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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路客运业在交通运输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交通出行方式的多样性、灵活化，尤其

是高铁、网约车、共享车等新型交通运输方式的兴起，公路客运业面临严峻考验。云南省公路客运企业

的管理方式较为粗犷，业态相对单一，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势在必行。针对企业现行

评价指标中的不足，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该指标体系对业内一龙头企业下属的５家公司进行实

证分析，以期为该行业的绩效评价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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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路客运业主要有班线客运、旅游客运、包车

客运及出租客运等形式。在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

的云南省，该行业除了为民生提供保障和服务之

外，还同航空、铁路一起承担了旅游产业 “吃住

行游娱购”串珠成线的作用。国内高铁、网约车、

共享车等众多新兴出行方式的崛起，给传统的道路

运输行业格局带来巨大变革，公路客运行业因此也

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１］诚然如此，由于地域经济

发展特点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云南公路客运行

业的 “未来”何去何从，并不能一概而论。其在

受到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云南公路客运行业的发展形势既给行业

管理部门高效开展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最重

要的亦是让行业内的各家客运企业需要审慎评价自

己，结合自身发展实际重新规划业务开展路径，以

期在当前的竞争中求得生存，谋得发展。［２］云南省



内公路客运企业业态相对较为传统且单一，管理模

式如出一辙，因此，探究省内该行业中企业经营绩

效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对行业的发展，还

是对企业自身的规划都颇具实践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经营绩效的评价研究是一项热门研究课题。

１９１５年杜邦公司创造了以财务分析为核心的杜
邦分析法用以评估企业经营能力。［３］到了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平衡计分卡的提出，彻底点燃了绩效评
价领域研究的热度，引入了战略管理思想，加入顾

客、市场、内部管理与成长能力等多维度的非财务

指标进行综合评价。［４］这两个关键节点可谓是绩效

评价领域的里程碑，时至今日，平衡计分卡理论的

完善与改进依旧是学者们热衷研究的课题。

如今，经营绩效评价研究成果可谓百花齐放，

但国内针对公路客运企业的此类研究较少，相关研

究更是近乎空白。诚然如此，对于道路运输大类的

经营绩效评价研究放眼全球依旧颇多，同样具有一

定程度的学习及参考价值。吴培斌将国外对于道路

运输业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内发展实际，建立了由运

营，维修等多方面指标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国内的道路运输现代化。［５］高洪涛、邹霞、张丹羽

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突出安全、快捷、舒适等

１４项符合当前公路运输发展特点综合评价体系。［６］

李连成对交通运输现代化的相关评价研究提出，评

价工作不仅要围绕管理方式或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展

开，还要通过制度的建设和长远发展的理念来体现

道路运输现代化的特征。［７］杜俊华、毛秉仁等学者

利用平衡记分卡理论形成四大一级指标、１１项二
级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评价客运专线公司的经营绩

效表现。［８］竺石磊、周雪梅、付菊红从公路规划建

设层面建立了１２项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研究公路
运输业的现代化发展，但该研究从对公路的管理及

运营层面出发，而非行业中运营服务供应商的角度

去探究。［９］曾智洪同样应用平衡计分卡研究公共交

通行业的绩效评价工作，并提出平衡计分卡的应用

能提高公共交通行业的管理效率。［１０］近年来，徐领

航、苗成林等应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建立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我国公路客运效率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的发
展变化情况。［１１］

国外学者对于道路运输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其视角也更具多元化。ＪｏａｎｎａＢａｒａｎ和ＪａｃｅｋＺ·ａｋ通
过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建立了运输成本、运输时间、
车辆更新情况、运输可靠性、运输品质、安全性、

环境友好性以及车队的出车率八个不同维度的综合

评价体系，评估当地１０家开展运输业务的农产品公
司的经营绩效。［１２］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Ｄｕｍｉｔｒａｃｈｅ等学者通过关
键指标法分析，在实证研究罗马尼亚大型交通运输

公司时指出客户为导向指标的加入能较好反映企业

营销水平，同时关乎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１３］

ＤｅｖａｒａｊＨａｎｕｍａｐｐａ等学者建立了百公里车辆利用
率、车辆出车率、单日收入、百公里员工生产率、

事故率、节油率等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用以进行班

加罗尔一城市交通运输公司经营状况的综合评

估。［１４］ＩｖａｎＧｌｕｍｏｖ和 ＹｕｒｉｙＹａｋｕｂｏｖｓｋｉｙ依托ＩＳＯ９０００
标准建立了包括了后勤支持情况、人员管理、行政

和业务活动以及维护和维修情况五个方面的指标体

系评价一汽车运输公司的综合经营绩效。［１５］Ｉｎｔａ
Ｋｏｔａｎｅ和 ＩｒｉｎａＫｕｚｍｉｎａ－Ｍｅｒｌｉｎｏ根据地域特点，
建立了１４项皆为财务指标的评价体系对拉脱维亚
当地中小型运输类企业开展经营绩效评价工作。［１６］

