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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基于对石油产业投入与经济发展质量产出两系统间的相互促进、耦合协调

关系的分析，本文梳理了石油 产 业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指 标 体 系，并 建 立 耦 合 关 联 模

型。研究采集四川省 （涵盖１２个市）油气资源丰富区域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统计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四 川 省 石 油 产 业 发 展 相 对 滞 后，不 同 区 域 间 石 油 产 业

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 协 调 较 差。据 此，研 究 提 出 可 从 科 技 创 新，优 化 石 油 产 业 资

源配置，加强政府政策配套等多 方 面 推 动 石 油 产 业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间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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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而区域经济质量的协

调发展的研究是立足于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下而进行的。资源的有限性与区域经济

发展的无限性，二者在矛盾中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要素投入在短期内可能给经济

带来高增长，但是由于要素收益递减规则，这种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统计数据表

明，近年来我国以要素投入为驱 动 的 增 长 比 例 居 高 不 下，就２０１４年 上 半 年 来 说，

固定资产形成对 ＧＤＰ增 长 的 贡 献 率 是４８．５％，仅 拉 动 ＧＤＰ增 长３．６个 百 分 点，

却加剧自然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进一步恶化，如２０１４上半年，我国７４个城市的

ＰＭ２．５总体达标天数比例仅为６０．３％，虽然比２０１３年同期提升１．６个百分点，但

是环境保护、能源利用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依旧严峻。面对我国粗放式的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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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方式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矛盾，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急需告别过去

多年依赖要素增加和ＧＤＰ至上的发展期，向更加具有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环境

保护，更加突出区域经济发展的 “质量”的 “新常 态”发 展。四 川 是 能 源 资 源 大

省，尤其是油气资源极为丰富，且发展基础良好。过去的实践表明，石油产业与油

气资源富集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一 方 面，通 过 对 石 油 产 业 的 产 业

链、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及产业的转移升级，能够实现产业自身上下游相关产

业的协同发展，同时还可以形成强大的 “扩散效应与辐射功能”，从而带动整个区

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 “增长极”和 “生长点”。［１］另一方面，区域

经济的发展，则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产品的提供、物资供应的满足、后勤服

务等的支撑，为石油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

令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很关注的问题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有哪

些？石油产业的发展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带来怎样的影响？石油产业发展与区域

经济发展质量间如何更好地耦合？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对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

质量的耦合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 “投入／产出”两个主要维度，构建石油产业

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关联模型。

二、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综述

（一）资源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理论界对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的

关系在过去的研究中还存在争议。如Ｓａｃｈ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２］基于回归模型对经济增

长与资源投入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两者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Ｇｙｌｆａｓｏｎ （２００１）［３］指出 “荷兰病”的 产 生 往 往 来 源 于 自 然 资 源 的 “挤 出 效

应”，其根本是人力资本不断受到自然资本的挤占，进 而 减 缓 了 经 济 增 长 的 效 应。

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 （２００３）［４］通过对石油资源的实证研究指出 “制度弱化”是引起 “资源

诅咒”效应的关键因素。邵帅、杨莉莉 （２０１４）［５］研究指出丰裕的自然资源将显著

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显著受制于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经过文献梳理可

见，资源产业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一种 “相辅相成”但又 “若近若离”的关系，一

方面自然资源优势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过度的资源依赖，尤其

是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又将引发 “挤出效应”、 “荷兰病效应”和 “制度弱化效

应”，从而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６］

（二）资源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

丁建军 （２０１１）［７］研究认为，资源产业的产业链对区域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影

响。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可使传统资源型产业向知识型、技术性、环保型产业

演变，实现资源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刘友金、胡黎明 （２０１１）［８］则指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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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分工，可以在充分利用区域内产业的基础上，减少重复投资。刘癑、张怡曼、

聂锐 （２００９）［９］进一步研究指出受计划经济和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长期影响，资源

