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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众多研究中将动力机制理论归纳为：在思维方式上与制约因素研究相反，形成互补之势；其假设前提

是复杂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动力机制在起作用；其理论内涵包括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推力与拉力，推动

力与牵引力，动力主体、动力目标及动力杠杆等多种动力因素的划分和研究范式；其适用范围既可用于研究

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又可用于研究问题的成因；其研究方法论是通过理论分析得到概念模型或数理模型，

再通过定量分析或案例分析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或进行方案设计；解释结构模型、系统动力学

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都可以作为动力机制研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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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numerous studies, the paper summarizes dynamic mechanism theory as contrary and 
complementary for research on restriction factors in way of thinking. The hypothesis is that dynamic 
mechanism plays a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icated thing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consists of 
a variety of dynamic factors and their research paradigms, such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wers, pushes 
and pulls, driving forces and tractions, dynamic main body, dynamic target, power lever and so on. It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motiv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ings as well as causes of the problems. 
The methodology is to construct conceptual and mathematical model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hen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Finally we propose policy 
suggestion or finish scheme design. Structural interpretation model, systematic dynamics model and 
econometric model can be used as tools for dynamic mechanis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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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动力机制”作为一个术语，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各领域学者所使用，有些学者还在各自研究问题

的分析中构建各自的理论框架。本研究也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获得启示，认为可以构建关于动力机制的一

般理论和相应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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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力机制概念溯源 

“动力机制”一词原本来源于自然科学。从“力”到“动力”，再到“动力机制”。在《地球表面

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中，李四光提出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构造形变和海水进退的主要动力机制[1]。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海岸地貌研究进入动力机制研究阶段[2]。 

动力机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中有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如苏纪兰系统研究了中国近海环流，提出偏北

风是冬季黄渤暖流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3]。其实只有一个因素，则谈不上机制，甚至只有一个层次的因

素，也构不成机制。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来引用到生物学、医学以及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

泛指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即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特别是相互作用

和影响关系，是系统内部活动及其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动力机制是系统（事物）状态变化的一系列

相互传递的动因。 

2  各种动力机制研究举要 

2011 年末，在中国知网，以“题名=中英文扩展（动力机制）”为条件进行检索，其结果按学科类别

分组，分组词按文献篇数倒序排序如下：企业经济（614），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471），经济体

制改革（257），农业经济（182），地质学（156），工业经济（140），高等教育（139），旅游（121），中

国政治与国际政治（105），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2），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89），建筑科学与工

程（78），海洋学（71），气象学（62），金融（61）等。 

2.1  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机制 

王娟娟等[4]根据动力的形成原因，动力对事物运动与发展的作用方式，动力对事物运动与发展的作

用强度，将动力划分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直接动力和间接动力，主导动力和辅助动力。并认为，只

有符合“推动-吸引”人口迁移理论的动力机制，才能成为游牧人口定居的引擎。王娟娟[5]以“建立草原

临界退偿机制”和“建植人工草地”为推力机制，以“培育生态产业”和“加速城镇化进程”为拉力机

制，以“再社会化”、“转变生产方式”、“定居点建设”、“牧区社会贫富差显性化”和“后续保障”等作

为中间障碍，构建了基于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的游牧人口定居的动力机制。 

2.2  知识管理的动力机制 

夏敬华[6]以“知识管理机制（运行和评价等）”为推动力，以“BSC 导向的 KSC”为牵引力，以“各

部门知识管理行动”和“知识管理平台”为支撑力，构建了企业知识管理的动力机制。 

2.3  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动力机制 

倪筱琴[7]以“办学目标与办学思路”、“人才培养模式”、“专业与课程”、“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 

5 个内部因素，以及“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行业企业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与推动力度”3 个外

部因素，构建了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动力机制。 

2.4  市场主导型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李全胜[8]构建了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区域经济增长的 2 种动力机制，即分别从各自的动力源形

成动力极，再形成动力区，最后促使城市带、城市群的形成，从而生成区域经济增长域，推动区域经济

增长。区域经济增长又会引发新的动力源，从而形成新一轮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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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低碳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 
吴晓波等[9]构建了低碳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即以“思想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念）”直接或间接地通

过“内部动力（集群内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和集群公众的参与机制）”和“外部动力（国

外低碳环境压力、国家政策制度的刺激和市场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于低碳产业集群。 
2.6  制度变迁内部动力机制 

徐传谌等[10]受社会动力学中社会动力的做功顺序（最终动力—思想动机—历史活动—社会现象）的

启发，分析了社会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机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和最终动力，

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是发展生产力和推动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和思想动机，在外部利润出现和预期利益驱

使下，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制度变迁主体动力产生的直接原因。 
2.7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郝庆升[11]从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 2 个方面，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农业经

济发展水平关系到经营者对农机的购买力，使用农机的经济效益决定着经营者是否购买或使用农机，是

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政府对农业、农机工业及农机科研与教育的扶持，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外

在动力。而作为政府行为的控制与扶持，在完善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外部条件的同时，还可以强化和调动

其内在动力。投资、信贷、农机价格和农产品收购政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的支付能力，提高农

业机械化的经济效益，即发挥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作用。 
郝庆升[11]在分析我国农业机械化各阶段的发展动力及其作用机理时，运用了动力主体、动力目标、

动力标杆等概念，构建了不同时期的动力体系和动力机制。  
2.8  农业组织创新动力机制 

在博士点基金的支持下，郝庆升等[12~14]研究了农业组织创新和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动力机制。认

为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农民在生产经营中对组织化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农民生产经

营组织化的原动力。它取决于人力、技术和市场因素。这 3 个因素都会导致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需求。

