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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ＧＭ（１，１）模型对具有滞后特征的信息进行获取，构造了信息后滞系统的ＤＥＡ评价模型，
并研究了基于信息后滞系统ＤＥＡ评价模型的高校办学效益的评价方法．仿真结果表明，采用本模型
在评价决策的区分度及与发展实际的吻合度上具有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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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数据包络分析 ＤＥＡ（ｄａｔａ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于１９７８年由Ａ．Ｃｈａｒｎｅｓ等［１］首先提出，该方法应用

于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的相同类型部门之间

相对有效性评价，其优势越来越明显．ＤＥＡ方法以
应用于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通过多目标问题的

Ｐａｒｅｔｏ前沿面的研究，来讨论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
产出系统的决策单元 ＤＭＵ（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ｕｎｉｔｓ）
相对有效性评价［２］．从理论研究来看，人们分别从

输入输出指标的性质、决策单元的数量、评价者偏

好、综合ＤＥＡ模型以及不确定性情况下的相对有效
性评价等多个方面对ＤＥＡ模型进行了改进和发展，
ＤＥＡ模型已从最初的 Ｃ２Ｒ模型发展到目前的上百
种．从实践应用来看，由于 ＤＥＡ方法具有不需预估
权重、不需事先设定输入输出间的显式函数关系、

算法简单、评价结果丰富等诸多优点，应用于多个

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３］．
在ＤＥＡ的研究和应用过程中，评价与决策系统

输入／输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各决策单元相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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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下指标原始属性值的采集与处理是评价决策

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步骤．目前存在的ＤＥＡ模型及其
应用中，所涉及的指标原始属性值均为可立即获得

的数据，包括确定型数据、模糊型数据、灰色数据

等．然而，现实世界中存在很大一部分系统，其部分
数据具有滞后性，例如在高等学校办学效益评价决

策系统中，其输出（产出）的科研成果、学生培养效

果等均具有滞后性．因此，信息后滞系统的 ＤＥＡ评
价模型和应用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信息后滞

系统中，关键就是如何由现有的历史数据预测得到

具有滞后特征的合理信息．
基于上述问题，作者利用邓聚龙教授提出的灰

色系统理论和方法［４］，与传统ＤＥＡ模型相结合来研
究信息后滞系统的ＤＥＡ模型及其应用，研究灰色模
型在对具有滞后特征的信息的获取和构建信息后

滞系统的ＤＥＡ评价模型，以高等学校办学效益分析
为蓝本进行实证训练和分析．

１　传统ＤＥＡ模型
假设满足凸性、锥性、无效性和最小的生产可

能集为

Ｔ＝｛（Ｘ，Ｙ）｜∑
ｎ

ｊ＝１
λｊＸｊ≤Ｘ，∑

ｎ

ｊ＝１
λｊＹｊ≥Ｙ，λｊ≥０｝

在生产可能集Ｔ内，设有ｎ个同类决策单元，每
个决策单元都有ｓ种类型的输入（表示对资源的消
耗）以及ｔ种类型的输出（表示消耗了“资源”之后
表明成效的信息量）．其中，第ｊ个决策单元ＤＭＵｊ的
投入向量和产出向量分别为 Ｘｊ＝（ｘ１ｊ，ｘ２ｊ，…，ｘｎｊ）

Ｔ

和Ｙｊ＝（ｙ１ｊ，ｙ２ｊ，…，ｙｎｊ）
Ｔ，（Ｘｊ，Ｙｊ）为ＤＭＵｊ的生产活

动．ｘｉｊ和ｙｉｊ为ＤＭＵｊ对第ｉ种类型输入的投入总量和
对第ｒ种类型输入的投入总量；ｘｉｊ≥０，ｙｉｊ≥０，ｉ＝１，
２，…，ｓ，ｒ＝１，２，…，ｔ．

本文以生产活动为（Ｘ０，Ｙ０）的决策单元 ＤＭＵ０
为例，以基于输入的ＤＥＡ（Ｃ２Ｒ）模型为基础模型来
进行说明．根据线性规划对偶理论，基于输入的
ＤＥＡ（Ｃ２Ｒ）模型可用如下的线性规划形式给出．

