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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属性识别法在
区域经济风险预警中的应用

卢剑鸿，何玉荣，胡善风
（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安徽 黄山 245021）

摘 要：文章通过分析区域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在借鉴宏观经济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区域
经济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在区域经济监测预警方法选择上，运用属性识别法监测区域经济走势。选择安徽省
的数据，运用区域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对该省2006年至2011年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监测预警结
果的回判，说明区域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在省区域经济监测预警中具有较好地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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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区域构建了符合当地情况的经济

监测预警系统。本文探讨以省为单位区域经济监测预警

系统的构建，为当地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并

为政府抑制地区经济波动，维持当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

效的手段。区域经济监测预警系统能够正确评价当前经

济运行的状态，恰当地反映经济形势的冷热程度，并能承

担短期经济形势分析的任务。可以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轨

迹进行描述，并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在重大经济形式变化

或发生转折时，能发出预警信号，提醒决策者要制定合适

的政策，防止经济发生严重的衰退或经济过热。及时反映

地方政府经济调控的效果。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进行

预警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对经济运

行中的不正常状态进行及时调控，使经济正常运行。区域

经济预警结果为经济调控提供客观的、科学的依据，是经

济决策科学化的工具。

1 属性识别法经济监测预警模型

属性识别模型可分为单指标和多指标的属性识别模

型。本文的属性识别模型主要指多指标的属性识别模

型。多指标属性识别模型首先对某个元素的每个指标的

属性进行测度，再按一定的方法将各指标的测度进行综

合，得到该元素的综合的属性测度。其次，属性识别模型

根据置信度原则确定某个元素所属的属性等级，即属性识

别分析。最后，相同属性等级的元素之间还可以运用属性

识别模型进行比较，即同一属性集的比较。

对于任意定量指标Ii的实际值Zi，可通过与其对应评

判等级的标准值Ai、Bi、Ci、Di、Ei(i=1,2,……，m)相比较得

出该实际值对于其对应评判等级的测度。

首先，对不同评判等级的标准值的变化趋势分类,分

为两种，一种是标准值从小到大排列，还有一种是由大到

小排列。

（1）对Ai<Ei

若Zi<Ai,则对于A属性集的测度为1

若Ai<Zi<Bi,则A属性集的测度＝（Zi-Ai）/(Bi-Ai)

同时B属性集的测度＝（Bi-Zi）/(Bi-Ai)

若Bi<Zi<Ci,则B属性集的测度＝（Zi-Bi）/(Ci-Bi)

同时C属性集的测度＝（Ci-Zi）/(Ci-Bi)

若Ci<Zi<Di,则C属性集的测度＝（Zi-Ci）/(Di-Ci)

同时D属性集的测度＝（Di-Zi）/(Di-Ci)

若Di<Zi<Ei,则D属性集的测度＝（Zi-Di）/(Ei-Di)

同时E属性集的测度＝（Ei-Zi）/(Ei-Di)

若Zi>Ei,则E属性集的测度为1

（2）若Ai>Ei

若Zi>Ai,则对于A属性集的测度为1

若Ai>Zi>Bi,则A属性集的测度＝（Ai-Zi）/(Ai-Bi)

同时B属性集的测度＝（Zi-Bi）/(Ai-Bi)

若Bi>Zi>Ci,则B属性集的测度＝（Bi-Zi）/(Bi-Ci)

同时C属性集的测度＝（Zi-Ci）/(Bi-Ci)

若Ci>Zi>Di,则C属性集的测度＝（Ci-Zi）/(Ci-Di)

同时D属性集的测度＝（Zi-Di）/(Ci-Di)

若Di>Zi>Ei,则D属性集的测度＝（Di-Zi）/(Di-Ei)

同时E属性集的测度＝（Zi-Ei）/(D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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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Zi<Ei,则E属性集的测度为1

2 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经济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选择应该根据区域经

济的特点和区域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出发。如果把区域

经济看作是一个系统，区域经济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可以划

分为内部警源指标体系和外部环境警源指标体系两个部

分。内部警源指标体系反映区域内投资、消费、内外贸易

等因素对该区域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支

柱产业生产、区域投资、居民收入、财政金融、内外贸易、价

格及生产要素七类指标方面。这部分与宏观经济监测预

警指标体系的构建有相似之处，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监测预

警指标体系中指标的选择。

目前，我国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是

中国信息中心构造的中经预警指数。该指数包括10个成

分指标，包括：工业生产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口、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总

