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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我国百货零售企业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经营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以百货零
售上市公司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方法，以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指标来衡量零售经营的产出，以固定资产、存货、销售费用和应付职工薪酬指标来衡量

零售经营的投入，结果表明：在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百货零售企业经营效率与全要

素生产率逐步改善。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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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的持续提升，中国
有望成为各类商品在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并拥有

收入和盈利全球领先的零售企业，因而，我国百货

零售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结合我国百货零

售企业２１世纪这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多数企业
均采取了规模扩张战略，扩张路径形式多样，如直

营连锁、并购、联合和特许经营等，拓展商圈，追求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伴随着企业门店数量增加

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目前我国零售行业内的竞争已

经由以规模扩张为代表的量变，逐步过渡到追求效

率、寻求差异化竞争的质变阶段。

我国零售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企业

竞争力。而企业效率与生产率是企业竞争力的集

中体现，效率和生产率值的高低可以反映零售机构

的资源利用效果以及整体经营状况，因而有必要从

这一角度展开对零售企业经营的分析。

１　文献回顾

１．１　国外学者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分别从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规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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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角度展开研究。Ｒｉｃａｒｄｏ，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Ｊ．以西班牙
１４７个超市连锁店为样本，发现效率因素在盈利能
力差别的解释方面确实起着正面的作用［１］；

Ｗａｎｔａｏ，Ｒａｍ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评估了中国零售企业的运营
效率，得出零售特性在对零售效率影响方面起着重

要的作用［２］；Ｒｏｚｅｎｎ，ＣａｒｌｏｓＰｅｓｔａｎａ得出规模对绩效
的作用是显著的，应该继续通过兼并与收购做大法

国零售企业规模［３］；ＪｕｓｔｏＪｏｒｇｅ研究发现西班牙零
售业新进入者和在位者公司的效率对比有了显著

的变化［４］；ＣａｒｌｏｓＰｅｓｔａｎａ，ＣａｒｌｏｓＡｌｂｅｒｔｏ研究发现葡
萄牙一些零售连锁分店效率较差，提出对构成连锁

体系的各零售店应该实施标杆管理［５］等。

１．２　国内学者研究回顾
国内学者在零售企业效率评价、生产率研究上

也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汪旭晖、徐健研究发现

我国本土零售业上市公司总技术效率较低，并指出

零售生产率是零售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６］；梁云、

高诣指出售企业必须以供应链的深度整合来提高

效率、效益与竞争力，发展内涵持续增长［７］；刘文虎

指出批发零售贸易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普遍较低，

且综合经营效率与股权结构没有明显的相关性［８］；

尤建新、陈江宁认为我国零售企业需要在信息化方

面加大投入来提高经营效率［９］。

１．３　本文研究着眼点
在国内外学者关于零售企业效率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本文拟着重研究中国百货零售企业的效率

和生产率问题，运用ＤＥＡ模型的效率分析方法探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间中国百货零售上市公司效率变化
的原因及其差异，结合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分析
生产率变化状况。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ＤＥＡ方法
ＤＥＡ方法属于非参数方法，是一种用于评估具

有同质的投入产出决策单元（ＤＭＵ）的相对有效性
技术，由运筹学家 Ｃｈａｒｎｅｓ，Ｃｏｏｐｅｒ和 Ｒｈｏｄｅ１９７８年
提出，建立了多输入多输出的 ＣＣＲ模型，并定义
为ＤＥＡ。
１９８４年 Ｂａｎｋｅｒ，Ｃｈａｒｎｅｓ和 Ｃｏｏｐｅｒ改良了 ＣＣＲ

模型，提出了ＢＣＣ模型，放松固定规模报酬的限制，
并进一步把全面技术效率（ＴＥ）分解为纯技术效率
（ＰＴＥ）与规模效率（ＳＥ）。ＤＥＡ方法的最大特点是
无需对生产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之间进行任何形式

的生产函数假定，仅仅依靠 ＤＭＵ的实际观测数据，
比较ＤＭＵ之间的相对效率，进而判断 ＤＭＵ的投入

规模是否合理，给出投入规模的正确方向和程度。

２．２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ＭＰＩ），也称全要素生产

率指数，Ｃａｖｅｓ等人于１９８２年首次提出，并作为一个
理论指数引入生产率分析领域，而后 Ｆａｒｅ等人将它
发展成为一个实证指数。ＭＰＩ将生产率的变动分解
为靠近或背离生产边界的效率变化和生产边界移

