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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概况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有“中原熟，天下定”的说法。河南是农业第一大省，产粮第一大省，粮食转

化第一大省，劳务输出第一大省。从地域分布看，２０个粮食生产大市（县）周口市占７个，驻马店市占４个，
商丘市占３个，南阳市、信阳市各占２个，安阳市、濮阳市各占１个。

２　指标选择与研究方法

２．１　指标选择
为准确评估河南省各市农业区域经济评价，必须构建区域指标体系。在各个具体指标的设置上，针对

指标选择的全面性、可操作性、简洁性和可比性原则，参考已有研究的指标体系，王爽英、李立辉、戴向洋设

置了８项指标，包括人均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比例、单位面积机械动力、农业劳动力比重、单位面积化肥
使用量、单位劳动力产值、粮食作物单位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１］。此处结合河南省的实际情况，提出稍有

不同的８项指标，包括人均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比例、单位面积机械动力、农业劳动力比重、单位面积化
肥使用量、单位劳动力产值、粮食作物单位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这里采用人均播种面积而非人均耕地，

能更切实际。本指标体系原始数据均来自《２０１２年河南省统计年鉴》。
２．２　研究方法

聚类分析是依据研究对象（样品或指标）的特征，对其进行分类的方法，是一种非参数分析方法，数据总

体无需作分布假设。

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是一种分析、简化数据集的技术，具有减少数据集的维



数，同时保持数据集对方差贡献最大的特征。这是通过保留低阶主成分，忽略高阶主成分做到的。由于主

成分分析依赖所给数据，所以数据的准确性对分析结果影响很大。

此处在采取聚类分析的同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不但能够重点把握区域优势，而且能够在重点中把握

重点。

３　数据处理及相关意义

３．１　指标体系构建
对河南省农业综合发展水平的研究情况利用８项指标进行分析。人均播种面积，反映了农业的最本质

情况；有效灌溉面积，反映了该地农业配套设施状况；单位面积机械动力，反映了该地机械化程度；农业劳动

力比重，反映了农业的重要性程度；化肥施用量比重，反映了该地区的农业化肥施用情况；粮食作物单产量，

反映了农业发展程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经济指标，反映了农民的收入程度；单位劳动力产值，反映了农业发

展水平。

选取２０１２年河南省１８个市级区域农业各项指标数据（表１）。
表１　河南省各地区农业指标值

全省
农村人均

纯收入（元／人）

粮食作

物单产

（ｔ／ｈｍ２）

农业劳动

力比重

（％）

有效灌溉

面积比例

（％）

农田机

械动力

（ｋｗ／ｈｍ２）

化肥使用量

（ｋｇ／ｈｍ２）
劳动力产值

（万元／人）
人均播种面积

（ｈｍ２／人）

郑州市 １１０５０．２０ ４．５９ ４１．７５ ３８．５１ １０．２２ ４６２．９２ １．３３ ０．５９
开封市 ６４９１．７１ ５．５９ ５９．４２ ４０．５４ ８．５３ ３６４．９０ １．６２ １．７１
洛阳市 ６８２１．５４ ４．３９ ４８．７６ ２０．３４ ６．７６ ３４６．５４ １．３５ １．０７
平顶山市 ６５７７．６１ ４．７６ ５８．３０ ３７．６１ ６．６１ ６４７．３１ ０．９４ １．１２
安阳市 ７５８６．４１ ６．２０ ５１．４５ ３９．９９ ７．８０ ５７９．９２ １．２０ １．４４
鹤壁市 ８２７１．３３ ６．７８ ４８．９５ ４３．３６ １１．６６ ３９６．８０ １．８３ １．２２
新乡市 ７５３２．４７ ６．３５ ４８．８９ ４１．４１ ８．８５ ６２９．１０ １．５１ １．３９
焦作市 ８９０２．０９ ７．４２ ５３．６９ ４５．９４ １０．９２ ５７５．０１ １．４５ １．００
濮阳市 ６０８１．６６ ６．６２ ５９．９６ ４４．４０ ８．４０ ５２４．７０ １．１４ １．３８
许昌市 ８６５０．７１ ６．４１ ４６．７４ ４０．０３ ６．０１ ５３４．３０ １．７４ １．４０
漯河市 ７７００．２８ ６．４１ ５３．８９ ４１．２６ ６．９２ ４５５．５０ １．３７ １．４５
三门峡市 ６９２８．９８ ３．８２ ６５．６４ ２１．６１ ６．８８ ３９１．６２ １．３０ １．１１
南阳市 ６７７６．２４ ５．１９ ６０．０４ ２５．１９ ６．２６ ４５２．６１ １．２４ １．８１
商丘市 ５６３７２０ ６．４８ ５１．９８ ４３．２１ ８．２１ ５３２．１９ １．３９ １．８９
信阳市 ６１５２．８１ ６．９８ ５１．７８ ３８．４２ ４．１７ ４２１．６８ １．５６ ２．００
周口市 ５４４７．６３ ６．５０ ５６．０６ ３５．７６ ６．４０ ４２６．４１ １．１９ １．９１
驻马店市 ５８０３．９７ ５．８３ ５６．５７ ３４．６８ ８．２７ ４２６．８２ １．２４ ２．２８
济源市 ９３４０．６７ ５．１７ ５８．４７ ３４．８７ １８．７７ ４１２．７２ １．１９ ０．８５

