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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ꎬ实体零售企业纷纷关闭门店ꎬ遭遇经营困难ꎬ探讨新时期实体零售企业运

营效率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现实意义ꎮ文章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实体零售企业门店调查问

卷数据ꎬ采用随机生产前沿和随机成本前沿等不同模型ꎬ检验营业面积和员工数量两种投入要素

情况下的零售企业生产函数特征ꎬ例如规模报酬效应、产出弹性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等ꎬ同时检验

实体零售门店商圈竞争度、门店经营历史、商品周转天数、日交易量和客单价等因素对门店运营

效率的影响效应ꎮ结果发现ꎬ我国实体零售企业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ꎬ但具有较好规模经济效

应ꎻ专卖店和百货店的运营效率较高ꎬ而超市和购物中心的运营效率较低ꎻ门店经营历史、日交易

量和客单价对门店运营效率具有正向影响ꎮ最后针对实体零售企业门店经营决策提出管理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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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ꎬ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实体零售企业关闭门店的新闻报道ꎮ市场研究机构 Ｃ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调查数据也显示ꎬ美国零售企业在２０１８年共关闭５５２４家门店ꎬ包括 Ｊ. Ｃ. Ｐｅｎｎｙ 和 Ａｎｎ Ｔａｙｌｏｒ 等知名品牌ꎮ①

中国零售市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ꎬ沃尔玛中国公司从２０１２年开始ꎬ累计关闭了近１００家门店ꎻ②本土零售企

业联华超市２０１７年门店数量减少了１９７家ꎮ③全球零售市场笼罩在关店潮的悲观气氛中ꎮ但是ꎬ根据中国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ꎬ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１０年时间内ꎬ全国实体连锁零售企业的门店数量、营业面积、从业人

数和商品销售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４. １９％ 、６. ８７％ 、３. ３０％和７. ４８％ ꎮ④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实体零

售行业整体仍然处于向上发展阶段ꎮ我国实体零售企业的经营效率处于什么水平ꎬ哪些因素对其有较大影

响等问题ꎬ值得我们深入探讨ꎮ
零售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ꎬ为制造企业提供分销渠道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多种品类商品的消

费渠道ꎮ与制造企业不同ꎬ零售企业的产出不仅包括有形商品ꎬ还包括门店提供的无形服务以及由商品和

服务共同决定的顾客满意度水平[１ － ４]ꎮ顾客、员工以及运营系统共同决定零售门店运营效率水平ꎮ这里引

用随机前沿分析(ＳＦＡ)模型对效率的定义ꎬ即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投入要素情况下ꎬ零售企业的实际产出

与潜在最大产出的比率ꎬ是一种相对值的度量方法[５ － ６]ꎮ国内外有关零售效率的实证研究由于在样本数据

特征、计量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ꎬ因而得到了各种不同的研究结论ꎮ尤其是国内学者大多采用连锁

零售企业集团的加总数据ꎬ而不是具体门店的微观数据ꎬ无法准确反映我国零售行业真实的效率水平ꎮ
本文采用连续１０年的零售企业门店调查数据ꎬ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ꎬ从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两个角

度研究了实体零售门店的运营效率ꎮ首先ꎬ检验以员工数量和营业面积为投入要素的生产函数ꎬ以商圈竞

争程度、门店经营历史以及日客单价和日交易量为自变量的效率函数ꎬ求出门店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ꎬ运
营效率及其各种影响因素的效应值ꎮ其次ꎬ采用随机成本前沿分析模型ꎬ得出实体门店的规模经济效应水

平ꎮ主要结论有:第一ꎬ中国实体零售企业表现为不变规模报酬ꎬ但具有较好的规模经济效应ꎻ第二ꎬ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期间ꎬ实体零售行业运营效率呈下降趋势ꎬ专卖店运营效率较高ꎬ而购物中心运营效率较低ꎻ第三ꎬ
门店经营历史、日交易量和客单价对门店运营效率具有正向影响ꎮ可能的创新有:第一ꎬ国内研究大多采用

行业或者企业层次的加总数据ꎬ本文采用零售门店的微观数据ꎬ更能准确地测量我国零售企业的效率水平ꎻ
第二ꎬ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零售效率的已有研究大多只检验了生产函数而忽视了效率函数ꎬ本文同时检验

了这两种函数ꎬ不仅可以分析零售门店的生产技术特征ꎬ还可以检验门店的运营效率特征及其影响因素ꎮ

二、 文献综述

有关零售效率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６１年ꎬＨａｌｌ 等(１９６１) [７]分析了美国的食品和服装零售门店数

据ꎬ采用门店营业额与员工数量的比率作为零售效率的测量指标ꎬ发现门店所在社区居民人均收入及其增

长率对门店经营效率有显著影响ꎮ零售研究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ｔａｉｌｉｎｇ)在１９８４年出版了零售效率研究专辑ꎬ
对零售投入与产出变量的选择和测量、样本数据多样性以及计量模型的实用性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介绍ꎮ

(一) 零售投入与产出

根据产业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概念ꎬ早期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比率”方法测量零售效率ꎬ例如人均营业额ꎮ
但是ꎬ零售企业生产过程需要多种投入要素ꎬ除了劳动和资本要素之外ꎬ还需要技术研发以及管理资源等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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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要素ꎬ人均营业额测量的只是劳动生产率[８－９]ꎮ但营业额是售出的商品数量与价格的乘积ꎬ而价格受到消费

