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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投入产出和 L@M的重庆主导产业选择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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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为背景#以重庆市的投入产出

数据为依据#结合产业经济学中有关主导产业选择的理论#根据投入产出法$层次分析法和数

据包络分析法的相关原理#构建了一个重庆主导产业选择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最终选择

出重庆的主导产业#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以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主导产业&投入产出分析& MSe&L@M&产业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 "̂$!*F* #̂!II#FC文献标志码!MC文章编号!#$I! N"KF%"!"##$"& N""&& N"K

CC

一%引言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西部地区发展的历史性

机遇"西部欠发达地区如何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

势加快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重庆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承担着党中央赋予的

历史性任务"随着 (两江+新区规划获批"重庆将

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必将面临产业重组和布局

的重大调整! 因此"对重庆主导产业现状进行分

析评述"并对新兴主导产业选择提出意见和建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国内外很多区域发展的实证可以看出"区

域经济发展往往一开始主要靠一个或几个优势产

业部门为龙头"随后依靠优势产业的牵引"逐步配

套形成了一系列与它有着纵向或横向联系的产

业"从而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长久以来"大量的专家#学者对于主导产业选

择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刘克利等

.!""&/设计了一组主导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然

后以主成分分析为基本方法"构建出一个主导产

业选择的评价模型!

,#-党耀国等.!""O/运用灰色

系统理论提出了评价区域主导产业的一种数学模

型000定权聚类计估模型"并以江苏省主导产业

选择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王旭等.!""%/提出

了基于钻石理论的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主导产业选

择的指标体系"利用整体有效的L@M模型来反映

各行业绩效"利用MSe反映政府在产业选择过程

中起到的作用"构建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主导产

业选择模型!

,&-胡建绩#张锦.!""F/以产业发展

的思想为指导"通过建立主导产业选择矩阵"定量

分析某个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为各地区主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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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选择提供新的分析方法!

,O-杨雪春等.!"#"/基

于四川省工业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产业发展能力

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划分产业类型对各指标

分别赋予权重"计算各产业发展能力综合得分值"

从而选择出四川省的主导产业!

,K-

不难发现"现有的对于主导产业选择的研究

中"不同学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然而"大多是基

于理论层面的探析或是验证"对区域经济尤其是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不足"而且欠缺将

投入产出#MSe与L@M结合起来用于主导产业选

择的实证研究"而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尝试!

二%重庆主导产业选择理论模型的

构建

选择主导产业没有固定的模式"现有的诸多

选择基准是撇开了某些具体因素而抽象出来的理

论模式"在实践中往往具有局限性! 在笔者看来"

选择主导产业除了应该考虑产业经济效益#产业

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等之外"还应将对其他产业的

带动和波及效应以及产业的创新能力列入考查范

围"以此来确定其发展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研究思路

运用投入产出法"根据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

构造出里昂惕夫矩阵及其逆矩阵"计算出各个产

业门类的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2接着计算出其

他各指标的具体数值"并利用MSe方法确定各个

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出各产业门类的综合得分

及排名"从而初步选出重庆主导产业2然后本着产

业整体效率最大化的原则"通过整体L@M有效模

型"得出各产业门类的综合效率值及综合效率排

名2最后结合MSe和L@M分析结果"最终选出重

庆的主导产业!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的选取

数据源自 !""I 年!重庆投入产出基本流量

表#直接消耗系数表和完全消耗系数表"以其中的

#F 个产业门类作为分析对象! 根据主导产业定

义和选择基准"以高产业创新能力#高经济效益#

高产业关联度及高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四大原则"

选取 $ 个指标构建产业综合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K-

"具体如下'

#*产业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高的产业在区域

经济增长中担负着组织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作

用"也给区域产业发展提供动力,$-

"在此用技术

系数和劳动投入结构系数来测度! 其中"技术系

数反映各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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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式中";

K

为 K产业的总投入".

K

为中间投入

总量"4

K

为固定资产折旧"O

K

即为技术系数! 劳

动投入结构系数反映产业劳动密集程度"用劳动

者报酬反映劳动投入状况"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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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式中":

K

为劳动投入结构系数"N

K

为劳动者报

酬";

K

为总投入!