２０１９年，一份研究美国密歇根州交通运输情况的
研究报告指出，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判交通运

输服务企业及行业管理部门的综合运营绩效，能够

很大程度帮助提高密歇根州的交通管理水平。［１７］同

年，ＨａｒａｌｄＢｅｒｇｌａｎｄ和Ｐｌ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ｅｄｅｒｓｅｎ利用委
托代理模型和博弈论，启示了道路运输企业经营绩

效增长的同时，要尤为关注安全相关指标，乃至于

需要法规作为保障。［１８］此外，ＪｅｌｉｃａＤａｖｉｄｏｖｉｃ′等学
者通过实证研究运输公司驾驶员的睡眠情况，将睡

眠指标细化分解，最终发现驾驶员睡眠质量同样关

乎一家运输公司经营状况与长远发展，这亦从另外

的视角启示运输企业管理者对于经营绩效的评价要

重视安全指标的纳入。［１９］

三、云南公路客运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现状

当前，云南公路客运行业管理部门暂时还未形

成相关的评价标准文件，业内企业对于经营绩效的

评价工作也是按照自身的经营实际开展，各家企业

的评价指标不尽相同。但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发现，

业内诸多企业采用的评价方法依旧具有诸多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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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财务指标重视程度过高

云南省内公路客运企业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

但规模和品牌处于业内前端的均为国有企业。通过

调查发现，民营企业对于自身经营绩效的评价工作

较为单一，基本上是以最基础的几项财务指标作为

评价标准，仅形成一套简单的评价体系用于衡量企

业整体的经营效益。而业内前端的几家国有企业评

价体系较为全面，其增加了部分非财务指标，诸如

业务资源获取率、项目建设完成率、标准化建设情

况或交通违规违章次数等，但此类指标占比很小，

整个指标体系仍以财务指标作为重点。

（二）指标权重设计过于主观

业内企业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设计权

重几乎都依据上级领导的经验判断设计，并未经过

科学演算或数据分析支撑。过于主观的权重设计，

导致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分析不足，无论是业务经营

还是内部管理，难以实现 “扬长避短”。经验判断

对于指标的权重设计固然重要，但辅佐以一定的科

学赋权方法，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回顾分析以及对未

来业务发展的谋划等评价工作才更具指导意义。

（三）指标的代表性不足

该问题主要体现在战略契合度低和独立性差两

个方面：一是业内企业均能感知当前巨变的市场环

境，但企业对未来发展做出的反应却稍显力不从

心，经营绩效评价工作近乎一成不变，没有根据行

业发展趋势做出相应调整。诸多企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模糊，导致现有评价指标的设计和企业战略契合

度较低，业内较为规范的中型企业均有自己的短期

战略发展规划，但相关规划与评价工作存在脱节，

评价指标亟待根据战略发展核心要点做出调整。二

是诚然现有评价体系财务指标占据评价主体，但评

价指标存在评价内容重复的情况，导致指标不具备

独立性与代表性。

四、评价模型构建

（一）评价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鉴于上述文献研究结果及其行业经营绩效评价

现状，文章对于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的建立基于平

衡计分卡的视角，在财务效益指标基础上新增企业

运营与内部管理、客户与市场、学习与发展及安全

管理４个维度的非财务效益指标。其中，需特别说
明的是，客运行业对于安全管理工作要求颇高，因

此单独形成１项一级指标。
以上５个维度的一级评价指标 （如图１所示）

从企业学习能力出发，以企业软、硬件的提升和专

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为双抓手作为保障，全面提升运

营与安全管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市场拓展能力，

总体提升财务效益，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１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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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的选择

基于上述五大一级指标，需进一步选取各维度

指标下设的二级指标。目前国内暂时没有关于交通

行业绩效评价的相关文件，加之各级行政管理部门

也暂未形成相关的评价标准。但通过总结文献研究

发现，早在１９９６年，《交通企业经营绩效综合评价
研究》课题组根据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

建立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用以开展全国交通企业综

合经营绩效的排序工作。［２０］基于上述文献研究成

果，本着科学性、全面性、可靠性及代表性的原

则，筛选出最常用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指标 （见

表１）。再结合行业特色与企业现有代表性评价指
标，采用专家打分法，将表１中所列示的指标分发
给行业主管部门专家和业内一些企业管理者根据重

要程度评价打分，进而筛选出符合云南省公路客运

特点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对具体的专家打分步骤

做具体阐述。最终形成由５个一级指标，２０个二
级指标构建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如表２所示。

