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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升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本研究首先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了黑龙

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最后采用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黑龙江省 ４ 家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

评价。 结果表明：在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衡量经济可持续性最重

要的指标是利润率，然后依次是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总额；衡量社会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

是公共事业投入，然后依次是法律法规遵守程度、纳税总额和就业人数；衡量技术可持续性最重要的

指标是科研投入，然后依次是专利数、技术人员占总人员的比例和生产技术水平；衡量环境可持续性

最重要的指标是环保投入率，然后依次是废水达标率、废气达标率和废渣达标率。 从各级指标的排序

综合来看，经济可持续性对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最大，技术可持续性和环境

可持续性居中，社会可持续性最小。 企业 １ 的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技术可持续性指标具有

一定优势，但环境可持续性各项指标有待提升；企业 ２ 在就业人数和专利数方面较为突出，应对经济

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指标加以重视；企业 ３ 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标最为突出，在专利数方面表现最

差，同时其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技术可持续性指标均有待提升；企业 ４ 的各个指标均有待

提升。 综合来看，企业 １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其次是企业 ２ 和企业 ３，企业 ４ 相对最弱。 鉴于此，
笔者提出了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企业综合效益；注重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加强绿色生产意识，明
确企业发展模式；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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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是我国高端乳品生产的重要基地［１－３］。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黑龙江省有超过 ７０％的乳品销往全国各地，其中
高端乳品中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占国内消费市场份额
的 ２０％。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黑龙江省乳
品加工企业面临着挑战，２０２０ 年我国乳品加工企业
销售总收入为 ９０４. ０８ 亿元，同比下降 ２. ０２％；利润总
额为 ３８. ３９ 亿元，同比下降 ６５. ２３％［４］。 因此，作为我
国乳业大省之一，黑龙江省如何能够在挑战中仍然保
持优势并加强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者越来越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研究。 杨桐彬等［５］认为，伴随产业转型升级，越来越
多的企业向服务型转变，传统模式下的资源型企业会
进入发展困境，因此必须要将资源型企业进行转型以
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刘绍庆［６］ 认为，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主要是通过企业不断的创新能力和不
断的自我完善实现的。 冯富帅［７］ 认为，可持续发展
理论体系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人类在发展中注重经济效率的同时，
还必须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使经济发展与环
境发展相协调，确保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因此，本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黑龙江省
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
次分析法分析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影响因素，并采用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黑龙江省 ４ 家乳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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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以期为黑龙江省乳
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多指标
决策分析方法，由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萨蒂（Ｔ． Ｌ．
Ｓａａｔｙ） ［８］提出，具体步骤如下：

１）建立层次结构。
２）根据 １～９ 标度方法（见表 １）构造判断矩阵，

对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并量化两者之间的相对重要
性，构造判断矩阵 Ａ。

表 １　 判断矩阵标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标度 含义

１ ｉ 元素与 ｊ 元素同等重要

３ ｉ 元素比 ｊ 元素稍微重要

５ ｉ 元素比 ｊ 元素明显重要

７ ｉ 元素比 ｊ 元素强烈重要

９ ｉ 元素比 ｊ 元素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ｉ 元素比 ｊ 元素的重要程度在上述两个相邻量级之间

　 　 ３）运用方根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将判断矩阵 Ａ
中每行元素求积后开 ｎ 次方，然后归一化处理，即可

求得指标的权重，公式为 ｗ ｉ ＝ ｍｉ ／∑
ｎ

ｉ ＝ １
ｍｉ ，其中 ｗ ｉ 为

第 ｉ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ｍｉ 为判断矩阵 Ａ 中每行元
素求积后开 ｎ 次方的值，ｎ 为评价指标的数量。

