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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 )*+ 模型对江苏省 &" 个市的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定量揭示不同城市投入产出的

效率的差异，反映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根据模型计算结果，针对资源 )*+ 无效的 ( 个

城市，可适当减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员比例，同时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发展对外加工贸

易，从而提高江苏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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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作为我国的经济强省，其 .)/ 总量在全国

名列前茅，但其自身经济的发展在地域上并非是整

齐划一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梯度。这种梯度特征

主要体现为 " 个层次，具体表现为人们所熟知的三

大经济区域———苏南、苏中、苏北。按最新统计口径

来划分，苏南包括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 0 个

地级市，苏中包括南通、扬州、泰州 " 个地级市，苏北

则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 0 个地级市。

苏南经济发达，在“十五”规划末，苏州、无锡已提前

迈入小康行列，苏中经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苏北地

区还相对落后［&］。

针对这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学术界、

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通常

采用总量指标，如地区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总

财政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对三大区域经济

发展进行横向比较。但是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系

统，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涉及众多指标，总量指标仅考

虑单投入、单产出，只能描述城市发展的绝对效率，

无法评价多投入、多产出，不能比较不同城市经济发

展的相对有效性，也就难以找出其差距的根源。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1232 4564789:453 2527;<=<，简

称 )*+ 法）是一种对若干类型的具有多输入、多输

出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分析的有效方

法［#］。它能够有效地反映出各经济系统中的资源配

置状况及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对经济系统中的投入

产出状况进行定量分析，并且 )*+ 方法在避免主观

因素影响、简化计算、减少误差等方面有着十分显著

的优越性。&!(’ 年，>2@:=77=25 将 )*+ 模型应用于

区域经济研究［"］；&!(! 年 AB2C54< 等人应用 )*+ 对

中国 #( 个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年，汤建影等运用 )*+ 模型对矿业城市发展效率进

行了评价［0］。

本文利用 )*+ 模型，从城市经济投入产出的角

度，来评价江苏省 &" 个市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定量

揭示不同城市投入产出的差异，对非有效城市的经

济发展提出建议，从而提高江苏省整体经济运行的

效率。

一、)*+ 模型

)*+ 是 &!%( 年 由 美 国 著 名 运 筹 学 家 +D
AB2C54<、EDEDA8894C 及 *DFB814< 等以“相对效率评

价”概念为基础首先提出来的［’］。对 )>?G$进行评

价，可以构造下面的 A#F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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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模型中，!为该决策单元 )>?$ 的有效值（指投

入相对于产出的有效利用程度）；)* 为 )>?* 的投入

要素集合，可由（$*&，$*#，⋯，$*+）表示；,* 为 )>?* 的

产出要素集合，由（(*&，(*#，⋯，(*-）表示；"* 为相对于

)>?$ 重新构造一个有效 )>? 组合中第 * 个决策单

元 )>?* 的组合比例；. I ，. J 为松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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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有效性

