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卷第"期

#$$%年&月

经 济 学 !季 刊"
’()*+,-.*./)-01+234256

7.58!#9.8"
:;2)5##$$%

我国高校效率研究

成"刚"孙志军!

摘!要"本文同时应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分析我国高校OPP%$
#$$A年的效率状况%总体来说#我国高校的平均技术效率较高#西

部地区高校&理工院校和财经政法大学效率 最 为 明 显’我 国 高 校 存

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总体规模经济程度 不 断 上 升#但 总 体 范 围

经济程度逐 步 下 降#具 体 来 看#硕 士 生 的 规 模 经 济 程 度 较 为 明 显#
而硕士生和博士生存在范围不经济现象’L,:和?R:的效率值相关

但不显著#效率排序O$d显著相关’学校的外部因素和大部分内部

因素显著影响学校效率(
""关键词"高校效率#随机边界法#数据包络分析法

! 成刚#北京师范大学首 都 基 础 教 育 研 究 院#O$$%!A’电 话%!$O$"A%%$#O&&’,@/+)5%]]-(4*EE+*E!D*1I
4G1I-*’孙志军#北京 师 范 大 学 经 济 与 工 商 管 理 学 院#O$$%!A’电 话%!$O$"A%%$#O>!’,@/+)5%Kb()]1*!
D*1I4G1I-*(本文的部分内容在#$$>年全国教育经济学年会报告过(作者深深感谢B42+)*3H.(*4K&王

善迈&袁连生&杜育红&刘泽云在本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同时本研究得到全国教育科

学)十一五*规划#$$>年度国家青 年 基 金 项 目 !项 目 号%’R:$>$$>A"&北 京 市 教 育 科 学)十 一 五*规 划

#$$!年度重大 课 题!项 目 号%:::$!$$O"&教 育 部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重 大 课 题 攻 关 项 目 !项 目 号%
$AHJL$$$"""的资助(作者对匿名审稿人和姚洋的修改意见深表谢意(

一!引""言

OPP%年以来#扩招&速度&规模&毛入学率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

词#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高校学费高涨&
巨额负债&教育质量等问题也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在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大

众化战略后#在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中#高等教育效率究竟如何这一重大

问题并未系统&规范地分析过(这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效率是一个模糊的概

念#人们从各自知识背景和个人感受出发获得的效率结论多为主观看法和经

验判断#缺少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
教育效率是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主要是指教育资源的

有效 配 置 和 使 用#即 从 )一 个 给 定 的 投 入 量 中 获 得 最 大 的 产 出*!奥 肯#

OPPP"#教育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教育资源的利用不存在任何浪费(效

率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是指投入到高等教育事业中的各种资源与产出成果

之比(高等教育领域的效率研究既可从宏观角度分析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投

入与产出关系#也可从微观角度观察高等教育机构使用一定教育资源的效果(
从高等教育机构来看#虽然它们多为非营利机构#理论上没有提 高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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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但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公共管理与公共财政改革

以及多渠道投资主体对责任与效率的追求使得高等教育机构不得不越来越关

注资源的利用效率%
本文的研究框架为&以经济学的效率内涵和研究方法为依据#从 微 观 角

度#以高等教 育 机 构 为 研 究 对 象#采 用 参 数 法 !Y?和?R:"和 非 参 数 法

!L,:"分析我国高校的成本效率$技术效率$规模以及范围经济#回答以下

问题&!O"我国高校是否存在各种效率？效率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的高校效率 是 否 存 在 差 异？差 异 如 何？ !""OPPP年 扩 招 以 来#
我国高校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我国高校内部资源配置是否存在范围经济？

!A"不同方法获得的效率值和效率排序是什么关系？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第三部分是研 究 方 法

和模型的介绍以及数据的描述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过程与各种实证结果的

比较讨论’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O 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理论上存在对偶关系#本质上应该一致#但由于生产函数难以分析高校的多产出#
因此本文的函数特指多产出成本函数%

二!文 献 评 述

目前高校效率分析主要利用生产函数 !成本"函数#分析在投入与配置

既定的前提下#实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 !实际成本与理论最小成本"之间

的关系%O 依据是否要估算函数中的参数#可将这种方法划分为参数法和非参

数法%从国际经验来看#非参 数 法 !L,:"的 使 用 更 为 广 泛%近 年 来#不 同

方法的比较 !H.(*4K+*GH.(*4K#OPP>’H.(*4K#OPPP"和面板数据的参数法

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H.(*4K+*GH.(*4K##$$A"%
由于函数的形式并非理论确定#需要经验判断#因此#函 数 形 式 的 分 析

和选择成为效率参数法研究的一大重点%在高等教育效率研究中多用二次函

数与’,?形式 !?34X4*K##$$A"#比较 而 言#学 者 们 对 方 法 的 探 讨 多 于 对 函

数形式的分析%
在测量方法和函数形式确定后#高校投入和产出变量的选择成为学者讨

论不休#尚无一致结 论 的 问 题 !’.(*+*G’..;42##$$&"#但 研 究 者 常 尽 可

能细化产出#如把教学产出按学科和层次分类 !H.(*4K+*GH.(*4K#OPP>"%
大部分的研究认为高校基本存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不同种类的高校

!公立或私立"成本结构不同#效率存在与否及其影响因素视具体情况而定#
尤其需要 注 意 的 是#L,: 结 果 对 于 不 同 的 投 入 或 产 出 变 量 设 定 比 较 敏 感

!H.(*4K+*GH.(*4K#OPP#"%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界的实证研究为数不多#这些为数不多 的 实 证

研究 基 本 上 采 用 的 是 非 参 数 法!见 表O"#并 且 研 究 对 象 多 为 科 研 效 率#缺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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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整体活动效率的分析#
纵观国内外研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O&须重视不同研究方法的比较和 分 析#参 数 法 和 非 参 数 法 各 有 其 优 缺

点$完全使用一种方法不仅无法获得某些信息 %非参数法无法获得范围经济

信息&$更可能导致结论片面化#
%#&虽然函数形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应看到函数形式的选择具

有一定的计量先验要求$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考虑使用不同的函数形式#
%"&现有研究中投入和产出界定上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忽视质量#二是未

充分考虑教学产出之间的层级和学科差异#我们发现很多研究并未把教学产

出按层级和学科进行分类#即使从直观的经验来判断$我们也能认定不同层

级 %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学科 %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等&的学生培养成

本不同#缺乏此类信息将导致效率分析作用有限#三是没有包含高校的社会

服务产出#几乎所有研究都只考察了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产出$而完全省

略了公共服务和拓展外联活动#如果不考虑院系和学校之间公共服务的差异$
那么将难以了解高校活动的整体效率#

%&&多数研究未考虑高校所在地区的物价水平$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大国$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大相径庭$相关变量未剔除当地物价影响将使