４）进行一致性检验。 当一致性检验指标（ＣＩ）和
平均随机性指标（ＲＩ）的比值小于 ０. １０ 时，表示判断
　 　 　 　 　

矩阵 Ａ 通过一致性检验；当 ＣＩ 和 ＲＩ 的比值大于
０. １０ 时，表示判断矩阵 Ａ 未通过一致性检验。
１. ２　 ＴＯＰＳＩＳ 法

ＴＯＰＳＩＳ 法是一种将研究对象与理想对象的接近
程度进行排名，并评估现有对象的相对优缺点的方
法［９］。 ＴＯＰＳＩＳ 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评估对象与最优
解和最劣解之间的距离对评估对象进行排序，其中，
最优解的每个指标值达到每个评估指标的最优值，最
劣解的每个指标值达到每个评估指标的最差
值［１０－１２］。 ＴＯＰＳＩＳ 法具体步骤如下：

１）数据的归一化处理。 若有 ｍ 个企业，ｎ 个评
价指标，设原始数据矩阵 Ｂ ＝ （Ｂ ｉｊ）ｍ×ｎ。 归一化处理
后，得到标准化矩阵为 Ｃ＝（Ｃ ｉｊ）ｍ×ｎ，则：

Ｃ ｉｊ ＝ Ｂ ｉｊ ／ ∑
ｍ

ｉ ＝ １
Ｂ ｉｊ

２ 　 （ ｉ ＝ １，２，…，ｍ； ｊ ＝ １，２，…，ｎ）

（１）
　 　 式（１）中：Ｃ ｉｊ 和 Ｂ ｉｊ 分别为矩阵 Ｃ 和矩阵 Ｂ 的元
素，ｉ 为企业序号，ｊ 为二级评价指标序号。

２）加权标准化矩阵的建立。 设指标权重向量为
Ｐ＝［ｐ１，ｐ２…ｐｎ］ Ｔ，则加权标准化矩阵 Ｄ 表示为：

Ｄ ＝ Ｐ × Ｂ ＝

ｐ１ｃ１１ ｐ２ｃ１２ … ｐｎｃ１ｎ
ｐ１ｃ２１ ｐ２ｃ２２ … ｐｎｃ２ｎ
︙ ︙ ︙ ︙

ｐ１ｃｍ１ ｐ２ｃｍ２ … ｐｎｃｍｎ

æ

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２）

　 　 式（２）中：ｐ１ｃ１１，ｐ２ｃ１２，…，ｐｎｃｍｎ 为加权标准化矩
阵的元素，数值越大，表示企业的该项指标越优；数值
越小，表示企业的该项指标越差。

３）最优解和最劣解的确定。 假设最优解为 Ｄ＋，
最劣解为 Ｄ－，则：

Ｄ ＋
ｊ ＝ （ｄ ＋

１ ，ｄ
＋
２ …ｄ ＋

ｍ） ＝ ｛
ｍａｘ
ｉ

ｄｉｊ ｜ ｊ ∈ Ｊ１；
ｍｉｎ
ｉ
ｄｉｊ ｜ ｊ ∈ Ｊ２｝

Ｄ －
ｊ ＝ （ｄ ＋

１ ，ｄ
＋
２ …ｄ ＋

ｍ） ＝ ｛
ｍｉｎ
ｉ
ｄｉｊ ｜ ｊ ∈ Ｊ１；

ｍａｘ
ｉ
ｄｉｊ ｜ ｊ ∈ Ｊ２｝

ì

î

í

ï
ïï

ï
ï

（ ｉ ＝ １，２，…，ｍ ；ｊ ＝ １，２，…，ｎ） （３）

　 　 式（３）中：Ｊ１ 为收益型指标集，Ｊ２ 为损耗型指标

集；ｄｉｊ 表示加权标准化矩阵里第 ｉ 个企业 ｊ 指标的数

值，ｄｉｊ 越贴近 Ｄ ｊ
＋，表示企业的该项指标越优；ｄｉｊ 越贴

近 Ｄ －
ｊ ，表示企业的该项指标越差。
４）相对贴近度的计算。

Ｅ ＋
ｉ ＝ ∑

ｍ

ｊ ＝ １
（ｄｉｊ － ｄ ＋

ｊ ） ２ （４）

Ｅ －
ｉ ＝ ∑

ｍ

ｊ ＝ １
（ｄ －

ｊ － ｄｉｊ） ２ （５）

Ｈｉ ＝ Ｅ －
ｉ ／ （Ｅ

＋
ｉ ＋ Ｅ －

ｉ ）　 ｉ ＝ １，２，…，ｍ （６）
　 　 式（４） ～ （６）中：Ｅ＋为企业与最优解之间的距离，
Ｅ－为企业与最劣解之间的距离 ；Ｈｉ 为相对贴近度，
０≤Ｈｉ≤１，Ｈｉ 越大，表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

强；Ｈｉ 越小，表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弱。
２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２. １　 构建原则

本研究构建的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１）系统性原则。 各个指标之间应该遵循一定逻
辑关系，其中一级指标需要高度概括二级指标，二级
指标必须能够反映一级指标，二者之间形成严谨的思
维逻辑性，构建层次分明的评价指标体系。

２）科学性原则。 评价指标的选取和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必须具有科学性，科学的评价指标是准
确衡量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关键。

３）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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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获取数据方法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
二是评价指标体系不仅需要具有理论价值，还需要具
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２. ２　 指标的选取

本研究参照参考文献［１３－１５］，结合黑龙江省乳

品加工企业发展实际情况，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得
性，将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技术可持续性、
