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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建筑业效率实证分析及提升策略

李惠玲ꎬ孙　 飞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深入探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东北地区建筑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运用超

效率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和投入产出指标筛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ꎬ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东北地区建筑业效率进行测算ꎮ 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建筑业综合技术效率、规模

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差距较大ꎮ 试图以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视角ꎬ提出推动东北

地区建筑业发展对策及建议ꎬ以促进东北地区建筑业稳定、快速、协同发展ꎮ

关键词:超效率 ＤＥＡꎻ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ꎻ建筑业效率ꎻ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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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建筑业进入了一个

鼎盛发展时期ꎬ 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ꎬ２０１４ 年全国

建筑业生产总值达 １７６ ７１３ ４２ 亿元ꎬ建筑业

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为 ５ ５５％ ꎬ建筑业从业人

员数为 ４ ５３６ ９７ 万人[１]ꎮ 建筑业作为国民

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ꎬ在解决社会就业压力、
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

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然而ꎬ由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倾斜程度等一系列

因素影响ꎬ使区域建筑业效率发展水平层次

分明ꎮ 面对东北地区建筑业整体发展水平偏

低、利润低、现代产业化程度低、核心技术落

后、人才流失严重等窘境ꎬ有必要对东北建筑

业效率进行实证分析ꎬ为东北地区建筑业结

构调整及转型升级提供对策及建议ꎮ

一、建筑业效率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建筑业效率主要采用的研

究方法包括随机前沿分析法、 数据包络

(ＤＥＡ)分析法、超效率分析法等ꎬ其中以数

据包络(ＤＥＡ)分析法为代表的“非参数法”
最为普遍ꎮ Ｅｄｖａｒｄｓｅｎ[２] 运用 ＤＥＡ 研究方法

对建筑工程、建筑行业、建筑企业的生产效率

进行测度ꎬ发现劳动力、科技投入、规模经济

等对建筑业生产效率影响较大ꎻ 李忠富

等[３]、段宗志[４]、陈德强等[５] 运用 ＤＥＡ 模型

对中国、中国华东地区、中国西部地区生产效

率进行详细对比研究ꎬ针对相关地区的劣势

提出相关建议ꎻ李公祥等[６]、戴永安等[７]、王
幼松等[８]运用超效率 ＤＥＡ 对中国、中国华南

地区建筑业效率评价ꎬ并对阶段性数据进行

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ꎬ为提高区域建筑业效

率出谋划策ꎮ 超效率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

能够弥补 ＤＥＡ 方法无法对生产效率有效的

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和劣势比较ꎬ且能够从动

态视角分析建筑业效率的发展态势[９ － １０]ꎮ
基于此ꎬ笔者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ꎬ运用

超效率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对东北地区建

筑业效率进行测度ꎬ剖析存在的关键问题ꎬ从
而探索性地为东北地区建筑产业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提供相应的建议和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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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效率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介绍

１.超效率 ＤＥＡ模型介绍

ＤＥＡ 模型是 Ｃｈａｒｅｎｅｓ Ａ 和 Ｃｏｏｐｅｒ Ｗ Ｗ
等人基于投入和产出变量的条件下ꎬ运用数

学规划的方法对决策单元(ＤＭＵ)的相对效

率的非参数评估[１２ － １４]ꎮ ＤＥＡ 模型的优点主

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１２]:①投入和产出变量

的个数不限制ꎻ②不需要假设投入和产出变

量的函数关系ꎻ③通过测算 ＤＭＵ 与“生产前

沿面”的距离ꎬ判断 ＤＥＡ 是否有效ꎻ④不存在

内生性问题ꎮ 根据以上 ＤＥＡ 模型的优点ꎬ
ＤＥＡ 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相

对效率评估中ꎮ
通过建筑业效率研究现状文献梳理ꎬ国

内外学者对 ＤＥＡ 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完善ꎬ出
现了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ꎮ 传统的 ＤＥＡ 模型只