研究结果大打折扣#
%A&多数研究未考虑效率的动态变化$即未考虑时间变化对效率的影响#
本文的创新具体表现在"方法上$笔者同时应用参数法和非参数 法 分 析

我国高校的效率状况$其中在国内首次使用随机边界法 %?R:&’内容上$全

面完整分析了我国高校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不再限

于科研效率’变量选取上$作者把高校产出变量按学科和层次分类$这类研

究国内为数较少$此外$作者还对各种方法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克服

了同类研究依赖单一方法 %国内此前的研究仅使用非参数法&的缺陷$加强

了本文的说服力#因此$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内容来看$本文的创新价值较

为明显#

三!方法!模型与数据

%一&方法

""OI参数法

传统的参数 法 确 定 成 本 函 数 形 式 后$使 用 最 小 二 乘 法 %Y?&估 计 函 数#
最小二乘法得出的成本函数反映了 (平均)意义上的成本与产出关系#而理

论上的成本函数是 给 定 要 素 价 格 不 变 的 条 件 下 最 小 成 本 和 产 出 水 平 的 关 系#
最小二乘法的 (最佳拟合)性质与随机边界法的 (边界)性质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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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 边 界 方 法 !?R:"估 计 成 本 函 数 是 由 :)E*42!"#$I!OP!!"以 及

c441K4*+*G<2.4-N !OP!!"分别独立发展而成#随机边界方法 !?R:"允许

误差项中包括无效率因素#他们认为误差项分为两部分$一为具对称分配的

随机误差%代表厂商或高校无法控制的外在干扰因素%如政治局势&天灾等’
另一部分为单边分配的随机变量%代表厂商或高校无效率因素#此二项误差

彼此独立#因此%每个厂商或高校皆面对不同的生产边界%因此称为随机边

界法#

<+334K4+*G’.455)!OPPA"还将模型进一步扩充为面板数据的形式%将所

有可能影响效率的因素和厂商的成本边界同时估计#本研究的参数法即采用

<+334K4+*G’.455)!OPPA"的面板数据模型%将可能影响高校效率的因素和高

校的成本边界同时估计#
在这里%我们定义-为成本无效率的方差在组合方差中的比重#-的取值

为$到O%当-趋近于O时%说明成本偏差主要由成本无效率项决定’当-趋

近于$时%说明成本偏差主要由随机误差决定#
在?R:方法中%变差率3的零假设统计检验是判断边界成本函数是否有

效的根本依据#如果变差率3的零假设被接受%则意味着成本无效率项不存

在%边界成本函数无效#对变差率3的零假设检验可通过对成本函数的单边

似然比检验统计量YT的显著性检验实现#
在边界成本函数被正确估计出来后%高校的成本效率可用理论最小成本

与实际成本的比值表示%该值在$到O之间%取值越接近于O表示实际成本

越接近理论最小成本%成本效率越高#

#I非参数法

R+22455!OPA!"提出了不预设函数形式的 (非参数边界分析)!*.*@;+2+@
/432)-S2.*3)42"观念#随后由’(+2*4K!"#$I!OP!%"发展出的’’T模型%将

R+22455单产出的效率衡量模型扩充为多产出型式%并将此种以数学线性规划

技巧架构生产函数来衡量效率的方式命名为 (数据包络分析)!G+3+4*X45.;@
/4*3+*+56K)K%L,:"#接着<+*N42!"#$I!OP%&"的<’’模型%则更进一步

地将’’T模 型 中 固 定 规 模 报 酬 的 假 设 放 宽%考 虑 非 固 定 生 产 规 模 的 情 形#

L,:最大的优点%是在进行分析时不必事先预设函数形式%避免了模型设定

的问题#同时%L,:可以处理多产出与多投入的效率评估问题%并且在投入

产出之间%无须决定其相对的重要性%解决了比值分析法主观权数的决定与

加总问题#但非参数法也存在着几大缺陷$一是忽略随机误差的存在%直接

将所有偏离效率边界的状况均视为无效率%可能会导致效率程度的高估或低

估’二是该方法没有直接考虑价格因素%仅限于测度机构的技术效率而忽略

了测度配置效率 !<42E42+*Gc4K342%OPP!"’三是缺乏统计特性#
在应用数据包 络 分 析 法 时%首 先 必 须 选 取 适 当 的 投 入 变 量 和 产 出 变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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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 育 领 域#一 般 常 认 为 投 入 包 括 人!财!物 的 投 入#结 合 相 关 研 究#
本文把投入变 量 设 置 为 专 任 教 师!教 职 工 总 数!总 支 出 和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值$
高校的产出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本文的产出变量定义为人文社会科

学本科生 数!自 然 科 学 本 科 生 数!硕 士 生!博 士 生!科 研 支 出 和 社 会 服 务%
由于我国高校在OPPP年后大幅度扩招#已有学者使用数据证明我国高校存在

规模经济 &成刚##$$>’#因此#本文采用<’’模型进行分析%

&二’本文参数法所用模型

OI函数形式

高等教育成本函数多采用二次成本函数以及超越对数函数形式%如果使

用流行的超越对数形式#无法解决部分高校某些产出为零的问题%虽然存在

解决零产出的方法##但由于本文样本缺少投入价格信息以及数据限制而无法

获得有效估计%在高等教育成本函数的研究中#二次成本函数更受研究者的

偏爱#尽管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基础说明二次成本函数要优于其他成本函数形

式 &<+1/.5!"#$I#OP%#’%

# 一般采用三种方法解决零产出问 题"!除 包 含 零 的 资 料$以 一 个 任 意 微 小 正 数 取 代 零$使 用<.=@’.=
转换所有变量%

因此#本文考虑成本函 数 形 式 为 二 次 形 式 &<+1/.5!"#$I#OP%#$’.(*
!"#$I#OP%P$H.(*4K+*GH.(*4K#OPP>$‘.K(+5+*G‘.K(+5#OPPP’#基本模

型如下"

-;"$B’
,

+;O
"+5+B

O
#’

,

+;O
’
,

U;O
"+U5+5UB’

,

+;O
$+H+B_BT# &O’

其中#-表示生产,种产出的总成本#"$ 是常数项#"+ 和"+U是产出变量的系

数#5+ 是第+种产出的量#H+ 是一个二值变量#当第+种产出 大 于$时#H+
为O#其他情况为$%_ 代表影响总成本的非可控因素#它既可能提高也可能

降低成本#因此服从正态分布#T 为非负的成本无效率项%

#%变量设定

本文考察的成本-#指的是高等教育 机 构 的 总 成 本%在 我 国 高 校 的 支 出

中主要表现为事业支出 &包括教育和科研事业支出’#本文也以高校的事业支

出度量总成本%
高等教育机构最为常见的产出是教学和科研%但是#定义并度量 高 等 教

育产出 的 数 量 和 质 量 至 今 尚 未 得 到 令 人 满 意 的 解 决 &’.(*+*G’..;42#

#$$&’%
较为普遍的度量教学产出的方法是使用在校学生数 &‘.K(+5+*G‘.K(+5#

OPPP’!学生 的 学 时 数 &945K.*+*G\4X423#OPP#’或 毕 业 生 数 &7422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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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X)4K#OP!A"作为教学产出$由于我国大部分高校没有学时数的统计数据#
同时采用毕业生数度量教学产出存在缺陷"#笔者将使用在校学生数作为教学