环境可持续性作为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
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确定
１６ 个二级指标，具体见表 ２。

表 ２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单位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经济可

持续性

社会可

持续性

技术可

持续性

环境可

持续性

总产值 ２０２１ 年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 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２１ 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营业收入 亿元

资产总额 ２０２１ 年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 亿元

利润率 ２０２１ 年企业利润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就业人数 ２０２１ 年在企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数量 人

纳税总额 ２０２１ 年企业实际交纳的所有税金之和 亿元

法律法规

遵守程度

２０２１ 年企业未发生违规事件，赋值为 １００％；发生 １～５ 次

违规事件，赋值为 ９０％，发生 ６～１０ 次违规事件，赋值为

８０％；发生 １１～１５ 次违规事件，赋值为 ７０％；发生 １６ 次

及以上违规事件，赋值为 ６０％

％

公共事业投入 ２０２１ 年企业维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总支出 亿元

科研投入 ２０２１ 年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形成的总支出 亿元

生产技术水平
２０２１ 年企业的技术转让费和研究开发总支出占

主营业务收入净额的比例
％

技术人员占总

人员的比例
２０２１ 年企业中学历为本科及以上人员的比例 ％

专利数 ２０２１ 年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 项

环保投入率
２０２１ 年企业用于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和

建设投资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

废水达标率 ２０２１ 年企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占废水排放总量的比例 ％

废气达标率
２０２１ 年企业生产过程中稳定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烟尘、

工业粉尘、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排放总量的比例
％

废渣达标率 ２０２１ 年企业废渣达标量占废渣总量的比例 ％

３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黑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 ４ 家乳品企

业的相关数据对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这 ４ 家企业（代号为企
业 １～４）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 经济可持续
性指标（企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利润
率）、社会可持续性指标（就业人数、纳税总额）、技术
可持续性指标（科研投入、技术人员占总人员的比
例、专利数）、环境可持续性指标（环保投入率、废水
达标率、废气达标率和废渣达标率）的数据均来源于
企业官网和企业年报，法律法规遵守程度、公共事业
投入、生产技术水平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乳品工业协会
网站新闻、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省奶业协会公众号。
４　 结果与分析
４. １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因素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黑龙江省乳品加工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各二级指标的权
重，分析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
响因素，结果见表 ３。

