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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产业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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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5.1 产业关联关系 

5.2 产业关联研究方法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5.3 投入产出方法的应用 

5.4 我国国民经济中间需求结构变动的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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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产业关联关系 

5.1.1 产业关联的含义 

5.1.2 产业关联方式 

5.1.3 产业关联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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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产业关联的含义 

产业关联是指细分的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
出品为连接纽带的技术经济联系。 

投入是指产业从事某种经济活动都必须耗用的
物质资料和必须使用的劳动力,包括产品生产
所需原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动力、固定资
产折旧和劳动力的投入。 

产出是指产品生产的总量及其分配使用的方向
和数量，包括中间产品（用于生产消费）、最
终产品（生活消费、积累（投资）和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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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产业关联方式 

产品、劳务联系 

生产技术联系 

价格联系 

劳动就业联系 

投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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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产业关联类型 

(1)按产业联系数量划分: 
单向联系：先行产业部门为后续产业部门提供
产品,而后续产业部门的产品不再返回先行产业
部门的生产过程。如棉花   棉纱   布匹   色布   
服装间的产业联系。 

双向联系：先行产业部门与后续产业部门互为
提供产品的生产过程。如煤炭    电力。 

多向联系：先行产业部门为后续产业部门提供
产品,后续产业部门的产品又返回相关的先行产
业部门的生产过程。如煤炭    钢铁    矿山机械
化    煤炭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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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产业关联类型 

(2)按产业联系深度划分: 
直接联系：两个产业部门间直接提供产
品，提供技术的联系。如汽车工业与橡
胶工业。 

间接联系：两个产业部门不发生直接的
生产技术联系，但与其他产业部门的中
介产生联系，如汽车工业与石油开采设
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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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产业关联类型 

(3)按联系方向划分: 
前向关联：前一产业部门为其后续产业的发展
提供产品和技术。如采矿      冶炼      机械加工        
汽车工业。          

后向关联：后续产业发展产生为其提供相关设
备、技术和原材料等要素的产业的需求。 

旁侧关联：对所在地的市场繁荣、就业面扩大、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产业的形成和壮大产生
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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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关联 

旁侧关联 

汽车工业 

钢铁工业 
玻璃工业 
橡胶工业 
机械工业 

交通运输业 

金融业 
通信业 

批发、零售业 
电、水、气供应 

后向关联 前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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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产业关联研究方法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5.2.1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含义  

5.2.2 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基础 

5.2.3 投入产出表  

5.2.4 投入产出模型 

5.2.5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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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含义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简称投入产出法），是研
究经济系统各个部门间表现为投入与产出的相
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分析方法。 

从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联系来看，一个产业的
产出就是另一个或一些产业的投入；一个产业
的投入就是另一个或一些产业的产出。 

投入产出分析的这种数量经济分析方法，最初
是由研究一国的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间的联
系发展起来的，因此而被人们称为部门联系平
衡法、产业关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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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基础 

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它必
然要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关于它的理论
基础，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本人说是
瓦尔拉斯（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国民经济由消费主体——

居民户、生产主体——企业所构成。（图5-1） 

一般均衡理论假定：消费者在一定的预算约束
下追求效用最大；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经济
主体追求最大化的行为可以使所有市场实现供
给和需求完全相等，实现价格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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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与劳务市场 
家庭是买者 
企业是卖者 

生产要素市场 
家庭是卖者 
企业是买者 

企业 
生产并出售物品与劳务  
购买并使用生产要素  

家庭 
购买并消费物品与劳务 
拥有并出售生产要素 

购买企业生
产的物品与

劳务  

家庭将劳动、
土地和资本
出售给企业

使用  
支付 

生产

投入  
收入 

物品与劳

务出售  
收益  

工资、租金与利润 

图5-1 循环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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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基础  
瓦尔拉斯是用联立方程组来描述一般均衡状态的，方程组
的解就是均衡价格体系、但瓦尔拉斯的模型是一种纯粹理
论抽象，它无法对实际的经济活动进行实证性分析。列昂
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可以说是通过一些假定而对瓦尔拉斯
一般均衡模型所做的简化。简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用产业代替瓦尔拉斯模型中的企业和消费者。  

假定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即假定每个产业产品的产出量
与对它的各种投入量成固定比例。  

假定各产业的生产活动是互不影响的，即每个产业的产出
由本产业的生产活动来决定，而不受其它产业生产活动的
影响，国民经济的总产出等于每个产业产出之和。  

假定消耗系数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  

用一个年度的数据来计算消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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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投入产出表  

（1）投入产出表的结构 

投入产出表就是全面反映
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
内，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
投入来源及其产品去向的
一种表。 

I .本期生产且在本期生产
过程中被消耗了的产品。 

II .本期生产而本期不再
加工最终使用的产品。 

III .固定资产折旧及新创
造的价值。 

I.  

