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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效率分析
———基于中国汽车行业上市公司 2006 —2008 年的经验证据

万伦来 ,鹿立林 ,刘子农
(合肥工业大学 人文经济学院 ,合肥 230009)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汽车行业上市公司 2006 —2008 年的年报数据资料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中国汽车

产业 2006 —2008 年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 ①虽然部分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规模收

益处于递增阶段 ,但是汽车行业部分上市公司纯技术效率的下降致使我国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总体技术

效率呈下降趋势 ; ②在技术效率前沿面运行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只占全部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一半左右 ,

中国汽车行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水平的差异化加剧 ; ③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 ,大多数的汽车行业上市公

司利润大幅下降 ,达到技术效率前沿面 (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有效) 的上市公司的抵抗风险能力要

大于技术效率较低的上市公司。鉴于此 ,有必要同时提高我国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技术和规模对技术效

率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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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汽车产业既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又是技术密集

型产业 ,其特点是大量的资本投入、技术投入和采用

先进的生产管理方式。技术效率则是考察一个企业

生产管理方式和资本投入产出效率的主要依据。技

术效率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企业生产和管理效率水平

的重要标准 ,对其科学测算和分析是提高生产效率

和改进生产管理方式的前提。鉴于此 ,本文选取在

沪、深上市的 16 家汽车公司作为代表 ,对我国汽车

产业技术效率总体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中国汽车

产业技术效率的分析和评价 ,一方面为上市公司提

供了改进生产管理方式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理论依

据 ,另一方面为中国汽车产业坚持自主创新、自主品

牌和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微观层面探索出改进方向和

现实途径[1 ] 。

目前 ,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汽车产业的技

术进步、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和产业组织等方面问题

进行了大量研究 ,但以汽车产业整体技术效率为主

题 ,应用 DEA (data envelop ment analysis)方法研究

其技术效率的文献并不多见。Papahristodoulou 应

用非参数的分析方法 ———DEA 数据包络分析法对

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厂商进行效率分析 ,研究表明韩

国汽车生产企业最有效率 ,且小型汽车生产厂商比

大型汽车生产厂商具有更高的效率[2 ] 。Seema

Sharma 运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分析了印度汽车

产业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生产率变动情况以及影

响生产效率变动的各种因素 ,其研究发现印度汽车

产业的对外开放并没有明显提高生产效率[3 ] 。Inha

Oh、J eong2Dong Lee、Seogwon Hwang、Alma Hes2
hmati 也从消费效用最大化角度 ,运用 D EA 方法分

析了韩国国内汽车产业的汽车性价比情况 ,并比较

了韩国国内不同汽车企业的市场竞争状况[ 4 ] 。谢嘉

峰运用 D EA 方法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 50 家汽车

零配件企业从 1999 年到 2001 年的效率变动情况 ,

发现大多数企业处于技术无效率状态 ,究其原因主

要是因为纯技术无效率。R1J1 Orsato、P1 Wells 研

究了汽车产业技术体制变革的过程 ,分析了汽车生

产厂商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的变动状况 ,结果表明 ,

汽车生产企业近 10 年来技术效率和核心制造能力

提高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环节中采用了整合平台 ,说

明现代汽车产业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到了应

对最大挑战的历史时期[5 ] 。

受国外学者研究的启发 ,我国学者胡洪力采用

DEA 方法对中国 1992 —2001 年轿车企业整体规模

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其中的 7 年处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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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递减阶段 ,其余的 3 年规模收益不变。由于我国

轿车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太低加之需求因素 ,因此

使其处于规模不经济的状态[6 ] 。何维达、刘满凤运

用时间序列加总数据的 D EA 方法对我国 2001 —

2010 年汽车行业运行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结

果表明 ,从 2008 年开始汽车产业进入一个较长的稳

步发展时期 ,产量和出口量进一步增加 ,国际竞争力

逐年提高[7 ] 。赵玻、王连利用生产函数法对我国汽

车产业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论表明我国汽

车产业技术效率处于较低水平 ,促进技术效率提高

的主要因素有员本劳动比、工程技术人员比重 ,研发

支出比重和产业量增长率阻碍了技术效率的提

高[8 ] 。白雪洁、戴小辉运用 DEA 模型对中国主要

轿车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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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生产企业之间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

