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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来，纺织企业的生产经营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为深入探究

新冠疫情对我国纺织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本文选取了23家具有代表性的上市纺织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17~2021第二季度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运用面板数

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新冠疫情对我国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中介因素。具体得到

以下结论：1) 新冠疫情对23家纺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 通过进一步检验分

析，发现新冠疫情主要通过影响纺织企业技术进步效率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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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extile enterprises suffer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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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e imp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extile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paper selected 23 represent-
ative listed textile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ed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to 
measure and decompos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extile enterprises in the quarters from 
2017 to 2021, and conducted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panel data model.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and mediating factors of COVID-19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extile enter-
prises in China.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COVID-19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
pa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23 textile enterprises; 2) Through further inspection and anal-
ysis, it is found that COVID-19 mainly affect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extile enterprises by 
affecting thei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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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经济和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目前国外疫情情况依然严重，尤其是美国和欧洲

国家，由于没有做好积极的防控措施，面临着疫情二次爆发的威胁。我国纺织企业正面临巨大的发展障

碍，国外投资的撤离以及国内需求和生产经营成本的提升给纺织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这一严峻背

景下，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帮助纺织企业摆脱新冠疫

情带来的困境，对纺织企业后续的决策选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相关概念和理论 

2.1.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最早由 Tinbergen [1]于 1942 年提出，他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

了代表时间变化的指标，用来表示生产效率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在衡量整个产业的生产水平时，全要

素生产率为生产中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通常用来表示产出中不能由投入解释的“剩余”，用于衡量

经济的增长。新古典增长论学派的代表性人物 Robert Solow (1957) [2]提出了“索罗余值”，他认为在经

济增长中，剔除掉由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之后，剩余的增长部分，便是

该“余值”，然而这一部分“剩余”一般难以直接计量，因此，在索洛余值的基础上，将要素投入进一

步进行了细分，提出用要素增长率代替要素投入，产出增长率代替产出，余值便是扣除所有要素增长率

之后的产出增长率[3]，使“索洛余值”的概念变得更加完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简单解释为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技术进步

所带来的额外的生产效率。 

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突发公共事件的类型之一，根据在 2011 年发布的最新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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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如毒粉尘大面积污染)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根

据《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卫生组织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23 日首次召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事件委

员会会议，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至 2021
年 9 月，新冠疫情仍然被认为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路径 

3.1. 融资约束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生产论，一个企业的生产过程按照资金筹集、投资生产、对生产剩余进行分配，

然后利用剩余扩大投资再生产循环往复，实现企业的发展扩张，因此从生产流程来看，资金投入量会

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率，而融资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投资提供所需资金。Fazzari 
(1988) [4]将企业通过正规的外部渠道活的资金具有很大的困难这一现象定义为融资约束。当企业收到

融资约束的限制时，企业将因无法获取足够的资金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投资再生产，从而导致企

业生产经营的效率降低。由此可见，融资约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投资水平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

影响。 

3.2. 融资约束下要素替代理论 

要素替代理论指当劳动力供给减少，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会选择加大对资本、技术等生产

要素的投入量，作为对劳动要素的替代，进而推动技术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

的变化会导致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发生变化，劳动要素减少会倒逼企业用资本和技术来替代劳动要素，

而根据 Kennedy 于 1964 [5]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生产要素的供需关系变化导致生产要素之

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如劳动要素供给下降导致劳动稀缺引起劳动力价格上升，技术和资本的相对价

格下降，进而诱致企业进行技术性创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要素替代理论的隐含假设是企业能够根据要素价格的变动做出及时的调整，事

实上，企业收到融资约束的影响，企业内部资金和外部资金的成本不再相同，企业在进行要素替代时必

须要对企业的融资成本进行考量，当企业难以获得外部融资时，仅依靠内部资金无法满足创新投资的需

求，创新活动便会受到抑制，反而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 

3.3. 出口学习效应 

出口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学习效应”还会使出口企业在出口贸易过程中学

习到相关的先进技术和国际经验，并从中获得贸易溢出，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企业

具有更高的管理和技术水平，同时，出口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的需求多样且变化迅速，导

致企业往往需要购进新设备，引进新技术，加大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因而出口企业往往拥有更高的全要

素生产率。 

3.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路径 

根据张文斗[6]对突发大规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分析看出，突发大规模疫情会从微观、供需和宏观三

个层面对经济产生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大规模疫情爆发会造成个人的医疗负担和行为的改变，其中

个人的行为改变包括人员的死亡、生活方式和习惯的改变以及消费、储蓄、投资等消费习惯的改变；从

供需层面来看，人员的死亡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而投资者对投资环境安全性信心的丧失会导致投