中间需
求部分 

II.  

最终需
求部分 

III. 

毛附加价
值部分 

 

图2 投入产出表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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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投入产出表  

(2)投入产出表的形式 

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按各种产品的实物单位来进行计量的投

入产出表。(表5-1)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按各产业用货币计量的中间产品价值、

最终产品价值、毛附加价值以及总产值构成的
投入产出表。（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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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1 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产出 
  

投入 
 

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 
 

总
产
品 

 

产  产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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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n 
 

小 
计 

 

积   消  净 
累   费  出 
         口 

 

小
计 

 

产业1 
  
  

产业2 
  
…… 
  

产业n 
 

X11  x12    …    x1n 
  
  

X21   x22   …    x2n 
  

…   …   …    … 
  

xn1   xn2    …    xnn 
 

 
∑X1j 

 
 

∑X2j 
 
… 

 
∑Xnj 

 

  
 

Y1 
  
  

Y2 
  
… 
  

Yn 
 

X1 
  
  

X2 
  
… 
  

Xn 
 

y11 y1s 
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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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产  出 
投  入 
 

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 
 总

产
品 

 

产  产          产 
业  业   ……     业 

1   2           n 
 

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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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小
计 

 

物
质
消
耗 

 

 
产业1 
  

产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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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 

  

  

 

总  产  值 

 

X1       X2          …    Xn 

 

  

 

  

 

y11 y1s 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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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1 y2s y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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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地区价值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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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地区间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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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价值型企业投入产出表  
  
 

企业中间产品 
 

商品产品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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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投入产出表  
（3） 投入产出表的平衡关系 

横行平衡关系： 

    总产品（Xi） =中间产品（∑Xij）+ 最终产品（Yi） 

故根据表5—l，可得线性方程组（5-1）: 

= + + + + n X      Y     X     X     X   
  
  

= + + + + 

= + + + + 

n nn n2 n1 

2   2 2n   22 21 

1 1 1n 12 11 

X   Y     X    …  X     X 

X     Y     X     …   X     X 

… 

   … … …   

ii

n

j

ij XYX =+
=1

简记为：              
 
                          （5—2） (i=1，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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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投入产出表 
（3） 投入产出表的平衡关系 

纵列平衡关系： 

    总产品（Xj） =中间投入（∑Xji）+毛附加价值（Nj） 
故根据表5—2，可得线性方程组（5-3）: 

 

 

 

 

 

 

简记为： 

                            
                            (j=1，2，…，n)（5-4） 

= + + + + n X      N     X     X     X   
  
  

= + + + + 

= + + + + 

n nn n2 n1 

2   2 2n   22 21 

1 1 1n 12 11 

X   N     X    …  X     X 

X     N     X     …   X     X 

… 

   … … …   

iiii

n

j

ji XMVD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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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投入产出表  

（3） 投入产出表的平衡关系 

横行与纵列的平衡关系： 

    总产出（Xi） =总投入（Xj） 
由（5—2）式和（5—4）式可得： 

                    =               （5—5）  

总横行的总产值和总纵列的总产值平衡关系 
即方程组（5—5）中的n个方程(i=1，2，…，n)连加起来。 

             ）=                       

 
 即：      =                     （5—6） 

i

n

j

ij YX +
=1

iii

n

j

ji MVDX +++
=1

 
= =

+
n

i 1

n

1j

iij YX (  
= =

+++
n

i

ii MVD
1

n

1j

iji )X (

i

n

i

Y
=1

)(
1

i

n

i

ii MV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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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投入产出模型 
(1)直接消耗系数 

直接消耗系数是指生产单位产品对某一产业产品的直
接消耗量。如果用aij表示j产业产品对i产业产品的直
接消耗系数，即生产单位j产业产品所消耗的i产业产
品的数量，那么有： 

         aij = xij／Xj  或 xij = aijXj        （5-7） 

相应地，  

     j产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系数：aDj =     

                                                                    j=1，2，…，n  

   j产业的劳动报酬系数：aVj =     
                                 j=1，2，…，n 

   j产业的社会纯收入系数：aMj =     
                                 j=1，2，…，n 

j

j

X

D

j

j

X

V

j

j

X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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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投入产出模型 
(2) 完全消耗系数  

一种产品（j）的完全消耗是指它对某种产品(i)的直接
消耗和全部间接消耗的总和； j产业产品对i产业产品的
完全消耗系数就是直接消耗系数和全部间接消耗系数的
总和，以 bij来表示。 

