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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上海港港口建设以及港城一体化发展,文章采用DEA模型,分析2000—2018年上海

港港口经济效率以及港口对城市经济贡献效率,并提出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上海港港口经济综

合效率大致呈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6年主要受规模效率的影响,2006年后主要受纯技术效率

的影响;上海港港口对城市经济贡献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综合

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纯技术效率;为此,上海港应进一步整合现有港口资源和优化港区发展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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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constructionofShanghaiPortandtheintegrateddevelopment

oftheportandcity,thepaperusedtheDEAmodeltoanalyzetheeconomicefficiencyofShanghai

Portfrom2000to2018andtheefficiencyoftheport'scontributiontothecity'seconomy,and

somerecommendationsweremade.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overallefficiencyof

ShanghaiPort'seconomywasgenerallyontherise.Theoverallefficiencyandpuretechnologyof

ShanghaiPort'scontributiontothecity'seconomywasmainlyaffectedbyscaleefficiencyfrom

2000to2006andpuretechnicalefficiencyafter2006.Bothefficiencyandscaleefficiencywereata

relativelyhighlevel,andthemaininfluencingfactorofoverallefficiencywaspuretechnicaleffi-

ciency;forthisreason,ShanghaiPortshouldfurtherintegrateexistingportresourcesand

optimizethedevelopmentpatternoftheport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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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港口是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开展对外

贸易的基础支撑,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

港口功能从单纯的物流运输逐步向构建物流链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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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体系方向发展,港口经济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

用也日益增强,在提高城市物流运输效率的同时,逐步

形成“港口-产业-城市”三者联动的发展模式,对城市经

济发展、城市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都起到重要作用。

港口物流运输功能可逐步引导产业发展和城市

规划的方向,与此同时,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合理的城

市空间布局又可进一步提升港口的运行效率。相关

研究表明:港口经济对港口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

领作用,港口群和城市群在空间上的重合有助于港城

一体化的联动发展[1]。已有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对

港口和城市的联动发展进行阐述。①港口发展对区

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港口经济带动城市就业和

城市物流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2-5]。

②港口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和作用机制。从

港口经济和城市发展相互关联的角度出发,检验港口

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相关度,提出港口城

市经济显著受港口经济的影响,同时这种正相关关系

在长期内普遍存在[6-8]。③港口竞争力和港口作业

效率。运用博弈论等方法,从理论上探讨港口竞争之

间的关系[9];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平衡记分卡和包络

分析等方法,对港口经济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

港口经济效率与城市发展水平密切相关[10-11]。

上海港地处江海交汇处,在区位上具有对内和

对外的双重辐射优势,是我国重要的贸易枢纽和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1996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的建设和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都为上海

港港口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目前上海港已与全

球200余个国家的500余个港口建立贸易航线[12],

2018年货物吞吐量达到5.61亿t,集装箱吞吐量达

到4001万TEU。上海港港口经济的快速发展有

效支撑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效促进上

海市尤其是浦东新区经济的发展。目前浦东新区

生产总值约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32%,进出口贸易

额超过上海市进出口贸易额的50%。随着临港地

区产业园和科技园的逐渐兴起,上海港的辐射范围

进一步扩大,港城一体化发展已成大势所趋。

1 研究方法

1.1 DE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于1978年被提出的线

性规划效率评估方法,是数学、运筹学和经济学的

交叉产物,被广泛应用于不同行业和部门的效率评

价。该模型改进传统效率计算模型单输入和单输

出的缺陷,采用多指标体系进行相对效率评价。

本研究结合港口经济的实际情况,从整合资源

的角度出发,选取投入导向模型(BCC模型)进行分

析。在BCC模型中,规模报酬可变,其效率评价标

准是在产出不变的前提下是否达到投入的最小化。

假定n 个决策单元的输入和输出数据分别为:

Xj =(x1j ,x2j,…,xnj)T,(j=1,2,…,n)

Yj =(y1j,y2j,…,ynj)T,(j=1,2,…,n)

式中:Xj ∈Em;Yj ∈Es;Xj >0;Yj >0。

BCC模型的对偶规划形式为:

minθ=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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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标选取

DEA模型衡量效率的关键指标是每个决策单

元的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因此影响该模型评价准

确度的首要因素是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选取是

否合理。在目前运用DEA模型的研究中,投入指

标大多用于反映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投入情况,产

出指标则以作业成效或产值表示。

在上海港港口经济效率的分析中:将码头长度和

泊位数量作为投入指标,可体现港口的停泊能力和工

作能力;将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作为产出指

标,可体现港口的综合生产能力。在港口对城市经济

贡献效率的分析中:将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作

为投入指标,用于表示港口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要

素投入;将上海市生产总值和上海市进出口贸易额作

为产出指标,用于表示上海市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0—2018年上海市的相关数据

构建DEA模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港口统计年

鉴》和《上海统计年鉴》,且相关数据以2000年度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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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物价指数为基期进行平减。