（ｍｏｄｅｌＩ）　ｍｉｎ［θ－ε（ｅＴ１ｓ
－＋ｅＴ２ｓ

＋）］

ｓ．ｔ　∑
ｎ

ｊ
Ｘｊλｊ＋ｓ

－＝θＸ０

∑
ｎ

ｊ＝１
Ｙｊλｊ－ｓ

＋＝Ｙ０

λｊ≥０（ｊ＝１，２，…，ｎ），ｓ
－≥０，ｓ＋≥０

其中，ｅＴ１，ｅ
Ｔ
２分别为元素均为１的ｓ维向量和ｔ维

向量；ε表示阿基米德无穷小量；松弛变量ｓ－＝（ｓ－１，
ｓ－２，…，ｓ

－
ｓ）
Ｔ，ｓ＋＝（ｓ＋１，ｓ

＋
２，…，ｓ

＋
ｔ）
Ｔ．

设上述线性规划的最优解为 λ，ｓ－，ｓ＋，θ，
则有如下结论［５］．
１）若θ ＝１，当ｓ－ ＝ｓ＋ ＝０时，则ＤＭＵ０为

ＤＥＡ有效（Ｃ２Ｒ）；否则ＤＭＵ０为ＤＥＡ弱有效（Ｃ
２Ｒ）．

ＤＭＵ０为ＤＥＡ有效（Ｃ
２Ｒ）的经济含义表示ＤＭＵ０的

生产活动同时为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各种资源得

到充分利用，取得了期望的最大输出效果；ＤＭＵ０为
ＤＥＡ弱有效（Ｃ２Ｒ）的经济含义分２种情况：一种是
若某个ｓ－的分量 ＞０，则表示某种输入指标没有被
充分利用，另一种是若某个ｓ＋ 的分量 ＞０，则表示
某种输出指标还有增大的可能．
２）若θ ＜１，则ＤＭＵ０为ＤＥＡ无效（Ｃ

２Ｒ）．表示
ＤＭＵ０的生产活动既不是技术有效，也不是规模有
效，生产活动的输入规模过大，产出水平没有达到

最佳规模．

３）设δ＝１
θ
·∑

ｎ

ｊ＝１
λｊ，若δ＝１，则说明ＤＭＵ０的

规模效益不变，表示生产规模最佳；若δ＜１，则说明
ＤＭＵ０的规模效益递增，表示输出增量的相对百分
比大于输入增量的相对百分比；若 δ＞１，则说明
ＤＭＵ０规模效益递减，表示输入增量的相对百分比
大于输出增量的相对百分比．
４）根据投影点理论，对非有效决策单元的生产

活动，可以通过以下公式得到其投影点：

Ｘ^０ ＝θＸ０－ｓ
－　　Ｙ^０ ＝Ｙ０＋ｓ

＋

可以证明，该投影点对应的生产活动（^Ｘ０，^Ｙ０）
相对于原来的ｎ个ＤＭＵ是ＤＥＡ（Ｃ２Ｒ）有效的．

２　信息后滞系统的ＤＥＡ评价
在带有信息后滞数据的评价决策系统中，首先

需要对决策时间点上的各指标数据进行是否具有

后滞性的甄别，然后针对滞后型数据，根据其某时

间序列段内的历史数据，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后滞

数据的获取．本文采用灰色模型中的ＧＭ（１，１）作为
基础模型进行求解．

灰色预测对既含有已知信息又含有不确定信

息的系统进行预测，就是指对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的、与时间序列有关的灰色过程进行预测．它通过
对原始数据进行生成处理来寻找系统变化的规律，

生成规律性较强的数据序列，然后建立相应的微分

方程模型，从而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目前使

用最广泛的灰色预测模型就是关于数列预测的一

个变量、一阶微分的 ＧＭ（１，１）模型．该模型基于随
机的原始时间序列，按时间累加后形成新的时间序

列，依据新的时间序列呈现的规律可用一阶线性微

·４０１· 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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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程来逼近．经证明，经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解
逼近所揭示的原始时间序列呈指数变化规律［６］．