由表 ３ 可知：衡量经济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
利润率，然后依次是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总
额；衡量社会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公共事业投
入，然后依次是法律法规遵守程度、纳税总额和就业
人数；衡量技术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科研投入，
然后依次是专利数、技术人员占总人员的比例和生产
技术水平；衡量环境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环保投
入率，然后依次是废水达标率、废气达标率和废渣达
标率。 从各级指标的排序综合来看，经济可持续性对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最大，
技术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居中，社会可持续性最
小。 可见经济可持续性对于乳品加工企业的生存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要想长久发展就必须要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企业经营的目标就是获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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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各二级指标的权重与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３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ｅｘ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排序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经济可持续性

社会可持续性

技术可持续性

环境可持续性

总产值 ０. １５１ 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９１ ４

资产总额 ０. ０３１ ９
利润率 ０. ２４８ １

就业人数 ０. ００８ １６
纳税总额 ０. ０１５ １５

法律法规遵守程度 ０. ０１７ １３
公共事业投入 ０. ０３７ ８

科研投入 ０. ０９３ ３
生产技术水平 ０. ０１９ １２

技术人员占总人员的比例 ０. ０２９ １０
专利数 ０. ０６１ ７

环保投入率 ０. ０８０ ５
废水达标率 ０. ０７６ ６
废气达标率 ０. ０２８ １１
废渣达标率 ０. ０１６ １４

效益，而盈利是加强技术创新、走绿色生产道路、承担
社会责任的前提。
４. ２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本研究采用 ＴＯＰＳＩＳ 法对黑龙江省 ４ 家乳品加工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４. ２. １　 归一化处理　 根据式（１）对黑龙江省 ４ 家乳
品加工企业各二级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结果见
表 ４。

表 ４　 数据归一化处理的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企业 １ 企业 ２ 企业 ３ 企业 ４

经济可持续性

总产值 ０. ８８４ ２８５ ８１４ ０. ４６５ ４４８ ６３３ ０. ０３５ ６２４ ４６６ ０. ０１１ ２７２ ３６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９５３ ６９４ ７３９ ０. ３００ ６８２ ６８８ ０. ００６ ７９１ ８９１ ０. ００３ １８３ ６９９

资产总额 ０. ９７７ ４７５ ６３１ ０. ２０２ ９８２ ９４１ ０. ０５７ ６８０ ９８６ ０. ００３ ４９５ ８１７
利润率 ０. ００３ ４９５ ８１７ ０. ０１６ ２７２ ９８９ ０. ００８ １３６ ４９５ ０. ００４ ６８８ ８２７

社会可持续性

就业人数 ０. ４１０ ６４２ ５４８ ０. ９０８ ８３６ ３２８ ０. ０６９ ９０４ ６６１ ０. ０２２ ４１７ ９６３
纳税总额 ０. ９９６ ２７７ ８３２ ０. ０８２ ５９２ ９８１ ０. ０２３ ７４５ ４８２ ０. ００６ ７１０ ６８０

法律法规遵守程度 ０. ８７８ ２８４ ６９４ ０. ４０２ １６１ ９３９ ０. ２３５ ７５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６ ３１８ ６７３
公共事业投入 ０. ８９７ １６３ ２４７ ０. ４０４ ２９１ ２８６ ０. １３９ ６８４ ９１１ ０. １１０ １５８ ０１９

技术可持续性

科研投入 ０. ９６６ ６１９ １１１ ０. ２２９ ８００ ０１５ ０. ０９４ ８３８ １０１ ０. ０６２ ００９ ５２８
生产技术水平 ０. ８１２ ３８９ ６２４ ０. ５２８ ５４２ ６４７ ０. ２２５ １２０ ０１６ ０. ０９９ ９３３ ７１２

技术人员占总人员的比例 ０. ８８３ ６４９ ０２０ ０. ４２９ ８８３ ３０７ ０. １７９ １１８ ０４５ ０. ０４７ ７６４ ８１２
专利数 ０. ４２４ ２５８ ４５９ ０. ８４８ ５１６ ９１７ ０. ０６９ ４２４ １１１ ０. ３０８ ５５１ ６０６