表１　一般企业常用经营绩效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评价指标

财务效益
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资产总额、速动比率、

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非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企业资金密集度、应收账款周转率、销售净利率

运营与内

部管理

员工满意度、企业规模、全员劳动生产率、客车利用率、列车正点率、旅客运输密度、旅客发送量、旅客周转量、车辆故

障率、车辆检修率、公路利用率、能源利用率、企业劳动效率

客户与市场
客户满意度、营销服务满意度、司机服务满意度、市场扩展率、税后利润增长率、社会贡献率、市场占有率、新客户市场

开发率

学习与发展
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保值增值率、科研经费投入率、培训完成率、培训经费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申请专利数、项目

投资占比、无形资产占比、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重

安全管理 交通事故率、百万旅客事故人数、万公里事故数

表２　本研究构建的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方向

财务效益

Ｘ１ 净资产报酬率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净资产

其中：平均净资产＝（年初净资产＋年末净资产）／２
正向

Ｘ２ 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适度

Ｘ３ 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适度

Ｘ４ 销售净利率 销售净利率＝企业营业净利润／销售收入 正向

Ｘ５ 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其中：平均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期初余额＋应收账款期末余额）／２
正向

运营与内

部管理

Ｘ６ 企业劳动效率 营业收入／平均职工人数 正向

Ｘ７ 营运车辆利用率 客车调度使用数／车辆总数 正向

Ｘ８ 车辆调度准确率 调度正确数／总调度量 正向

Ｘ９ 车辆故障率 故障车辆数／车辆总数 负向

Ｘ１０ 游客接待人次 业务软件统计 正向

客户与市场

Ｘ１１ 客户满意度 回访获得良好及以上评价数量／回访客户总量 正向

Ｘ１２ 市场扩展率 其他业务收入／总收入 正向

Ｘ１３ 社会贡献率
社会贡献率＝社会贡献总额／年度平均资产总额

其中：社会贡献总额包括工资、社保支出以及税金缴纳支出等
正向

Ｘ１４ 市场占有率 营业车辆数／省内车辆总数 正向

学习与发展

Ｘ１５ 营业收入增长率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前期主营业务收入）／前期主营业务收入 正向

Ｘ１６ 资本保值增值率 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 正向

Ｘ１７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 专业技术人员占有率＝具备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数量／全体员工数 正向

Ｘ１８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重 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员工数 正向

Ｘ１９ 培训费用投入率 员工培训费用投入率＝员工培训费用实际支出／（应付职工薪酬２５％） 正向

安全管理 Ｘ２０ 交通事故率 交通事故发生率＝发生事故数／当年公司车辆数 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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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权重的计算

对于评价体系指标的赋权方法众多，大类可分

为主观法和客观法。鉴于文章研究评价体系在指标

的选择中已经采用专家打分这一主观性较强的手

段，所以在指标权重计算时应用熵值法赋权各二级

指标。

１原始评价矩阵的确定。基于表２形成的评
价指标，计算各项指标值，形成Ｘ＝Ｘｉｊ原始评价矩
阵，其中 ｉ＝１，２，３…ｍ，ｊ＝１，２，３…２０ｉ可以
是同一家企业的不同时间段或同一时间段的不同企