!*产业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直接体现产业对

国民经济的贡献"用经济效益系数来测度! 基于

投入产出表"定义经济效益系数
$

为产业增加值

占总投入比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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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式中"Y

K

为K部门的增加值";

K

为 H部门的总

投入!

&*产业关联度! 产业关联度反映产业前后向

联系紧密程度"包括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分别用

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来测度! 其中"感应度

系数反映当各产业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该产业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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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式中"W

+

为感应度系数"+"Ka#"!"1"2"为产

业门类数"J

+K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UN@/

N#中 +行 K

列元素.@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U为与 @同阶的

单位矩阵/! W

+

d# 表示第+产业所受到的感应程

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感应度系数越大"表明第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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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受其他产业的影响越大! 影响力系数反映当

某产业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区域其他产

业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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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式中"U

K

为影响力系数"+"K和J

+K

同式 O! UKd

# 表示第 K产业生产对其他产业所产生的波及影

响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UK越大"表明第 K产业

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越大!

O*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依据投入产出表"定

义产业扩张系数
%

为增加值占所有产业增加值的

比重"表征该产业在区域产业中的竞争力水平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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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式中"Y

K

为 K部门的增加值"

)

2

K<#

Y

K

为全部部

门的增加值之和!

利用投入产出相关数据计算出各产业门类的

技术系数O

K

#劳动投入结构系数 :

K

#经济效益系数

#

#感应度系数W

+

#影响力系数U

K

和产业扩张系数

%

"具体数值如表 # 所示'

表 #C重庆主导产业选择指标值

产业门类
技术

系数5H

劳动投入

结构系数_H

经济效益

系数
$

感应度

系数@4

影响力

系数 Ĥ

产业扩张

系数
%

农C业 "*&#$ ! "*$KO % "*$$F K "*F!K I "*IKK $ "*##K K

采矿业 "*O%I # "*#%$ % "*OIO O #*&KI & #*"O" & "*"!& %

制造业 "*I"I # "*"IF O "*!$K & $*&"$ F #*&%% F "*&OI %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K&" # "*"KK & "*&%# & #*"$K $ #*#"# ! "*"&% #

建筑业 "*IOO % "*#$# $ "*!O& " "*O%I % #*O"$ F "*"I$ I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I" F "*!"K & "*K&# F "*FF& K "*F%$ # "*"$O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I $ "*#$& O "*$#! " "*KK" F "*F&I ! "*"!% K

批发与零售业 "*!%O ! "*#O! % "*$%O $ "*%$$ # "*%"! # "*"%I F

住宿和餐饮业 "*$!K % "*"%% ! "*&O" K "*%#F O #*#$O K "*"!! "

金融业 "*&&$ O "*!"K O "*$&% % "*F$" # "*%$# O "*"!F O

房地产业 "*##! $ "*#F" K "*%&# % "*K&" I "*$O! % "*"&" "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K $ "*#&" I "*&"I & "*$&K K #*#I# " "*""F O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 "*OI# ! "*&"! % "*O$O $ "*K#& O #*#&I K "*""% K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II I "*!IF ! "*$IF # "*K"% F "*IIO # "*""F K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O"# # "*!#! " "*KI$ $ "*KKO & "*FI$ % "*"#! &

教C育 "*!$I & "*K#" # "*$$! K "*OF& & "*%&F & "*"&& &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O&$ O "*&O" I "*K#% # "*OF% O #*"IO I "*"#% &

文化#体育与娱乐业 "*OO! K "*!#& O "*K"! $ "*OIO & "*F%% I "*""$ I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O!% % "*OF" # "*K&& & "*OK% " "*FK" % "*"&% #

C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 !""F&相关数据整理得到"表 ! 同!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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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根据以上计算出的各指标值"运用MSe分析

法基本原理"采取主观赋值的方法确定各指标权

重,I-

"具体是'技术系数O

K

为 "S#K#劳动投入结构

系数 :

K

为 "S#"#经济效益系数
#

为 "S!!#感应度

系数W

+

为 "S#%#影响力系数U

K

为 "S#F 和产业扩

张系数
%

为 "S#$! 根据加权求和方式得到各个

产业门类的综合得分"并根据得分高低按降序排

列名次"具体结果见表 !!