能评判 ＤＭＵ 的有效性ꎬ却不能对相对有效

的 ＤＭＵ 进行排序ꎬ而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则能

够实现相对有效 ＤＭＵ 之间的比较ꎮ 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ｍｉｎθ

ｓ. ｔ. ∑
ｎ

ｊ ＝１ꎬｊ≠ｋ
ｘｊλ ｊ ＋ Ｓ－ ＝ θｘｋ

∑
ｎ

ｊ ＝１ꎬｊ≠ｋ
ｙｊλ ｊ － Ｓ＋ ＝ ｙｋ

λ ｊ ≥０ꎬｊ ＝ １ꎬ２ꎬꎬｎ
Ｓ＋≥０ꎬＳ－≥０
ｅ ＝ (１ꎬ１ꎬꎬ１) ∈ Ｅｍ

ｅ^ ＝ (１ꎬ１ꎬꎬ１) ∈ Ｅ ｔ

模型共有 ｔ 个投入变量ꎬｍ 个产出变量ꎬ
ｎ 个 ＤＭＵꎮ 其中ꎬθ 为决策单元效率值ꎻｘｋ

为投入要素集合ꎻｙｋ 为要素产出集合ꎻＳ ＋ ꎬＳ －

为要素投入与产出要素的松弛变量ꎮ 当 θ ＝
１ 时ꎬ 且 Ｓ ＋ ＝ Ｓ － ＝ ０ 时ꎬ 说 明 决 策 单

元(ＤＭＵ)有效ꎬ即产出水平在投入的基础

上达到 了 最 优 化ꎻ 当 θ ＝ １ 时ꎬ 且 Ｓ ＋ ≠
Ｓ － ≠０ 时ꎬ说明决策单元(ＤＭＵ)弱有效ꎻ当
０≤θ < １时ꎬ说明决策单元(ＤＭＵ)效率值非

有效ꎮ
２.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模型介绍

１９５３ 年ꎬ瑞典经济学家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Ｓｔｅｎ

依据距离函数计算并且提出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

模型[１３]ꎮ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模型属于非参数分

析方法ꎬ其主要分析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ꎬ由
于生产前沿面无法保持在同一前沿上而导致

效率 的 变 化 情 况ꎮ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 数 模 型

能够在无任何假设条件下建立ꎬ可有效规避

生产 函 数 及 非 生 产 效 率 带 来 的 偏 差ꎮ
１９８２ 年Ｆａｒｅ 和 Ｃａｖｅｓ 等学者将此种方法

运用到效率分析领域ꎬ根据 Ｓｈｅｐｈａｒｄ 距离函

数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建筑业技术进

步变 化 ( ＴＥＣＨＣＨ ) 和 技 术 效 率 变 动

(ＴＥＣＨ)ꎮ
(１)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ꎬ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ＴＦＰＣＨ)为
ＴＦＰＣＨ ＝

Ｄｔ(ｘｔ＋１
ｊ ꎬｙｔ＋１

ｊ )
Ｄｔ＋１(ｘｔ

ｊꎬｙｔ
ｊ)

×
Ｄｔ(ｘｔ

ｊꎬｙｔ
ｊ)

Ｄｔ＋１(ｘｔ
ｊꎬｙｔ

ｊ)
[ ]

１
２

其中ꎬｘｔ
ｊ 表示决策单元 ｊ第 ｔ期的投入向量ꎬｙｔ

ｊ

表示决策单元 ｊ 第 ｔ 期的产出向量ꎮＤｔ(ｘｔ＋１
ｊ ꎬ

ｙｔ＋１
ｊ ) 表示以 ｔ 期为技术参考ꎬｔ ＋ １ 期的决策

单元 ｊ 的距离函数ꎮ 当 ＴＦＰＣＨ 大于 １ 时ꎬ表
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ꎻ当 ＴＦＰＣＨ 小于 １ 时ꎬ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ꎮ