资减少，资金供给不足等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大规模疫情爆发会导致进出口的降低，降低银行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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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的信贷供给，又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融资难度。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大致得出新冠疫情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影响我国纺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分别是劳动力供给、投资以及出口，其影响机制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图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路径 

4. 实证分析 

4.1. 研究假设 

从上文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新冠疫情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投资以及出口三个方面影响企业创

新活动和技术研发的投入，从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假设 H1：疫情会对纺织企业的全要

素产生负面影响 
前文提到，新冠疫情通过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和技术研发投入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和研

发投入可以用技术效率来进行衡量，再根据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公式，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

的变动主要受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新冠疫情主要通过影响纺织企业技术效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H2b：新冠疫情主要通过影响纺织企业技术进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4.2. 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DEA-Malmquist 指数法是一种非参数前沿分析法，非参数前沿分析法不需要事先设定生产函数和估

计参数，它采用线性规划的技术，直接找出观测点中的相对有效点并构造生产前沿面。采用 Malmquist
指数法对纺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更加便捷和有效。 

接下来介绍 Malmquist 指数的定义和具体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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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 t
iD x y ， ( )1 1 1,t t t

iD x y+ + + 表示以当期技术表示的技术效率水平， ( )1 1,t t t
iD x y+ + 表示以 t 期技术表示

的(t+1)期的技术效率水平， ( )1 ,t t t
iD x y+ 表示以(t+1)期技术表示第 t 期技术效率水平。当该式子的值大于

1 时，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的趋势，反正呈下降趋势，等于一则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不变。 
Malmquist 指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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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EC 是指规在生产要素自由处置的条件下，规模效率不变时生产效率变化的指标，用于测度从 t 到
(t + 1)时期的生产决策单元到最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追赶程度，也被成为“追赶效应(catch-up)”；TC 表

示技术进步指数，指技术边界从 t 到(t + 1)时期移动时的生产效率前沿面(frontier-shift)变化，被称为“增

长效应”，TP 大于 1 时说明技术进步导致生产前沿面向上移动。 
同时，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PTEC 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 SEC，因此可

以得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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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TEC 表示纯技术效率的变化，SEC 则表示规模效率的变化。 
根据 DEA-Malmquist 指数法的测算要求，需要涉及三个主要的研究变量，分别为产出、劳动投入和

资本投入，由于大部分纺织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都在半年报进行公布，而本文研究的时间间隔为季度，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文采取营业收入作为实际产出指标，在职员工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

总资产作为资本投入指标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以上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采用的测算软件为 DEAP2.1。得到测

算结果见附表。 

4.3. 模型构建 

为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1)： 

1 2 3 4 5 6

7 8 9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TFP Covid Age BS AOS LA LI
MBI ROA ME

α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1) 

其中 itCovid 为衡量疫情严重程度的变量， itAge 为企业年龄， itBS 为企业规模， itAOS 为劳动力规模， itLA
为流动资产规模、 itLI 为长期投资、 itMBI 主营业务占比、 itROA 为资产收益率、 itME 为管理费用占比， ,i t
代表不同企业和时期。 

4.4. 变量选取 

为了将疫情定量且细分，本文设定疫情严重程度作为代表新冠疫情的指标，将该期间新增确诊人数

来衡量疫情严重程度，如此一来，既可以明确疫情爆发时间节点，又可以展现疫情发展的生命周期，将

在疫情爆发之后，全社会从停工停产，到逐渐复工复产，最后全面恢复区分开来分析，更加直观地体现

疫情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体变量选取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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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influence variable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extile enterprises in China 
表 1. 我国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TFP 由上节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得出 

技术效率 TEC 由上节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分解得出 

技术进步效率 TC 由上节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分解得出 

人均产出 Lpord 由总产出/员工人数取对数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 疫情 COVID 为期间内新增确诊人数取对数 

控制变量 

劳动力规模 AOS 由员工人数作为劳动力规模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公式为员

工人数 + 1 后取对数 

流动资产规模 LA 由流动资产取对数得出 

长期投资 LI 由长期投资取对数得出 

主营业务占比 MBI 通过主营业务收入/总产出计算得出，其中总产值 = 单季度主

营业务收入 + 单季度存货借方合计 

资产收益率 ROA 等于净利润/总资产 

管理费用占比 ME 由管理费用占三大费用的比重表示 

企业规模 BS 资产总额取对数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日期至 2021 年的时间取对数 

