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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犛犺犪狆犾犲狔值的农机总动力组合预测方法

张淑娟 赵 飞

【摘要】 应用合作博弈中的犛犺犪狆犾犲狔值方法，通过分配总误差来确定组合预测模型中各预测模型的权重，以此

构建组合预测模型并对山西省农机总动力进行组合预测。结果表明，该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平均误差为１８１，低

于选定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三次指数平滑模型和犅犘神经网络模型的３１２、２４２和２２３；也低于基于方差倒数法

以及基于离异系数法构建的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平均误差１８８和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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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业机械总动力是指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

和运输的所有机械动力之和，它反映了一个地区农

业机械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是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

的主要指标。农机总动力预测就是通过建立动力变

量与时间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来推算动力变量未

来发展趋势。目前，国内外已提出的预测方法多达

几十种，如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趋势分析法、线

性回归分析法、曲线拟合法、人工神经网络法及灰色

预测法等。这些方法各有其优点和不足，所得的结

果也存在差异［１～４］。

组合预测的基本思想是把不同模型的计算结果

综合起来，取长补短，达到提高预测精度和预测结果

可靠性的效果。组合预测的关键问题是确定各预测

模型的权重，合理的权重会提高预测精度。各预测

模型分配的权重应反映这种预测方法对总预测结果

贡献的大小：误差越大，预测效果越差，则在组合预

测中的权重越小；预测误差越小，预测效果越好，则

在组合预测中的权重越大［５～６］。

本文选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三次指数平滑模

型和犅犘神经网络模型３种预测模型，应用犛犺犪狆犾犲



狔



值权重分配法［７～８］确定各预测模型的权重，从而构

建组合预测模型并对山西省农机总动力进行组合预

测，同时与基于方差倒数法构建的组合预测模型以

及基于离异系数法构建的组合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精

度比较，以获得农业机械总动力预测的实用新方法。

１ 预测模型

１１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由表１可知，山西省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历史统

计数据随时间不断增加，因此采用时间序列一元线

性回归分析法［１］进行预测。采用犛犃犛统计软件建

立预测模型

犢＝３５９１１９６６＋６１２４７０９犜 （１）

式中 犢———农业机械总动力

犜———时间变量，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的对应取值

分别为１～２６

方差分析表明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尾概率小

于００００１，决定系数犚２＝０９８０５，模型极显著，并

有较高的拟合精度。

表１ 山西省农业机械总动力

犜犪犫．１ 犜狅狋犪犾狆狅狑犲狉狅犳犪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犿犪犮犺犻狀犲狉狔