(２)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解为

ＴＥＰＣＨ ＝ ＴＥＣＨＣＨ × ＴＥＣＨ
ＴＥＣＨＣＨ ＝

Ｄｔ(ｘｔ＋１
ｊ ꎬｙｔ＋１

ｊ )
Ｄｔ＋１(ｘｔ＋１

ｊ ꎬｙｔ＋１
ｊ )

×
Ｄｔ(ｘｔ

ｊꎬｙｔ
ｊ)

Ｄｔ＋１(ｘｔ
ｊꎬｙｔ

ｊ)
[ ]

１
２

ＴＥＣＨ ＝
Ｄｔ＋１(ｘｔ＋１

ｊ ꎬｙｔ＋１
ｊ )

Ｄｔ(ｘｔ
ｊꎬｙｔ

ｊ)
当 ＴＥＣＨＣＨ 大于 １ 时ꎬ说明管理组织效

率提高ꎬ反之则为下降ꎻ当 ＴＥＣＨ 大于 １ꎬ表
明技术效率提高ꎬ反映了技术进步ꎬ反之则为

技术衰退ꎮ
综合上述理论可知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的距

离函数 ＤＥＡ 模型为

Ｍ０(ｘｔ＋１ꎬｙｔ＋１ꎬｘｔꎬｙｔ) ＝ Ｄｔ(ｘｔ＋１
ｊ ꎬｙｔ＋１

ｊ )
Ｄｔ＋１(ｘｔ＋１

ｊ ꎬｙｔ＋１
ｊ )

×[

Ｄｔ(ｘｔ
ｊꎬｙｔ

ｊ)
Ｄｔ＋１(ｘｔ

ｊꎬｙｔ
ｊ)

]
１
２
×
Ｄｔ＋１(ｘｔ＋１

ｊ ꎬｙｔ＋１
ｊ )

Ｄｔ(ｘｔ
ｊꎬｙ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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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１.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对东北地区建筑业效率进行测算ꎬ需要

构建完善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见表 １)ꎮ 笔

者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ꎬ从人力、物力、
财力 ３ 方面进行指标初次选取ꎮ 投入指标主

要包括建筑业从业人员数、能源要素投入、工
资福利、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能源要素投

入、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装备率等ꎻ产
出指标主要包括建筑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
建筑企业利润总额、竣工面积、建筑企业税收

总额等ꎮ 笔者在满足“２Ｎ ＋ １ < Ｍ” (Ｎ 为投

入产出指标数ꎬＭ 为决策单元的数目)的基

础上ꎬ采取分组筛选法对指标进行筛选ꎬ最终

选取“从业人员数”“固定资产投资”“技术装

备率”作为投入指标ꎬ这 ３ 项指标能全面反

映建筑业投入要素的实际价值量ꎮ 另外ꎬ选

取“总产值”“税收总额” “劳动生产率”作为

产出指标ꎬ这 ３ 个指标能很好地反映东北地

区建筑产业发展水平ꎮ
表 １　 建筑业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指标

类别

指标

代码

指标

名称

指标

内涵

Ｘ１ 从业人员数 反映劳动力的投入大小[７]

投入 Ｘ２ 固定资产投资 反映货币投入要素的水平[６]

Ｘ３ 技术装备率 反映技术要素投入要素的水平

Ｙ１ 总产值 衡量产出规模

产出 Ｙ２ 税收总额 衡量货币形式产出效率

Ｙ３ 劳动生产率 衡量运行效率

２.数据来源

笔者适取的全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ꎬ考虑到统计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和

延续性ꎬ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东北地区建筑业

作为研究对象ꎬ收集各指标相应数据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东北地区建筑业投入产出数据

年份 省份

投入

从业总人

数 / 万人

固定资产

投资 / 亿元

技术装备率 /

(万元人 － １)