效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引起差异的主要因素包括

企业的股权结构、含有外资的企业的股本来源、企业

的区域分布以及所属不同企业集团等[9 ] 。刘新、伍

海华运用 D EA 方法中的 CR 模型和 CRS 模型对中

国汽车制造业 22 家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进行分析

与评价 ,结果发现 ,中国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总体规

模相对偏小 ,经营效率不高 ,可增长空间较大 ,其管

理者应采取合理措施 ,做出相应决策[10 ] 。樊宏运用

33 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我国 2000 —2004 年间钢

铁、汽车、房地产三大行业的运行效率进行实证研

究 ,建立了运行效率评价模型及相应投影模型和评

价指标体系 ,并进行了测算[11 ] 。

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主要是从汽车产业全要素

生产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销售层面应用 D EA 方

法来分析汽车企业的运行效率状况 ,研究的主要对

象是国外汽车企业和市场。国内学者已开始注重从

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方面来分析汽车产业和部分汽

车公司的运行效率问题 ,但局限于部分车型的汽车

企业 ,或从整个制造业层面来分析。由于汽车产业

投入和产出多样化的特点 ,因此本文采用了基于多

投入、多产出的 DEA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测算技

术效率值 ,选择在沪深上市的具代表性的重点汽车

上市公司作为决策单元 ,从不同上市公司和不同年

份 ,即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技术效率水平进行

比较分析 ,能够更加客观地发现中国汽车产业技术

效率水平的现状及其原因。

2 　模型选择及数据选取

211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及 CCR模型

DEA 也称数据包络分析法 , 是由运筹学家

A1 Charnes 和 W1 Cooper 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

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

DEA 是一种非参数分析方法 ,与随机前沿分析法即

SFA ( stochastic f rontier analysis app roach) 不同。

随机前沿分析法是通过构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建

立在诸多条件假设以及设定模型的基础上的一种方

法 ;而非参数 D EA 法摒弃了参数方法中函数形式

需要事先假定、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需要检

验等多方面问题 , 在效率计算上的运用更为普

遍[12 ] 。一般使用的 D EA 模型是由 A1 Charnes、

W1 W1 Coope 和 E1 Rhodes 三人首先提出的 CCR 模

型 ,其模型形式如下 :

假设有 N 个决策单元 D M U j ( j = 1 ,2 , ⋯, n)

(decision maker unit) ,每个决策单元有 m 种“输入”
(投入) 以及 s 种“输出”(产出 ) ,其中第 j 个的

D M U j 输入和输出变量分别为 X j = ( x1 j , x2 j , ⋯,

x mj ) 和 Y j = ( y1 j , y2 j , ⋯, y nj ) ( j = 1 ,2 , ⋯, n) 。第

j 个被评价对象的技术效率评价指数为 :

h =
∑
m

i = 1
ui y ij

∑
s

r = 1

v r x rj

, ( j = 1 ,2 , ⋯, n) 。 (1)

那么 ,投入导向形式下用于评价 DMU 总体效

率和规模收益状态的 CCR 模型为 :

min[θ- ε( eTs - + eTs + ) ]

　　s1 t1

λj X j + s- =θX j0

∑
n

j = 1

λi Y i - s+ = Y j0

λj ≥0 ; j = 1 ,2 , ⋯, n; s- ≥0 ; s+ ≥0

(2)

若模型最优解λ、θ0 、S +0 、S - 0 满足θ0 = 1 并且

S +0 = S - 0 = 0 ,则称 DM U j0 是 D EA 有效的 ,即同

时达到了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如果决策单元为非

DEA 有效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公式 X 3
0 =θX - S - 0 ,

Y 3
0 = Y + S +0 ,计算出其在有效前沿面上的投影 ,它

提供了将非 D EA 有效的 DM U 转变为 DEA 有效时

在投入和产出方面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 ,利用

CCR 模型的最优解还可以了解 DM U 的规模收益

状况。若存在λ3
j ( j = 1 ,2 , ⋯, n) ,使得 ∑

n

j = 1

λ3
j = 1

成立 ,则称为规模收益不变 ,若不存在这样的λ3
j ,

则当 ∑
n

j = 1

λ3
j > 1 时为规模收益递减 ,当 ∑

n

j = 1

λ3
j < 1

时为规模收益递增[ 13 - 14 ] 。

212 　模型设定及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采用 DEA 的基本模型 CCR ,结合汽车上

