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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从业人员
渊万人冤

建设投资
渊亿元冤

物流费用
渊亿元冤

物流增加值
渊亿元冤

货物周转量
渊亿吨窑公里冤

豫 7.0 196.968 7 3 273.56 1 946.17 61 460.1
晋 3.2 446.272 9 2 536.55 993.2 2 100.1
鄂 9.6 426.240 6 3 123.87 1 534.15 2 808.5
皖 10.7 132.068 8 1 635.23 645.4 6 273.3
湘 9.0 485.148 7 2 391.41 832.26 2 538.3
赣 8.9 163.387 5 1 478 502 2 350.6

表 1 中部六省物流业输入输出指标一览表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和
交通部等相关网站。

一尧 引言

作为经济快速发展尧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产物袁物流

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商品的流通和企业的运营成本尧经营

效率具有很大的影响袁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程度

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袁被喻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

企业的野第三利润源泉冶遥 现代化尧专业化物流服务对于优

化地区的资源配置袁实现企业从销售尧生产到采购整个过

程的高效尧优化管理袁降低企业成本袁提高其竞争力具有重

要作用遥
我国中部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优势尧交通优势和

人力资源优势袁其地理区位主要包括河南尧山西尧湖北尧湖
南尧安徽尧江西六个地区遥 近几年袁随着我国中部地区总体

经济的快速发展袁中部六省的物流业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

步遥 中部六省拥有公路尧铁路尧航空尧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

组成的现代交通网络袁具有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系统以及

京广陇海等铁路干线袁同时长江尧黄河横贯东西袁水路运输

非常发达袁以郑州尧武汉尧长沙等城市为中心的多个民用机

场已开通国内上百条航线袁这些优越的交通条件为中部地

区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撑遥同时袁这些年袁中
部地区的总体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袁经济的快速发展必

然带动大量货物在中部地区的中转及往来袁这也为中部地

区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物流货源袁极大地促进了中部地区物

流业的发展遥 然而袁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袁我们也应看到袁中
部六省的物流发展水平还良莠不齐袁部分地区物流业发展

还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遥 基于此背景袁本文通过

DEA 定量的计算方法袁 使用若干物流产业投入

指标渊从业人员尧建设投资尧物流费用冤和产出指

标渊物流增加值尧物流周转量冤来分析中部六省的

物流发展水平袁 并具体分析其良莠不齐的原因袁
为相对落后的省份提供借鉴和参考袁从而改进自

身袁早日促进中部崛起这一国家战略的实现遥
二尧 DEA基本思想

数 据 包 络 分 析 渊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袁 简称 DEA冤 最早是由运筹学家 A.
Charnes袁W.W.Cooper 和 E.Rhodes 于 1978 年提

出的袁主要用来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渊简称

为 DEA 有效冤遥 DEA 方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模型是

C2R 和 C2GS2 模型袁 前者用来研究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

出的生产部门的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性问题袁而后者用来

研究生产部门间的技术有效性问题袁结合本文的具体研究

对象袁本文主要采用 C2R 模型遥
本文将中部六省每个省份的物流水平称作一个决策

单元袁记作 DMUi遥 输入指标主要选取从业人员尧建设投资尧
物流费用 3 个指标袁输出指标主要选取物流增加值尧物流

周转量 2 个指标袁输入指标的权向量 v=渊v1袁v2袁v3冤袁输出指

标的权向量 u=渊u1袁u2冤T遥 每个省份的物流水平绩效可从各

输出指标和输出指标权向量的乘积与各输入指标和输入

指标权向量乘积的比值来衡量袁第 j 个决策单元的 DEA 相

对绩效为院
hj=

s

r = 1
移uryrj/

m

i = 1
移vixij

其中袁hj 表示第 j 个决策单元的相对绩效曰ur 表示第 r
个输出指标的权向量曰yrj 表示第 j 个决策单元的第 r 个输

出值曰vi 表示第 i 个输入指标的权向量曰xij 表示第 j 个决策

单元的第 i 个输入值遥
由于输出值不可能超出输入值袁即院

s

r = 1
移uryrj/

m

i = 1
移vixij燮1

此外袁由 DEA 原理可知院第 r 个输出指标的权向量 ur
和第 i 个输入指标的权向量 vi 不小于非阿基米德数 着遥

基于 DEA 的中部六省物流运作效率研究

荫王丽萍

摘要院中部崛起已成为国家战略，而现代物流产业在中部崛起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中部崛起也为现代

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机遇，在此背景下，文章采用 DEA模型分析了中部六省物流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各自的优势与

