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国力测定方法研究

应门大学 张兴国

一
、

引言

综合国力测定与比较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
.

进行综合国力测定的目的
,

首先是客观地观

察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

协调与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

为我国的生存和发展寻求一种科学的

对策
;
其次在于从综合国力的要素构成

、

结构特征等方面寻求提高综合国力的途径
,

以期极大

限度地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水平
。

目前国内外综合国力测定研究的基本思路是
:

首先设计反映综合国力的指标体系
,

然后选

择一定的标准对各指标进行 比较
,

同时赋予各指标相应的权重
,

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标合成
,

以

指标合成的综合值进行排序比较
.

各种不同测定方法的区别主要是指标体系涵盖范围不同
,

择

重点不一
,

指标合成方法不同
,

但它们共同存在着一些问题
,

主要有
:

综合国力概念模糊
;
指标

体系设计的理论依据不足
,

指标的选择带有主观性
;
权数赋值困难

,

价值倾向明显
;
指标合成方

法缺乏科学性
;
综合国力理论与方法研究缺乏系统性

。

等等
.

总的来说
,

综合国力测定面临两大难题
,

一是综合国力概念的理论界定及其构成要素的划

分 ;二是综合国力测算指标的选择
、

权重的确定以及合成方法的设计等
。

本文的目的在于寻求

解决上述两大难题的有效方法
,

设计一种新的指数来测算综合国力
,

并且将该指数命名为
“

厦

大综合国力指数 ( X D oC m p r e h e n s i v e N a t i o n a l P o w e r I n d e x ,

简称 X l兀 N P I )
.

二
、

综合国力内涵的理论界定

国力一词有以下两种解释
:
1

.

国力从广义上说
,

指一个国家的人力
、

财 力
、

物力以及军力
、

政治组织力的总和
; 从狭义上说

,

即国家所支配的剩余产品量
.

2
.

国力是指国家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具备的实力
.

可见
,

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各个方面所具备的实力
,

最主要的应是经济实力
,

通常我们所

说的国力是广义的
.

我们不采用西方学者 N a it on al P o w e r
概念

,

原因是它所强调的是国力的

作用与其目的
,

而非对其本身的定义
.

什么是综合国力呢?简单地说它是构成国力的要素系统的整体功能
.

即综合国力是一个国

家由地理
、

人口
、

资源
、

经济
、

军事
、

科学技术
、

政治组织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

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并且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系统所显示的整体功能
。

其

内涵是明确的
,

即综合国力是系统的整体功能
;
其外延是广泛的和模糊的

,

它包括组成和影响

系统整体功能的各个要素和方面
,

从这一点看
,

描述综合国 力外延无疑是困难的
,

而其 内涵又

决定了其外延的大小
。

因此
,

认识综合国力的途径就是对其进行综合测定
,

用综合测定值评价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和进行横向的国际比较
。

综 合国力是 一系统概念
,

应从 系统的观点出发去界定它
、

综 合国力有现实与潜在之分
。

现

3 6



实综合国力是指构成国力各要素已具备的实力和各要素之间有机组合所显示出的整体实力
;

潜在综合国力是指随着经济增长
、

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

由于某些要素实力增长
,

非物质要素

水平与状况改善以及系统结构的变化致使整个要素系统功能增强的潜在能力
。

潜在综合国力

测定实际上是对未来综合国力发展趋势的预测
。

三
、

综合国力指标体系的框架

(一 )综合国力要素构成的划分是指标体系框架构造的基础

综合国力要素构成
,

国内外学者有较多的论述
,

其出发点是基 于对综合国力概念的认识
,

虽有差别
,

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

大部分构成要素亦是相同的
。

总的来说
,

其共同点是把综合国

力构成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部分
,

具体涵盖一个国家的地理
、

资源
、

人 口
、

经济
、

军

事
、

科技
、

政治组织以及民族精神与凝聚力等因素
.

我们认为
,

在考虑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时
,

要正确区分要素与实力的关系
。

如一国的国际影

响力
、

外交能力等是综合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影响的体现
,

而非构成要素
,

所以不应将其作为综

合国力的构成要素
。

其次
,

物质要素作为基本实力是不容置疑的
,

它构成综合国力的基本实体
,

具有可计量性
; 杜神要素作为协调性因素

,

对基本实体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

它具有不可

直接计量性
。

但从系统的观点看
,

各国学者对综合国力要素构成考察时
,

忽视一重要因素即结

构性因素
.

综合国力不但取决于物质要素的大小
、

精神要素协调的好坏
,

还取决于物质要素之

间
、

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之间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构成是否合理等
。

综上所述
.