产出

总产值 /
亿元

税收总额 /
亿元

劳动生产率 /

(万元人 － １)

辽宁 ２７０ １０ １７１ ７ ０ ７１ ４ ６９０ ３１ ３４１ ３６ １７ ２７
２０１０ 吉林 ４１ ９８ ８１ ５ ０ ４３ １ ３５０ ２１ ９２ ０４ １７ ８５

黑龙江 ５６ １９ ９１ ７ ０ ７８ １ ７６９ ７１ １７８ １４ １８ ３９

辽宁 ３５０ ７０ ２４５ ６ ０ ６２ ６ ２１８ ３１ ４４１ ４８ １７ ７３
２０１１ 吉林 ３４ ３２ ３８ ８ ０ ４０ １ ６２６ ６５ １４６ ３２ ２４ ４３

黑龙江 ４９ ０８ ２４６ １ ０ ８５ ２ ０２９ １６ １３２ １９ ２２ ０４

辽宁 １９９ ４０ ２４０ ８ １ １７ ７ ５４７ ３９ ５０４ １６ ３０ ０２
２０１２ 吉林 ５３ １３ １１７ ６ １ ３２ １ ９９０ ４３ １４１ ４８ ３１ ０１

黑龙江 ４９ ２４ ３４０ ６ １ ６３ ２ ３７３ ９６ １３３ ８８ ２３ ６６

辽宁 １９６ ５９ ２５３ ０ １ ０８ ８ ７４３ ３７ ５４１ ４３ ３７ １６
２０１３ 吉林 ４５ ４９ １１７ ７ １ ２１ ２ ２００ １５ １５６ ３９ ３５ ４３

黑龙江 ５２ ５５ ３８３ ６ １ ５８ ２ ４５０ ５７ １３８ １４ ２４ ２１

辽宁 １７０ ５５ １４９ １ １ ５２ ７ ８５１ １３ ４８６ １８ ３２ ４４
２０１４ 吉林 ４６ １１ ２１３ ２ １ ４０ ２ ５２１ ０１ １９８ ６６ ３１ ２４

黑龙江 ３６ ２９ ２６６ ５ ２ ２１ ２ １５０ ７５ １１３ ９０ ２５ １２

四、实证分析

从 ＤＭＵ 的有效性、规模效益、建筑业发

展类型和动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的效率变化等

４ 个角度对东北地区建筑产业效率进行实证

分析ꎮ

１.决策单元有效性分析

选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１５ 个 ＤＭＵ 的年投

入产出导入 ＤＥＡＰ２ １ 软件计算出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ꎻ随后在 ＣＣＲ 基础上

运用 ＥＭＳ１ ３ 软件对东北地区建筑业超

ＤＥＡ 效率值测度ꎬ运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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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东北地区建筑业效率值

年份 省份
综合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超 ＤＥＡ
效率

排名
规模

效益

超 ＤＥＡ
平均值

辽宁 ０ ９１１ ０ ９２４ ０ ９８５ ０ ９１１ ７ 递增
２０１０ 吉林 ０ ７０７ ０ ７１４ ０ ９９１ ０ ７０７ １５ 递增 ０ ７８７

黑龙江 ０ ７４３ ０ ８６６ ０ ８５８ ０ ７４３ １４ 递增

辽宁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３８ ４ 递增
２０１１ 吉林 ０ ８０９ ０ ８６３ ０ ９３７ ０ ８０９ １２ 递增 ０ ８９４

黑龙江 ０ ８３４ ０ ８３５ ０ ９９８ ０ ８３４ １１ 递增

辽宁 ０ ９０８ ０ ９４２ ０ ９６３ ０ ９０８ ８ 递增
２０１２ 吉林 ０ ７７５ ０ ８７８ ０ ８８３ ０ ７７５ １３ 递增 ０ ８５３

黑龙江 ０ ８７５ ０ ８８９ ０ ９８４ ０ ８７５ ９ 递增

辽宁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４６５ ２ 递减
２０１３ 吉林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１３ ６ 递减 １ １１７