产业与地方经济缺乏共同利益驱动，各自为战，难以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多元化发

格局，造成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具体表现在技术研发资源共享难度大、基

础设施共享难度大和生产要素整合难度大。孙君、姚建凤 （２０１１）［１０］则强调产业转

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张辽、宋尚恒 （２０１４）［１１］提出产业转移将推动生产要

素流动的区际变化，进而对区际工业布局产生影响，实现产业结构的区际调整。更

多的学者从海洋产业、文化产业、高科技产业、有色冶金产业等多个产业研究了与

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各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汪克

亮、杨宝臣等 （２０１２）［１２］运用耦合协调度函数分析法、灰色关联法等探究影响产业

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三）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已有研究证明油气开发项目实现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协调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如 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ｎｉｅｌｌｅ（２０１０）［１３］指出油气开发项目或油气企业应建立与驻地政府共同

的发展目标，应注重资源地区的发展诉求，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地方经济发展，为

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在中国西部地区，“荷兰病”显现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高油价给

石油资源区域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而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优势产业

却发展缓慢，其发展速度远低于石油产业。石油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锁住了石油资源富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脚。胡健 （２００７）［１４］研究指出需要

对油气资源禀赋、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 逻 辑 关 系 进 行 梳 理 演 绎。一 方

面，中国油气资源勘探开采产业已显现出较强的集群性，且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地

区和西部地区；另一方面，油气资源炼化加工产业并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集群性。油

气资源富集地区的石油天然气产业的产业链布局存在以上缺陷，这是导致油气资源

富集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主要原因。柯善咨、赵曜 （２０１４）［１５］

则强调要实现石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构建多重产业集群的全新发展模式的

理论框架。巩前胜、董春诗等 （２０１４）［１６］则运用行业集中度指数、赫芬达尔指数以

及区位熵等指标，对中国油气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并从行业和区域

两个视角 分 析 中 国 油 气 资 源 产 业 的 区 域 分 布 特 性。韩 妍 茹、何 玉 萍、张 安 静 等

（２０１３）［１７］指出从省域或县域看，通过分析制约石油产业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相

关因素，可延伸石油产业链条，培育石油产业集群，实现社会资源共享，促进石油

矿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协调发展。

（四）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本文从资源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资源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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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理、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与总结发现以往的研究较为深入地揭示了资源产业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影响，

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１）研究视角

的不足。研究多从宏观层面，如一个国家或多个地区，且鲜见从某个特定的资源，

尤其是针对石油资源从省级区域的角度，研究石油产业与省域经济的耦合关系。仅

有的少数对 石 油 产 业 与 区 域 经 济 作 用 关 系 的 研 究，则 更 多 关 注 的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量”，而未系统思考经济发展的 “质”。（２）对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研

究不足。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研究较多，而对产业发展

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成果较少。（３）研究中结合省域的实证案例较少，已有

研究严重忽视了针对区域经济增长地理空间效应的分析。在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新 常

态”格局下，缺少对省域经济质量与资源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的量化研究。

三、“石油产业”概念的界定

本文中所探讨的石油产业的概念范畴是基于四川省区域石油资源的禀赋特征来

界定的。目前，四川已建成２０００万吨产能，形成了以石油、天然气为核心的油气

化工业，并成为四川省支柱产业。因此，本文中所讨论的 “石油产业”特指围绕天

然气开发配套服务及天然气化工上下游产业链、石油化工下游产品及新技术的开发

转化相配套的油气化工业。

四、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分析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关联关系，需要构建石油产业与区域

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原则旨在通过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的

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评价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间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而通

过评价值，客观、真实地对石油产业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系统的状态、问题、

趋势等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说明。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研究中对石油产业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两系统指标的选择需要遵循如下规

则：

１．数据的可获得性规则；通过文献计量与分析，以及田野调研发现，关于石

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统计并不完善，部分数据难以获取，因此本文基于对

数据的可获得性规则，以及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将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解

析为 “投入／产出”，并作为一级指标。

２．指标的综合性规则：一方面，针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产出指标，不仅需

要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还需要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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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针对石油产业投入指标，则需要从资源与能源消耗、生产技术特征、污染物产

