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管理与人文科学

生做好科普工作
，

让学生在完成课本知识的学习以外
，

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

拓宽在校大学生的思维空间
。

�二 �积极组织在校大学生参与科研工作
，

可以成立大学生创新小组
，

设立专项资金为大学生科研项 目

立项
，

并为其推荐适合的专家学者作为指导教师
，

指导大学生完成科研工作
，

提高在校大学生的科研能力
。

�三 �发挥高校科协作用
，

为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
，

例如联系学校的实验室
，

协调各种关系
，

让大学生可

以真正的走入实验室
，

进行真正的科学研发体验
。

�四 �积极组织在校大学生的科研论文撰写工作
，

科研论文的编写过程也是大学生理清科研思路的过

程
，

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各种科研论文的投稿方式
，

让在校大学生有积极编写和投递科研论文的热情 �

�五 �通过高校科协与外界的横向联合
，

举办大型的科普巡展活动
，

让在校大学生更多的去接触科学新

知识
，

激发在校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潜能
，

也让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做到真正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

�六 �设立大学生科协
，

在高校科协下设大学生科协
，

增加在校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

让大学生真正的

参与到科协工作中来
，

展开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富有成效的校园科技活动
。

同时
，

让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

根据 自身发展的需要
，

不断完善工作制度
，

加强组织建设
，

对部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

使大学生科协的工作

效率不断提高
，

组织凝聚力不断增强
。

大学生科学技术协会可以将
“
挑战杯

”
竞赛为龙头

，

积极开展科技学

术竞赛活动
，

组织各类科普活动与实践活动
，

让学生 自己去做好学生科技立项及相关管理工作
，

精心策划

举办大学生科技节
、

科技论坛
。

团结学生科技骨干
，

提高大学生的科技意识
，

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
，

营造校内科技氛围
。

参考文献
�

���马丽艳
，

李全胜�论科协在高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 �� 期���一�

���杨昌群
，

张继跃�发挥高校科协的作用 促进科技活动的开展����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年��期���一�

���张承军
，

孔文�高校科协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探析����沈阳教育学院学报�����年�� 期���一��

��� 许红星
，

袁彤�论高校科协在科技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武汉科技学院学报�����年�� 期����一���

��� 郭晋
，

张俊
，

梁洁�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的五大策略 ����中国西部科技��以拓 年 �� 期���一��

��� 吴云
�

浅议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 期������

���汤成丹
�

简论高校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勋阳示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 期 �

��� 肖应红
�

高校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及根源����重庆工商学报 �����年

作者简介
�

魏溯华 女 ���� 年 �月生 �仪旧年毕业于沈阳建筑大学 硕士 工作单位
�
沈阳建筑大学 工程师 研究方向

�

小城镇建设
。

区域公共品
�
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新视角

刘海莺 张华新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

摘 要
�随着经济区 内部各方面的协调

，

不但其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

其资源利 用
、

环境保护也有融为一体的趋势
，

可持续

发展成为经济区作为整体所要面付的 问题
。

研究表明
，

区域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是影响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

素之一
，

从博弈分析的角度来看
，

区域公共品供给充足时在纳什均衡下对资源环境的消费数童小 于区城公共品供给不足时

的消费数量
，

而利润 大于后者的最大利润
。

可见
，

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会造成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且低效率
。
因此增加区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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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的供给有利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区域公共品 �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博弈

一
、

区域公共品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理论朔源

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依托有机的内部运行机制和良好的外部发展关系
。

环境可持续发展既是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结果
，

又是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依托
、

基础和制约因素
，

也是区域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

在区

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

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关系可以使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
，

反之亦然
。

从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来看
，

虽然研究视角差异较大
，

包括代际均衡
、

静态分析
、

生

态均衡与弹性等方面
。

但研究的核心都围绕代际均衡或资源的最优配置两个问题
。

在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

问题上
，

������ 和 ����� 引人了区域公共品的概念
，

认为区域公共品有利于提高区域资源的最优配置
。
������

和 �����认为不同行政管辖区域之间地理位置的邻近更容易产生对邻近各方都发挥影响的共同利益问题
，

从而导致相应的区域公共品需求和供给的可能
。

与国家间
、

省际间
、

城乡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同
，

由于辽宁中部城市群是由不同性质
、

类型和等级规

模的城市
，

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
、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
，

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

络
，

构成的
“
集合体

” 。

其中某个城市的发展不仅会影响自身
，

还会影响到其他城市
。

因此辽宁中部城市群的

融合和发展
，

不仅需要经济发展融为一体
，

更需要资源环境利用
、

保护融为一体
，

可持续发展也成为经济区

作为整体所要面对的问题
。

二
、

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制约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表现

