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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分析!

基于动态分析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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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何大安关于产业结构变动中投资运行机理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为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然而任何运动都离不开时间#只有在连续

的时间里才能显示出运动的规律#投资活动#继而产业结构变动亦如此% 本文在何大安有关研

究之基础上引入时间因素#将静态中的机理分析结合到产业结构变动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为实

证分析的可行性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离散型投资是连续型投资的一种抽象和简

化#也具有一定的动态性%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动态分析为进行静态分析的可行性提供理

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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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一直存在

并困扰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结构调

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一度成为国内经济学者对产业

政策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可能是基于分析和解决

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的原因!从改革开放初期到 !"

世纪 %" 年代中期!这些理论分析研究的侧重点是

结构升级问题!研究重点是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

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选择哪些产业作为主导性

或支柱性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进

入 !" 世纪 H" 年代以后!由于我国产业结构一度

出现严重失调!理论界遂转入了对结构失调问题

的大讨论!大量文献分析了产业结构失调的现状&

成因机制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

政策性建议"

/#0#$"同时!随着计量分析的不断普

及!国内出现了大量对产业结构研究的相关文献!

但都仅从产业结构变化和国家产业政策变化的历

史入手!借助计量模型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估算出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和特征!然后提出相

关政策!或是衡量出某些外生变量冲击对产业结

构的影响!抑或得出产业结构地区间差异&行业间

差异较大的结论" 有关这些内容的研究大致可分

为四个方面'$#%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

的发展演变研究" 如徐磊 $ #HHI %

/!0

&李仲生

$!""G%

/G0和李新国&俞小江$!""N%

/$0等从国家产

业政策和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入

手!通过对具体数据的分析!总结出产业结构的演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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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趋势和特征#施发启$#HH%%

/N0

&刘志彪&安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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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等

从统计数据出发!应用统计指标或计量模型!判断

出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等" $!%我国市场经

济运行中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研

究" 主要有张婧 $!""#%

/H0

&韩燕 $!""!%

/#"0

&陈

迅&高远东$!""I%

/##0和刘旭宁$!""I%

/#!0等的研

究!集中于 OU_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如何

高效利用 OU_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汪斌

$!""#%

/#G0

&刘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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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炯$!""!%

/#N0等

着重分析了中国加入 S6F后国内产业受到的影

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G%我国市场经济运

行中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研究" 主要有胡晓鹏

$!""!%

/#I0

&余典范$!""G%

/#L0和杨上广&丁金宏&

刘振宇$!""$%

/#%0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产业结

构的地区差别进行研究!得出我国地区产业结构

和产业效益差距较大的结论#李京文$#HH%%

/#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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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和许倩&王珍$!""N%

/!#0从产业

内部结构和产业间结构分析!指出我国产业的结

构性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的

政策选择和发展趋势研究" 主要有吕铁&周叔莲

$#HH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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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耀&冯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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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等以市场经济运行的

基本要求为出发点!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

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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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文献看出!我国学者对产业结构问题

已做了大量有益研究!但无外乎从产业结构的发

展演变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政策选择以及经济

全球化对产业结构的冲击影响等方面进行!而没

有在产业结构变动中从投资运行的内在机理方面

做出深刻分析!从而使上述的大量研究在一定程

度上缺乏理论支持" 为此!何大安对此做了大量

的突破性研究!并著有+投资运行机理分析引论,

$以下简称+引论,%" 在该书中!作者以投资传导

循环结构为总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研究投资

运行的机理构成!不仅展现了各种有关投资与政

策导向&制度安排&企业决策等宏观与微观画面!

而且用了大量笔墨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

运行机理" 该书的开创性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为

学界开辟了一条有关产业结构变动的新的分析思

路和方向!为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不难

发现!他有关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分

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分析" 尽管在之后作

者通过由空间转向平面又做了动态层面分

析!

