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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运用三阶段 M almquist 指数对我国商业银行 2004 � 2008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投入变量有显著的影响,传统的 M almquist 方法高估了我

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以及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我国银行业在 2004 � 2008

年间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这主要源于技术进步的作用;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银行业整体生产

率大幅度下降,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影响要小于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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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研究背景

2004年以来, 大型商业银行先后上市, 农业银

行也积极准备, 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全面性开放,美国

次贷危机的爆发等一系列事件对我国大部分上市银

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不

断扩大,如图 1所示,但随着外资银行的全面准入和

我国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蓬

勃发展,我国银行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我国

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 2004 � 2008 年已经出现

明显的下降趋势,虽然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份额有

所增加,但是两者之和仍然出现了轻微下降, 如图 2

所示。这一系列事件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银行业的

发展情况引起重视, 特别是我国银行业的效率情况。

图 1 � 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

过去 50年,国内外学者都致力于对银行效率的

图 2� 全国性银行市场份额(按资产)

研究。早期银行业效率研究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率

和范围经济效率, 近几年对银行效率的研究则集中

于 X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Berger和 Humphrey

对有关银行效率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很有价值的综

述,总结出 5种主要的效率评价方法,即随机前沿面

方法( stochast ic fr ont ier appro ach, SFA)、自由分布

方法( dist ribution�f ree approach, DFA )、稠密前沿

面方法( thick fr ontier appro ach, TFA)、数据包络分

析( data env elo pm ent analy sis, DEA)和无边界方法

( f ree disposal hull, FDH ) , 并认为 DEA 是最具有

应用优势的银行效率评估方法
[ 1]
。国内对银行绩效

的研究起步较晚, 从相关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都采

用 DEA 和 SFA 的方法来描述中国银行业效率, 但

是这些描述基本上是静态的比较, 近年来已有学者

应用面板数据对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动态变化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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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张健华
[ 2]
认为不断提高的内部管理水平使中国

银行业生产效率在 1997 � 2001年中呈逐年上升趋

势。朱超[ 3] 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

轻微下降。柯孔林、冯宗宪 [ 4]建了投入产出导向型

的 Malm quist�Luenberg er 生产率指数, 分析了中国

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跨期动态变化,研究发现如果

不考虑不良贷款会高估中国银行业生产率增长。袁

晓玲、张宝山
[ 5]
用非参数 DEA 模型的 M 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测算了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

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下降趋

势,并分析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因

素。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传统 DEA 模型的局限性,

因此以上对银行业效率的研究均未能剔除环境变量

和随机效应对样本投入的影响,使得结果存在偏差。

为了能对环境变量进行有效剔除, F ried
[ 6]
提出了三

阶段 DEA 模型。目前在国内, 三阶段 DEA 运用于

银行效率的的研究甚少, 方燕、白先华[ 7]利用三阶段

DEA分析法对 2001 � 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

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入世以来, 不论

是在规模扩张上,还是在理财产品创新与服务方面

等经营效率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虽然存在对其

他领域的研究, 如黄舒瑜
[ 8]
利用三阶段 M almquist

指数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效率与生产力进行了分析,

然而运用三阶段 DEA 模型的 M almquist 指数对我

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仍然是空白。

为了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 本文在

三阶段 DEA 模型基础上引入 Malm quist 指数, 得

到三阶段 Malmquist指数模型。为了弥补我国银行

业研究的空白, 更加真实的反应我国银行发展的情

况,准确测度我国银行业发展效率,本文运用三阶段

Malm quist指数模型对我国 13家商业银行效率进

行分析。

2 � 三阶段 Malmquist 指数模型

三阶段M almquist指数模型的优势在于解决了

传统 M almquist 指数模型和传统三阶段 DEA 模型

的局限性: 传统的 Malm quist 指数模型不能将环境

变量和随机误差进行剔除; 而传统的三阶段 DEA

模型只能处理横截面数据, 不能反映经营效率的变

动情况。三阶段 M almquist 指数模型基本思路是:

第一阶段, 运用传统的 Malmquist 指数模型对

2004 � 2008年我国 13家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进

行分析; 第二阶段, 通过随机前沿法 SFA 模型对

DEA模型中的 BCC 模型分离出的偏移量进行调

整,以剔除环境和误差因素的影响;第三阶段将调整

后的投入项与原始的产出项再次代入 M alm quist指

数模型,此时得出的结果就是剔除了环境因素与随

机误差影响的纯全要素生产率。

2� 1 � 第一阶段 � � � 传统Malmquist指数模型

Sten Malmquist[ 1] 首次提出了用于分析消费的

定量指数 � � � M almquist 指数, 随后 Caves 等 [ 1] 首

度用来作为生产效率指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生产

率增长的测算方法。M almquist 指数方法可以处理

面板数据,它既能提供判断银行是否经济有效的综

合效率指标,又能将综合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

和技术进步率变化。技术效率变化可以进一步分解

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 纯技术效率变

化即指剔除规模效应后完全由银行管理水平变化带

来的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则指银行因自身规模大小

的改变对其效率的影响。

以 t 时期技术 T
t 为参照, 基于产出角度的

M 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如下:

M
t
0 ( X t+ 1 , Y t+ 1 , X t , Y t ) = d

t
0( X t+ 1 , Y t+ 1) /

d
t
0( X t , Y t )。 ( 1)

同样地,以 t + 1时期技术 T
t+ 1 为参照, 基于产

出角度的 Malm quist指数可以表示如下:

M
t+ 1
0 ( X t+ 1 , Y t+ 1 , X t , Y t ) = d

t+ 1
0 ( X t+ 1 , Y t+ 1) /

d
t+ 1
0 ( X t , Y t )。 ( 2)

其中, ( X t , Y t ) 、( X t+ 1 , Y t+ 1 ) 分别表示 t 时期

和 t + 1时期的投入和产出量; d
t
0 、d

t+ 1
0 分别表示以

t时期技术T
t 为参照, t时期和 t + 1时期的距离函

数,这是构造 M almquist 指数的基础。距离函数是

Far rell技术效率的倒数,从而可以定义生产可能性

边界下的投入距离函数为:

d
t
0 = 1/ F t

0( X t , Y t | C, S )。 ( 3)

为了避免时期选择的随意性所产生的差异,仿

照 Fisher 理想指数的构造方法, 用两个生产率指数

的几何平均值来计算生产率的变化:

M
t, t+ 1

( X t+ 1 , Y t+ 1 , X t , Yt ) = [ d
t
c( X t+ 1 , Y t+ 1) /

d
t
c ( X t , Y t ) ∀ d

t+ 1
c ( X t+ 1 , Y t+ 1) / d

t+ 1
c ( X t , Y t ) ]

1/ 2。 ( 4)

其中, d
t
c( X t , Y t ) = d

t
0 ( X t , Yt C) , 其他各项依

次类推。这样处理以后得到的M almquist 指数就具

有了良好的性质, 它可以分解为不变规模报酬假定

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 EFF ch) 和技术进步指数

( T ECH ch) ,分解过程如下:

M
t, t+ 1

( X t+ 1 , Y t+ 1 , X t , Yt ) = d
t+ 1
c ( X t+ 1 , Y t+ 1) /

d
t
c ( X t , Y t ) [ d

t
c ( X t+ 1 , Y t+ 1) / d

t+ 1
c ( X t+ 1 , Y t+ 1) ∀ d

t
c ( X t ,

Y t ) / d
t+ 1
c ( X t , Y t ) ]

1/ 2
。 ( 5)

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EFFch)可以分解为

纯技术效率指数( PE ch)和规模效率指数( S Ech)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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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ch = PEch ∀ SE ch。 ( 6)

于是式( 5)转化为:

M
t, t+ 1

( X t+ 1 , Y t+ 1 , X t , Y t ) = TECH ch ∀ PE ch ∀
SEch。 ( 7)

