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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茶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效益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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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712100)

摘 要 茶叶产业是河南省信阳市农业的主导产业,是该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针对茶叶发展的主

要5种生产经营模式:生态茶园示范基地、专业合作社、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产销一体化、创新茶园,采取层

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判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茶园在综合效

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生态茶园示范基地在生态方面最优,并根据最终评判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发
展模式上大力提倡创新茶园和生态茶园示范基地;发展方向上突出生态效益;保护传统的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

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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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产业是河南省信阳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量,作为河南省著名特产,中国名茶之一,信阳毛

尖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推
进茶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而且有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针对信阳茶叶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积极深入的研究。目前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一方面是宏观层面的政策

性研究。袁国强等[1]结合信阳当地实际情况,提出

信阳茶叶可持续发展道路,即良种化-名优基地-生
产机械化-产品深加工的产业化道路,以及政府组织

信息技术指导性服务体系。根据信阳茶叶生产发展

的特点,袁国强[2]提出对信阳茶叶产业实施产业化,
标准化生产,加强对外技术合作与信息网络的建设,
并鼓励绿色无公害茶产品的发展。从信阳茶叶产业

可持续发展所具备的条件出发,张顺等[3]从生态,科
研及政府政策扶持方面展开研究。浉河区是信阳毛

尖的核心主产区,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金开美等[4]

运用战略分析SWOT法对该区茶叶产业现状进行

研究,针对性提出普及新技术,落实原产地保护政

策,深度开发后续产业的建议。尽管以上研究提出

了各种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文中相应的理论分析框

架略显不足,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与构建数学模型

相结合并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是进行微观层面

的定量研究。针对茶叶标准化示范区的建设,黄文

华等[5]利用层次分析法设计出示范区的具体评价指

标。袁国强等[6]根据goal-orientedconcept方法,以
生态可持续性,茶叶产业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

性等为定量评价标准,通过定量研究得出信阳茶叶

可持续发展属于中等偏上的情况,并分别给出这3
项指标各自可持续性发展的结果。

关于信阳茶叶的研究文献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

方法从宏观政策和微观产业2个层面对信阳茶叶的

可持续性展开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从方

法和研究成果2个方面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
是目前尚无具体研究茶叶生产经营模式并讨论该模

式对茶叶生产可持续性影响的研究,使得有关可持

续性的政策无法具体化到各个生产经营实体的经营

行为中。基于此,本文在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根
据2011年3月在信阳进行的实地调查所获数据以

及由当地环保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综合采用层次

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以信阳市茶叶生产的5种

主要生产模式为研究切入点,从微观经营模式的角度

展开信阳茶叶产业可持续性的研究。

  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为客观准确全面科学地评价信阳地区茶叶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进行评价指标选取时遵循以下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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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指标代表性原则。由于对茶叶产业效

益综合评价的指标有多种,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选

取最重要最具代表的更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
(2)评价指标层次性原则。茶叶产业可持续发

展模式效益综合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为保

证评价的准确性,就必须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将

决策目标、子目标以及各影响因素层层分解,在此

基础上建立既能体现系统层次性又能体现各因素独

立性和相关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7-8]。
(3)评价指标独立性原则。由于评价茶叶产业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各种指标之间的关系复杂,因此

选取指标时应力求各因素之间互不相关,以保证评

价结果的准确性。
(4)评价指标可操作性原则。由于该体系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考虑到收集资料的难易程度,
在能充分描述各项指标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得相关数

据的采集简明,准确[9]。
(5)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原则。由于茶

叶产业的评价涉及诸多方面,有些指标可以用数量

变化来反映,用定量的指标,其值获取比较简单且客

观;但有些指标必须通过定性指标来反映,定性指标

一般需要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来获得,获取难度较大,
且由于其不能被直接衡量,主观性较强[10]。有鉴于

此,对信阳茶叶产业的评价应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

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可以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使评

价结果更真实客观。

2.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茶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效益综合评价主

要考察每一种模式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建立

信阳市茶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效益综合评价

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该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大层次共9个指标。其