市公司具体实际 ,选取变量指标对中国汽车产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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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的技术效率进行分析研究 ,经过变换后的线

性规划对偶模型如下 :

minθ

　　s1 t1

∑
m

1

λj X j + S - = θx 0

∑
n

1

λj Y j + S + = y0

Πλj ≥0 ( j = 1 ,2 , ⋯, n)

S + ≥0 , S - ≥0

(3)

运用 D EA 方法进行技术效率的评价需要确定

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指标体系是决定评价结果是

否科学的基础。构建科学的技术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必须保证指标项可以全面反映汽车行业生产经营各

个领域 ,满足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比性 ;应确保投入、

产出的口径统一 ,还要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性和准

确性。考虑上述因素 ,我们选取 DMU 的投入类指

标为 :年末总资产 ( X1) 、年末职工数 ( X2) 、主营业

务成本 ( X3) ,因为投入方面的要素主要集中这 3 个

方面 ,同类型企业有很好的可比性及数据易得性。

产出类指标的选取则要直接体现在收益方面 ,即投

入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以及反映公司主要经营

业务的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选取 D M U 的产出类指

标为 :净利润 ( Y1) 和主营业务收入 ( Y2) [15 - 16 ] 。

213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了能够反映我国汽车产业技术效率变化情

况 ,使分析结果能够进行纵横向比较 ,我们选取样本

的时间跨度为 2006 —2008 年。由于资料来源的限

制 ,因此未能选取全部汽车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只是

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16 家重点汽车上市公司作为

DEA 决策单元 ,分别是一汽轿车、东风汽车、上海汽

车、北汽福田、中国重汽和宇通客车等 16 家。

模型设定中 ,我们选取的输入指标为 3 个 ,输出

指标为 2 个 ,选择 16 家重点汽车上市公司作为决策

单元。样本容量 (16)大于投入与产出指标之积的 2

倍 (3 ×2 ×2 = 12) ,可以认为该 DEA 评价结果具有

合理的区分度 ;同时决策单元均为沪深两市上市的

以整车生产为主营业务的同类型汽车企业 ,满足

DEA 分析的同质性要求。

样本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万潮网的年

报统计数据。其中年末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主营

业务成本和净利润均依据次年修改版年报数据。表

1 列出了决策单元的公司代码及简称。

表 1 　决策单元代码

决策单元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决策单元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DM U1 600006 东风汽车 DM U9 600686 金龙汽车
DM U2 600066 宇通汽车 DM U10 000500 江铃汽车
DM U3 600104 上海汽车 DM U11 000572 海马股份
DM U4 600166 北汽福田 DM U12 000625 长安汽车
DM U5 600213 亚星客车 DM U13 000800 一汽轿车
DM U6 600375 星马汽车 DM U14 000927 一汽夏利
DM U7 600418 江淮汽车 DM U15 000951 中国重汽
DM U8 600565 迪马股份 DM U16 000957 中通客车

3 　实证结果和分析

311 　描述性统计

运用 SPSS11 对主要变量数据进行均值统计得

表 2。

表 2 　主要变量均值及统计分析结果

主要变量 样本总数
均值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相对均值水平 RC > 1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相对均值水平 RC > 1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总资产 (万元) 16 1114000 1282185 1337846 01 125 01 125 01 125 01875 01875 01875

员工数 (人) 16 5113 6216 6482 01 500 01 500 01 500 01500 01500 01500

主营业务成本 (万元) 16 782398 1319772 1416423 01 500 01 188 01 250 01500 01813 01750

净利润 (万元) 16 31479 59390 29905 01 438 01 188 01 438 01563 01813 01563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16 933536 1542446 1618119 01 500 01 188 01 250 01500 01813 01750

