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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上海市政府确定了服装服饰业、食品加工制造业、包装印刷业、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化妆

品及清洁洗涤业、工艺美术品及旅游用品制造业和小型电子信息产品等七大都市型工业。因此，对都市

型工业经济效益的好坏进行正确、可靠和合理的综合评价与排序研究，对上海市实施可持续发展和都市

型工业的发展战略及其与之相关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文献［1］，上海市都市型工业的

经济效益用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销售产值、年末资产值、产品销售收入、利润和税金 7 项经济

效益指标来衡量。因此，以上述任何单个指标为依据进行都市型工业经济效益评价与排序，都带有一定

的片面性［2，3］。而密切值法作为多目标决策中的一种优选方法［3］，通过由都市型工业经济效益评价指

标实际值构成最优和最劣方案，并求出实际情况的密切值，进而根据密切值的大小进行排序，不需要事

先假定任何主观参量，在排序研究方面有独到之处。对都市型工业实际经济效益的研究表明，密切值法

可克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客观性更好。

1 上海市都市型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与排序的密切值法

在衡量都市型工业经济效益好坏的 n 项评价指标中，有其值越大越好的正指标（如利润等）和其值

越小越好的逆指标（如年末资产值等）。为统一度量和指标性质，通过对逆指标取负值而正向化。因此，

“最优（劣）点”QG（QB）为各评价指标最大（小）值构成的集合，即：

Q# =（ rij）# =（max｛ri1｝，max｛ri2｝，⋯，max｛rin｝）， （i = 1，2⋯，m） （1）

QB =（ rij）B =（min｛ri1｝，min｛ri2｝，⋯，min｛rin｝）， （i = 1，2⋯，m） （2）

其中：



m 为参与评价与排序的都市型工业（以下也称为待评价样本）数，

rij = Cij / ∑
m

i = 1
C2" ij，i∈（1，2，⋯，m），j∈（1，2，⋯，n），

Cij 第 i 行工业（样本）第 j 项评价指标的量化值。

则，第 i 个待评价样本距“最优（劣）点”的欧氏距离 di - #（di - B）为：

di - # = ∑
n

j = 1
!j· rij -（ rij）[ ]#{ }2 1 /2 （3）

di - B = ∑
n

j = 1
!j· rij -（ rij）[ ]B{ }2 1 /2 （4）

式中，!j 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n

j = 1
!j = 1。等权时!j = 1 / n。

因待评价样本点与“最优（劣）点”一般是欧氏空间中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点，为了避免单纯用 di - #值

或 di - B值作为评价与排序依据时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进一步引进可综合反映两者水平的综合

参数 密切值 Ei。密切值有反映样本点接近最优点与远离最劣点程度的最优密切值 Ei - #和反映样

本点远离最优点与接近最劣点程度的最劣密切值 Ei - B两种，即：

Ei - # =
di - #

min
1≤ i≤m

｛di - #｝
-

di - B
max

1≤ i≤m
｛di - B｝

（5）

Ei - B =
di - B

min
1≤ i≤m

｛di - B｝
-

di - #
max
1≤i≤m

｛di - B｝
（6）

因此，最优密切值 Ei - G越小，最劣密切值 Ei - B越大，表示该样本点离最优点越接近，离最劣点越远，

即该企业经济效益越好，反之亦然。根据最优密切值 Ei - G（或 Ei - B）的大小就能得到上海市七大都市型

工业不同年份经济效益的评价与排序结果。

2 实例分析

2.1 上海市七大都市型工业经济效益评价与排序

上海市七大都市型工业 1998 - 2001 年经济效益 7 项评价指标值如表 1 所示［1］。对 7 项评价指标本

文均采用人均值，在这 7 项评价指标中，除年末人均资产值为逆指标外，其它均为正指标。

2.2 密切值法的评价与排序结果

为简便计，针对各评价指标本研究取等权值。按照前述的计算方法，即：①确定“最优点”和“最劣

点”；②计算各样本与“最优（劣）点”的距离 di - #（di - B）；③计算最优密切值 Ei - #和最劣密切值 Ei - B；④
根据 Ei - #（Ei - B）进行上海市 1998 - 2001 年都市型工业经济效益的评价与排序，结果如表 1 所示。图 1
所示是上海市七大都市型工业 1998 - 2001 年最优密切值（综合经济效益）的对比图。

