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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理的区域发展定位, 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支持, 而区域发展定位结论的得出, 需要一定的

方法来支撑其客观性与科学性。应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AHP- SW OT分析工具,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 首先

对影响环罗源湾区域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进行识别, 然后根据专家咨询的结果进行相关的 AH P-

SW OT分析,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将福建省环罗源湾区域定位为集海洋经济和临港工业为一体的生态港口工业

城市,把该区域建成海峡西岸服务福州市的港口加工业与物流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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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H P- SWOT Analys is in Luoyuan Bay s

Reg ional Deve lopm en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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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 ional development orien tation, an mi portant support to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eds specific

method to con firm its objectivity and practicab ility. By adop ting an analys is m ethod, called AHP- SWOT, th is article comb ines

qualitative and quan titative analysis. F irst of al,l based on previous survey, the paper d istingu ishes advan tages, d isadvantages,

opportun ities and th reats wh ich exert in fluence on Luoyuan Bay s reg ional developmen.t Then, expert questionnaires are analyzed

by means ofAHP- SWOT. U ltmi ately, the paper com 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Luoyuan Bay in Fu jian Province should be orientat

ed as an industrialized cityw ith ecotyp ic ports, wh ich integrate ocean ic economy and port industry, and the LuoyuanBaywou ld be

established as a base of port processing and logistic industry, wh ich serves Fuzhou in the west Taiwan S trai.t

Key words: AHP- SWOT analys is; reg ional development orien tation; Luoyuan Bay

前言

如今,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

焦点, 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也已经有许多研究
[ 1- 3]

涌现出来。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实现区域的可持

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口号,一个理念, 至于如

何真正做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才能保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至今都没有定论。作

为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指导, 合理的区域发展定位

应全面考虑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 为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支持。

SWOT分析即优势 ( Streng th, S )、劣势 (W eak

ness, W )、机遇 ( Oppo rtun ity, O )和威胁 ( Threa,t T )分

析,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一个决策过程
[ 4]

,近年来在各

种决策领域应用广泛
[ 5- 7]
。 SWOT分析法通过对研

究目标的综合分析,找出对其自身有利的值得发挥

的因素, 以及不利的需要避开的东西, 即发现问题所

在;然后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并明确发展方向。近

年来的一些研究将定量的方法, 如: 层次分析法

(Analyt icH ierarchy Process, AH P)
[ 8- 9]

, 与 SWOT的

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纯进行

定性的 SWOT分析带来的非客观性。本文尝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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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 SWOT分析法运用于福建省环罗源湾区域发

展定位的研究中, 以期获得较客观、科学的结论, 为

该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策提供支撑。

1 AHP- SWOT分析基本框架

AHP
[ 10]
是 20世纪 80年代由美国运筹学家提

出的,其基本思路为: 首先找出问题所涉及的主要因

素,将这些因素按照关联、隶属关系构成阶梯层次模

型,通过对各层次中个因素的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

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进行综合判断,确定评价

对象相对重要性的总排序
[ 8]
。

AHP- SWOT分析的基本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AHP- SW OT分析基本框架图

2 基于 AHP - SWOT分析的环罗源湾区域

发展定位

2. 1 环罗源湾区域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
根据前期调查获得的各种资料, 结合专家咨询

的结果,得出影响环罗源湾区域发展的优势、劣势、

机会和威胁四方面的内容, 结果见表 1。
表 1 环罗源湾区域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组别 影 响  因  素

优势

S1:具有区位优势,地处省会福州,临海近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繁荣带的中间点

S2:区域内经济基础较好

S3:具有各种资源优势,包括渔业资源优势、滩涂浅海资源优势等

S4:罗源湾港区陆域基本利用海滩和山丘地开发为主,具有一定的建设用地优势

劣势

W 1:港口资源量有限,可服务区域小

W 2:罗源湾区域内平原台地少,海滩和山丘地多,不利于大规模开发

W 3:区域内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海湾环境容量较小

W 4:水产养殖与港口和工业发展的冲突,可能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

W 5: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如交通运输、污水处理、生活配套设施等

W 6:淡水资源紧缺

W 7:区域内工业化程度较低,产业结构单调,未形成产业链

W 8:环罗源湾区域涉及罗源、连江两个县域,管理协调机制不完善

机遇

O1:党中央文件大力支持 ∀海峡西岸 #建设,存在历史机遇

O2:正值 ∀十一五 #期间,且台湾产业转移使环罗源湾有机会利用台资发展自身产业

O3:港澳侨投资、经济全球化等因素为环罗源湾发展提供机遇

威胁

T1:与国内其他港口相比,环罗源湾港口实力与之存在一定差距,存在竞争威胁

T2: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使本来就脆弱的环罗源湾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T3: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会对环罗源湾发展造成竞争威胁

