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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A的中国主要轿车企业 x一效率分析 

刘延昌 庞晓波 

(吉林大学，长春 13o011) 

[摘 要] 本文利用DEA分析法，对2004～2006年 10家主要轿车企业的投入、产 出数据进行了x 
一 效率测度。分析表明：从200l4年到2006年，我国汽车企业的产出效率显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通过 

对效率的分析，找 出了各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效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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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轿车作为消费品逐 

步走人家庭，形成了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巨大拉动作 

用，吸引了国外各大汽车制造企业纷纷来我国投资设厂， 

使得中国汽车业尤其是轿车业的竞争加剧。在这样的背 

景下，轿车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无疑是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 

关于国内轿车行业发展规模与效率问题有过一些讨 

论。如胡洪力 (20o4)用 DEA中的 C2R，c2RS2和 NIRS 

模型实证分析了1992—2001年我国轿车企业规模经济状 

况。他认为我国轿车企业规模偏小，且最小经济规模随 

我国轿车工业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加不断增长，并 

且这 l0年存在规模收益皆是非增的，其原因在于企业投 

入产出效率太低 ，尤其企业的赢利能力太低⋯。谭志国 

(20o4)也采用同样的方法，选取 20o3年 9月份的数据对 

我国 19家上市汽车公司进行了经济效益分析和评价，认 

为非 Dl 有效公司的问题是资产投入相对过剩，特别是 

流动资产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并指出我国汽车工 

业的主要问题还是规模太小 ，没有足够的规模无法实现 

生产的效益 J。何维达和刘满凤 (20Q5)则对入世后我 

国的汽车工业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对关键指标数据进 

行了预测度，最后应用 DEA法对人世后我国汽车工业安 

全度进行了估算 ，得出了 2001～201O这 1O年除 20o6年 

处于危机状态和 20o7年处于调整状态外 ，其余 8年基本 

处于安全状态的结论L3 J。樊宏 (200r7)运用我国汽车等 

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和 Dl 模型，从投入产出角度对 20o0 

— 2004年汽车等 3个行业的运行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定量分析了5年间汽车等3个行业运行效率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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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了三大行业总体运行效率只达最优水平的2／3，存在 

着较强的投入产出关联性和效率趋同性。汽车行业公司 

个体效率水平差异程度较小，以及汽车行业年度平均运 

行效率指数波动较大等与事实相吻合的相关结论HJ。白 

雪洁等 (2006)用 DEA中的 C2R模型对我国 12家主要轿 

车企业 2oOl一20o4年的生产经营效率进行了总体分析和 

评价，并利用 Ma】-n印 ist生产力指数进行了效率变动分 

析。他们的结果表明中国主要轿车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总体上呈现逐年提高之势，同时企业股权结构，区域分 

布等因素都会影响效率，中国轿车业总体上还处在依靠 

规模扩张的量的增长阶段。行业技术进步效率提高的作 

用还很微弱。进而指出，要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轿车业的 

生产经营效率，必须推进行业技术进步，提高技术进步 

对主要素生产力改善的贡献率 J。 

我国轿车产业的发展极其迅速，产能迅速增加的同 

时价格也有很大变化。由于竞争的加剧，依靠提高投入 

产出效率降低成本将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见此，本文侧重探查轿车产业的 x_效率，以便对 目前轿 

车行业存在的效率改善余地加以识别。 

l 测度x．效率的 DEA方法 

由于经济中的效率概念本身包含最优含义，通常不 

能直接对最有效率的情形进行测度。因此，kibeIIstein于 

1966年提出x_效率概念，指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组 

织及组织中的员工不尽力或非有效工作所达到的效率水 

平。x_效率研究的核心在于无效率程度测度以及影响因 

素分析[6_。 

非参数估计的理论框架是由Farreu于 1975年首先提 

出的，在此基础上，Chames、C0oper和 Rhodes于 19r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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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数据包络法 (DEA)，也称为 C2R模型[ ；为了解 

决Ⅵ 情况，BaIIker、CharIl髑和c00per于 1984年对 C2R 

模型进行了改进，给出了B 模型[引。 

1．1 R模型 

设有n个需要评价的决策单元 (D̂ )，每个 D删  

由m种投入和s种产出，考虑到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有： 

ma】【[ 一e( s一+e1s )] 

s．t．∑ +s一=)(0 
j=l 

∑ —s+= Y0 
j=l 

O，j=1，2，3A，n 

s一 0，s O 

其中：s一=( ， ， ) 代表与最优值相比可减少 

的投入；s =( ， ， ) 代表与最优值比可增加的产 

出；； =(1，A，1)∈Ilm；e =(1，A，1)∈形 ； 和 Y0为 

待考察D删 的投入和产出列向量； 为相对效率；￡为 

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 

1．2 B 模型 

在VRS假设下，具有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BC2模型 

为： 

瑚ax[勾一e(占 8一+e1s )] 