犻狀犛犺犪狀狓犻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年份 犢／万犽犠

１９７９ ５１３６９

１９８０ ５４３４４

１９８１ ５７４０８

１９８２ ６０３０１

１９８３ ６７７１５

１９８４ ７７４９４

１９８５ ８２２７１

１９８６ ８５２９２

１９８７ ８９５７６

年份 犢／万犽犠

１９８８ ９２２４４

１９８９ ９８５９０

１９９０ １０５３５１

１９９１ １０８９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１５２４９

１９９３ １２１１８４

１９９４ １２９８３６

１９９５ １３５９６０

１９９６ １４２６２２

年份 犢／万犽犠

１９９７ １４６３２２

１９９８ １５０６６７

１９９９ １６５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１３０

２００１ １７６７５１

２００２ １８６９３９

２００３ １９２８２１

２００４ ２１８６４８

１２ 三次指数平滑模型

为了使模型更能精确地反映农机总动力的发展

趋势，选用了三次指数平滑预测法［１］，计算公式为

狔狋＋犜′＝犪狋＋犫狋犜′＋犮狋犜′
２ （２）

式中 狔狋＋犜′———农机总动力预测值

犜′、狋———预测的时间周期数和预测起始年

犪狋、犫狋、犮狋———三次指数平滑的平滑系数

犪狋＝３犛
（１）
狋 －３犛

（２）
狋 ＋犛

（３）
狋

犫狋＝
α

２（１－α）２
［（６－５α）犛

（１）
狋 －

２（５－４α）犛
（２）
狋 ＋（４－３α）犛

（３）
狋 ）］

犮狋＝
α２

２（１－α）２
（犛
（１）
狋 －２犛

（２）
狋 ＋犛

（３）
狋

烅

烄

烆
）

（３）

式中 α———指数平滑加权系数，一般在００１～０５

之间

犛
（１）
狋 、犛

（２）
狋 、犛

（３）
狋 ———起始年狋的一次、二次、

三次指数平滑值

为了使农机装备近期较快的发展趋势在预测模

型中得到充分反映，α的取值应大一些，经反复测算

比较后，选取α＝０４。指数平滑值计算公式为

犛
（１）
狋 ＝α狔狋＋（１－α）犛

（１）
狋－１

犛
（２）
狋 ＝α犛

（１）
狋 ＋（１－α）犛

（２）
狋－１

犛
（３）
狋 ＝α犛

（２）
狋 ＋（１－α）犛

（３）
狋

烅

烄

烆 －１

（４）

式中 狔狋———起始年狋的对应原始数据

初始平滑值犛
（１）
０ 、犛

（２）
０ 、犛

（３）
０ 计算公式为

犛
（１）
０ ＝犪－

犫（１－α）

α
＋
犮（１－α）（２－α）

α２

犛
（２）
０ ＝犪－

２犫（１－α）

α
＋
２犮（１－α）（３－２α）

α２

犛
（３）
０ ＝犪－

３犫（１－α）

α
＋
３犮（１－α）（４－３α）

α

烅

烄

烆 ２

（５）

式中，参数估计量犪、犫、犮用待定系数法估算，将

狋１＝１、狋２＝２、狋３＝３代入方程组

狔狋１＝犪＋犫狋１＋犮狋
２
１

狔狋２＝犪＋犫狋２＋犮狋
２
２

狔狋３＝犪＋犫狋３＋犮狋

烅

烄

烆 ２
３

（６）

采用逐步改进法，依据已有数据计算。

根据表１中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

数据，利用式（２）～（６）进行计算，且令狋＝２００４，则

山西省农业机械总动力的三次指数平滑预测公式为

狔２００４＋犜′＝２１４９１７＋１４７１７犜′＋６２８犜′
２ （７）

预测结果见表２。

１３ 犅犘神经网络模型

犅犘神经网络在预测领域中的应用较为广

泛［３～４］，本文采用３层犅犘网络建模进行预测。根

据山西省１９７９～２００４年农业机械化总动力的历史

数据，以前４年的农机总动力数据作为输入，即输入

层选定４个节点。用第５年的农机总动力作为输出

数据，即输出层节点数为１，构造输入输出样本对：

网络的输入为犡狋′－４、犡狋′－３、犡狋′－２、犡狋′－１，输出为

犡狋′，其中狋′＝５，６，７，８…。

网络隐含层节点数的确定参考隐含层单元数计

算公式［４］

狀１＝ 狀＋槡 犿＋狉 （８）

式中 狀、犿———输入、输出神经元个数

狉———１～１０之间的常数

因此，隐含层单元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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槡４＋１＋１≤狀１≤槡４＋１＋１０

即 ３２４≤狀１≤１２２４

根据狀１的计算值，由小到大改变节点数，训练

并检验其精度。当节点数增加到误差不再减小时，

其临界值即为应采用的数值。最后，选定网络隐含

层节点数为４，此时网络能较快地收敛至所要求的

精度。因此，该选定网络的拓扑结构为４ ４ １。

取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山西省农机总动力历史数据

作为网络校验数据，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的数据用于网络

训练。当误差给定为犈＝０００００１，学习步长为

０５，动量项为０５，经５００００次训练，网络精度达到

要求。用检验样本集进行预测检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 各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与误差

犜犪犫．２ 犉狅狉犲犮犪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犪狀犱犲狉狉狅狉狅犳狊犻狀犵犾犲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犿犲狋犺狅犱 万犽犠

年份 实际值
一元线性回

归预测结果

三次指数平

滑预测结果

犅犘神经网络

预测结果

预测误差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三次指数平滑模型 犅犘神经网络模型

１９９４ １２９８３６ １３３９０７ １２６９６８ １２６３２５ ４０７１ －２８６８ －３５１１

１９９５ １３５９６０ １４００３２ １３６４６１ １３１７１８ ４０７２ ５０１ －４２４２

１９９６ １４２６２２ １４６１５７ １４３４４１ １３９４０６ ３５３５ ８１９ －３２１６

１９９７ １４６３２２ １５２２８１ １５０１２９ １４５９８２ ５９５９ ３８０７ －３４０

１９９８ １５０６６７ １５８４０６ １５３１３８ １５４０７２ ７７３９ ２４７１ ３４０５

１９９９ １６５５００ １６４５３１ １５６１６９ １５９７５０ －９６９ －９３３１ －５７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１３０ １７０６５６ １７２１７７ １６６６１９ ５２６ ２０４７ －３５１１