中定量指标为C1,C2,C3,C5,C7,C9,其余为定性指

标。指标及指标涵义:农户年收入,指种植茶叶及从

事与茶叶相关产业的所有农户每年的收入;当地茶

叶经济年收入,指信阳市地区每年由茶叶产业创造

的经济收入值;当地茶叶经济年增长率,指信阳市地

区每年由茶叶产业创造的经济收入的增长率;水土

保持,指茶叶生长对山地的水土保持起到积极作用;
资源循环利用率,指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的比率;环
境净化,指茶叶的种植对周边环境有绿化和净化作

用;劳动力就业,指茶叶产业的发展使得大批劳动力

就业或者再就业;品牌优势,指茶叶品牌对当地经济

图1 茶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效益综合评价层次结构

的品牌影响及带来的产业优势;引进外资,茶叶产业

的发展拉动地方的经济增长,吸引外地的投资额。

  二、评价方法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适用于多目标决策,能统一处理决

策中定量与定性的问题,具备简洁实用的特点,但受

主观偏好影响。运用层次分析法建模,大体上可按

以下4个步骤进行:建立逐阶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出

各层次中的所有判别矩阵,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

验,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11]。
层次分析法的两两判断矩阵A=(aij)n×n具

有如下性质[12]:
aij =aji,i=1,2...n;i≠j; (1)

aii =1,i=1,2...n; (2)

aij >0,i=1,2...n;j=1,2...n. (3)

在计算单一准则下元素的相对权重及其一致性

时按照通常的方法采用特征根法,步骤为:将矩阵每

行元素相乘并开n次方得初始权重mi=
n

∏
n

j=1
aij ;

方根向量归一化得最终权重向量si= mi

∑
n

i=1
mi

;计算

λmax=∑
n

i=1
bisi,其中bj=∑

n

i=1
aij,j=1,2...n。

在求得λmax后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过程为:计

算一致性指标CI,CI=λmax-n
n-1

;

计算一致性比例CR ,CR=CI
IR

;当CR <0.1

时,认为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2.模糊综合评判法

模糊综合评判法包括3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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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模糊关系矩阵[12]。针对当前信阳市茶

叶产业发展的现状聘请茶叶产业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组成专家小组,并由相关部门提供信阳市茶叶产业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所有资料,请专家对此项目的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做出分析评价。对所聘请专家发

放问卷,请专家分别就某种茶叶可持续发展模式的

上述相关指标进行打分,分值为0到9间所有整数。
对所有专家的打分情况进行算术平均值计算得到最

终结果。为计算方便将最终数值进行无量纲处理,
具体转化公式如下:

rij = xij -max(xij)
max(xij)-min(xij)

其中xij 为专家最终打分结果,rij 为处理后结果。
(2)建立初始模型。根据以上各因素的模糊关

系矩阵和各因素的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模糊矩阵

的复合运算,得到信阳市茶叶产业模式可持续发展

效益综合评价3个方面的模糊综合评判。
(3)对 R和目标层的权重向量进行模糊综合运

算,得到项目的最终评价结果。

  三、评价结果分析

1.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建立两两判断矩阵并进行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

检验:建立判断矩阵前,先咨询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

并进行实际调查,再根据专家意见和项目实际调查

的情况,建立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然后计算权重向

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随机一致性指标RI和判断

矩阵的阶数有关,其对应关系见表1,权重向量及一

致性检验结果见表2至表5。
表1 层次分析法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值

矩阵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表2 B1-C 判断矩阵及权重

B1-C C1 C2 C3 初算权重 归一化权重

C1 1 1/6 1/3 0.382 0.098
C2 6 1 21/2 2.466 0.631
C3 3 2/5 1 1.063 0.272

 注:λmax=3.006,CI=0.003<0.1,CR=0.005<0.1

表3 B2-C 判断矩阵及权重

B2-C C4 C5 C6 初算权重 归一化权重

C4 1 3 4 2.289 0.625
C5 1/3 1 2 0.874 0.238
C6 1/4 1/2 1 0.500 0.136

 注:λmax=3.018,CI=0.009<0.1,CR=0.016<0.1

表4 B3-C 判断矩阵及权重

B3-C C7 C8 C9 初算权重 归一化权重

C7 1 5 3 2.466 0.648
C8 1/5 1 1/2 0.464 0.122
C9 1/3 2 1 0.874 0.230

 注:λmax=3.004,CI=0.002<0.1,CR=0.003<0.1

表5 A-B 判断矩阵及权重

A-B B1 B2 B3 初算权重 归一化权重

B1 1 5 4 2.714 0.683
B2 1/5 1 1/2 0.464 0.117
B3 1/4 2 1 0.794 0.200

 注:λmax=3.025,CI=0.012<0.1,CR=0.021<0.1

表2至表4的计算结果分别给出了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3方面与各自对应的子因素的