产出变量$学科不同%教育层级不同#教学方法%教 学 规 律%课 程 设 计%资

源配置等方面也大相径庭#学生的培养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学科和

不同层级的教学产出成本应当不同$本文将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产出看

作为三种学科%三种层次的在校学生数 !?34X4*K##$$A"&全日制的人文社会

科学本专科学生数 !0W:"%全日制的自然科学本专科学生数 !0W?"%全日

制的医学科学本专科学 生 数 !0Wc"%全 日 制 的 硕 士 研 究 生 学 生 数 !0Mc"
和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学生数 !0ML"$0W: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

育学%文学%历史学%管 理 学 等 七 个 学 科 的 所 有 在 校 学 生 数#0W?包 括 理

学%工学%农学等三个学科的所有在校学生数#0Wc包括医学学科的所有在

校学生数#0Mc包括在校硕士研究生人数#0ML包括在校博士研究生人数$
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的数量 !G4B2..3!"#$I#OPPO"%大学 获 得 研 究 基

金和合同 !’.(*!"#$I#OP%P"%科研支出 !‘.K(+5+*G‘.K(+5#OPPP"是常

用的三种关于研究产出的变量$由于本文样本高校类型众多%科研活动差异

较大#使用科研的实物产出存在一定困难#从可行性和可比性来看#使用学

校科研事业支出 !0T"较为合理#因此本文将采用这一做法$
模型中使用虚拟变量 !二值变量"H+ 主要是出于技术原因#为了保证成

本函数的灵活性$&

" 毕业生表示的是耗费几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二至四年"教学资源的教学成果#无法与成本函数的年支

出对应#不符合成本与产出的关系#而且使用毕业生作为教学产出变量忽视了肄业生耗费的教学资源$
& 具体推导过程见<+1/.5!"#$%!OP%##第&A&’&AA页"$

如何充分考虑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因素都是一个很难让人满意的问题 !‘.@
K(+5+*G‘.K(+5#OPPP"$目前国内衡量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质量的指标在我

国还没有公认的标准$王善迈 !OPP>"曾 提 出 在 教 育 产 出 质 量 尚 不 能 量 化 的

条件下#以直接影响产出质量的投入质量替代产出的质量$例如教师质量是

影响教学和科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教师的职称结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教师质量$本文用正高级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和生师比来考虑教学

和科研的质量$
国内外的高校除了生产众所周知的教学和科研产品以外#大部分学校还

生产公 共 服 务 和 拓 展 外 联 !_1324+-("等 领 域 的 产 品 !G4B2..3!"#$I#

OPPO"$几乎所有现有研究都只考察了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产出#而完全省

略了公共服务和拓展外联活动$本文试图选择表示高校社会服务产出的代理

变量$选取的变量为高校收入中的经营收入$经营收入被定义为高等学校在

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活动的进行包括学校提供社会服务都会产生成本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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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即使活动是非营利的#也会存在着资金的流动#经营收入可近似认为高

校提供社会服务产出而获得的收入$

A 由于部分数据的缺失和两地办学问题#本文在计算时未包括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实际为>%所教育部直属高校$
> 本文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依据进行计算#因为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比#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所包含

的商品范围更为广泛一些#其代表性更强一些#不过#在条件成熟和统计资料完备的情况下#更理想 的 价

格调整应采用教育成本指数#因为这种指数的调查内容和数据更加符合教育机构的实际情况$

%三&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 为OPP%’#$$A年 的 教 育 部 直 属 高 校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资 料 汇

编A#数据为跨时%年!个体数为>%个的面板数据$本文出现的以货币度量的

变量以OPP%年为基期按各地价格进行了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样本中的

一些高校进行过一定的合并#本文统计是以最后合并完成的学校作为计数单

位$OPP#年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发生了大规模的合并现象#高校合并的分析完

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进行研究 %Y5.6G!"#$I#OPP"&#为简便起见#本文

将不对合并高校的效率进行分析$但为了判断高校的合并是否会影响整体样本

的稳定性#我们将发生合并的高校作为虚拟变量D 引入估计模型#考察合并对

研究结果是否存在影响 %回归结果见后文&$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见表#$

表!!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

变量 变量描述 观察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事业支出%万元& &%& AA&"A8AP A$#P&8P! #&&P8A& "%A""A8%$
0T 研究产出%万元& &%& O$$>!8A" O"#!!8>& $8$$ OO">PA8&$

0W: 人文 社 会 科 学 本

科生%人&
&%& AOO&8A" """P8"" $8$$ O%A%#8$$

0W? 自然 科 学 本 科 生

%人&
&%& %"">8O$ >AO>8$# $8$$ #!"%>8$$

0Wc 医学本科生%人& &%& !>&8$# OA>P8PO $8$$ >O>#8$$
0Mc 硕士研究生%人& &%& "#OP8"% #!P"8"$ "&8$$ O&!O"8$$
0ML 博士研究生%人& &%& O$A!8%A OOA#8$O $8$$ >$A$8$$
’?VJ, 生师比 &%& O#8># "8%P O8"A &&8>>
?,T7V’, 经营收入%万元& &%& #%$8#" !&&8AO $8$$ >#>$8"$

0W:YVQZ 正 高 级 教 师(专

任教师数

&%& $8OP $8$! $8$& $8A>

?Q::??MT_ 副 高 级 教 师(专

任教师

&%& $8"& $8$A $8$" $8&!

?Q:AO A$岁 以 上 教 师(
专任教师

&%& $8OP $8#O $8$> $8A"

?Q:L_’ 有 博 士 学 位 教

师(专任教师

&%& $8#$ $8O# $8$$ $8>!

?Q:cV9_T 专任 教 师 中 的 少

数民族%人&
&%& O$!P8!A O!#O&8%" $8$$ "&A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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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变量描述 观察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Q,:’\ 专任教师#教职工 &%& """$8AO """$8$% ""$8#P """$8PO

?QWcV9_T 本专 科 生 中 的 少

数民族!人"
&%& #&"#8$" "$P"#8AO $8$$ >&%P$A8$$

?QWcV9_T# 研究 生 中 的 少 数

民族!人"
&%& #A!8A> #$$"8OO $8$$ "!!"%8$$

\_W?, 校 舍 面 积!建 筑

面积平方米"
&%& !>O!OA8"$ A$A&%&8A$ O#OO#8$$ "$%OAPO8$$

:T,: 占 地 面 积!建 筑

面积平方米"
&%& O>"O>AA8$$O"!"O!$8$$ >%8$$ >"$A%>>8$$

,0WVMc,9Q 教学 科 研 仪 器 设

备!万元"
&%& #%##"8"& #P#$O8O$ $8$$ O!$OA"8%$

VaZ 变 量 aZ的 交 叉

乘积项

a?0 变量a的平方项

四!实 证 分 析

此部分的实证分析先从面板数据经验模型的选择开始$确定适合的面板

模型后$使用恰当的Y?估计模型$并验证其稳健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使

用?R:方法估计面板数据模型$并讨论其估计效果$接着使用非参数法L,:
估计效率%

在讨论参数法估计结果后$我们将利用参数法Y?和?R:的估计结果分

析高校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将非参数法获得的L,:效率与?R:效

率结论加以比较$并对效率的影响因素加以讨论$最后利用已有结论和方法

探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效率差异原因%

! 该部分计量使用的是?Q:Q:P8$软件%

!一"成本函数的面板数据模型和?R:分析

OI面板数据模型选择与Y?结果!