2. 2 AHP定量分析

( 1)各组判断矩阵的建立

应用专家咨询的方法,让专家对表 1中所列出

的各个因素进行打分,分数值代表了该因素对环罗

源湾区域发展的影响程度, 再根据专家咨询的结果,

建立因素之间两两比较的成对比较矩阵, 如式 1。

各组的比较矩阵见表 2~表 5。

A =

w 1

w 1

w 1

w 2

∃
w 1

w n

w 2

w 1

w 2

w 2

∃
w 2

w n

∃ ∃ ∃ ∃
w n

w 1

wn

w 2

∃
w n

w n

( 1)

在此矩阵中,特征向量为W = (w 1, ∃, w n )
T
, 则

aij =
w 1

w j

,  i, j = 1, 2, ∃, n, aj i =
1
aij

, 一般 a ij的值变

化范围从 1 ~ 9。

表 2 优势组成对比较矩阵 S

优势因素 S1 S2 S3 S4

S1 1 2 1 /5 2

S2 1 /2 1 1 /7 1 /4

S3 5 7 1 8

S4 1 /2 4 1 /8 1

表 4 机遇组成对比较矩阵 O

机遇因素 O1 O2 O3

O1 1 1 /5 1 /6

O2 5 1 3

O3 6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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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劣势组成对比较矩阵W

劣势因素 W 1 W 2 W 3 W 4 W 5 W 6 W 7 W 8

W 1 1 2 1 /2 1 /4 1 /4 4 1 /6 2

W 2 1 /2 1 2 1 /3 1 /2 2 1 /5 1 /2

W 3 2 1 /2 1 3 1 /3 2 1 /2 3

W 4 4 3 1 /3 1 1 /4 1 /3 1 /3 1

W 5 4 3 3 4 1 4 1 /2 4

W 6 1 /4 1 /2 1 /2 3 1 /4 1 1 /5 3

W 7 6 5 2 3 2 5 1 1

W 8 1 /2 2 1 /3 1 1 /4 1 /3 1 1

表 5 威胁组成对比较判断矩阵 T

威胁因素 T1 T2 T3

T1 1 7 4

T1 1 /7 1 1 /6

T1 1 /4 6 1

  ( 2)各组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及各影响因素组内

优先级权数

在比较中,比较判断的不一致性是难免的,因此必

须对比较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通过计算可得到各成

对比较矩阵的归一化特征向量及其对应的最大特征值

max,然后计算出一致性指标 CI,计算公式如式 2:

C I =
max - n

n - 1
( 2)

然后查找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 I。对应

n = 1, ∃, 9, R I的值如表 6所示:

表 6 RI值对照表

n 1 2 3 4 5 6 7 8 9

R I 0 0 0. 58 0. 90 1. 12 1. 24 1. 32 1. 41 1. 45

  然后计算一致性比例 CR,计算公式如式 3:

CR =
C I
R I

( 3)