     

    bij = aij +          （i，j＝l，2，…，n）（5-8）                 

 

bik（k = 1，2，…，n）——所有产业对i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akj（k =l，2，…，n）——j产业生产对所有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 

bik﹒akj（k = 1，2，…，n）——j产业生产通过直接消耗每个产业的

产品而形成的对i的全部间接消耗系数。 

  

  

  

 

  

 


=

n

k

kjikab
1



2013/12/19 27 

5.2.4 投入产出模型 
（2）完全消耗系数 

（5—8）可以用矩阵形式表示： 

    Ｂ＝Ａ＋ＢＡ 
    Ｂ（Ｉ－Ａ）＝Ａ   

如果（Ｉ－Ａ）-1存在，变换则有： 
Ｂ＝Ａ（Ｉ－Ａ）-1 

其中:  
                                               

        a11  a12  …  a1n 
      a21  a22  …  a2n 
A =     ……                   ……                                b11  b12  …  b1n 
      an1  an2  …  ann               b21  b22  …  b2n 
                                                               B =     ……                   …… 

                                      bn1  bn2  …  b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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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投入产出模型 
(3)按横行平衡关系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  

 将直接消耗系数（ xij = aijXj ）代入（5—2）式，可得： 

                  （i=1，2，…，n）   （5—10） 

                       a11  a12  …  a1n 

                       a21  a22  …  a2n 

用矩阵形式表示: A =     ……                   …… 

                       an1  an2  …  ann 

 

                   X =      Y = 

简写为： AX + Y = X ； 
变换后得： Y=（I- A）X ；X =（I- A）-1 Y （5—11） 

i i 

n 

j 

j X Y X a ij = + 
= 1 



















nX

X

X



2

1



















nY

Y

Y



2

1

∑ 



2013/12/19 29 

5.2.4 投入产出模型 
(4)按纵列关系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 

将直接消耗系数引入（5—4）式，并且令 

    Nj = Dj + Vj + Mj，于是有 
                

          ∑  

                   （j=1，2，…，n)（5—12） 

将（5-12）式写为矩阵形式： 

    X + N = X  ; 

   变换后得： （I -  ）X = N         （5—13） 

其中   为j产业的中间投入系数，是j产业对所有产业中间

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之和。 

j 
j 

n 

i j 
X 

N 

X a 
ji 

= + 
= 

1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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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投入产出模型 

(4)按纵列关系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 

  

式中              =          N =  

 

 

      I -        = 

 

因为   + aDi + aVi + aMi = 1，   = Ci 

所以 1 - Ci = aDi + aVi + aMi ，  i=1，2，…，n 

故， 1 - Ci 为i产业的毛附加价值占其总产值的比重，

或称为毛附加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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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nC

C

C

100

010

001

2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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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新发展 

（1）在研究深度方面的发展 

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在深度方面有很大发展，如外生变
量内生化，静态模型向动态模型发展；系统的修订和
预测；投入产出的优化模型，等等。 

日本的Shunsuke Mori、Junichi Kikuchi、Yasunori 

Baba（1999）等以Schumpeter 的技术创新理论以及 
Leontief产业间技术互相联系理论为基础，研究科学
技术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为更好的反映R&D投资活动对产业的影响，在投入产
出表中加入“future property” 和“knowledge 
stock”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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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新发展 

（2）在应用广度方面的发展 
Carnegie Mellon等研究者运用1992年美国商业部的投
入产出表数据，研究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经济投入
产出生命周期评估模型（Economic Input-output Life 
Cycle Assessment method），建立了生命周期评估
（Life Cycle Assessment）线性模型，运用其测算每一
美元的商品或劳务的生产，包括资源的使用和废弃物
的排放，会给环境带来的影响。 

Robert W.Grubbstrom 和 Ou Tang（1998）将投入产
出模型用于物流供应系统研究。把拉普拉斯变换
（Laplace transform）作为一个影响因素，研究投入
产出模型中研究时滞效应，用于多层次、多期间的生
产发明系统（production-inventory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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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新发展 

（2）在应用广度方面的发展 
编制区域投入产出表可用于区域性现状分析、预测、
规划，如中日两国学者Shinichi Ichimur 和 王慧炯研
究了中国区域之间、区域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
新研究趋势是将模型与产业集群研究结合起来。 

Chenery and Leones(1995) 用I-O模型研究特定产业对
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是高技术集群对
Arizona 经济的影响。 

Stull和Madden（1990）提出生产者服务集群能推动经
济的成长与发展。Beyars(1998)在对华盛顿州的Puget 
Sound 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在金融、商业服务，以及
工程、研究管理服务中存在很高的产出乘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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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新发展 