需求和市场竞争的影响ꎬ仅仅用单一的投入产出比率表示零售效率是不完整的[１０－１２]ꎮ另外ꎬ零售属于服务业ꎬ
零售产出不仅包括货架上有形商品ꎬ也包括无形服务ꎮ已有研究既有从顾客行为结果角度测量零售产出ꎬ例
如顾客满意度[１－２]、顾客服务水平等[３－４]ꎬ也有从财务绩效角度测量零售产出ꎬ例如营业额[１３－１４]、价值增加

值[１５－１７]ꎮ

(二) 零售运营效率研究

运营效率研究常用的实证方法有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和随机前沿分析(ＳＦＡ)ꎬ但在零售效率研究领域ꎬ
大多采用 ＤＥＡ 方法ꎮＤＥＡ 方法的特点是可以测量多种生产要素和多种产出情况下的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

率水平ꎬ本质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投入产出比的线性规划模型ꎮＤｏｎｔｈｕ 和 Ｙｏｏ(１９９８) [１２]采用 ＤＥＡ 方法分

析２４家美国连锁快餐店数据ꎬ同时采用财务绩效(营业额)和顾客行为绩效(顾客满意度)测量产出ꎬ用门店规

模(营业面积)、门店位置、店长工作经验以及促销费用测量生产投入要素ꎬ按照效率水平对所有门店进行排

序ꎬ用来评价门店经理的工作绩效ꎮＫｅｈ 和 Ｃｈｕ(２００３) [１８]运用 ＤＥＡ 方法分析１３家美国杂货店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间

的数据ꎬ包括劳动和资本两种投入要素ꎬ并将产出区分为中间产出(商品丰富度、配送可靠性等)和最终产出

(营业额)ꎬ结果发现要素投入对中间产出有正向影响效应ꎬ但中间产出对最终产出却存在负向影响效应ꎮ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等(２００５) [１９]指出ꎬ零售门店增加收银台数量可以减少顾客排队结账时间ꎬ提高了服务水平ꎬ但也增

加了企业成本ꎬ降低了零售产出水平(利润、营业额等财务绩效)ꎮ零售产出既包括财务绩效ꎬ也应该包括顾客

满意度等指标ꎮＸａｖｉｅｒ 等(２０１５) [２０]运用 ＤＥＡ 方法分析一家女性服装连锁企业的２６家门店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的

面板数据ꎬ采用营业额和税息折旧前利润(ＥＢＩＴＡ)作为产出的测量指标ꎬ检验了门店规模、人工费用、门店租

金等要素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效应ꎬ发现门店效率随时间逐年下降ꎬ并且规模效率低于纯运营效率ꎬ因此ꎬ企业

需要慎重考虑在扩大规模和提升单店效率两种策略上的权衡ꎮ
随机前沿分析由 Ａｉｇｎｅｒ 等(１９７７) [２１]提出ꎬ测量的是决策单元的实际产出与潜在最优产出之间的相

对效率值ꎬ本质是在传统的生产函数模型中加入了决策单元的效率损失因素ꎮ与 ＤＥＡ 不同ꎬＳＦＡ 是参数方

法ꎬ不仅可以求出决策单元的生产特征ꎬ还可以求出决策单元效率损失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效应值大小及显

著性水平[２２ － ２３]ꎮＳＦＡ 方法广泛应用在交通运输、汽车制造等行业的生产效率研究领域[２４ － ２６]ꎬ部分学者也

采用 ＳＦＡ 方法研究零售效率ꎬ但大多只研究生产函数而忽视效率函数及其影响因素ꎮＲａｔｃｈｆｏｒｄ 和 Ｓｔｏｏｐｓ
(１９８８) [１３]针对９家销售图书和办公耗材的零售企业的１１８８家门店的面板数据ꎬ采用超越对数劳动需求函

数ꎬ得出图书和办公耗材等四类商品的劳动需求弹性以及门店的规模报酬水平ꎬ但该研究采用普通回归方

法ꎬ实证模型没有包含无效率误差项ꎮＧａｕｒｉ(２０１３)假设 ＳＦＡ 模型的无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ꎬ针对５家
连锁零售企业的２５００家门店数据ꎬ采用每周营业额测量产出ꎬ结果发现ꎬ与高低定价(ＨｉＬｏ)策略比较ꎬ天
天低价(ＥＤＬＰ)和混合定价(Ｈｙｂｉｒｄ)策略对产出(周营业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１４]ꎮＢａｒｒｏｓ(２００５)采用柯

布 道格拉斯成本函数检验连锁超市的运营效率ꎬ并从治理环境角度提出改善效率水平的策略[２７]ꎮＳｅｌｌｅｒｓ
和 Ｍａｓ(２００７)针对４９１家零售企业数据ꎬ比较了传统的产出投入比率、ＤＥＡ 和 ＳＦＡ 等多种零售效率的测量

方法ꎬ结果发现采用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差异性较大[２８]ꎮ
国内研究零售效率的文献较少ꎬ且大多采用 ＤＥＡ 方法以及公司层面的加总数据ꎬ而不是门店层面的

微观数据ꎮ姜向阳等(２０１１) [２９]采用 ＤＥＡ 方法分析了１６家零售上市公司４年的面板数据ꎬ结果发现我国零

售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ꎬ而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增长较慢ꎮ王国顺等(２０１６) [３０] 同样

采用 ＤＥＡ 方法研究我国上市零售企业从纯实体零售向在线零售转型过程的效率变化ꎬ结果发现采用实体

和在线两种渠道的零售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运营效率ꎮ雷蕾(２０１８) [３１] 也采用 ＤＥＡ 方法分析了８５家
上市零售企业数据ꎬ并且比较了纯实体零售、网络零售以及多渠道零售等三种类型企业的运营效率ꎬ研究