/#0#$I但这种动态层面分析并不等同于动态分

析" 因此!本文将在该书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引

入时间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

进行动态分析"

二$何大安关于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

资运行机理研究

在引入时间因素进行动态分析前!有必要对

何大安关于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分析

研究进行简单回顾" 有关研究可以在其重要著作

+引论,中集中体现出来!作者整整用了三章篇幅

$第 G&第 $&第 N 章%对其进行详尽论述!并创造性

得提出许多新的概念和观点!如投资流向等"

+引论,第 G 章分析的是投资流向与产业结

构调整的相关性和方向性" 在这一章中作者认

为!一国某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格局与投资流

向之间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关联" 并把投资流向与

产业结构调整由不平衡向平衡运动方向的一致!

称为(投资流向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共向)!把两者

运动方向的偏离!称为(投资流向与产业结构调

整的异向)" 关于这种共异向关系所蕴含的机

理!作者通过一种线性函数关系式 'Y(G TH进

行了进一步揭示!其中'表示产业结构调整!@表

示投资流向" 当参数 ( g" 时!投资流向与产业结

构调整呈共向!当参数 ( i" 时!投资流向与产业

结构调整呈异向#而参数 H的数值则表示产业结

构的层次或梯度" 然后!作者关于投资运行机理

的分析!从以固定资产增量或者说是以资源初始

配置为分析对象转向以包括初始配置和再配置两

个过程的资源配置为分析对象!并提出了存量调

整和增量流向的概念!揭示出投资流向是固定资

产增量流向与存量调整的统一&一国在某一时期

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由该时期的固定资产存量和增

量共同运行塑造的结论" 所谓存量调整是指企业

占用的固定资产在其实物寿命期间内的转让和重

组#而增量流向则是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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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及其流入区域" 最后作者通过分析固定资产

存量调整与增量流向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两者之间

的方向组合机理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

量与增量的方向组合机理进行概析"

+引论,第 $ 章是先从理论上揭示出投资流

向与结构调整&结构升级的关联层面!然后结合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重点研究了它们之间的

单向和复式的层面关联" 在这一章中作者所论及

的关联!从逻辑论证来分析!一方面表现为重塑的

产业结构水平与用于结构调整&结构升级的投资

量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I:Y>$=1!;1%!其中I:表

示重塑的产业结构水平!=1和;1分别表示用于结

构调整和结构升级的投资!这种函数关系在机理

上可以通过一空间几何图形来予以解释#另一方

面!这种关联展示了用于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的

两种投资量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而这种替代关

系在平面坐标图中可以用等产业结构水平线来描

述" 为了更好地透视投资流向与结构调整&结构

升级之间的关联现象!作者把投资流向与结构调

整&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现象!首先理解成是一种

互动横截面上的层面关联!继之描述它们之间蕴

含的单向层面关联和复式层面关联!并在此基础

上讨论复式层面关联中存在的关联共向和关联异

向两种情景"

+引论,第 N 章的考察对象是产业结构变动

中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因素对投资流向的影响"

在该章中作者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运行方式是影

响投资运行的主要体制性因素!并对不同的运行

方式和相应运行方式下的主体&行为及其效应分

别进行了解述和概说!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对政府调控投资运行的理性约束进行了详尽阐

述" 最后!作者从人口及需求结构变动的制约&自

然资源分布以及由此决定的工业布局的制约&资

产存量技术刚性的制约等方面分析了非体制性因

素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何大安关于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

研究的意义在于!他突破了以往学者仅限于现象

的研究!而从投资运行机理这个质的角度展开了

探索!为国家政府进行更好的政策选择提供了理

论支持"

! 但他的研究终究是基于一种静态分

析!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缺陷" 任何运动都离不

开时间!只有在连续的时间里才能显示出运动的

规律!投资活动!继而产业结构变动亦如此" 静态

分析并不能全面地揭示动态运动过程中的机理#

另一方面!静态分析下揭示的机理很难运用于现

实中的产业结构变动的发展演变和趋势!而引入

时间因素后的动态分析可以很好地将两者进行融

合#最后!何大安基于静态分析对产业结构变动中

的投资运行机理研究事实上是以离散型投资为假

设前提!而离散型投资是连续型投资的一种抽象

和简化"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动态分析为进行

静态分析的可行性提供理论支持" 以上三点!也

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

分析

"一#离散型投资下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

运行机理分析

为便于比较!我们首先分析在离散型投资下

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 顾名思义!所

谓离散型投资是指假设投资在时间上是不连续

的!即每两期投资流向之间存在着时间间隔" 在

离散型投资假设的基础上!由于投资滞后作用

$即从固定资产投资到生产能力的形成需要一段

相当长的时间%!为便于分析!我们再假定上期投

资刚好对本期产业结构水平产生影响!而本期投

资刚好对下期产业结构水平产生影响!以此类推"

我们知道!正如何大安在+引论,中所阐述!

