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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系统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陈 锋 张建民

一
、

中国经济史的计盆研究及其困境

众所周知
,

由于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到处都存在数量和质量统一的法则
,

没有精确的定

童研究
,

就难以认清事物的本质
。

因此
,

各门学科都力求由
“

量
”

着手去阐述
、

分析各 自的研

究对象
。

这既是一种现实
,

又是一种趋势
。

中国经济史是量化程度较强的学科
,

更决定了计量分析在其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

近

年来
,

愈来愈多的研究者 日益认识到定量研究的必要性
,

呼吁在定性研究的同时
,

加强对经济

史的定量分析
。

毫无疑问
,

这是促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

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

在 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
,

被运用的计量方法主要是两种
: 一种是传统的简单统计方

法
,

一种是近年引入的数理推导方法
。

对此
,

伍丹戈先生已作过综合叙述
,

可以参考①
。

但

是
,

勿庸讳言
,

在中国经济史领域中
,

定量研究所取得的成效
,

仍难如人意
。

主要标志有四
:

其一
,

从效益上讲
,

真正将定性和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

甚或说尚未出现
。

其二
,

从范围上讲
,

计量研究还局限于很小的天地内
,

局 限于统计数据完整系统的那一

隅
,

不是研究支配现有的统计数据
,

而是被现有的统计数据所支配
。

其三
,

从方法上讲
,

手段陈旧而又单一
。

即使是近年拍金斯等计量学派的学者在研究中

国经济史时
,

也还只是用简单 的算术或高等代数进行排 比和估算
,

在对待一些棘手的数据时
,

其处理显得科学性不够 , 在对待残缺的或未知的数据时
,

则显得无能为力
。

其四
,

从水平上讲
,

计量方法的运用
,

基本上还处于收集和分析史料的低能阶段
。

如用

算术和代数计算耕地面积
、

亩产量
、

人 口数以及用函数方法或分析方法处理人口增减
、

租税

升降等等
,

尚未出现更高层次的提炼
,

如建立系统模型等等
。

之所以如此
,

我们认为有两个

主要原因
:

首先是受作为计量分析基础的经济史数据 的制约
。

无可否认
,

中国悠久历史上保存下来

的文献资料数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

有 所 谓 汗 牛 充 栋

、

浩 如 烟 海 之 喻

。

在 繁 多 种 类

、

冗 长

卷 峡 之 中

,

虽 不 乏 有 关 社 会 经 济 数 据 的 记 载

,

诸 如 人 口
数 据

、

耕 地 面 积

,

赋 税 征 额 以
及 贸 易

、

货 币

、

物 价 等 等

。

但 从 总 体 上 考 察

,

则 这 些 数 值 记 载 本 身 有 着 明 显 的

、

不 可 克 服 的 缺 陷

,

其

主 要 之 点 有

:

数 据 零 散

,

缺 乏 系 统 性

、

完 整 性

。

无 论 从 空 间 上 讲 还 是 从 时 间 上 讲

,

无 不 如 此

。

如 清 代

人
口

雍 疮

, ’

乾

窿 头 牵 么 启

, .

虽

肴 俞 向

上 连 续 性 较 强 的 记 载

,

仍 不 免 在 空 间 上 缺 府 少 省

,

更 有

乾 隆 五 年 以 前 的 有

“

丁

”

无
口

,

而

“

丁

”

又 非 实 在 人 丁

。

若 欲 对 清 代 全 国 人
口 运 动 作 一 准 确 描



,

不 免 遇 到 数 据 在 范 围 上 的 缺 陷 和 时 间 上 的 中 断

。

不 仅 古 代

,

即 便 民 国 以 降

,

仍 然 如 是

。

1 9 1 2年 到 1 9 2 7年
,

全 国 按 年 查 报 人 口
的 仅 有 山 西 一 省

,

其 它 省 份

,

多 者 七

、

八 次

、

少 则 一

、

二 次

。

再 如 有 关 中 国 工 业 发 展 的 数 据

,

尽 管 自
1 91 2年 始 有 调 查 统 计

,

但 按 规 定 报 告 的 省 份 日

少

。
1 9 2 0年 最 后 一 期

“

农 商 统 计 表

” ,

查 报 工 厂 数 的 仅 六 个 省

。

此 后

,

就 只 有 某 些 地 区 ( 沪
、

汉

、

广 州 等 主 要 城 市
)

