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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黄淮海平原(河南省部分)的农业产业区捌为倒，用主元分折法讨论了分区捌 

片过程，并建立了相应的规则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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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 ，它虽立足于农业资源条件，但涉及 

自然和社会、经济、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情况。黄淮海平原地区是河南省农业的主体部分(占 

全省总人口的66．6 。约占总耕地的70 )。河南省黄淮海平原综合开发方案 的制定始 

于1988年，已通过有关部门鉴定，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在继续实施中，为区划模型的讨论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因起步较早，覆盖面宽，区划上的数学处理有可改进之赴．尚赡作为 

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区划的范倒。本文将对区划的数学方法及相应法则怍新的探索。 

1 变量主元分析 

文献[1]在区划中选择了21个变量，即④地貌}②无霜期}③年降水量(mm)}④沙丘 

面积／沙土面积( ){⑤沙土面积／土地面积( ){⑥盐碱面积／土地面积( ){⑦砂姜黑土 

／土地面积( ){⑧林地面积／土地面积( )；③草地面积／土地面积( )I⑩水面面积／土 

地面积(5)I⑩棉花面积／土地面积( )}@油料面积 土地面积( )}@果园面积／土地面 

积( )}@可灌面积／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土地面积( )}@万公顷排灌机械(台){ 

⑩人口密度(人／hITi。){@人均耕地(hm。)；⑩粮食单产(kg／hm )}@人均肉类产量 

(kg／人){@人均纯收入(元／人) 然后把各地的实测数据用标准差标准化方法啪处理后， 

用系统聚类(类平均)法口 得到初步结果。再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相对一致 

性、开发治理方向和关键措施的一致性和行政区划的完整性3项原则．分成8个综合开发 

治理区 从数学角度看，有以下同题值得商榷： 

1)变量选择缺乏依据。如果说所选变量仅限于农业生产开发内容，是因为“起步早t覆 

盖面宽 、受当时形势和认识水平局限的话，那么t规划农业生产开发而不考虑光照、肥力 

等因素的影响，则不应该。 ． 

2)聚类方法应改进。其一．不应忽视各变量间存在的相似、交叉、相悖关系，让它们以 

同等地位参与聚类，势必导致彼此的重迭、抵消，一定程度上要抹杀或歪曲区片自身特征 

和彼此差异。应该说，文献[1]中聚类结果不理想，是有这方面原因的。其二，没有聚类图、 

收稿 日期 1996-12-2o 
课题来潦 河南省 九五 牡科规蝌项目 
作者简介 捌静义．男，1943年生．剐教授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0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第25卷 

分区图，不便参照。 

3)调整划片的3项原则有主观{殖意性。 

要抓住主要矛盾，使决策更具科学性，使区划方法更规范、更葡明，进行变量主元分 

析 是必要的。为便于比较，这里仍用文献[1]中数据。 

记样本资料阵为 。 (72行，每行对应一个县级地方；21列，每列对应前文中的一 

个变量)，用下式 

R= —二 — 72) (1) 
一

』 

求出变量间的相关矩阵R。 ．(1)式中， 表示数据阵 的转置阵。由 

lR一 l一0 (2) 

找出R的各特征根  ̂ ”， (从大到小排列) 式中 是与R同阶的单位阵。解 

f(R一 )；o i L 一 1 (口： 一 0’ 

得与 c0=1，⋯，m)对应的特征向量 ，以各特征值(根)累积贡献率≥0．85为标准，选m 

个梅征向量构造新变量Yo 

Y 一 ，1 + ⋯ + 曲 k1 ( = 1，⋯，72； = 1，⋯， ) (4) 

取代原数据阵 的各列变量，得主数据阵Y 一 

Y— XL (5) 

本例中m=10，￡ m，⋯，， ) ，其具体值见跗表。 - 

附裹 选出的10个特征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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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元涵义分析 

2．1 主元涵义 

本例求出了10个主元，这说明描述自然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变量众多、角度各异， 

且数据在不同方向上的分布是相对均匀的。相关阵置各特征根 t～ to依次为0．2234， 

0．1589，0．1060，0．0773，0．0661，0．0571，0．0479．0．0445，0．0377，0．0318，其大小差别不 

太显著也说明了这一情况 ． 

因后几个特征根数值较小，对应贡献率有限，下面把分析重点放在前边几个主元上。 

(4)式表明，对主元yo影响最大的，是特征向量 中绝对值最大的分量，若干个绝对 

值较大分量对应条件变量的共同作用，是决定该主元性质的主导因素。在附表中，用数据 

下边加横线标出了绝对值超过 0．3000的各 分量位置，从左边第一列可找出它所对应 

变量的编号。 

在第一主元Yt中，照上述办法可查出起主要作用的依次是：0．3853(3．年降水量)、 
-- 0．3666(14．可灌面积／土地面积)、0．‘3544(2．无霜期)、0．3108(6．砂姜黑土／土地面积)、 
一

0．3034(21．人均收入)。以上的数字是工t绝对值较大的分量，后面括号中的数码为对应 

变量的编号。因年降水量、无霜期、砂姜黑土所占比例等生态因素对应的各系数和 y 同 

号，它们之中的一个或多个增大(或减小)，将导致第一主元 yt的增大(或减小)。这说明， 

目前农业科技含量不足、机械化程度不高、人为影响气候和改造环境(如改土治水)能力有 

限，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自然状态。可灌面积所占比例和人均收入对应系数 

与y 变化方向相反(异号)，意味着当人为努力的影响不够大，经济条件较差时，对“天 的 

依赖程度会变得更大。这就是说，第一主元综合表达的是生态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它 