辽宁中部城市群是以沈阳为中心辐射周边八城市�鞍山
、

抚顺
、

本溪
、

营 口
、

阜新
、

辽阳
、

铁岭 �
，

面积占

辽宁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
�

���
，

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经济区
，

在辽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

这些城市大都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

其发展主要依赖于对资源的消耗
。

高耗能产业在对资源粗放使用过程

中
，

排放出大量废水
、

固定废物
、

废气等有害物质
，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

这种发展方式 导致城市

群发展的可持续性差
、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
。

不但如此
，

由于过去经济的发展基本依赖于对资源的粗

放使用
，

经过一段时期后
，

还出现了各城市功能不健全
，

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
，

大量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引起一系列矛盾
，

这些矛盾又进一步破坏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

使整个城市群的发展陷人恶性循环
。

因此

影响城市群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各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统一和不协调
。

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问题产

生的原因很多
，

区域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

具体表现在
�

�一 �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

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品属于物质形态的公共品
。

主要包括大型的服务于全区域的
，

对区域经济发展有

着重要作用的基础设施
，

涵盖交通
、

通信和其他各种专业用途的公共项 目等
，

如辽宁城际间高速公路
，

这类

基础设施是整个区域统一
、

协调的
“
硬件

” 。

辽宁中部城市群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品的供给不足表现在很多

方面
，

如已建成交通公路密度分布很不均匀
，

区域统一信息调度中心缺乏
，

环境治理及监督类的区域公共

设施不足等问题
。

这些给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

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的统一带来了不便
，

使之难以从

整体上发展清洁生产
，

整个城市群环境基础设施难以整合
，

各地市行政部门更难以统筹治理环境
，

资源持

续浪费
，

可持续发展受到破坏
。

《二 �制度类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
如果说基础设施类区域公共品的供给不足是影响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硬环境

，

那么制度类

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则是更深层次的软环境因素
，

也是影响整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

制度类公共品供给不足使整个城市群缺乏区域范围内统一的资源利用
、

环境成本补偿及城市群整体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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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

在这种情况下
，

各城市产业结构安排各自为政
，

城市群内与资源节约
、

环境保护关系密切的产业同构性

较强
，

即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
，

这成为城市群资源与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

由于辽宁中部城市群城市间距

离较近
，

资源察赋相似
，

因此各城市的产业结构也极其相似
。

从三次产业分类来讲
，

由辽宁中部城市群三产比

重�如表 ��可以看出
，

经济区内八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中
，

除沈阳之外
，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都远远大于第一
、

三产

业产值比重
。

第二产业大都是一些高耗能
、

高污染行业
，

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
。

裹 ， �《���年辽宁中部城市群八城市三产比皿���

地地 区区 生产总值�亿元��� 第一产业业 第二产业业 第三产业业

全全省省 ����
�

���� ������� ��
�

��� ��
�

���

沈沈阳阳 �������� �
�

��� ��
�

��� ������

鞍鞍山山 ����
�

���� �
�

��� ��
�

��� ��
�

���

抚抚顺顺 ���
�

���� �
�

��� ��
�

��� ��
�

���

本本溪溪 ����
�

���� �
�

��� ������ ��
�

���

营营口口 ���
�

���� �
�

��� ��
一

��� ��
�

���

阜阜新新 ���
�

���� ��
�

��� ��
�

��� ��
�

���

辽辽阳阳 ���
�

���� �
�

��� ��
�

��� ��
�

���

铁铁岭岭 ���
�

���� ������ ��
�

��� ��
�

���

资料来源
�《���巧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具体而言
，

辽宁中部城市群中的沈阳
、

鞍山
、

抚顺
、

本溪是我国重要的机械加工
、

原料采集和钢铁生产

基地
，

集中了一批高能耗产业
。

由于几个城市同时发展高能耗产业导致资源很少被有规模
、

有效率地开采

和利用
，

资源的深加工度不够
，

技术含量较低
，

资源被低价值使用
。

如辽宁中部城市群八城市原富含煤
、

铁

等资源
，

但对其开采很少有规模进行
，

小煤矿
、

小铁矿处处存在
，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

一些城市经过去一段

时期的发展面临着资源枯竭
。

辽宁中部城市群各城市部分产业的区位商值可以反映这一点
。

如表 �所示
�

抚顺
、

本溪
、

铁岭
、

阜新的采矿业区位商值分别为 �
�

���
、
�����

、
�

�

���
、
�

�

���
，

都远远大于 �
。

说明四城市都

是资源型城市
，

且都以此为主导产业
。

四城市对资源的采掘极易造成资源的枯竭
，

使这些城市面临艰难转

型
，

影响整个城市群的发展后劲
。

沈阳
、

鞍山
、

辽阳
、

抚顺
、

本溪制造业区位商值分别为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经济区内大多数城市都在发展制造业
，

城市群产业互补性差
，

同构性极强
。

沈阳
、

鞍山
、

辽

阳
、

营 口
、

抚顺
、

本溪
、

铁岭
、

阜新八城市的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区位商值都大于 �
，

说明包括制

造业相对较少的营 口和铁岭在内的经济区各城市对于水利供应
、

污染治理等方面都投人了较大的成本
，

除

了营 口港 口业发展较快之外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城市群环境的治理效率较低
。