,

或 某 些 行 业 (纱
、

面 粉

、

火 柴
) 有 过调 查统计

。

直 到 抗 战 胜 利 后 的
19 47

年
,

才 进 行 过 一 次 全 国 性 的 工 业 调 查

,

所 谓 全 国 性

,

也 不 过 20 几个大城市而己
。

记 载 笼 统

、

混 乱

,

错 讹 和 虚 假 数 据 多

,

准 确 性 差

。

如 明 代 湖 广 的 土 田 数 额

,

高 低 悬 殊 自

2 2 0余 万 顷 到 2 0余 万 顷
,

差 额 达
2 00 万顷

,

类 似 例 子 不 胜 枚 举

。

历 史 已 经 成 为 过 去

,

文 献 上 记 载 的 这 些 有 缺 陷 的 数 据 是 无 法 通 过 调 查 加 以 弥 补 的

。

而 对

这 样 的 原 始 数 据

,

无 疑 给 定 量 研 究 造 成 了 困 惑

。

据 笔 者 所 知

,

有 不 少 研 究 者 并 非 不 想 运 用 定

量 分 析 法 说 明 中 国 经 济 史 的 问 题

,

只 是 因 为 缺 乏 自 己 研 究 范 围 内 的 统 计 数 据 而 不 得 不 望 洋 兴

叹
,
又 有 一 些 研 究 者

,

在 数 据 不 系 统

、

不 完 整 的 情 况 下

,

不 得 不 利 用 典 型 例 证 方 法 去 解 释 问

题

,

结 果 难 免 出 现 以 偏 概 全

、

拔 高 或 压 低 的 弊 端

。

原 因 之 二 是 缺 乏 处 理 利 用 现 有 统 计 数 据 的 有 力 手 段

。

吴 承 明 先 生 在 他 的
《 关 于 研 究 中 国

近 代 经 济 史 的 意 义 》 一 文 中 曾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 “

所 谓 看 来 不 能 定 量

,

多 半 是 还 没 有 找 到 量 算 的

方 法

”

②
。

如 前 所 述

,

迄 今 引 入 经 济 史 研 究 中 的 计 量 方 法

,

主 要 是 经 典 数 学

。

无 疑

,

经 典 数 学 方 法

(包括 一般 算术 和 代数方 法
,

斗 及 函 数 方 法 和 分 析 方 法 等
) 的 引入

,

使 经 济 史 进 行 精 确 的 定 量

研 究 成 为 可 能

。

精 确 性

,

确 是 经 典 数 学 的 一 大 特 点

,

但 其 所 以 精 确

,

是 要 有 精 确 的 数 据 作 为

量 算 的 前 提

,

在 数 据 系 统 完 整 准 确 的 情 况 下

,

可 以 充 分 发 挥 其 作 用

。

但 现 有 的 经 济 史 资 料 却

非 如 此

,

在 对 残 缺

、

未 知 的 数 据 以 及 随 机 现 象

、

模 糊 现 象 进 行 处 理 时

,

经 典 数 学 就 显 得 无 能

为 力 了

。

近 来

,

有 些 中 青 年 学 者 又 试 图 把 概 率 统 计 引 入 经 济 史 领 域

,

这 种 探 索 是 值 得 称 许 的

。

概

率 统 计 的 产 生

,

把 数 学 应 用 范 围 从 必 然 现 象 扩 大 到 偶 然 现 象 的 领 域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弥 补 了 经

典 数 学 的 不 足

,

它 可 以 处 理 和 研 究 随 机 现 象

,

对 一 些 残 缺 的 数 据 也 可 以 进 行 推 导

,

一 时 显 现

出 诱 人 的 前 景

。

不 过

,

将 其 广 泛 运 用 于 中 国 经 济 史 的 研 究 领 域

,

仍 然 会 遇 到 数 据 不 足 的 障

碍

。

因 为 统 计 规 律

,

只 有 通 过 大 量 的 数 据 才 能 得 到

,

而 且 概 率 统 计 无 法 使 隐 匿 的 信 息 (数 据 )

得 到显 化
。

上 述 经 济 史 数 据 记 载 的 缺 乏 与 方 法 的 无 力 恰 成 对 照

。

已 往 的 社 会 经 济 系 统 难 以 再 现

,

数

据 不 足 已 成 定 局

,

解 决 问 题 的 关 键 将 取 决 于 理 论 与 方 法 的 突 破

,

下 文 试 图 论 证 引 入 的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和 方 法

,

将 有 可 能 在 弥 补 已 有 方 法 的 局 限 方 面 取 得 较 大 进 展

。

二

、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与 方 法 的 引 入

,

可 为 中 国

经 济 史 定 量 研 究 开 拓 广 阔 的 前 景

所 谓 灰 色 系 统 是 指 只 能 掌 握 或 只 能 获 取 部 分 信 息 的 系 统

。

灰 色 系 统 的 概 念 较 为 真 实 地 反

映 了 我 们 对 一 个 实 际 系 统 的 认 识 深 度

。

对 任 何 一 个 复 杂 的 实 际 系 统

,

我 们 不 可 能 去 了 解 其 全

部 有 关 信 息

,

对 于 这 类 系 统 的 研 究 就 不 能 不 从

“

灰

”