产业结构变动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两部分" 而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结构升级都涉及

固定资产的投资问题!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固定

资产投资用于结构调整&结构升级的数量变动来

分析投资流向与结构调整&结构升级之间的变量

关系"

/#0#$G也就是说!为能够保持与何大安相关理

论研究的一致性!本文的分析将在沿用何大安所

阐述的概念和理论之基础上而展开!包括这里所

说的投资流向!即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净增量

流动!它既不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也不包

括存量资产的重置投资!并且也不考虑实际结构

调整过程中的负投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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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政策选择主要基于两个依据#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模式为参考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政

策选择&一个是以本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解决出现的问题为目标进行政策选择%



在离散型投资下!我们记上期为 +$ P#%!其

投资规模为I$ P#%!投资流向为$=1$ P#%!;1$ P

#%%!其中 =1$ P#%表示上期用于结构调整的投

资!;1$ P#%表示上期用于结构升级的投资!=1$ P

#% T;1$ P#% YI$ P#%#并假定知道上期产业结

构水平为I:$ P#% $我们可以通过对实际经济数

据统计分析得到%" 于是!本期重塑的产业结构

水平取决于上期的产业结构水平和上期分别用于

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的投资!见图一"

图一

因此!我们可以把本期重塑的产业结构水平

看成是上期的产业结构水平与上期分别用于结构

调整和结构升级的投资的函数" 在 +期即本期重

塑的产业结构水平记为 I:!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

以用以下复合函数式来表示'

I:A>$ I:$B#%!=1$B#%!;1$B#% % $#%

DD由于投资是离散型进行的!故从本期开始直

到下期到来之前!重塑的产业结构水平将保持不

变!因为本期投资对本期产业结构水平没有影响!

而只对下期重塑的产业结构水平产生影响" 是

故!何大安关于产业结构水平变动的短期与长期

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离散型投资为假设前提!

因为我们下面将要分析到!在连续型投资情况下!

产业结构水平没有绝对性的不变!因而就没有绝

对的短期和长期之分$注'何大安是以产业结构

水平是否变动来划分短期与长期的%" 另外!我

们还发现!这个复合函数式与何大安所设定的复

合函数式也略有不同!在他所设定的复合函数式

中没有I:$ P#%项" 从严格意义上!在本文看来!

他的设定不是很严谨" 因为!他的设定就意味着!

不管原有产业结构水平如何!只要投资规模 I!投

资流向$=1!;1%相同!那么其产业结构水平就相

同!显然这是不正确的" 由于其主要运用的是静

态分析!因而默认了在投资之前的产业结构水平

为固定并且已知!所以在分析投资后的产业结构

变动时!认为此时的产业结构水平只与用于结构

调整和结构升级的投资有关!从静态分析角度来

讲!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如果从动态分析视觉去

考察就会有所差别!就会得出我们的以下结论'当

期产业结构水平不仅取决于上期分别用于结构调

整和结构升级的投资!还取决于上期的产业结构

水平" 因而所得到的复合函数式也将多了(上期

的产业结构水平)这一项" 尽管有所差别!但由

于在分析本期时!上期的产业结构水平已知且固

定!即I:$ P#%为不变的量!因此在分析投资流向

与结构调整&结构升级的关联机理时!何大安的理

论在这里完全适用!我们也将沿用之" 也就是说!

在抽象的层次上!函数式$#%可以用一个空间几

何图形表示出来"

!