动的技术进步。

ＭＰＩ有两个主要的优点：第一，它不需要相关的
价格信息，对包含多个对象和指标的样本能测度；

第二，它可以分解为综合技术效率变化（ＥＣ）和技术
进步变化（ＴＣ）两个部分，以此测算出效率和技术的
变动情况。

本文使用Ｆａｒｅ，Ｇｒｏｓｓｋｏｐｆ等人定义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１０］，并结 Ｃｏｅｌｌｉ，Ｒａｏ等人的叙述［１１］，公

式如下：

ｍ０（ｑｓ，ｘｓ，ｑｔ，ｘｔ）＝
ｄｔ０（ｑｔ，ｘｔ）
ｄｓ０（ｑｓ，ｘｓ）

ｄｓ０（ｑｔ，ｘｔ）
ｄｔ０（ｑｔ，ｘｔ）

×
ｄｓ０（ｑｓ，ｘｓ）
ｄｔ０（ｑｓ，ｘｓ

[ ]
）

１／２

＝

ＥＣ×ＴＣ＝ＭＰＩ
其中，ｑ为产出量，ｘ为投入量，ｓ和 ｔ分别为不同时
期，ｄｓ０（ｑｓ，ｘｓ）、ｄ

ｔ
０（ｑｔ，ｘｔ）、ｄ

ｓ
０（ｑｔ，ｘｔ）以及 ｄｔ０（ｑｓ，ｘｓ）

为四个距离函数。由上式可分解得出：

ＥＣ＝
ｄｔ０（ｑｔ，ｘｔ）
ｄｓ０（ｑｓ，ｘｓ）

＝ＰＴＣ×ＳＣ

ＴＣ＝ ｄｓ０（ｑｔ，ｘｔ）
ｄｔ０（ｑｔ，ｘｔ）

×
ｄｓ０（ｑｓ，ｘｓ）
ｄｔ０（ｑｓ，ｘｓ

[ ]
）

１／２

ＥＣ是从 ｓ时期到 ｔ时期综合技术效率的变化，
此变动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

（ＰＴＣ）和规模效率变动（ＳＣ），ＴＣ代表技术变动。
上述公式值的含义：ｍ０的值本文用 ＭＰＩ表述，

大于１表示从ｓ时期到ｔ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增
长，小于１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ＥＣ＞１代表效
率改善，ＥＣ＜１代表效率下降；同样，ＴＣ＞１代表行
业的技术进步，ＴＣ＜１代表行业的技术退步。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指标选取及样本选择
运用ＤＥＡ方法进行研究必须首先确定零售经

营的投入与产出要素，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零售

经营投入与产出测量指标的选取并没有达成一致。

借鉴前人的研究并结合新准则财务报表的规定，本

文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两个指标来衡量零售经营

的产出，以固定资产、存货、销售费用和应付职工薪

酬四个指标来衡量零售经营的投入。选择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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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反映了企业的经营规模，选择净利润是因为企业

经营的根本目的还是利润最大化。从人、财、物等

资源投入角度考虑并结合了百货零售企业自身特

性，以更全面的反映零售企业投入状况。

以证监会行业板块所显示的沪深两市６５家 Ａ
股零售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主业不是

百货零售及百货业务占主营收入比重小于５０％的
公司１６家、经营存在风险警示的公司４家、年报数
据缺失的公司２家，成立时间在２０００年后的公司２
家，最终剩余４１家企业，且均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上市。
上市的４１家公司构成了研究中的样本决策单元，其
中２３家属于国有公司，１８家属于民营公司。时间
跨度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９年，所有投入产出数据均来
自锐思金融数据库。以下实证结果是在４１０个合格
样本的基础上应用ＤＥＡＰ２．１软件完成的。
３．２　经营效率评价
３．２．１　中国百货零售公司效率评价

本文采用投入导向的ＢＣＣ模型，应用ＤＥＡＰ２１
软件对４１家百货零售上市公司技术效率进行测度
（结果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中国百货零售上市公司技术效率值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ｒｅｔａｉｌｌｉｓ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份 ＴＥ ＰＴＥ ＳＥ