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还应该有相应组织的供给，即农民生产经营组织的形成。从农民生产经营组织

形成的动力主体来看，它可分为农民自发组建，龙头企业带动和政府推动。 

3  动力机制理论的归纳 

3.1  动力机制理论的思维方式 
动力机制理论具有与障碍因素研究相反的思维方式，二者在关于事物发展的研究中形成互补之势。 
任何事物的发展问题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最多的是制约因素。与

制约因素研究相反的思路就是研究事物发展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研究可以抓住事物发展的共性，认识

事物发展规律，以采取适当措施，促进事物的良性发展，遏制其恶化[11]。 
3.2  动力机制理论的假设前提 

复杂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若干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不同层次的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事物的发

展变化，这种作用的传递关系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机制。 
3.3  动力机制理论的内涵 

事物发展的动力因素，可以分为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推力与拉力，推动力、牵引力与支撑力。这

些动力因素的不同分类，为研究事物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动力机制正是由这些因素

相互作用的直接传递和间接传导所构成的。促进事物发展的动力目标、动力主体、动力杠杆又构成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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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体系，体系内部的相互作用形成动力机制。 
3.3.1  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 

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也称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或称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内在是事物自身

所固有的，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指来自系统内部的动力；外在是事物本身以外的，事物发展的外在动

力是指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中起推动作用的因素。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的共同作用是事物发展动力机制

的一种普遍范式。 

3.3.2  推力与拉力 

推拉理论将事物发展的动力因素分为推力和拉力。“推拉理论”是人口学上研究人口流动的原因方面

的最重要的宏观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流出地和流入地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还有中间障碍

因素。这 3 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也是事物发展动力机制的一种范式。 

3.3.3  推动力、牵引力与支撑力 

在事物发展的动力因素中，不仅要有推力和拉力，往往还要有支撑力。推力和拉力也称为推动力和

牵引力。推动力、牵引力和支撑力的共同作用是事物发展动力机制的另一种范式。 

3.3.4  动力主体、动力目标与动力杠杆 

动力主体是对事物发展起促进作用的主要动力因素，既可以是内在动力，又可以是外在动力。动力

目标是内在动力主体促进事物发展的动机。动力杠杆是调动动力主体促进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 

3.4  动力机制理论的适用范围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应有其动力机制。动力机制理论既可用于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又可用

于研究问题的成因。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客观的，而事物发展变化的好与坏是人的主观判断。明确事物良

性发展的动力机制，可以从中找出可控的动力因素，使其强化，进而促进事物的良性发展；摸清问题恶

化的动力机制，也要控制其中的关键动力因素，遏制问题的恶化。 

4  动力机制研究方法论 

4.1  研究方法论 
研究方法论是研究的逻辑思维框架，研究某一领域问题的一般途径或思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论，

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工作程序或步骤。 

4.2  动力机制研究的步骤 

动力机制的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建议或方案设计 3 个步骤。 

4.2.1  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是基于理论和经验的分析，即用现有的理论和已有的经验来分析研究对象，建立起关于研

究对象发展变化动力机制的概念模型，也称为理论模型。概念模型的表达可以用数理模型，也可以用框

图等示意图。 

4.2.2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验证理论研究所建立的概念模型，另一方面可以确定重要的动力因素。实证研

究方法，可以是定量分析，也可以是案例分析。定量分析是基于统计或调研数据，验证理论研究所建立

的数理模型，并确定重要动力因素；案例分析是采用归纳法来验证理论研究所建立的概念模型。科斯就

是通过一系列实证案例逐步深入地提出了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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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政策建议与方案设计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研究事物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事物的良性发展，遏制

问题的恶化。动力机制研究的第 3 个步骤要么提出政策建议，要么给出较为完备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

不应面面俱到，应该抓住关键的动力因素，即寻求政策作用点。无论是政策建议还是方案设计，都是以

实证研究的结论为根据的。 

5  动力机制研究工具 

解释结构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和经济计量模型，都可以作为动力机制研究的工具。 
5.1  解释结构模型 

该方法的核心是对系统要素间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进行层次化处理，最终形成具有多级递阶

关系和解释功能的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是用有向图表示的，而有向图恰好适合表达动力因素之间的作用传递关系，即动力机制。 

5.2  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并编制程序，进行模拟试验，用所获得

的模拟信息来分析和研究真实系统的结构和行为，为正确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系统动力学模型，既有描述系统要素之间因果关系的结构模型，可以用来表达事物发展的动力机制；

又有专门形式表现的数学模型，用它来实现模拟计算，从而模拟系统发展的动力机制。冯进松等[15]运用

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从因果关系图到系统流图，再到仿真程序和仿真结果，系统动力学不仅为动力机制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工具，也为动力机制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 

5.3  经济计量模型 
经济计量学（conometrics）是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推断作为工具，应用于经济现象分析的一门

社会科学。经济计量模型是经济现象中各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反映，包括行为方程、恒等方程等。其中

的变量有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建立经济计量模型，首先要建立关于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框图，其次是

建立反映变量之间关系的数理模型，然后利用样本数据和一定参数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并进行一系

列的模型检验，最终得到经济计量模型。这正好符合动力机制研究的范式和思路。用来研究动力机制的

经济计量模型，与一般的经济计量模型不同的是，变量均代表动力因素，其参数均为正值。 

6  结论 

这里仅仅是建立动力机制理论及其方法论的一些设想，还很不完善，但希望能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

共同构建动力机制理论及其方法论，为各领域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机制研究提供普适的理论和方法论指

导，使其能更方便地建立起逻辑思维框架，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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