发现网络零售企业运营效率最高ꎬ其次是多渠道零售企业ꎬ纯实体零售企业运营效率最低ꎮ
综上所述ꎬ已有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ꎬ如何测量零售产出ꎮ由于零售产出既包含有形产品ꎬ也包含无

形服务ꎬ因此最好的方法是采用多个测量指标ꎻ第二ꎬ如何测量零售效率ꎮ早期文献大多采用产出投入比率

方法ꎬ而 ＤＥＡ 和 ＳＦＡ 测量的是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ꎻ采用 ＳＦＡ 方法的研究大多只检验了生产函数ꎬ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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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了效率函数ꎮ第三ꎬ系统探讨了影响零售效率的因素ꎮＤｏｎｔｈｕ 和 Ｙｏｏ(１９９８) [１２] 将影响因素分为四类:一
是环境条件ꎬ包括宏观经济指标、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度等ꎻ二是顾客特征ꎬ包括购物时间、经济与社会和

心理需求等ꎻ三是企业特征ꎬ包括规模、组织文化等ꎻ四是员工特征ꎬ包括教育水平、工资等ꎮ而 Ｇａｕｒｉ 等
(２００９) [３２]将零售效率影响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管理者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ꎬ例如宏观经济条件、商圈特

征以及区域竞争等ꎻ另一类是管理者可以控制的内部因素ꎬ例如门店氛围、商品定价以及促销策略等ꎮ但
是ꎬ已有实证研究都没有区分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与效率函数的影响因素ꎬ而是将上述所有因素统一纳入

生产函数ꎬ视为生产投入要素ꎬ这是值得商榷的ꎮ本文是对已有理论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第一ꎬ采用实

体零售门店的微观数据ꎬ比零售企业层面的数据更加有针对性ꎻ第二ꎬ采用 ＳＦＡ 模型同时分析了生产函

数(成本函数)和效率函数ꎬ并明确区分哪些是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ꎬ哪些是效率函数的影响因素ꎬ首次

实证检验了实体零售门店运营效率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效应值大小和显著性水平ꎮ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变量定义与测量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每年向会员企业开展多种调查ꎬ其中一项问卷是调查连锁零售企业门店的经营绩

效ꎬ借此了解中国实体零售企业的经营状况ꎬ并从中挑选绩效较好的门店参与评选ꎮ调查问卷涉及的内容

包括店长的年龄、学历等个人特质以及门店主要经营指标ꎬ例如利润率、营业额、总成本、营业面积、员工数

量、租金以及工资总额等数据ꎮ本文获得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共１０年的调查数据ꎮ参与调查的门店每年都有变动ꎬ
因此样本表现为多个时间点的横截面数据特征ꎮ为避免离群点和异常值对参数估计的影响ꎬ所有连续变量

都在１％和９９％分位进行了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处理ꎮ
１. 生产函数ꎮ采用零售门店的年度营业额作为产出测量指标ꎬ即因变量ꎮ大多数零售企业都是连锁经

营ꎬ一家零售企业集团可能包括多个零售门店ꎬ人员招聘、投资决策等行政管理职能一般由企业总部负责ꎬ
而追求营业额增长是门店的主要经营目标ꎬ也是总部对门店店长的主要考核指标ꎮ生产函数的自变量ꎬ即
生产投入要素ꎬ包括门店的正式员工数量和门店营业面积ꎮ

２. 效率函数ꎮ根据 Ｄｏｎｔｈｕ 和 Ｙｏｏ(１９９８) [１２]、Ｇａｕｒｉ 等(２００９) [３２] 对零售效率影响因素的归纳ꎬ常见的

有:门店经营历史[３３]、商圈竞争度[３４－３５]、政府规划管制[３６－３７]、信息技术[３８－３９]ꎮ本文采用的 ＳＦＡ 模型效率函

数的因变量测量的是决策单元运营无效率值ꎬ是运营效率的反向测量ꎬ因此需要反向解释自变量系数的含

义ꎮ效率函数的自变量包括:(１)商圈竞争度ꎬ用商圈内竞争门店数作为测量指标ꎻ(２)门店经营历史ꎬ用门

店开业时间至问卷调查年份的时间(单位:年)ꎻ(３)交易数量ꎬ用门店每日交易数量作为测量指标ꎻ(４)日
客单价ꎬ用门店每日单次交易金额平均值测量ꎻ(５)商品周转率ꎬ即门店库存商品周转天数ꎮ

效率函数的控制变量包括:(１)年份ꎬ包括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ꎻ(２)门店所在地区ꎬ分为四种ꎬ即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香港等大城市为一个地区ꎬ东部地区(排除前述等大城市)ꎬ中部地区ꎬ西部地区ꎻ(３)门店商

圈ꎬ分为商业区、住宅区和其他三类ꎻ(４)门店业态ꎬ分为超市、专卖店、便利店、百货、大卖场、购物中心、仓
储店和其他八种类型ꎻ(５)门店营业面积ꎬ分为小于５００平方米ꎬ５００~１０００平方米等８种类别ꎮ主要变量及测

量指标如表１所示ꎮ

表１　 主要变量含义与测量指标

模型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测量指标

生产

函数

产出 ｌｎＳａｌｅ 年度营业额(单位:万元)ꎬ自然对数

营业面积 ｌｎＡｒｅａ 营业面积(单位:平方米)ꎬ自然对数

员工数量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正式员工数量(单位:人)ꎬ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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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模型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测量指标

效率
函数

因变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服从指数分布的技术无效率项平均值的方差
商圈竞争度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商圈内竞争门店数量(单位:个)
经营历史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从开业年度至数据年度(单位:年)ꎬ取自然对数
交易数量 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每日交易数量(单位:次)ꎬ取自然对数
日客单价 ｌｎＰｒｉｃｅ 每日一次交易金额平均值(单位:万元)ꎬ取自然对数

