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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ＥＡ的经济绩效视角分析新疆工业企业
民营化改革

张 淼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２）

　　摘　要：以新疆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分析，基于 Ｃ－Ｄ生产函数

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绩效指标。基于ＤＥＡ方

法建立国有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评价模型，从经济绩效的角度，比较两者的经济效率。实证结

果表明２００７年以后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均高于非国有企业。通过 ＤＥＡ分析发现非国

有企业经济绩效综合优于国有企业，提出需加强非国有企业发展，重视企业民营化改革，同时继续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的建议以提升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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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市场的竞争力可以使得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

提升经济效率。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自由竞争

市场环境受到国家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束缚。在中国，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国情，国有企业一直占据

着主导地位，涉及的领域较广，包括能源、交通和金融等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领域，其依靠国家的倾斜政策及

其获得的垄断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

平性。据世界银行统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虽

然其在资本、资金投入、原材料、相关制度和政策倾斜等

多方面的优势，但其经济效益确没有达到较好的预期。

国有企业的附加值和产量整体效益较民营企业偏低，亏

损损失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国有企业运行效率低下和

有效地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对垄断

产业的企业进行十几年的改革，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在

十八大报告中，总结了过去五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进

程，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国有企

业股份制改革比例保持稳定的上升态势，而且国家加大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使得绝大多数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

民营化。总而言之，在操作层面上，企业改革的重中之

重就是“战略性退出”，其中“退出”的一个重要途径即

进行民营化改革，把一部分低效益的国有企业向效益较

高的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转化。中共乌鲁木齐市委、

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

要想加快经济发展，更快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

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是实现富民强市的通道，从而

进一步明确了民营经济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以及主要

方向，为加快推进新疆民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诠

释。由此可见，新疆工业企业民营化改革的目标主要是

通过民间资本参与，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升企业经

营效率，使得资源得到更加有效配置。作为“一带一路”

的核心区，新疆必须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企业所

有制结构和等级构成，优化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竞争

力，从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全新的姿态面向中国，面

向世界。

国有企业的改革研究成果极其丰富。聂正安
［１］
指

出国企如果长期停留于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中间地带”，



将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败。唐立久等
［２］
对新疆企

业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新疆民营经济正在逐步成为新疆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招商引资等战略实

施的重要主体，国家对新疆一系列对口援疆、丝路建设

核心区等政策，使得内地企业在新疆投资趋旺。企业效

率研究领域，许多学者从加强管理、提高创新性、制度等

方面对企业经济运行进行研究。李春芝
［３］
阐述新时期

我国企业经济管理中常见的问题，认为我国企业需继续

加强企业经济管理以实现自身效益。田杰佳
［４］
和陈晓

明
［５］
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企业应该对经济管理进行

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运行效率。徐传谌、张行
［６］

研究认为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

受到了诸多制度方面制约，阻碍了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快速提升，更是减缓了我国与经济转轨的步伐。针