（3）在方法和手段方面的发展 

投入产出表及其模型的编制方法和手段
实现自动化，已编制了完善的计算机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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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新发展 

（4）在中国的应用 
1987年，中国开始编制全国规模的投入产出表，每五
年编制一次。到现在为止，中国己经有了1987、 1992、 
1997、2002、2007年等5份在大规模投入产出调查基础
上编制的投入产出表。 

此外，每隔3年，国家统计局还通过对基准年份的数据
的调整，发布了延长的投入产出表，现在己经发布了
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四份投入产出表。 

各省每二年编制一次投入产出表。 

这些投入产出表形成的时间序列，连续地记录了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中部门间投入产出结构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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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投入产出方法的应用 

5.3.1 结构分析 

5.3.2 波及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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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就是运用投入产出法来研究产业之间
关系结构的特征及比例关系。 

（1）产出结构——中间需求率 

在投入产出表中，从横向来看，每个产业的总
产品都由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这两部分构成。 

总需求中，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的构成比例是
反映产业技术经济特征的一个重要数据，可以
用中间需求率来表示。 

i产业中间需求率（li）就是i产业的中间需求 

      与i产业的总需求Xi之比。 

           li＝      （i＝l，2，…，n） 


=

n

j

ijX
1

i

j

X


=

n

1

i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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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结构分析 

（2）投入结构——中间投入率 

从投入产出表的纵向来看，各个产业的总投入
等于中间投入和最初投入（毛附加价值）之和。 

可以用中间投入率指标反映它们之间的构成比
例关系。j产业的中间投入率（lj）就是j产业
的中间投入     和 j产业的总投入Xj之比。  

 

    lj＝    （j＝l，2，…，n） 


=

n

i

ijX
1

j

i

X


=

n

1

i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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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结构分析 

（3）结构分析的经济意义 

A.可较准确地确定按不同的中间需求率和中
间投入率划分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
地位.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世界银行
经济顾问、哈佛大学教授）和日本经济学家
渡边经彦对美国、日本、挪威和意大利四国
的29个产业部门的数据进行了产业关联效应
分析，得到了一组重要的数据和结果（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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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29个产业部门的前向及后向关联系数 
  

  

 产业部门 
前向
关联 

后向
关联 

  

  

 
产业部门 

前向
关联 

后向
关联 

第一
类中
间投
入型
基础
产业 
  

  

  第 

二类
中间
投入
型制
造业 

农业、林业 
金属采矿 
非金属采矿 
煤炭 
电力 

石油及天然
气 
   

化学 
纸及纸制品 
印刷及出版 
橡胶制品 
钢铁 
石油产品 

有色金属冶
炼 
纺织 
煤炭加工 

0.72 
0.93 
0.52 
0.82 
0.59 
0.97 
  
 
0.69 
0.78 
0.46 
0.48 
0.78 
0.68 
0.81 
 
0.57 
0.67 

0.31 
0.21 
0.17 
0.23 
0.27 
0.15 
  
 
0.60 
0.57 
0.49 
0.51 
0.66 
0.65 
0.61 
 
0.69 
0.63 

第 三
类 最
终 需
求 型
制 造
业 
  

  

  

  

  

  

  

第 四
类 最
终 需
求 型
基 础
产业 

食品加工 
造船 

服装和日用
品 

皮革及皮革
制品 
其他制造业 
粮食加工 

非金属矿物
制品 
运输设备 
机械 

木材及木材
制品 

 

服务业 
商业 
渔业 
运输 

0.15 
0.14 
0.12 
 
0.37 
 
0.20 
0.42 
0.30 
 
0.20 
0.28 
0.38 
   
 
0.34 
0.17 
0.36 
0.26 
  

0.61 
0.58 
0.69 
 
0.66 
 
0.43 
0.89 
0.47 
 
0.60 
0.51 
0.61 
  
 
0.19 
0.16 
0.24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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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按不同的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
划分不同产业群 

中间需求率大 中间需求率小 

中间投入率大 化学；纸及纸制品 

印刷及出版 

橡胶制品 

钢铁              Ⅱ中间投入 

石油产品        型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 

纺织 

煤炭加工 

食品加工 

造船 

服装和日用品 

皮革及皮革制品Ⅲ最终需求 

其他制造业          型制造业 

粮食加工 

非金属矿物制品 

运输设备；机械 

木材及木材制品 

中间投入率小 农业、林业 

金属采矿       Ⅰ中间投入 

非金属采矿   型基础产业 

煤炭 

电力；石油及天然气 

服务业 

商业           Ⅳ最终需求型
渔业            基础产业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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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结构分析 
（3）结构分析的经济意义 
B.可较清楚地显示各产业间的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不同程度。 