商品周转率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库存商品平均周转天数
年份 Ｙｅａｒ 年度: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共１０个虚拟变量
业态 Ｆｏｒｍａｔ 分为超市、专卖店、便利店、百货等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根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年标准分为四个地区: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①)ꎬ东部(排除①)ꎬ中部和西部

商圈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分为三类:商业区、住宅区和其他

营业面积 Ａｒｅａ 分为八种类别: < ５００ꎬ５００~１０００ꎬ１０００~３０００ꎬ３０００~５０００ꎬ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ꎬ８０００~１２０００ꎬ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０ꎬ > ２００００平方米

(二) 计量模型

随机前沿分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生产函数ꎬ检验决策单位将投入要素转换为产出的生产特

征ꎻ另一部分是效率函数ꎬ检验决策单位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ꎮ具体模型如下:
ｌｎＳａｌｅｉ ＝ β０ ＋ β１ ｌｎＡｒｅａｉ ＋ β２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ｉ ＋ ｖｉ － ｕｉ (１)

　 　 　 η２
ｉ ＝ ｅｘｐ(α０ ＋ α１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ｉ ＋ α２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 ＋ α３ 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ｉ ＋ α４ ｌｎｐｒｉｃｅｉ ＋

α５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 ＋ α６ｙｅａｒ ＋ α７ ｆｏｒｍａｔ ＋ α８ ｒｅｇｉｏｎ ＋ α９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 α１０ａｒｅａ ＋ ｅｉ) (２)
方程(１)是生产函数ꎬ方程(２)是效率函数ꎮ假设方程(１)的随机干扰项 ｖ 服从正态分布ꎬ无效率项 ｕ

服从指数分布ꎮ方程(２)的因变量是运营无效率项 ｕ 的平均值的方差ꎮ
生产函数的产出与投入要素取自然对数后ꎬ投入要素的参数表示产出弹性ꎬ两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

之和表示规模报酬效应(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ｓｃａｌｅꎬ ＲＴＳ)ꎬ即方程(１)中两个投入要素的参数之和(ＲＴＳ ＝ β１ ＋ β２)ꎮ
用 ｔ 检验方法检验原假设:ＲＴＳ ＝ １ꎮ当 ＲＴＳ > １表示规模报酬递增ꎬＲＴＳ ＝ １表示规模报酬不变ꎬＲＴＳ < １表示

规模报酬递减ꎮ门店运营效率是实际产出的期望值与生产前沿面产出期望值(此时 ｕ ＝ ０)的比率ꎬ具体计

算公式是 ｅｘｐ( － ｕ)ꎬ即生产函数中无效率项( － ｕ)的以自然数 ｅ 为底的指数ꎮ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原始数据包括超市、专卖店、便利店和百货等多种业态ꎬ以门店营业额(年度)为例ꎬ全部１２７０条记录中有

６４７家超市ꎬ占比５０. ９４％ꎻ其次是２１１家专卖店ꎬ占比１６. ６１％ꎻ１４６家百货店ꎬ占比１１. ５０％ꎻ８８家大卖场门店ꎬ占
比６. ９３％ꎻ７５家购物中心ꎬ占比５. ９１％ꎻ６８家便利店ꎬ占比５. ３５％ꎻ６家仓储会员的ꎬ占比０. ４７％ꎻ剩余的２９家门

店包括水果以及建材销售店等各种业态ꎬ占比２. ２８％ꎮ其中ꎬ百货店的年度营业额最高ꎬ平均值达到５６３８２. １８
万元ꎬ其次是仓储会员店ꎬ平均值是３７４９１. ７１万元ꎬ营业额最低的是便利店ꎬ平均值５６３. ７１万元ꎮ根据中国统计

局公布的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对门店营业额进行平减ꎬ调整到２０１６年数值ꎮ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２所示ꎮ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大值
(１)ＬｎＳａｌｅ 营业额 １２７０ ４. ６２ ８. ８７ １. ６３ ９. １６ １２. ６９
(２)ＬｎＡｒｅａ 营业面积 １２７６ ３. ７１ ８. １７ １. ６７ ８. ５２ １１. ６１
(３)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员工数量 １２４４ １. １０ ４. ２９ １. ２９ ４. ５３ ７. ０６
(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竞争门店数量 ９５３ ０ ２ ０. ５２ ２ ５
(５)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门店经营历史 １２８４ ０ １. ７３ ０. ７３ １. ７９ ３. ９７
(６)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日交易数 １０４８ ２. ７７ ７. ６８ １. ４５ ８. ０５ １０. ５４
(７)ＬｎＰｒｉｃｅ 日客单价 １０４２ ２. ０１ ４. ５２ １. ４５ ４. １１ ９. ２１
(８)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库存周转天数 ９８３ － ２. １２ ３. ３２ ０. ７０ ３. ４０ ４. ９７
(９)Ｓａｌａｒｙ 人均工资 １０３４ ０. ０１ ６. ５２ ２９. ８３ ２. ６５ ５５３. ８０
(１０)Ｒｅｎｔ 一百平米租金 ９２３ ０. ００ ２７. １７ ２０１. ３８ ４. ２９ ４０００

２２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９ 年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３所示ꎮ营业额与营业面积和员工数量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较大ꎬ分别是