　　注 : RC为 2006 —2008 年的 ( R C = 当年汽车上市公司变量值/ 当年所有样本上市公司均值)相对均值水平。

　　由表 2 可看出 : ①2006 —2008 年间 ,中国汽车上

市公司的总资产、员工数、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收

入 4 个变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只有净利润在 2008 年

发生下降 ,主要原因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国

内外汽车的市场需求发生一定程度波动 ,大部分上市

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都大幅下降。另外也可以看

出 ,2008 年所有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只有 2007 年的一

半 ,也低于 2006 的利润水平。主营业务成本 2008 年

比 2007 年增加了 68168 % ,主要是受到铁矿石、钢材

等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的影响 ,另外还

有 CPI价格指数持高位 ,以及“新劳动法”的实行也增

加了汽车公司的人力资本投入。②相对均值水平也

发生变化 ,RC反映的是达到或者超过均值的上市公

司比率。从表 2 中看 ,总资产和员工数 3 年中没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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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 ,50 %的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和员工数在均值以

上 ,主营业务成本则开始呈现分化 ,即几个较大汽车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大幅度增加 ,而另外大部分企

业的增加幅度相比不多。净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也

有集中的趋势 ,一部分汽车上市公司的利润和收入占

相当大比例 ,说明汽车行业内的上市公司内部也有

进一步整合资源的需求。

312 　技术效率

DEA 数据分析软件采用的是 DEA P211 ,表 3

给出的是 2006 —2008 近 3 年的中国 16 家汽车上市

公司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程序运

行结果。
表 3 　16 家汽车上市公司整体技术效率

DM U 简称
技术效率

2006 2007 2008

纯技术效率

2006 2007 2008

规模效率

2006 2007 2008

规模收益状况

2006 2007 2008

1 东风汽车 01 921 01886 01888 01 923 01 886 01889 01997 11 000 01999 drs - drs

2 宇通客车 01 980 01977 11000 11 000 01 978 11000 01980 01 999 11000 irs drs -

3 上海汽车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000 - - -

4 北汽福田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000 - - -

5 亚星客车 01 835 01828 01847 11 000 11 000 11000 01835 01 828 01847 irs irs irs

6 星马汽车 01 902 01872 01866 11 000 11 000 11000 01902 01 870 01866 irs irs irs

7 江淮汽车 11 000 01961 01882 11 000 01 967 01882 11000 01 994 11000 - irs -

8 迪马股份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000 - - -

9 金龙汽车 01 994 01932 01866 11 000 01 991 01867 01994 01 998 01999 irs irs irs

10 江铃汽车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000 - - -

11 海马股份 11 000 01904 01820 11 000 01 909 01820 11000 01 998 11000 - irs -

12 长安汽车 11 000 01895 01901 11 000 01 895 01904 11000 11 000 01997 - - drs

13 一汽轿车 01 971 11000 11000 01 971 11 000 11000 11000 11 000 11000 - - -

14 一汽夏利 01 909 01813 01833 01 916 01 813 01833 01993 11 000 11000 irs - -

15 中国重汽 01 980 11000 01981 01 994 11 000 01999 01986 11 000 01982 irs - irs

16 中通客车 01 864 01850 01870 01 965 01 957 01942 01895 01 952 01924 irs irs irs

各项指标均值 01 960 01932 01922 01 986 01 962 01946 01974 01 977 01976

　　注 :表中 ,“irs”表示规模收益递增 ,“drs”表示规模收益递减 ,“ - ”表示规模收益不变。

　　从表 3 可以看出 ,2008 年汽车行业上市公司中

处于技术效率前沿面 (DEA 有效) 的有 :宇通汽车、

上海汽车、北汽福田、迪马股份、江铃汽车和一汽轿

车共 6 家公司 ,占样本总数的 37. 5 %。处在纯技术

效率前沿面上的有 :宇通汽车、上海汽车、北汽福田、

亚星客车、星马汽车、迪马股份、江铃汽车、一汽轿车

共 8 家公司 ,占样本总数的 50 %。仍有半数的公司

没有达到纯技术效率。从 3 年数据结果比较来看 ,

中国汽车产业的平均技术效率呈现下降趋势。3 年

中 ,平均规模效率值波动很小 ,平均技术效率的下降

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下降引起的。其中江淮汽车、

金龙汽车和海马股份的纯技术效率逐年降低 ,这是

由这几家汽车公司的主营业务变化所引起的 ,如江

淮和海马都从传统的优势产品 ———商务车、客车底

盘和皮卡为主转向开发中小型轿车。几大客车类上

市公司的技术效率相对有效主要得益于国家经济发

展政策、城镇化进程和公路建设的加快、低廉的人力

成本以及对外出口的增加 ,目前我国客车企业产量

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已具备大规模出口条件。

汽车产业整体快速发展的同时 ,上市公司内部的技

术效率、纯技术效率都发生了明显分化 ,从表 3 可以

得出结论 :有技术引进和合资背景的汽车上市公司

其技术效率水平明显比本土上市公司要高 ,说明国

外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方式是产生效率差异的一个重

要原因。本土汽车上市公司作为中国汽车产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纯技术效率水平有待提高 ,需要进一