数据来源：万得(Wind)数据库。 

4.5. 检验结果及分析 

4.5.1. 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本文选取的 13 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从表 2 中可以了解到，各个公司在各季度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劳动力规模、流动资产规模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长期投资、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资产收益

率、管理费用占比四个变量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各个公司的差异性有关。此外，从表中可以看出，TFP
平均值为 1.074，大于 1，可见整体上我国纺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在逐步提升的；Covid 最大值为 2020
年第一季度，取对数前的新增确诊人数最大值为 81,554，但随着疫情逐渐的到控制，新增人数较最严重

时期大幅减少，因此疫情变量的标准差较大。 
 
Table 2. Full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量 

变量名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TFP 391 0.278 3.925 1.074053708 0.397487486 

TEC 391 0.396 3.463 1.055506394 0.391075825 

TC 391 0.511 1.787 1.043457801 0.236712874 

Lprod 391 10.03049824 14.08528343 12.26141023 0.755558719 

Covid 391 0 11.30903292 2.898245076 4.01180343 

Age 391 2.197224577 3.401197382 3.070102968 0.24716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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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BS 391 20.34460017 24.76824654 22.30509011 1.25670744 

AOS 391 6.152732695 10.44263821 8.131772786 1.099309183 

LA 391 19.59227777 24.07186632 21.65459155 1.228990861 

LI 391 10.18439762 23.42673437 18.48445309 2.429513804 

MBI 391 0.560751331 2.642610446 0.985238582 0.185737355 

ROA 391 −21.5343415 13.13748445 0.746011716 2.555323972 

ME 391 −1.2483656 5.075582096 0.536018746 0.393899042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 

4.5.2. 平稳性检验 
由于存在“伪回归”问题，因此通常在对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之前，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

检验，防止“伪回归”问题的出现。本文的数据结构包含时间和企业两个维度，因此在平稳性检验的

时候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实证分析中通常 LLC、ADF、PP 检验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下表 3 为各个变量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unit root test 
表 3.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 LLC ADF PP 

TFP −11.69553675*** 228.9340525*** 869.4181428*** 

TEC −4.228213674*** 175.4899928*** 667.380809*** 

TC −0.103980145 235.4243543*** 1880.030755*** 

LPROD −6.806436621*** 113.1415738*** 164.9696778*** 

AGE −14.290011263*** 128.95842827*** 274.04374620*** 

BS −2.211417308** 39.31381628 50.63546607 

AOS −3.243797684*** 61.26063834** 36.32691013 

LA −1.016842984 43.4938546 72.75829841*** 

LI −3.795503634*** 81.83280794*** 112.51953*** 

MBI −13.61823613*** 230.7902468*** 929.0030119*** 

ROA −4.15760785*** 135.238384*** 633.5265418*** 

ME −5.673064031*** 114.6733039*** 441.7762678*** 

注：括号中表示的是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通过以上的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各个变量原序列使用 LLC、ADF、PP 检验法均在 1%的显著性水

平下拒绝原假设，即通过平稳性检验，各原序列均平稳。 

4.5.3. 面板数据回归 
为探究新冠疫情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程度，本节首先对全样本数据按照模型(1)进行

面板数据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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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Full-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名 TFP 

Covid 
−0.0091673** 

(−2.10) 

Age 
0.0279117 

(0.31) 

BS 
−0.1210016 

(−1.62) 

AOS 
−0.0535269** 

(−1.98) 

LA 
0.1679843** 

(2.55) 

LI 
0.0098593 

(0.98) 

MBI 
−1.162212*** 

(−12.64) 

ROA 
−0.000351 

(−0.05) 

ME 
0.0559597 

(1.28) 

_cons 
1.4446*** 

(2.95) 

N 391 

Wald chi2 175.08*** 

注：括号中表示的是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根据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疫情严重程度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为负。

该回归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为−0.0091673，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上市的纺织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作用，这一回归结果与上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H1 相一致。 

4.5.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说服力，遂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全要素生产率(TFP)替换为人均产出

(Lprod)进行实证分析。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疫情等变量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程度与

显著性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大致相同，因此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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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FP 

Covid 
−0.0123002*** 

(−3.39) 

Age 
0.2133306 

(0.96) 

BS 
0.5053384*** 

(4.55) 

AOS 
−0.528418*** 

(−7.54) 

LA 
0.1338258* 

(1.66) 

LI 
0.0049346 

(0.37) 

MBI 
−0.7926084*** 

(−14.40) 

ROA 
0.0034904 

(0.83) 

ME 
0.0488647* 

(1.69) 

_cons 
2.430426* 

(1.69) 

