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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 DEA-SBM 模型法,研究江苏省建筑业效率特征,为大学生精准择业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江苏省建筑业综合效率偏低,苏州和南通建筑业生产达到有效;江苏省建筑业无效率主要由产出无效率

决定,整体无效现状为大学生发挥专业优势、学以致用提供条件;各地级市建筑业效率水平受纯技术效

率或规模效率影响各异,为大学生就业方向提供了多样选择。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满足江苏省建筑业

生产效率提高和大学生科学合理择业需求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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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六稳”“六保”之首。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指出,2021 届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 909 万,同比增加 35 万,就业形势严峻。
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对国家稳定就业大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疫情强烈冲

击就业市场、经济大环境内卷的压力下,就业市场的供需关系不平衡,高校毕业生人岗不匹配现象

凸显,同时,大学生不成熟的择业观[1] 、迷茫的择业方向及有偏差的择业标准和策略[2] ,增加了求职

成本,降低了就业效率和质量。
针对大学生择业的研究较多。 张旭东等[3]研究表明,在大学生择业心态上,抗挫折心理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经卫国等[4] 阐明大学生的择业焦虑受自我概念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显著。 刘淑艳

等[5]以马克思择业观为标准为当代大学生选择职业提供了现实启示。 胡维芳等[6] 运用问卷和量表

形式,研究了职业价值观、心理资本对藏族大学生择业效能感的影响。 金建孟[7] 从稳定匹配理论视

角阐释了大学生择业观问题表征,指出就业满意度是大学生择业引导路径的重要指标。 刁莹等[8]

把握 95 后毕业生择业价值观的变化趋势,对高校加强毕业生就业价值观的教育提升措施提出了建

议。 庞楠等[9]基于问卷调查,探讨了医学生不同性别角色对择业效能感的影响。 白洁等[10] 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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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价值观在大学生择业观养成中的必要性。 刘洋等[11] 运用问卷调查和 AHP 层次分析法研究了

大学生择业影响因素,提出了改善大学生就业难的对策。 张泽锋等[12] 指出大学生择业观面临大城

市情结等问题,对大学生择业观教育提出了相关对策。
已有研究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多基于解释因果关系的质性判断,局限于大学生择业的影响因

素分析和择业观的培养,很难解决学生当下面临择业困难的实际问题,对学生的分类指导也较为乏

力。 此外,不同行业的发展现状有所差异,对毕业生的需求层次也各不相同,同质性的就业指导难

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分析研判行业发展现状,瞄准就业市场和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有利于创

新就业指导方式,提升就业指导水平,为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双向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在提质增效

的宏观背景下,行业的生产效率是衡量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吸纳人才的参考指标。 基于当前

江苏省不同地区建筑业生产效率的测算与分析,为建筑专业大学生的择业提供指导,对江苏省充分

发挥人才优势,进一步提高建筑业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创新大学生的择业策略提

供理论依据。

一、方法与数据

(一)DEA-SBM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将多维投入产出数据整合为一个综合指标,系统评价决策单元(DMU)的

相对效率。 求解效率值的过程中无需估计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和参数值,无需统一量纲,有效避免

主观意识干扰,由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反映和评价生产效率,综合效

率有效可解释为产出与投入比达到最优且生产技术有效,纯技术效率可解释为决策单元由技术和

管理等因素影响生产效率,规模效率可解释为决策单元由生产规模影响生产效率,三者的数量关系

为 TE = PTE×SE。 传统的 DEA 模型[13](CCR、BCC 模型)基于径向和角度,将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

进行投影测算,构建投入最小或产出最大的前沿面,分析每个决策单元与前沿面的效率差距,但对

投入产出的松弛性(确保有效时投入减少或产出增加的比例)问题较少考虑。 Tone[14] 构建了非径

向、非角度的 DEA-SBM 模型,将松弛变量直接纳入目标函数,解决了投入产出松弛问题和传统模型

可能存在的偏误。 假定 n 个决策单元 DMU j( j= 1,2,…,n),m 种投入要素 xi( i = 1,2,…,m),k 种产

出 yr( r= 1,2,…,k),SBM 模型如下:

minρ =
1 - 1

mm

i = 1

s -i
xi0

1 + 1
k  k

r = 1

s +r
yr0

s. t. xi0 =λ jxij + s -i
yr0 =λ jyrj - s +r
λ j,s

-
i ,s +r ⩾ 0

式中,ρ 为效率值,xij 为第 j 个 DMU 的第 i 个投入变量,yrj 为第 j 个 DMU 的第 r 个产出变量,λj 为

参照各要素的权重,s 为松弛变量,当且仅当 ρ= 1 时,DMU 有效。 本研究对江苏省建筑业效率问题进

行分析,探究不同地市效率水平对建筑专业大学生的素质要求差异,从满足地区建筑业发展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实际需求,以及大学生职业发展潜力的最大发挥等角度出发,提出相应择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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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投入指标的数量 t、产出指标的数量 c 和 DMU 的数量 d 满足 max{tc,3(t+c)}≤d[15] 。 鉴于统计