步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增加自主开发产品的

技术含量和质量。

313 　规模收益

2006 —2008 年规模收益不变的上市公司平均

每年都有 8 家 (约占 DMU 总数的 50 %) ,即一半达

到规模效益不变状态 ,其中上海汽车、江淮汽车、迪

马股份、江铃汽车、一汽轿车 5 个 D M U3 年内均保

持规模效率值为 1 的运行水平。2008 年 ,东风汽

车、长安汽车规模效益递减 ,平均有 6 家汽车上市公

司规模效益递增。规模效率递减一般是由于其投入

已经超过了技术意义上最优规模 ,即投入过多而利

用水平较低 ,因此导致运行效率下降 ,需要减少冗余

投入来提高规模效率水平。所以对汽车上市公司中

规模效率值小于 1 的上市公司需要区分对待 :有的

是没有充分实现规模经济 ,规模效率与公司的技术

效率有十分显著的相关性 ,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扩大

生产规模来实现技术效率的提高 ;有的则是在一定

的技术、管理水平下 ,现有投入没有被充分利用 ,产

生了投入冗余 (表 4) [17 ] 。

汽车制造业的生产技术特点决定了规模经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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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3 年中 ,规模效益递增的上

市公司有亚星汽车、星马汽车、金龙汽车、中国重汽

和中通客车 ,这几家上市公司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增

加投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来实现规模经济和提高

技术运行效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

济 ,对汽车产业产生了巨大冲击 ,年报数据显示大部

分汽车公司 2008 年净利润大幅下降 ,长安汽车营业

利润实际为负值。我们从 3 年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 ,DEA 技术有效和规模效率值较高的上市公

司 ,由于其投入产出比较高和管理技术水平先进等

因素 ,因此它们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抵抗风险能力要

比其他公司强得多。

314 　投影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部分汽车上市公司技术效率较低

产生的原因 ,本文引入相对投影分析。相对投影分析

通过调整非 DEA 有效的决策单元的输入、输出数值达

到前沿面上的投影值 ,使决策单元达到 DEA 有效[18] 。

投影分析既明确了决策单元非有效的原因 ,又为非

DEA 有效决策单元的生产活动提供了相应的改进方

案 ,对汽车企业决策者以及汽车产业主管部门具有非

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以东风汽车为例进行分析
(2008 年) ,表 4 为其程序运行结果。由表 4 可知 ,东风

汽车在第二类投入即人力投入上冗余值 918 ,目标值

7336 ,且第二类产出不足即净利润少于目标利润值 ,目

标值为 83059517711。东风汽车要达到 DEA 有效 ,应

当缩减其相应指标输入值 ,即员工总数减少 918 ,并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产管理水平 ,使得第二种产出增

加 51511314514 ,达到目标利润值 ,其余 9 家非 DEA 有

效的 DMU 可采用上述类似分析计算其在生产前沿面

上的投影 ,就可得出它们投入的可节约量和产出的可

增加量。

表 4 　东风汽车的投影分析结果

Result s for firm :1 Technical efficiency = 01889 Scale efficiency = 01 999 (drs)

PROJ ECTION SUMMAR Y variable
Original

movement

Radial

movement

Slack

movement

Projected

value

output 1 31548203117 0 51511314514 83059517711

output 2 - - - -

input 1 - - - 716073714814

input 2 8254 - 918 0 7336

input 3 - - - 918892148815

4 　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本文运用 DEA 方法对汽车行业 16 家上市公

司近 3 年技术效率值进行了测算和比较。结果分析

表明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存在较大的差

别 ,近一半汽车行业上市公司运行在效率前沿面上 ,

其余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水平则相对较低。从样本

期来看 ,汽车行业上市公司的总体技术效率水平呈

现下降趋势 ,但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并没有产生

背离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汽车上市公司总

体技术效率水平的下降主要由部分上市公司纯技术

效率水平下降所引起 ,产生纯技术效率下降的原因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的是因为未实现规模经济 ,