面板数据包含 了 时 间 和 截 面 两 个 维 度$如 果 面 板 数 据 模 型 设 定 不 正 确$
将产生较大的偏差$所以如何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正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将从混合回归模型或变截距模型中进行选择%
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果模型选择判断可使用H@34K3$在变系数模型的基

础上假设所 有 的 截 距 项 在 时 序 上 有 相 同 的 性 质$即 相 等 !可 变 形 为 皆 等 于

零"$原假设为适用_Y?%
混合回归模型与固定效果模型的检验依据个体随机效应是否显著进行判

断$如果没有个体效应$即7+2!0"e$$那么_Y?是<YW,$否则随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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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较好#具体形式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原假设为适用_Y?$

\+1K/+*Q4K3是常用的检验固定效果和随机效果模型的方法#但是这种

检验在误差项有异方差和自相关时无效$c1*G5+N %OP!%&提 出 了 一 种H检

验方法#相当于稳健的 \+1K/+*34K3$由于本文使用的截面数据较多#在正

式检验异方差之前#为保证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用 c1*G5+N %OP!%&方 法

即稳健豪斯曼检验 %T.D1K3\+1K/+*Q4K3&判别随机效果模型和固定效果模

型#原假设是随机结果更好$% 判定结果见表"$

表!!"#$%&回归最适模型检定结果

检验统计量 适用模型

_Y?回归模型与

固定效果模型之比较

H34K33(+3+551＿)e$"

H%>!#"%O&e&8P%
M2.D%He$8$$$$!!!

固定效果模型

_Y?回归模型与

随机效果模型之比较

<241K-(+*GM+E+*Y+E2+*E4/153);5)42
34K3S.22+*G./4SS4-3K"

Q4K3"7+2%0&e$
-()#%O&eOA>8"#
M2.D%-()#e$8$$$$!!!

随机效果模型

固定效果模型与

随机效果模型之比较

H%"A#>!&e"8>>
M2.D%He$8$$$$!!!

固定效果模型

注"!!!!和!!!分别表示O$d!Ad!Od的显著水平$

因此#计量结果应该基于固定效果模型来分析#回归结果见表&中的模型

O$由于样本数据时间维度比较短#截面上的学校数目又很多#样本数据偏重截

面数据#因此主要考虑集中于横截面的变化#即要注重异方差带来的问题#因为

截面数据存在异方差的概率比较大$
首先#笔者运用 c.G)S)4G +̂5GQ4K3检测组间异方差#结果为-()#%>%&e

A>P$>8#!#M2.D%-()#e$8$$$$#因 此 拒 绝 组 间 同 方 差 的 假 设$接 着 用 利 用

.̂.5G2)GE4%#$$#&检验自相关的方法#拒绝没有序列相关的假设$检验结果说

明截面间存在异方差同时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笔者将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

二乘法%RBY?&的方法来消除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用这种方法估计

成本函数将能提高估计系数的精确性$回归结果见表&的模型#$

% 具体推导过程见 .̂.5G2)GE4%#$$##第#P$’#PO页&$
P -()#%#O&eO%>8&OI

表&模型#中的显著变量个数更多#大部分关键产出变量显著$函 数 中

的六种产出项系数大部分为正#而一部分二次项为负#说明了增加这些产出

直接增加办学成本#但增加成本的效果在递减$
经检验#模型中所有的交叉乘积项和二次项的系数都联合显著$P 说明学

科对成本存在着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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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未报告RBY?回归结果的1# 原因可见(33;#$$FFFIK3+3+I-./$K1;;.23$S+jK$K3+3$=3E5K#I(3/5%

表!!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O 模型# 模型"
固定效果

模型估计!Y?L7"
固定效果

模型估计!RBY?"O$
模型?R:估计

!<+334K4+*G’.455)&OPPA"

0T #8!PA"!!!!$8#!>&" #8A&!P!!!!$8O%AO" #8O!$"!!!!$8#$>P"

0W: O8"$O&!O8O>#P" #8>&A%!!!!$8>O>A" "8"O%#!!!!$8"$P#"

0W? $8#AOO!$8%!%!" $8O%>!!$8&>O#" $8P$%!!!!!$8#"$""

0Wc &8PA$#!!#8!PA>" #8#O!O!O8%O#" f$8>#AP!O8&$$%"

0Mc #8#""O!#8"&$"" #8A#>P!!O8"A%"" f$8$$#P!O8>>>P"

0ML f#8>$&%!>8&%>#" f"8&P!P!&8&O&&" f$8O$OP!A8$#>%"

’?VJ, f#&!8P"#&!#!#8&!!>" f"%O8%%%O!!!!OOO8"!PA" fO##8AP>%!!!&&8"#>P"

V0W:0W? f$8$$$O!$8$$$O" f$8$$$O!!!!$" $!!$"

V0W:0Wc $8$$$#!$8$$$"" $8$$$A!!!!$8$$$#" $8$$$A!!!$8$$$#"

V0W:0Mc $!$8$$$"" $8$$$#!$8$$$#" $8$$$A!!!$8$$$#"

V0W:0ML $8$$#O!!!$8$$$%" $8$$O#!!!$8$$$>" f$8$$$>!$8$$$>"

V0W:0T $!$" $!$" $!$"

V0W?0Wc $8$$$O!$8$$$O" $8$$$O!$8$$$O" $!$8$$$O"

V0W?0Mc $8$$$&!!!!$8$$$O" $8$$$#!!!$8$$$O" $8$$$&!!!!$8$$$O"

V0W?0ML f$8$$O!!!!!$8$$$&" f$8$$O!!!!$8$$$"" f$8$$O&!!!!$8$$$""

V0W?0T $!$" $!$" $!$"

V0Mc0ML $8$$&!!!$8$$#" $8$$#&!$8$$OA" $8$$A>!!!!$8$$#"

V0Mc0T f$8$$$#!!!!$8$$$O" f$8$$$#!!!$8$$$O" f$8$$$&!!!!$8$$$O"

V0ML0T $8$$OO!!!!$8$$$#" $8$$$%!!!!$8$$$#" $8$$O!!!!$8$$$#"

V0Mc0Wc f$8$$$P!!!!!$8$$$A" f$8$$O#!!!!$8$$$&" f$8$$$!!$8$$$A"

V0ML0Wc $8$$">!!!!$8$$O"" $8$$#"!!$8$$OO" $8$$OO!$8$$O""

V0T0Wc f$8$$$#!!!!$8$$$O" f$8$$$O!$8$$$O" $!$8$$$O"

0W:?0 f$8$$$O!$8$$$O" f$8$$$O!!!!$" f$8$$$#!!!!$"

0W??0 $8$$$O!!$" $8$$$O!!!$" $!$"

0Wc?0 f$8$$$$$$"# f$8$$$#!$8$$$#" $8$$$&!$8$$$#"

0Mc?0 f$8$$$$$$"# f$8$$$$$$OA f$8$$OO!!!$8$$$&"

0ML?0 f$8$$!P!!!!$8$$#!" f$8$$""!$8$$#"" f$8$$P>!!!!$8$$#!"