综合国力要素应包括物质要素
、

精神要素以及结构要素三部分
,

具体包括人 口
、

地理
、

自然资源
、

经济实力
、

军事实力
、

科学技术水平
、

结构要素
、

民族精神
、

国家政府的组织与

管理等九项
.

其中
,

人口
、

地理
、

自然资源为基本实力
; 经济

、

军事和科技水平属主体实力
;
结构

要素属调整性因素
; 后两项是精神因素

,

属协调性因素
。

(二 )综合国力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总的来说
,

综合国力指标体系
,

包括物质要素指标
、

结构指标和协调指标三部分
,

具体构成

及基本框架如下
:

1
.

地理因素指标
:

主要指标为国土面积
;
类指标有海域面积

、

陆地面积
、

岛屿面积
、

海岸线

总长度等
;
质量和调整性指标有

:

地理位置
、

自然气候
、

可耕地面积的比重等
。

2
.

人 口指标
:

主要指标是人口总量
;
类指标为人 口的年龄构成指标

;
质量指标为平均寿

命
、

受教育状况指标等
。

3
.

资源指标
:

主要指标有矿产资源储量
、

水资源量
、

活立木总蓄积量
、

海岸带长度等指标
;

类指标有森林面积
、

森林蓄积量
、

主要矿产储量等
;
质量指标如森林覆盖率

、

矿产储量的品位
、

水力资源可开发量
、

淡水可养殖面积等
。

4
.

经济实力指标
:

主要指标为 G N P ;
类指标为各产业增加值

、

进出口 贸易额等
;
实物量指

标主要有工农业产品产量
、

运输邮电周转量
、

财政金融交易量
、

进出口分类贸易量等
。

5
.

军事实力指标
:

主要包括核军事力量与常规军事力量指标
。

如军队的数量与质量
;
战略

核力量
、

战略空军
、

航空母舰
、

快速反应部队等等以及领导体制
、

军事设施和后勤保障等指标
。

6
.

科学枕术指际
:

主要包括科技成果及技术发明创造指标
; 全民受教育状况

;
科技专业人

员队伍的规模和构成
;
科技投入 科技活动以及科技体制评价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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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结构指标
:
主要包括人 口密度

、

第三产业占 G N P 比重
、

城市人 口占总人 口比重
、

军费开

支占 G N P 及财政支出的比重
、

科技投入占 G N P 的比重等指标
.

8
.

精神要素指标
:
主要包括国民凝聚力指标

,

社会稳定
、

民主程度
、

领导者素质
、

国家政治

体制
、

国家战略目标
、

国家对外策略
、

民族自信心
、

自豪感以及公民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等指标
.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
,

综合国力外延是一广泛和模糊的范畴
,

详细系统地描述不仅困难也

非本文的目的
.

以上提出的只是一些主要指标和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

四
、

综合国力测定方法— 厦大综合国力指数法

我们主张用指数法来侧定综合国力
,

其优点是能显示综合国力的指数水平
,

反映综合国力

的发展趋势以及计算方法具有直观性与可操作性等
。

为了区别于其它的综合国力指数测定方

法
,

我们将所设计的指数命名为
“
厦大综合国力指数 ( X D CN IP )

” 。

厦大综合国力指数的基本公

式为
:

又 w iF i

X D C N P I = 5 1又 H I X 共乌 , 一
乙 W i

式中
:

sI
:
结构指数

;

IH
:

协调指数
; iF 类要素指数

;
W i

:

权重
.

基本思想是
:

综合国力指数是用结构指数和协调指数来调整的物质实力平均数指数的指

数
。

类指数主要指人 口指数
、

地理指数
、

资源指数
、

经济实力指数
、

科学技术实力指数和军事实

力指数
;
结构指数是指系统结构改善的比较指数

;
协调指数是民族精神与政府管理质量指数的

平均数指数
。

类指数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

又 w
i。 x if

i

F i= 二专二全石 X S X h .

乙 W
oj

式中
:
f i。

:

第 i类中第 j项指标指数
;

从
:

几对应的权数
; S

。 :

第 i类结构指数
; h

;

第 i类协调指

数
。

` 如果只包括单项指标
.

则可直接用比较方法计算其指数
;
如果包括多项指标

,

则仍可用

上面的公式计算其指数
。

SI 和 H l 按以下规则确定
:

如果仅是单项指标
,

不存在精神协调和结构调整问题
,

SI 和 H l

均为 1 ;
如果是多项指标计算平均数指数

,

则存在精神要素协调和结构要素调整问题
,

当衡量

指标间的协调和结构指标很多时
,

则 H l 和 sl 可根据下式计算
:

艺S `火 G “

习 G `

式中
:
S `

:

第 k 项结构指标指数
; G 、 :

第 k 项结构指标指数的权数
。

同理 H l ~
名H

·
X E

。

习E
。

式中
:
H

。 :

第
n
项协调指标指数

; E
。 :
第

n
项协调指标指数的权数

.