有的则是因为汽车公司本身的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中国汽车产业在高速发展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形

势下 ,技术效率的这种背离是暂时的 ,可通过加快技

术创新步伐、完善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和生产结构合理性等措施促进其迅速提升。结合本

文分析结果 ,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 ,达到技术效率前沿面的上海汽车、北汽福

田、江铃汽车、迪马汽车、一汽轿车等公司 ,其共同点

是大量参与对外合作 ,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

方法 ,在整个汽车行业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提升技术

水平及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考虑到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效率水平整体上仍然较

低 ,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方面仍与国外

大汽车公司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 ,这些达到效率

前沿面的上市公司要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生

存和壮大 ,仍需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水平、技术研发

水平和产品设计水平。

第二 ,纯技术效率值较低的上市公司有金龙客

车、长安汽车、一汽夏利和中通客车。包括出现规模

效益递减的东风汽车和长安汽车 ,要防止过高投入

和盲目扩展 ,在适度经济规模的前提下减少投入、降

低成本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提高综合运行效率 ;江

淮汽车、海马汽车是由产品结构的变化引起的纯技

术效率下降 ,其共同点是最近两年主营业务和主要

产品发生变化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需要准确定位 ,提

高技术成熟度 ,利用好现有资源。对于纯技术效率

水平较低的其他汽车上市公司 ,可以通过引进生产

技术、改进生产方式、优化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及经

营管理水平来改善和提高。

第三 ,对规模效益递增的公司应有增加投入的

积极性 ,只有适度规模的制造能力才能获得较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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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同时改善上市公司的纯技术效率水平 ,进一步扩

大产出。政府要加强政策扶持 ,支持本土汽车上市

公司通过自主开发、联合开发、国内外并购等多种方

式发展自主品牌 ,适当进行股本扩张 ,扩大上市公司

资产规模。建议亚星汽车、星马汽车、金龙汽车和中

通客车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扩大生产规模 ,提高技术

投入和生产效率 ,增强规模经济效应。鼓励一汽、东

风、上汽等大型汽车上市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

规模收益递增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实施兼并重

组 ,形成少数几家年产量超过 200 万 ,占市场份额

90 %以上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近 10 年来中国汽车产业经历了高速持续发展 ,

已经逐渐成为世界汽车产业发展中心之一 ,2008 年

金融危机打破了全球汽车产业格局 ,使得中国汽车

产业的发展战略再次面临转型 ,汽车产业技术水平

和内部技术效率的提升是这次转型成功与否的关

键。要实现自主创新和打造核心竞争力就需要不断

优化投入产出结构 ,提高技术效率水平 ;不断开发应

用新技术和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需要不断完善汽车

产业链、进行并购重组和资源整合 ,推进汽车产业的

结构升级和价值提升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汽车

产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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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echnical Eff iciency of Automobile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n Automobile Industry During 200622008

Wan L unlai ,L u Lilin ,Liu Zin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 ,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 Using t he annual report data about 16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in automobile indust ry over t he period of 200622008 and t he met hod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 his paper calculates and analyzes t 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 ry in recent years1 The re2
sult shows t hat :alt hough some listed companies in automobile indust ry of China are at t he stag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 he decline of pure techni2
cal efficiency of some listed companies in automobile indust ry result s in t he downt rend of total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automo2
bile indust ry ;only half of listed companies operate on t he f rontier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t he difference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listed compa2
nies in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 ry has intensified ;in t he background of globe financial crisis ,t he profit of many listed companies has been decli2
ning ,and t he abilities of listed companies at technical efficiency f rontier to resist risk are t ronger t han t hose wit h t he lower technical

efficiency1 Therefore ,t he cont ribution degree of t he factors of technology and scale to technical efficiency for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automo2
bile indust ry should be improved1

Key words : automobile indust ry ;DEA ;technica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scale efficiency

44

技术经济 　　　　　　　　　　　　　　　　　　　　　　　　　　　　　　　　　　　　　 　第 29 卷 　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