设某滞后型数据指标对应的历史时间序列为

Ｘ（０）ｉ ＝｛ｘ（０）ｉ （１），ｘ
（０）
ｉ （２），…，ｘ

（０）
ｉ （ｍ）｝（ｉ＝１，２，…，ｎ），

由原始序列Ｘ（０）ｉ 通过数据累加得到后继生成序列
Ｘ（１）ｉ ＝｛ｘ（１）ｉ （１），ｘ

（１）
ｉ （２），…，ｘ

（１）
ｉ （ｍ）｝

其中，Ｘ（１）ｉ （ｊ）＝∑
ｊ

ｋ＝１
Ｘ（０）ｉ （ｋ），ｊ＝１，２，…，ｍ．

于是ＧＭ（１，１）相应的微分方程为
ｄｘ（１）ｉ
ｄｔ ＋ａｘ

（１）
ｉ ＝ｕ ①

其中ａ，ｕ为待定参数．将上式离散化，即得
Δ（１）ｉ （ｘ

（１）
ｉ （ｋ＋１））＋ａｚ

（１）
ｉ （ｘ（ｋ＋１））＝ｕ

其中Δ（１）ｉ （ｘ
（１）
ｉ （ｋ＋１））为ｘ

（１）
ｉ 在（ｋ＋１）时刻的累计

生成序列，ｚ（１）ｉ （ｋ＋１）为
ｄｘ（１）ｉ
ｄｔ在（ｋ＋１）时刻的背景值．

因为

Δ（１）ｉ （ｘ
（１）
ｉ （ｋ＋１））＝

ｘ（１）ｉ （ｋ＋１）－ｘ
（１）
ｉ （ｋ）＝ｘ

（０）
ｉ （ｋ＋１）

ｚ（１）ｉ （ｋ＋１）＝
１
２（ｘ

（１）
ｉ （ｋ＋１）＋ｘ

（１）
ｉ （ｋ））

所以可得

ｘ（０）ｉ （ｋ＋１）＝

ａ［－１２（ｘ
（１）
ｉ （ｋ）＋ｘ

（１）
ｉ （ｋ＋１））］＋ｕ

将上式展开可得

ｘ（０）ｉ （２）

ｘ（０）ｉ （３）


ｘ（０）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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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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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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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ｘ

（１）
ｉ （ｎ－１）＋ｘ

（１）
ｉ （ｎ））

















１

令

Ｙｎ ＝

ｘ（０）ｉ （２）

ｘ（０）ｉ （３）
　　
ｘ（０）ｉ （４











）

Ｂ＝

１
２（ｘ

（１）
ｉ （１）＋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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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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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Φ＝[ ]ａｕ

则上述模型可写为 Ｙ＝ＢΦ，利用最小二乘法

可求解系数Φ ＝ ａ^
＾[ ]ｕ ＝（Ｂ

ＴＢ）－１ＢＴＹｎ，把求解的系

数代入微分方程①中即可得ＧＭ（１，１）模型预测模
型的解，即

ｘ^（１）ｉ （ｋ＋１）＝［ｘ
（１）
ｉ （１）－

ｕ
ａ］ｅ

－^ａｋ＋ｕ^ａ^
ｋ＝１，２，…，ｍ ②

还原到原始数据得

ｘ^（０）ｉ （ｋ＋１）＝ｘ^
（１）
ｉ （ｋ＋１）－ｘ^

（１）
ｉ （ｋ）＝

（１－ｅａ）［ｘ（１）ｉ （１）－
ｕ^
ａ^］ｅ

－ａｋ

只有通过检验的模型才能用来预测，因此还需

要对ＧＭ（１，１）模型进行精度检验．由式 ② 可求出
原始数据的还原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残差值