产业1全部为最终需求产
品，中间需求率为0，中
间投入率为1；产业n的全
部产品都是中间产品，中
间需求率为1，中间投入
率为0。 

从而发现和找出各产业
之间的“亲疏程度”，并
按这种“亲疏程度”制定
相应的产业政策。 大   中间投入率   小 

小 
 

中
间
需
求
率 
 

大 

1
2
3 
…

... 
 
n 

1 2 3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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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结构分析 

（3）结构分析的经济意义 
C.可揭示各产业部门协调发展的“有序性。 
国民经济各产业的发展应该具有先后顺序，这
种顺序就是由各产业关联的依存度决定的。 
中间投入率小、中间需求率大的产业部门，对
其他产业产品的投入依存度低，但其他产业产
品对其依存度大，如Ⅰ类产业群：农业、采掘
业、能源等基础产业必须优先发展； 第Ⅱ类
产业群：钢铁、石油产品、有色金属冶炼、纺
织、煤炭加工等产业中间需求也大，也要较先
行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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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结构分析 

（3）结构分析的经济意义 

D.可揭示各产业部门间的联系广度和深度。 

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aij说明了各产业间的联系
广度。 aij =0时,说明i产业部门与j产业部门
没有直接联系；aij﹥0，且涉及j产业部门越
多，说明i产业部门与j产业部门联系越广。 

j产业对i产业的直接消耗xij与j产业对各产业
消耗之和的比（xij /∑ xij ）越大，就说明j 

产业部门与i产业部门的联系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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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波及效果分析 
波及效果分析就是利用投入产出表推算出来的
参数，研究表中某些数据发生变化时对其他数
据发生的影响。 

这种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 

当某个产业的生产活动发生变化时而对其它产
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或某个产业生产活
动受其它产业生产活动变化的影响。 

当某个或某些产业的最终需求发生变化时，对
国民经济各产业所产生的影响。 

当某个产业的毛附加价值发生变化时，对国民
经济各产业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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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波及效果分析 
(1)产业感应度系数和带动度（影响力）系数 

一个产业的感应度是指它受其它产业影响的程度，或者说
是对其它产业需求的满足程度. 

一个产业的带动度（影响力）是指它对其它产业的影响程
度，或者说是为其它产业创造需求的程度。 

列昂惕夫逆矩阵（Ｉ－Ａ）－１横行上的数值就是反映该
产业受到其它产业影响程度即感应度系数的系列，它表明
其它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而使该产业生产发生变化的程度。 

纵列上的数值反映的是该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对其他产业
的影响程度即带动度（影响力）系数系列，也就是该产业
最终需求的变化而使其他产业生产发生相应变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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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波及效果分析 

(1)产业感应度系数和带动度（影响力）系数 

列昂惕夫逆矩阵中某一产业的横行系数的平均值与全部

产业横行系数的平均值的平均之比，就是该产业的感应

度系数。 

某产业的感应度系数＝       

用ｅi表示第i产业的感应度系数；n为产业数目；Cij为

列昂惕夫逆矩阵（Ｉ－Ａ）－１中的元素,则： 

      

    ｅi＝         ＝     （i＝1,2，…，n）  

数的平均值的平均全部产业逆矩阵横行系

的平均值该产业逆矩阵横行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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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 波及效果分析 
(1)产业感应度系数和带动度（影响力）系数 

列昂惕夫逆矩阵中某一产业的纵列系数的平均值与全部

产业纵列系数的平均值的平均之比，就是该产业的影响

力系数。 

某产业的带动度系数＝ 

用ｅj表示第j产业的带动度（影响力）系数，则 

 

ｅ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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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平均值的平均全部产业逆矩阵纵列系

的平均值该产业逆矩阵纵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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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2002年浙江、江苏、湖北三省高技

术产业间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产业(代码) 

影响力系数(Ti) 感应度系数(Si) 

浙江 江苏 湖北 
平均
值 

浙江 江苏 湖北 
平均
值 

医药制造业 0.9465 0.6372 0.8327 0.81 0.7972 0.8198 0.8182 0.81 

通信设备制造业 1.1034 1.0811 1.0296 1.07 0.8363 0.9257 0.7607 0.84 

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 1.4117 1.0989 1.2613 1.26 0.9535 0.8009 1.3962 1.05 

其他电子计算机设备制
造 

0.8174 1.1472 1.5134 
1.16 

0.811 1.0031 0.6923 
0.84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0.9473 1.0679 0.8947 0.97 1.6933 3.2556 2.1598 2.37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 0.9912 1.3871 0.9374 1.11 1.0718 0.6179 0.7187 0.80 