2 评价结果

2.1 港口经济效率

以2000—2018年上海港码头长度和泊位数量作

为投入指标,以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作为产出

指标,构建DEA模型评价体系,并使用Deap2.1软

件计算历年上海港港口经济效率(表1和图1)。

表1 上海港港口经济效率

年份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2000 0.392 1.000 0.392
2001 0.423 1.000 0.423
2002 0.489 0.964 0.507
2003 0.529 0.699 0.758
2004 0.624 0.786 0.795
2005 0.726 0.914 0.795
2006 0.860 1.000 0.860
2007 0.811 0.850 0.954
2008 0.742 0.774 0.959
2009 0.746 0.788 0.946
2010 0.804 0.856 0.939
2011 0.891 0.952 0.936
2012 0.878 0.952 0.922
2013 0.917 1.000 0.917
2014 0.879 0.988 0.890
2015 0.829 0.955 0.868
2016 0.942 0.953 0.989
2017 0.975 0.989 0.986
2018 1.000 1.000 1.000
平均值 0.761 0.917 0.833

图1 上海港港口经济效率

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①2000—2018年上海

港港口经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

均值均未达到有效率值即1,其中规模效率的差距

较大,表明综合效率较低的原因主要为规模效率较

低。②综合效率大致呈上升趋势,表明上海港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港口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不断

提高;从 变 化 趋 势 看,2000—2006 年 快 速 上 升,

2007—2009年小幅下降,2010—2018年平稳上升

并达到综合有效率。③纯技术效率整体处于较高

水平,其中有5年实现纯技术有效率,有4年低于

0.8,其余年份为0.8~1.0;从变化趋势看,2000—

2006年迅速下降又有所回升,2007—2009年缓慢

下降,2010—2018年在波动中上升。④规模效率除

2018年外均未达到有效率,其中2000—2006年均

低于0.9,其后除个别年份(2014年和2015年)外均

高于0.9,即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从变化趋势看,

2000—2007年快速上升,2008—2015年缓慢下降,

2016—2018年又快速上升至较高水平并保持稳定

状态。⑤2000—2006年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变

化趋势相同,表明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的影

响;2006年后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相

同,表明纯技术效率成为综合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2.2 港口对城市经济贡献效率

以2000—2018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

吞吐量作为投入指标,以上海市生产总值和上海市

进出口贸易额作为产出指标,构建DEA模型评价

体系,并使用Deap2.1软件计算历年上海港港口对

城市经济贡献效率(表2和图2)。

表2 上海港港口对城市经济贡献效率

年份 综合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2000 0.974 0.979 0.995
2001 0.808 0.815 0.991
2002 0.796 0.826 0.964
2003 0.829 0.869 0.954
2004 0.774 0.798 0.969
2005 0.771 0.783 0.986
2006 0.808 0.842 0.961
2007 0.872 0.901 0.967
2008 0.859 0.865 0.993
2009 0.974 0.979 0.995
2010 0.935 0.944 0.991
2011 1.000 1.000 1.000
2012 0.989 0.989 1.000
2013 0.986 0.987 0.999
2014 1.000 1.000 1.000
2015 0.967 0.968 0.999
2016 0.968 0.974 0.994
2017 0.964 0.965 0.998
2018 1.000 1.000 1.000
平均值 0.911 0.921 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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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上海港港口对城市经济贡献效率

由表2和图2可以看出:①2000—2018年上海港港

口对城市经济贡献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

率的 平 均 值 均 处 于 较 高 水 平。② 综 合 效 率 于

2000—2002年迅速下降,2003—2009年处于波动

状态,2010—2018年上升并多年保持在较高水平,

其中有3年达到有效率。③纯技术效率处于较高水

平,其中有3年达到有效率,有7年小于0.9,其余

年份均为0.9~1.0;从变化趋势看,2000—2002年

有所下降,2003—2009年处于波动状态且与综合效

率的变化趋势一致,2010—2018年处于0.9~1.0
的较高区间。④规模效率整体高于综合效率和纯

技术效率,其中有4年达到有效率,其余年份也均处

于0.95~1.00的较高区间;从变化趋势看,2000—

2009年小幅波动,2010—2018年均大于0.99且保

持稳定。⑤规模效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且波动

较小,而综合效率的变化趋势与纯技术效率高度一

致,表明综合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纯技术效率,

即与港口规模相比,港口的作业技术和运行管理是

影响其对城市经济贡献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

3 建议

3.1 整合现有港口资源

目前上海港港口综合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集装箱泊位不能满足未来发展

需求、深水岸线和陆域发展空间不足以及集疏运方

式较单一,同时又面临周边大型港口的竞争压力。

因此,上海港须着重整合现有资源以增加集装箱泊

位,重点打造临港自由贸易区,优化港口配套设施

建设规划,逐步解决港区功能同质化的问题。

3.2 优化港区发展格局

合理布局港口作业、物流和服务等功能,优化

资源配置,满足超大型港口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

港口的集运功能与物流体系和工业体系,构建港城

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优化港区产业布局和物流运

输环境,逐步推行行业企业联合经营,实现物流运

输体系的集约化和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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