注：该表数据摘自２０１２年统计年鉴。

３．２　聚类分析
此处采用系统聚类法，其基本思想就是，在聚类分析的开始，每个样本自成一类，然后按照某种方法度

量所有样本之间的亲疏程度，并把最相似的样本首先聚成一小类；接下来，度量剩余的样本和小类之间的亲

疏程度，并将当前最接近的样本或小类再聚成一类；再度量剩余的样本和小类之间的亲疏程度，并将当前最

接近的样本或小类再聚成一类；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样本聚成一类为止。这个聚类过程可以用谱系聚类

图表达出来［６］。

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完成系统聚类分析过程。在这里，聚类方法选用的是聚类分析中的系统聚类法，距离采
用离差平方和法。利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得到的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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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聚类结果示意图

结合图１，根据具体情况，可将１８个地区分为３个梯度。第一梯度为安阳、漯河、新乡、洛阳、南阳、三门
峡、开封、平顶山、濮阳、信阳、商丘、驻马店、周口；第二梯度为焦作、许昌、鹤壁、济源；第三梯度为郑州。

３．３　主成分分析
各地区农业指标体系涉及面广，所对应的数据构成了多元数据，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是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一方面这些数据庞杂，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往往具有多重线性相关性。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软件代替手工运算，完成河南省各地区农业发展状况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输出分析如表２。

表２　相关系数矩阵

农村人均

纯收入（元／人）

粮食作

物单产

（ｔ／ｈｍ２）

农业劳动

力比重（％）
有效灌溉

面积比例（％）
农田机械动力

（ｋｗ／ｈｍ２）
化肥使用量

（ｋｇ／ｈｍ２）
劳动力产值

（万元／人）
人均播种面积

（ｈｍ２／人）

农村人均

纯收入（元／人）
１ －０．１２６ －０．５１４ ０．１６５ ０．５５４ ０．０８２ ０．２３８ －０．７８５

粮食作物单产

（ｔ／ｈｍ２）
－０．１２６ １ －０．２４５ ０．７７９ －０．０３５ ０．３０９ ０．４０７ ０．３９４

农业劳动

力比重（％）
－０．５１４ －０．２４５ １ －０．３１８ ０ －０．１６３ －０．４６２ ０．２４１

有效灌溉

面积比例（％）
０．１６５ ０．７７９ －０．３１８ １ ０．２０２ ０．５０８ ０．２８２ ０．０４８

农田机械动力

（ｋｗ／ｈｍ２）
０．５５４ －０．０３５ ０ ０．２０２ 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５ －０．５０３

化肥使用量

（ｋｇ／ｈｍ２）
０．０８２ ０．３０９ －０．１６３ ０．５０８ －０．０８２ １ －０．２５１ －０．１１５

劳动力产值

（万元／人）
０．２３８ ０．４０７ －０．４６２ ０．２８２ －０．０１５ －０．２５１ １ ０．０６１

人均播种面积

（ｈｍ２／人）
－０．７８５ ０．３９４ ０．２４１ ０．０４８ －０．５０３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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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一些指标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一些指标存在较高的负相关性，说明其反映

的农业经济信息有一定的重叠和错位。

表３　特征值及主成分的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

贡献率／％

累积

贡献率／％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贡献率／％

累积

贡献率／％

１ ２．５９１ ３２．３９４ ３２．３９４ ２．５９１ ３２．３９４ ３２．３９４

２ ２．３０６ ２８．８２３ ６１．２１７ ２．３０６ ２８．８２３ ６１．２１７

３ １．３７３ １７．１６１ ７８．３７８ １．３７３ １７．１６１ ７８．３７８

４ ０．９４７ １１．８３８ ９０．２１６

５ ０．３３９ ４．２３４ ９４．４５

６ ０．１８２ ２．２７３ ９６．７２３

７ ０．１３７ １．７０９ ９８．４３１

８ ０．１２５ １．５６９ １００

由特征值及主成分的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可以看出，前３个主成分已经能达到７８．３７８％了，这点虽说不
是太高，但也能达到要求，基本能满足它的代表作用。

表４　主成分载荷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农村人均纯收入（元／人） ０．７８８ －０．５３６ －０．０６

粮食作物单产（ｔ／ｈｍ２） ０．４１１ ０．８３２ ０．０１９

农业劳动力比重（％） －０．７０２ －０．０９９ ０．３１７

有效灌溉面积比例（％） ０．６６２ ０．５９５ ０．２７７

农田机械动力（ｋｗ／ｈｍ２） ０．４９８ －０．４６８ ０．１４６

化肥使用量（ｋｇ／ｈｍ２） ０．３４４ ０．３１３ ０．７６４

劳动力产值（万元／人） ０．４６５ ０．３０５ －０．７４７

人均播种面积（ｈｍ２／人） －０．５３８ ０．７４４ －０．１６７

由表４可知，农村人均纯收入、劳动力产值、农田机械动力比重在第一主成分上均具有较高载荷，这说明
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这些指标的信息；人均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比例和粮食作物单产在第二主成分