其他通信电子设备制造
业 

0.8379 1.0054 0.9171 
0.92 

1.0084 0.8642 0.9638 
0.95 

仪器仪表制造业 1.1324 0.8092 0.8422 0.93 1.1161 0.6498 0.8152 0.86 

信息传输服务制造业 0.8579 0.6697 0.9849 0.84 0.9032 0.7165 1.4339 1.02 

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 1.0643 1.2384 1.2317 1.18 0.7993 0.6577 0.705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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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按照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

划分的高技术产业群  
 
感应波及型高技术产业 

（Ti<1、Si>1） 

信息传输服务制造业(0.84,1.02) 

敏感波及型高技术产业 

（Ti>1、Si>1） 

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业
(1.26,1.05)和电子元器件制造
业 (0.97,2.37)等部门。 

迟钝波及型高技术产业 

（Ti<1、Si<1） 

医药制造业(0.81,0.81)、日用
化学产品制造业(0.86,0.78)、
仪器仪表制造业(0.93,0.86) 

影响波及型高技术产业 

（Ti>1、Si<1）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1.11,0.80)、
计算机服务及软件(1.18,0.72)、
通信设备制造(1.07,0.84)、其
他电子计算机设备制造业
(1.16,0.84) 

影响力系数 

感
应
度
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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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2002年浙江、江苏和湖北42个

部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部   门 

产业
代码 

影响力系数 感应度系数 

浙江 江苏 湖北 平均 浙江 江苏 湖北 平均 

金属矿采选业 4 1.1540  1.2598  1.0547  1.16 0.6210  0.4235  0.7586  0.60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
工业 

6 
1.0230  1.1263  1.0638  

1.07 
1.0350  0.9397  1.2070  

1.06 

纺织业 7 1.2830  1.2489  1.2069  1.25 1.5020  1.6257  1.2089  1.45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
品 

10 
1.2760  1.1976  1.1130  

1.20 
1.5310  1.2602  1.3541  

1.38 

化学工业 12 1.2470  1.2304  1.1794  1.22 3.9040  4.8001  2.2660  3.66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 

14 
1.4180  1.3272  1.1146  

1.29 
3.6330  2.5640  2.2748  

2.82 

金属制品业 15 1.3590  1.3405  1.2471  1.32 1.0550  0.9294  1.0262  1.00 

通用、专用设备制
造业 

16 
1.2950  1.3458  1.1510  

1.26 
1.3100  1.5928  1.1408  

1.3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17 1.3380  1.3358  1.1997  1.29 0.9920  0.9508  1.3264  1.09 

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 

18 
1.3380  1.3668  1.1869  

1.30 
1.0480  1.0121  0.8538  

0.97 

通信设备、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19 1.3720 1.3523 1.1971 1.31 1.2720 1.8869 0.9688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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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波及效果分析 
(2)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和产业对最终需求的依赖度系数 

产业的生产诱发额是指最终需求各构成项目（投资需
求、消费需求、净出口）分别对各产业生产的影响程
度。 

列昂惕夫逆矩阵（Ｉ－Ａ）－１中某一行的数值、分别
乘以按项目分类的最终需求列向量（投资列向量、消
费列向量、净出口列向量），得到由每种最终需求项
目所诱发的各产业的生产额，即最终需求诱发产值额。 

 
=

n

k

ikC
1

 ＸiS＝    ＹkS  

ＸiS——第i产业由S项最终需求所诱发的产值额 

Ｃik ——（Ｉ－Ａ）－１矩阵中的元素 

ＹiS ——第 i产业第S项最终需求额 

 S = 1、2、3 —— 投资、消费、净出口三个最终需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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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波及效果分析 

(2)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和产业对最终需求的依
赖度系数 

i产业最终需求项目的生产诱发系数等于第i产
业的最终需求项目的诱发产值额除以相应的最
终需求项目的合计数。 

                ＷiS= 

 

式中：ＷiS——i产业第S种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 

           ——各产业第S种最终需求的合计数 

        ＸiS——i产业最终需求项目的生产诱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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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波及效果分析 
(3) 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和产业对最终需求的依赖度系

数 

i产业对最终需求的依赖度系数：第i产业最终需求项
目的生产诱发产值额除以相应产业的总产值， 

                 

   ＺiS＝  

i

ks

X

Y
=

n

1k

ikC 

  

式中：ＺiS ——i产业生产对第S种最终需求项目的依
赖度系数 
          Ｘi——i产业的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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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我国国民经济中间需求结构
变动的实证分析 

中间消耗变化的结构特征 

对第二产业部门直接消耗情况的进一步
分析 

中间需求结构的变化 

对资源和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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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中间消耗变化的结构特征 