表 !C重庆各产业门类综合得分和效率取值及其排名

产业门类 综合得分 综合排名 综合效率 效率排名

农C业 "*K%% %IO & # #

采矿业 "*$O# %%$ ! "*K&# #%

制造业 #*$!I #O& # # #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KI$ "O O # #

建筑业 "*KO% IO# % # #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K$F $O% K "*$O#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OKI %FI #I "*%O! #"

批发与零售业 "*K!F %%K F # #

住宿和餐饮业 "*KOF %% I "*I! ##

金融业 "*KK! I#I $ "*$%% #!

房地产业 "*OO# &%$ #F # #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K#O O"& #" "*K"! #F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 "*K#& "I% ## "*KII #I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OOO #I& #% "*%K# F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OFK KK #O "*$$O #O

教C育 "*OF" OO$ #K "*FK# I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K#" &O$ #! "*$$& #K

文化#体育与娱乐业 "*OI! K%I #$ "*$I$ #&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OFF %$I #& "*FOK %

CC以经济效益系数和产业扩张系数为产出指

标"技术系数#劳动投入结构系数#感应度系数和

影响力系数为投入指标"采用 L@M方法"利用

L6-V !*#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重庆各产业

门类的综合效率值"并根据效率的高低排名"具体

结果如表 !!

三%结论

从第一产业农业来看"农业综合得分.综合

排名第三/和效率.效率排名第一/均比较高"但

这是由于投入很少"从而作为产出指标的经济效

益系数偏高的缘故! 实际上"重庆农业的发展远

不像数据所反映的那样理想"存在很多问题"如'

基础建设滞后"投资强度不高"产业聚集程度偏

低"生产规模不大"传统农业所占比重较高"技术

水平偏低"与二#三产业融合不高"等等! 因此"应

当大力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着力发展都市型农业2

要依托区位优势"促进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

转变2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推动一#三

产业融合发展"如可通过农业与旅游#观光#休闲#

餐饮#会展等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农业发展

的效益和水平!

从第二产业来看"重庆市的采矿业综合排名

第二"但是效率却很低.效率排名第十八/! 这说

明重庆市的采矿业还处于依靠投入促进增长的粗

放型发展阶段"亟需转变发展方式! 第二产业中

的制造业在所有产业类别中综合得分最高.排名

第一/"其综合效率也位居前列.排名第三/!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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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重庆市将汽车#摩托车及装备制造作为支柱产

业重点发展是科学合理的"而且发展也卓有成效!

在今后的发展中"对于制造业的优势地位要继续

予以保持"应从提高科技含量和加强自主创新下

手"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效率和竞争力2着力构建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充分发挥现有的制造业基础

优势"培育新兴产业"增强主导产业的优势和活

力! 此外"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属于基

础性产业"与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跟其

他产业的关联性也很强.影响力系数为 #*#""感

应度系数为 #*"I/"所以综合得分较高.排第四/!

在经济发展中要注意保证该产业的稳定和安全"

并适当引入竞争机制促进效率进一步提高! 建筑

业影响力系数高达 #*O#"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

很强"综合得分.排名第八/和效率.排名第一/也

比较高"说明发展势头很好"要继续保持并在提高

科技含量和打造品牌上寻求突破!

从第三产业来看"现代服务业"如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政业.综合排名第五/"金融业.综合排

名第六/"住宿和餐饮业.综合排名第七/"批发和

零售业.综合排名第九/"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综

合排名第十/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

业.综合排名第十一/"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符合

主导产业选择的标准"而且顺应低碳经济的发展

要求"所以应作为主导产业予以重点支持和发展!

但是现代服务业的效率普遍不是很理想"尤其是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效率排名第十六/"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效率排名第十九/以及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效率排名第十七/效

率很低"成为商贸流通发展的瓶颈制约! 因此"应

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科学研究与综合技

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挥西部地区特大中心

城市优势"进一步健全现代服务业发展体制"促进

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全面发展"着力建设长江

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增强重庆的金融集聚辐射能

力"构建现代物流基地"促进流通现代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效率排名第十/效率高"但综合得分却不

占优势"这说明对于该产业的投入力度不够! 事

实上"U5产业附加值高"易积聚人才形成产业集

群"而且能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动

力源泉"带动作用强.影响力系数为 "*FO/"所以

应作为主导产业予以政策倾斜和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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