当 CR < 0 10时, 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

以接受的。根据计算, 各组的比较判断矩阵均通过一

致性检验 CR < 0 1,然后运用特征值方法对这些因

素的优先权数进行计算。具体结果见表 7。

表 7 各组内因素优先权数及 CR 值

组别 影响因素 R I( n) CR 组内因素优先权数

S

S1 0. 90( 4) 0 0. 195 9

S2 0. 152 5

S3 0. 505 6

S4 0. 145 1

W

W 1 1. 41( 8) 0. 030 7 0. 101 9

W 2 0. 102 0

W 3 0. 127 6

W 4 0. 109 8

W 5 0. 172 2

(续 )表 7 各组内因素优先权数及 CR值

组别 影响因素 R I( n) CR 组内因素优先权数

W 6 0. 099 3

W 7 0. 185 6

W 8 0. 101 9

O

O1 0. 58( 3) 0. 038 6 0. 168 2

O2 0. 457 3

O3 0. 374 4

T

T1 0. 58( 3) 0. 017 1 0. 528 9

T2 0. 139 4

T3 0. 331 7

  ( 3)组间比较矩阵, 一致性检验, 组优先级权数

及其排序

根据表 7中的计算结果, 将每组中优先权数最

大的因素找出来代表其所在组, 组成新的组间比较

矩阵,见表 8, 即 S3, W 7, O2, T1组成的成对比较判

断矩阵。
表 8 组间成对比较判断矩阵 A

组间要素 S3 W 7 O2 T1

S3 1 1 /5 2 1 /3

W 7 5 1 7 5

O2 1 /2 1 /7 1 2

T1 3 1 /5 1 /2 1

  通过计算得 CR = 0. 028 3< 0. 1,即组间成对比

较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 方法同上述 ( 2)中所

述。最后得出组间优先级权数, 并进行排序,结果见

表 9。

表 9 组优先级权数及排序表

SWOT组 S W O T

组优先级权数 0. 177 2 0. 458 3 0. 168 6 0. 195 9

排序 3 1 4 2

2. 3 结果分析

从最终的组间分析结果来看, 影响环罗源湾区

域发展定位的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四个因素中,

按影响程度排序应该是:劣势 >威胁 >优势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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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环罗源湾区域自身的劣势比较显著,其中

又以W 7所代表的产业结构劣势为主要影响, 此外

W 5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与 W 3区域生态环境劣势

在劣势组中也比较突出, 均对环罗源湾区域的可持

续发展造成影响; 威胁因素在总影响排序中位于第

二, T1与 T3都反映了罗源湾在发展中面临很多竞

争;优势因素的影响程度为第三位,表明相对于劣势

与威胁而言,罗源湾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并不十分明

显,但也拥有比如 S3所代表的资源优势,因此,在面

对劣势与威胁的时候,遵循资源定位,合理利用自身

资源,为罗源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积极支持; 机遇的

影响是四个因素当中最小的, 因为所能利用的机遇

因素,并不是环罗源湾区域所特有的,甚至在一定条

件下有可能转变为发展的威胁因素。

2. 4 基于 AH P- SW OT分析的环罗源湾区域发展

定位结论

AHP- SWOT定量分析显示, 环罗源湾区域内

应充分发挥港口资源和渔业资源优势,以及一定的

区位优势,主动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做大做强福州

中心城市,努力构建福建省开发区的样板。积极主

动接受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台湾三个经济发

达地区的经济和要素辐射, 促进产业集约化、规模化

发展, 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已有的优势。从劣

势分析中可看出,罗源湾目前的发展现状,不足以充

分利用外部机遇, 因此与周边及面临同样机遇的地

区相比,并无明显的机遇优势,从而使其威胁的制约

力度加大,因此只有维护现有优势才能在发展中提

升区域整体竞争力。此外, 对环罗源湾可持续发展

而言,更重要的是减缓自身产业结构劣势、土地和水

资源劣势,以及有限的港口发展空间、区域生态环境

劣势、产业矛盾冲突等劣势;规避竞争威胁, 选择周

边区域难以发展、自身又具有优势资源的产业。具

体应发展需要港口运输大进大出的、用地少、用水

少、环境污染小的现代港口加工和物流等临港工业

为支柱产业,和以高优农业 (水产养殖 )为重点产业

的产业结构; 中远期必须坚持走 ∀新型工业化 #路

子,以港口加工和物流带动工业化,创造条件培育以

电子信息、生物工程 (海洋 )、新材料、绿色食品等为

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

  综合上述分析,从 SW OT的角度,得出环罗源湾

区域发展定位结论:将环罗源湾区域定位为集海洋

经济和临港工业为一体的生态港口工业城市, 把环

罗源湾区域建成服务海峡西岸福州市的港口加工业

与物流产业基地。

3 结语

AH P- SWOT分析作为战略决策的一种工具,

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在一起,从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决策过程的非客观性。在本文的案例中可以

看出, AH P- SWOT分析在区域发展定位的决策过

程中具有应用的可行性, 其关键在于罗列出与区域

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 并结合专家的经验, 使最终的

结论能较客观地反映区域的现实状况,从而为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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