因此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由技术变化、纯

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 3 部分构成。如果

M
t, t+ 1

( X t+ 1 , Y t+ 1 , X t , Y t ) > 1说明从 t期到 t + 1期

生产率是提高的,反之则说明生产率是下降得;如果

M
t, t+ 1

( X t+ 1 , Y t+ 1 , X t , Y t ) = 1则说明生产率不随时

间变化而变化。因此, 本文的 M
t, t+ 1

( X t+ 1 , Y t+ 1 , X t ,

Y t ) 指数测量的就是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化指数。

2� 2 � 第二阶段 � � � 建立 SFA模型

Fried
[ 6]
认为, 传统 DEA 分析得到的投入/产出

松弛变量受 3部分因素影响: 环境因素、随机因素和

管理效率。传统的M almquist指数模型未剔除干扰

因素, 因此是不准确的。在第二阶段通过建立 SFA

模型可剔除上述 3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得出纯全要

素生产率。本文基于 DEA模型中的 BCC模型计算

出的差额变量进行回归, 从而对原始投入数据进行

调整。

由 BCC模型及各投入变量的资料,即可建立各

投入变量的差额变量数据值。BCC 投入导向型模

型发展得应经较为成熟,因此此处不再累述。令第

k家 DMU 在第 n 个投入值为X nk 表示及其差额值

( slack values)为 Snk , 即

Snk = X nk - X n�# 0。 ( 8)

假设 Snk 是受到 p 个环境变量 Z k = (Z1k , Z2k ,

∃, Zpk ) 的影响, k = 1, 2, ∃, K。因此可利用 SFA

来建立 Snk 与 Z k 之间的关系。根据 Bat tese、Coel�
l i[ 1]的理论,差额变量与环境变量模型为:

Snk = f
n
( Zk , �

n
) + Enk ; ( 9)

Enk = V nk + U nk。 ( 10)

式( 9)中, Snk 表示第 k 个决策单位第 n 项投入

的差额值; �
n
为环境变量的待估参数; f

n
( Zk , �

n
) 表

示环境变量对投入差额值 S nk 的影响方式, 一般取

f
n
( Zk , �

n
) = Zk�

k
。V nk + U nk 为复合误差项, V nk 表

示随机干扰,并假设服从 V nk ~ (0,  2
vn) 的随机误差

项; U nk 表示管理无效率, 并假设 Unk ~ ( !n ,  un ) ,

V nk 与 Unk 独立不相关。特别地,当 ∀=
 un

 un +  vn
趋

近于 1 时, 管理因素的影响占主导地位; 当 ∀=

 un
 un +  vn

趋近于 0时, 随机误差的影响占主导地位。

利用 SFA模型的回归结果调整各 DMU的投入

项,将所有决策单位调整到相同的环境条件或平台状

态,同时考虑随机干扰的影响,从而可以测算出纯粹

反映各决策单位管理水平的效率值。调整方式如下:

X
*
nk = X nk + [ maxk { Zk �̂n} - Zk �̂n ] +

[m axk { V̂ nk } - V̂ nk ]。 ( 11)

其中, X *
nk 为调整后之投入量; X nk 为原始投入

量; Zk为环境变量观察值; �n为待估算之未知参数;

V nk 为第k 个DM U在第n个投入时, 其生产过程的

随机误差。

2� 3 � 第三阶段 � � � 调整后Malmquist指数模式

在第三阶段中, 将第二阶段得出的调整后投入

值与原始产出值再次代入 M almquist 指数模型,计

算各决策单位的效率。这时所得到的即为消除了环

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影响后的效率值。

3 � 指标设计及数据来源

3� 1 � 投入产出指标的设计
本文采用了 Far rell的效率概念,但通过投入产

出变量的选择,使技术效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资源利用的价格因素。一般而言, 在选择商业银行

