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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可持续性评判准则 , 给出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预警的判

断区间 ,即轻警 Y ID(t)≤Y ID(t-5)或 Y IH(t)<Y IH(t-5),但Y IO(t)≥Y IO(t

-5);中警 YID(t)≤Y ID(t -5)或 Y IH(t)<Y IH(t -5),且 Y IO(t)<Y IO(t -

5);重警 Y ID(t)≤Y ID(t -5),且 Y IH(t)<Y IH(t -5)。最后 ,还初步讨论了抽象

指数预警和先行指标预警 。图 1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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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森林资源发展可持续性的测度研究目前还非常薄弱 , 但区域森林资源的外部环境即

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测度研究目前已经广泛开展 , 已有不少可以借鉴的成果 。

1　综合评价指标及其指标体系

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 “协同” 和 “公平” 。根据我们提出的区域森林

资源系统的 “三元论” , 这里的协同是指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社会过程 、 经济过程和生物过

程的紧密耦合;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发挥;区域森林

资源系统的社会进步目标 、经济增长目标和资源保护目标的同步实现;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

结构 、功能和效益的密切协同 。

1.1　评价指标体系

18世纪法国哲学家梅利叶指出 , 不公平是这样一种状况:它使一些人过高 , 而另一些

人过低;一些人所得太多 , 另一些人一贫如洗;一些人身上集中了一切福利和享受 , 一切权

利甚至游手好闲 , 另一些人却接受着所有的不安和生活中的不快 。不公平是人类的一种祸

害 , 它一方面造成骄傲 、 自大 、虚荣及傲慢 , 另一方面生产着嫉妒 、愤恨 、报复和埋怨等情

感 , 后来就成了世界的无数罪恶和暴行的源泉与原因[ 1] 。这里的公平内涵更为丰富和广泛 ,



在层次上 , 即包含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公平 , 又包含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在时间上 , 既

包含了当代人之间的公平 , 又包含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在空间上 , 既包含区域内

的公平 , 又包含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公平;在内容上 , 既包含了森林资源经济利用和物质财富

分配的公平 , 又包含了森林资源外溢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享用的公平等 。

基于上述认识 ,我们提出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 3个综合评价指标:

发展度 ID 、协调度 IH和耦合度 IO(图 1)。其中 , ID主要反映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发展水平 , IH

主要反映区域森林资源系统 3个过程的协调程度 , IO 主要反映区域森林资源系统在一定发展

水平上的协调程度 ,但它们都基于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经济过程的增长度 IE 、社会过程的满足

度 IS 和生物过程的持续度 IB ,只是综合的算法有别 。

图 1　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Figure 1　Indicators system of regional forest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1.2　综合评价指标的算法

吴延熊从空间距离的角度得到了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 3个综合评价指标:ID , IH

和 IO 简单且科学的算法[ 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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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持续发展的评判准则

吴延熊从空间几何解析的角度 ,探讨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评判准则
[ 2]
。为了把直

观的几何解析化作具体的代数判断 ,将 ID , IH和 IO作时间序列的拓展。如年度拓展 ,年度耦合

度 Y IO(t)、年度发展度 Y ID(t)和年度协调度 YIH(t);世代拓展 ,世代耦合度 GIO(t)、世代发

展度 GID(t)和世代协调度 GIH(t);时段拓展 ,时段耦合度 IIO(t)、时段发展度 IID(t)和时段

协调度 IIH(t)。它们构成了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评价体系。下面给出区域森林资

源可持续发展的 3类评判准则 。

1.3.1　强持续性评判准则　对于特定评价时段内任意 t 1和 t 2 , t 2 >t 1 ,如果被评价系统满足

　　　　YID(t 2)>Y ID(t 1),且 Y IH(t 2)≥Y IH(t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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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被评价系统在特定评价时段内处于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被评价系统满足

　　　　YID(t)>Y ID(t -1),且 Y IH(t)≥ YI H(t -1) (5)

则称被评价系统在评价时点 t 处于可持续发展轨道。

1.3.2　弱持续性评判准则　对于特定评价时段内任意 t 1和 t 2 , t 2 >t 1 ,如果被评价系统满足

　　　　GID(t 2)>GID(t 1),且 GI H(t 2)≥GIH(t 1) (6)

则称被评价系统在特定评价时段内处于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被评价系统满足

　　　　GID(t)> GID(t -1),且 GIH(t)≥GIH(t -1) (7)

即 　　　　Y ID(t)>Y ID(t -25),且 Y IH(t)≥Y IH(t -25)

则称被评价系统在评价时点 t 处于可持续发展轨道。

1.3.3　持续性评判准则　对于特定评价时段内任意 t 1和 t 2 , t 2 > t 1 ,如果被评价系统满足

　　　　IID(t 2)> IID(t 1),且 I IH(t 2)≥ IIH(t 1) (8)

则称被评价系统在特定评价时段内处于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被评价系统满足

　　　　IID(t)> IID(t -1),且 IIH(t)≥ IIH(t -1) (9)

即 　　　　Y ID(t)>Y ID(t -5),且 Y IH(t)≥Y IH(t -5)

则称被评价系统在评价时点 t 处于可持续发展轨道。

2　可持续发展的指标预警

指标预警法是利用预警指标的某种反映警级的指数来进行预警 , 通过预警指标可以发掘

警情和预报警度 。区域森林资源的每个警素往往可以利用若干个预警指标进行综合预警 。这

样的指标既可以是综合指数也可以是抽象指数 , 抑或是先行指标等 。

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动态评价指标是指标预警的基础 , 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得到