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房地产开发

预警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涵盖了生产、投资、财政金

融、收入、价格、内外贸易等六个方面。

在外部环境警源类指标选取方面，由前面分析可知，

外部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政策倾向对区域经济波动

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选取了“外部宏观经济形势”、“国家

经济政策倾向”两个指标，由于这两个指标很难量化，可以

采取专家打分法，选择对该地区及整个宏观经济状况深入

了解的专家对这两个指标的影响进行打分、评估。

3 区域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实证

3.1 安徽省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同样，由安徽省经济监测预警管理专家组成的专家

组，根据安徽省经济发展的情况，对区域经济监测预警指

标体系中每层指标的影响因素两两进行比较，判断各因素

的相对重要性，构建判断矩阵。

（1）安徽省准则层B的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安徽省经济监测研究专家经分析认为，相对于总目标

“安徽省经济监测预警”来说，内部警源指标为第一等级，

外部环境警源指标为第六等级，准则层B的重要性判断矩

阵如下表所示：
表1 准则层B判断矩阵

A

B1

B2

B1

1

1/6

B2

6

1

准则层B的各指标相对重要性程度计算如下：

w̄1= B11 ×B12 = 2.4495，w̄2 = B21 ×B22 = 0.3333
对该层归一化处理：

w2 =
w̄2

w̄1 + w̄2
= 2.44952.7828 = 0.1

w1 =
w̄1

w̄1 + w̄2
= 2.44952.7828 = 0.9

由于B的判断矩阵为两阶，CR=0<0.1,因此，通过一致

性检验。

（2）安徽省C1-C7的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专家将该层七个因素的重要性两两进行比较，经考虑

认为生产类指标为第一等级，固定资产投资类指标为第二

等级，内外贸易类指标为第三等级，第四等级包括财政金

融类指标、价格类指标和收入类指标，生产要素类指标为

第五等级，得到的C1-C7重要性判断矩阵列于计算各指标

相对重要程度：

w̄1=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7 = 2.9447
w̄2 =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7 = 1.9520
w̄3 =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7 = 1.2190
w̄4 =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7 = 0.7012
w̄5 =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7 = 0.7012
w̄6 = C61 ×C62 ×C63 ×C64 ×C65 ×C66 ×C677 = 0.7012
w̄7 = C71 ×C72 ×C73 ×C74 ×C75 ×C76 ×C777 = 0.4140
对该层归一化处理：

w2 =
w̄2

w̄1 + w̄2 + w̄3 + w̄4 + w̄5 + w̄6 + w̄7
= 1.95208.633 = 0.23

w3 =
w̄3

w̄1 + w̄2 + w̄3 + w̄4 + w̄5 + w̄6 + w̄7
= 1.21908.633 = 0.14

w4 =
w̄4

w̄1 + w̄2 + w̄3 + w̄4 + w̄5 + w̄6 + w̄7
= 0.70128.633 = 0.08

w5 =
w̄5

w̄1 + w̄2 + w̄3 + w̄4 + w̄5 + w̄6 + w̄7
= 0.70128.633 = 0.08

w6 =
w̄6

w̄1 + w̄2 + w̄3 + w̄4 + w̄5 + w̄6 + w̄7
= 0.70128.633 = 0.08

w 7=
w̄7

w̄1 + w̄2 + w̄3 + w̄4 + w̄5 + w̄6 + w̄7
= 0.41408.633 = 0.05

进行一致性检验:

λ1=
∑
i=1

7
D1i w̄i

w̄1 = 7.13 λ2=
∑
i=1

7
D2i w̄i

w̄2 = 7.08

λ3=
∑
i=1

7
D3i w̄i

w̄3 = 7.08 λ4=
∑
i=1

7
D4i w̄i

w̄4 = 7.03

λ5=
∑
i=1

7
D5i w̄i

w̄5 = 7.03 λ6=
∑
i=1

7
D6i w̄i

w̄6 = 7.03

λ7=
∑
i=1

7
D7i w̄i

w̄7 = 7.12 λmax= 7.07
C.I=(λmax-7)/(7-1) =0.012，C.R=C.I/R.I=0.012/1.32=

0.009<0.1，通过一致性检验，接受该权重。

安徽省外部环境警源指标B2层仅包含一个影响因素

外部经济环境指标类C8。因此，C8的权重为1。该判断矩

阵为一阶，具有一致性。

（3）安徽省D1-D2的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在安徽省生产类指标中，工业增加值与工业企业总利

润D1-D2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及一致性检验过程如下：

w̄1= D11 ×D12 = 1，w̄2 = D21 ×D2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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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层归一化处理：

w2 =
w̄2

w̄1 + w̄2
= 12 = 0.5w1 =

w̄1

w̄1 + w̄2
= 12 = 0.5

由于D1-D2的判断矩阵为两阶，CR=0<0.1,因此，通过

一致性检验。

（4）安徽省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仅包含一个固定

资产投资类指标，该指标权重为1，且判断矩阵具有一致性。

（5）安徽省D4-D5的一致性检验。

相对于C3层的内外贸易类指标，该省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D4-D5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及一致性检验过程如下：