投入产出变量的时候通常有 3种方法[ 6] : 生产法将

银行视为金融产品的供给者,存贷款笔数视为产出,

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等; 中介法将银行视为储蓄投资

的中介机构,存贷款均作为产出,投入也一般为资本

和劳动力等;对偶法介于前两种方法之间,其最大的

特点是存款既可以作为产出又可以作为投入。3种

方法各有利弊,参考以往文献所采用方法以及考虑

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结合了 3种方法,将数量关

系的投入指标定义为: 存款总额( CKZE)、固定资产

净值 ( GDZC )、营 业费用 ( YYFY )、职工人数

( ZGRS) ;同时将产出指标定义为: 利息收入 ( L X �
SR )、税前利润总额( L RZE)、贷款总额(DK ZE)。

3� 2 � 环境变量指标设计

本文在第二阶段, 将采用 BCC 模型和 SFA 模

型将影响投入变量的随机因素和环境因素进行剔

除。综合以往的文献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选择

3个环境变量指标: 分支机构数( FZJ G)、所有权属

类别( S YQS)以及银行成立的年数( YH CL )。

银行的分支机构数影响银行的服务范围,分支

机构数越多,其市场占有率便会越高,进而可能增加

银行的服务品质、提高银行产出。但是同时,分支机

构数越多,所需的成本也就越多,从而有降低绩效的

可能。

CH EN 等人[ 9] 认为大的国有银行和相对小的

股份制银行效率值要远远大于中等股份制银行的效

率值。显示出银行所有权属类别不同, 将会影响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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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效率。因此为了去除外在环境对效率造成的不

公平影响,选取银行的所有权属类别作为环境变量。

该变量为虚拟变量, 国有商业银行取值为 1,中小股

份制银行取值为 0。

银行成立年数影响其服务的品质, 成立越久的

银行其市场占有率会越高,有越多的忠诚顾客,进而

会提高产出。然而我国的发展情况同国外的银行不

同,我国金融业仍在起步阶段,因此成立越久的银行

业有可能存在成本过高的情况。

3� 3 � 样本的选择以及数据来源
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我们选取 13家全国性商

业银行作为样本考察对象 %。13家全国性商业银行

包括 4家国有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

银行、建设银行; 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中

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这些银行的资

产总额占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 65%以上, 它们的

效率高低足以反映我国银行业的总体绩效。本文样

本数据来源于 2005 � 2009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和
各银行 2004 � 2008年年报。表 1对这 13家商业银

行 2004 � 2008年度的数据特征进行了描述。

表 1� 2004� 2008 年 9 家城市商业银行投入产出变量及环境变量数据特征描述

变量 变量代号 变量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投入变量

产出变量

环境变量

CK ZE 存款总额 82234� 460 1672� 662 19208� 111 21313� 698

GDZC 固定资产净值 1099� 760 15� 543 260� 838 313� 997

YYFY 营业费用 991� 930 24� 573 260� 961 294� 281

ZGRS 职工人数 489425� 000 6382� 000 117416� 169 158246� 406

LX SR 利息收入 4405� 700 54� 926 897� 227 1035�143

LRZE 税前利润总额 1453� 010 4� 912 249� 431 328� 549

DKZE 贷款总额 45719� 940 1261� 955 12258� 470 12515� 891

FZJG 分支机构数 31004� 000 154� 000 5754� 400 8513�901

S YQS 所有权属类别 为虚拟变量, 4家国有商业银行取值为 1,其余 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取值为 0

