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 年 10 月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第 10 期　

D EA 在非煤产业投资效果评价中的应用α

穆　东　李　冠

(山东矿业学院经济所, 山东 泰安 271019)

摘要　投资项目的成功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 本论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
(D EA )的方法, 对煤炭企业非煤产业的一些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了科学评价, 为项目的跟踪管理
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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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p lica t ion of D EA in Investm en t Effects Eva lua t ion
of N on2coa l Indu 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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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hether o r no t success of an investm ent p ro ject depends to a large ex ten t on

runn ing p rocess after investm ent. In th is paper, using a m ethod of date envelopm ent

analysis (D EA ) w e evaluate the runn ing p rocess of the investm ent p ro jects of non2coal

industries in m in ing en terp rises group , and p rovide theo ry basis fo r fo llow ing m anage2
m ent of the p ro 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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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多种经营、非煤产业是煤炭企业摆脱困境, 减人提效, 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 现在有一

些非煤产业项目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效益, 究其原因既有项目投资方向选择、投资力度控制不当的失

误, 更有项目实施过程中忽视了技术与规模的综合配套效率、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企业整体素质提高、

技术和管理创新不足等问题, 也有重视项目初期投资, 忽视项目成长和发展时期的综合投入, 使一个原本

先天较足的项目, 由于没有较好的“后天培养”, 而中途夭折的问题, 浪费了资金, 成为企业新包袱。因此, 加

强项目的跟踪管理, 经常性地对投资项目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应该成为不断提高非煤产业投资质量的重

要措施。通过投资效果的评价, 既可对投资项目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也可对已投产的项目随时监控, 及时

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目前非煤项目评价的方法很多,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 一些评价方法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过多, 缺乏客观

性和公正性。因此, 我们决定使用数据包络分析 (D ata Envelopm ent A nalysis 简称D EA )的方法, 从一个新

的角度研究投资项目效果评价问题, 并对评价结果从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分析, 提出解决对策。

1　评价指标的选择
在确定评价指标时, 我们的原则是既要反映项目起点的硬件基础和技术水平, 如资金、职工人数、技术

改造和创新投入、市场饱和程度、环境优势等; 也要反映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努力获得软件的提高, 如: 市

场占有率的增长率、企业形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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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投入指标的确定

结合煤炭企业的现状和对有关专家的咨询, 我们确定投入指标有: 资金、职工人数、职工素质与工作需

要的吻合程度、市场饱和程度、促销费用、技术改造和创新投入及环境优势。

其中, 职工素质与工作需要吻合程度指标的设置主要考虑到煤炭企业的职工素质普遍偏低, 片面地强

调高学历、高素质是不现实的, 只要职工的能力、素质能够完成所赋予的工作即可。

市场饱和程度是指在本产品所能触及的市场范围内市场容量与生产能力之比。该指标反映产品可顺

利销售的程度。

技术改造和创新投入指标反映项目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市场开拓的能力。

环境优势包括评价期国家政策的支持程度、项目的发展前景、企业所在地区的交通、电信的发达情况

及企业在此生产领域的优势等。

112　产出指标的确定

在确定产出指标时, 我们力求能全面反映项目的经营现状和发展潜力, 设置的产出指标有: 投资回报

率、利润增长率、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率、三废处理程度、企业形象。

其中: 企业形象是无形资产, 是对企业的理念识别、行力识别和视觉识别三部分的综合评价结果, 这三

部分评价结果是通过专家、消费者、供应者、销售者、竞争者和社会公众等多方面调查打分得到的, 将得到

的结果加权平均即可得到企业形象的指标值。

由于指标确定应有较广泛的适应性, 因此一些不具备广泛适应性的指标就未考虑。

2　建立评价的D EA 模型
D EA 方法是一种进行绩效评价和管理优化的运筹学新方法, 通过产出与投入线性组合之比的综合相

对效率 (又称综合技术规模效率)的计算来评价项目的综合绩效水平。

设有 n 个评价项目, 有m 个输入指标, s 个输出指标。如果以第 j 0 个评价项目的产出与投入的线性组

合之比为目标, 以所有评价项目的产出与投入的线性组合之比小于 1 为约束, 则可以构成一个综合相对效

率的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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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ij , y rj表示第 j 个评价项目的投入量和产出量; x ij0 , y rj0表示被评价项目的投入量和产出量; v i, u r 表

示第 i 种投入和第 r 种产出的权值, 通过求解得出; Ε为任意小的正数, 可取 10- 5。

模型 (É ) 是一个分式规划问题, 变换为一个线性规划问题后再运用线性规划对偶理论转化为对偶规

划问题, 转化后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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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Ê ) 式的目标函数值 Z 等于 1, 说明被评价单元 j 0 是有效的, 即综合技术规模效率有效, 若 Z 小于