表 � ����年辽宁中部城市群各城市相关部门区位商值

部部 门门 沈 阳阳 鞍 山山 辽 阳阳 营 口口 抚 顺顺 本 溪溪 铁 岭岭 阜新新

采采 矿 业业 �
�

����� �
�

����� ������� �
�

�《抖抖 �
�

����� �
�

����� �
�

����� �
�

�����

制制 造 业业 �
�

�礴���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施管理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

数据来源
�
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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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类区域公共品的不足
，

使辽宁中部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中缺乏一套完善的区域资源与环境利益共

享的协调机制
，

在各城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条件下
，

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这一整体长远利益必然成

为牺牲品
。

三
、
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博弈分析

由于辽宁中部城市群整体发展涉及不同城市
，

其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过程
，

必然是这些城市相互的博

弈过程
，

区域公共品则是博弈的最优结果
。

以下引人城市群发展对资源环境需求的博弈分析
。

以一种资源环境 �为例�包括矿产
、

水
、

森林
、

土地等资源以及对水
、

大气等的污染�
，

该资源环境具有

非排他性
，

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结构
。

对于理性行为个体 �����
，
�

，
�

，… ，

��对资源环境 �的需求为��，

则总需求为 �一
二， �理性行为个体获取单位资源环境的平均成本和平均收益相等

，

记为 ����和 ����
，

其中 ����是 �的增函数
，
����是 �的减函数

，

即 已���
� �

，

�’ �����
，

而 ����
、 � ，

�归�、 �
。

�
�

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条件下的博弈

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时
，

各理性行为个体 �消耗 �，
单位的资源环境的利润 二 �

为
�

二 ，
二 ，卜��升����� ���

则
�
个理性行为个体利用资源环境的最优化问题将转化为

�
个理性行为个体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问题

�

�
人血和

， � 弘坏��关���习

￡� ��艺吼

为使
� ，

最大化
，

则 加
，

��忆 � �
，

即理性行为个体 �的最佳消耗量
，

���升������
�

扭��厂�’ ����
� 。

将
�
个一阶条件相加得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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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个个体从自身利益出发
，

他们决策时所消费的资源总量和最大利润总量
。

�
�

区域公共品供给充足条件下的博弈

区域公共品供给充足时
，

整个城市群的发展有统一的制度
，

目标是城市群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

各城市

都在统一制度下行事
。

这时可将在同一制度下行为的
�
个理性个体看作一个整体

，

他们都是朝着资源利用

整体最优化的 目标来统一决策
，

这时的利润函数是
�

�

俪
一 �卜��卜�����

帕累托最优一阶条件
�

“ 刁口一�公
”

关�砂
”

卜口
’ ‘

卜
，

公
‘ ’

关�公
”

牛。 ���

其解为��
‘ ，

所以帕累托最优利润为
�

�

一 口
二

卜砂
’ ‘

工。 砂
“

油 ���

比较���和���
、

���和���
，

可得出 �
’ 、
�

‘ ’ ， � ” � �
‘ 。

即区域公共品供给不足时在纳什均衡下消费数量

大于区域公共品供给充足时的消费数量
，

而利润却反而小于后者的最大利润
。

由此可见
，

区域公共品供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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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会造成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且低效率
。

四
、

增加区域公共品促进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涉及复杂的空间结构
，

单靠一个城市的努力是不够的
，

只有制定共同的方

案才能实现资源节约
、

高效的利用
。

辽宁中部城市群通过增加区域公共品供给
，

促进可持续发展
，

应把握以

下几个重要的方面
。

首先
，

区域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必须符合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原则
，

满足社会公平和协调发展的需

要
。

如果通过一定的利益补偿机制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条件
。

如果不是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
，

参考公平原

则
，

则另外一些方案由于合作策略的运用获得通过
，

导致了区域整体利益的损失
，

并造成对弱势一方利益

的不公正掠夺
。

其次
，

运用政府间适度竞争与合作原则
，

如在产业选择时
，

需要论证是否对资源环境有害
，

如何补偿

等
，

发展同一产业时
，

地方政府间可以竞争
，

看哪个城市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

相邻城市可发展互补的产

业
。

再次
，

要建立独立于各地区政府的区域性公共品管理机构
，

编制城市群经济与资源环境协同发展规

划
。

该机构可以直接受省领导
，

对于各地方提出的行业发展计划
，

应首先送由该独立机构审核
。

各城市提供

的同一产业发展计划多于两项时
，

可让其提供详细论证
，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及该产业发展的必要性
，

优先批准节能环保做的较好的发展计划
。

总之
，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的实施必然带来制度方面的很大改变
，

其中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

都会有一定的财政
、

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倾斜
。

辽宁中部城市群应在这些政策指引下
，

统筹安排产业结构
，

通

过高效合作
，

以沈阳这一核心城市为依托
，

构筑新经济时代辽宁中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区域
。

同时
，

八城市根据 自己的不同条件发展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
，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对资源环

境的额外压力
，

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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