的 角 度 出 发 来 进 行 探 讨

。

一 般 的 社 会 系

统

、

经 济 系 统 皆 属 灰 色 系 统

。

这 类 系 统 没 有 客 观 物 理 原 型

,

信 意 不 完 备 或 者 完 备 程 度 不 能 判

断

,

因 而 进 行 定 量 描 述 难 度 较 大

。

从 这 些 特 征 出 发

,

我 们 有 理 由 将 过 去 的 社 会 经 济 运 动 看 作

一 灰 色 系 统

,

有 关 的 各 类 数 据 记 载 则 是 这 个 系 统 内 部 的 信 息 参 数

。

对 于 这 类 系 统
,
灰 色 系 统



.
尽 管 系 统 的 信 息 不 够 充 分

,

但 作 为 系 统

,

它 必 然 是 具 有 特 定 功 能 和 有 序 的

,

存 在

着 或 者 表 现 明 显

、

或 者 不 明 显 的 内 在 规 律

。

至 于 随 机 量
(偶然 性
、

不 确 定 性
)无 规则 的干扰 因

素
,

杂 乱 无 章 的 数 据

,

亦 不 是 不 可 捉 摸 的

,

也 能 从 中 整 理 出 带 规 律 性 的 东 西

。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将 随 机 量 看 作 是 在 一 定 范 围 内 变 化 的 灰 色 量

,
.

通 过
原

始 数 据 的 处
理

,

将 灰

色 数 变 换 为 生 成 数

,

再 从 生 成 数 进 一 步 得 到 规 律 性 较 强 的 生 成 函 数

。

这 个 过 程 完 全 不 必 依 据

先 验 数 据 的 统 计 规 律

。

与 只 有 依 据 过 去 的 大 量 数 据 才 能 整 理 出 一 个 经 验 性 的 统 计 规 律 的 概 率

方 法 相 比

,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的 这 种 方 法

,

在 对 事 物 进 行 量 化 研 究 方 面 具 有 明 显 的 优 越 性

,

它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弥 补 了 概 率 方 法 的 局 限

,

经 典 数 学 更 无 法 企 及

。

如 前 所 述

,

中 国 经 济 史 这 个 系 统 的 内 部 参 数
(数据 )并 非完全 没 有

,

而 只 是 残 缺 不 全

。

如

果 用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的 语 言 来 讲

,

距 离 当 今 时 间 越 久

,

历 史 信 息 越 少

,

认 识 的 灰 度 也 越 大

。

而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不 完 全 以 原 始 数 据 而 以 生 成 数 为 量 化 基 础 的 这 一 独 特 的 方 法

,

正 好 适 应 中 国 经

济 史 参 数 不 完 整

、

不 系 统 的 状 况

,

为 我 们 的 研 究 开 拓 了 崭 新 的 思 路

。

它 不 仅 可 以 使 现 有 的

、

有 限 的 数 据 记 载 (白色信 息 ) 得到充 分 的利用
,

而 且 可 以 通 过 这 些 仅 有 的

、

分 布 在 各 个 不 同 点

上 的 白 色 数 据

,

建 立 起 信 息 完 全

、

时 间 连 续 的 动 态 模 型

,

比 较 准 确 地 描 述 历 史 上 的 社 会 经 济

运 动 过 程

。

例 如

,

我 们 可 以 对 历 史 上 湖 北 省 水 灾 统 计 表 中 的 原 始 数 据

,

通 过 灰 色 生 成 的 方 法

,

使 之

显 现 出 规 律 性 来

。

时 间 序 列
水 灾 年 次

月啥内O,臼81卜J厅了
月qJ任一衬
ù丹了一艺O口

表 一
:

湖 北 省 水 灾 统 计 表 ③

年 代

元 大 德 五—
明洪武二十八( 1 3 0 1一 1 3 9 5 )

明 永 乐 二—
明弘治十三( 1 4 0 4一 15 00 )

明 弘 治 十 四—
明万历二十七( 1 50 1一 1 5 9 9)

明万历 二十 九— 清康
熙三十九( 1 6 0 1一 1了0 0)

清康 熙 四十— 清嘉
庆五( 1 7 0 1一 1 8 0 0 )

清 嘉 庆 七— 清光绪二
十五(1 8 02 一 1 8 9 9)

J兮口匀

据 上 表 所 列 原 数 据 作 坐 标 图 (见 下 页 图 l )则如 下示
:

图
1 之 曲线 振 荡

,

规 律 甚 不 明 显

。

若 据 灰 色 系 统 的 生 成 原 理 对 原 始 数 据 作 一 次 累 加

,

则

得 累 加 生 成 数 列 如 下
:

表 二
:

时 间 序 列
:

累 加 生 成 数
:

湖 北 省 水 灾 票 加 生 成 数 列 表

2 3 4 5 6

4 4 9 0 1 7 2 2 5 0 3 3 5 4 32

据 表 二 可 作 坐 标 图
(
见 下 页 图

2 )可 知
:

图 二 与 图 一 相 比

,

规 律 性 显 然 强 化 了

。

生 成 数 列 一 般 具 有 较 强 的 指 数 变 化 趋 势

,

这 正 是

灰 系 生 成 原 理 的 独 到 之 处

。

我 们 还 可 以 利 用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

对 历 史 上 的 经 济 发 展 作 逆 推 预 测

。

假 定 我 们 已 知 顺 治

、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

嘉 庆

、

道 光

、

咸 丰 各 朝
(用序 号 1一 7代 表 ) 的经济 增长指 数 (下 页 表 三 )

,

到 可 以 预 测 同

、

光 等 朝 的 经 济 增 长 指 数

。



1图 2

表 三
:

顺 治 至 咸 丰 朝 经 济 增 长 假 定 指 数 表

数 列 序 号

: 13 4 25 6 7

增 长 指 数
: 4 1

.

2 1 0
。

8 9
.

6 1
.

5 7
。

4 6
.

4
·

4
。

2

应 用 一 次 累 加 生 成
,

即 得 下 表

:

序 号 ( i ) : 1 2 3 4 5 6 7

X ( I) ( i )
: 1 4
。

2 2 5 3 4
。

1 4 0
。

6 4 8 5 4
。

4 5 8
。

6

根 据 以上 数 据 建 立 矩 阵 B 及矩 阵 向量 Y N :

一 1 9
。

6

一 2 0
。

5 5

一 3 7
。

3 5

一 4 4
。

3

一 5 1
。

2

一 5 6
。

5

l!!!-
l
一一B

那 么
,

Y N = [ 1 0
。

8 , 9
。

1 ,
6
。

5
-

根 据 灰 色 系 统 预 测 的 基 本 模 型

G M ( 1
, l )模 型

:

7
。

4 , 6
。
4 , 4

( D M 模 型 )

。

2〕T

的 建 模 方 法
,

可 得 下 列 微 分 拟 合 法 模 型

,

即

a x ( I )

以 t

+ a x (盆) = “

其 解
:

交
` , , ( i + i ) 二 ( x
` , , ( o ) 一兰 )

e
一
` +

三

a U

根 据 最 小 二 乘 法 求 解 参 数 向 量 为
:



d== 〔a , u 〕 T = ( B
T B )

一’
B T Y N

将 以 上所得 B 及 YN 代 入上式 得
:

( 0
.

1郎 6 、
“ = Ll s

.

6 3` 4 J

则其规律遵循以下方程:

即
:

a 二 0
。

1 5 6 6

u = 1 3
。

6 3 5 4

..
、

妇门

文
( , ) ( i + 1 ) = 一

李君 7 2 3 6e
一 0
·
1 6二 i

一
+ 8 6
。

9 2 3 6

通 过 上 列 方 程 即 可 预 出 同 治 等 朝 径 济 增 长 指 数
。

另 外

,

灰 色 系 统 理 论 提 出 的 动 态 关 联 度 的 概 念 以 及 量 化 关 系 式

,

又 为 比 较 准 确 地 研 究

、

判 断 历 史 上 相 互 联 系 的 复 杂 的 经 济 因 素

知

的 关 系 提 供 了 可 能

。

三

、

余 论

我 们 认 为
:

旧 瓶 装 新 酒 亦 即 用
祷

统 的 治 史 方 法 研 究 新 的 问 题

,

是 值 得 钦 佩 的
,
旧 瓶 装 旧

渭 亦 即 用 传 统 的 治 史 方 法 研 究 传 统 的 问 题
,

亦 无 可 指 咎
,
新 瓶 装 新 酒 或 新 瓶 装 旧 酒 亦 即 用 新

的 方 法 研 究 新 的 或 传 统 的 问 题
,

则 应 该 得 到 鼓 励

。

只 有 这 样

,

才 能 繁 荣

、

发 展 我 们 的 史 学 研

声

究

。

本 文 所 作 的 初 步 探 讨

,

大 的 企 图

。

试 图 引 入 的 新 方 法 还 很 不 成 熟

,

若 对 读 者 诸 君 有 所 启 发

,

已 是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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