２００１ １７６７５１ １７６７８０ １７８８５７ １８０００１ ０３０ ２１０６ ３２５０

２００２ １８６９３９ １８２９０５ １８４９３０ １８８０７９ －４０３４ －２００９ １１４０

２００３ １９２８２１ １８９０３０ １９５２３８ ２０３９２７ －３７９１ ２４１７ １１１０６

２００４ ２１８６４８ １９５１５４ ２０１３７７ ２１８２４１ －２３４９４ －１７２７１ －４０７

平均值 ５２９３ ４１５０ ３６２５

２ 组合预测模型

２１ 模型的建立

设对于同一预测问题，用犖种不同的预测模型

分别进行预测，则由这犖个模型构成的组合预测模

型［５］为

犳狋＝∑犓犻犳犻狋 （９）

式中 犳狋———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值

犳犻狋———第犻种预测模型的预测值，犻＝１，２，

…，犖

犓犻———第犻种模型的权重，犻＝１，２，…，犖，

且∑犓犻＝１

２２ 最优权重的计算方法

犛犺犪狆犾犲狔值法是一种用于解决多人合作对策问

题的数学方法［７～８］。它主要应用于合作收益在各

合作方之间的分配问题，犛犺犪狆犾犲狔值实现的是每个合

作成员对该合作联盟的贡献大小，突出反映了各个

成员在合作中的重要性。犛犺犪狆犾犲狔值法的最大优点

在于其原理和结果易于被各合作方视为公平，结果

易于被各方接受。因此，本文应用犛犺犪狆犾犲狔值权重

分配法来确定各模型预测的权重。

组合预测中各预测方法之间共同作用产生了组

合预测的总误差。可以认为各预测方法之间为了共

同目的而形成 “合作关系”。把组合预测所产生的

总误差看作合作的“总收益”。把这个总收益向各预

测方法进行分配，利用分配的结果来确定各预测方

法在组合预测中的权重。

有犖种预测方法来进行组合预测，则记为犐＝

｛１，２，…，犖｝，对于犐的任何子集狌、狏（表示犖 种方

法中的任一组合），犈（狌）、犈（狏）表示各自组合的误

差。定义如下：

（１）对于犐的任一子集狌、狏，都有犈（狌）＋

犈（狏）≥犈（狌∪狏）。

（２）犖种预测方法参与组合预测产生的总误差

犈，将在犖 种预测方法之间进行完全分配，即犈＝

∑
犻∈犖

犈′犻，其中犈′犻为模型犻分得的误差，即犛犺犪狆犾犲狔值，

犻＝１，２，…，犖。

设第犻种预测方法预测误差的绝对值平均值为

犈犻，犈′犻≤犈犻，并有

犈＝
１
犖∑

犖

犻＝１

犈犻 （１０）

犛犺犪狆犾犲狔值法的权重分配公式为

犈′犻＝∑
狌
犻∈狌

狑（｜狌犻｜）［犈（狌犻）－犈（狌犻－｛犻｝）］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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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狑（｜狌犻｜）＝
（犖－｜狌犻｜）！（｜狌犻｜－１）！

犖！
式中 狑（｜狌犻｜）———加权因子，表示组合中犻应承

担的组合边际贡献

狌犻－｛犻｝———组合中去除模型犻

狌———包含犻的所有子集

｜狌犻｜———组合中预测模型的个数

由式（１１）可得出组合预测中各预测方法的权重

计算公式

狑犻＝
犈－犈′犻
犈（犖－１）

（犻＝１，２，…，犖） （１２）

选取山西省农机总动力的历史数据序列，取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的数据为样本，用狔１、狔２、狔３分别代