YH CL 银行成立年数 100� 000 8� 000 32� 231 29�243

4 � 实证分析及结果

4� 1 � 第一阶段 � � � 传统的Malmquist指数分析

传统的 M almquist 指数分析是本文的第一阶

段,采用 Deap2� 1 软件对 2004 � 2008 年我国商业

银行进行分析。表 2是 2005 � 2008年这 13家商业

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结果。
表 2� 第一阶段 Malmquist指数分析

时间 2004 � 2008

DM U EFFch T ECH ch Pech Se ch T FP ch

工商银行 1� 000 1� 133 1� 000 1�000 1� 133

农业银行 1� 017 1� 135 1� 092 1�014 1� 256

中国银行 0� 977 1� 080 0� 979 0�999 1� 056

建设银行 1� 000 1� 177 1� 000 1�000 1� 177

交通银行 1� 075 1� 098 1� 075 1�000 1� 180

中信银行 0� 988 1� 075 0� 988 1�000 1� 062

民生银行 0� 963 1� 292 0� 969 0�994 1� 244

华夏银行 0� 996 0� 988 0� 996 1�000 0� 983

光大银行 1� 010 1� 073 1� 008 1�002 1� 084

招商银行 1� 005 1� 195 1� 004 1�003 1� 200

深发银行 1� 000 1� 025 1� 000 1�000 1� 025

兴业银行 1� 000 1� 250 1� 000 1�000 1� 250

浦发银行 0� 967 1� 098 0� 967 1�000 1� 062

M EAN 1� 006 1� 122 1� 005 1�001 1� 128

� � 从表 2中可以看出, 总体上而言我国银行业在

2004 � 2008这 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改进趋

势, 平均增长指数为 1� 128, 表明平均每年增长

12� 8%。其中效率改进为 0� 6% , 技术进步为

12� 2%。传统的 Malmquist指数分析说明我国银行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作

用。同时技术效率改进中, 规模效率改进为 1% ,纯

技术效率改进为 5%。

4� 2 � 第二阶段 � � � 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
在第二阶段将各 DUM 通过 BBC 模型分离出

投入项的松弛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将上文所定义的

3个环境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利用软件 Fro nt ier

Versio n 4� 1进行 SFA 回归分析。由表 3可以看到

3个环境变量中只有 S YQS 对投入指标没有影响,

因此若只进行传统的 M almquist指数分析, 势必会

影响我国银行业的效率分析。

表 3中的系数显示分支机构的多少对投入变量

有正的影响,这说明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现阶段再一

味地扩大分支机构会对其效率提高有抑制作用; 同

时银行成立的年数对投入的影响为负, 表明在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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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前提下银行成立得越早投入就会愈小, 也就

是说明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我国银行业中成立

越早的银行其效率越高。这可能是因为银行成立得

越早,其客户的忠诚度就越高,使得银行降低部分管

理成本,从而效率便会越高。

表 3� 2008 年第二阶段 SFA估计结果 %

� � � � � � 松弛变量 �
� 环境变量 � � � � � �

CKZE GDZC Y YFY ZGRS

FZJG

S YQS

YH CL

sigma� squared

gamm a

0� 6710* *

- 7658� 1470

- 1� 1710* * *

162331� 1000* * *

1� 0000* *

0� 0410*

- 464�4850

- 0� 1200* *

6078� 4590* *

1� 0000*

0� 0100*

- 118� 2250

- 0� 0660*

394� 8970*

1� 0000*

14� 3290* * *

- 165766� 3000

- 4� 1860* * *

741120� 0000* * *

0� 9991* *

� � 注:  * !显著水平达 1% ,  * * !显著水平达 5% ,  * * * !显著水平达 10%

� � 另外存款总额 ( CKZE )、固定资产净值

( GDZC)、营业费用 ( YYF Y)、职工人数( ZGRS )的

松弛变量和环境变量之间的 gamm a都趋近于 1, 则

表明投入偏移量主要受到管理误差的影响, 因此进

行第二阶段对投入变量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

4� 3 � 调整后的Malmquist生产率变化指数分析

4� 3� 1 � 调整后Malmquist指数测度

本文将经过 SFA 调整后的投入量与原始的产

出量利用 Deap2� 1软件再次进行分析,计算了中国

各家 商业银行 2004 � 2008 年 期间的三阶 段

Malm quist指数及其分解, 并据此得到中国银行业

总体各期间的三阶段 M almquist 指数及其分解, 结

果见表 4。

1)总体上而言我国银行业在 2004 � 2008 这 5

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呈现改进趋势,纯全要素

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5� 9%, 其中效率改进为

0� 5% ,技术进步为 5� 3% ,经过调整后的M almquist

指数测度出的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

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其中从 2004 �
2008年平均而言, 规模效率没有变化,因此技术效