当衡量指标间的协调和结构指标唯一时
,

则用适当的办法直接确定其协调与结构调整值
。

为使指标建立在同质性可比基础上
,

其质量调整系数可按一定的标准分指标确定
,

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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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
,

指标的质量调整系数 ( q )不同于协调指数 ( H D 和结构指数 (S I )
.

X D C N P I 计算是以指标体系的层次性为基础
.

为了说明其计算步骤
,

我们将综合国力指

数体系简要图示如下
:

(见下页 )

X l犯N IP 计算的前提是
:

①具有一定层次结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 ; ②正确区分基本实

力指标
、

结构指标和协调指标
; ③以全部指标信息或主要指标信息为基础

.

以经济实力指数计算为例
,

其余类推
。

计算步骤由低到高
,

逐步计算
.

第一步
:
计算钢

、

石油
、

煤炭等产量指数
.

假设 A 国钢产量为 Q 、 ,

比较基准为 Q
。 ,

质量调整

指数为 q ,

则钢产量指数为
:

k l一 q `

瓮
,

其余项类推
·

第二步
:
计算工业生产能力指数

.

各种产品产量平均数指数通过工业结构指数和工业协调

指数调整求得
.

设产量指数为 k : ,

k
:

… k
。 。

权重分别为 Z
: ,

乙… Z
。 ,

则
:

_ _ _

又 k
。
x z

.

I P C I = 15 1 X IH I X 二共共

一乙 2
.

第三步
:
计算经济实力指数

.

工业生产能力指数
、

农业生产能力指数
、

贸易能力指数
、

其它

部门实力指数的平均数指数通过经济结构指数和经济协调指数调整求得
:

X D Q网IP

}
结构指数

一
物质实力指数

一
协调指数

( SI ) (加田1 ) ( 1丑 )

地理指数
( G l )

人 口指数
( IP )

资源指数
( IR )

经济实力指数
( IE )

科技实力指数
( 51)

军事实力指数
( h妞)

经济结构指数
( E S I )

~ 州经济协调指数
(日沮 )

工业生产能力指数 农业生产能力指数 贸易能力指数 其它部门实力指数
( In 〕 ) (川兀 1) (

,

几互) ( RC I )

工业协调指数
(】圣n )

l煤指产童数Zl石油产量指数咚钢产量指数
业构数工结指

( 151 )

E l 二
习X oF 。

习X *
X E S I 又 E H I

~
,

昌 , ( x
` x I P e x+ x

Z又 A P e x+ x
, x T e l + x

` 丫 R e x ) 义 E s l 又 E H x

乙 X `

第四步
:

计算 X D CN P I
。

X D C N P I 一 5 1 x H I X (W
: 义 G I + W

: X P l + W
, X R I + W

; 又 E I +

、 r ; 。 0 , , 、 : ; 、 、 ` , 、 ,

甲
、 x ;

_ 。 , 、 。 , 、 、 ` n ,

, , 5 产、 口 1 , 广 v y 6 广、 人
yl

1 1 / ` ` J y v i
一 J l 产

`
三 【1 八 人v i 三 1



如果用代表性指标
,

即为简化的 X D C N PI
.

X IX二N P I是理论综合国力测定法
,

我们希望在需要与可能的情况下
,

将 X l犯N IP 用于综

合国力侧定的国际比较实证研究
。

五
、

综合国力测定应皿视的荃本问题

1
.

价值判断
.

在应用综合国力评价指标进行横向比较时
,

势必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
。

由于

不同的国家
、

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氛围不同
,

它们对指标的判别及重要程度必然存在差异
,

即价

值取向不一致
。

如何判别事物发展优劣
、

高与低等
,

不同的国家
、

民族有其自己的标准和判别准

则
。

对于一些物质指标的比较这种差异似乎不明显
.

但对一些软指标的比较
,

则较难处理
。

要

在世界范围内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或规范其它国家的价值指标是不现实的
,

也是不科学

的
。

因此
,

我们认为
,

对于综合测定中无明显价值判别倾向的指标可应用统一的比较标准
,

对于

具有明显价值倾向的指标则应根据各自国情比较判别
。

2
.

指标的可比性问题
.

由于各国核算制度与方法差异
,

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
,

首先应规范

其内涵
、

范围
、

核算口径和计算方法
,

以使各项指指建立在可比的基础上
。

中国在统计核算方面

虽积极与国际统计标准与惯例接轨
,

如推行 SN A 体系
,

但由于长期以来我 国在统计核算上使

用 M P S 体系
,

因而在一些指标涵义
、

范围解释
、

计算上同其它国家的指标有区别
,

对于这些指

标在比较前应调整
,

对于一些尚未统计的指标
,

可采用推算的方法获得
.