生特征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

３．指标的客观性：研究选取的指标大多都是可量化的定量指标，同时其数据

的来源比较权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评价主体的实际情况。

４．指标数据的连贯性：鉴于后续研究中将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因此选取指标

的数据需要在一定周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

（二）评价指标确定

表１ 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指标 （三级指标）

石油产业
（投入）

资源与
能源消耗

①工业占地面积

②工业用水量

③能源消耗量 （电力、柴油等）

生产技
术特征

①设备投入产出率

②新技术利用率

③油气开采效率

④产品合格率

污染物
产生特征

①石油产业废水量

②ＳＯ２ 产生量

③石油产业排污达标率

资源综
合利用

①资源循环利用率

②发明专利授权数

③引用新技术投资额

④石油产业高级知识分子比率

区域经济
发展质量
（产出）

区域经
济实力

①人均ＧＤＰ
②城乡人均收入比值

③就业率

④工业总产值

区域发
展潜力

①财政支出

②固定资产投资

③城镇化比率

④出口率

⑤第二产业比重

⑥第三产业比重

区域发
展活力

①消费率

②初级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率／转化率

③资本形成率

④通货膨胀率

区域环
境状况

①工业废水排放量

②工业ＳＯ２ 排放量

③企业排污达标率

环境治
理状况

①污水处理率

②垃圾无害处理率

③新能源使用率

④垃圾回收利用率

　　 指标体系中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产出指标拆分为 “区域经济实力”、“区域发

展潜力”、“区域发展活力”、“区域环境状况”以及 “环境治理状况”５个大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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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个具体产出指标。同时，研究将石油产业投入归纳为：资源与能源消耗、生产

技术特征、污染物产生特征以及资源综合利用４个类别，共１４个产出指标。如上表

１所示。

五、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思路

如图所示，研究提出石油产业投入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产出系统间存在着

“耦合协调、相互促进”的耦合、循环关联关系。研究认为：首先，石油产业资源

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系统间遵循资源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其次，通过

对石油产业系统的完善将促进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同时区域经济系统发展将从基

础设施、技术、政策等多方面反哺 石 油 产 业，进 行 形 成 一 种 循 环，交 互 的 耦 合 模

型，实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再次，两个系统呈现出复杂的、多目标的系

统特性，应从 “投入———产出”的视角进行耦合关联分析。

因此，本文在上述指标体系构建基础上，首先完成对两系统状态评估，而后完

成耦合度计算与评价工作。

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循环关联模式

（二）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模型构建

步骤１：石油产业投入系统指标表示为：ｘ１，ｘ２，…ｘｍ；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产

出系统指标表示为：ｙ１，ｙ２，…ｙｎ。定义如下函数：

ｆ（ｘ）＝∑
ｍ

ｉ＝１
ａｉｘｉ （１）

ｇ （ｘ）＝∑
ｎ

ｊ＝１
ｂｊｙｊ （２）

其中，ｆ（ｘ）为石油产业投入系统评价函数，ｇ （ｘ）为区域经济质量产出评价

函数，ａｉ，ｂｊ 为不同指标对系统的权重。

定义ｘｉ，ｙｊ如下：

ｘｉ＝
（ｘｉ－βｉ）／ （αｉ－βｉ）正向指标

（ａｉ－ｘｉ）／ （αｉ－βｉ）
烅
烄

烆 负向指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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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
（ｙｊ－βｊ）／ （αｊ－βｊ）正向指标