环境可持续性

环保投入率 ０. ５７７ ３５０ ２６９ ０. ５７７ ３５０ ２６９ ０. ４６１ ８８０ ２１５ ０. ３４６ ４１０ １６２
废水达标率 ０. ５０８ ７４９ ３４０ ０. ４８１ ９７３ ０５９ ０. ５３５ ５２５ ６２１ ０. ４７１ ２６２ ５４７
废气达标率 ０. ４９９ ８１６ １９５ ０. ５１５ ７６７ ７７５ ０. ５０５ １３３ ３８８ ０. ４７８ ５４７ ４２０
废渣达标率 ０. ４８６ ３９４ １１９ ０. ５１３ ４１６ ０１５ ０. ５０２ ６０７ ２５７ ０. ４９７ ２０２ ８７８

４. ２. ２　 加权标准化矩阵的建立　 根据式（２）对数据
进行加权标准化处理，结果见表 ５。
４. ２. ３　 最优解和最劣解的确定　 根据式（３）确定最
优解和最劣解，结果见表 ６。

综合表 ５ 和表 ６ 可知：企业 １ 的经济可持续性指
标、社会可持续性和技术可持续性指标具有一定优

势，但环境可持续性各项指标有待提升；企业 ２ 在就
业人数和专利数方面较为突出，应对经济可持续性和
环境可持续性指标加以重视；企业 ３ 的环境可持续性
指标最为突出，在专利数方面表现最差，同时其经济
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技术可持续性指标均有待
提升；企业 ４ 的各个指标均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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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加权标准化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５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企业 １ 企业 ２ 企业 ３ 企业 ４

经济可持续性

总产值 ０. １３３ ５２７ １５８ ０. ０７０ ２８２ ７４４ ０. ００５ ３７９ ２９４ ０. ００１ ７０２ １２７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８６ ７８６ ２２１ ０. ０２７ ３６２ １２５ ０. ０００ ６１８ ０６２ ０. ０００ ２８９ ７１７

资产总额 ０. ０３０ ３０１ ７４５ ０. ００６ ２９２ ４７１ ０. ００１ ７８８ １１１ ０. ０００ １０８ ３７０
利润率 ０. ２４７ ９５６ ２２４ ０. ００４ ０３５ ７０１ ０. ００２ ０１７ ８５１ ０. ００１ １６２ ８２９

社会可持续性

就业人数 ０. ００３ ２８５ １４０ ０. ００７ ２７０ ６９１ ０. ０００ ５５９ ２３７ ０. ０００ １７９ ３４４
纳税总额 ０. ０１４ ９４４ １６７ ０. ００１ ２３８ ８９５ ０. ０００ ３５６ １８２ 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６０

法律法规遵守程度 ０. ０１４ ９３０ ８４０ ０. ００６ ８３６ ７５３ ０. ００４ ００７ ７５２ ０. ００１ ８０７ ４１７
公共事业投入 ０. ０３３ １９５ ０４０ ０. ０１４ ９５８ ７７８ ０. ００５ １６８ ３４２ ０. ００４ ０７５ ８４７

技术可持续性

科研投入 ０. ０８９ ８９５ ５７７ ０. ０２１ ３７１ ４０１ ０. ００８ ８１９ ９４３ ０. ００５ ７６６ ８８６
生产技术水平 ０. ０１５ ４３５ ４０３ ０. ０１０ ０４２ ３１０ ０. ００４ ２７７ ２８０ ０. ００１ ８９８ ７４１

技术人员占总人员的比例 ０. ０２５ ６２５ ８２２ ０. ０１２ ４６６ ６１６ ０. ００５ １９４ ４２３ ０. ００１ ３８５ １８０
专利数 ０. ０２５ ８７９ ７６６ ０. ０５１ ７５９ ５３２ ０. ００４ ２３４ ８７１ ０. ０１８ ８２１ ６４８