ε（０）ｉ （ｋ）和相对误差ｑｉ（ｔ），即进行残差检验．
ε（０）ｉ （ｋ）＝ｘ

（０）
ｉ （ｋ）－ｘ^

（０）
ｉ （ｋ）

ｑｉ（ｋ）＝ε
（０）
ｉ （ｋ）／ｘ

（０）
ｉ （ｋ）×１００％

如果通过残差检验，则可以由所建的模型进行

预测；否则要进行残差修正．在很多的实际应用中，
为达到更高的精度，往往还需要对所建模型的预测

数据和原始数据进行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但

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基于灰色模型的信息后滞系

统ＤＥＡ评价研究，因此对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
不再做详细叙述．

在传统的ＤＥＡ评价模型中，假设第 ｊ个决策单
元ＤＭＵｊ的投入向量Ｘｊ中有ｋ（ｋ＜ｍ）个不确定指
标，记为ａ１，ａ２…ａｋ；产出向量Ｙｊ中有ｎ（ｎ＜ｍ）个不
确定指标，记为ｂ１，ｂ２…ｂｎ．在进行 ＤＥＡ评价模型之
前，首先利用ＧＭ（１，１）灰色模型对ａ１，ａ２，…ａｋ，ｂ１，
ｂ２，…ｂｎ，这ｋ＋ｎ个不确定指标进行处理，将不确定
指标转化成确定指标，然后将得到的确定指标代替

Ｘｊ，Ｙｊ中的不确定指标，从而得到新的投入向量和产
出向量，用 Ｘ^ｊ，^Ｙｊ表示．此时的ＤＥＡ评价模型可用如
下形式给出．

（ｍｏｄｅｌＩＩ）ｍｉｎ［θ－ε（ｅＴ１ｓ
－＋ｅＴ２ｓ

＋）］

ｓ．ｔ∑
ｎ

ｊ
Ｘ^ｊλｊ＋ｓ

－＝θＸ０

∑
ｎ

ｊ＝１
Ｙ^ｊλｊ－ｓ

＋＝Ｙ０

λｊ≥０（ｊ＝１，２，…，ｎ），ｓ
－≥０，ｓ＋≥０

３　实证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１５所本科高校为例，分析它们在

基于灰色模型的信息后滞系统 ＤＥＡ评价研究中的
技术有效性．根据评价目的和被评高校的特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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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体系有４项输入指标和３项输出指标，各项
指标的含义和量纲如下［７］：Ｘ１表示专任教师人数／
人；Ｘ２表示当年教育事业性经费／万元；Ｘ３表示教
学仪器设备资产总额／万元；Ｘ４表示教学行政用房
面积／×１０４ｍ２；Ｙ１表示当年在校生数／人；Ｙ２表示
科研论文／篇；Ｙ３表示科研经费／万元；其中 Ｘ１，Ｘ２，
Ｘ３，Ｘ４，Ｙ１为确定型指标，Ｙ２，Ｙ３为不确定型指标，即
为滞后数据．因此需要对Ｙ２，Ｙ３指标进行 ＧＭ（１，１）
预测处理．

假设以２００８年为基准年，现在要来预测 ２０１２
年１５所本科院校科研论文和科研经费的具体数据，
并将其作为２０１２年本科院校的输出指标数据．用

ＤＭＵｊ（ｊ＝１，２，…，１５）来代替１５所本科院校的输入
与输出指标，则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１５所高校的科研论
文和科研经费的具体数据见表１，用 Ｍａｔｌａｂ编程计
算出２０１２年１５所高校的科研论文 Ｙ２和科研经费
Ｙ３，然后将１５所本科院校的输入指标数据与输出指
标数据（包括专任教师人数、事业性经费等）综合到

表２中．
运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的ＬＰ工具，分别对１５所高

校进行ＤＥＡ评价，采用２０１２年的立即获得数据和
滞后信息数据分别进行计算，得到 ｍｏｄｅｌＩＩ的计算
结果（见表３）．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１５所高校的科研论文和科研经费