是农业产业区划中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在第二主元y：中，占据主导位置的是：0．4141(17．人口密度)、一0．3332(18．人均耕 

地)、一0．3l1 6(5．沙地面积／土地面积)。说明人口总量过于庞大、城市化水平太低，是制约 

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头等障碍。决不能忽视我国人均耕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人 口密度却 

大于几乎所有国家这一严峻现实。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千方百计 

解决人口素质低、贫困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特别是要开辟1．5亿农业剩余劳力的就业门 

路)等紧迫问题。另一方面，要以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耕地退化(沙化)．改造中低产田，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严格控制非农占地，大力开发宜农荒地。因此，称这一主元为 

生产条件因素是合适的。 、 

第三主元 y。中以下变量位居前列：0．3560(19．粮食单产)、一0．3445(6．盐碱面积／土 

地面积)、0．3191(20．人均肉类产量)、0．3065(8．林地面积／土地面积)。其中，粮食单产和 

人均肉类产量反映生产发展水平，盐碱地面积表达中低产田的影响，林地比例是生态环境 

优劣的标志(后二者是对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重要性的强调)。所以，应称这一主元为生产 

水平因素。 

对其它主元的解释，可仿照上面的分析进行。为突出主要矛盾，不妨从第4～10主元 

( ～ o)的第一主条件分别为耕地／土地、沙丘／沙土、人均肉类产量、林地／土地、草地／ 

土地、草地／土地、沙地／土地着眼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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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后7个主元各条件变量仍属于生态、生产条件、生产水平范畴，可简单她将 

其理解为是对前3个主元的加强和补充。 

以上分析表明．生态、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三因素，是农业产业区划要考虑的主要方 

面(主变量)。 

2．2 主元外延分析 

以下将三主元按其内涵向外延伸，运用到区划中去。 

从农业角度看．生态因素包含：气候、土壤、生物、地理、人为虽殖活动等影响农作物生 

长和分布的环境条件。既然如此，将农业产业区划和三主元的结合点，选在流域上是比较 

合适的。这是因为①生物群落和地理环境都滑流域作梯度变化，一个流域构成一个自然系 

统，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农业产业化要实现农工贸一体化，或者说要以市场经济下的工 

业方式经营农业，这就使得它的建设成了一项系统工程t须从现有经济基础(其中少不了 

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人手，整体布局，多向开发，加长生产链条．实行规模经营，加快流通 

过程，提高产出效益；⑧目前农业开发的中心是改土治水，综合考虑全流域的兴利除害规 

划，从垒流域的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生产条件、生产水平因素)着眼．统 

筹兼顾各经济部门的不同要求，相应制定的分期方案、工程措施、指标体系和经济效益·都 

具有较高水准的大局观念和合理性。 

综上所述．“以流域划片．按政区调整 可作为农业产业区划的实施规则。之所以要 按 

政区调整 ，是因为政区划分本身就立足于地域特征，这样作也便于调控指导和组织管理 

应该说，这一规则比文献[1]中的 三项原则 减少了主观随意性，更好地体现出大局观念 

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 

3 主元聚类与区划 

称从主数据阵r人手的聚类为主元聚类．以区g4文献[1]中直接从数据砗X出发的 

聚类。只要能恰当地筛选出主元，它将比普通聚类更好地体现事物自身因个性分离和共性 

聚集韵倾向。 

在本例中，先用下式计算各行(地方)间的距离Da 

三  

D =∑(Yo一) ) ( ， =1，⋯，72； ≠k,m：10) (6) 
j-l 

再用递推公式(系统聚类法) 

D 一 p +n|D + D + ＼Do,一D ＼ ) 

迭代，(按类平均方式)在(7)式中 

令 一 ， = ， 一 + ，卢= y一 0 (8) 

这样，得出了优于文献[1]中的结果 

在主元聚类基础上，依据“以流域划片，按政区调整 规则，即可得出聚类图(图 1)和 

区划结果(图2)。 

司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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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元聚类图 

图 2 区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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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编号 I～Ⅷ代表下列各产业区： 

I沁漭河倾斜平原褐土区；I卫河一马颊河泛滥平原潮土区}_金堤河一天然文岩渠 

洼涝平原沙碱土区}Ⅳ黄河故道沙丘洼地沙碱区}V沱浍一涡惠河泛滥平原潮土区}Ⅶ沙 

颍河倾斜泛滥平原褐土潮土区}Ⅶ洪汝河淮北低平原砂姜黑土区；Ⅷ推河一史藩河波状平 

原水稻土区。 

高新技术本质上是数学技术，一项研究水平的高低，其数学含量和质量是重要标志。 

这一论点，已被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认同。加上考虑到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 

段，而区划是其前期工作中的关键环节，有必要规范其方法和模式，这是本文的出发点。因 

资料所限，示例侧重于农业基础条件分析。一般来说，农业产业区是f还要涉及到市场因素、 

生产能力、主导产业、中介组织等方面的变量，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这些变量的加^，只 

会增大主元分析的必要性，而不是减弱它。虽然，那时得出的主元和区划规则具体内容可 

能有变化，但本文靛学模型的意义不受影响，其合理性和有效性经得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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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ivot Analysis}n Agro—Industrial Zone Distribution 

Liu Jingyi Wang Mingjun Wen Tians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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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tract．_Based on the accurate|nstances of the agro—industrial zone distribution in 

North Chinct Plai n
+

,the Zone~Stfihution is discussed as well as its corresponding scheme 

and model are'established by means of pivot analysis'： 

Key wo~rds agro—industrial zone distribution，pivot analysis，North China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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