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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角下的甜菜种植效益水

卢秉福1’2，韩卫平1’2，祁 勇1’2

(1．黑龙江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哈尔滨150080；2．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究所，哈尔滨150080)

摘 要甜菜是我国重要的糖料作物。应用多目标决策的密切值法原理，引入全局思想，按区域建立全局

数据表，构建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种植效益分析的数学模型。结果表明，在黑龙江、内蒙古甜菜种植效益排

名第一位，在新疆排名第三位，具有比较优势。该结果对制定甜菜种植规划与制糖企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甜菜种植效益密切值

甜菜是我国的主要糖料作物之一，在我国种植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主产区集中分布在新疆、黑龙

江、内蒙古及邻近省区，种植区域相对比较集中，是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目前，

我国甜菜种植面积约20万hm2左右，甜菜入榨量700万t左右。甜菜种植面积与甜菜比较效益的高低有

直接关系，甜菜生产用工量大、消耗地力多、销售费用高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新疆具有比较优势的

作物有棉花、玉米、小麦、番茄等，在黑龙江和内蒙古主要有大豆、玉米、小麦、马铃薯等。

1 甜菜及其对比作物种植效益分析模型

甜菜及其对比作物种植效益分析是一个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可以运用灰色联度分析、模糊综合评价

等多种方法进行测算⋯。密切值法是一种多目标决策优化方法心。1，可以利用截面数据全面描述甜菜及其

对比作物间差异，其主要优点是不需要确定权重，避免了由于主观因素导致的不准确，为甜菜及其对比作

物种植效益分析提供了科学的量化工具。

1．1全局思想的引入

立体数据表：K是指一组按地域排列的平面数据序列，并且所有数据表有完全同名的样本点和完全同

名的变量指标。

K={Z‘仨R“9，t=1，2．⋯，r} (1)

其中zl为t个区域n个作物的P个变量指标。

1．1．1 样本群点

在t区域数据表中，作物P。，e：，⋯，e。的取值分别为e：，e：，⋯，e：，称￡区域的作物群点为Ⅳ，则

N‘=㈠，i=1，2，⋯，，l} (2)

1．1．2全局样本群点与全局分析

全局样本群点Ⅳ为样本群点Ⅳ的并集，因此有
r

N=u N‘ (3)
t=1

任何以全局样本群点Ⅳ所展开的分析为全局分析。

1．1．3 初始矩阵

由全局样本群点Ⅳ可构建初始矩阵y，初始矩阵y为按地域进行横向展开的立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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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d)Tnxl。 (4)

1．2全局密切值模型的建立

1．2．1初始矩阵的规范化

由于指标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正向指标(指标值越高效益越好)和逆向指标(指标值越高

效益越低)之分，且各指标的量纲不同，为了便于比较，对将初始矩阵Y进行规范化处理，有将规范后

的初始矩阵记为：

X=(茗“)h。p

—}生一 (当J为正向指标)

(∑y；)1彪
i=l

一—÷堕一 (当_『为逆向指标)^ ⋯⋯⋯’一’’7
(∑霸)1儿

i=1

1．2．2全局矩阵最优点集和最劣点集的确定

令∥2 max‘龙口’(-『：1川2一，p)
tx；=min(菇“)

则最优点集为N+=(茗：，茗；，⋯，茹：)

最劣点集为N一=(茗i，茹i，⋯，茹：)

越接近|7v+而与N一相差越大的作物种植效益越好，反之越差。

集中离最优点集最近、离最劣点集最远的作物。

1．2．3全局密切值模型

密切值c；反映各作物e；与极端点的接近程度，有

． 《d：
k 2万一了

其中

d?=[∑(髫。一才)2r

p

a,-=[∑(髫≯一町)2]l／2
』=I

d+=min{d；4-}

(5)

(6)

(7)

(8)

因此种植效益最好的作物就是在作物

(9)

(10)

(11)

(12)

d一=max{d,-} (i=1，2，⋯，rg) (13)

d人di分别表示N；与种植效益最好的作物Ⅳ+、最差作物N一之间的欧氏距离，d+、d一分别表示与种植

效益最好的作物、最差作物之间的欧氏距离，分别表示P个最优点距离的最小值和P个最劣点距离的最大

值。密切值使多个指标转化为能从总体上衡量各种作物种植效益高低的单一指标。

2 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种植效益的分析

2．1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种植效益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

在进行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种植效益的分析时，首先要根据作物种植效益特征确定分析指标，然后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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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为基础构成分析指标体系。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种植效益分析的指标体系的设计参考了不同学者对农

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结果№．s】，经过筛选、整合而成，包括收益指标、成本指标和综合指标3个一

级指标和6个二级指标组成。

根据对甜菜主产区黑龙江、新疆、内蒙古3地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玉米、大豆(新疆用棉花代替大

豆)、小麦生产情况的实地调查并结合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相关数据进行整理¨1，获得北方3省

区甜菜、玉米、大豆(棉花)、小麦种植效益的原始数据，见表l。

表1 北方3省区甜菜及其对照种作物种植效益原始数据

资料来源：2006～2008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注：表中数据为2005—2007年3年平均值

2．2 最优点集和最劣点集的确定

根据对黑龙江、新疆、内蒙古3地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玉米、大豆、小麦种植效益原始数据可建立初始

矩阵y，根据公式(5)对初始矩阵进行规范化处理，得到规范化矩阵x。

根据公式(6)、(7)、(8)计算得：

最优点集为：

N+=(0．5796，0．6791，一0．1194，一0．1767，一0．0636，0．4848)

最劣点集为：

N一=(0．1073，0，一0．5406，一0．5743，一0．6036，一0．0542)

2．3 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种植效益密切值的计算

由公式(10)、(11)计算可得：

d?=0．7265，0．8455，1．1270，0．8221，0．8107，0．9019，0．9816，1．0371，0．8275，0．9431，0．6769，0．7744

d,-=0．7481，0．4476，0．2148，0．4917，0．5294，0．4962，0．4177，0．3417，0．5924，0．5551，1．0055，0．7812

由公式(12)、(13)计算可得：

d+=rain(d?)=0．6769

d一=msx(dr,)=1．0055

由式(9)可得密切值如表2

表2北方3省区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种植效益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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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与分析

综合考虑黑龙江、新疆、内蒙古3地甜菜及其比对作物玉米、大豆、小麦的收益指标、成本指标和综

合指标，黑龙江、内蒙古甜菜种植效益排名第一位，具有比较优势，为当地种植效益最好的作物。新疆甜

菜排在棉花、小麦之后，排名第三位，效益较好。甜菜具有比较优势主要是因为北方3省区气候条件适合

甜菜生长，加之这些地区耕地面积相对较大，种植集中，机械化水平高，规模效益明显。北方3省区均属

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制糖企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地方政府重视甜菜生产，甜菜作为工业原料实

行订单农业，价格波动相对较小。此外，甜菜制糖企业也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规划甜菜种植基地，加大

对甜菜基地建设的投入和甜菜种植的补贴也是甜菜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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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oF SUGAR BEET PLANTING BASED oN THE VIEW oF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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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gar Bee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gar crops in China．This paper applied the principle of multi

—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osculating value，introduced an overall thinking，established 8 global data table ac·

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s，and constructed mathematical model for benefit analysis of sugar beet and its contrast

crop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benefit of sugar beet which pla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ranked number one while it ranked number three in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which had a

comparative advantage．This result played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carrying out the planning of sugar beet and

distribution of refine suga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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