环境可持续性

环保投入率 ０. ０３６ ９５０ ４１７ ０. ０４４ １８８ ０２２ ０. ０４６ １８８ ０２２ ０. ０２７ ７１２ ８１３
废水达标率 ０. ０３８ ６６４ ９５０ ０. ０３６ ６２９ ９５２ ０. ０４０ ６９９ ９４７ ０. ０３５ ８１５ ９５４
废气达标率 ０. ０１３ ９９４ ８５３ ０. ０１４ ４４１ ４９８ ０. ０１４ １４３ ７３５ ０. ０１３ ３９９ ３２８
废渣达标率 ０. ００７ ７８２ ３０６ ０. ００８ ０４１ ７１６ ０. ００８ ２１４ ６５６ ０. ００７ ９５５ ２４６

表 ６　 最优解和最劣解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Ｄ＋ Ｄ－

经济可持续性

总产值 ０. １３３ ５２７ １５８ ０. ００１ ７０２ １２７
主营业务收入 ０. ０８６ ７８６ ２２１ ０. ０００ ２８９ ７１７

资产总额 ０. ０３０ ３０１ ７４５ ０. ０００ １０８ ３７０
利润率 ０. ２４７ ９５６ ２２４ ０. ００１ １６２ ８２９

社会可持续性

就业人数 ０. ００７ ２７０ ６９１ ０. ０００ １７９ ３４４
纳税总额 ０. ０１４ ９４４ １６７ 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６０

法律法规遵守程度 ０. ０１４ ９３０ ８４０ ０. ００１ ８０７ ４１７
公共事业投入 ０. ０３３ １９５ ０４０ ０. ００４ ０７５ ８４７

技术可持续性

科研投入 ０. ０８９ ８９５ ５７７ ０. ００５ ７６６ ８８６
生产技术水平 ０. ０１５ ４３５ ４０３ ０. ００１ ８９８ ７４１

技术人员占总人员的比例 ０. ０２５ ６２５ ８２２ ０. ００１ ３８５ １８０
专利数 ０. ０５１ ７５９ ５３２ ０. ００４ ２３４ ８７１

环境可持续性

环保投入率 ０. ０４６ １８８ ０２２ ０. ０２７ ７１２ ８１３
废水达标率 ０. ０４０ ６９９ ９４７ ０. ０３５ ８１５ ９５４
废气达标率 ０. ０１４ ４４１ ４９８ ０. ０１３ ３９９ ３２８
废渣达标率 ０. ００８ ２１４ ６５６ ０. ００７ ７８２ ３０６

４. ２. ４　 相对贴近度的计算 　 根据式（４） ～ （６）计算
出各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相对贴近度，结果见
表 ７。

表 ７　 相对贴近度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企业 Ｅ＋ Ｅ－ Ｈｉ

企业 １ ０. ０２６ ２７１ １７３ ０. ３１０ ７９７ ４０１ ０. ９２２ ０５９ ８５７
企业 ２ ０. ２７０ ３７９ ４２５ ０. ０９３ ３４０ ８１２ ０. ２５６ ６２８ ０４２
企业 ３ ０. ３１１ ８７９ １４９ ０. ０１４ ５８７ ８０２ ０. ０４４ ６８３ ８５６
企业 ４ ０. ３０９ ４６３ １６４ ０. ０１２ ７５６ ３２０ ０. ０３９ ５８８ ９１６

　 　 由表 ７ 可知：企业 １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其
次是企业 ２ 和企业 ３，企业 ４ 相对最弱。
５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
５. １　 企业综合效益有待提升

纵观黑龙江省乳业市场，除个别规模以上、整体
实力较强的乳品加工企业外，其他大部分乳品加工企
业规模较小、经济效益较低、难以形成品牌效应。 目
前黑龙江省仅一家乳品加工企业在资产规模、产能布
局、销售渠道、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可以与国内知名乳
企如伊利、蒙牛等相比，而很多弱小企业由于发展不
完善、产业链短小、资金融通等问题只能在行业的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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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中生存。
５. ２　 研发创新能力有待改进