０. ８３和０. ７８ꎬ这是由生产函数所决定ꎬ投入要素越大产出越大ꎮ营业面积和员工数量的相关系数也较大ꎬ为
０. ８４ꎬ这也符合企业实践ꎬ门店营业面积越大需要的员工也越多ꎬ两种投入要素表现为互补而非替代关系ꎮ
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均较小ꎮ同时ꎬ针对每个变量计算方差膨胀因子ꎬ均未发现异常情况ꎮ

表３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ＬｎＳａｌｅ １
(２)ＬｎＡｒｅａ ０. ８３∗∗∗ １
(３)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７８∗∗∗ ０. ８４∗∗∗ １
(４)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０. ０３ －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１
(５)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０. ０９∗ －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１
(６)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０. ３１∗∗∗ ０. ３２∗∗∗ ０. ４３∗∗∗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１
(７)ＬｎＰｒｉｃｅ ０. ３２∗∗∗ ０. ２３∗∗∗ ０. １５∗∗∗ ０. ０３ ０. ０８∗ － ０. ０１ １
(８)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６ ０. １１∗∗∗ ０. ０６∗ － ０. ０８∗∗ － ０. ０７∗ － ０. ０２ ０. １４∗∗∗ １

　 　 注:∗ꎬ∗∗ꎬ∗∗∗分别表示１０％ ꎬ 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二) 实证结果

　 　 　 　 　 　 　 　 　 　 　 　 　 　 　 　 　 　 　 　 　 　 　 　 　 　 　 　 　 　　
　
　
　
　
　
　
　
　
　
　
　
　
　
　
　
　
　
　
　
　
　
　
　
　
　
　
　
　
　 　　　　　　　　　　　　　　　　　　　　　　　　　　　　　　

　
　
　
　
　
　
　
　
　
　
　
　
　
　
　
　
　
　
　
　
　
　
　
　
　
　
　
　
　
　 表４　 随机前沿模型结果

模型一 模型二

生产函数

参数 标准差 参数 标准差

ｌｎＡｒｅａ ０. ５２８２∗∗∗ (０. ０２６７) ０. ５１３４∗∗∗ ０. ０４１０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０. ４３０５∗∗∗ ０. ０３４３ ０. ４５０６∗∗∗ ０. ０４８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０１６２∗∗∗ ０. ２２２２ ３. ０２５９∗∗∗ ０. ２４３７

效率函数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０. ０３６４ ０. ３７０６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 ０. ７２６８∗∗∗ ０. ２６３２

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 ０. ４８４２∗∗∗ ０. １６５３
ｌｎＰｒｉｃｅ － ０. ３６８８∗∗ ０. １５４５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１９３３ ０. ３０２８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ｎ) １１８９ ５３６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１３７２. ２５７５ － ５３５. ６２４８

ｓｉｇｍａ＿ｕ ０. ２８０５ ０. ３５６３
ｓｉｇｍａ＿ｖ ０. ７１３１ ０. ５９７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０. ７８１６ ０. ７６２２
规模报酬 ＲＴＳ >１(ｃｈｉ２ ＝５. ３４ꎬＰ ＝０. ０２) ＝１(ｃｈｉ２ ＝１. １１ꎬｐ ＝０. ２９)

边际技术替代率 ＭＲＴＳ ３. ４６ ３. ２１
最优投入要素比率 Ｋ∗ ２. ６８ ２. ８９

　 　 注:∗ꎬ∗∗ꎬ∗∗∗分别表示１０％ ꎬ 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结果如表４
所示ꎮ模型一仅包含生产函数ꎬ模型

二同时包含生产函数和效率函数ꎮ
根据对数似然值方法检验ꎬ模型二

显著优于模型一ꎬ因此只分析模型

二结果ꎮ营业面积和员工数量两种

投入要素的系数分别是０. ５１３４和

０. ４５０６(即产出弹性分别是５１. ３４％
和４５. ０６％ )ꎬ都在１％ 显著性水平

下充 分 显 著ꎮ 规 模 报 酬 ＲＴＳ ＝
０. ９６４ꎬｔ 检验结果:卡方值１. １１ꎬｐ
值０. ２９２４ꎬ在１０％ 显著性水平下不

显著ꎬ说明实体零售门店表现出规

模报酬不变特征ꎮ
效率函数结果显示:商圈内竞

争门店数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的系数大于

零但不显著ꎬ说明竞争程度对门店

运营效率没有显著影响ꎮ门店经营

历史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的系数为负０. ７２６８ꎬ
在１％显著性水平下充分显著ꎬ说明

门店经营历史越长ꎬ运营效率越高ꎮ
门店日交易数 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的系数

为负０. ４８４２ꎬ在１％显著性水平下充分显著ꎬ说明日交易数越大ꎬ门店运营效率越高ꎮ日客单价 ｌｎＰｒｉｃｅ 的系

数为负０. ３６８８ꎬ在５％显著性水平下充分显著ꎬ说明日客单价越大ꎬ门店运营效率越高ꎮ库存商品周转天数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的系数大于零ꎬ但不显著ꎮ但从实践角度看ꎬ商品周转天数越小ꎬ说明门店的销售情况越好ꎬ资金

周转越快ꎬ运营效率应该越高ꎬ实证结果与企业实践不符ꎮ模型二的运营效率值０. ７６２２ꎬ说明实际产出占生

产前沿面产出的７６. ２２％的比例ꎬ或者说与生产前沿相比较ꎬ实际产出损失了２３. ７８％的效率ꎬ说明门店仍

３２　 第 ７ 期 　 　 高　 振ꎬ冯国珍ꎬ焦　 玥: 中国实体零售企业运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然存在较大的效率提升空间ꎮ
根据不同变量分组计算运营效率:(１)分年度ꎬ２０１４年运营效率最高ꎬ达到８２. ７１％ ꎬ其次是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０