黑龙江 ０ ８５５ ０ ８７３ ０ ９７９ ０ ８５５ １０ 递增

辽宁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４８２ １ 递减
２０１４ 吉林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１９３ ３ 递减 １ ２３５

黑龙江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３１ ５ 递增

　 　 当超 ＤＥＡ 效率 ＳＥ － ＤＥＡ > １ 时ꎬＤＥＡ
有效(主要包括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ꎬ说明

投入产出点位于生产前沿面之上ꎬ即投入产

出达最优化水平ꎬ不存在多余的投入量及产

出量变化幅度不稳定情况ꎻ当 ＳＥ － ＤＥＡ < １
时ꎬＤＥＡ 非有效ꎬ主要由生产规模和技术效

率引起ꎮ
依据表 ３ 的排序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可

得ꎬ辽宁、吉林、黑龙江 ３ 省建筑产业生产效

率值差距较大ꎮ 在 ＤＥＡ 有效的 ＤＭＵ 中ꎬ辽
宁处于领先优势ꎻ在 ＤＥＡ 非有效的 ＤＭＵ
中ꎬ吉林和黑龙江对换排名ꎬ表明这两地区建

筑业的发展效率相对提高ꎮ 排名第一的辽宁

省建筑产业发展情况最佳ꎬ得益于辽宁省响

应国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ꎬ大力推行现代建筑产业发展的策略ꎬ
使辽宁省将建筑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融为

一体ꎬ同步发展ꎮ 由于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建

筑业规模逐渐扩增ꎬ其建筑业生产规模呈现

递增趋势ꎬ相对效率随时间变化而处于领先

优势ꎮ
２.规模效益(报酬)分析

由表 ３ 可知:东北地区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规模效益基本相同ꎮ 除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辽

宁的规模效益递减ꎬ说明辽宁地区产能过剩

情况严重ꎬ而同期吉林省的规模效益呈现先

减后增的趋势ꎬ说明吉林省在规模效益方面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的规模

效益递减地区主要是辽宁ꎬ说明辽宁地区要

素的增加投入量与提高产出价值相悖ꎬ即追

加要素投入并没有充分发挥效益优势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规模效益递增地区主要集中

于吉林和黑龙江ꎬ说明吉林和黑龙江的建筑

业具有广阔的建筑业再投资前景ꎮ
３.建筑业的效率类型分析

由于 ＤＥＡ 效率值具有相对性ꎬ为清晰辨

别东北各地区建筑业发展的成熟度及效率类

型ꎬ笔者依据超效率 ＤＥＡ 值将东北地区建筑

业效率值界定为 ４ 种类型:即高效率高产出、
高效率中产出、低效率中产出、低效率低产出

(见表 ４)ꎮ 当 ＳＥ － ＤＥＡ > １ 时ꎬ即高效率高

产出ꎻ当 ＡＶ < ＳＥ － ＤＥＡ < １ 时ꎬ即高效率低

产出ꎻ当 ＬＡＥ < ＳＥ － ＤＥＡ < ＡＶ 时ꎬ即低效率

高产出ꎻ当 ＳＥ － ＤＥＡ < ＬＡＥ 时ꎬ即低效率低

产出ꎬ其中 ＡＶ 为平均值ꎬＬＡＥ 为低效率决策

单元平均值ꎮ
表 ４　 东北地区建筑产业发展类型

年份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２０１０ 高效率中产出 低效率低产出 低效率中产出

２０１１ 高效率高产出 低效率低产出 低效率中产出

２０１２ 高效率中产出 低效率低产出 低效率中产出

２０１３ 高效率高产出 高效率高产出 高效率中产出

２０１４ 高效率高产出 高效率高产出 高效率高产出

　 　 注:类型划分依据表 ３ 计算数据而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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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动态模型视角的效率分析