率的改进是管理水平带来的变化。

2)总体分阶段看,在 2004 � 2007年期间我国银

行业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呈现出大幅度的改

进,并且各年效率变化值都小于 1,这说明这段期间

内生产率的改进源自技术进步。这可能的原因是由

于我国各家商业银行加大了 AT M 机、POS 机的投

入,大力研发网上银行交易和电话银行业务, 产生了

积极作用,从而对中国银行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产生了推动作用。而 2007 � 2008年期间,我国

银行业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出现了恶化趋势, 年

均增长率为- 33� 2% ,其中效率改进为 7� 5%, 技术

进步为- 37� 9%。这可能是由于 2007 年爆发的金

融危机使得我国银行业整体在此期间全要素生产率

出现了显著地下降。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得我国

银行业的管理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全要素生产率下

降得同时技术效率得到了改进。并且金融危机对国

有商业银行的影响显然要小于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影响。这可以从 2007 � 2008年间各家商业银行全

要素生产率退步的情况看出。4大国有商业银行除

了建设银行的生产率出现了轻微退步以外 ( -

0� 32% ) ,其余 3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变

化指数任然大于 1。而 9家股份制银行生产率都出

现了大幅度的退步。

3)就各家银行而言,虽然我国银行业在 2004 �
2008年期间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改进的趋势,然

而在研究的各样本中, 华夏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

展银行以及浦发银行在 2004 � 2008年期间却出现

了生产率的退步。在生产率出现退步的 4 家银行

中,光大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技术效率变动指数

为 1,这说明这 2 家银行生产率退步主要是受技术

退步的影响;浦发银行的技术进步变动指数大于 1,

这说明其生产率退步的原因是技术效率的退步; 而

华夏银行生产率的退步则是因为技术的退步和技术

效率退步的双重作用。这 4 家银行在 2004 � 2007

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改进趋势, 因此可以从

某种程度上说明金融危机对这 4家银行的影响更为

严重。其中又以深圳发展银行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最

重,在 2007 � 2008年间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为- 66� 6%。其余的 9家银行在 2004 � 2008年间,

只有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生产率的改进

来自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的双重影响,另外

6家银行生产率的提高都只来自于技术进步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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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三阶段Malmquist指数分析