上具有较高载荷；化肥使用量和农业劳动力比重在第三主成分上具有较高载荷。

表５　河南省１８个市农业发展综合水平的主成分得分

市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济源市 １．１０ ５４．０３ ４．０４ １４．８３ １

焦作市 ８．５６ ４２．７３ ２．５２ ９．４７ ２

鹤壁市 ９．７８ ４０．７５ ２．５８ ８．７８ ３

郑州市 １２．３３ ３５．５１ １．７４ ５．２５ ４

濮阳市 －１．０３ ４７．４７ １．２８ ３．３８ ５

新乡市 ６．２２ ３９．３９ １．７２ ２．９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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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市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开封市 －３．２６ ４８．６６ １．１０ ２．１７ ７

商丘市 ３．１２ ４１．１４ ２．１０ ２．０２ ８

安阳市 ２．７５ ４１．０８ １．２９ ０．７８ ９

漯河市 １．６４ ４２．１０ １．１８ ０．５８ １０

许昌市 ６．３８ ３５．７８ １．３３ －０．８６ １１

驻马店市 －６．１７ ４６．３１ １．９２ －２．２７ １２

平顶山市 －５．５４ ４７．００ －０．１１ －３．００ １３

周口市 －５．８６ ４４．１８ １．０９ －４．９３ １４

信阳市 －１．３３ ３８．９２ ０．８２ －５．９３ １５

南阳市 －１５．１３ ４９．１３ ０．５５ －９．７８ １６

三门峡市 －２１．１７ ５５．０８ －０．２０ －１０．６３ １７

洛阳市 －１０．０４ ４０．２９ １．２５ －１２．８５ １８

上述结果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个别有出入的排名是由于主成分分析本质上的缺陷造成的。由表５可
以看出，综合得分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上的有济源市、焦作市、鹤壁市、郑州市、濮阳市、新乡市、开封市、商丘

市、安阳市、漯河市。郑州市、三门峡市、济源市分别在第一、第二、第三主成分排名第一，这符合实际。如郑

州市是河南省的省会，经济发展好，这对第一主成分有大的影响；三门峡市虽然在第二主成分的排名靠前，

但是综合排名没有达到省平均水平，影响它的主要是第一、第三主成分，即劳动力产值和农田机械动力，该

市的机械化程度低，劳动产值低。其他８市的综合得分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０），说明该省农业发展
不是很均衡，大部分城市农业水平较低，亟待采取措施，加大农业发展步伐。

４　区域农业发展策略

综合上述的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和区域特色，可将河南省１８个市分为３个等级。农

业先头区：安阳、漯河、新乡、开封、濮阳、信阳、商丘、驻马店；农业发展区：焦作、许昌、鹤壁、济源、三门峡、平

顶山、南阳、周口；农业后发区：郑州市、洛阳。然后分别对应每一个农业区进行全面的策略分析。

４．１　农业先头区

对于安阳、漯河、新乡、开封、濮阳、信阳、商丘、驻马店这几个农业走在全省前列的市，应该积极响应国

家农业的政策，加快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集体化的步伐，积极向外省的农业大市学习，取其精髓，去其糟粕；

采取抱团发展策略，形成规模效益，吸引大的食品加工企业进入，促进农业的快速、稳定发展。抱团式发展

不是要大家团在一起发展，而是要团中有竞争式的发展。应该加强对农业新品种的研发，培育一批高产的

品种，加紧梳理农业基础设施。

４．２　农业发展区

对于焦作、许昌、鹤壁、济源、三门峡、平顶山、南阳、周口这些市，农业综合实力在河南省隶属中间地带，

这些地区在第一、第三主成分上得分不太高，即农村人均纯收入、农田机械动力比重低。这一区域占全省面

积一半，它的农业综合实力的强弱决定了该省农业综合实力的强弱。政府应该重点发展这一区域，政策上

给予支持，加快该地区的机械化普及程度；多招商引资，加快农产食品的加工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向兄弟省

辖市的农业优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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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农业后发区

郑州、洛阳，是该省经济最靠前的两个省辖市，要在郑州、洛阳重点培育一些农业园区、农业龙头企业，

为农业的产业链做出贡献，促进农业的发展。这两个城市应该秉乘集中化的策略，即重点、集中地发展，这

样才能产生一批高产区域。集中化的策略并不是盲目地集中、扩张，而是有特色的集中。只有这样，才能促

进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５　小　结

通过对河南省２０１２年１８个直辖市农业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和分类，发现上述１８个市农业发展的区域
差异十分明显，综合评价得分小于零的省份占到绝大多数；从聚类分析来看，上述１８市中，绝大多数处于第
二类；农业发展层次以及速度也因所在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城市的投入力度，加强管理，逐步提升各市农业综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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