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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物流业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

济的发展，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对中国

城市的发展愈发重要，但与此同时，其碳排放量在中国所有行

业中的排名升至第三[1]。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物流业也受到一定影响，社会物流总额增

速放缓，物流企业效益有所下降，物流业开始暴露出一系列问

题。因此，在考虑环境因素下，以城市为单元对中国物流行业

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度具有实际意义，决策者根据效率值

可以看到自己处于所在城市中物流行业的大概位置，然后探

究原因，以改善自己的效率。长三角城市群只占国土面积的

3.69%，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化地

区，所以论文选择长三角城市群作为考察对象来评估区域物

流的环境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使用最广的效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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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法之一，由 Charnes 和 Cooper 创建[2]。在此之前，已有学者

从环境视角评估物流业的效率，臧新等人 [3]利用 BCC 模型测

算省级的物流业能源效率并用 DEA-Tobit 二阶段分析模型分

析了中国物流业能源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物流业能源效率较

低，各省之间差异明显；周莹 [4]分别从考虑和不考虑非期望产

出角度选择 SBM 模型测度江苏省各市的物流业环境效率并

加以分析。论文选择 Tone 构建的 SBM 模型[5]的原因在于该模

型是从非径向非角度方向评估效率值，避免了传统 DEA 径向

和角度选择差异带来的误差[6]，而在 SBM 模型基础上考虑非

期望产出测度物流业效率，结果更加合理。目前评估长三角城

市群 26 个城市的物流业环境效率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文

采用非期望产出 SBM 模型来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物流业环境

效率进行评估[7]。

2 案例分析

论文选择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针对 2017 年中国

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物流业进行效率测度。中国长三角

城市群包括：上海市、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

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

州、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需要注

意中国物流业在行业分类中没有明确的定义 [8]，因此像很多

文献一样，选择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替代物流业。

借鉴相关文献，论文选取 4 个投入指标、2 个期望产出指

标及 2 个非期望产出指标。投入指标为物流业从业人员/人、

物流业水路和陆路运输总里程/公里、物流业固定投资额/万
元、物流业电力消耗量/亿千瓦时；期望产出指标为物流业总

产值/万元、物流业水路和陆路货运总量/万吨；非期望产出指

标为物流业 CO2 排放量/万吨、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分贝。所有

指标数据来自 2018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个中国

各省、城市的统计年鉴。

对 SBM-undesirable 模型运用 MATLAB 软件获得中国长

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的物流业环境效率值及松弛变量值，结

果显示其中有 17 个城市的物流环境效率值为 1 且对应的所

有松弛变量为 0，即这 17 个城市有效，包括上海、常州、苏州、

南通、盐城、镇江、泰州、宁波、湖州、舟山、台州、芜湖、马鞍山、

安庆、滁州、池州、宣城。剩余 9 个无效的城市为南京、无锡、扬

州、杭州、嘉兴、绍兴、金华、合肥、铜陵，其效率值均小于所有

城市效率值的平均值 0.8359，且效率值之间差异较大，表明尽

管长三角城市群的物流业环境效率平均值较高，但效率值不

均衡，无效的城市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很大。

此外，我们发现对于无效的城市，其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

值较大，尤其是这些城市在物流业从业人员、水路和陆路运输

总里程及固定投资额上有大量冗余，要想改进效率，则需减少

投入量并且提高这些投入的利用率。作为省会的南京、杭州及

合肥并没有达到有效，其原因可能在于决策者没有对城市物

流业进行科学规划，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与物流业息息相关，所以城市的物流业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

的系统，在系统内实现资源共享。

3 结语

鉴于长三角城市群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

及近年来物流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本文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对

长三角城市群的物流业进行环境效率测度，得出长三角城市

群中有 17 个城市是有效的，9 个城市无效且效率值远低于效

率平均值 0.8359，对于这 9 个无效的城市，其改进空间非常

大。论文的不足在于利用 SBM-undesirable 模型得出的有效决

策单元过多，这些有效城市无法得到进一步比较。因此可采用

超效率 SBM-undesirable 模型，从而可以对那些有效的决策单

元进一步测算，得到区分力度明显的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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