２０００ ０．７４３ ０．８６７ ０．８６４

２００１ ０．７５８ ０．８７１ ０．８７４

２００２ ０．７８５ ０．９０２ ０．８７５

２００３ ０．７８９ ０．８７１ ０．９０８

２００４ ０．８０５ ０．８８７ ０．９１

２００５ ０．８５２ ０．９１９ ０．９２５

２００６ ０．９１３ ０．９３５ ０．９７５

２００７ ０．８７３ ０．９１２ ０．９５７

２００８ ０．８１２ ０．８７９ ０．９２５

２００９ ０．８０４ ０．８７９ ０．９１５

几何平均值 ０．８１３４ ０．８９２２ ０．９１２８

注：①数据来源：ＤＥＡＰ２．１软件计算结果作者整理；②４１家上市公
司：合肥百货、鄂武商 Ａ、开元控股、昆百大 Ａ、西安民生、中兴商业、
武汉中百、武汉中商、宝商集团、华联股份、广州友谊、南京中商、商

业城、大厦股份、新世界、百联股份、豫园商城、南京新百、东百集团、

大商股份、欧亚集团、南宁百货、西单商场、重庆百货、兰州民百、汉

商集团、友好集团、新华百货、杭州解百、津劝业、益民商业、成商集

团、长百集团、银座股份、王府井、北京城乡、百大集团、通程控股、大

连友谊、渤海物流、友谊股份；③通程控股的２００７年报中应付职工薪
酬数据缺失，该年度用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的平均值来替代；渤海物流
的２００２年报中销售费用数据缺失，用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度的平均数
代替。

据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十年间中国百
货零售公司 ＴＥ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２００６年达
到峰值后，又开始呈现下落，其原因是受美国“次贷

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但落差不大。

从平均值来看，中国百货零售公司整体效率逐渐在

改善，处于一个良好发展状态上。从这十年的整体

状况来看，百货零售企业ＴＥ值有提高，结合ＰＴＥ和
ＳＥ值来看，ＳＥ的贡献最大。考虑每年数据变化，从
以下两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ＳＥ值表现最为积极。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中国百货零售公司的规模效率不断上升，规模经济

表现突出。结合行业特性来分析，零售行业是个技

术、资本进入壁垒都较低的行业，大量企业表现出

垄断竞争的特性，因此，为了应对入世后国外零售

巨头的冲击，我国百货零售企业从做大做强企业规

模入手，规模经济成为企业的发展方向。规模扩张

主要是通过增加总资产，扩大商业企业单体面积和

商品品类，增加经营设施，提高商业现代化管理的

物质装备水平，从而扩大商业企业购销运存的业务

吞吐量，以实现规模经济，实证也表明，增大百货店

的规模会提高其产出效率［１２］。“连锁百强”中以百

货业为主的１２家连锁企业，虽然店铺数量只增长了
５％，但销售额增长了２３％。这表明，百货零售行业
的资源整合空间非常大，通过资源整合提高零售企

业质量，大幅度提高零售企业的规模效率，从而提

高整体经营效率。

另一方面，ＰＴＥ值维持一个较为均衡的趋势。纯
技术效率衡量的是以既定投入资源提供相应产出的

能力，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中国百货零售公司纯技术效率值
变化不大，说明百货零售企业在既定资源投入下提供

产出的能力基本保持不变态势。中国百货零售企业

的纯技术效率提升不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百货零售

企业之间经营管理差异不突出造成的。

３．２．２　按照公司实际控制人分析经营效率
本文选取的４１家百货零售上市公司，按照公司

实际控制人判别，其中２３家属于国有公司，１８家属
于民营公司。从软件计算得到的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民
营、国有公司效率值对比结果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国有、民营公司效率值对比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公司性质 ＴＥ ＰＴＥ ＳＥ

民营 ０．９３３６６６６６７ ０．９５１５５５５５６０．９８１７７７７７８

国有 ０．９２８１７３９１３ ０．９７７５２１７３９０．９４９０８６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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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 ＴＥ值上，民营公司比国有公司略
高近１％，二者几乎相同，说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
企业，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历练后生存下来的企

业，都能够达到一个接近的效率水平，都表现出很

强的适应能力，表明了在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环

境的重要性。

再从ＰＴＥ值来看，国有比民营公司要高出２％，
这反映出来国有公司在既定资源投入下产出的能

力有了较强的增加，但从 ＳＥ值上看，民营公司比国
有的高出近４％，说明伴随企业规模扩大，民营公司
规模经济表现要强于国有公司。

３．３　生产率变动评价
对中国４１家百货零售上市公司在九个时间段

的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考察，计算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不同年份中国零售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各项效率变动情况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ＭＰＩ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ｔａｉ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ｙｅａｒｓ