若该模型 "（%&’）存在最优解，不妨设!(，" ) (，
" * (为该模型的最优解，则有：

!）若!( + !，且 " ) (!(，" * (!(，称 ",-( 为弱

"#$有效，即对于决策单元 ",-，投入 #( 可减少

" ) 而保持产出 $( 的不变，或在投入 #( 不变的情况

下可将产出提高 " * 。

&）若!( + !，且 " ) ( + (，" * ( + (，称 ",-( 为 "#$
有效，或规模和技术有效，即对于决策单元 ",-(，在

原投入 #( 的基础上获得的产出 $( 已经达到最优。

.）若!( / !，则 ",-( 为非 "#$ 有效，即对于决

策单元 ",-(，可通过组合将投入降至原投入 #( 的

!( 比例而保持原产出 $( 不变。

& !规模效益值

设 % +""& ’!，则 % 为 ",-( 的规模收益值［0］。

!）% + !，表 示 ",-( 的 规 模 收 益 不 变，此 时

",-( 达到最大产出规模点。

&）当 % / !，表示规模收益递增，且 % 值越小规

模递增趋势越大，表明 ",-( 在投入 #( 的基础上，

适当增加投入量，产出量将有更大比例的增加。

.）当 % 1 !，表示规模收益递减，且 % 值越大规

模递减趋势越大，表明在 ",-( 投入 #( 的基础上，

即使增加投入量也不可能带来更大比例的产出，此

时没有再增加决策单元投入的必要。

. !决策单元的投影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没有达到 "#$ 有效的决策单

元存 在 的 问 题，我 们 可 以 借 助 于 投 影 分 析，将 非

"#$ 有效的决策单元转变为 "#$ 有效时，找出在输

入、输出方面需要改进的工作以及应达到的目标。

设 () +!((( ) " ) (，*) + *( * " * (（其 中!(，

" ) (，" * (的意义同上），则（ ()，*)）为 ",-( 对应的

（((，*(）在 "#$ 的相对有效面上的投影，它是 "#$
有效的。记!( + (( ) ()，* + " * (，称 ( 为投入剩

余，* 为产出亏空。

二、指标的选取和模型计算结果

运用 "#$ 方法评估城市经济投入产出的有效

性，指标的选取非常重要。根据数据口径的统一性、

可比性原则，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避免比率性、

相关性高的指标，在研究江苏省 !. 个市的投入产出

效率时，我们选择 &((2 年末各城市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就业人员作为输入指标，代表城市经济的投入要

素，在输出指标方面，选取人均 3"4、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反映城市经济的收益情况。

!. 个市的输入、输出指标，见表 !。

表 ! 江苏省各城市输入、输出指标值

城市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5

亿元

从业
人员 5
万人

人均
3"4 5

元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5

亿元

进出口
总额 5
亿美元

南京 !!!6788 .!6769 8(::0 !((8799 &0(79
无锡 :9!706 &:97&( 6&.&. :&87! &9!7::
常州 2.870( &8!786 .0&(0 8887(: :.7.:
苏州 !&..706 .9:7!: 66066 9(27(0 !8(670:
镇江 &6(7.2 !8:786 .&290 &8!7.9 .9762
南通 .0(769 88878( !9(6( 2.678! :27&6
扬州 &92722 &.6782 &(&2! .(67:9 &079.
泰州 &!:729 &2872: !6.66 &..7:! !97&9
徐州 82(799 82&7&( !.!6( .967(8 !!7&6

连云港 &&(7&: &&076( 969! !:&7(: &(7.:
淮安 &.8789 &0.70( !(6:. !9:76& 67:&
盐城 &627(6 .!:7.6 !&2:2 .!679! !87.2
宿迁 !&8722 &60769 0!:: !(972 !72.

数据来源：《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6

表 & "#$ 模型计算结果

城市
（",-）

有效值
（!）

规模收益
% +""& ’!

+ )
! + )

& + *
! + *

& + *
. 排序

南京 ! ! ( ( ( ( ( !
无锡 ! ! ( ( ( !( ( !
常州 (7:2. &7(&. ( ( ( ( 8.78.9 8
苏州 ! ! ( ( ( ( ( !
镇江 ! ! ( ( ( ( ( !
南通 ! ! ( ( ( ( ( !
扬州 (7::0 !72&. ( ( ( ( .&79!9 &
泰州 (7::. (70(. ( 8:7.(2 ( ( !:7.(. .
徐州 (7629! &7(0: ( ( ..267& ( 6.76 0

连云港 (76. (798& ( ( ( ( 97(&. 9
淮安 (7686 (70(& ( !979!8 ( ( &8798. :
盐城 (7:86 !7.&6 ( 972&6 ( ( .67(9& 2
宿迁 (70!! (7.98 ( !(672:0 ( ( !67(2! 6

三、运行结果分析

! ;技术有效性分析

根据表 & 可以看出，&((2 年末，在江苏 !. 个地

级市中，"#$ 有效的城市有 2 个，分别为南京、无锡、

苏州、镇江、南通，其中苏南地区就占四个。这是因

为苏南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带，受上海、南京的辐

射和推动，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传递很快，促进其经

济快速发展；位于苏中地区的南通与上海隔江相望，

又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拥有可停泊巨型海轮

的优良港口，随着直通上海的隧道的修成，南通可望

成为上海的又一后花园，这成为南通经济飞速发展

的动力。

除去南通，苏中苏北的城市都为 "#$ 无效，分别

为扬州、泰州、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但苏中

地区的有效值明显高于苏北。由于苏北地区主要分

布在淮河以北，交通运输设施落后，而且缺乏上海这

样的大城市动力源，且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

迁 2 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腹地的辐射能

力较弱，导致其经济发展较慢。苏中东濒黄河、南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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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与苏南和上海和苏南联系紧密，经济发达地区