·w̄1= D44 ×D45 = 1，w̄2 = D54 ×D55 = 1
对该层归一化处理：

w2 =
w̄2

w̄1 + w̄2
= 12 = 0.5,w1 =

w̄1

w̄1 + w̄2
= 12 = 0.5

由于D4-D5的判断矩阵为两阶，CR=0<0.1,因此，通过

一致性检验。

（6）安徽省D6-D7一致性检验。

相对于C4层的财政金融类指标，该省的区域财政收入

与银行贷款期末余额D6-D7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及一致性检

验过程如下：

w̄1= D66 ×D67 = 1，w̄2 = D76 ×D77 = 1
对该层归一化处理：

w2 =
w̄2

w̄1 + w̄2
= 12 = 0.5，w1 =

w̄1

w̄1 + w̄2
= 12 = 0.5

由于D6-D7的判断矩阵为两阶，CR=0<0.1,因此，通过

一致性检验。

（7）安徽省D8-D9的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在该省价格类指标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房地产销

售价格指数D8-D9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及一致性检验过程如

下：

w̄1= D88 ×D89 = 1，w̄2 = D98 ×D99 = 1
对该层归一化处理：

w2 =
w̄2

w̄1+ w̄2
= 12 = 0.5,w1=

w̄1
w̄1+ w̄2

= 12 = 0.5
由于D8-D9的判断矩阵为两阶，CR=0<0.1,因此，通过

一致性检验。

（8）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收入类指标唯

一的影响因素，该指标权重也为1，该判断矩阵且具有一

致性。

（9）安徽省D11-D12的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相对于安徽省生产要素来说，该省科技发展水平、地

区经济管理水平D11-D12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及一致性检验

过程如下：

w̄1= D1111 ×D1112 = 1，w̄2 = D1211 ×D1212 = 1
对该层归一化处理：

w2 =
w̄2

w̄1 + w̄2
= 12 = 0.5w1 =

w̄1

w̄1 + w̄2
= 12 = 0.5

由于D11-D12的判断矩阵为两阶，CR=0<0.1,因此，通过

一致性检验。

（10）安徽省D13-D14的判断矩阵及一致性检验

在安徽省外部经济环境中，国家外部宏观经济形势、

国家经济政策倾向D13-D14各指标权重的计算及一致性检

验过程如下：

w̄1= D1313 ×D1314 = 1，w̄2 = D1413 ×D1414 = 1
对该层归一化处理：

w2 =
w̄2

w̄1+ w̄2
= 12 = 0.5，w1=

w̄1
w̄1+ w̄2

= 12 = 0.5
由于D13-D14的判断矩阵为两阶，CR=0<0.1,因此，通过

一致性检验。

（11）安徽省指标目标层的总排序和一致性检验。

综合以上计算结果，由于第四层D1-D14的 C.R值都为

零，所以总体CR=0<0.1，总排序是通过一致性检验的。

3.2 安徽省指标体系临界值的确定

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选择2005~2011年范围内的数

据，其他指标均选取1997~2011年的数据计算指标的标准

值；除了价格指数外，其他指标均采用增长率的形式。各

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于安徽省统计年鉴（1997~2012），指

标增长率的均值及标准差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各指标均值和标准差

指标

工业生产增加值增速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

海关出口总额增速

区域财政收入增速

银行贷款期末余额增速

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均值

0.2023

0.3248

0.2311

0.1891

0.2221

0.1935

0.1684

106.74

105.19

0.1440

标准差

0.1036

0.2656

0.1323

0.0904

0.1296

0.1640

0.0484

2.5579

7.3497

0.0887

在表2中，工业增加值增速均值=0.2023，工业增加值

增速标准差=0.1036，则该指标各区间标准值的计算过程

如下：

过热区间标准值=x̄+ t0.95(n-1) s
n
= 0.2023 + 2.144787

× 0.103615 = 0.2597
偏热区间标准值=x̄+ t0.825(n-1) s

n
= 0.2023 + 1.428774

× 0.103615 = 0.2405
正 常 区 间 标 准 值 =x̄+ t0.5(n-1) s

n
= 0.2023 + 0 ×

0.1036
15 = 0.2023
偏冷区间标准值=x̄- t0.825(n-1) s

n
= 0.2023 - 1.428774

× 0.103615 = 0.1641
过冷区间标准值=x̄- t0.95(n-1) s

n
= 0.2023 - 0.2144787

× 0.103615 = 0.1450

4 安徽省经济监测预警结果及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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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安徽省经济监测预警结果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整理2006~2011年安徽省的多指