年ꎬ分别是８０. ９３％和８０. ４７％ ꎬ２０１５年运营效率最低ꎬ仅有６３. ６９％ ꎮ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５年期间ꎬ实体零售门店整体

的运营效率呈下降趋势ꎮ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媒体所报道的近几年实体零售企业出现的“关店潮”现象

并非空穴来风ꎮ相关结果如图１所示ꎮ(２)分业态ꎮ专卖店运营效率最高ꎬ达到８６. ８５％ ꎬ其次是百货和大卖

场ꎬ分别是８２. ４２％和７６. ４１％ ꎬ购物中心的运营效率最低ꎬ仅有６９. ６６％ ꎮ专卖店出售的大多是品牌商品ꎬ单

图１　 实体零售门店运营效率变化趋势

价较高ꎬ管理相对规范ꎬ运营效率较好ꎻ同
样ꎬ百货也以品牌商品为主ꎬ尤其是化妆品

和品牌服饰等ꎬ运营效率较高ꎮ而购物中心

则是各类商品的混杂业态ꎬ以中低端为主ꎬ
管理上相对松散ꎬ运营效率较低ꎮ(３)分地区

和商圈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零售门店运

营效率最高ꎬ达到８８. ５８％ ꎬ高于西部地区的

７８. １６％ ꎬ中部地区的７２. ９９％ 和东部地区的

７２. ４５％ꎮ同时ꎬ商业区门店运营效率高于住宅

区门店ꎬ前者是７７. ７７％ꎬ后者是７４. ５９％ꎮ

五、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做了两方面的分析:一是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ꎬ二
是采用随机成本前沿分析模型ꎮ

(一)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表５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模型结果

模型三 模型四

生产函数

参数 标准差 参数 标准差

ｌｎＡｒｅａ ０. ０６９２ ０. １８３３ ０. ３３９３ ０. ２８４３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１. ０１５５∗∗∗ ０. ２２３６ ０. ８５２３∗∗∗ ０. ３２５８

(１ / ２)∗( ｌｎＡｒｅａ) ２ ０. １２８３∗∗∗ ０. ０４４４ ０. ０５２５ ０. ０６６９
(１ / ２)∗(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２ ０. １４６８∗∗ ０. ０７０３ ０. ０４７４ ０. １０６１

ｌｎＡｒｅａ＿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 ０. １４４２∗∗∗ ０. ０５２８ － ０. ０６７２ ０. ０７８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６５６２∗∗∗ ０. ４１９０ ２. ８８３６∗∗∗ ０. ７２４８

效率函数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０. ０４０７ ０. ３８１２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 ０. ７３０９∗∗∗ ０. ２６２４

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 ０. ３９７８∗∗ ０. １６４８
ｌｎＰｒｉｃｅ － ０. ３１２９∗∗ ０. １５６５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２０１６ ０. ３１４５
样本量(ｎ) １１８９ ５３６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１３６７. ９６３３ － ５３５. ０６５６
ｓｉｇｍａ＿ｕ ０. ２８９３ ０. ３３９８
ｓｉｇｍａ＿ｖ ０. ７０６８ ０. ６２６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０. ７７６３ ０. ７７０１

　 　 注: 限于篇幅模型四没有列出年度、 业态、 地区、商圈和营业面积等控

制变量ꎻ∗ꎬ∗∗ꎬ∗∗∗分别表示１０％ ꎬ 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采用超越对数(Ｔｒａｎｓｌｏｇ)生产函

数替换模型一和二的柯布道格拉斯

(Ｃ￣Ｄ)生产函数ꎮ回归结果如表５所
示ꎮ

似然比检验显示ꎬ模型四优于

模型三ꎬ因此只分析模型四结果:营
业面积 ｌｎＡｒｅａ 的系数为０. ３３９３ꎬ在
１０％水平下不显著ꎬ同时其二次项

的系数为０. ０５２５ꎬ也不显著ꎬ说明营

业面积对产出没有显著影响ꎬ也不

存在 二 次 曲 线 关 系ꎮ 员 工 数 量

ｌ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的系数为０. ８５２３ꎬ在１％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ꎬ但其二次项的

系数不显著ꎬ说明员工数量与产出

也不存在二次曲线关系ꎮ营业面积

与员工数量的交互项系数在１０％显

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ꎮ营业面积和

员工数量的产出弹性分别是０. ５０１９
和０. ４６２９ꎮ上文表３的模型二营业面

积和员工数量的产出弹性分别是

０. ５１３４和０. ４５３６ꎬ两种模型结果差

４２ 商　 业　 经　 济　 与　 管　 理 ２０１９ 年



异较小ꎮ表５模型四的运营效率是０. ７７０１ꎬ表３模型二的运营效率是０. ７６２２ꎬ两者相差也较小ꎮ效率函数的自

变量系数和显著性与表３模型二基本相同ꎮ由此可以认为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ꎮ

(二) 随机成本前沿模型

前面的实证模型都是基于生产函数随机前沿分析ꎬ本节采用基于成本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ꎬ结果如表

６所示ꎮ

表６　 随机成本前沿模型结果

模型五(Ｃ － Ｄ) 模型六(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模型七(Ｃ － Ｄ) 模型八(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成本函数

ｌｎＳａｌｅ ０. ８０３９∗∗∗ １. ６３５２∗∗∗ ０. ７８７９∗∗∗ １. ６１２９∗∗∗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Ｒｅｎｔ ０. ７４２８∗∗∗ ０. ５５６６∗∗∗ ０. ７２６３∗∗∗ ０. ３２９４
(１ / ２)∗( ｌｎＳａｌｅ) ２ － ０. ０９５３∗∗∗ － ０. ０９５１∗∗