业，ｊ即为各具体指标。
２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形成的原始评价矩

阵中，各二级指标的单位不一，为了便于进一步的

数据计算与分析，需要消除量纲带来的影响，对各

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数据无量纲处理的方法诸

多，大体分位线性处理法和非线性处理法。［２１］这里

选用较为常用的线性处理方法之一的极值法，将各

不同量纲指标均转化到 ［０，１］区间中方便比较。
具体转化公式如下：

针对正向影响指标，用公式 （１）对原始数据
无量纲处理；

Ｘｉｊ′＝
Ｘｉｊ－Ｘｍｉｎ，ｊ
Ｘｍａｘ，ｊ－Ｘｍｉｎ，ｊ

公式 （１）

针对负向影响指标，用公式 （２）对原始数据
无量纲处理；

Ｘｉｊ′＝
Ｘｍａｘ，ｊ－Ｘｉｊ
Ｘｍａｘ，ｊ－Ｘｍｉｎ，ｊ

公式 （２）

针对适度影响指标，处理方式较多，此处使用

计算相对较为简便的公式 （３）对原始数据无量纲
处理。

Ｘｉｊ′＝
１

１＋ Ｘｉｊ－Ｘ０
公式 （３）

其中，Ｘ０为该指标所处行业的理想标准值。
３熵值的计算。无量纲化处理后，应用公式

（４）统一量纲后的矩阵进行特征比重矩阵计算。

Ｐｉｊ′＝
Ｘｉｊ′

∑
ｎ

ｉ＝１
Ｘｉｊ′

公式 （４）

计算得出特征比重矩阵，再基于此应用公式 （５）
逐一计算每一指标对应熵值。

ｅｊ＝－
１
ｌｎｎ∑

ｎ

ｉ＝１
ｐｉｊ（ｌｎｐｉｊ） 公式 （５）

其中，ｎ为纵向时间序列数或横向对比企业数。
４权重计算。应用公式 （６）对指标权重进行

计算。

Ｗｊ＝
ｇｊ

∑
ｍ

ｉ＝１
ｇｊ

公式 （６）

其中，ｇｊ为差异性系数，ｇｊ＝１－ｅｊ，ｍ为指
标数。

（四）综合评价

将第ｉ项中的第ｊ个指标与该指标的特征比重相
乘，最后将ｉ项下各指标与特征比重乘积结果求和，
即可为综合评分排序。计算综合评分如公式 （７）：

Ｓ＝∑
ｍ

ｊ＝１
ｗｊ×ｐｉｊ 公式 （７）

其中，ｍ＝１，２，３…２０

五、实证研究

（一）样本的选择与数据选取

基于以上评价模型，选择云南某央企旗下公路

客运企业ＹＬ公司为研究对象，该企业成立历史悠
久，亦属于行业龙头，选取其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具

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该企业下设多家全资公司，业务范围在省内布

局较广，占有一定市场份额。本研究数据选择 ＹＬ
公司下属的西双版纳公司、大理公司、迪庆公司、

丽江公司及昆明公司２０１９年的经营数据，用于横
向对标分析，同时再以西双版纳公司 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１９年的经营数据为样本，完成企业纵向综合评
价。以下财务原始数据均来自各企业经第三方审计

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经营数据均来自各企业职能

部门、车辆调度平台系统及实地调研统计获得。

（二）横向对标分析

１确定初始矩阵。根据表２所列示的评价体
系，计算西双版纳公司、大理公司、迪庆公司、丽

江公司及昆明公司５家企业２０１９年各指标的原始
数据，形成表３初始评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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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ＹＬ公司５家下属全资企业综合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原始值

二级指标 昆明公司 大理公司 迪庆公司 丽江公司 西双版纳公司

净资产报酬率 ０９０８１ ００６８１ ０２２３０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３５１

资产负债率 ０９２５９ ０５５２４ ０４５６６ ０５８４０ ０５４５７

流动比率 １０５４７ １２９６４ ２０１３８ １６０７４ ０２６９８

销售净利率 ００６５６ ００２９４ ０１５６２ ００２６２ －０１０３７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１７４３９４ ４８７８８ １９２７２６７ ２２８１５０ ９２６１８

企业劳动效率 １２１１９７４２５１ ４０８４６６４９１８ ５４３７７８３６００ １１４１４６７７２７１ ２６９３１８８０５９

营运车辆利用率 ０６８２２ ０７５００ ０７４１２ ０７９１９ ０５２００

车辆调度准确率 ０９５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５２４ ０９７４６ ０９９００

车辆故障率 ００５３０ ００５００ ０１０５９ ０１２０８ ００１１１

游客接待人次 ７１４２０３ ２５１６８４００００ １４８６９３００００ ６０３４１５００００ ３４１８８６００００

客户满意度 ０６８６７ ０９２００ ０９８００ ０９６００ ０９２００

市场扩展率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３ ０１２３２ ００７２７ ００７４０

社会贡献率 ０１７２７ ０２８９６ ０１９１１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５９７

市场占有率 ００４４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４０８ ００１２３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１０５７９９ ２９７８９ ２１７７１ １７４７４ ０１７９９

资本保值增值率 １０８８２３ １０７４０ １２６１０ １０４３３ ０７０００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２９４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重 ０２１１９ ０１７６５ ０２５００ ０１４２９ ０２２０６

培训费用投入率 ２８８００ ３５９８５ ０９３１７ ０９８４８ ０９０３４

交通事故率 ００５９２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３８７

　　２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应用公式 （１）处理正
向指标，公式 （２）处理负向指标，公式 （３）处
理流动比率及资产负债率两项适度指标。针对适度

指标，公式中Ｘ０需要取一个理想值。不同行业的
Ｘ０存在较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我国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考核分配局最新编制的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 （２０２０）》中关于道路运输
行业资产负债率的良好值为５３６％，流动比率的
合理值文献没有明确指出，但按照提供的速动比率