标属性综合测度结果如表3：
表3 2006~2011年安徽省多指标属性综合测度

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A

经济过热

0.0400

0.5400

0.625

0.4955

0.0856

0.0303

B

经济偏热

0.1345

0.0443

0.0630

0.1712

0.2288

0.1094

C

经济正常

0.1740

0.2326

0.1409

0.1850

0.3358

0.2617

D

经济偏冷

0.0946

0.0975

0.0611

0.0811

0.1539

0.2256

E

经济过冷

0.5469

0.0757

0.1

0.0572

0.1858

0.3630

取 l＝0.7，则2006~2011年安徽省经济运行状况监测

预警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06~2011年安徽省经运行状况

监测预警年度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经济运行状态

经济正常

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

经济偏热

经济正常

监测预警信号

绿灯

红灯

红灯

红灯

黄灯

绿灯

在这6年中，安徽省经济一直在“经济正常”和“经济

过热”之间波动。其中，经济过热出现三次，分别在2007

年、2008年、2009年；经济正常出现两次次，在2006年和

2011年；经济偏热出现一次在2010年。

2006年，安徽省经济监测预警信号灯为“绿灯”，说明

目前经济运行趋势稳定，政府可以采取宽松的政策来刺激

经济增长。2007年，经济由“绿灯”转为“红灯”，并在2008

年和2009年一直保持在“红灯”状态，说明经济运行过热，

政府应该采取紧缩政策，防止经济过热所带来的物价、房

价上涨等通货膨胀现象。2010年，经济监测预警信号灯

由“红灯”转为“黄灯”，说明此时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开始

消退，地方政府不宜继续采用紧缩政策。2011年，预警信

号灯由“黄灯”转为“绿灯”，经济有下滑的风险，政府应该

采取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衰退，比如可以加大

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适当的调节税收和产业政策来

刺激经济增长。

4.2 实证检验

从安徽省1983~2011年共28年GDP增长率波动可以

看出，安徽省经运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周期：从1983~

1990年为一个经济周期，在1986年高速增长后，GDP增长

率有所回落，但从1987年后又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在

1988年达到峰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一直

下滑，1990年达到谷底。在1988年GDP峰顶的增长率为

26.47%，1990年谷底的增长率为9.05%，波幅为17.42个百

分点。

安徽省第二个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比上一个周期要大，

时间要长。从199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震荡上升，在1992

年达到高峰后，1993年后经济向下回调，1997年GDP增长

率冲破1992年的最高点25.25%后，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

长，在1998年经济增长达到顶峰，增长率为38.77%。随后

经济一路下滑，在1999年时，增长率达到6.72%。波幅达

32.05个百分点。

从2003年至今为新一轮经济周期。从2003年以来，

安徽省经济保持上升的发展趋势，在2008年达到峰顶

24.37%，此后，2009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开始出

现逐年下滑，经济有步入衰退的风险。

2006年经济增长率为11.75%，略高于2003年谷底的

6.73%，虽然增长率开始回升，但可以判断经济运行仍然是

偏冷的，没有完全走出1999年以来经济低谷阶段；2007年

GDP增长率继续上升，达到17.54%，经济开始彻底走出谷

底，并上升的发展势头，此时经济为偏热；2008年、2009年

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7%和23.27%，达到峰顶部位，这两

年经济运行是过热的。2010年GDP增长率略有下降，为

19.22%，但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高位，经济增长是偏热

的。2011年GDP增长率下滑，但与2010年相比，经济运行

仍属于正常的范围。安徽省经济监测预警模型回判的判

断标准与浙江省相同，监测预警回判结果如表5：
表5 安徽省经济监测预警回判结果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监测预警结果

经济正常

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

经济偏热

经济正常

实际运行状态

经济偏冷

经济偏热

经济过热

经济过热

经济偏热

经济正常

正确与否

基本相符

基本相符

相符

相符

相符

相符

表中2006年和2007年的预警结果与实际基本相符，

而2008年至2011年与实际完全符合，说明该方法运用到

安徽省经济监测预警中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5 总结

本文采用了属性识别模型对区域经济运行状况进行

预警，构建了区域经济监测预警系统；以安徽省为例，对省

内每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监测，并把经济运行状态分为

五类，即经济过热、经济偏热、经济正常、经济偏冷、经济过

冷；这五类经济运行状态分别对应着“红灯”、“黄灯”、“绿

灯”、“浅蓝灯”、“蓝灯”五种不同的预警信号。当经济步入

不同的运行状态区域时，分别发出不同的预警信号灯，为

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经济调控提供有用的信息，有利于政府

监管者及时掌握当前经济运行趋势，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提高政策效果，减少经济调整的时间和成本有着相当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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