出了多个场网之间运筹分析的数学 模 型
,

为定量解决全球性的综合问题奠定了基础
.

我们特别讨
一

沦了自然资源一竞分者两个场 网 之间的生

克关系和运筹分析的数学模型
,

为定量解决资源一人 口
,

资源一经济等问题提供了数学 工具
.

一
、

引 言

随着全球性的人口
、

资源
、

能源和 环境问题的 日益尖锐
,

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纷纷从不

同的角度对这 一 综合性问题进行研究和预测
,

试图寻求解决的对策
〔’一今 ’.

但有一点是 十 分清

楚的
,

我们 必须依靠现代科学和技术
,

努力寻求和 探索新的资源
,

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环境
,

并与大 自然建立一种较少破坏性的共存关系
.

幸运的是
,

在世界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同时
,

科学技术正按指数形式反馈加速向前发展
,

人类认识和揭示 自然奥秘的能力也正在 发生飞跃

和深化
.

本文试图利 用泛系理论
〔5 一 “1 (P a ns 拌比 m s T he or y )的思想和方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利用进行运筹分析
,

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的竟分三故范畴
,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然资

源开发利 用的泛权场网模型
,

最后进行 了个例分析
.

二
、

自然资源的泛系竞分三故原理

泛系理论也 。叮泛系分析或泛系方法论
,

是我国于1 9 7 6年才正式提出的一种跨 学 科 新 研

究〔”」.

它侧重从关系
、

关系转化
、

广义对称和充分可观控建模的角度来分析一般事物 机 理与

广义系统
.

现在 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

我国著 名科学家钱学森教 授 指出
〔。 J,

泛系

理论就是用现代数学语 言来表达一般系统的普遍规则
.

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或专题均

可在泛系理论中找到新 的缩影
,

新 的联系和部分新的显微与深化
,

因而泛系理论有可能发展
_
生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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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新型的横断研究与广义的观控 (观测 与控制 ) 主体
.

因此
,

它特别适宜于讨论象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这一涉及地理
、

生态
、

环境
、

经济 与社会等复杂问题的分析 与运筹
.

研究 自然资源的最终目的在于搞清楚它的动态规律及其 与经济
、

环境和社会之间的本质

联系
,

提高对其变化规律的宏观观控水平
,

进而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科学 依
.

据“ ”’.

通 过 研

究
,

我们发现可以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 用划分为三大范畴或称为三大故
,

即资源
、

竞分者与

竞分规范
.

这里的资源是指广义资源
,

既包括自然资源
,

也包括人力资源和能源等
;
这里的

竞分者不一定是指个人
,

在不同情况下
,

它可以是指参与广义资源竞争分享的个人
、

集团
、

地区
、

国家甚至人类
,

也可以是自然对象
;
这里的竞分规范是指竞分者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或

竞分时应该遵守的原则
.

因此
,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结构在于这三大故范畴的充分竞分

显生
,

或者说在于对这三大故之间关系的分析
、

运筹和决策的优化显化
,

或选取某些关系
,

框架和 方案
,

以达到促生抑克
,

趋利避害
,

使得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向着优化的方向发展
。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
,

自然资源的限定
、

匿乏与破坏性开发 (包括人为遗乏化) ; 分

享者与竞争者的过速激增 (主要源于人 口的过速激增) ; 竞分与观控规范不合理等
,

是 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首要解决的三大主要问题
.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充分发挥

潜力
,

寻求和探索新的资源
,

扩充资源维度
; 同时提高对人 口增长的观控水平

,

使人口的增

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同
; 更重要的是科学地使用现有资源

,

消除社会内耗
,

排除人为的
“

与门关系
” ,

人为的互克斗争与人为的资源匾乏化
,

制止破坏性开发与宏观显克的
“

发展
” ,

不断完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
,

方案和规章制度
,

使竞分规范在发展中程式化 和 科 学

化
。

三
、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泛权场网模型

现实的竟分三故范畴中存在着大量的生克关系和协同关系问题
,

具体表现 为 各种 资 源

(不同维度的资源 ) 的竞分与其规范之间的生克关系
.

例如协同
、

平衡
、

发展和决策等
.

归根

到底是对稀有资源的对策性的价值运筹
,

实际上就是动态约束条件下的多边生克关系问题
。

下面我们首先给出基本泛权场网模型
,

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与竞分者之间的运筹分

析与生克关系的数学模型
。

设 G是基域
,

它可以是 自然资源与竞分者分布的地理时空范围 (召= T x F )
,

则基本场网

为

f
:
G U G

Z

一
W

设运筹论域为一子区域D c G
,

则相应的约束和竞分规范表示为

C
:

fc= 门g ‘

综合泛权映射表示为

l== l(D )
:

不
一

M

优化指标为

m o二m 。

(D )一) M

若M为赋半序范线性空间
,

则D 为优化的f= f0 使得

}}。
。
一 l(f

。

) }1 == m in { !}。
。
一I(f) {} z C }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适当定义f与f
。之间的差距

,

以及由f到f
。
的可观控性或观控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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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讲
,

上述模型可以处理多个场网之间的生克关系和运筹分析
,

因为这里 没 有 对

W
,

M作任何限定
,

它们可以是多维泛权
.

现在我们细化自然资源和竞分者这两个场网之间

的运筹分析模型
.

设这两个场网分别为

f
‘:

G U G
Z

一
研

‘

和 g , :
G U孑一

W
,

并定义

l‘, = 万
‘ x w

,

一
M

. ,

这时有
r ‘, == (f

‘, 夕, )
0

1‘, :
G U G 么

一
M

‘,

若M
‘, 的泛权聚类水平为

M
‘, = U M

‘, , (d Q‘, )

并设
,

占‘, 二 r ‘, o

Q
‘, 。 r 百}

则 G U G
Z
= U E ‘, , (d d‘, )

这时泛权场网E ‘, , (二G U G Z )表示自然资源和竞分者二场网f
‘

和 g , 具有综合泛权E
‘, ,

级 的协

同运筹关系
.

M
‘, 。的各种级别可 以用来描述二场网之间不同的协同程度

:

最优
、

次优与劣优

和合理与不合理等
。

另外
,

根据该模型
,

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具体判识人口 增长 与经

济发展的协同程度
.

月弓
咭

之几

四
、

个 例 分 析

釜

现在我们利用上述思想对区域开发问题进行分析
。

区域开发实际上是利用现有技术和条

件
,

充分开发利用区域资源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

在开发过程中
,

区域发展的中长期目标

与短期尽快富裕
,

区域迅速发展与国家总体发展
,

资源循环使用与工业化
、

城镇化等
,

都是

典型的生 克关系和 竞分规范问题
〔“ ’.

我们不能用单纯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区域开发的效果
,

这

样往往会忽视其他一些竞分者的正当要求
.

譬如
,

我国许多地区的水资源十分短缺
,

是发展

的主要限制因子
.

在水资源问题的竞分处理中
,

如果只计及城市和地区之间的竞分和协调
,

往

往容易忽略另一竞分者—
地表生态环境的用水

.

这样
,

可能导致该地区在几十年之后成为

不毛之地
,

甚至沙漠化
〔‘“’.

总之
,

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 用过程 中
,

应该从宏微兼顾的原则同

时考虑经济
、

生态和社会三大效益
,

协调好各竞分者之间的关系
,

使竞分规范在发展中不断

完善和科学化
.

笔者对牛文元先生的有益讨论和建设性意见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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