0T?0 $!!!!$" $!!!!$" $!!!$"

?,T7V’, f$8"$"&!$8>&#>" >!$8PP&"!"$A#8PAA" f>$$>8AOP!!!!O#8$&"&"

0W:YVQZ O&%!>8>!!OPP#%8#" fO$AO8&#O!!P>8OPA&" f#"PO8P%!!!!"8$#&A"

H# f&%&8O!OA!P%%O8>&#" O>OA8$%!O#&$8""P" fOAO"8"$!>!!!!%8A&!&"

H" f#"#&8P"!"A$$8>P&" f&">8$&OO!#$#O8OO"" f&%"O8"!A%!!!!O#8$""%"

H& #!P%8%AA!##"A8&P#" $8"!O!!$8"A!&" O8O%!!!!!!$8#PA&"

H> fOO#>8!"&!%P#!8>"O" ##"O"8P>!!!!PP!8"%" OP%O8%%&P!!!!"8!A$A"

C #"#P8>"#!!!!AP>8&&&!" O!$P8#O"!!!!#"!8&"#>" OA"!8$"$>!!!!OP8>P#""

＿-.*K P!!8!PP"!O&#%A8%&" #O#&8!#!!P##&8"&"" A$""8!"">!!!!O#8!PO#"

1# $8PA##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K表示常数&!’!!和!!!分别表示O$d’Ad’Od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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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模型#和"代入大学合并虚拟变量D 后#该变量并不显著#一定

程度上说明高校合并与否对高校成本截距没有影响$

OO 此处效率值是根据每所高校OPP%%#$$A年的每年效率值平均计算获得$

表!!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效率情况%%

学校代号 总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学校代号 总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O $8PA O $8PA "A O O O

# O O O "> O O O

" $8%! $8%! $8PP "! $8%A O $8%A

& $8P# $8P> $8P> "% $8%% $8PO $8P!

A O O O "P $8PP O $8PP

> $8%% $8PO $8P> &$ $8P# $8PA $8P!

! $8>> $8!P $8%# &O $8PO $8P> $8P&

% O O O &# $8PP O $8PP

P $8&P $8!A $8># &" $8P% $8PP $8PP

O$ O O O && $8P" $8PP $8P&

OO $8P% $8PP $8PP &A $8P> O $8P>

O# O O O &> $8PP O $8PP

O" $8PP $8PP O &! O O O

O& O O O &% O O O

OA $8P! $8PP $8PP &P $8PP O O

O> $8%! $8%P $8P% A$ O O O

O! $8%& $8%A $8PP AO O O O

O% $8PP O O A# $8P# $8P" $8PP

OP $8PA $8P! $8P% A" $8P# $8P& $8PP

#$ $8P! $8PP $8P! A& O O O

#O O O O AA $8%O $8%> $8P&

## O O O A> $8P& $8P! $8P!

#" $8PO $8P> $8PA A! O O O

#& $8%> $8%% $8P! A% O O O

#A $8!% $8!P $8PP AP O O O

#> $8%% $8%P $8P% >$ $8P% O $8P%

#! $8P& $8PA $8P% >O $8PP O $8PP

#% $8PA $8P% $8P! ># $8P! O $8P!

#P $8%& $8%A $8PP >" $8%P $8P& $8PA

"$ $8%P O $8%P >& $8!> $8P> $8!P

"O $8P! $8P% $8PP >A $8&> $8P! $8&!

"# $8%P $8P# $8P! >> $8&> O $8&>

"" $8PP $8PP O >! $8&" $8PO $8&>

"& $8PA $8P! $8P% >% $8P! $8P% $8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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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结果 O#

上述面板数据模型是确定性面板模型#反映了 $平均%意义上的成本与产

出关系#为了更符合成本函数的理论要求#我们用?R:方法对函数进行分析&
从表&模型"一栏&我们发现’
!O"成本无效率项客观存在#使用随机边界成本函数法合理&正如上文所

述#变差率-的零假设统计检验是判断边界成本函数是否有效的根本依据&-
的估计值是$8P"#说明高校间成本差别主要由成本无效率造成的#只 有!d
是由于随机因素造成的&-的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A"8A$远大于约束条件

为O#显著性概率为$8$O的/)=4G)
#分布临界值 !‘.GG4+*GM+5/#OP%>"&

于是-的零假设被拒绝#即成本无效率项是存在的#所以我国高校存在成本

无效率情况&
!#"在不包括截距项的"A个系数的"检验中#有O!个在Od水平显著#A

个在Ad水平显著#O个在O$d水平显著&剩余系数"检验不太显著&有些重

要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在于模型形式导致的多重共线性#而多重共线性的存在

并不影响系数的一致性 !̂ ..5G2)GE4##$$""&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变差率-
的零假设已 被 拒 绝#因 此 可 确 定 在 本 假 设 下 的 随 机 边 界 成 本 函 数 仍 然 是 有

效的&
!"""个模型都显著的变量共有!个#进一步说明了这些系数的稳健性&

这几个变量中尤其要关注交叉乘积项#因为这是判断两种产出之间成本互补

性的重要依据&如果系数为负且显著#那么联合生产这两种产出更合理&否

则互为成本替代#成 本 互 补 原 因 在 于 不 同 产 出 间 共 享 资 源 或 共 用 投 入 要 素&
我们发现自然科学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替代显著(自然科学本科生与博士研

究生互补显著(硕 士 研 究 生 与 科 研 互 补 显 著(博 士 研 究 生 与 科 研 替 代 显 著&
值得注意的是科研与博士生之间不存在成本互补#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不太一

致&’.(*!"#$I!OP%P"和G4B2..3!"#$I!OPPO"发现科研与博士生之间存

在成本互补#原因在于美国大学普遍使用博士生作为助研#使用博士生作为

助研价格相对较低#从而节省成本&我国高校的这种现象与文后讨论的我国

研究生培养方式有关 !详见后文"&

O# 该部分计量使用的是RT_9QV,T&8O软件&
O" 该部分计量使用的是L,:M#8O软件&

!二"L,:结果O"