（ａｊ－ｘｊ）／ （αｊ－βｊ）
烅
烄

烆 负向指标
（４）

其中，ａｉ，βｉ；αｊ，βｊ 分别是ｘｉ，ｙｊ 的上下界。

步骤２：构建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的计算公式：

Ｃ＝ ｛ｆ（ｘ）·ｇ （ｘ）／ ［ｆ（ｘ）＋ｇ （ｘ）］２｝１／２ （５）

步骤３：定义耦合度 系 数：Ｃ＝１，Ｃ＝０分 别 表 示 耦 合 度 最 大 与 耦 合 度 最 小，

耦合度权值范围为０Ｃ１。

步骤４：定义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协调发展系数Ｄ：

Ｄ＝ Ｃ·槡 Ｔ （６）

Ｔ＝ａｆ（ｘ）＋ｂｇ （ｘ） （７）

其中，Ｔ为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数，ａ，ｂ为待定系数。

六、模型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选取

研究以四川东北部、西北部、中部、北部和南部的１２个市、区作为实证分析

对象，采集其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四川省统计年鉴、四川省石油管理局统计数据及相

关田野调研数据作为分析计算的数据来源。

（二）数据预处理

本文在前述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首先将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指标

体系对系统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即体现为指标的权重；其次应用公式３、４将所获

得数据标准化；而后计算相关矩阵的特征值，方差以及累计贡献率，并将方差贡献

视为权重，构建投入／产出系统评价函数；最后分别运用公式５、６、７计算出标识

四川省不同区域的市、区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Ｃ和耦合度协调发

展系数Ｄ。

表２ 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标准

０Ｄ０．４　 ０．４＜Ｄ０．６　 ０．６＜Ｄ１

失调区间 过渡区间 协调发展区间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１９０．２～０．２９０．３～０．３９　０．４～０．４９　０．５～０．５９　０．６～０．６９０．７～０．７９０．８～０．８９　０．９～１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ｆ（ｘ）＞ｇ （ｘ） ｆ（ｘ）＝ｇ （ｘ） ｆ（ｇ）＜ｇ （ｘ）

石油产业发展滞后 同步发展 区域经济质量滞后

（三）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标准

由于耦合度系数：分别表示耦合度最大与耦合度最小，耦合度权值范围为，从

而得出值越大石 油 产 业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质 量 越 好，反 之 则 越 差。根 据 公 式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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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协调发展状况分为１０种不同情形，具体如上

表２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耦合模型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由于计算过程较

为冗长，因此只展示最终耦合模型结果。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石油产业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模型结果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城区 ｆ（ｘ） ｇ （ｘ） Ｃ　 Ｄ 耦合类型 ｆ（ｘ） ｇ （ｘ） Ｃ　 Ｄ 耦合类型

达州 ０．０３２１　０．１０２４　０．５０４１　０．２３５１ 中度失调 ０．０３３１　０．１３２４　０．５７３１　０．３２５１ 轻度失调

南充 ０．７０４１　０．８３５１　０．５６５４　０．５８８４ 勉强协调 ０．７８５３　０．８６３１　０．５８７６　０．５９０３ 勉强协调

江油 ０．７２３２　０．５９７１　０．５３１１　０．５４６１ 勉强协调 ０．７６６３　０．６０１３　０．５５３４　０．５６３１ 勉强协调

绵阳 ０．９６５８　０．９５２４　０．６６９８　０．８８８４ 良好协调 ０．９７６１　０．９６３４　０．６７７８　０．８９１７ 良好协调

乐山 ０．４２５１　０．２４１１　０．５７６４　０．５３５４ 勉强协调 ０．４３２１　０．２６３１　０．５８１４　０．５５３２ 勉强协调

内江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４５１　０．１３５４　０．３２４４ 轻度失调 ０．０７６６　０．０５０１　０．１４３４　０．３５６４ 轻度失调