及相关数据的估算，流动比率应大于１。［２２］最终本

文确定流动比率的理想值为２，资产负债率的理想
值为５０％

后续权重计算涉及对数运算，考虑真数要大

于零，同时为了尽可能不破坏数据内部存在规

律，在无量纲处理后的评价矩阵需要将所有数据

整体平移００００１个单位。无量纲化处理结果如
表４所示。
３权重的计算。应用公式 （４） ～公式 （６）

计算各指标的熵值，进而求出各指标权重 （见

表５）。

表４　指标无量纲化结果

二级指标 昆明公司 大理公司 迪庆公司 丽江公司 西双版纳公司

净资产报酬率 １０００１ ０１０９４ ０２７３７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００１

资产负债率 ０７０１４ ０９５０３ ０９５８５ ０９２２６ ０９５６４

流动比率 ０５１４２ ０５８７１ ０９８６５ ０７１８２ ０３６６４

销售净利率 ０６５１４ ０５１２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４９９８ ００００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００６７０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９５６ ００２３４

企业劳动效率 （元／人）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８１７ ０４１４３ １０００１ ０１４５３

营运车辆利用率 ０５９６７ ０８４５９ ０８１３４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车辆调度准确率 ０１３７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４６６２ ０７９０１

车辆故障率 ０６１８６ ０６４５６ ０１３６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游客接待人次 １０００１ ０１８２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０４２ ０３４１７

７９第１期　　　　　　　　　　　　　洪　旭：云南省公路客运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研究



续表４

二级指标 昆明公司 大理公司 迪庆公司 丽江公司 西双版纳公司

客户满意度 ００００１ ０７９５６ １０００１ ０９３１９ ０７９５６

市场扩展率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８３５ １０００１ ０５９０７ ０６００５

社会贡献率 ０４９１６ １０００１ ０５７１７ ０１３２３ ００００１

市场占有率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６０２ ０９１８２ ０１７８０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１０００１ ０２６９２ ０１９２１ ０１５０８ ００００１

资本保值增值率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３６８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０１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 ０８３０６ ０８２３６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１ ０４１１９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重 ０６４４２ ０３１３８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７２５６

培训费用投入率 ０７３３５ １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００１

交通事故率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７５５ ０６１１９ １０００１ ０５２４７

表５　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熵值ｅ 差异性系数ｇ 二级指标权重ｗ２／％ 一级指标权重ｗ１／％

财务效益

净资产报酬率 Ｘ１ ０５７４６ ０４２５４ ７８２

资产负债率 Ｘ２ ０９９６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７

流动比率 Ｘ３ ０９６６８ ００３３２ ０６１ ２３２１

销售净利率 Ｘ４ ０８３４８ ０１６５２ ３０４

应收账款周转率 Ｘ５ ０３６５０ ０６３５０ １１６７

运营与内

部管理

企业劳动效率 Ｘ６ ０７１７８ ０２８２２ ５１９

营运车辆利用率 Ｘ７ ０８５１５ ０１４８５ ２７３

车辆调度准确率 Ｘ８ ０７５３９ ０２４６１ ４５２ ２１３１

车辆故障率 Ｘ９ ０７６４６ ０２３５４ ４３３

游客接待人次 Ｘ１０ ０７５２８ ０２４７２ ４５４

客户与市场

客户满意度 Ｘ１１ ０８５８４ ０１４１６ ２６０

市场扩展率 Ｘ１２ ０７３６１ ０２６３９ ４８５
１７６２

社会贡献率 Ｘ１３ ０７５３９ ０２４６１ ４５２

市场占有率 Ｘ１４ ０６９２９ ０３０７１ ５６５

学习与发展

营业收入增长率 Ｘ１５ ０６６５４ ０３３４６ ６１５

资本保值增值率 Ｘ１６ ０２９２７ ０７０７３ １３００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 Ｘ１７ ０８３４０ ０１６６０ ３０５ ３４９３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重 Ｘ１８ ０８１７３ ０１８２７ ３３６

培训费用投入率 Ｘ１９ ０４９０３ ０５０９７ ９３７

安全管理 交通事故率 Ｘ２０ ０８４１１ ０１５８９ ２９２ ２９２

　　由表５可以看出，一级指标中学习与发展指标
权重占比最大，财务效益指标次之，安全管理指标

权重占比最小。而二级指标中，资本保值增值率权

重占比最高，应收账款周转率次之，资产负债率权

重占比最小。

４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经过熵值法
赋权计算后的评价体系是否有效，需要对其测度效

果进行有效性检验。一是需要验证评价体系中各指

标是否具有独立性，可以用冗余度ＲＤ（Ｒｅｄｕｎｄａｎ
ｃｙＤｅｇｒｅｅ）来反映评价体系中是否存在多余的、
高相关性的重复指标。二是用灵敏度Ｓ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
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来检测该评价体系是否具有时间与空
间上的普适性。［２３－２４］