N 391 

Wald chi2 346.31*** 

注：括号中表示的是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6. 进一步研究 

经过上文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新冠疫情确实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影响，且其对

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作用。为进一步探究新冠疫情究竟是通过影响纺织企业技术效率还是技术进步，

从而导致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的，本节根据 DEA-Malmquist 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公式，

建立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2) (3)，进一步探究新冠疫情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 

1 2 3 4 5

6 7 8 9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TEC Covid Age BS AOS LA
LI MBI ROA ME

α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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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TC Covid Age BS AOS LA
LI MBI ROA ME

α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3) 

其中，变量选取和上节基本一致，采用技术效率(TEC)和技术进步效率(TC)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

到回归结果如下表 6 所示：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TEC and TC 
表 6. TEC、TC 回归结果 

 TEC TC 

Covid 
0.0051083 −0.007344** 

(1.07) (−2.51) 

Age 
0.0150365 −0.0003699 

(0.15) (−0.01) 

BS 
−0.1035314 0.0166267 

(−1.27) (0.33) 

AOS 
−0.0199198 −0.0337912* 

(−0.68) (−1.86) 

LA 
0.1150118 0.0108097 

(1.60) (0.24) 

LI 
0.0038789 0.0047254 

(0.35) (0.70) 

MBI 
−0.7823437*** −0.2862511*** 

(−7.8) (−4.63) 

ROA 
−0.0229759*** 0.0175155*** 

(−3.14) (3.88) 

ME 
−0.016028 0.0358767 

(−0.34) (1.22) 

_cons 
1.700091*** 0.8981043*** 

(3.18) (2.73) 

N 391 391 

Wald chi2 71.23*** 55.50*** 

注：括号中表示的是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7. 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上节对全样本数据、加入企业性质、是否出口企业交互项后分别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根据

得到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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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冠疫情变量对纺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新冠疫情的爆发给纺织企业带来沉

重的打击，不仅造成人员的缺失，增加了纺织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导致我国纺织企业的进出口大受影响，

因此得出在新冠疫情的作用下，我国上市纺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进反退。 
2) 疫情对纺织企业的技术效率(TEC)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对纺织企业的技术进步效率(TC)在 5%的置

信水平下具有显著影响，且系数为−0.007334，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根据对 TEC、TC 各自作为被解释

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疫情主要是通过影响纺织企业的技术进步效率，从而达到影响纺织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目的，由此可见，纺织企业的技术进步效率是新冠疫情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

中介因素。 

5. 政策与建议 

5.1. 对政府的建议 

一、完善体质制度。政府应当制定严格的疫情管控制度，完善管理体系，政府作为防控疫情的中流

砥柱，应该颁布严格的政策规章、法律法规，对渎职、懈怠的有关机构和个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有

效地防止疫情二次传播。 
二、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颁布税收优惠等帮扶政策，增加公共建设，刺激市场经济。针对一些比较

依赖进出口的外贸企业，以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疫情的环境下很难恢复到之前的营业水平，对

这些企业可以适当的给予补贴，税收优惠或其他的补助措施，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和其他经营成本，

适当加强对公共的服务，增加政府采购，扩大内需，鼓励消费，提高企业的收入，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

帮助这些企业尽早走出困境。 
三、拓宽融资渠道。在融资供给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大融资供给，增加资金投放量，为纺织企业提

供多渠道融资，创新投资方式，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降低贷款利率，适度地引入风险投资、

基金组织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对纺织企业的直接投资；在融资需求方面要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融资手续费、

管理费等中间费用，简化信贷审批流程，提升融资的效率和质量。在实施优惠政策，降低金融机构承担

的信用风险的同时，也要建立对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增加企业信用的透明度。 

5.2. 对企业的建议 

一、加大创新研发投入。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研发投入、创新投

入，努力培养技术型人才，利用技术进步及技术的使用效率来减少疫情对纺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

作用，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营业收入。 
二、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目前网络科技飞速发展，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

下，供应商和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将重心转为线上，推动了数字技术的推广和运用，纺织企业要想适应数

字化经济的潮流趋势，必须加速的转型升级，利用网络平台，扩大企业的销售渠道、拓展销售路径，利

用好网络经营平台，尽量减少国外疫情导致进出口大幅下降造成的负面影响，积极开拓线上客源，建立

线上线下供求体系。 
三、加强流动风险防范。当前“融资难”问题依旧困扰着许多企业，为避免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

流动性不足，资金周转不畅等困境，企业应加强资金流动性风险防范，建立流动性风险和其他关联性风

险的检查和应对机制，提高企业信用水平，制定融资战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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