(１ / ２)∗(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Ｒｅｎｔ) ２ － ０. ０１０９ － ０. ０３１９
ｌｎＳａｌｅ￣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Ｒｅｎｔ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４０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 ２. ０８０１∗∗∗ － ５. ６２１７∗∗∗ － ２. １７２３∗∗∗ － ５. ６４３７∗∗∗

效率函数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 ０. ２６００ ０. ０７１２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 ０. ６１７４∗ － ０. ６２８３∗

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０. ０８４３ － ０. ３２５８∗

ｌｎＰｒｉｃｅ － ０. ００４６ － ０. ２０３６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０. ００４８ ０. ３４８７
样本量(ｎ) ６９９ ６９９ ３５８ ３５８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９０１. ５０４４ － ８９４. ３１４６ － ４４２. ３３６２ － ４２７. ３９４１
ｓｉｇｍａ＿ｕ ０. ２８１３ ０. ３０５４ ０. ３９１７ ０. ３９４２
ｓｉｇｍａ＿ｖ ０. ８３０４ ０. ８１１９ ０. ７８１５ ０. ７２４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０. ７８１２ ０. ７６７１ ０. ７３４９ ０. ７４５３

　 　 备注:(１)省略了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ꎻ(２)模型七和八的效率函数没有列出年度、业态等控制变量ꎻ(３)∗ꎬ∗∗ꎬ∗∗∗分别表

示１０％ ꎬ ５％和１％显著性水平

模型五和七采用 Ｃ￣Ｄ 成本函数ꎬ模型六和八采用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成本函数ꎮ为保证成本函数的单调性要求ꎬ
用要素价格(单位营业面积租金)去除总成本以及另一要素价格ꎬ因此成本函数的因变量是总成本与单位

面积租金的比率 ｌｎＴＣ＿Ｒｅｎｔꎬ自变量包括产出(营业额 ｌｎＳａｌｅ)、人均工资与单位租金比率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Ｒｅｎｔ)ꎮ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成本函数的模型六和八还包括 ｌｎＳａｌｅ 和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Ｒｅｎｔ 的二次项和交互项ꎮ以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成本函数为

例ꎬ同时假设无效率项 ξ 服从指数分布ꎬ其平均值 ψ 的方差作为效率函数的因变量ꎬ具体实证模型是:

　 　 ｌｎ(ＴＣ － Ｒｅｎｔ) ｉ ＝ β０ ＋ β１ ｌｎＳａｌｅｉ ＋ β２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 － Ｒｅｎｔ) ｉ ＋
１
２

æ

è
ç

ö

ø
÷β３ ｌｎＳａｌｅｉ( )２ ＋

１
２

æ

è
ç

ö

ø
÷β４ ｌｎ Ｓａｌａｒｙ － Ｒｅｎｔ( ) ｉ( )２ ＋ β５ ｌｎＳａｌｅｉｌｎ Ｓａｌａｒｙ － Ｒｅｎｔ( ) ｉ ＋ ｖ ＋ ξ (３)

ψ２
ｉ ＝ ｅｘｐ(α０ ＋ α１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ｉ ＋ α２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 ＋ α３ ｌ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ｉ ＋ α４ ｌｎｐｒｉｃｅｉ ＋ α５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ｉ ＋ α６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ｅｉ)

(４)
如果是柯布 道格拉斯成本函数ꎬ营业额 ｌｎＳａｌｅ 的参数表示成本的产出弹性ꎬ测量规模经济效应水平ꎮ

如果是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成本函数ꎬ需要将方程(３)的因变量对营业额 ｌｎＳａｌｅ 求偏导数ꎬ将参数以及变量值代入求

出规模经济效应值ꎮ表６中模型五和七结果显示:营业额 ｌｎＳａｌｅ 的系数分别是０. ８０３９和０. ７８７９ꎬ都小于１ꎬ且
在１％显著性水平下充分显著ꎬ说明产出增长率为１００％ 的情况下ꎬ成本分别增长了８０. ３９％ 和７８. ７９％ ꎬ具
有较好的规模经济效应ꎮ采用 Ｔｒａｎｓｌｏｇ 成本函数的模型六和模型八的规模经济效应数值分别是７７. ３１％和

７４. ３１％ ꎬ都小于１ꎬ再次表明实体零售门店具有较好的规模经济效应ꎮ
根据对数似然值检验方法ꎬ表６模型八的拟合度最佳ꎬ因此以该模型回归结果解释自变量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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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门店数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的系数０. ０７１２ꎬ在１０％ 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ꎻ经营历史 ｌ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和日交易量 ｌ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的系数分别是负０. ６２８３和负０. ３２５８ꎬ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充分显著ꎻ日客单价 ｌｎＰｒｉｃｅ 和商品周

转天数 ｌ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的系数分别是负０. ２０３６和０. ３４８７ꎬ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ꎮ比较模式二和模型四

结果ꎬ只有日客单价的系数发生变化ꎮ同时ꎬ模型八的运营效率值是０. ７４５３ꎬ比表３模型二(０. ７６２２)和表５
模型四(０. ７７０１)略低ꎮ另外ꎬ针对不同年度、业态、地区、商圈和营业面积分组计算的运营效率数值与模型

二结果大致相似ꎬ限于篇幅不再赘述ꎮ

六、 结　 论

大量有关实体零售企业关闭门店的新闻报道ꎬ给人一种实体零售行业发展受阻、经营困难的印象ꎮ但
是ꎬ权威数据却显示中国实体零售行业整体上仍然处于上升阶段ꎮ另外ꎬ在线零售和无人零售等新零售模