不足，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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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可得袁第 j 个决策单元的 DEA 相对绩效 hj 的 C2R
模型如下院

maxhj=
s

r = 1
移uryrj/

m

i = 1
移vixij

S.T.

s

r = 1
移uryrj/

s

i = 1
移vixij燮1

0燮着燮ur
0燮着燮vi
i=1袁2袁3曰j=1袁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渊1冤

三尧 模型建立与求解

1. 模型假定遥 假设中部六省渊河南尧山西尧湖北尧湖南尧
安徽尧江西冤的物流水平只受如前所述的五个输入输出指
标的影响袁不受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袁且数据准备是正确

无误的袁而且所有数据是在同一标准框架下正确反应各个
省份的物流真实状况遥 同时袁假定所有需要进行绩效评价
的各个省份的物流水平都具有相同的外部环境遥

2. 数据准备遥 本文选取的三个投入指标中院从业人员

是指物流业的直接从业人员数量曰建设投资包括院公路建
设尧内河建设尧沿海建设尧其他建设曰物流费用包括院运输费
用尧保管费用尧管理费用遥 两个产出指标中院物流增加值是

指物流各项活动的增加值总额曰货物周转量是指实际运送

的货物吨数和它的运输距离的乘积遥
中部六省渊河南尧山西尧湖北尧湖南尧安徽尧江西冤的物流

水平影响因素的具体指标数据如表 1 所示遥
3. 模型求解遥 将中部六省渊河南尧山西尧湖北尧湖南尧安

徽尧江西冤物流业输入输出指标的原始数据代入模型渊1冤袁
运用线性规划求解软件 lingo 进行求解袁 得到各省份物流

水平绩效总体有效性 兹* 值袁 由 DEA 理论院 令 兹*袁姿*袁s+*袁s-*
是模型渊1冤的最优解袁则利用 DEA 判断中部六省物流总体

效率的标准为院
若 兹*=1 且 s+*=0袁s-*=0袁则决策单元为 DEA 有效遥
若 兹*=1 且 s+*屹0袁s-*屹0袁则决策单元为 DEA弱有效遥
若 兹*约1 且 s+*屹0袁s-*屹0袁则决策单元为 DEA无效遥
若存在 姿*j袁 使

n

j = 1
移姿*j=1袁 则 DMU 为规模收益不变曰若

n

j = 1
移姿*j>1袁则 DMU 为规模收益递减曰若

n

j = 1
移姿*j<1袁则 DMU 为

规模收益递增遥
具体处理结果如表 2遥
四尧 结果分析

1. 结果分析遥 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直接的观察到河南

省和湖北省的 DEA 评价结果是 兹*=1袁且 s+*=0袁s-*=0袁这说

明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两个省份的评价决策单元为 DEA 有
效袁其形成的有效前沿面为规模效益不变袁且这两个省份
的评价结果为规模有效并且技术有效袁即这两个省份的物
流发展状况相对来说是有效的袁投入资源利用充分袁产出

比较理想袁投入和产出均没有冗余袁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
状况遥而与此同时袁山西省尧湖南省尧江西省尧安徽省的物流
发展水平绩效状况却不甚理想遥 上述四省物流水平 DEA

评价结果 兹* 分别为 0.923 5尧0.872 5尧0.812 5尧0.836 5袁且
s+*屹0袁s-*屹0袁即这四个省份的物流水平绩效评价为无效袁
投入产出利用不充分袁存在冗余状况遥 另外袁这四省所有

DEA无效的单元均为技术无效袁说明各投入之间的组合没
有达到最优袁存在输入剩余或者输出亏空遥

2. 因果分析遥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袁我们可以从河南省

和湖北省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分析袁湖北省和河南省都有良
好的交通通达性袁两省地理位置居中袁经济联系紧密袁各种

物质资料有较多空间位移和时间位移袁信息流通快速遥 这

种经济地理的优势使本区域在获取高效的商流尧 物流尧信
息流等方面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遥 另外就是政府发挥积极
的职能作用袁 在物流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袁主
要在思想认识尧管理体制尧市场需求尧基础设施和技术尧专
业人才等方面做了具体细致的规划并且积极贯彻袁落实情

况比较好遥 河南省连南北通东西袁作为中国最大的铁路中
转站袁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货物的集散中心袁同时河南省在

这几年依据自己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袁积极筹建物流中

心袁在郑州尧洛阳等地都初见规模袁为河南省的物流发展提
供了硬件基础遥 另外袁两省在充分发挥省现代物流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作用的同时袁成立了物流业调整与振兴实施方

案工作小组袁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方式袁集中研究解决区域

物流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袁 推进重点物流园区和项目的落
实袁加大物流业政策法规实施力度袁多渠道增加对物流业