将各年的投入产出表归并为三个部门并计算直
接消耗系数矩阵，得到表5-9的计算结果。 

表5-9是每一年的4×4阶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是根据相应年份的按三次产业部门分类的投入
产出表计算的。 

a11，a21，a31分别表示第一产业
部门每生产一个单位的总产品，
分别需要多少的第一产业、第二
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品作为中间消
耗，a41= a11+a21+a31，表示第
一产业部门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
品，需要各个生产部门中间投入
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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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1987-2005年中国二次产业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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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中间消耗变化的结构特征 

通过对各个直接消耗系数时间序列的比较分析，
可得出的结论是：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中间消耗的减少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经济对农业的依
赖在减少；二是第三产业部门对其它生产部门
要求的中间投入在减少，扩大第三产业的发展，
有助于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直接消耗系数在增加。
第一产业的中间消耗(a41)由1992年的0.3558
增加到2005年的0.4395；第二产业中间消耗
(a42)由1992年的0.7132上升为2005年的
0.7200；第三产业的中间消耗(a43)由1992年
的0.4914下降为2005年的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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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中间消耗变化的结构特征 

从1992年到2005年，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系数从0. 
6060上升为0. 6223，其中，由于技术因素使中间消耗
因素提高了0. 38%，而由于部门结构因素使中间消耗
系数提高了 1. 25%，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整个国民
经济的中间消耗系数提高了1. 63%。 

这表明在包含了价格变动在内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价
值量分析中，结构变动对于中间消耗水平的影响大于
技术因素。 

从1992年到2005年，第三产业总产值占整个国民经济
总产出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变化，但第二产业的比重增
加了4. 43%左右，与第一产业减少的比重( 4. 68%)大
体相当。由于第一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明显高于其它
部门，这就提升了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直接消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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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对第二产业部门直接消耗情
况的进一步分析 

第二产业是中间消耗最大、按总产值计算比重
最大的生产部门，那么，在第二产业内部，各
个部门对整个产业有些什么影响呢? 

考虑到技术和经济两方面因素综合分析的需要，
采用现行价格对有关变量进行分析。 

表5-10列出了1992—2002年各个产品部门
的中间消耗、比重以及相互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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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对第二产业部门直接消耗情
况的进一步分析 

第二产业部门有较高的中间消耗率。从表中看到，除
了采掘业的各个部门外，第二产业的各个部门的中间
消耗率(即直接消耗系数的合计数)大多在0. 7左右，这
是由第二产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按照我国的二次产业
分类标准，第二产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2002年采掘业在第二产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5%，建筑业所占的比重不到15%，这也就是说，制
造业所占的比重达到80% 。 

从结构变动趋势看，建筑业在这一期间扩张较快，建
筑业的比重在提高，采掘业的比重略有提高，制造业
的比重有所下降。虽然在以增加值反映的部门增长率
中，建筑业的表现并不明显，增长率要低于工业部门，
但如果以总产值为比较基础，建筑业的增长反而快于
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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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对第二产业部门直接消耗情
况的进一步分析 

从制造业内部看，轻工业部门的中间消耗率呈
下降趋势，而重工业部门的中间消耗呈上升趋
势。 

主要重化工部门在1992-2002年期间的比重略
有降低，即这些部门以总产值反映的增长率相
对地低于其它部门，使整个制造业部门的中间
消耗率有所下降。 

但是，制造业的中间消耗率虽然是下降的，但
没有显著差异，当重工业的发展速度重新加快
时，制造业的中间消耗率就会重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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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对第二产业部门直接消耗情
况的进一步分析 

中间消耗水平会随着主导产业的更替而上升和下降。
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工业化进程中，
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会随着轻纺工业替代农业成为
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升级、制造业替代轻纺工业成
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升级而有所提高，但是随着
第三次产业升级即中间消耗水平较低的高新技术产业
和第二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整个国民
经济的中间消耗水平会逐渐下降。 
从2003年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一轮第二产业重新加速
发展的阶段，其产业特征为建筑业和重化工业的加速
发展。从表5-10中可以看出，这种加速发展必然导致
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
它也是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先导，即经济增长的主导部
门将由制造业逐渐过渡为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
这将为中国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是降低
整个国民经济中间消耗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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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中间需求结构的变化 

如果从生产上看，按各个生产部门需求配置中间投入
和最初投入，以得到这些部门的总产品，那么从使用
上看，各个生产部门所提供的总产品将用于满足各个
部门的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中间需求率或中间需求
系数是各个产业中间需求和总产出(或总需求)之比，
它说明在产品部门单位总产出中，用于特定部门的中
间需求的比例。 