相对权重。如表2中最后一列数据表明:农户年收

入指标C1相对于经济效益的权重为0.098,当地经

济年收入C2相对于经济效益的权重为0.631,当地

经济年增长率C3相对于经济效益的权重为0.272。
表5的数据给出了综合评价总目标相对于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3方面各自的权重。

根据两两判别矩阵以及表2至表5中各因素权

重,通过计算得到各评价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
最终结果见表6。

表6 综合评价指标权重

因素名称 因素权重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指标相对于总目标权重

经济效益B1 0.683
农户年收入C1 0.098 0.067

当地经济年收入C2 0.631 0.431
当地经济年增长率C3 0.272 0.186

生态效益B2 0.117
水土保持C4 0.625 0.073

资源循环利用率C5 0.239 0.028
环境净化C6 0.136 0.016

社会效益B3 0.200
劳动力就业C7 0.648 0.130
品牌优势C8 0.122 0.024
引进投资C9 0.230 0.046

 注:CI=0.003<0.1,CR=0.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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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6可见,以经济效益为例:农户年收入C1
相对于茶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效益综合评价总目

标的权重为0.067,当地经济年收入C2相对于总目

标的权重为0.431,当地经济年增长率C3相对于总

目标的权重为0.186.
2.模糊综合评判

经济、生态、社会效益模糊关系矩阵见表7至表9。
表7 经济效益B1 的模糊关系矩阵R1

B1-C P1 P2 P3 P4 P5
C1 1.000 0.800 0.000 0.600 0.700
C2 0.500 0.000 0.250 0.500 1.000
C3 0.750 0.625 0.000 0.250 1.000

表8 生态效益B2 的模糊关系矩阵R2

B2-C P1 P2 P3 P4 P5
C4 0.444 0.000 1.000 0.333 0.889
C5 0.625 1.000 0.000 0.500 0.750
C6 1.000 0.000 1.000 0.500 0.000

表9 社会效益B3 的模糊关系矩阵R3

B3-C P1 P2 P3 P4 P5
C7 0.667 1.000 0.833 0.000 0.667
C8 0.800 0.000 1.000 0.900 0.200
C9 1.000 0.636 0.000 0.273 0.727

  根据表7至表9中各因素B1、B2、B3的模糊关

系矩阵 R1、R2、R3和各因素的评价指标的权重S,
进行模糊矩阵的复合运算,得到信阳市茶叶产业模

式可持续发展效益综合评价3个方面的模糊综合评

判初始模型的评价结果如下:
W1=S1×R1=(2.412,0.970,0.617,1.728,3.796)

W2=S2×R2=(2.774,2.466,1.445,1.892,2.189)

W3=S3×R3=(3.290,1.058,2.784,2.509,1.521)

结合初始模型计算结果建立综合评判模型并得

到评价结果:
具体将初始模型的评价结果构建成矩阵,作为

目标层A 的模糊判断矩阵R 如下式所示:

R=
2.412 0.970 0.617 1.728 3.796
2.774 2.466 1.445 1.892 2.189
3.290 1.058 2.784 2.509 1.