s_c．∑】【j +s一= 
j=1 

∑yj 一s+= Y0 

∑ =1，j=l，2，3A，n 

O，s一 O．s O 

式中各项定义与 (1)相同。 

对于上述两个模型，当 =1，且 s一=O，s =0， 

则此决策单元 (DMU)为 Dl 有效。当 >1，或者 s一， 

s 不同时为 O，则为非 DEA有效，此时可以按如下进行 

调整，可以使此决策单元有效。 

在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由C2R模型测度的决策单 

元的技术效率在本文称为产出的效率 (Ⅱ：vRS)。而在可 

变规模报酬下用Bc2模型测度的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在 

本文中称为产出的技术效率 (1嘲 )，TEⅥIS和 眦 Rs 

的差别是 由规模效率 (sE)引起 的，三者 的关 系为 

，IEⅥIS=Ⅱ胁玛*sE，在文中称 sE为产出的规模效率。 

2 实证分析 

2．1 样本及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样本 ：本文选取中国轿车业的主要企业，一汽大众、 

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北京现代 、东风神龙、广州本田、 

一 汽丰田、一汽夏利、奇瑞、吉利等 1O家轿车生产企 

业。这 1O家企业 2Oo4—20o6年的总销量占全面轿车市场 

销量的 6o％以上，因东风日产在2005年才有生产，广州 

本田在 2o06年也才有产出，长安福特没有单独报表数 

据，一汽轿车历年产量都不大，都没有选为本文的样本 

企业。 

指标：投入要素选取年末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在 

册职工人数；产出要素选取主营业务收入和利税。因为 

利税可以反映企业的整体能力，主营业务收入则可以评 

价企业的实际水平。 

2．2 历年(2Oo4—2006年)效率及分析 

从20o4～2006年这 3年间，我国的汽车业每年都有 

近百万辆增长。本文采用产出导向的 DEA的 CRs和 VRs 

模型进行效率测度，将投入和产出数据经过 n er2．O 

运算，得到如下结果 (表 1)。 

表 1 样本企业产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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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显示了所选 1O家轿车企业从产出的效率来看的 

企业效率情况。广州本 田、北京现代、一汽丰田这 3年 

产出效率相对较高；一汽大众、奇瑞和吉利这 3家的效 

率水平处于上升过程。一汽大众在20o5年和20o6年达到 

了产出效率相对很高的水平；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在 

2005年出现了波动，但2O04和 2006年则产出效率处于 

相对很高水平；一汽夏利产出效率水平有所提高，但总 

体上这3年效率还是不高；东风神龙总体产出效率水平 

这 3年明显下降。 

从产出的技术效率来看。2004 2006年这3年期间， 

一 汽大众、上海通用、北京现代、广州本田、一汽丰田 

和奇瑞这6家企业产出技术效率都达到了1，说明它们 

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技术水平都很高。上海大众在 

2005年出现了产出技术效率小于 1(为 0．76)的情况， 

说明生产资源利用方面还有潜力可挖 ，从投入数据来看， 

从业职工人数有些高。尽管奇瑞每年的产出技术效率在 

提高，但从数值上来看 ，还存在着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 

低的问题，需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下功夫。一汽夏 

利在 20o5年和 2o06年产出技术效率达到了 l。东风神龙 

从前两年的产出技术效率为 1，到 20o6年的 0．49，说明 

出现了资源利用方面的问题，从投入数据来看，主要是 

流动资产偏大。 

从产出的规模效率来看。上海大众、北京现代、广 

州本田和一汽丰田这 4家企业的产出规模效率 3年都是 

1，具有很好的产出规模经济性。一汽大众、上海通用、 

奇瑞这3年的产出规模率值尽管没有都达到 1，但数值 

也都不小 (最小 O．86)，说明也具有较高的产出规模经济 

性。东风神龙在 2005年出现了异常 ，产出规模效率达到 

O．64，说明产出经济性相对偏差，主要还是其当年主营 

业务收入和利税都比较低。一汽夏利产出规模效率逐年 

下降，主要还是主营业务收入较低，原因夏利主要生产 

低端车，售价比较低，投入产出效益水平 比较低 ，应调 

整投入。 

3 结 论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20o4—2006年这 3年，我国的 

汽车行业整体运营呈上升态势，各个企业在很多方面都 

有长足发展，显露出的问题原因各不相同。如：一汽大 

众 20o4年产出效率是受流动资金占用过大引起的；上海 

一 96 一  

大众2O0【5年产出效率是受职工人数太多造成的；东风神 

龙 20Q5年和2o06年都主要是受流动资金占用比例大等因 

素影响的；奇瑞、一汽夏利和吉利效率水平还比较低主 

要是生产低端车，造成主营业务收入少，利润低下等 ， 

可以通过提高品牌价值，提升技术效率来提高产出效率。 

总之，通过投资规模和资本结构，可以克服资源利 

用的不经济现象；通过引入高效的管理手段，可以消除 

管理水平对效率的影响；通过挖掘产出方面的潜力，可 

以增加销售收入；通过内部挖潜，寻求降低成本和提高 

工作效率，以期消除无形的浪费；通过激励等政策，最 

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会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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