由于传统建筑业效率测度模型均属于截

面静态模型ꎬ相关文献研究区域建筑业效率

时未 全 面 考 虑 动 态 因 素ꎮ 因 此ꎬ 运 用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型对区域建筑业效率进行测算ꎬ
充分考虑东北地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建筑业效

率具体时间段数值的变化趋势ꎬ形成鲜明的

对比ꎬ进而为整个东北地区乃至辽、吉、黑 ３
省发展壮大建筑业提供详实的数据信息及参

考依据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辽宁省 Ｍ 指数的变动趋

势如图 １ 所示ꎮ 基于综合效率变动的视角ꎬ
辽宁省综合效率波动较大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综

合效率小于 １ꎬ与前面产业类型(高投入中产

出型)分析一致ꎻ从规模效率变化的角度看ꎬ
其波动比较小ꎬ处于稳定状态ꎻ从纯技术效率

角度看ꎬ其波动相对较小ꎬ说明规模收益与纯

技术效率因素相关性比较弱ꎻ从 Ｍ 指数变动

趋势看ꎬＭ 指数的变动与综合技术效率的相

关性较强ꎮ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辽宁省 Ｍ 指数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吉林省 Ｍ 指数变化情况

如图 ２ 所示ꎮ 从综合效率角度看ꎬ其变化呈

先下降后上升趋势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低

点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达到最高点ꎬ与前面产业

类型分析结果一致ꎻ从纯技术效率变化角度

看ꎬ其变化波动比较小ꎬ说明吉林地区建筑

业纯技术效率变动较小ꎬ幅度较小ꎻ从规模效

率变化角度看ꎬ吉林地区先上升后下降趋

势ꎬ说明吉林地区发生过建筑业大规模扩张、
产能过剩等情况ꎻ从 Ｍ 指数变动的角度

看ꎬ其变动趋势与规模效率、综合技术效率

的变动趋势相近ꎬ这说明研究期内 Ｍ 指数变

化受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影响相对

较大ꎮ

图 ２　 吉林省 Ｍ 指数变化情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黑龙江省 Ｍ 指数变化情

况如图 ３ 所示ꎮ 从综合效率角度看ꎬ其变化

波动比较小ꎬ与前面产业类型分析结果一致ꎻ
从纯技术效率变化角度看ꎬ其变化波动比较

大ꎬ这说明了黑龙江地区建筑业在技术创新

方面成就显著ꎻ从规模效率变化角度看ꎬ黑龙

江地区呈先下降后稳定趋势ꎬ这说明黑龙江

在产业规模发展方面控制比较精准ꎻ从 Ｍ 指数

变动的态势看ꎬ其变动的趋势与综合技术效率

变动的趋势相一致ꎮ 这说明研究期内ꎬＭ 指数

变化受综合技术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大ꎮ

图 ３　 黑龙江省逐年 Ｍ 指数变化情况

五、提升东北地区建筑业效率的对策

笔者应用超效率 ＤＥＡ －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模

型ꎬ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东北地区建筑业效率进

行实证分析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东北地区建筑

业发展状况参差不齐ꎬ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

程度、技术水平、产业发展模式等ꎮ 东北地区

建筑业规模效益呈稳定趋势ꎬ说明东北地区

建筑业须依靠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两方面着

手ꎬ充分挖掘建筑业发展潜力ꎬ辽宁省的综合

实力明显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ꎮ 鉴于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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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如下提升策略:
(１)加强东北地区建筑业产业链耦合与