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是提高行业竞争力
的重要手段，也是黑龙江省继续加强乳业发展的动力
之源［１６－１７］。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众多，从整体看
中小型企业居多，企业的研发能力参差不齐，两级分
化严重，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
在乳品消费市场中，新产品的推出是占领市场份额的
重要手段之一，因此，企业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
力才能在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５. ３　 绿色生产意识有待加强

大多数乳品加工企业缺乏绿色生产意识和环保
理念，认为绿色生产虽然成本投入很大，但是收益不
能立竿见影且不确定，担心采取新做法会影响原来的
生产流程或产品质量，不愿意采用绿色环保技术、设
备或工艺生产流程［１８］。 实际上，企业只有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将环境保护和企业发展融为一体，才能赢
得持久竞争力。 因此，加强绿色生产意识、保护好生
态环境是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基础。
５. ４　 社会责任意识亟需完善

大多数乳品加工企业未将社会责任纳入企业发
展的核心理念中，一味地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
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１９］。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整
体均表现出对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视程度不足。 而想
要实现一个地区、一个产业或是一个企业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必须要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再追求更
高的经济效益。
６　 提升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
策与建议
６. １　 拓宽销售渠道，提升企业综合效益

对于乳品加工企业来说，经济利润的增长和规模
的壮大是企业能够长久且持续经营的重要条件，也是
提升乳品加工企业整体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互联网和物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要紧跟时
代脚步，依靠现代物流发展优势，拓宽销售区域，增加
乳品消费市场的占有率，进而提升销售额。 同时，积
极构建销售平台，通过品牌宣传和推广增加公众对品
牌的了解程度，提高品牌影响力。
６. ２　 注重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技术创新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
的重要手段，因此，要想提升乳品加工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就必须注重技术创新。 黑龙江省乳品加工
企业要抓住奶业振兴的机遇，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加
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率。 同时，重视对环境保护
技术的研究，降低经济增长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６. ３　 加强绿色生产意识，明确企业发展模式

环境可持续性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

要指标之一。 乳品加工企业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益，也
要加强绿色生产意识，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和建
设，促进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此基
础上，有关部门可组织学习交流活动，让中小型企业
学习龙头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弥补自身的
不足。
６. ４　 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力度

乳品加工企业要想长久发展，需要在保证乳品产

品品质的基础上，提升企业整体的好评度和核心竞争
力。 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负责人要不断提高
社会责任意识，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力度，积极担负更
多的社会责任，推动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
７　 结论

在黑龙江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
指标体系中，衡量经济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利润
率，然后依次是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总额；衡
量社会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公共事业投入，然后
依次是法律法规遵守程度、纳税总额和就业人数；衡
量技术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科研投入，然后依次
是专利数、技术人员占总人员的比例和生产技术水
平；衡量环境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环保投入率，
然后依次是废水达标率、废气达标率和废渣达标率。
从各级指标的排序综合来看，经济可持续性对黑龙江
省乳品加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最大，技术可
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居中，社会可持续性最小。

企业 １ 的经济可持续性指标、社会可持续性和技
术可持续性指标具有一定优势，但环境可持续性各项
指标有待提升；企业 ２ 在就业人数和专利数方面较为
突出，应对经济可持续性和环境可持续性指标加以重
视；企业 ３ 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标最为突出，在专利数
方面表现最差，同时其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
和技术可持续性指标均有待提升；企业 ４ 的各个指标
均有待提升。 综合来看，企业 １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
强，其次是企业 ２ 和企业 ３，企业 ４ 相对最弱。
参考文献：
［１］ 　 苏惟真． 黑龙江省乳制品消费变化研究：基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２０