3
.

综合国力测算中的价值指标的价格调整
.

在综合国力的评价指标的比较中
,

对于一些

实物量指标
,

如果其指标涵义
、

核算 口径
、

计量单位等相同
,

则可直接用来进行比较
.

但对于不

能用实物 t 来表示的指标
,

则需要价值童来表示
.

由于各国货币单位及价格体系不同
,

因而以

不同的货币计 t 的价值量之间存在价格调整问题
.

目前国际比较研究中价格调整主要有两种方法
,

一是汇率折算 ;二是购买力评价法
.

我们

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
,

购买力评价法优于汇率折算法调整
。

4
.

关于指标比较的基准问题
.

不同国家指标间的比较
,

势必要有一个 比较的基准
.

可供选

择的比较基准有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高值
、

最低值
、

特定标准和极差等
。

我们认为应根据指标的

性质和侧算方法来选择比较基准
,

用平均值作为比较基 准有其优点
:
( l) 可用平均基准指标来

计算世界各国综合力平均水平
; (幻可以反映每一个国家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

; ( 3) 可以用来

分析世界各国的力量均衡状况
。

如果综合国力测算的目的在于说明一国其自身的综合国力的发展变化
,

则可用其比较期

的指标作为基准
,

一般来说有固定比较基准和循环比较基准
。

5
.

权数赋值问题
.

权数赋值是综合国力测定中的一大难题
,

我们认为
,

由于人口
、

地理
、

资

源
、

科技
、

经济
、

军事等构成要素之间重要程度的定量分析比较困难
,

其权数确定通常采用主观

赋权法
,

如专家咨询法
.

对于系统内部权数的确定
,

则可采用主成份分析法
、

层次分析法
、

因子

分析法
、

嫡值法等主客观赋权法结合确定
。

6
.

评价指标的选择问题
。

应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各个国家共有的指标作为评

价指标
.

如果仅少数国家具有而大多数国家不具有这项指标
,

则失去了比较的意义
;
相反

,

如果

大多数国家具有某项实力指标而少数国家没有
,

则恰恰说明其缺少这方面实 力
。

从外延上描述综合国力的指标可以有许多
、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 (下转第 6 2 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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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

企业纳税也是必须的
,

是企业通过政府再创造自身正常运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 (2 )企业

在这种
“
交换

”
中是价格支付方即

“

买方
” ,

处于主动地位
,

而作为
“

卖方
”

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的种类和规模是由买方的需求所决定的
.

这将避免政府和财政活动违背企业利益的现象发生
;

(3 )
“

等价交换
”

不产生价值和效率的损失
,

反而可以获得比较利益
.

这将要求人们以比较利益

的观点去重新评价我国的财政活动
。

最后
,

两模型以市场效率准则去评价财政活动
,

亦富于启迪性
.

长期以来
,

我国财政理论界

没有运用市场效率准则去评价财政活动
,

尤其是财政的非生产性活动的效率性问题
,

更不用说

将政府活动与企业活动通盘地置于统一的市场效率准则之下
,

去确定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佳配

里间题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
,

市场力量将会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去
,

我

国的现有理论已愈益难以说明市场效率准则的企业活动与非市场效率准则的政府活动之间的

统一性
,

从而将陷入于类似古典学派将财政视为市场异己力量
,

却又不得不承认财政存在的理

论奢境
,

同时也可能对我国财政的市场经济下的实践活动产生错误的指导作用
.

所以
,

从理论

上说明我国整个财政活动也处于市场效率准则约束之下
,

也是我国财政理论 目前应解决的重

要间题之一
。

点鸣令斌峨成长该喊成

(上接第 4 0 页 )对综合国力的某一方面进行描述
,

这符合综合国力的外延特征
.

但前面指出
,

由

于综合国力外延的模糊性和描述的不可穷尽性
,

如果用所有的指标来评价综合国力
,

势必增加

侧算的难度
。

另外
,

即使用所有的指标来作为综合评价指标
,

其本身也存在一个信息相关与重

登向题
。

如一国 G N P 与其工业
、

农业
、

商业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等有较强的相关性
.

因此
,

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
:
一是在每一大项内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

以其

作为评价指标
,

如 G N P 作为经济实力的代表性指标
。

代表性指标的选择可用相关系数法
、

因

子分析法或主成份分析法等
。

二是利用所有信息
,

分层次测算与调整
,

我们认为两种方法各有

其优缺点
,

如果指标选择方法科学
,

应该有殊途同归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