æ

è

ç
çç

ö

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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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R和目标层的权重向量S 进行模糊综合运

算,得到项目的最终评价结果 W,计算如下:
S=(0.683,0.117,0.200)

W=S×R=(2.631,1.163,1.147,1.904,3.155)

W1、W2和 W3分别从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3
个不同角度出发,给出茶叶产业5种生产经营模式

的评分结果。评价结果W 则以茶叶产业可持续发

展的综合效益为目标,给出了5种生产经营的评分

结果。
从综合效益来看,创新茶园的综合效益评分最

高,分值为3.155,最低是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模

式,分值为1.147。5种生产经营模式的综合效益按

照分值由高到低的最终排序结果为:创新茶园,生态

茶园示范基地,产销一体化,专业合作社,小型农户

自然绿色种植 。
从经济效益来看,创新茶园的综合效益评分最

高,分值为3.796,最低是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模

式,分值为0.617。5种生产经营模式的经济效益最

终分值按照由高到低的最终排序结果为:创新茶

园—生态茶园示范基地—产销一体化—专业合作

社—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
从生态效益来看,生态茶园示范基地的评分最

高为2.774,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模式的评分最

低为1.445。5种生产经营模式的生态效益最终分

值按照由高到低的最终排序结果为:生态茶园示范

基地—专业合作社—创新茶园—产销一体化—小型

农户自然绿色种植 。
从社会效益来看,生态茶园示范基地的评分最

高为3.290,专业合作社的综合评分最低为1.058。

5种生产经营模式的社会效益最终分值按照由高到

低的最终排序结果为:生态茶园示范基地—小型农

户自然绿色种植—产销一体化—创新茶园—专业合

作社。茶叶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

持,强化品牌意识,利用品牌优势引进外资是每一种

模式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作为规范化示范性的两种

模式创新茶园和生态茶园示范基地更应如此。

  四、政策建议

1.大力提倡创新茶园和生态茶园示范基地

从最终的评判结果分析中不难发现,各种可持

续发展模式的综合效益排序结果与经济效益排序结

果相一致,这表明当地依旧将经济的发展视为最重

要的因素。其中创新茶园和生态茶园示范基地这2
种新兴的模式分值居于前2位,建议政府在今后的

发展中大力提倡这2种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不仅会

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也符合可持续发展总目

标的要求。

2.突出生态效益

从生态效益的角度分析,生态茶园示范基地,专
业合作社,创新茶园这些模式都能充分集约资源,将
资源循环利用,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信阳市作为一个旅游城市,自然环境优越,为茶叶产

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在今后信阳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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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产业的发展中,如能进一步突出生态效益而不仅

仅是经济效益,不失为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3.保护传统的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模式

对于传统的模式-小型农户自然绿色种植模

式,虽然在经济、生态及综合效益中都处于劣势,但
因其种植采摘炒制等所有程序全部手工完成,在保

证质量优异的情况下延续并保持了传统的工艺。此

种模式虽然不能作为推广及提倡的模式,但应受到

当地政府的保护,在规模化产业化的进程中为传统

工艺留下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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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EvaluationonSustainableDevelopment
ModelofXinyangTeaIndustry

GUOYa-jun,LIUDong-na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TeaindustryistheleadingindustryofagricultureinXinyangCityanditisalsoanimpor-
tantdrivingforceforthecity'seconomicdevelopment.Thispapermakesanempiricalanalysisonthema-
jorfiveproductionandoperationmodels:demonstrationbaseofecologicalteagarden,professionalcoop-
eratives,naturalgreenplantofsmall-scaleruralhouseholds,integrationofproductionandmarketingand
innovativeteagardens.Thispaperalsoanalyzeseconomic,ecologicalandsocialbenefitsofdifferentmod-
elswiththecombinationofAHPandFCE.Theresultshowsthatinnovativeteagardensenjoythesu-
premacyincomprehensivebenefitsandeconomicbenefitsanddemonstrationbaseofecologicalteagar-
densisthebestinecologicalaspect.Correspondingly,thispaperputsforwardsomerelevantpolicysug-
gestionsonhowtodevelopthelocaleconomyaccordingtothefinalevaluationresults:Onthepatternsof
development,demonstrationbaseofecologicalteagardenandinnovativeteagardenshouldbestrongly
advocated;Directioninthedevelopment,theecologicalbenefitsshouldbehighlighted;naturalgreen
plantofsmall-scaleruralhouseholdsshouldbeprotected.

Keywords modelofteaproductionandoperation;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fuzzycom-
prehensiveevaluationmethod;comprehensivebenefits;economicbenefits;ecologicalbenefits;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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