年数据分析［Ｊ］ ． 乳品与人类，２０２２（０４）：１２－１９．
［２］ 　 刘辰洋，张聪． 北纬 ４７°黄金奶源地的乳业奇迹［ Ｊ］ ． 乳品与人

类，２０２１（０５）：１４－１９．
［３］ 　 佚名． ２０２１ 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 ５００ 强榜单［ Ｊ］ ． 中国产经，

２０２１（１９）：６６－７５．
［４］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０［Ｍ］．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２０２０．
［５］ 　 杨桐彬，朱英明． 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Ｊ］ ．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２３ （ ０４）：
６０－７１．

［６］ 　 刘绍庆． 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Ｊ］ ． 企业改

革与管理，２０２０（２３）：３－５．
［７］ 　 冯富帅． 可持续发展理论下的地区产业发展对策：以巴彦淖尔

·４２·



２０２２（２２）：１９－２５ 探讨与研究

为例［Ｊ］ ． 现代商业，２０２０（３３）：１０５－１０６．
［８］ 　 ＳＡＡＴＹ Ｔ Ｌ． 层次分析法［Ｍ］． 许树柏，译． 北京：煤炭工业出版

社：１９８８．
［９］ 　 杨秀敏，耿静，徐游，等． 基于 ＴＯＰＳＩＳ 模型的海南岛土地综合承

载力时空变化及障碍度诊断［ Ｊ ／ ＯＬ］． 生态学报，２０２２（２２）：１－
１１［２０２２ － １０ － ０４］． ｈｔｔｐ： ／ ／ ｋｎｓ．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２０３１．
Ｑ． ２０２２０７１１． １２４５． ０３８． ｈｔｍｌ．

［１０］ 王灵芝，周戈耀，雷雪，等． 基于 ＴＯＰＳＩＳ 法和综合指数法的贵州

省中药民族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Ｊ］ ． 中国卫

生事业管理，２０２１，３８（０１）：２９－３３．
［１１］ 李博，乔慧玲，杨子涵． 环渤海地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评价研究［Ｊ］ ．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３９
（０６）：７２－８３．

［１２］ 　 张景川，刘红玉． 基于熵权 ＴＯＰＳＩＳ 模型的陇南地区可持续发

展能力实证研究 ［ Ｊ］ ． 德州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５ （ ０２）： ４７ －
５１，６０．

［１３］ 　 岳密江． 乳业可持续发展需注重五个方面［ Ｊ］ ． 中国畜牧业，
２０１５（１９）：２９－３０．

［１４］ 　 陈立勋． 克东县全力打造乳业全产业链模式［Ｊ］ ． 中国畜牧业，
２０１５（０３）：６８－６９．

［１５］ 　 孟小璐． 基于 ＰＳＯ－ＬＳＳＶＭ 传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 ［ Ｊ］ ．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３９ （ ０８）：６５ －
６８，７９．

［１６］ 　 宁春玲． 乳制品进口对中国乳业的影响及发展途径探究［ Ｊ］ ．
中国市场，２０２１（０８）：１７－１９，３１．

［１７］ 　 张雨晴，于宁宁，杜嘉倩，等． 奶业振兴背景下河北省乳制品加

工业发展状况研究［Ｊ］ ． 中国乳业，２０２０（０３）：３３－３９．
［１８］ 　 陈法杰，崔登峰，王敏，等．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的新疆乳制品加工

业发展对策研究［Ｊ］ ． 黑龙江畜牧兽医，２０２０（１２）：２２－２５．
［１９］ 　 江雯． 生态养殖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Ｊ］ ． 畜禽业，２０２１，

３２（０３）：６３，６６．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ＡＮＧ Ｈｕｉ，ＺＨＥＮＧ Ｚｈｕｏｈａｎｇ，ＪＩＡＯ Ｙａｎｎｉ，ＭＡ Ｘｉａｎｇｘ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 １５００３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Ｈｅｉ⁃
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ＯＰ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ｐｒｏｆｉｔ ｒａｔ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ｇｒｏｓ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ｍａ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ａｘ ｐａ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ｒａｔ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ｇａｓ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ｔ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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