延伸ꎬ提高资源利用率ꎮ 政府应加强对不可

再生资源的管控ꎬ鼓励建筑企业对可再生资

源的开发与应用ꎬ大力发展绿色建筑ꎻ建筑企

业应坚持走绿色化、低碳化、循环经济发展的

理念ꎬ充分凸显绿色施工、提高工业“三废”
的综合利用率ꎻ社会应积极倡导文明、低碳、
生态、适度消费行为ꎬ实现政府、企业、社会

“三位一体”协同发展ꎬ充分发挥资源优势ꎮ
(２)调整建筑企业规模ꎬ革新经济发展

新模式ꎮ 首先ꎬ政府根据宏观经济环境规整

建筑业市场ꎬ营造稳健的建筑业发展环境ꎬ鼓
励建筑企业培育“刚、尖、刀”的发展理念ꎬ避
免盲目规模扩张ꎻ其次ꎬ坚持建筑业的规模扩

张与科技进步、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ꎬ逐步转

变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ꎬ注重“农民工”向

“建筑工人”的转变ꎬ提高建筑业工业化、现
代化、绿色化水平ꎬ使科技进步、促使区域经

济与建筑产业规模协同发展ꎻ最后ꎬ建筑企业

应坚持国际与国内市场同步发展ꎬ适应国家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ꎬ合理调整经营布

局和业务结构ꎬ拓宽国际市场ꎬ加快实施“走
出去”的发展战略ꎬ进一步提升建筑企业国

际知名度、国际工程承包能力ꎬ积极开拓国际

市场ꎮ 政府可鼓励优势企业互补、企业重组、
兼并、合作、融资积极投入 ＢＯＴ、ＢＴ、ＰＰＰ 等

创新融资模式发展ꎬ提高建筑产业集中度和

实现“政、企、融”三方利益最大化ꎬ促使区域

经济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ꎮ
(３)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ꎬ实现建筑产

业现代化ꎮ 东北地区应该积极推进现代建筑

产业发展ꎬ结合实际制定建筑产业发展的技

术创新规划和相关政策ꎬ积极引领和促使建

筑业总体水平的提高ꎮ 此外ꎬ政府应充分发

挥其职能ꎬ牵手高等院校、企业、科研机构等

组建“建筑业创新协同发展联盟”ꎬ加强创新

体系、创新平台、创新能力建设ꎬ构建 “政、
产、学、研、用、金、介”七位一体的协同创新

平台ꎬ开展先进建筑工艺及 ＢＩＭ 技术研发ꎬ
提升地区建筑科技创新水平ꎬ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七位一体协同发展ꎮ
(４)加强政府宏观调控ꎬ促使省际之间

建筑业协同发展ꎮ 政府应进一步坚持走“振
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ꎬ重点加强东

北三省建筑企业科技创新ꎬ积极走“ＥＰＣ 模

式”和“ＤＢ 模式”发展道路ꎬ培育核心竞争力

企业ꎮ 同时ꎬ“辽、吉、黑” 三省应全方位联

合ꎬ形成跨区域互助ꎬ促使东北地区建筑业协

同发展ꎮ

六、结　 语

笔者针对传统 ＤＥＡ 模型不能解决有效

决策单元的不足ꎬ 将超效率 ＤＥＡ 模型、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 数 两 种 方 法 相 结 合ꎬ 分 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东北地区建筑业效率ꎬ实现了

建筑业投入产出指标的筛选、效率的静态测

算及动态分析ꎮ 研究发现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东

北地区建筑业综合技术效率水平的排序是辽

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ꎻ规模效率和纯技术

效率方面ꎬ辽宁省发展处于均衡状态ꎬ黑龙江

省纯技术效率上升突出ꎬ吉林省规模效率和

纯技术效率处于劣势ꎬ主要源于区域建筑产

业形势不明朗ꎬ规模效应不稳定ꎬ管理体系过

于粗放ꎬ科技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ꎮ
为促进东北地区建筑业可持续发展ꎬ企业要

加强产业链耦合与延伸、以科学技术为手段ꎬ
增强建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ꎬ实现真正意义

的“建筑产业现代化”ꎬ并且政府要以正确政

策引导ꎬ即优化建筑产业结构ꎬ实现东北地区

建筑业规模、技术水平及投入与经济协同发

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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