式得到较快发展ꎬ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零售业的整体情况和经营绩效ꎬ在这样的背景下ꎬ中国实体零售企业

的运营效率实际情况如何ꎬ哪些因素影响了其运营效率等问题ꎬ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ꎮ本文首先采用

基于产出的随机生产前沿分析模型ꎬ针对实体零售企业的门店经营数据ꎬ检验了以营业额为产出ꎬ以营业

面积和员工数量为投入要素的生产函数特性ꎬ同时检验了商圈竞争程度、门店经营历史、日交易量和客单

价等因素对运营效率水平的影响效应ꎻ在稳健性分析部分ꎬ采用了随机成本前沿分析模型重新检验样本数

据ꎬ再次检验了相关结论ꎮ

(一) 主要结论

第一ꎬ零售企业实体门店的生产运营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ꎬ但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ꎮ扩大营业

面积并雇佣更多员工ꎬ门店营业额也能获得相同幅度的增长ꎬ即表现为不变规模报酬效应ꎮ但门店总成本

的增长幅度低于营业额增长幅度ꎬ说明具有较好的规模经济效应ꎮ因此ꎬ扩大营业面积和雇佣更多员工等

扩大经营规模的措施仍然是实体零售门店提高运营效率的最佳策略ꎮ
第二ꎬ经营历史、日交易量和交易单价等对实体门店效率有积极影响ꎻ相反ꎬ商圈竞争度和商品库存周

转水平对门店效率没有明显影响ꎮ门店经营时间越长ꎬ可以通过不断优化运营流程来提升效率ꎻ同时ꎬ经营

历史长本身也是自身实力的证明ꎬ立志做“百年老店”是成功经营的前提ꎮ对零售门店来说ꎬ先有流量ꎬ然
后才有转化率ꎬ因此日交易量越大门店运营效率越高ꎮ不过ꎬ商圈竞争度和商品库存周转水平对门店效率

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与预期不符ꎬ可能是测量指标问题ꎬ用竞争门店数量是否能够测量商圈竞争程度ꎬ实
体门店的竞争不仅仅是所在商圈的其他门店ꎬ而是无处不在的网络零售和其他零售业态的竞争ꎮ另外ꎬ零
售企业选址也存在权衡取舍问题ꎬ“扎堆”在一起可以产生集聚效应ꎬ但分散选址可以避免直接竞争ꎬ哪种

方法对企业经营有利仍没有一致结论ꎮ
第三ꎬ零售企业实体门店运营效率逐年下降ꎬ不同业态和地区的门店运营效率存在较大差异ꎮ近年来ꎬ

在线零售企业的快速发展受益于在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巨大投入ꎬ吸引大量高学历和高技能的人

才加入零售行业ꎬ相反ꎬ实体零售仍然属于传统行业ꎬ从业人员学历和综合素质水平较低ꎮ尽管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的商业地产租金较高ꎬ运营成本较高ꎬ但该地区零售门店的运营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ꎬ
与这些地区的整体管理水平也有较大的关系ꎮ比较不同零售业态门店ꎬ分析结果显示专卖店和百货店运营

效率较高ꎮ零售从业人员认为百货店近年来遭遇客流量下降ꎬ租金上涨以及电商冲击等影响ꎬ导致运营效

率下降和经营困难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百货店销售的大多是品牌商品ꎬ价值较高ꎻ尤其是化妆品、鞋
与服饰类商品近年来价格上涨较快ꎬ促使销售额同步增长ꎮ如果采用传统的投入产出比率指标测量效率ꎬ
百货店人效(年度人均营业额)是２０７. ６２万元ꎬ仅低于专卖店的３４６. ６９万元ꎬ远高于超市的９４. ７４万元ꎻ坪
效(年度单位面积营业额)是２. ２９万元ꎬ在所有业态中排名较前ꎮ另外ꎬ百货业上市公司为了应对环境变

化ꎬ也普遍采取了线下线上融合发展策略ꎬ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４０]ꎮ
(二) 管理启示

第一ꎬ尽管扩大门店规模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ꎬ但是零售门店的营业面积往往受到商业地产可获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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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ꎬ在繁华的商业街区ꎬ商业地产是一种稀缺资源ꎮ实证结果显示商业区门店比住宅区门店的运营效

率更高ꎬ因此ꎬ实体零售企业门店选址决策的策略是:优先考虑营业面积较大的地址ꎬ然后再考虑商业区ꎬ
其次才是住宅区ꎮ

第二ꎬ商圈内的市场竞争尽管重要ꎬ但不是决定门店效率的主要因素ꎬ流量仍然是实体门店经营成功

的关键因素ꎮ商圈内竞争门店多不一定是坏事ꎬ相反ꎬ大家抱团经营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集聚效应ꎬ获得

更大的客流量和交易量ꎮ因此ꎬ实体零售门店选址需要重点考虑的不是竞争门店数量因素ꎬ而是如何获得

更大的客流量ꎮ

(三)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ꎬ零售企业实体门店的生产函数ꎬ除了营业面积和员工两种生产要素之外ꎬ还应该包括门店固定

资产ꎮ一定程度上可以测量门店的信息技术水平ꎬ这是影响实体零售门店运营效率的重要因素ꎻ第二ꎬ不同

业态的实体零售门店的特征差异较大ꎬ生产技术差异也较大ꎬ限于样本数据局限性ꎬ本文没有针对不同业

态门店进行分样本回归ꎮ因此ꎬ后续研究可以针对不同业态的实体零售门店进行分析ꎬ以获得更加准确的

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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