这是钱纳里（1989）在对各国产业结构进行比较研究
时首先使用的方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其总产
品用于中间需求的比例越大，用于最终需求的比例也
就越小，其效率也就越低。对历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按
现行价格计算中间需求系数矩阵B，得到表5-11的数
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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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1987—2005年中国三次产业中间需求系数矩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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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中间需求结构的变化 

可以看出，表5-10中的b44与表1中a44是相等的，即国
民经济的中间需求总额或总的中间需求率，与中间投
入总额或总的直接消耗率是相等的。我们仍然以1992
年的中间需求系数矩阵作为对比基础进行分析，从中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间需求变动的几个特征: 

第一产业的总产品用于各个部门中间需求的比例是扩
大的。其中，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中间需求
的比例从1992年的13. 93%、 31. 44%和3. 02%，上升
到2005年的16. 55% 、39%和4. 81 %，用于全部产业
中间需求的比例则从48. 39%上升为60. 36%，上升了
12个百分点，这说明随着产业链的延长和市场化程度
的提高，第一产业和其它产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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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中间需求结构的变化 
第二、三产业总产品用于全部产业部门的中间需求的比
例没有显著变化。第二产业用于第一产业中间需求的比
例，由1992年的3. 46%下降到2005年的2. 5 % ,用
于第二产业本身的比例由51. 12%上升为53. 69% ,
用于第三产业的比例由12. 61%下降到10. 24%。而
用于全部产业中间需求的比例则从67. 19%下降到66. 
43 %，虽然数值有所减少，但没有显著性变化。第三
产业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用于全部产业中间需求的比例
则由52. O1%上升为52. 96%，仅有微小变化。 

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品用于中间需求的比重在上升。分
部门看，由于中间需求率和结构变化的共同影响，整个
国民经济的总产品用于第一产业中间需求的比例由
1992年的4. 69%下降到2005年的3. 73% ,用于第二
产业中间需求的比例由42. 58%上升到46. 18%，而
第三产业的比例由13. 33%下降到12. 32%，由于第
一和第三产业中间需求比例下降的幅度低于第二产业中
间需求比例上升的幅度，整个国民经济的中间需求略有
增加，从60. 6%上升到62. 23 % ,增加了1.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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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中间需求结构的变化 

 对比表5-10和表5-11可以看出，相对于直接
消耗系数矩阵，中间击求系数矩阵的起伏的幅
度更大。这是由于两个矩阵所反映的内容不同
而决定的。如果说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主要反映
的是国民经济中的技术关系，它们的变动击要
通过长期的技术进步而逐渐反映出来，那么中
间击求系数矩阵则反映了生产活动中各个部门
间的经济关系，对它的改善的时效性相对较强。
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各种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各
种击求关系加以引导和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
济的投入产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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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对资源和能源产业的进一步
分析 

把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产品部门归并成二大
部门，分别为采掘业、能源与资源产品加工及供应业、
其他部门。其中，采掘业包括4个大类一级的部门: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采选业
和非金属司采选业。能源与资源产品加工及供应业也
包括4个子部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一般生产部门则包括未包括在以上两
个大分类内的所有生产部门。 

按照这一分类，可以把2002年42 x 42产品部门的投
入产出表归并为一个反映能源、资源产业和国民经济
一般生产部门关系的投入产出表(见表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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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 2002年采掘业、能源和资源工业以及一般生产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 (单位:亿元，按当年生产者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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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对资源和能源产业的进一步
分析 

5-12中，采掘业的最终需求为负数。它说明
这个部门的净出日，小于最终消费与投资之和，
或者说净进日大于国内最终需求。这说明本世
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对国外能源和资源
的依赖己经大大增加。 

对于资源和能源产业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影响，
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观察: 

 先看国民经济对于采掘业、能源和资源工业
的投入产出关系。表5-13列出的是二个部门
的直接消耗系数扩展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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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对资源和能源产业的进一步
分析 

从表5-13中看出，能源和资源工业对于采掘
业有较强的依赖，每生产一个单位的总产值，
需要消耗0. 3419的采掘业产品。而一般生产
部门对于采掘业的直接消耗相对较小，只有0. 
0178，但对于能源和资源工业的消耗较大，
每生产一个单位的总产值，需要消耗的能源和
资源工业的产品为0. 0401,一者合计为0. 
0579。这也就是说，一般生产部门的总产值
中，对采掘业、能源和资源工业的中间消耗为
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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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题 

从投入产出的结构分析看，中间投入率、中间

需求率、最终需求、毛附加值四者的关系如何，

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合理的？ 

从产业波及效果分析看，影响力系数、感应度

系数、生产诱发系数、最终需求依赖度四者的

关系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应如何安排产业

的优先发展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