时间 2004 � 2005年 2005 � 2006年

DM U EFF ch3 T ECH ch3 T FPch3 EFFch3 T ECH ch3 T FP ch3

工商银行 1� 000 1� 129 1�129 0� 977 1� 124 1� 099

农业银行 0� 841 1� 125 0�946 1� 009 1� 255 1� 267

中国银行 1� 000 1� 103 1�103 1� 000 1� 132 1� 132

建设银行 1� 000 1� 283 1�283 1� 000 1� 106 1� 106

交通银行 1� 178 1� 190 1�402 1� 000 1� 142 1� 142

中信银行 1� 000 1� 302 1�302 0� 855 1� 205 1� 031

民生银行 0� 946 1� 339 1�267 1� 057 1� 424 1� 506

华夏银行 1� 000 1� 288 1�288 0� 885 1� 246 1� 103

光大银行 1� 000 1� 370 1�370 0� 920 1� 191 1� 095

招商银行 1� 029 1� 492 1�535 1� 047 1� 170 1� 225

深发银行 1� 000 1� 466 1�466 1� 000 1� 185 1� 185

兴业银行 1� 000 1� 640 1�640 1� 000 1� 254 1� 254

浦发银行 1� 000 1� 241 1�241 0� 866 1� 299 1� 125

M EAN 0� 997 1� 297 1�293 0� 968 1� 208 1� 169

时间 2006 � 2007年 2007 � 2008年

DM U EFF ch3 T ECH ch3 T FPch3 EFFch3 T ECH ch3 T FP ch3

工商银行 0� 982 1� 208 1�187 1� 042 0� 983 1� 025

农业银行 0� 967 1� 236 1�196 1� 741 0� 925 1� 610

中国银行 0� 848 1� 079 0�915 1� 180 0� 939 1� 108

建设银行 1� 000 1� 330 1�330 1� 000 0� 968 0� 968

交通银行 1� 000 1� 127 1�127 0� 872 0� 925 0� 807

中信银行 1� 132 1� 158 1�310 0� 988 0� 687 0� 678

民生银行 0� 855 1� 679 1�436 1� 135 0� 408 0� 462

华夏银行 0� 981 1� 026 1�006 1� 131 0� 444 0� 503

光大银行 1� 087 1� 256 1�365 1� 000 0� 479 0� 479

招商银行 1� 000 1� 536 1�536 1� 000 0� 612 0� 612

深发银行 1� 000 1� 165 1�165 1� 000 0� 334 0� 334

兴业银行 1� 000 1� 523 1�523 1� 000 0� 442 0� 442

浦发银行 0� 964 1� 280 1�234 1� 088 0� 501 0� 545

M EAN 0� 983 1� 264 1�243 1� 075 0� 621 0� 668

2004 � 2008年

DM U EFFch3 T ECH ch3 PEch3 SEch3 T FP ch3

工商银行 1� 000 1�108 1� 000 1� 000 1� 108

农业银行 1� 093 1�127 1� 095 0� 999 1� 233

中国银行 1� 000 1�061 1� 000 1� 000 1� 061

建设银行 1� 000 1�162 1� 000 1� 000 1� 162

交通银行 1� 007 1�091 1� 007 1� 000 1� 098

中信银行 0� 989 1�057 0� 989 1� 000 1� 045

民生银行 0� 993 1�069 0� 993 1� 000 1� 061

华夏银行 0� 996 0�925 0� 996 1� 000 0� 921

光大银行 1� 000 0�995 1� 000 1� 000 0� 995

招商银行 1� 019 1�132 1� 019 1� 000 1� 153

深发银行 1� 000 0�906 1� 000 1� 000 0� 906

兴业银行 1� 000 1�084 1� 000 1� 000 1� 084

浦发银行 0� 976 1�009 0� 976 1� 000 0� 985

M EAN 1� 005 1�053 1� 005 1� 000 1� 059

4� 3� 2 � 调整前后Malmquist指数比较

从表 2 和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到调整后的

Malm quist指数和调整前有着一定的差异。明显地

看到调整前的 Malmquist指数模型严重地高估了我

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 高估了技术进步指数和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这使得在使用传统 M almquist

指数分析的时候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 如传统的

M almquist 指数分析得出在 2004 � 2008 年间只有

华夏银行出现了生产率恶化的趋势, 而三阶段

M almquist指数分析却得出了其中有 4家银行都出

现了生产率恶化的趋势。

图 3为将全要素生产率 2004 � 2008年就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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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调整前后各家银行 Malmquist指数对比

图 4� 调整前后分阶段总体 TFP 比较

银行而言调整前后的差异。可以看到传统的

Malm quist指数模型除了中国银行以外,其他各家

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都被高估了;就技术进步变化

指数而言, 各家商业银行都被高估了。为将全要素

生产率就每个期间而言调整前后的差异。可以看到

其实在 2004 � 2006年间传统的 M almquist 指数都

低估了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 2006 � 2008年间传统

的M almquist指数却高估了全要素生产率。这说明

环境变量在不同期间对投入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

2004 � 2006年间环境变量对投入有着正的影响, 而

在 2006 � 2008 年间对投入的影响为负。而在

2007 � 2008年间传统 M alm quist 指数模型对全要

素生产率高估的程度更为严重, 这说明调整前的

Malm quist指数没有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完全

考虑到。

5 � 结论

本文利用 DEA 三阶段 M almquist 指数模型对

能够代表我国银行业整体效率的 13 家商业银行

2004 � 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情况进行了分

析。以往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变化情况的分析未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因而有