ＤＭＵ
科研论文／篇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科研经费／万元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ＤＭＵ１ ３５４２ ４３１２ ２３５６ ４５３２ ３８５９ １０５４９．９ １１３８４．８ １１４８０．４ １１５８３．６ １１６８３．９
ＤＭＵ２ １９３４ ２７００ ２８６９ １５７０ ２９７０ ６４４５．９ ６４７６．４ ６４８７．４ ６５４７．１ ７６５４．２
ＤＭＵ３ １６７４ １２５４ １９８０ １０９７ １８７５ ５６４８．１ ６０４３．０ ６０９３．２ ６１３２．５ ５３２１．４
ＤＭＵ４ ５７８ １０９１ ６７０ １２０９ ９８３ ３２７６．０ ３７６５．９ ３４６７．２ ３８７４．３ １９５２．１
ＤＭＵ５ ２１００ １５６８ ３４５６ １５３２ ３２１３ ５６３０．２ ５８９３．１ ６０９２．１ ６１２６．８ ７９３８．２
ＤＭＵ６ ７８９ ５６４ ８３１ ８６２ ９３５ １０５４９．９ １１３８４．８ １１５８０．４ １１５８３．６ １５９０１．８
ＤＭＵ７ ９００ １０９２ ８４５ ７４９ ８５３ ２５８３．３ ２６７３．４ ３０９３．５ ３０１４．０ ２８５４．５
ＤＭＵ８ ２８１ ３７５ １９９ ２４９ ２０５ ５４．２ ６７．３ ６９．５ ７８．０ ６２．５
ＤＭＵ９ ９８ １９０ ３６８ ２７５ ４３２ ７６９．５ ７９３．１ ８０４．２ ８３６．４ ６５９．４
ＤＭＵ１０ １５６７８ １０９３２ ８９００ １４３２１ ７９６５ ２５４７．４ ２８４３．３ ３０９３．１ ３１５４．７ ２７０３．９
ＤＭＵ１１ ６７５ ７８９ ３２７ ９０８ ７５４ １８．５ ２７．７ ２７．３ ３０．０ ２２．８
ＤＭＵ１２ ７３０ ７６８ ４５８ ６３０ ６４３ ３５８．２ ３９３．４ ４００．２ ４２１．５ ３６９．７
ＤＭＵ１３ １０１３ ８９０ １３５６ ９０５ １２５４ ４７８．３ ４５９．４ ４７３．９ ５０３．４ ４３８．９
ＤＭＵ１４ ２７０１ ２８０４ １８３４ ３５８０ ２６８０ ２４８．０ ２８５．３ ２９０．８ ２８８．６ ３８５．６
ＤＭＵ１５ ５８９ ７０９ ６３２ ４７８ ８０９ １０４６．８ １０４５．７ １０９８．４ １１９２．０ ９８３．２

表２　１５所本科院校的输入指标数据与输出指标数据

ＤＭＵ
输入指标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输出指标

Ｙ１ Ｙ２ Ｙ３
ＤＭＵ１ ２２００ ６６９８２ １８９８１０ ７８００ ６８１８３ ４００７ １１６８３
ＤＭＵ２ ２２００ ４０４４６７ ３８１４９ ２３４１０ ６０４２６ １５２８ ６５７４
ＤＭＵ３ ９４２ ２０６４７１ ２０７６５ １０７９６ ３４０９０ １３１７ ６１８０
ＤＭＵ４ ８９８ １７７２５５ ８２７７ １１５１２ ３０１３３ １１３７ ３８１６
ＤＭＵ５ １３５３ ２９２３３２ １１６９９ ６２８４ ３１３８０ ２１５８ ６２７４
ＤＭＵ６ １０２３ ２０７４５２ ３９９９７ １２８８２ ３０８７２ １０８０ １１７１６
ＤＭＵ７ １０３９ １９２８８０ ８６８３ ９２５９３ ３２７９９ ５９６ ３２７３
ＤＭＵ８ １２８７ １０６８４１ １０５９３ ５３３１ １６６９９ １５７ ８３
ＤＭＵ９ ６６６ １３６７６８ １７５０２ ４３１５ ２４１０８ ３５９ ８５６
ＤＭＵ１０ ７４５ １８２３５５ ２５３３７ １３４６２ ２６９８０ １５６４３ ３３５１
ＤＭＵ１１ １０５３ ９４２５０ ２３５ ５０５２ １１８６１ ８４４ ３１
ＤＭＵ１２ １０６６ １３３８６０ ９８５２ ３７０８ １３３８９ ４７６ ４３４
ＤＭＵ１３ １２４３ １２８２５０ １５７３ ７３６０ １０２６４ １０６３ ５２５
ＤＭＵ１４ ６８７ １３２９５９ １０７１４ ６１１８ ２０５３７ ３７７２ ２９２
ＤＭＵ１５ １１００ １３４５４７ １５２０７ ９７０９ １３５７４ ４１３ １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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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５所本专科院校的信息后滞系统ＤＥＡ模型计算结果