3 分析与讨论

由表 1 知，上海市七大都市型工业经济效益的评价与排序结果为：① 1998 - 2001 年，七大工业中，

化妆品及清洁洗涤剂业的经济效益最好，小型电子信息产品业次之，以下依次是食品加工制造业，印刷

包装业，室内装饰品制造业，工艺美术品和旅游用品制造业，服装服饰业经济效益最差，而且前四大工业

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其他三大工业；② 对化妆品及清洁洗涤剂业来说，2001 年的经济效益最好，而从 1998
到 2000 年，经济效益逐年变差；其它六大工业，从 1998 到 2001 年，经济效益都逐年变好；③在所有年所

有工业中，2001 年的化妆品及清洁洗涤剂业的经济效益最好，1998 年的服装服饰业经济效益最差；④在

1998 - 2001 中，化妆品及清洁洗涤剂业的经济效益增长最快，最优密切值减小了 0 . 839（从 0 . 839→
0 .000），包装印刷业次之，最优密切值减小了 0 .771（从 1 . 798→1 . 027），然后是小型电子信息产品，服装

服饰业的经济效益增长最慢；%1998 - 2001 年，印刷包装业的经济效益始终处于七大工业的第四位，

283 上 海 水 产 大 学 学 报 13 卷



表 1 1998 - 2001 年上海市都市型工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值、综合评价值与排序结果

Tab.1 The results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order for seven urban industries
with their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e<es values in 1998 - 2001

都市型工业 年份
评价指标及其指标值

! " # $ % & ’
评价结果

Ei ( # 排序结果 Ei ( B 排序结果

服装服饰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品加工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装、印刷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妆品及清洁洗涤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艺美术品、

旅游用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型电子信息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装服饰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品加工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装、印刷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妆品及清洁洗涤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艺美术品、

旅游用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型电子信息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装服饰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品加工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装、印刷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妆品及清洁洗涤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艺美术品、

旅游用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型电子信息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装服饰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品加工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装、印刷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室内装饰用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妆品及清洁洗涤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艺美术品、

旅游用品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型电子信息产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评价指标 ! ( 人均工业总产值；" ( 人均工业增加值；# ( 人均工业销售产值；$ ( 人均年末资产值；% ( 人均产品销售收入；& ( 人均

利润；’ ( 人均税金； 单位：亿元 / 千人

"++! 年处于第三位，四年中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利用灰色预测理论研究表明［$］，"++"、"++# 年包装印

刷业的经济效益仍继续朝好的方向发展。现将 "++"、"++# 年的各评价指标值代入上述各计算公式，得

两年的最优密切值分别为 + .)*! 和 + .’++，也说明了包装印刷业确实是一个综合经济效益逐步变好的新

兴朝阳工业，在制定上海市都市型工业发展战略时，应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发展力度。

$ 结论

密切值法是系统工程多目标决策的一种优选方法，根据上海市都市型工业的实际经济状况数据构

造最优和最劣样本进行经济效益综合评价与排序，概念清晰，每一参数意义明确，每一步骤意图明了，计

算方法较为灵活，不需要确定隶属函数等主观参数，客观性更好，并且克服了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但是，

密切值法的缺点是只能进行综合经济效益的相对评价，不能作绝对评价。

密切值法应用于上海市七大都市型工业 !))* ( "++! 年的综合经济效益评价与排序表明："++! 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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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上海市七大都市型工业 !""# $ %&&! 年最优密切值（综合经济效益）的对比

Fig.! The Contrast on osCulation（eConomiC performanCe）values of seven urban industries in !""# $ %&&!

妆品及清洁洗涤剂业的经济效益最好，!""# 年服装服饰业的经济效益最差；在七大都市型工业中，化妆

品及清洁洗涤剂业经济效益最好，服装服饰业的经济效益最差；包装印刷业综合经济效益逐年明显变

好，列经济效益快速增长的第二位，仅次于化妆品及清洁洗涤剂业，发展潜力很大。化妆品及清洁洗涤

业、小型电子信息产品、包装印刷业和食品加工制造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其它三大工业，因此，在制定

上海市都市型工业发展战略时，因优先确保发展该四大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化妆品及清洁洗涤业和包

装印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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