对其带动作用明显，经济发展虽然不及苏南，但依靠

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发展速度仍然超过苏北。

! "规模有效性分析

规模收益 ! # $ 的城市有 % 个，为南京、苏州、镇

江、无锡、南通，它们同时处于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规模收益 ! & $ 的城市有常州、徐州、扬州、盐城，它们

处于规模递减阶段，即增加一个单位投入，其产出的

增加小于一个单位；规模收益 ! ’ $ 的城市有泰州、连

云港、淮安、宿迁，它们的规模收益递增，即增加一个

单位投入，其产出的增加大于一个单位。

规模收益递增的 ( 个城市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对城市经济发展投入需求量大，政府可积极吸引外

资，增加投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人员的素质，

那么这些城市的产出将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常

州、徐州、扬州、盐城的规模收益递减，说明这些城市

即使再增加投入也不可能带来更大比例的产出，所

以当地管理部门应适当控制投入规模，优化产业结

构，提高投入产出效率。

) "投入剩余和产出亏空分析

根据 *+, 前沿面理论分析，可计算出这 $) 个

城市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亏空。在非 *+, 有效的 -
个城市中，从投入方面看，均表现为现有产出条件

下，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员过剩，反映了这些

城市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和资本的过量投入获

得，高投入低产出，造成经济资源的浪费，经济运行

缺乏效率，如徐州在现有产出条件下，可减少固定资

产投资 $%)./( 亿元，从业人员 $%(.$% 万人；从产出

方面看，在现有投入条件下，除去徐州，其他 / 个城

市的人均 0*1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达到最大

产出，同时进出口总额均表现为产出不足，如常州，

其进出口总额还应增加 ().()2 亿美元，应该注意

到，这些城市大都集中在苏中苏北地区，相关部门应

充分发挥当地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对外加工贸

易，提高产出效率，那么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将更有

效，详见表 )。

四、结 语

“促动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地区经济特色”一直

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目标。利用 *+, 分析的结果，

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苏南要继续提升发展水平，继

续发挥地缘优势，主动接受上海的辐射，争取在高层

次和深度上与上海开展广泛的联合；苏中要争取快

速崛起，随着跨江大桥的不断建成，苏南与苏中联系

更加紧密，要积极建立跨江经济联合体，参照江阴与

靖江联合建立开发区模式，加快与苏南经济的一体

化 进程；苏北要发挥后发优势，发挥其劳动力、土地

表 ) 投入剩余和产出亏空值

城市
（*34）

有效值
（!） !#$ !#! !$$ !$! !$)

南京 $ 5 5 5 5 5
无锡 $ 5 5 5 $5 5
常州 5.-%) /-.6 )%.(2 5 5 ().()2
苏州 $ 5 5 5 5 5
镇江 $ 5 5 5 5 5
南通 $ 5 5 5 5 5
扬州 5.--/ )).( !6./! 5 5 )!.2$2
泰州 5.--) !%.%- /-.52 5 5 $-.)5)
徐州 5.6%2$ $%)./( $%(.$% ))%6.! 5 6).6

连云港 5.6) -$.% -(.!$ 5 5 2.5!)
淮安 5.6(6 -) $$6.- 5 5 !(.2()
盐城 5.-(6 (5.-! %-.%% 5 5 )6.52!
宿迁 5./$$ )%.22 $-).2% 5 5 $6.5%$

等资源优势，不断更新思想观念，主动迎接苏南的经

济辐射，使得苏南、苏北在资金、技术、劳力资源等诸

多方面交流融合，形成一种互补、携手合作、共同发

展的新型关系［-］。

利用 *+, 方法评价江苏省经济系统的有效性，

是一种综合评价。由于 *+, 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它

对各城市经济发展的绝对效益评价是无能为力的，

而且也不能对经济发展的具体效益分项评价。另外

省域经济是一个多因素决定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

多方面考察其投入产出的状况，这就需要综合运用

多种方法，既要从总体上横向把握省域经济发展的

相对有效性，又要从局部分析各城市各个方面的经

济效益，使分析工作更加全面、科学，从而更好地指

导实际工作，使之更加具体、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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