对民营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环境、创新和研究

投入等方面。陈倩倩等
［７］
对民营企业进行研究分析，发

现其对社会资本具有较强依赖性，而制度环境则会影响

企业对社会资本的依赖程度。杨治等
［８］
研究发现：（１）

随着地区行业内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比例的升高，民营企

业的创新投入明显减少；（２）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

区和行业内，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会显著加

强；（３）在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内，国有企业研发

投入的挤出效应则会显著减弱。非国有与国有企业的

比较中，张晨等
［９］
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要比国有企业的

经济效率更高。孙早等
［１０］
运用整个工业产业的面板数

据估计不同资本的所有制结构对产业绩效的效应，结果

得出民营企业在产业绩效方面起到显著正效应，其次是

外资企业。李传宪等
［１１］
研究得出非国有产权性质企业

研发强度要优于国有性质企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企

业当期绩效的关系呈负相关，非国有企业表现明显，而

国有企业研发强度对当期绩效影响则不大。韩玮
［１２］
认

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扩大就业、繁荣市场、改善收入和

增加财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评价经济绩效方法

的研究较多，运用 ＤＥＡ模型测量经济绩效的方法主要

是采用数据规划的方法，对生产进行有效性评价。刘满

凤
［１３］
较早介绍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方法在评价企业竞

争力中的应用思想及过程，同时结合江西省的１０个行

业企业进行研究分析。彭荷芳等
［１４］
采用 ＤＥＡＰ２．１和

ＤＥＡ模型对新能源产业投入绩效进行分析，选用规模可

变模型测算投入的绩效。选取总资产、从业人员数作为

投入指标，总产值、利润总额和税金作为产出指标。郭

淑芬等
［１５］
运用超效率ＤＥＡ模型、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法对３０

家文化产业上市公司进行绩效评价，显示造成ＴＦＰ负增

长的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率下降。

诸多学者的普遍观点认为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加有

利于促进企业的效率提高，从而带动经济有效发展。民

营经济发展会更加具有效率，应该加快垄断企业改革，

促进市场竞争。要改善垄断产业的经济绩效，并不仅仅

是进行民营化改革，在此之前，还需要引入可行性的竞

争
［１６］。本文尝试基于ＤＥＡ模型实证分析新疆不同产权

的工业企业经济绩效情况，探讨企业民营化改革的方

向，希望得出的分析结果对其企业经济发展能够有所启

示。

１ 新疆工业企业经济绩效的竞争力研究的
实证分析

１１ 基本假设

为了便于研究，现假设：新疆工业非国有企业的整

体绩效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整体经

济绩效。

１２ 假设的检验

将新疆所有制的企业分为两大类：Ａ组，国有企

业，包括国有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Ｂ组，非国有企

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合作企业和股份港澳台投资

企业。

１２１ 新疆工业不同产权类型企业的静态效率

本文选择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

两个指标，前者值越高说明成本越低，后者值越大表明

其劳动效率越高。新疆工业行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除

２００４年外，其他年份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Ｂ组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低于 Ａ组企业，得出 Ｂ

组企业的投入产出情况并没有好于Ａ组企业（图１）。Ｂ

组企业低于Ａ组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图２），说明非国

有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没有较好地显现出来，新疆的民营

化改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新疆国有企业的成本费

用利润率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发展较好，可以解释为国

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不总是低于非国有企业，处于有效

竞争环境中的国有企业通过合理管理体制和内部经济

结构的调整等方式，会使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优于非

国有企业。

１２２ 新疆工业不同产权类型企业的动态效率
（１）数据的来源和处理

新疆工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从业人员年平均数

和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指标衡量）、从业劳动力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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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疆各类型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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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新疆各类型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变动趋势

产业资本三者研究分析，分别用 Ｙ、Ｌ、Ｋ表示，单位为亿

元人民币和人。为研究的可对比性和严谨性，将实际工

业总产值、实际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以

２０００年为基期进行换算，以此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文

中的平减指数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为消除异

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序列进行取对数处理（变量名前加

ｌｎ表示）。回归及检验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１０完成。

建立工业企业经济生产函数Ｙ＝Ａ０ｅ
λｔＫαＬβ，Ａ０ｅ

λｔ
为

技术进步，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力投入产出弹

性，取对数建立模型：

ＬｎＹ＝ｌｎＡ０＋λｔ＋αｌｎＫ＋βｌｎＬ＋μ （１）

据素罗余数思想，设ＧＹ，ＧＫ，ＧＬ代表工业总产值的

增长率、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则

全要素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σ为：

σ＝（ＧＹ－αＧＫ－βＧＬ）／ＧＹ１００％ （２）

（２）新疆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分析

根据检验分析得到：α＝０９２７８，β＝１１３７８，建立

残差方程：

ＴＦＰ＝ｅｘｐ（ｌｎＹ－αｌｎＫ－βｌｎＬ） （３）

将Ａ、Ｂ组两组企业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工业总产值、固

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从业人员数带入（２）式和（３）式，得

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两组企业 ＴＦＰ、技术进步贡献率，ＴＦＰ

为一个国家及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管理效率提高和技术

进步的重要标志。

通过Ａ组和Ｂ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

贡献率变动趋势可知（图３），Ｂ组企业ＴＦＰ数值高于 Ａ

组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和管理效率等方面

优于国有企业，非国有和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相

差不大。近十年来新疆的民营化改革成效没有达到理

想效果，对于产业技术进步没有显著推动，需重视地区

企业技术进步、生产创新和组织创新投入。而国有企业

技术进步贡献率较优于非国有企业，一是由于国有企业

拥有更多资本、资金投入，加之国家倾斜优惠政策；二是

新疆没有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在

很多发展领域受到国有企业垄断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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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组和Ｂ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
贡献率变动趋势