若评价指标体系Ｘ的相关性系数设为 ｒ，指标
个数为ｍ，则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性系数矩阵即可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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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该矩阵基础上，用平均相关性系数来衡量评价

指标体系的冗余度ＲＤ，ＲＤ计算公式为公式 （８）：

ＲＤ＝
∑
ｍ

ｉ＝１
∑
ｍ

ｊ＝１
ｒｉｊ －ｍ

ｍ２－ｍ
公式 （８）

由于经济社会中各体系的复杂性，每一指标无

法做到绝对独立的，一般 ＲＤ≤０５即可以认为该
评价体系中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是低的，评价结果

的冗余度是能够被接受的。

根据上述评价体系计算结果，在 Ｅｘｃｅｌ中应用
公式 （８）计算此评价结果的冗余度，最终计算得

∑
ｍ

ｉ＝１
∑
ｍ

ｊ＝１
ｒｉｊ ＝１８０１４，所以ＲＤ＝０４２＜０５，所以

该评价体系冗余度在合理范围内。

灵敏度 （ＳＤ）分析是用来检验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不同评价对象是否具有普适性，其原理是通过

测算单个或多个评价指标数值变化一定的百分比，

所引起评价结果变化的百分比。引起的变化的百分

比越小，说明该评价体系越不敏感，越具有普适

性，该指标同样是检验评价体系的建立是否可靠的

重要理论依据。一般来说， ＳＤ 要＜５即可认为灵

敏度能够被接受，评价体系具有普适性。具体计算

公式如公式 （９）：

ＳＤ＝１ｍ∑
ｍ

ｊ＝１
ＳＤｊ 公式 （９）

其中，ＳＤｊ＝
ΔＶ（Ｘｊ）／Ｖ
ΔＸ／Ｘｊ

．

根据公式 （９）计算得出该评价结果灵敏度
ＳＤ＝００１４２，远远小于５。综上可以看出该评价体
系的建立是有效且具备普适性的。

５综合评价结果及分析。只有当有效性检验
通过，才能进一步根据表 ５各指标权重的计算结
果，应用公式 （７）将特征比重矩阵与各指标权重
相乘，计算综合评价分值。最终综合评价结果如

表６所示。

表６　ＹＬ公司５家下属企业２０１９年综合经营绩效评价结果一览

一级指标 昆明公司 大理公司 迪庆公司 丽江公司 西双版纳公司

财务效益 ００６８６ ００１３０ ０１２６５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０３２

运营与内部管理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４３７

客户与市场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２３１

学习与发展 ０２０８７ ００７９４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１３２

安全管理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５１

综合分值 ０３５０７ ０１７８３ ０２２４７ ０１５８０ ００８８３

排名 １ ３ ２ ４ ５

　　根据表６的综合评价结果以及图２所展现的
５家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趋势图可见：（１）２０１９年
ＹＬ公司下属的这５家经营状况参差不齐。（２）昆
明公司综合得分最高，说明其整体发展水平较好，

迪庆公司发展情况次之，而版纳公司发展情况较

差。昆明公司综合经营绩效得分最高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资本保值增值率较高，同时，比另外４家公司
表现良好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以及培训费用的投入拉

高了其学习与发展能力指标评分。 （３）综合评分
排在第二的迪庆公司，其财务效益表现远远领先于

其他４家企业，但运营与内部管理能力却表现不

佳，原因在于迪庆公司体量相对较小，工作人员较

少，同时游客接待人数相较于其他区域亦要少一

些，导致其运营与内部管理评分被拉低，尽管如

此，颇高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净资产报酬率和销售

净利率说明迪庆公司的现金管理能力及盈利能力较

为良好，值得其他企业学习与借鉴。 （４）较低的
车辆使用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突出影响了西双版纳

公司２０１９年的财务效益及运营管理能力指标，导
致其综合经营评价结果是５家企业中最差的。（５）
而大理公司与丽江公司整体表现平平，略显良好的

运营与内部管理能力也并未给企业的财务效益及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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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情况带来太大帮助，原因可以从财务效益层

面的应收账款周转率看出，两家企业财务效益指标

中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属实较低，尤其是大理公司。

这也印证了当前省内公路客运企业的一个痛点问

题，接待人次及出车率的升高并不意味着经营效益

的提升，现金管理能力较弱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

来公路客运企业与旅行社等用车单位之间的运营模

式。２０１７年发布的 《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

作措施》，导致旅行社以往的盈利点受到强烈冲

击，从而影响到提供车辆服务的相关公路客运企

业难以收回账款。（６）５家企业的顾客满意度方
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同时市场扩展能力均较