一系列从区域森林资源发展可持续性的角度研究总体警素的有关结论。

2.1　综合指数预警

IO , ID 和 IH ,以及它们在时间序列上的拓展 ,构成了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预

警的核心 。

根据可持续性评判准则 ,如果 t 年的 3个综合指数分别为 YIO(t), YID(t)和 Y IH(t),那

么 t 年是否有警 ,以及警度如何即预警判断区间如下。

轻警:Y ID(t)≤Y ID(t -5)或 Y IH(t)<Y IH(t -5),但 Y IO(t)≥Y IO(t -5);中警:

Y ID(t)≤YID(t -5)或 Y IH(t)<Y IH(t -5),且 Y IO(t)<YIO(t -5);重警:Y ID(t)≤

Y ID(t -5)且 Y IH(t)<Y IH(t -5)。

2.2　抽象指数预警

区域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具有明确的层次性 ,由上而下不断分解 ,直到

所有的评价指标可以测量为止;由下而上不断综合 ,直到某个特定的综合指数。然而 ,综合指数

既可以是如前所述具有具体数值和判断区间的综合指数 ,也可以是抽象的综合指数 。抽象的综

合指数来自评价指标的向量式综合 ,比如基于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社会过程的满足度 IS 、经

济过程的增长度 IE 和生物过程的持续度 IB ,既可以得到综合指数 ——— IO , ID 和 IH ,也可以得

到抽象指数 ———AI =(IE , IS , IB)
T
。根据抽象指数的时间序列数据 ,应用因子分析 、主成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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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多元分析手段可以得到抽象的综合指数;根据抽象的综合指数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动曲线 ,

可以分析和判断区域森林资源的总体警素是否有警;利用趋势外推等预测方法可以得到区域

森林资源总体警素的未来走势 。

抽象指数预警仅作参考 ,因为具体警度的确定非常困难 。事实上 ,也不必刻意求解警度 ,因

为我们始终坚持“综合”的观点 ,这样以综合指数为主线 ,定出具体的警度 ,然后用抽象指数作

侧面论证和具体分析 。

2.3　先行指标预警

评价指标和指标体系是对评价对象概念的反映 。这种反映效力可以用相关系数来衡量 ,

也就是相关系数越高的指标反映效力越大。在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发展过程中 , 与警素相关

的指标不可能都是同步的 , 一种指标变动通常领先或落后于其他指标的变动 , 而这种变动又

可以通过其他相关指标的变动来预测。因此 , 警素的发生 、发育和突变可以用其他先行指标

的变动来反映 , 紧紧抓住这些先行指标的变动情况 , 就可以对警素进行科学的预警 。先行指

标预警又称先导指标预警就是根据先行指标超前于预警对象即警素的这种规律对区域森林资

源进行预警。

区域森林资源的评价指标如同预警指标一样在时间运行上也可以划分为 3种类型:先行

指标 、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当我们对某一警素进行预警时 , 就要对先行指标进行分析 , 按

照一定的方法进行预警 , 然后 , 利用这一警素的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对预警结果进行验证和

补充 。

区域森林资源总体警素与评价指标之间的先导关系是随处可见的。比如森林覆盖率的提

高预示着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生物过程持续度的提高 , 也预示着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人均

森林面积的增长 , 预示着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社会过程满足度的提高;林业部门社会总产值

增长率的增长 , 预示着区域森林资源系统的经济过程增长度的提高等。

一般而言 , 评价指标应该是些先导指标 , 至少是同步指标 , 因为评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

及时发现问题 , 如果选用滞后指标就难以实现这种评价目的。因此 , 我们在评价区域森林资

源发展持续性时 , 指出了上述分层的先行指标体系。这样 , 就可以利用上述区域森林资源发

展持续性的评价指标即先导指标进行预警。

区域森林资源发展持续性的先行指标预警 , 不仅需要利用若干先行指标进行预警 , 而且

需要对这些先行指标进行适当的综合。综合的形式有 2种:一是扩散指数 , 一是合成指数 。

扩散指数是指全部先行指标个数中处于上升的先行指标个数所占的比重。当这一指数大于

0.5时 , 表示先行指标中有半数以上处于上升 , 因而也预示警素指标也将上升;当扩散指数

小于 0.5时 , 表示半数以上先行指标下降 , 因而也预示警素指标也将下降 。合成指数是美国

商务部于 60年代开发的一种技术 , 它是对所有先行指标的变动值进行标准化加权综合处理 ,

根据合成指数的升降可以判断警素的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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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sustainabili ty criteria ,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anges of warning degree

on the combinat ion indexs early-warning of regional forest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following.Light w arning:Y ID(t)≤ Y ID(t -5)or YI H(t)<Y IH(t -5)but Y IO(t)≥

Y IO(t -5);Middle w arning :Y ID(t)≤Y ID(t -5)or Y IH(t)<Y IH(t -5)and Y IO(t)

<Y IO(t-5);Serious w arning:Y ID(t)≤Y ID(t-5)and Y IH(t)<Y IH(t -5).The ab-

st ract index and leading indicators early-warning of regional forest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are finally discussed too.

Key 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indicators' early-warning;regions;forest resources ear-

ly-warning system

“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艺” 被评为省级

优秀重点扶植学科

　　浙江林学院林产工业系的 “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艺” 自 1996 年列入浙江省教委省级重

点扶植学科 B类资助以来 , 通过几年的建设 , 学科水平有明显提高 , 承担和完成了一批重

点科研项目 , 取得了一批高质量论著和应用性强的科研成果 , 加速了学科点的人才培养 。基

于该学科点取得的明显成绩 , 1999年 1月被省教委评为浙江省高校优秀重点扶植学科 B类 ,

予以表彰奖励。

(凌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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