通过Ａ组和Ｂ组企业的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变动趋势比较分析发现（图４），Ｂ组资本生产率在２００７

年之前高于Ａ组企业，Ｂ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均低于 Ａ

组企业，差距于２００７年后有扩大趋势，但 Ａ组企业和 Ｂ

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保持上升的趋势。

说明国有企业在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两方面优于

非国有企业，新疆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给予了一定程度的

重视，使得其效率改革发展良好，而非国有企业在劳动、

资本生产率方面保持上升，说明具有较大潜力，所以新

疆还需进一步加强民营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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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Ａ组和Ｂ组企业的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变动趋势

１２３ 新疆工业企业产业经济绩效静态ＤＥＡ分析
（１）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数据包络分析（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
ＤＥＡ）是一种线性规划模型，该方法是评价具有多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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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多个产出的部门或单位（称为决策单元，ＤＭＵ）间的

相对有效性（称为 ＤＥＡ有效），通过研究生产决策单元

的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从相对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对

各单元与部门进行相对效率评价。

在基于数据结果和有效性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

础上，选取ＴＦＰ作为投入产出指标（表１）。ＴＦＰ一定程

度可以反映企业经济增长的质量、技术进步水平和管理

效率提高程度，因而可以认为一个企业经济绩效在较大

程度上取决于ＴＦＰ的提高。资本、劳动和成本费用是企

业生产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选取作为投入指标。由于

技术进步率存在负数情况，会影响分析结果，因而本文

剔除该指标。

表１ 投入产出指标说明

指标类型 变量名称

产出 Ｙ：全要素生产率（％）

投入

Ｘ１：资本生产率（％）
Ｘ２：劳动生产率（％）

Ｘ３：成本费用利润率（％）
Ｘ４：全员劳动生产率（％）

　　（２）经济绩效静态ＤＥＡ分析

运用 ＤＥＡＰ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１软件进行新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率测算（表２、表３）。首

先，Ａ组工业企业经济绩效的综合效率整体呈现小范围

波动态势。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为 ＤＥＡ有效年份，其余均为

非ＤＥＡ有效年份，非ＤＥＡ有效年份表明投入产出没有

达到最优前沿生产面，存在投入过多或者产出不足的情

况。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非 ＤＥＡ有效年份中，技术和规模

均为无效年份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说明这些年

份工业企业的ＴＦＰ投入产出不仅在技术上存在低效率，

而且规模也存在问题；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１１年综合效率值也

较低，但纯技术效率值为１表示有效，说明其效率损失

完全归结于规模无效；Ｂ组工业企业经济绩效的综合效

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后五年显著低于前几年。２００１年

和２００６年为 ＤＥＡ有效年份，虽然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为非ＤＥＡ有效年份，但纯技术效率值

为１表示有效，说明其效率损失完全归结于规模无效。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存在技术和规模都无效

现象。

表２ 新疆Ａ组工业企业经济绩效静态ＤＥＡ分析
年份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ＤＥＡ有效性 技术有效性 规模有效性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有效 有效 有效

２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有效 有效 有效

２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有效 有效 有效

２００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有效 有效 有效

２００４ ０８５２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２ 非ＤＥＡ有效 有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０５ ０９２３ ０９５１ ０９７１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减

