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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上海市 36 家标准化农业园区实地调研基础上, 通过标准化实施主体、生产流程横纵 2 个不同视

角进行理论设计,并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进行实证检验, 最终形成标准化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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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36 standardized agricultural companies, theoretical design was con

ducted from the perspect ives of production process and production subjects, empirical test was performed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evaluation system was ultimately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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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 1996 年开始推进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建设以来, 上海市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已达到 86

个,并培育出大量市场影响大、消费者认可度高的

名优产品。在推进农业标准化过程中, 上海市逐

渐形成了政府牵头, 质检、科技、财政等部门协同

配合,企业为运作主体的模式。目前,上海市已取

得 南汇水蜜桃 等 4个地理标志产品。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上海市标准化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但是通过什么方法,构建怎样的评价体系来客

观、全面评价标准化工作的效果,是学术界亟待解

决的问题,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1 9]。

1 标准化示范试点评价体系的设定

本研究评价体系的设定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

础上。通过对上海市 36 家标准化示范园区采用

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实地调研。样

本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表

Table 1. The breakdown of the 36 samples

项目
Item

种植业/家
Plant ing

畜牧业/家
Stock Raising

渔业/家
Fishing

总计/家
Total

国家级
Country

11 2 4 17

市级
City

12 5 2 19

总计
Total

23 7 6 36

结合调研并查阅已有的文献, 本研究的评价

体系将从标准化实施主体(企业、农户、消费者和

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7306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06JA790076)

作者简介: 王亚栋,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标准化生产。

收稿日期: 2010 05 11 网络出版时间: 2010 12 15 14: 13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11, 33( 1) : 114~ 118 http : / / xuebao. jlau. edu. cn

Journal of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E mail : jlndxb@ vip . sina. com



政府)和生产流程(产前、产中、产后)横纵角度进

行设定。同时在设定过程中, 充分考虑影响因素

和实施效果两方面的评价。

1 1 农业标准化实施的主体角度构建评价体系

标准化工作的实施主体包括: 企业、农户、消

费者和政府。四者关系见图 1。农民和企业是标

准化工作的实施者, 二者通过各类具体产业模式

(例如:合作社等形式)相结合;消费者通过购买农

产品等市场行为与企业联系; 政府不参与市场行

为,而是通过政策、法规等手段间接促进标准化生

产。

图 1 标准化实施主体

Fig. 1. The subjective of standardization

( 1)农户是农业标准化实施的实际操作者,也

是农业标准化实施后经济效益的受益者。农户在

标准化实施过程中的投入程度和专业化程度直接

决定了标准化实施的效果。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

现,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实施标准化生产的重要

因素。对于农户而言, 能否提高收入是衡量他们

是否采用新技术、新种植方法的唯一指标。因此,

在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中,要将农户的经济效益

作为重要因素考虑。

( 2)消费者是农业标准化实施后的直接受益

者。就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 农业标准化主要解

决的是食品安全问题。通过实施标准化,使得农

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得到控制和规范, 并且通过各

类品牌和商标的认证, 解决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最终使得消费者购买到安全、优

质的农产品。

( 3)企业是农业标准化实施的中间环节。企

业在农业标准化过程中,产前向农户提供化肥的

统购统销,产中进行技术指导和产品检测,产后进

行农产品的统一收购、包装上市。同时企业是农

户和政府之间的纽带,负责将政府的各项技术、政

策传达给农户, 同时将农户的诉求转达给政府。

(4)政府是农业标准化实施的监管者与推动

者。政府的作用不是本研究的重点。

1 2 按照生产流程构建评价体系

按照生产流程(产前、产中、产后)对农业标准

化示范园区进行评价,也是这次调研的一次体会。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实际操作中,农户与企业实施

标准化生产也是按照产前、产中、产后进行的。按

照这样的逻辑进行分析, 符合实际的生产情况,并

且能够还原出标准化生产的原貌。

图 2 标准化生产流程

Fig. 2.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ation production

产前的标准化工作主要包括: 种子、化肥、农

药的统购统销,前期政府、企业的资金投入,技术

人员配备。产中的标准化工作主要包括:人员培

训、生产记录、过程控制、产业模式的建设等。产

后的标准化工作主要包括:质量检测、产品认证、

生态效益评价(废弃物处理投入、农药残留度)。

所有生产环节的标准化生产都需要进行标准、全

面、详细的生产记录。生产记录是标准化生产、标

准化工作评价的重要环节。

1 3 按照实施效果和影响因素构建评价体系

目前的农业标准化评价体系, 主要是评价实

施效果,或者体系中没有清晰的区分、梳理实施效

果和影响因素的关系。本研究将影响因素指标纳

入到评价体系中,以做到全面、科学地对标准化工

作进行评价。

2 对评价指标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通过客观赋权法中的因子分析法对

36个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按照本文 1 的思路,

分别对影响因素和实施效果进行因子分析,构建

2个子指标体系,具体实证过程如下。

2 1 对影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

首先对影响标准化实施的因素进行因子分

析。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如下:

{ X 1= a11F1+ a12F2+ !+ a1mF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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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 a21F1+ a22F 2+ !+ a2mFm+ 2

!
X n= an1F1+ an2F2+ !+ anmFm+ n

其中, X 1、X 2、!、Xn 表示样本个数, 因子分

析就是通过模型 X = AF + 用 F 代替X , 由于

m< P , m< n, 从而达到简化变量维数的作用。

因子分析的计量方法, 是主成分分析法的推广和

延伸,是通过对于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

使得载荷矩阵简化, 使得每个变量仅在一个公因

子上有较大的载荷, 而其余公因子载荷较少, 从而

使得所有的主因子能够更好地代表原始变量。

选取 12个指标, 运用 SPSS 13 0软件进行因

子分析。统计的结果见表 2(表中 1~ 12 分别代

表标准化培训、依托单位、检测技术水平、生态验

证情况、政府扶持力度、技术人员比例、标准体系

完备程度、档案记录完备程度、污染物处理投入、

产业模式构建、投资投入和产品品牌建设 12项指

标)。

表 2 影响因素指标的因子矩阵

Table 2. Component matrix of influencing factors

编号
No.

因子 1
Component 1

因子 2
Component 2

因子 3
Component 3

1 0 704 - 0 668 0 059

2 0 681 0 691 - 0 083

3 0 803 - 0 462 - 0 097

4 0 200 0 296 0 528

5 0 450 0 733 0 209

6 0 648 - 0 281 0 297

7 0 681 - 0 691 0 083

8 0 814 - 0 509 0 046

9 - 0 215 0 103 0 842

10 0 704 - 0 668 0 059

11 0 690 0 672 - 0 063

12 0 369 0 367 - 0 267

因子 1中,标准化培训、检验技术水平、档案

记录完备程度、技术人员比例和产业模式的构建

等5 项指标在因子 1 中载荷度较大, 都超过了

0 6。这 4项为标准化生产产中过程的重要环节;

因子 2中,依托单位、政府扶持力度、标准体系完

备程度、农资投入在因子 2 中载荷度最大, 超过

0 65。以上 4个指标都是集中在农业标准化生产

的产前阶段;污染物处

理投入和生态验证情况这 2个指标载荷度较

大。污染物处理程度和生态验证情况都反应了标

准化生产的正向的外部作用, 也是标准化产后工

作重要的评价指标。

实证分析结果很好地证明了 标准化评价体

系按照生产流程进行设定 这一思路。最终的影

响因素子体系将按照产前、产中和产后 3个角度

进行设定,评价指标即为上述 12个指标。指标的

权重将由因子分析结果中的解释度进行计算。

2 2 对实施效果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本研究对实施效果同样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

分析,同时运用聚类分析进行验证。运 SPSS13 0,

对实施效果的 12项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 3

(表中 1~ 12 分别代表周边员工工资增长率、技

术进步贡献率、周边企业的带动效应、无公害/绿

色/有机食品产量、企业总利润、农产品出口产值

增长率、农民标准化意识提高程度、合格率/达标

率/优质率、各类认证情况、食品安全事故、化肥农

药减少程度和一般员工工资增长率 12项指标)。
表 3 对于实施效果变量的因子矩阵

Table 3. Component matrix of implementing effects

编号
No.

因子 1
Component 1

因子 2
Component 2

因子 3
Component 3

1 0 250 0 604 - 0 728

2 0 976 - 0 017 - 0 004

3 0 986 - 1 010 0 042

4 0 070 0 914 0 363

5 0 895 - 0 048 0 127

6 0 974 - 0 161 0 004

7 0 123 - 0 335 0 226

8 0 049 0 917 0 371

9 0 896 - 0 103 0 121

10 0 105 0 888 0 333

11 0 977 - 0 084 0 015

12 0 291 0 610 - 0 700

因子 1中,包括技术进步贡献率、周边企业的

带动效应、总利润、农产品出口产值增长率、各类

认证和化肥农药减少程度, 其载荷度均> 80%。

第一类因子组,主要是从企业的角度进行评价,包

括企业的经济效益(总利润、农产品出口产值增长

率)、生态效应(化肥农药减少程度) 和社会效应

(技术进步贡献率、周边企业的带动效应和各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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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因子 2 中, 为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产量、

合格率/达标率/优质率和食品安全事故 3个指标

载荷度最大,载荷度> 80%。

可以理解为从消费者角度进行评价,无公害/

绿色/有机食品产量、合格率/达标率/优质率和食

品安全事故。需要说明的是, 本次调研对象中未

包括消费者,因此对于消费者效应的考察只能通

过间接的数据进行。因子 3中, 为周边员工工资

增长率和一般员工工资增长率载荷度较大。其指

标主要是描述农民主体的指标。

通过聚类分析对于上述分析结果进行检验。

对于实施效果采用聚类分析法中的变量聚类。变

量聚类即 R型聚类, 变量聚类是将众多的变量进

行分类,找出相互独立并具有代表性的变量。运

用SPSS13 0进行计算,聚类结果见表 4。

表 4 实施效果指标的聚类结果

Table 4. Cluster membership of implementing effects

编号
No.