差，导致客户与市场指标评分处于较低水平。

（７）５家企业的学习与发展能力指标均较低，专
业技术人员和本科学历以上人员的占比较低，难

以支撑企业发展需要。（８）根据熵值法的原理不
难看出，安全管理所占权重最少，说明安全管理

指标的离散程度小，能提供的信息量少，由此指

标所能给总体绩效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可以看

出各家企业对于安全管理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

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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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ＹＬ公司５家下属企业２０１９年

综合经营绩效评价结果趋势图

（三）纵向时间序列评价

１确定初始矩阵。根据表２所列示的评价体
系，对西双版纳公司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的经营数据按
照评价体系中各指标计算方法处理数据，形成表７
初始评价矩阵。

２权重的计算。指标的无量纲化及权重计算
同横向对标分析所述步骤，此处不再赘述计算过

程。西双版纳公司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评价指标权重如
表８所示。

表７　ＹＬ公司下属西双版纳公司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综合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原始值

二级指标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净资产报酬率 ０１１３７ ０２５８７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１

资产负债率 ０７２２７ ０３４４０ ０１７８８ ０３６３１ ０５４５７

流动比率 ０３６１３ ０６４６６ １１８０７ ０４２６９ ０２６９８

销售净利率 ０１５６０ ０６１１９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１３２ －０１０３７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１７９３７２ １６６４１３ １８９６９８ １２０６８５ ９２６１８

企业劳动效率 ３６７０７３３２８３ ３２４８１３３３２４ ２５０２４９５９４５ ２４４６３８４８５５ ２６９３１８８０５９

营运车辆利用率 ０６８００ ０６６００ ０５８００ ０５４００ ０５２００

车辆调度准确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９００

车辆故障率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６０６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１１１

游客接待人次 １９２４４８００００ ２１５６４４００００ ２４８４２５００００ ２９５６４２００００ ３４１８８６００００

客户满意度 ０９５００ ０９７００ ０９５００ ０９６００ ０９２００

市场扩展率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５１９ ０１３１３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７４０

社会贡献率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５９７

市场占有率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２３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００６７６ －０１０１４ －０２５９９ ００１７２ ０１７９９

资本保值增值率 １１３２４ １９６８７ １００５９ １００２６ ０７０００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３０８ ００２９４ ００２９４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重 ０１５００ ０１７７４ ０１８４６ ０２１５４ ０２２０６

培训费用投入率 ０４６３３ ２６８５３ １５８０５ ２２２０１ ０９０３４

交通事故率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４２３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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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熵值ｅ 差异性系数ｇ 二级指标权重ｗ２／％ 一级指标权重ｗ１／％

财务效益

净资产报酬率 Ｘ１ ０６６６３ ０３３３７ ６６２

资产负债率 Ｘ２ ０９９８１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４

流动比率 Ｘ３ ０９９２６ ０００７４ ０１５ １６８０

销售净利率 Ｘ４ ０６８４３ ０３１５７ ６２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 Ｘ５ ０８１１９ ０１８８１ ３７３

运营与内

部管理

企业劳动效率 Ｘ６ ０６４２１ ０３５７９ ７１０

营运车辆利用率 Ｘ７ ０７３２６ ０２６７４ ５３１

车辆调度准确率 Ｘ８ ０６８３０ ０３１７０ ６２９ ３１７１

车辆故障率 Ｘ９ ０５９２６ ０４０７４ ８０８

游客接待人次 Ｘ１０ ０７５１３ ０２４８７ ４９３

客户与市场

客户满意度 Ｘ１１ ０８４６７ ０１５３３ ３０４

市场扩展率 Ｘ１２ ０７６２６ ０２３７４ ４７１
２３３５

社会贡献率 Ｘ１３ ０７４２７ ０２５７３ ５１０

市场占有率 Ｘ１４ ０４７１０ ０５２９０ １０５０

学习与发展

营业收入增长率 Ｘ１５ ０８１２６ ０１８７４ ３７２

资本保值增值率 Ｘ１６ ０７３１６ ０２６８４ ５３３

专业技术人员比重 Ｘ１７ ０６３３１ ０３６６９ ７２８ ２４３５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重 Ｘ１８ ０８１５６ ０１８４４ ３６６

培训费用投入率 Ｘ１９ ０７８００ ０２２００ ４３６

安全管理 交通事故率 Ｘ２０ ０８０８８ ０１９１２ ３７９ ３７９

　　由此可见，西双版纳公司近五年的综合评价中运
营与内部管理所占权重最大，说明该公司运营与内部

管理维度下存在波动程度较大的二级指标，导致信息

熵变小，差异性系数变大，权重也就随之增大，说明

该部分内容能反映的信息也就越多。学习与发展、客

户与市场两个方面的指标权重紧随之后且相差不大。

３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根据上述评
价体系计算结果，同理应用公式 （８）计算此评价