自贡 ０．９９８４　０．８８９５　０．５２５８　０．７８５１ 中级协调 ０．９９６３　０．８９５８　０．５５８１　０．８００１ 良好协调

广安 ０．５３５４　０．２８９４　０．５７７４　０．５６５８ 勉强协调 ０．５７４４　０．２９４８　０．５８６３　０．５７７２ 勉强协调

广元 ０．８４１０　０．６８５４　０．５８０１　０．６３５２ 初级协调 ０．８３１９　０．６９８７　０．６０２１　０．６７３２ 初级协调

巴中 ０．７１１２　０．５８６１　０．５７３２　０．５８５２ 勉强协调 ０．７３３９　０．５９６１　０．５６７２　０．５９１２ 勉强协调

泸州 １．３０１４　０．９７５１　０．５６８１　０．８２６４ 良好协调 １．２２０３　０．９８７６　０．５７６２　０．８３４４ 良好协调

宜宾 １．２１２４　０．９３３２　０．５４５４　０．８３１６ 良好协调 １．２３３４　０．９６２２　０．５５３１　０．８４１６ 良好协调

　　１．从实证结果 （见表３）并结合表２可以得出，达州、南充市是四川东北部石

油产业的主要聚集区，且能够较好地反映石油产业与该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程

度。达州市耦合度协调发展系数在２０１３年为０．２３５１ （中度失调），２０１４年增长为

０．３２５１ （轻度失调），且表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滞后，即该市过分重视石油产业要

素投入，而忽略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同样，虽然南充市耦合度协调发展系数高于达

州，２０１３年为０．５８８４，２０１４年为０．５９０３，属于勉强协调，而与达州面临同样的问

题是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滞后，即该市过分重视石油产业要素投入，而忽略经济发展

质量提升。综上，四川东北部虽有较好的油气资源，但是从油气资源聚集的两个市

来看，该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滞后于石油产业发展，而耦合协调度介于轻度失调和勉

强协调之间。

２．从实证结果来看，四川西北部发展不均衡，绵阳市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石

油产业与经济发展质量能够良好的耦合，稳中有升，而 江 油 和 乐 山 则 处 于 勉 强 协

调；绵阳市石油产业与经济发展质量能够达到基本同步发展 （与 基 本 相 差 不 大），

而江油、乐山两市还存在石油产业发展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忽略石油产业的

整体提升。综上，四川西北部石油产业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协调不均衡，呈现出两

极分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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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实证结 果 来 看，四 川 中 部 呈 现 阶 梯 式 发 展，以 自 贡 市 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中，石油产业与经济发展质量能够良好的耦合，而广安市则处于勉强协调，内江市

属于轻度失调；自贡、广安和内江市都面临石油产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质量，而

广安、内江市更为严重。综上，四川中部石油产业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在轻度

失调与中度协调之间，呈现出阶梯式发展的局面。

４．从实证结果来看，四川北部发展较弱，广 元、巴 中 市 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中，

石油产业与经济发展质量介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之间，且两市石油产业滞后于经

济发展质量。综上，四川北部虽有较好的油气资源，但是在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与经

济发展不能很好地耦合，呈现出发展较弱的局面。

５．从实证结果来看，四川南部的泸州、宜宾市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两年中，石油产

业与经济发展质量能够良好的耦合，但是仍存在石油产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

面。综上，四川南部在四川省整体发展趋势较好，但是应更重视石油产业在经济发

展质量中的推动作用。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 “投入／

产出”两个主要维度，构建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进而运用耦合

模型，基于收集到的四川省油气 资 源 丰 富 的 不 同 区 域 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统 计 数 据，

计算出不同城市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度协调发展系数，并对模型实证结果

进行逐一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四川省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呈现不均

衡状态，且大部分地区石油产业发展呈现滞后的局面。而这一问题的产生来自于石

油产业整体技术、科研能力、创新能力不强，使得产业链呈现低效发展的局面。

因此，本文提出建议，首先，四川省石油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科技进步投入产

出率需要有效提升，应重点增加石油产业科技创新投入，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加强

配套政策指引，扶持相对落后的区域；其次，完善政府顶层设计，重视石油产业发

展对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与拉动作用，努力实现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

协调发展，完 善 激 励 机 制 和 考 评 机 制，使 得 发 展 呈 现 可 持 续 化；最 后，加 强 产、

学、研合作，引进高精尖人才，对石油产业实现从要素投入、资本投入向技术革新

的转变，规避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城市出现的 “马太效应”，在中国经济 “新常

态”背景下，实现石油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质、增效、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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