２００６ ０８５８ ０８９０ ０９６４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减

２００７ ０７５８ ０７７０ ０９８５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减

２００８ ０７１３ ０８６１ ０８２８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减

２００９ ０８４７ ０８７６ ０９６６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减

２０１０ ０８８２ ０９５２ ０９２６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减

２０１１ ０９４８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８ 非ＤＥＡ有效 有效 规模报酬递减

２０１２ ０８２６ ０９１４ ０９０４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减

均值 ０８９３ ０９３９ ０９５０

　　对非 ＤＥＡ无效年份分析中发现，Ａ组企业只有
２００４年为规模报酬递增，其余为规模报酬递减，Ｂ组企

业有１１个年份为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有效性呈现出

规模报酬递减，说明在增加投入后产出的增长比例会

小于投入的增加比例，即投入的产出效率比较低。规

模收益递增，说明若将所有投入品的数量都以相同比

例增加，将获得更大比例的回报
［１７］。因此，非国有企

业比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要好，若能扩大规模将会有

利于改善综合效率值。而国有企业由于投入规模过

大，约束其经济效率，产生资源浪费，若能减小规模则

能提高综合效率。

从历年均值数据分析，这十一年中新疆两组工业企

业经济绩效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率值相比纯技术效率值

比较接近１，所以综合效率损失主要是由技术无效引起。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提高新疆工业企业经济效率的途径

是提高技术应用水平。Ａ组企业与 Ｂ组企业相比，Ｂ组

企业的纯技术效率值与规模效率值相差较大，表明非国

有企业具有更多的技术投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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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新疆Ｂ组工业企业经济绩效静态ＤＥＡ分析
年份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ＤＥＡ有效性 技术有效性 规模有效性

２０００ ０６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５０ 非ＤＥＡ有效 有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有效 有效 有效

２００２ ０９５１ ０９７６ ０９７４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０３ ０８２２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２ 非ＤＥＡ有效 有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０４ ０９９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０ 非ＤＥＡ有效 有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０５ ０８６３ ０８６７ ０９９５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０ ０９９７ 有效 无效 有效

２００７ ０８１９ １０００ ０８１９ 非ＤＥＡ有效 有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０８ ０５５８ ０７７３ ０７２２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０９ ０５６９ ０６１３ ０９２８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１０ ０４７１ ０４７５ ０９９２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１１ ０３９４ ０３９７ ０９９３ 非ＤＥＡ有效 有效 规模报酬递增

２０１２ ０４３６ ０４３８ ０９９６ 非ＤＥＡ有效 无效 规模报酬递增

均值 ０６６３ ０７４１ ０９１４

２ 结论与启示

通过静态效率分析和动态效率分析，以新疆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年时间序列数据，按照Ｃ－Ｄ生产函数计算出全要

素生产率（ＴＦＰ）、技术进步贡献率、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

产率，并采用ＤＥＡ模型综合分析得出４点结论与启示：

（１）新疆应加快工业企业民营化改革，促进传统企

业的分离，使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数量和资

产迅速增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应大幅度减少，

使得企业之间竞争更具活力。改革关键是从制度上对

企业增量产权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界定，这是给企业的创

新者提供一个未来产权权益的可靠机制，企业发展的潜

力在良好预期产权机制的作用下将会发挥巨大作用。

（２）新疆的金融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与改进，中小

企业需要给予更多扶持政策，帮助其解决融资等困难；

新疆企业缺少高新技术人才投入，高新技术文化产业发

展也不发达，应加快改变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格局，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为其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对民营企

业给予优惠政策，使得资源得到更加有效配置，提高经

济绩效，为新疆发展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潜力。

（３）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与资本，以及一

系列倾斜政策，近些年的技术投入、管理效率的提高使

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改善，在成本费用利润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方面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非国有企业

的ＴＦＰ好于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近几年保持上升

的趋势，表明非国有企业在科技进步和组织创新等方面

的投入收益优于国有企业，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非

国有企业更具经济活力，民营化改革对新疆工业产业的

经济效率推动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４）基于ＤＥＡ综合分析证实假设新疆工业非国有

企业的整体绩效优于国有企业，ＤＥＡ绩效指标的考察包

括：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ＴＦＰ、资本和劳

动生产率。从企业经济绩效角度考察，非国有企业发展

更加具有经济效率，要继续重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新

疆应加强效率低下的国有上市公司充分发挥资本市场

的功能，通过各种产权转让方式，减少国家股或国有法

人股的比例，增加非国有化法人的控股企业，使国有资

本逐步退出竞争性的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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