指标的代表性和可获得性,投入指标选取建筑施工企业个数(个)、年末从业人员数(万人),产出指

标选取建筑业总产值(亿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万平方米),基础指标值取 2017—2019 年 3 年平

均值。 决策单元为江苏省 13 地级市,包括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
州、镇江、泰州、宿迁。 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18—2020 年),GIS 空间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二、结果分析

(一)建筑业效率值分析

由表 1 可见,江苏省 13 市建筑业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 0. 463
 

0、
0. 702

 

6 和 0. 658
 

9,整体效率水平偏低,纯技术效率值相对较高,表明江苏省建筑业的生产投入规

模、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水平不高,一定程度造成了资源浪费,企业生产过程中在技术投入和管

理方式上促进了生产的综合效率,但并未发挥规模优势。 13 市中,建筑业生产达到有效的为苏州和

南通,较他市该地区建筑业的生产运营状况最佳,企业的数量、规模相对合理,生产的投入要素利用

充分,未造成资源浪费。 连云港和镇江纯技术效率有效,表明该地区建筑业生产的技术投入转化为

有效生产力的效果明显,对生产资源配置的管理较优,然而二者规模效率值分别为 0. 367
 

4 和

0. 276
 

2,规模无效,拉低了综合效率水平,在对生产规模的控制,形成建筑产业规模效应方面亟待改

善。 南京、无锡、徐州、常州、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和宿迁建筑业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不等

于 1,综合效率表现为无效,在技术的投入转化、生产管理模式的优化、资源的配置利用和生产规模

等方面均需提高,生产效率进步空间较大。
表 1　 江苏省各地市建筑业效率值

DMU TE PTE SE RTS
南京 0. 494

 

8
 

0. 561
 

9
 

0. 880
 

6
 

递增

无锡 0. 332
 

3
 

0. 734
 

4
 

0. 452
 

5
 

递增

徐州 0. 386
 

7
 

0. 547
 

3
 

0. 706
 

6
 

递增

常州 0. 383
 

7
 

0. 530
 

5
 

0. 723
 

2
 

递增

苏州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不变

南通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不变

连云港 0. 367
 

4
 

1. 000
 

0
 

0. 367
 

4
 

递增

淮安 0. 414
 

0
 

0. 582
 

4
 

0. 710
 

9
 

递增

盐城 0. 384
 

2
 

0. 516
 

2
 

0. 744
 

3
 

递增

扬州 0. 656
 

0
 

0. 762
 

8
 

0. 859
 

9
 

递增

镇江 0. 276
 

2
 

1. 000
 

0
 

0. 276
 

2
 

递增

泰州 0. 551
 

9
 

0. 602
 

6
 

0. 915
 

8
 

递增

宿迁 0. 314
 

9
 

0. 614
 

4
 

0. 512
 

6
 

递增

　 　 注:RTS(规模收益),指所有投入要素按同比例增加时,这种增加对产出的影响。 递增表示产出增加的倍数大于投入

增加的倍数,不变表示产出增加的倍数等于投入增加的倍数,递减表示产出增加的倍数小于投入增加的倍数。

基于综合技术效率,运用 GIS 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各市生产效率分为 3 级(图 1)。 从空间格局上

看,江苏省建筑业生产综合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效应,苏中地区的效率水平整体较高,苏北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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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部分地区的效率水平相对较低,可见,生产效率水平的高低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显著

的相关性,但存在区域间的影响和互作,这为建筑专业大学生的自主就业提供了多样的地区选择。

图 1　 江苏省建筑业综合效率空间差异

(二)建筑业无效率原因分析

江苏省建筑业生产无效率主要源于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 基于江苏省各地级市建筑业投入产

出的松弛量计算冗余率和不足率,计算方式为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量除以对应的投入产出原始指

标,将江苏省建筑业生产无效率分解为投入无效率和产出无效率,分析不同地区无效率原因。
江苏省建筑业投入无效率和产出无效率同时存在,且产出无效率的影响更大(表 2)。 投入上,

建筑施工企业个数平均冗余率为 42. 40%,年末从业人员数不存在冗余,表明江苏省建筑业投入无

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建筑施工企业臃肿,各地区的企业数已经超过产业实际需求,工作的分工和机构