发展的投入袁完善物流统计制度和指标体系袁增进物流业

对外开放与合作袁加强物流人才培养和引进袁建立完善应

急物流体系等方面的工作都落实的比较到位遥
五尧 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袁我们可以从河南省和湖北省物流发展

的成功经验中归纳出如下几点供其他省份借鉴袁 具体如
下院

渊1冤改革物流管理体制袁完善物流政策法规体系遥 应从

整体和长远角度出发制定物流业发展规划袁对传统物流资

源进行整合袁 既考虑到物流业对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袁也
考虑到物流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袁从宏观政策方面加大对

现代物流企业的扶植力度袁 促进中小物流企业的快速发

展遥
渊2冤多渠道增加对物流业的投入袁培育物流业高端人

才遥 从财政尧税收尧融资渠道等多方面增加对物流业的资金
投入袁鼓励高等院校和民办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设现

代物流专业及相关课程袁培养现代物流业所需要的高级技

姻管理创新

豫 晋 鄂 皖 湘 赣

撞姿j 1 0.923 5 1 0.836 5 0.872 5 0.812 5
k=1/兹*撞姿j K=1 K<1 K=1 K<1 K<1 K<1
兹* 1 0.977 1 1 0.893 6 0.887 5 0.823 1
相对有效性 有效 无效 有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规模有效性 恰当 递增 恰当 递增 递增 递增

技术有效性 有效 无效 有效 无效 无效 无效

表 2 中部六省的物流水平 DEA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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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遥 其次袁加强新员工的企业文化培训和教育袁分享企业未

来发展的规划和蓝图袁树立新员工的对企业的自豪感遥 第

三袁建立人性化的管理制度袁对员工加强人文关怀袁帮助员

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袁在企业提供的平台上得以成长遥 再

次袁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尧阶梯形的薪酬制度袁提高员工的生

活待遇和工作条件袁充分重视员工的利益和需求袁才能真

正留住员工袁稳定员工队伍遥
渊4冤建立规范化成本管控机制遥 产业集群价值链的健

康发展袁离不开健康的企业成本管控制度遥 所以必须加强

集群内企业财会队伍建设袁健全财务监管体制袁建立内部

财务监督管理体制袁加强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专业

素质教育袁企业应依据叶会计法曳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袁
制定适合本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袁规范企业各环节的成本

管控遥 集群内企业要加强自身的信用管理袁提高企业的信

用知名度袁从而提高企业的声誉袁赢得集群内合作伙伴和

消费者的信赖遥 同时建立长短期财务预警系统袁编制现金

流量预算袁通过分析一系列财务成本指标袁企业管理者可

对企业成本风险进行长期监控袁 从而及时地防范经营风

险遥 这是集群价值链构建的基础性的工作袁只有防范了经

营成本管理上的风险袁泉州鞋服产业集群价值链才能创造

更多的价值袁促进集群价值链保持可持续性发展遥
五尧 结论

产业集群的形成以价值链为前提袁 价值链链条的长

短尧松散与否袁直接决定了该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和未

来发展前景遥当前袁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袁产
业集群转型阶段袁 产业集群价值链的构建就显得尤为重

要袁必须通过价值链的构建和完善袁才能提升产业集群的

竞争力遥 本文所分析了对泉州鞋服产业集群价值链的现

状袁结合泉州鞋服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情况袁旨在为泉州

鞋服产业集群价值链的构建开辟一条可行之道袁并为产业

集群价值链发展战略构建提供借鉴袁促进我国产业集群的

发展和升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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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和复合型管理人才袁为物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

储备遥
渊3冤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袁促进物流业的协同化发展遥

实践经验表明袁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行业组织的协调与促

进袁物流业具有很强的复合性尧关联性袁依靠自身的单打独

斗袁很难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袁只有相互扶持尧相互促进袁
才能共同发展遥

渊4冤运用现代物流技术袁提高物流业运作效率遥 应加大

RFID 技术渊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袁即无线射频

识别技术冤尧GPS 技术渊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袁即全球
定位系统冤尧立体仓库尧自动化搬运系统尧复合终端等先进

技术装备在物流业的应用领域袁使高新技术成为中部地区

物流业运作效率提升的助推剂袁 切实提高物流业的自动

化尧智能化水平遥
渊5冤结合自身物流发展状况袁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道

路遥 每种发展模式都有它自己的前提袁我们不能照搬照抄

任何一种模式袁 物流企业要根据自身存在的区位优势尧品
牌优势尧文化优势和人力优势等自身的特点袁走出一条适

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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