表一元线性回归、三次指数平滑、犅犘神经网络３种

不同的预测模型对农机总动力进行预测，并将３种

预测模型的结果与实际值进行比较，预测误差见

表２。

通过比较上述３种模型预测误差绝对值的平均

值可以看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误差最大，三次指数

平滑模型次之，神经网络模型的误差最小。按表２

的计算结果，根据式（１０）可得组合预测的总误差为：

犈＝（５２９３＋４１５０＋３６２５）／３＝４３５６。

根据犛犺犪狆犾犲狔值的概念，参与组合预测模型总

误差分配的“合作关系”成员为：犐＝｛１，２，３｝，它所

有子集的组合误差分别为 犈（｛１｝）、犈（｛２｝）、

犈（｛３｝）、犈 （｛１，２｝）、犈 （｛１，３｝）、犈 （｛２，３｝）、

犈（｛１，２，３｝），其数值的大小为该子集所包括的向量

误差平均值。

则根据式（１１）计算各成员的犛犺犪狆犾犲狔值

犈′１＝
２！×０！

３！
［犈｛１｝－犈（｛１｝－｛１｝）］＋

１！×１！

３！
［犈｛１，２｝－犈（｛１，２｝－｛１｝）］＋

１！×１！

３！
［犈｛１，３｝－犈（｛１，３｝－｛１｝）］＋

０！×２！

３！
［犈｛１，２，３｝－犈（｛１，２，３｝－｛１｝）］＝

１
３
（５２９３－０）＋

１
６
（４７２１５－４１５０）＋

１
６
（４４５９－３６２５）＋

１
３
（４３５６－３８８７５）＝２１５４７５

同样可得预测模型狔２、狔３应当分摊的误差量

为：犈′２＝１２９７５，犈′３＝９０３７５，而犈′１＋犈′２＋犈′３＝

４３５６，说明３种预测方法分配的误差之和等于总误

差犈。各个分配值的大小反映了各预测模型的精

度大小。

各预测方法在组合模型中的最终权重依据

式（１２）计算为：狑１＝０２５，狑２＝０３５，狑３＝０４０。

组合预测模型Ⅰ为：犢＝０２５狔１＋０３５狔２＋

０４０狔３。利用组合预测模型Ⅰ对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的

农机总动力进行预测，并计算一元线性回归、三次指

数平滑、犅犘神经网络３种预测模型和组合预测模型

的相对误差，见表３。

２３ ３种权重确定方法比较

为了进一步证实基于犛犺犪狆犾犲狔值法的组合预测

模型Ⅰ的预测效果，基于方差倒数法构建组合预测

模型Ⅱ，计算其权重系数为：狑１＝０１７，狑２＝０２９，

表３ 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及各预测模型的相对误差

犜犪犫．３ 犉狅狉犲犮犪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狋犺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狅狉犻犪犾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犲狉狉狅狉狅犳犲犪犮犺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狅狉犻犪犾犳狅狉犲犮犪狊狋犿狅犱犲犾

年份
实际值

／万犽犠

组合预测

模型Ⅰ结果

／万犽犠

相对误差／％

组合预测

模型Ⅰ

组合预测

模型Ⅱ

组合预测

模型Ⅲ

一元线性

回归模型

三次指数

平滑模型

犅犘神经

网络模型

１９９４ １２９８３６ １２８４４６ １０８ １５９ ０８４ ３０４ ２２６ ２７８

１９９５ １３５９６０ １３５４５７ ０３７ １０８ ０２３ ２９１ ０３７ ３２２

１９９６ １４２６２２ １４２５０６ ００８ ０６３ ０４０ ２４２ ０５７ ２３１

１９９７ １４６３２２ １４９００８ １８０ １３０ ２２５ ３９１ ２５４ ０２３

１９９８ １５０６６７ １５４８２９ ２６９ ２５０ ２７０ ４８９ １６１ ２２１

１９９９ １６５５００ １５９６９２ ３６４ ３７５ ３６６ ０５９ ５９７ ３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７０１３０ １６９５７４ ０３３ ０７２ ０１４ ０３１ １１９ ２１１

２００１ １７６７５１ １７８７９５ １１４ １３２ １０１ ００２ １１８ １８１

２００２ １８６９３９ １８５６８３ ０６８ ０３５ ０９７ ２２１ １０９ ０６１

２００３ １９２８２１ １９７１６２ ２２０ ３０４ １４６ ２０１ １２４ ５４５

２００４ ２１８６４８ ２０６５６７ ５８５ ４４０ ７２６ １２０４ ８５８ ０１９

平均值 １８１ １８８ １９０ ３１２ ２４２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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狑３＝０５４；基于离异系数法构建组合预测模型Ⅲ，

计算其权重系数为：狑１＝０２８，狑２＝０４７，狑３＝

０２５。分别计算这两种预测模型的预测值（篇幅所

限，没列出），并计算其相对误差，见表３。

由表３可知，组合预测模型Ⅰ的预测平均误差

为１８１，而神经网络模型的预测平均误差为２２３。

因此，该组合预测模型Ⅰ的预测精度高于３个单一

模型的预测精度。计算组合预测模型Ⅱ的预测平均

误差为１８８，组合预测模型Ⅲ的预测平均误差为

１９０，因此，组合预测模型Ⅰ的预测精度也高于组合

预测模型Ⅱ和Ⅲ，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

采用组合预测模型Ⅰ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的山西省

农机总动力进行预测，得到其农机总动力分别为

２４８７６４、３０７３１９万犽犠。

３ 结论

（１）对山西省农机总动力进行预测，采用３种

预测模型。各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从高到低依次

为：犅犘神经网络模型、三次指数平滑模型、一元线性

回归模型。

（２）应用犛犺犪狆犾犲狔值权重分配法来确定各预测

方法的权重，构建组合预测模型Ⅰ，对山西省农机总

动力进行组合预测。该方法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

其预测精度高于选定的各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

（３）基于犛犺犪狆犾犲狔值的组合预测方法精度高于

基于方差倒数法以及基于离异系数法构建的组合预

测方法，因此，为农业机械总动力预测提供了一种实

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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