结果的冗余度，最终计算得∑
ｍ

ｉ＝１
∑
ｍ

ｊ＝１
ｒｉｊ ＝２０９，所

以ＲＤ＝０４９＜０５，因此，该评价体系冗余度在合
理范围内。

根据公式 （９）计算得出该评价结果灵敏度
ＳＤ＝０００６，远远小于５。综上可以看出该评价体
系的建立是有效且具备普适性的。

４综合评价结果及分析。有效性检验通过后根
据表８各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用公式 （７）将特征
比重矩阵与各指标权重相乘，计算综合评价分值。最

终综合评价结果如表９所示。

表９　ＹＬ公司下属西双版纳公司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综合经营绩效评价结果一览

一级指标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财务效益 ００４３９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３

运营与内部管理 ００８０６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７０６

客户与市场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５６３ ００９１５

学习与发展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８２８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３１８

安全管理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综合评分 ０１９６６ ０２６５１ ０１４５５ ０１８６８ ０２０６０

排名 ３ １ ５ ４ ２

　　根据表９和图３可以看出： （１）西双版纳公
司综合经营绩效近五年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且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当年资本保值增值率较

好，良好的现金管理能力提高了应收账款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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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较高的出车率也提升了西双版纳公司当年
的盈利能力。（２）熵值法赋权时运营与内部管理、
学习与发展两项指标权重排在头两位，说明其中的

二级指标存在较大波动，能够反映较多信息。对比

原始数据，游客接待人次、营业收入增长率以及资

本保值增值率确实是值得关注的指标。其游客接待

人次逐年递增，但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并未随之增

加，导致财务效益也未见起色。西双版纳公司现金

的管理能力也逐年变差，运营管理能力亟待提高。

（３）２０１７年是综合评分近五年中最差的，资本保
值增值较上年有较大下跌，财务效益指标评分从这

一年开始大幅下降，但客户与服务指标评分开始提

升，这是由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降低，但非主营

业务收入的增加使得西双版纳公司市场扩展率逐步

提高。直至 ２０１９年呈现出比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较
好市场扩展率。 （４）２０１９年财务效益表现很差，
但综合评分较好，除了市场扩展率的增加，还在于

２０１９年企业出于转型升级的需要，在上级单位的
扶持下，新增购置了４０辆客运大巴，无形中增加
了西双版纳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大幅提高了市场与

客户指标，进而提升了该公司２０１９年的综合经营
绩效。（５）财务效益的连年走低是影响西双版纳
公司综合经营绩效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６）ＹＬ
公司总体安全管理水准也可从西双版纳公司近五年

的事故发生指标中可见一斑，值得保持并不断优化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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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西双版纳公司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综合经营绩效评价结果趋势图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对行业龙头 ＹＬ公司下属分

布于云南不同地域的５家公司进行横向对比分析，
同时选择西双版纳公司近五年的经营数据纵向分析

后发现，５家企业发展极不均衡，综合绩效表现均
处于较低水准，西双版纳公司近年来的综合绩效呈

下降趋势。同时，ＹＬ公司下属５家企业随着游客
接待人次与出车率的增加，并未体现出相应的财务

效益增加。但各家企业都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安全管

理能力，依旧保持业界一流水准。如此评价结果与

ＹＬ公司的经营实际基本吻合，针对以上对评价结
果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５家企业要提高
应收账款的回收能力，一方面公路客运行业长久以

来受旅行社制约，回款速度取决于有业务往来旅行

社的经济效益，ＹＬ公司急需对运营模式重新思考；
第二，５家企业的业务类型相对单一，同时成长性
和盈利性较低，亟待业务的转型与新产品的研发以

应对当前变幻莫测的交通运输新格局；第三，需要

借助信息化手段以改变内部相对落后的管理方式，

丰富车辆计调平台功能，提升新业态的管理能力；

第四，加大专业技能与前沿管理知识的培训力度，

变更内部薪酬结构及优化奖励机制以提高工作热

情，吸引新的专业人才以支撑公司的转型升级发

展；第五，应当提升服务质量水平，加大营销创新

力度，留住现有客户，开拓更广的市场；第六，安

全是交通运输业的重中之重，ＹＬ公司所体现出较
为优秀的安全管理水准值得推广到行业中供同行学

习。第七，综合经营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系统工

程，整体绩效的提升需要各方面都做出改进，而不

能仅依靠优化某一维度指标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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