ＤＭＵ
采用２０１２当年数据

θ ｓ－ ｓ＋
采用信息后滞２０１２年数据

θ ｓ－ ｓ＋

ＤＭＵ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２ ０．８７７８
（１９８．９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８７
（４２．８０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５１９．７０，
１０．６４４）

ＤＭＵ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ＤＭＵ８ ０．８８０６
（６５１．０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２４０．３２，
７８９．８４）

０．８８０６
（６５１．０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１０．１７，
１３６１．０）

ＤＭＵ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１２ ０．７３０９
（３１５．０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１３．４６，
１３７４．５）

０．７３０９
（３１５．０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５．２６６，
１１０４．２）

ＤＭＵ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４０３
（０．００００，４６８．２４，
０．００００，１０９２．７）

（２８７６．８，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ＭＵ１５ ０．５４７１
（１９６．３９，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７９．６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３）

０．５３０４
（１７４．３９，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１２，
５２４．４４）

　　根据ＤＥＡ有效性的定义，可得如下结论．决策

单元３，４，５，６，１０，１１在采用立即获得数据和采用后
滞信息数据的样本下均为有效决策单元；决策单元

１均为弱有效决策单元；２，８，１２，１５均为无效决策单
元；决策单元７，９，１４在采用立即获得数据样本时为

有效决策单元，采用后滞信息数据样本时为弱有效

决策单元，决策单元１３在立即获得数据样本时为弱
有效决策单元，采用后滞信息数据样本时为无效决

策单元而决策单元．从评价决策系统的区分度上来

看，采用后滞信息数据样本具有更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从河南省１５所本科院校的实际发展

情况来看，采用后滞信息数据样本更加符合其发展

实际［８］．决策单元１是河南省唯一一所２１１高校，该
高校于２０００年合并以来发展效益突出，在１０余 ａ

的发展过程中，发展态势平稳，当年数据和发展预

测数据具有较好吻合性；同时，由于其投入一直在

加大，处于弱有效决策单元，其投入带来的发展潜

力还有一定的空间．决策单元２为河南省老牌高校，

发展平稳，近年来作为河南省仅次于决策单元１的
重点高校，投入很大，但是在前２ａ刚刚合并了２个

专科学校，导致其产出效果未能显现．决策单元８，
１２，１５是近几年升本的院校，其投入产出没有太大
的变化，由于底子薄弱，发展成效欠佳．决策单元３，

４，５，６，１０，１１所代表的高校，是河南省内特色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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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校，在相关行业具有明显的产出优势，而且其

发展思路稳定，采用立即获得数据样本和后滞信息

数据样本没有太大的差异．

决策单元７，９，１４为近３ａ刚刚成为省部（局）

共建高校，虽然其发展思路明确，特色鲜明，但是近

年来的投入不断加大，而当年的产出是基于原有基

础的效果，因此由有效决策单元变成弱有效决策单

元；而决策单元１３为今年刚刚更名大学的院校，在

投入产出方面的不一致性更加明显．

４　结论

本文基于灰色 ＧＭ（１，１）模型的信息后滞系统

ＤＥＡ评价研究，利用灰色模型对具有数据滞后性的

指标系统进行预测，即由已有的历史数据得到具有

滞后性特征的合理数据，再进一步对系统进行 ＤＥＡ

评价．实证分析表明，该方法克服了传统 ＤＥＡ的不

足，提高了传统 ＤＥＡ的应用合理性．在利用基于灰

色模型的信息后滞系统ＤＥＡ评价研究模型中，如何

利用ＧＭ（１，Ｎ）来预测滞后性数据是有待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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