依据本文的投 入 和 产 出 变 量 以 及 7T?模 型#按 学 校 计 算 的 效 率 结 果 见

表A&
从运算结果来看#OPP%)#$$A年我国高校的平均技术效率为$8PO#纯技

术效率为$8P>#而 规 模 效 率 是$8P>#这 与 田 东 平 和 苗 玉 凤 !#$$>"计 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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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A"所高校效率结果 #$8P">$相近%因此&总体来说&我国高校L,:
效率较高&无效的原因既有技术原因又有规模原因%

按学校地区O&和类型计算的结果见表>%

O& 本文按照新三分法划分的经 济 区 域 确 定 教 育 部 直 属 高 校 的 地 区&东 部 地 区 包 括 北 京!天 津!河 北!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OO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

西!内蒙古等O#个省!市!自治区%

表!!不同地区和类型高校的"#$效率

学校分类#地区和类型$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东部地区高校 $8%P $8PA $8P"
中部地区高校 $8P& $8P! $8P!
西部地区高校 $8P> $8P! $8PP
医科大学 O O O
农林大学 $8P% $8PP $8PP
理工院校 $8P> $8P! $8PP
财经政法大学 $8PA $8PP $8P>
综合性大学 $8P& $8P% $8P>
师范院校 $8%! $8%% $8P%
外语院校 $8>% $8%" $8!P
艺术院校 $8A& $8P& $8A%

从表>中可知&西部地区高校L,:效率高于其他地区&这可以从两个方

面进行分析"#O$规模优势&表>中西部地区高校规模效率明显&这与西部地

区高校学生增速较快有较大关系 #见表!$’##$纯技术效率&西部地区高校

的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相对较高&除西安交大外&其他高校业务活动的绝对

规模 #教学和科研$和复杂程度显著低于其他地区高校&高校内部的组织管

理机构和体系 层 次 相 对 简 单&管 理 成 本 相 对 较 低&在 其 他 条 件 相 似 情 况 下&
其效率自然较高%同时还须指出的是本文西部地区样本高校分布在成都!西

安!兰州!重庆这几个大城市&并非通常意义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这 些 高 校

管理水平和能力并不落后%此外&我们还将在文后进一步分析西部地区高校

效率较高的原因%

表%!&’’(!)**+年不同地区高校各类学生的环比增长速度

学生类型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0W: O>d #Ad AOd

0W? OAd #Pd "$d

0Wc A>%d &"d O&d

0Mc #%d &#d A>d

0ML #!d "Pd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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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知#医科大学为L,:有效学校#农林大学$理工院校和财经

政法大学效率较高#?R:方法得出的结论是理工院校和财经政法大学效率较

高%不同类型学校效率的结果有些不同#笔者认为一方面L,:计算结果对投

入产出变量的选择较为敏感 !H.(*4K+*GH.(*4K#OPP#"#不同的变量选择导

致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效率的 结 果 受 到 多 因 素 影 响 !详 见 本 文 第 五 部 分

第三节"#学校类型的效率差异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多加比较分析%
从动态的角 度 来 看 !图O"#三 种L,:效 率 在OPP%’#$$A年 波 动 较 大#

尤为明显的是#$$O年 为 效 率 从 下 降 转 为 上 升 的 拐 点%这 恰 好 与OPPP’#$$O
年大学扩招相反#图O中我们还可以发现?R:方法计算出的效率值低于L,:
效率#并且该成本效率基本处于下降趋势%这种效率变化趋势与本文的样本

有一定的关系#本文分析对象均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包括了中国最著名

的高校#并且#几乎所有的样本院校都进入了 (#OO)工程#这些学校在扩招

前的规模和办学资源已处于有序偏紧状态#OPPP年大学扩招的硬性命令使得

本已偏紧的资源配置更加雪上加霜#尤其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不堪

重负的资源配置使得效率不断降低#直到大学扩招结束#同时各校新增的教

育资源逐渐发挥效益#效率因此慢慢提高#但新增教育资源多为高校贷款建

设#实为效率提高的机会成本#高校债务由于会计制度等原因#难以获得相

关信息#更加难以在效率中加以研究%

图!!!""#!$%%&年我国高校效率变化

!三"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根据<+1/.5!"#$I!OP%#"关于多产出的相关计算公式和表&中的模型#
和"的估计结果#我们计算出相应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指标#结果见表%%

从表%中 我 们 发 现#无 论 是 哪 种 方 法#我 国 高 校 均 存 在 规 模 经 济#在

?R:的方法下#总体规模经济和各项产出的规模经济程度有一定的下降#说

明在考虑效率因素后#规模的效益未必有那么大%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方法

均显示硕士生的规模经济程度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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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我国高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规模经济 Y? ?R: 范围经济 Y? ?R:

总体规模经济 O8O> O8OO 总体范围经济 $8AP O8#A

特定产出

规模经济

0W: O8"O $8%"
0W? A8A> $8"P
0Wc #8&P !8OA
0Mc #8>& "8>>
0ML O8A# $8$"
0T O8$P O8$&

特定产出

范围经济

0W: $8$" $8#"
0W? $8" $8&A
0Wc $8O> $8""
0Mc $"" f$8#A
0ML f$8O" f$8$>
0T $8OA $8"%

同时#无论是哪种方 法#我 国 高 校 均 存 在 范 围 经 济#在?R:的 方 法 下#
总体范围经济和各项产出的范围经济程度有一定的上升#说明我国效率因素

能促进范围经济的测度$在两种方法下#博士生均不存在范围经济#如果考

虑效率因素#则硕士生也不存在范围经济$
笔者认为以上现象可能是由于我国研究生培养方式造成的$首 先#除 少

数试点高校外#大部分高校研究生教育基本还是免费的#对高校而言#培养

研究生的经费完全来自于政府所拨的经费#培养研究生的价格相对较高 %本

科生交纳的学费分担了一部分培养成本&’其次#很多高校培养研究生的活动

未与其他活动 %科研!本科生培 养&进 行 有 效 的 资 源 共 享#比 如 很 多 高 校 中

研究生像本科生一样上几十人的大班专业课#研究生不搞研究却总是排得满

满的课#很多研究生几年未做过一个课题#与欧美高校相比#很多高校只有

极少数研究生能从事助教工作等$
从动态变化来看 %图#&#?R:方法的总体规模经济较好地呈现出随着我

国高校的扩招#我国高校的总体规模经济程度不断上升#但Y?方法却显示出

我国高校虽然达到规模经济#但却小幅度上下波动’与此同时#我国高校一

直存在总体范围经济#而且两种方法都证明我国高校的总体范围经济自OPPP
年后不断下降$范围经济下降与学校内部资源配置不科学有关#与近年来分

图"!#$$!!"%%&年我国高校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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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办学#合 并 后 高 校 机 构 庞 大 存 在 一 定 关 系$此 外%我 国 高 校 内 部 学 术#
行政和党政三重机构职能有一定的重叠%造成资源浪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在纯粹的学术部门%高校内部的独立和非独立科研教学单位发展也过于

迅速%笔者认为这些单位必然互相争夺资源%造成资源一定程度的配置无效%
难以有效共享资源$OA

OA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观察我国高校与欧美 高 校 校 内 学 术 机 构 数 量 的 对 比%我 国 某 些 著 名 高 校 内 部 的 学