的协调效率低下,企业并未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对市场形势的把握准确性不够,从侧面说明建

筑业的热度较高,为建筑专业大学生就业市场带来契机。 另一方面,从业人员投入有效,反映出江

苏建筑业就业市场建筑施工人员需求普遍存在缺口。 产出上,建筑业总产值和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平均不足率分别为 23. 13%和 54. 82%,可见在当前技术生产水平下,无需追加生产要素,建筑业生

产仍有增长空间,表明建筑施工企业在经营管理、技术转化和推广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可以预

见,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为企业的物尽其用、生产动能的转型升级、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可能。
分地区比较,苏中投入冗余率和产出不足率最低,苏北最高。 苏南的建筑业效率低主要原因是

投入无效率,苏北主要是产出无效率。 市级层面上,镇江、无锡和南京投入冗余率偏高,需要重点解

决投入资源的浪费,同时镇江、无锡在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产出方面仍有增长空间;徐州、常州、连云

港、淮安、盐城和宿迁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同时存在,且产出无效率较突出;扬泰地区投入冗余相对

较低,但存在产出不足的情况。 结合规模收益 RTS(表 1)分析,除苏州、南通规模收益不变外,其余

各市均为规模收益递增,一定程度是由于从业人员还存在投入不足,表明大部分地区产出的增长空

间大于投入,这与多数地区产出无效率的结果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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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江苏省各地市建筑业产投无效率的来源分解

DMU
建筑施工企业个数 年末从业人员数 建筑业总产值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原始 投入冗余 原始 投入冗余 原始 产出不足 原始 产出不足

南京 1
 

586 -1134 81. 48 0 3
 

799. 94 75. 12 25
 

624. 57 14
 

806. 03
无锡 595 -484 20. 11 0 893. 99 62. 61 3

 

985. 46 5
 

995. 24
徐州 549 -268 50. 53 0 1

 

507. 30 896. 09 10
 

836. 65 14
 

239. 16
常州 669 -392 49. 84 0 1

 

637. 51 733. 05 11
 

051. 84 13
 

681. 57
苏州 1

 

338 0 46. 81 0 2
 

348. 71 0 10
 

687. 68 0
南通 962 0 173. 10 0 8

 

232. 70 0 85
 

896. 20 0
连云港 298 -166 23. 62 0 655. 74 467. 80 5

 

307. 00 6
 

415. 44
淮安 571 -297 49. 31 0 1

 

396. 30 948. 90 12
 

915. 48 11
 

553. 28
盐城 797 -515 50. 63 0 1

 

741. 68 666. 14 11
 

743. 29 13
 

378. 83
扬州 657 -156 90. 26 0 3

 

921. 99 370. 65 28
 

106. 34 16
 

681. 09
镇江 388 -317 12. 71 0 531. 38 73. 11 2

 

006. 80 4
 

300. 20
泰州 713 -79 114. 13 0 3

 

320. 80 2
 

107. 42 31
 

659. 48 24
 

976. 10
宿迁 383 -222 28. 97 0 683. 63 694. 35 5

 

763. 12 8
 

614. 12

　 　 (三)效率受限问题识别与择业方向分析

找准当前江苏省各地市建筑业无效率究竟来源于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对于大学生的择业

方向更有针对性指导意义。 基于各效率指数,将各地市效率值与江苏省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综

合效率相对领先及受制的情况(图 2),划分为以下 5 类。

图 2　 江苏省建筑业产投无效率空间差异

(1)综合效率领先型。 效率特征表现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全省均值,包括苏州、南
通和扬州。 在全省比较,这类地区建筑业的生产效率水平相对领先,企业的技术、制度、管理相对有

效,企业及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规模合理,生产投入资源的配置能力较高,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在此行

业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建筑专业大学生在该类地区择业,具有从业初期平台优势,能够充分吸收先

进技术经验,但在职业发展提升途径上,生产高效率地区必然依托强势的人力资源和完备的管理体

系,大学生的职业生涯上升通道相对艰难,对自身能力的要求较高。
(2)纯技术效率滞后型。 效率特征表现为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高于全省均值,纯技术效率则相

反,包括南京和泰州。 这类地区建筑业的发展规模与最优规模间的差距较小,企业能够充分发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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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优势,在人力等生产资源的配置上合理调度,但生产技术水平或管理水平是其弱项。 该类地区大