1, 说明被评价单元 j 0 是非有效的, 即综合技术规模效率无效。

另外, 如果在模型 (Ê )中加入约束条件 6
n

j= 1

Κj = 1 , 则可以求得技术效率 Z j , 并可进一步求出规模效率

Z g (Z g = Z öZ j ) , 由此可以寻找出非有效的原因。

3　评价结果
311　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目前非煤产业选择的投资项目主要有: 煤建材、普建材、建筑、机电、化工、纺织、交通运输、食品加工。

其中: 煤建材是指用煤炭开采出的伴生物作为原材料生产出的建材, 如用煤矸石制砖或水泥等; 普建材是

指煤建材以外的其他建筑材料。针对这八个项目收集了投入产出指标的数据资料, 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实地

调查, 从现场获取; 一部分是通过专家组打分的方法得到。具体数据如表 1:

表 1　投入产出指标数据

计算指标

投资项目
单位 煤建材 普建材 建筑 机电 化工 交通运输 纺织 食品加工

投

入

指

标

资　　金 万元 96. 6 68. 1 73. 2 81. 3 59. 7 40. 0 24. 8 14. 8

职工人数 人 117 87 175 74 68 70 134 88

职工素质与工作

需要的吻合程度
◊ 89. 60 54. 85 60. 82 67. 88 50. 82 68. 42 18. 56 41. 27

市场饱合程度 ◊ 45. 45 81. 02 93. 80 81. 02 87. 90 55. 33 70. 23 83. 65

促销费用 万元 6. 8 5. 5 3. 3 7. 3 5. 9 2. 7 3. 4 2. 1

技术改造和创新投入 分 3. 9 7. 7 6. 7 7. 1 5. 5 5. 8 8. 4 4. 8

环境优势 分 8. 2 7. 2 7. 1 3. 7 6. 1 4. 2 1. 6 4. 1

产

出

指

标

投资回报率 ◊ 29. 85 18. 23 24. 04 19. 03 22. 24 28. 45 12. 42 19. 03

利润增长率 ◊ 28. 3 6. 2 24. 2 21. 4 22. 2 28. 6 5. 8 17. 2

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率 ◊ 25. 97 18. 45 24. 6 19. 2 15. 3 12. 9 9. 15 10. 05

三废处理程度 分 6. 01 4. 5 4. 1 4. 6 8. 7 3. 9 4. 67 2. 87

企业形象 分 7. 8 5. 4 8. 1 7. 5 4. 8 5. 8 3. 6 4. 5

　　注: 打分指标的分值在 1～ 10 分之间。

312　评价结果及对策研究

利用模型 (Ê )进行上机测算, 得到如下结果:

表 2　评价结果

投资项目 综合技术规模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综合效果排序

煤建材 1 1 1 1

普建材 0. 9432 0. 9446 0. 9988 6

建筑 0. 9995 1 0. 9995 2

机电 0. 9984 0. 9458 1. 0450 4

化工 0. 9990 0. 9990 1 3

交通运输 0. 9872 0. 9831 1. 0042 5

纺织 0. 9054 0. 9288 0. 9748 8

食品加工 0. 9418 0. 9491 0. 992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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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项目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可以看出, 规模效率普遍较高, 而技术效率在 0195 以上者仅占

50◊ 。这说明造成某些项目非有效的主要原因不是规模效率, 而是技术效率, 正象实际中所反映的一些公

司在上项目之前虽然作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在投产过程中资金、人力等各方面基本得到保障, 但是科学

管理不够, 忽视技术及人力资源创新性的开发和利用, 没有带来预期效益。要想避免产生上述现象, 应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项目投资效果评价应从“静”和“动”两方面着手, 既有反映项目已达到的水平和现状的指标, 也应

有反映项目持续发展、增强活力的指标。

二是项目投资效果评价应包括“硬”和“软”两方面, 既反映项目的硬件水平, 同时对项目的成长过程中

管理、信誉、形象等软件方面的提高也应进行评价。两方面的考察, 可以促使项目硬件的在提高硬件水平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功能, 极大限度地扩大软件效益,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转变投资者急功近利的观念。现在有些领导者对企业的发展抱着机会主义的态度, 热衷于搞“短

平快”项目, 迷恋于一夜暴发式的增长, 不原意也没有耐心追求正常的平均利润率, 只注意手段硬件的现代

化, 整天想着出奇制胜, 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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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将变质现象引入到临时价格折扣模型, 而将早期的几个临时折价模型作了进一步的扩展, 在

临时折价期含于正常的订货周期内的假定下, 分析了供货方提供临时价格折扣对库存系统库存补充策略

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如果在临时折价期内的某个时刻作一次临时订货能从优惠的价格中获得总体实惠, 那

么该时刻必定是折价期的终止时刻。因此本文对实际的库存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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