术机构数量往往是国外名校的几倍%如果考虑到质量%我国高校的校内学术机构可能以极低的效率运行$

!四"效率影响因素及效率差异的原因

OI效率值与排名

我们利用相关系数检验?R:效率值和L,:效率值之间的关系%相关系

数为$8O%A$%具有一定的关系%但配对样本的Q检验结果显示?R:效率值和

L,:效率值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接着我们用?;4+2/+*系 数 来 检 验 两 种 方 法 下 的 效 率 排 序 是 否 存 在 一 致

性$?R:效率排序与L,:效率排序的?;4+2/+*系数为$8$!>$%在O$d的显

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两种方法对高校效率的排序存在一定的一致性$

#I效率影响因素

为了对无效率项作更深入的探讨%M)33+*GY44!OP%O"利用估计出的无

效率值 !第一阶段"与影响效率的外生变量回归 !第二阶段"%希望能用这些

外生变量来解释效率的变动$但是%‘1/D(+N+2!"#$I!OPPO"指出这样的估

计步骤会产生一些计量方法上的问题%因此他们都提出一阶段模型以避免此

问题的出现$
无效率函数如下&

*+" ;W+"$% !#"

其中%*+"是高校+第"期的无效率值%W+"是影响高校+第"期效率的外生变量

向量%而$则为变量的待估参数向量$
高校作为典型的多投入多产出机构%有其特殊的运营环境%其效 率 表 现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运营环境中所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要提高高校效

率%必须深入了解哪些因素显著影响高校的效率$
任何组织的运营无外乎外部和内部环境%高校的外部环境主要指的是高

等教育的宏观和行业环境%在数据的限制下%本文主要分析高校类型#办学

地点#重点与否这几个外部因素$
研究高校教学科研的内部环境较为复杂%因为高校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组

织%在高校内部存在着行政管理与学术活动交错的结构$根据高校内部行为

的具体特征%我们认为高校的内部环境主要涉及教学人员#教职员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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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办学条件#教学人员方面包括专任教师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

构和民族特征$教职员工方面包括专任教师在教职工中的比例和师生比$学

生方面则包括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民族特征$办学条件则包括高校的校舍

面积!占地面积!固定资产!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情况#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选取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并不是很完全%在 条 件 允

许的情况下%教职员工的性别比例和工龄!学生的入学成绩!家庭背景等因

素怎样影响效率也是值得关注的#
为了解 高 校 类 型 怎 样 影 响 效 率%笔 者 引 入 表 示 学 校 类 型 的 虚 拟 变 量

QZM,BJ%当学校为第J种类型时%值为O%否则为$#J为O&%时分别表示

为综合性大学!理工院校!师范院校!外语院校!农林大学!财经政法大学!
艺术院校!医科大学#此处把综合性大学作为虚拟变量的基组$为了考察办

学地点与效率的关系%引入表示学校办学地点的虚拟变量Y_’:QV_9B$%当

学校地区为第$种地区时%值为O%否则为$#$为O!#!"时分别表示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此处把东部地区作为虚拟变量的基组$为了重点支持部分

高校创建 世 界 一 流 大 学 和 高 水 平 大 学%教 育 部 从OPPP年 开 始 实 施 ’P%A工

程(#笔者引入表示 ’P%A(高校的虚拟变量 )MP%A*以了解政府的这项工程

是否显著影响了我国高校的效率#估计结果见表P#

表!!影响成本无效率因素的估计结果

自变量 估计结果

?Q:MT_ fO!8>P&&!!!)&8O"!%*

?Q::??MT_ f#>8P%!!!)>8#O!"*

?Q:AO f%8#!>!!!!)#8O#"#*

?Q:L_’ f%8P$!#!!!)#8O%O%*

?Q:cV9_T f"8&A$>!!!)O8O#&O*

?QWcV9_T $8!>P!!!!)$8">*

?Q:Q,:’\ f>$8#O!#!!!)O"8%!$#*

?QWcV9_T# O%8P$A!!!!)&8>>O%*

\_W?, f$8$O$"!!)$8$$&"*

:T,: f$8$$##!!!)$8$$$P*

,0WVMc,9Q $8A$&!!!)$8$>!P*

C fA&!8P&&!!!)O#"8$%>%*

MP%A >>8$&&%!!!)OA8#&#A*

QZM,B# f>8"A>>!!!)O8%P%O*

QZM,B" O>8>%!P!!!)"8P>$#*

QZM,B& OO8O%&"!!!)#8P%>"*

QZM,BA %8!O&"!!!)#8A$%!*

QZM,B> fO>8>"P%!!!)"8!!%"*

QZM,B! f&P8P$%"!!!)OO8A>%!*

QZM,B% fO8#O#P)O8$"#*



O$P%"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续表"

自变量 估计结果

Y_’:QV_9# "A8A!#P!!!!%8A$P!"

Y_’:QV_9" fO$$8%&A%!!!!#&8O$>O"

’?VJ, fO#>$8%%%&!!!!#%"8AA%#"

0W f$8"$"A!$8&A!#"

0M !8&PO%!!!!O8#O%"

＿-.*K fO$#8"!&O!!!!#"8&&A"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K表示常数$!%!!和 !!!表示在O$d%Ad%Od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结果发现高校的所有外部因素都显著影响成本无效率&理工院 校%财 经

政法大学%艺术院校%医科大学都与成本无效率是负的显著关系$也就是说$
这些院校的成本效率在截距上优于综合性大学$尤其是艺术院校的成本效率

最为明显$而师范院校%外语院校%农林大学与成本无效率是正的显著关系$
说明这些院校的成本效率在截距上低于综合性大学’西部地区高校与成本无

效率是负的显著关系$其成本效率在截距上优于东部大学$而中部地区高校

与成本无效率是正的显著关系$其成本效率在截距上低于东部大学’(P%A)高

校与成本无效率 是 正 的 显 著 关 系$说 明 其 成 本 效 率 在 截 距 上 低 于 其 他 高 校&
单独引入虚拟变量仅能表示两类活动在截距上的差异而无法了解斜率上的变

化$因此$完整%理想地分析学校类型和地区影响的方法是同时考察截距和

斜率的变化$但由于学校的办学地点和办学类型的组合过于复杂$O>本文将不

再考虑同时包含学校类型和地区的效率分析$但会结合其他因素单独分析西

部地区高校%理工院校和财经政法大学的效率问题&

O> 每个地区的高校都可以分为八种类型的高校$三个地区共有二十四种高校需要分析$基本分析过程与

前文也无本质区别&

从我们的实际调研情况来看$ (P%A)工程缺乏效率考量$该项工程的巨

额投入是以各级财政能力为依据$而不是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际需要为

标准$因此$(P%A)高校普遍存在着 (拿钱找项目)的问题$很多项目在未

经过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可能非学校所需$甚至个别高校某些单位

为如何花钱而烦恼$这必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成本无效率&
教学人员的基 本 特 征 因 素 均 显 著 影 响 效 率&副 高 教 师%A$岁 以 上 教 师%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以及专任教师中的少数民族人数都与成本效率显著正相