学生的就业市场空间不明显,虽处于报酬递增阶段,人力投入也未冗余,但对于每年数量庞大的毕

业生消化能力有限,而该类地区对行业高水平人才的需求较大,对于专业基础扎实,具有高学历或

丰富实战经验的大学生有很强的就业竞争力,“人才”的自我价值能够充分实现。
(3)纯技术效率引发综合效率滞后型。 效率特征表现为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低于全省均值,

规模效率则相反,包括徐州、常州、淮安和盐城。 这类地区的投入和产出处于中等水平,资源利用率

高,但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体现了对于“专门人才”的需求。 建筑专业大学生能够胜任勘

察、设计、施工、管理及技术咨询等工作,具备成为职业工程师或管理骨干条件,该类地区建筑企业

能够充分挖掘大学生的专业潜力,为大学生学以致用提供了大舞台。
(4)规模效率引发综合效率滞后型。 效率特征表现为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低于全省均值,纯技

术效率则相反,包括无锡、连云港和镇江。 这类地区建筑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在全省已相对领

先,但生产规模与最优规模间的差距较大,表现在建筑企业投入数量的冗余较多,生产上没有形成

规模效应,从而导致产出不足,效率低。 该类地区具有吸收大学生就业的基础,通过扩大生产规模

可以精准生产资源投放,同时引入人力资源,加强对投入的指导管理,以大学生作为重要催化剂,加
快产业高效发展。

(5)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滞后型。 效率特征表现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低于全省均值,
宿迁属于此类型。 这类地区在全省比较,建筑业的各项效率均没有竞争力,表明企业实力、管理、经
营存在明显的劣势,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不高。 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该类地区往往属于边缘地

带,但从择业观和就业指导角度看,生产效率低、无竞争力,更需要引入大学生实现在生产技术、管
理等方面的“换血”。 对大学生而言,这是助力发展的契机,是将个人能力转化为促进行业正向发展

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江苏省 13 市 2017—2019 年建筑业投入产出数据,运用 DEA-SBM 模型对江苏省建筑业综

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并对大学生择业方向分类针对指导,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江苏省建筑业综合效率偏低,苏中效率水平整体较高,苏北、苏南部分地区的效率水平相对较

低,苏州和南通建筑业生产达到有效;(2)江苏省建筑业投入无效率和产出无效率同时存在,产出无

效率影响较大,建筑业就业形势较好,为大学生发挥专业优势、学以致用提供条件;(3)各地级市建

筑业效率水平受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影响各异,为大学生择业方向提供了多种途径。
(二)建议

调整心态,强化价值引导。 江苏省建筑业效率水平低,相当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市生产无效率,
正处于用人之际,可谓建筑专业大学生的良好试炼场。 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择业功利化倾向明

显[16] ,缺乏将自身职业发展同国家社会需要相结合的意识[17] ;因此,要深化育人内涵,引导大学生

在求职过程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责任和担当心态,准确把握自身与社会发展的平

衡关系,敢于并甘于投身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中,切实发挥专业优势提高江苏省建筑业生产效

率。 大学阶段是就业价值观培养和成型的关键时期,高校应当充分发挥育人体系效能,深入挖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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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教育内容,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涵育,使大学生自觉养成正确就业观,以实现自身

价值,主动为建筑业的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多样选择,确保精准帮扶。 研究表明,江苏省不同地市建筑业无效率的来源各不相同,从实现

效率提升的角度对人才需求的种类也存在差异,这就对准确把握人才供需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只有拓展多元化的就业形式,鼓励大学生多样化就业,才能满足大学生、用人单位及社会不同的就

业需求。 不同的市场对所需人才的能力和素质要求各异,高校应帮助大学生准确认识、定位自己,
根据自身优势有效选择职业发展方向。 而在适应双向选择、精准就业的过程中,大学生完备的知识

结构无形中提高了竞争力,广博的基础知识、扎实的专业素养、丰富的社会经验都是大学生成功求

职的筹码,是高校培养全面发展高素质人才的标准。 此外,在江苏省建筑业产出普遍无效的现实环

境下,高校应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在建筑业提质增效上由被动应付转为主

动求变。
创新方法,完善就业服务。 当前许多高校片面追求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数量[18] ,脱离了学生成

长成才的实际,辅导员从思想认识、心理干预、职业规划、就业观念、求职技巧等多个角度进行就业

指导,但是这些工作的落脚点往往是完成考核指标;因此,高校需要配备师资力量,以必修的形式开

展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课程,扭转就业指导流于形式的局面。 此外,要创新工作方法,分级成立专

门就业工作组,推进就业工作研究,定量、定性分析研判就业市场和大学生实际需求,改进就业指导

方式,提升就业指导水平,科学合理地为大学生择业精准施策,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基于效率

分析制定大学生择业策略,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为大学生择业拓宽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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