一定的误差。本文通过三阶段 M alm quist指数模型

从一定程度上对这种误差进行了纠正。

在对投入指标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发现, 我国银

行业总体经营效率受 3 个环境变量影响显著, 这可

以从环境变量对投入冗余的回归分析中体现。在利

用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发现,传统

的 Malm quist指数分析明显地高估了我国全要素生

产率变化指数,高估了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变

化指数。三阶段 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表明我国

银行业在 2004 � 200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改

进趋势,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

进步的作用。而在 2007 � 2008年间由于金融危机

的影响,我国银行业整体的生产率大幅度下降, 但金

融危机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远大于对国有商业

银行的影响。因此我国银行业在未来期间不得不重

视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防范风险的能力, 以使自身

能抵御突发风险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

本文通过三阶段M almquist指数模型解决了原

本 M almquist 指数模型的局限性, 通过 SFA模型的

调整剔除掉了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投入指标的影

响,再利用调整后的投入值计算三阶段 M alm quist

指数。但是对于三阶段 Malmquist 指数模型的使

用,理论界还存在着对环境变量选择的争议。本文

采用的变量主要根据以往研究中证明对银行效率有

影响的外生变量进行选择的,因此缺乏一定的理论

依据,可能存在对投入指标的影响。纳入更多的环

境变量以及剔除多余的环境变量将可能对效率有一

定的影响,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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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EA Model of Three�stage Malmquist Index

Luo Q ian, Pu Yo ng jian, H uang Sen
( Sch ool of E conomics and Bu siness Adminis t rat ion, Chongqing Un iversity, Ch on gqin g 400030, Chin a)

Abstract: With th e three�stage malm quist index of DEA model, this art icle analyze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 ivity of the comm ercial ban k in china

du ring 2004 � 2008 for the f irst t ime. T he res ult s s how that environment variables have a signif icant impact on the in put of ban k; t radit ional

m almquist index have over�es timated the change of T FP,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s w ell as technological ef f iciency index ; the improvements of

TFP is m ainly derived fr om the progres s of techn ological during 2004 � 2008; further more, th e f inancial cri sis lead to a sign ificant declin e of

TFP in the b ank ing in dust ry of china, but the impact on the state� ow ned comm ercial banks is less than the impact on the joint�s tock com mer cial

b an ks.

Key words: DE A m odel; three�stag e malmquist index ; commercial b ank ; total factor product 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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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tudy on Provincial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Dynamic

Changes Based on AHP Method:A Case of Shanxi Province

Su jianjun1, 2 , H uang jieyu2, 3

( 1� Hedong Cu lture Research Center, YunCheng University, Shanxi YunCheng 044000, C hina;

2� Departmen t of Econ om ic and M anagement YunC heng Un iversity, YunCh eng 044000, China;

3� School of Admin ist rat ion Science & Engineerin g, S hanxi University of Fin ance & Econ omics, T aiyuan , 030006, C 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quant itat ive study the tou rism compet it iven ess disparity, f rom the in dust rial point of view , the evaluat 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 sm compet iti veness i s s et up� Th e paper analyses on touris m com pet it iven ess of 11 cit ies in Shanxi Provin ce by the method AH P& Yaah p�

It show s in the fol low ing: touri sm real pow er, touris m development potent ial , t ou rism s upport ive and tourism compet it iven ess have been in�

creased, bu t the grow th rates are dif f erent� T aiyuan, Datong and Jinz hong have b een the h ighes t levels cit ies of the tou rism compet iti veness ,

w h ether th e tou rism compet it ivenes s index or the sort have been in the top three f rom 2004 to 2008� T aiyuan is quite prominent , in view of the

change of the touris m compet it iven ess developm ent capacity, Datong, Shuozh ou , Jinz hong, Yun chen g, Xinzhou, Linfen and L uliang are above

th e average development speed from 2006 to 2008� Yunchen g is the fastes t, Taiyuan and Yangquan are alm ost unchan ged� Finally, app ropriate

m easures an d st rategies are put forw ard.

Key words: AH P method; tou rism compet iti veness; evalu at ion system; S han 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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