关$也就是说$这些教师的增加会提高成本效率$可见高水平的教师能有效

控制教学科研成本或提升教学科研质量$从而促使成本效率提高&
专任教师数与生师比与成本效率显著正相关&这与教育界的一般看法相

一致&专任教师越多$每一个教师面对的学生越多$越容易控制成 本$而 学

校中的非教学科研人员越多$学校的无关支出越多$从而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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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基本特征因素并非都与成本效率显著相关#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的

少数民族越多$成本越无效率#此外$本科生人数与成本效率正相 关$研 究

生人数与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说明研究生人数越多$成本效率越低$主要

原因在于高校教学产出结构已经失衡$研究生培养过多$尤其是硕士生的数

量过大#
办学条件 中$校 舍 面 积!占 地 面 积 与 成 本 效 率 显 著 正 相 关#校 舍 面 积

直接决定了学 校 教 学 能 力 的 大 小$校 舍 越 大$教 学 活 动 规 模 能 够 越 大$成

本越低#占地面积 也 是 如 此$但 这 两 项 办 学 条 件 在 当 前 的 背 景 下$难 以 有

所突破#
而科研仪器设备与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这项投入越大$成本越无效率$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大型科研设备的利用率仅为#Ad %张严锋等$#$$>&$这

主要是与我国大学现行的科研仪器设备管理制度有关$说明饱受诟病的科研

仪器设备的配置!管理!使用必须进行改革$其中$科研仪器设备的 封 闭 使

用是较为突出的问题#
时间与成本 效 率 显 著 正 相 关#也 就 是 说$技 术 进 步 不 断 提 高 成 本 效 率#

高校即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又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科技进步对教

学条件!教学原则!教学过程!教学形式!教学手 段!教 学 方 法!教 育 与 教

学目标及教育体制等教育系统的诸方面发生广泛影响#

"I效率差异原因

下面我们首先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角度分析西部地区高校!理工院

校和财经政法大学效率较高的原因"从规模经济角度看$这三类高校不仅都

实现了总体规模经济$并且均不低于平均水平’从范围经济角度看$这三类

高校的优势明显#笔者认为扩招之后的高校效率更多地不是受规模因素影响$
而是受学校内部资源配置状况!共享程度以及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决定#范围

经济在目前的作用更加明显#
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外$各地区高校目前的内部资源配置状况分布见

表O$#不同地区高校在师资配置上并没有明显区别$教师的数量!质量和结

构相差不大$但西部地区在研究生数量和教学仪器设备上明显小于其他地区$
而这两个变量恰恰反向影响成本效率’不同类型的高校在师资配置上有一定

差异$但主要区别还是在研究生数量和办学条件上$综合来看$理工院校和

财经政法大学的配置更为合理#此外$理工院校的教师获得科研项目经费的

机会比较多$教师之间团队合作情况比较普遍$学生也有较多的机会参与课

题项目$资源在院系内部共享较为明显#财经政法类大学的学科应用性特征

较为明显$从社会获得资源的机会也较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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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多种方法对我国高校效率研究后#本文获得以下基本结论"
$O%我国高校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自OPPP年扩招以后#总体规模

经济程度不断上升#但总体范围经济程度逐步下降#具体来看#硕士生的规

模经济程度较为明显#而硕士生和博士生存在范围不经济现象&
$#%OPP%’#$$A年我国高校的平均技术效率为$8PO#纯技术效率为$8P>#

而规模效率是$8P>#总体来说#我国高校L,:效率较高#无效的原因既有技

术原因又有规模原因&L,:方法证实西部地区效率高于其他地区#这与本文

通过?R:获得的西部地区高校成本效率高于其他地区的结论一致&此外#两

种方法均认为理工院校和财经政法大学的效率较高&L,:和?R:的效率值相

关但不显著#L,:和?R:效率排序在O$d显著水平上相关&
$"%效率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学校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由于组合过

于复杂#仅能考察截距上的差异#内部因素证明了质量与效率并非矛盾#如

教师质量越高#教学科研质量应会提高#但同时成本效率也显著上升&具体来

看#副高教师!A$岁以上教师!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以及专任教师中的少数

民族人数都与成本效率显著正相关#专任教师以及师生比与成本效率显著正

相关(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少数民族越多#成本越无效率#本科生人数与成本

效率正相关#研 究 生 人 数 与 成 本 效 率 显 著 负 相 关(办 学 条 件 中#校 舍 面 积!
占地面积与成本效率显著正相关#而科研仪器设备与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

虽然方法不同#结论有些差异#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提高 效 率 的

政策建议"
$O%深化高校人事制度和内部分配体制改革#制定合理的教学科研激励政

策&积极引进高水平的师资#提高教师素质#合理调整各类人员的比例结构#
加强一线#压缩二线#提高教学科研人员的比例#削减和压缩一般人员的比

重&数量足!素质高的师资队伍不仅对提高教学科研质量意义重大#也对提

高资源使用效率效果明显&
$#%适当控制研究生的扩招#改进研究生培养方式&从高校的产出组合来

看#近几年我 国 高 校 研 究 生 的 规 模 提 高 过 快#而 培 养 方 式 明 显 滞 后&因 此#
政府一方面应停止以延缓就业压力为目的的研究生扩招(另一方面应改进研

究生培养方式#明确定位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对于一些研究型大学

来说#应提供研究生更多的科研机会和教学机会&
$"%合理调配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实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统一管理和宏

观调控#建立多学科共享的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仪器设备共享不仅可以确保

使用和管理好所有教学科研仪器设#而且可以增进学术交流和学科交叉#充

分发挥资源的应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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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新技术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
教师和学生都必须不断学习#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在教学和科研中大量

使用新技术%新手段$这样才不会落到时代的后面#这不仅关系到高校的科

研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学生培养的质量$从而也关系到高校的资源利用效率#
!A"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走内涵发展之路#规范高校内部机构设置$

精简和调整学校内部党政管理机构$提高管理效率和办学质量$能合并的要

合并$职能相近尽可能合并#
此外$我们还提出如下研究建议&
!O"加强效率研究$谨慎提出以高校绩效和效率为依据的政策建议#从本

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不同的方法获得的效率结果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种

差异既有方法本身的原因$也有数据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依赖某种方法提出

建议$将会导致政策的片面化#
!#"由于本文数据的限制$文章所用模型并未包含投入价格的信息$但无

论从成本函数定义本身还是高校产出实际来看$都应考虑到投入价格的问题$
这是本项研究的缺憾#

!""质量问题还须更加重视#本文所提供的质量衡量指标还是不能完全令

人满意$应尽可能发展出专业%客观%统一的教学和科研质量衡量指标#
!&"多层面分析高校效率#本文的分析是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的$由于高校

的复杂和规模较大$存在数据的 ’加总( !:EE24E+34L+3+"问题$在数据可

得的背景下$应考虑以院系和学生个体为单位的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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