"二#连续型投资下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

运行机理分析

不言而喻!连续型投资是指假设投资在时间

上是连续的!即投资活动在时间上连续发生!在每

两期投资活动之间不存在时间间隔" 这一假设是

完全符合现实经济活动的" 因为就全国整体来

看!每时每刻或多或少总存在着投资活动!包括新

店铺的开张经营&新厂商的投资运营以及资产重

组等"

在连续型投资下引入时间因素进行动态分析

时!我们仍需要设定某一时点作为基期!如以

!""" 年年底或 !""% 年年底为基期等!从理论上

讲!基期可以根据研究分析方便自主选择" 我们

记基期为 "!且已较准确知道其产业结构水平为

I:$"%!在每一时间点的投资量为 I+!对应的投资

流向为$=1$+%!;1$+%%" 我们再假设投资的滞后

期为3!即每一时刻的投资经过时间 3后才能对

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固定资产才能形成有效的生

产能力" 于是!对于 +这任意某一时刻而言$+同

时也表示从基期到+这一时刻之间的时间长度%!

其产业结构水平不仅取决于基期产业结构水平I:

$"%!还取决于从基期到$+P3%期间各连续时间

点上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流向!见图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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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我们仍然可以用函数式表示为'

I:$+% A>$I:$"%!

*

+B3

"

=1$+%5+!

*

+B3

"

;1$+%5+%

$!%

DD根据函数式$!%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任何不

同的时间点!其产业结构水平是不同的!即 I:$+%

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然而对于每一时期或

时点 $ 比 如 +# %! 其 投 资 累 计 规 模 I+#

Y

*

+#B3

"

=1$+%5+C

*

+#B3

"

;1$+%5+是一定的!将它描述

在以
*

+#B3

"

=1$+%5+为 @轴!以
*

+#B3

"

;1$+%5+为 4轴

的坐标中!是一条直线" 对于不同的时点 +!将对

应于一条不同的直线!离基期时间相隔越长!直线

离原点越远$原点我们可以认为是在基期点!相

对新投资为零%" 我们再结合何大安所提出的等

产业结构水平线理论可以得出!在每一时点上都将

存在着一个最优投资流向!记为$

*

+B3

"

=1$+%5+!

*

+B3

"

;1$+%5+%" 我们将每一时点上的最优投资流向组

合描绘在坐标轴上!可以得到一条曲线!如图三所

示" 这条曲线我们可以用如下函数式表达其含义'

*

+#B3

"

=1$+%5+AJ$

*

+#B3

"

;1$+%5+% $G%

图三

DD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在任何一时点!在投资

一定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组最优投资流向组合

$

*

+#B3

"

=1$+%5+!

*

+#B3

"

;1$+%5+%!从而存在一个最

优的产业结构水平 I:$+# % Y>$I:$ " %!

*

+#B3

"

=1$+%5+!

*

+#B3

"

;1$+%5+%"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投资累计规模越大!最优投资流量组合的各分

量
*

+#B3

"

=1$+%5+和
*

+#B3

"

;1$+%5+也随之增大!或其

中一个分量增大!而另一个分量有所减小!而产业

结构水平总体趋于提高!但偶尔也存在着产业结

构水平略有降低的微小波动"

!

根据函数式$!%!每一时点的 I:$+%都与 I:

$"%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任何两个时点上对

应的产业结构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例如!

对于任何两个时点 +#&+!!+#&+! 的产业结构水平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如下函数式表示'

I:$+!% AE$I:$+#%!

*

+#B3

"

=1$+%5+!

*

+#B3

"

;1$+%5+!

*

+!B3

"

=1$+%5+!

*

+!B3

"

;1$+%5+% $$%

DD函数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函数式$#%的一

般化!对函数式$$%加上一定的条件就可以进行

演变得出函数式$#%!这诚然是符合逻辑的" 因

为!离散型投资情况本身就是对连续型投资进行

隔期不存在投资进行设定的" 我们这里如果假定

+! g+#!根据前面的分析!I:$+!%很少等于 I:$+#%!