年份 ＭＰＩ ＴＣ ＥＣ ＰＴＣ ＳＣ

２０００ ０．８０３ ０．８６１ ０．９３３ ０．９４６ ０．９８６

２００１ １．６５１ １．７６８ ０．９３４ ０．９１４ １．０２２

２００２ ０．５４４ ０．５５ ０．９８８ １．０３８ ０．９５２

２００３ ０．９８７ ０．９０６ １．０９ １．０４２ １．０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２７３ １．２１７ １．０４６ １．０３４ １．０１２

２００５ ０．８０７ ０．８０５ １．００２ １．０２ ０．９８３

２００６ １．１８６ １．３１９ ０．９ ０．８９１ １．０１

２００７ ０．８３４ ０．７１５ １．１６７ １．１４８ １．０１６

２００８ １．７１８ １．９ ０．９０４ ０．９４７ ０．９５５

几何平均值 １．０２５ １．０３２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７

由表３可知，中国百货零售企业 ＭＰＩ值除了
２００２年间的非常小之外，其他时期的都接近或大于
１，总的来看，自加入世贸和零售行业对外全面开放
以来，中国百货零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改

善的趋势。

还可以看出，ＴＣ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末的均值
大于１，说明百货零售企业生产率的改善总体上源
于技术进步。特别自２００４年零售业全面开放以来，
百货零售行业的 ＴＣ值开始显著提高，虽然有起有
落，但总的在不断提高且提高的幅度在逐步增加，

这个现象值得重视，表明企业管理者对技术在零售

行业运用的重视程度加大了。

ＥＣ值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末的均值略小于 １，说

明中国百货零售企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出现下降的

趋势，百货零售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决策有待改

进。进一步看，无论是 ＰＴＣ还是 ＳＣ值都小于１，说
明综合技术效率的下降是受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

效率下降的共同影响，其中，规模效率下降的影响

略小些。这与前文分析中国百货零售公司的规模

效率不断上升、规模经济特性表现突出的观点是相

吻合的。

总的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末中国百货零售企业
的ＭＰＩ值平均增长 ２５％，其中 ＴＣ值平均增长
３２％，而ＥＣ值平均下降了０８％。表明进入２１世
纪的前十年，中国百货零售企业的生产率的改善主

要还是由技术进步来实现，而综合技术效率还有很

大的改善空间，为此注重继续加快企业规模扩张的

同时，更要注重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研究结论
本文选择了中国百货零售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利用ＤＥＡ模型对其效率及生产率变动情况进行了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中国百货零售企业整体经营效率和生产率
逐步在改善。通过百货零售企业的全面技术效率

值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值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可

以佐证。

２）规模效率的提升是推动零售企业效率改善
的主要动力。实证结果表明规模效率贡献最大，而

纯技术效率则维持一个较为均衡的趋势。

３）技术的进步是构成零售企业生产率不断提
升的源动力。通过技术变动值得以体现。

此外，中国民营百货公司与国有百货公司在效

率上的差异不显著，说明百货零售业内各种企业主

体能够充分竞争并得到快速发展。

４．２　对策建议
我国百货零售企业要打造竞争优势，必须努力

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率及生产率。为此应做好以下

工作：

１）注重规模扩张的同时，更要做好规模质量的
提高，加强经营管理能力，努力培育核心竞争能力；

２）加强技术引进和应用，要注重信息技术、物
流技术等硬技术的运用，更要注重业态开发组合等

软技术的运用，来提升百货零售企业的生产率；

３）增强顾客服务能力，培育顾客忠诚度，提高
公司资源的利用效率。顾客忠诚是顾客长期以来

所形成的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一种消费偏好［１３］，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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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零售企业赢得顾客忠诚，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

对于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而言，应进一步做好

引导工作：

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塑造公平竞
争的环境，使得各种经营主体能够充分竞争，以此

提高自身效率；

２）继续做好国有企业零售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外，应加大政策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种非公有经济进

入，向高效率的零售企业集中，共同做大做强我国

零售业；

３）大力推进商业网点规划建设和听证工作，降
低零售企业规模扩张的盲目性，合理配置网点资

源，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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