项目
Item

分类
Cluster

1 周边员工工资增长率 1

2 技术进步贡献率 2

3 周边企业的带动效应 2

4 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产量 3

5 企业总利润 2

6 农产品出口产值增长率 2

7 农民标准化意识提高程度 1

8 合格率/达标率/优质率 3

9 各类认证情况 2

10 食品安全事故 3

11 化肥农药减少程度 2

12 一般员工工资增长率 1

聚类结果与因子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同时,

对于因子 3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也进行了补充, 即

在聚类分析中周边员工工资增长率、农民标准化

意识提高程度和一般员工工资增长率被分为 1

类。

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很好地证明了本

研究的另一思路 从农业标准化实施主体的角度

构建标准化评价体系 。

3 评价体系的构建

结合本文 1 逻辑分析与本文 2 的实证分

析,构建出 4级评价体系。

第1级为评价体系综合指标,将根据园区的

标准

化实施情况给予综合的评分。第 2级指标体

系包括实施效果、影响因素 2个指标。这 2个指

标设立的创新

之处在于弥补了以往评价体系中,过分注重

实施效果,而忽略影响因素的弊端。事实上,各类

影响因素才是保证标准化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

片面强调实施效果实为本末倒置的做法。第 3级

评价指标是从标准化实施主体和生产流程横纵 2

个视角对于标准化进行阐述, 具体包括实施效果

指标下的企业、农民、消费者指标,影响因素下的

产前、产中、产后指标。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创

新。在前期调研中, 我们发现,实施主体才是推动

标准化工作的原动力, 直接关系到标准化实施的

成败。因此,有针对性地对于实施主体进行评估,

了解不同主体在标准化实施过程中的贡献程度和

收益程度,对于标准化实施至关重要。对于生产

流程这一视角,也是从实际调研中发现,并通过实

证检验证明的新思路。在调研中笔者发现, 企业、

农户在落实标准化生产时,都是按照产前、产中、

产后这一逻辑进行实际操作的。因此, 按照生产

流程进行评估是尊重客观的生产过程的表现。同

时,对于每一生产环节进行精确评估,对于生产中

存在的问题做到 精确定位 , 能够使得标准化评

价真正地指导生产,而并非是流于形式。第四级

指标体系就是具体化的评价指标, 由于本次调研

的样本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原因, 一些合理的指标

未能通过实证检验。在实际应用中, 不妨将第 4

级指标体系进行充实和扩展。

本研究评价体系的权重采用客观赋权法。具

体是使用因子分析中的载荷量和解释度 2项指标

进行计算。由于本研究的因子分析对于实施效果

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 2次计算,因此赋权亦分

为两部分。总评价体系为 100分,实施效果和影

响因素各设为 50分,其合理性可以通过专家打分

法进行验证。

以C1组指标权重设定为例,来介绍本研究设

定权重的方法。

企业第 1组指标在因子分析中的解释度为

46 773,第 2组、第 3组因子的解释度为 28 080和

12 375。因此, 第 1 因子的权重为 50 ∀ 46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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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773+ 28 080+ 12 375) = 26 8

C1组中,共有技术进步率、各类认证、周边企

业的带动效应、总利润、化肥农药减少程度和农产

品出口增长率 6大指标。其因子分析中的载荷度

指标分别为 0 976, 0 896, 0 986, 0 895, 0 977 和

0 974。其余指标的权重见图 3。

图 3 农业标准化园区评价体系

Fig. 3.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4 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1)客观评价法。本研究

使用客观评价法构建指标体系。以往的评价体系

多数为专家打分法等主观评价法。本研究通过大

量的调研取得了农业园区的第一手数据,使客观

评价法能够得以实现。( 2)全新的视角。本研究

提出的实施主体角度、生产流程角度横纵 2个全

新的分析视角。同时, 将影响因素和实施效果的

评价进行区分, 构建 2个子指标体系,使得标准化

评价更加科学、全面。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1)样本数量只有 36家,

由于数理统计的要求, 本研究所选择的指标数量

较为有限,子评价体系的指标数只有 12个; ( 2)本

研究缺乏对于实施主体中消费者的分析,即对消

费者效用的直接评价。不过, 这也为今后的科研

工作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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