一般为I:$+!% gI:$+#%!只有在投资结构极不合

理的情况下!当投资规模增大时!才有产业结构水

平没有提高甚至下降的可能!即I:$+!% iI:$+#%!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认为!I:$+!% gI:$+#%" 总之

在通常情况下!只要 +# 与 +! 不完全相同!其对应

的产业结构水平就不会相同" 那么!从严格上来

讲!在这种情况下以产业结构水平是否发生变动

来划分短期和长期就不是很严谨!需要进一步

商讨"

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投资是连续型投资!因而

上面得出的结论完全否定了何大安提出的有关产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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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变动的短期和长期分析理论" 但事实也并

非如此绝对!我们可以从产业结构变动规模来划

分短期和长期" 比如在较短时期内!一国有许多

新投资和资产重组!这诚然能使一国的产业结构

水平发生变动!但以整个国家的产业规模来看其

微乎其微!甚至微小到看不出其有任何变动" 就

如今天有一投资商在杭州办起了一个大型纺织

厂!这种投资活动对整个产业结构是有影响的!因

为它是构成产业结构水平的一个元素!然而由于

其占整个产业结构的成分如此微小!以致其对产

业结构水平的单独影响几乎没有" 但其可作为在

较长时期内累积投资的一部分!与其他投资共同

影响产业结构变动" 因此!我们可以以产业结构

变动规模来划分短期和长期!并且这种划分是可

行的!因为对于产业结构变动规模我们可以比较

容易地通过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得到"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划分这个规模分

界点问题!即产业结构变动究竟达到怎样的规模

可视为长期!而小于这个规模则视为短期的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来设定标准" 当短期和

长期有了新的划分标准后!其余有关短期和长期

的分析仍然可以沿用何大安的研究成果"

"三#关于上述分析及结论的补充说明

事实上!离散型投资情况是对连续型投资情

况的抽象和简化" 在连续型投资情况下!在短期

内的连续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很小!直到

短期和长期的分界点!累积投资达到一定规模后!

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变动" 于是我们将这个分界

点作为一个离散点!将这一段时期内的累积投资

作为这个离散点的一次性投资!而把这段时期内

的其他时间点看做零投资!其结果就变成了离散

型投资情况" 与此相对应!在离散型投资情况下

研究的是相邻两期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函数式

$#%递推演变!也可以得出本期产业结构水平与

基期产业结构水平及上期之前$包括上期%所有

分别用于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投资之间的关系!

即可得到函数式$!%" 从一定程度上讲!连续型

投资下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包含了离

散型投资下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而

离散型投资下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是

连续型投资下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机理的

简化" 因此!尽管离散型投资情况从严格上讲不

存在!但可以对连续型投资情况进行简化分析"

同时这也正说明!动态分析研究为静态分析的可

行性提供理论支持"

在经济学中!很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用静

态分析与用动态分析经常会得出略有差异的结

论!因此本文得出的结论与何大安的结论略有差

异就不足为奇了!而并无对错之分" 何大安主要

注重于某一时期投资流向与结构调整&结构升级

之间的关联机理的分析!而本文主要注重于跨期

分析" 另外!由于何大安在分析投资流向与结构

调整&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理时!往往是以某个

时期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某一时点为研究对

象!从而在进行短期和长期分析时!避免了产业结

构水平时时变动的困难" 以一个时期投资为研究

对象!由于投资滞后作用!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或

这个时期内的部分时间才能对产业结构水平产生

有效影响!从而可以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划分!并进

行短期和长期的相关分析" 进一步抽象思维我们

还可以发现!何大安在分析部分关键问题时一定

程度上是将某一时期抽象为一个点进行的!从而

达到将连续型投资情况抽象为离散型投资情况下

进行简化分析的目的!并得出了许多重要且具有

现实意义的结论"

四$结束语

在何大安研究之基础上引入时间因素!将静

态中的机理分析结合到产业结构变动的动态变化

过程中!为实证分析的可行性提供理论支持" 另

一方面!我们在做有关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时!往

往以各年的产业结构变化来表示产业结构变动状

况!这实际上暗含了离散型投资的假设前提" 何

大安基于静态分析对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运行

机理研究事实上也是以离散型投资为假设前提

的!而离散型投资是连续型投资的一种抽象和简

化!也具有一定的动态性"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

讲!动态分析为进行静态分析的可行性提供理论

支持" 最后!正如何大安所指出!分别用于结构调

整&结构升级的投资量数据由于结构调整和结构

升级在概念上的划分模糊和在实践中投资功能的

交错性而难以区分和获得!在现有各种统计年鉴

中更无相关数据记录!这给实证分析的操作带来

一定困难!需要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攻

关和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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