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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内需的循环格局及其优化研究
###兼析省内循环的形成与省际循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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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9("$1"("$1F("$19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通过国际循环(省际循环(省内
循环的分解!刻画为满足国内最终产品需求而在生产环节上形成的省域及产业循环格局$在需求
侧!省域和产业的三种循环中均是省内循环占主体地位!并表现出利用国内分工&特别是省际分工'

替代国际分工的趋势%相对而言!先进省域&东部沿海区域'的生产更多地使用来自国外的增加值!

因而更易受到国际供应变化的影响%同时!先进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矿产能源领域存在更大的
被,卡脖子-和断供的安全隐患" 在供给侧!各省域的省内循环占比均较高!形成了由本省需求驱动
本地生产资源整合的省内循环模式%政府消费需求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最高!电热燃水生产
供应及建筑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较高!而采矿业和制造业驱动省际
循环形成的偏向性较高%在省际循环网络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和安徽处于核
心位置" 面对,卡脖子-和断供难题!应通过加强省际循环来积极应对!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和更高水平国内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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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更好统筹和协调国内

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时代回答&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更多依托于国内市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并
强化供给体系与国内需求的对接#提高国内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完整性#以更加顺畅的国内循环来塑造参
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根据本文的测算#内需!国内市场"对我国X.̀ 的贡献率从"$$9 年的9!(92a提升至"$19 年的
<:("Fa

!

#为满足国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而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国内资源占比从"$$9年的<F(!1a提
升至"$19年的2$(1:a

"

& 因此#从总量上看#我国已经实现生产与消费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目标& 然而#

在对国际资源的利用上#因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引发了因关键技术'卡脖子)

及断供导致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寇宗来等#"$"""

*1+

& 同时#在对国内资源的利用上#如何突破行政边
界#形成区域间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格局也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对此#本文将研究聚焦于经济循
环中的生产环节#试图通过刻画分析为满足内需!国内最终产品需求"而在生产环节上所形成的国内资
源供需格局来回应上述两方面问题&

现有关经济循环的研究多从国际以及国内两个层面进行分析!黄群慧等#"$"1$常冉等#"$"1$丁晓
强等#"$"1$周玲玲等#"$"1$黎峰#"$""$陈全润等#"$""$丁晓强等#"$"""

*";<+

#或是在国内循环中侧重
于对省际循环的分析!常冉等#"$"1$李敬等#"$"""

*!+*2+

#而鲜有文献关注到省内循环#从而缺乏对经济
循环的完整刻画和描述& 有鉴于此#本文从国际循环(省际循环以及省内循环三个层面展开研究& 此
外#有研究主要基于生产投入的绝对量!黄群慧等#"$"1$李敬等#"$"""

*"+*2+或增加值!张同斌等#

"$"$$杨先明等#"$"""

*1$;11+来进行测算& 基于绝对量的分析会造成'重复计算)#并模糊各主体之间的
利益关系![&&i>+8 IS+'#"$$<#"$1$"

*1";1!+

#为解决此类问题#研究者引申出了增加值的概念& ZH>>I'7

等! "$$1"

*1:+较早进行增加值核算#而后M&A87&8 和)&BHI,+! "$1""(P+8B等! "$1!"([&&i>+8 等
!"$1:"

*1F;19+对增加值分解框架进行了延伸和扩展& 基于增加值来分析经济循环问题能体现出隐含在生
产协作关系之下的各参与主体在循环中的嵌入位置及其真实利得信息#因而本文选择从增加值的视角
来进行分析&

分工是经济循环产生的基础#而生产活动的分工又可分为产业分工和区域分工#因而可以从产业和
区域两个维度来刻画循环格局#本文是从区域分工的维度来进行刻画& 若以省域为区域单元#经济循环
存在省域(国家和全球三层地理边界!华德亚等#"$"""

*1<+

#则自然会形成省内循环(省际循环和国际循
环三种经济循环#因而本文用这三种循环的结构!所占比例"来刻画循环格局& 具体来讲#基于中国区域
间投入产出表!08SI,;bIB6&8+'08iHS;/HSiHSh+Y'I#0b0/"进行分析#区域层面的基本核算单元为省份!省(

自治区(直辖市"#并用省份层面的平均数来描述全国及八大区域的状态& 本文主要分析满足国内最终
需求形成的循环格局#因而省域的供给循环格局是指某省份为满足各省份生产国内最终产品的需要而
流出的增加值结构#其中流向国外的增加值为国际循环#流向国内其他省份的增加值为省际循环#流向
本省内部的增加值为省内循环$省域的需求循环格局是指某省份为生产供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而引致
流入的增加值结构#其中#从国外流入的增加值为国际循环#从国内其他省流入的增加值为省际循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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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需对X.̀ 的贡献率采用N=01!N=0

^

N=M"进行测算#公式中字母的具体含义见后文&

使用国内资源的多少指生产的产品中包含的来自国内的增加值大小#根据后文公式测算&



自本省的增加值为省内循环& 此外#从产业层面来讲#产业的需求循环格局是指某产业为生产供国内消
费的最终产品而引致的增加值流入结构#同样分为国际循环(省际循环和省内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测算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其纵向内容展示了来自国外和国
内的生产资源投入#因而可以将需求循环分解为国际(省际以及省内循环$其横向内容展示了国内生产
资源在国内各省间以及本省内部的流出情况#国内生产资源的出口和最终产品的出口归为出口项#而测
算省域供给的国际循环需要国内生产资源出口的数据!即出口了多少中间品"#由于没有此项数据而不
能分解出供给的国际循环& 因此#本文的供给循环格局仅包括省内循环和省际循环两部分#而需求循环
格局包括省内循环(省际循环和国际循环三部分& 国外生产资源的流入与国内生产资源构成互补关系#

服务着国内的生产过程#国外资源的流入不畅通#被'卡脖子)(断供会对国内的生产活动造成影响$而国
内的生产资源流向国外是与国外的生产资源构成互补关系#影响着国外的生产活动& 国内经济循环中
的生产环节是否畅通#是由'国外向国内生产资源的供给)以及'国内向国内生产资源的供给)这两方面
所决定的#要分析国内经济循环在生产环节上的问题也理应重点分析这两方面内容& 而'国外向国内生
产资源的供给)对应需求的国际循环#'国内向国内生产资源的供给)对应供给的省内循环和省际循环&

因此#本文进行的供需循环分解虽然存在缺陷#但也能满足研究目的!主要针对如何解决'卡脖子)和断
供难题和如何凝聚区域发展合力这两个问题"的需要&

本文对满足内需的循环格局分析发现%省域供给的循环格局表现出省内循环占比较高和地区分割
的特征$省域需求的循环格局也表现为省内循环为主#但先进地区!沿海地区"存在更大的被'卡脖子)和
断供风险!国际循环占比较高"$同时#先进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也更依赖于从国外进口中间品!国际循
环占比较高"#而省际分工是比省内分工更有效的替代国际分工路径& 因此#应通过加强省际循环来积
极应对国际经济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风险& 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本省需求在省内循环形
成中的贡献(四类需求和八大产业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以及省际循环的网络结构#以期能为打破
省内循环(提升省际循环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目前#对经济循环格局的测度和刻画还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黎
峰#"$"""

*3+

#一些学者着眼于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从全局视角来测度国际循环
以及国内循环水平#而另一些学者则从经济循环的某个环节进行测度#本文基于生产环节对满足内需的
经济循环进行分解与测算#是对经济循环分析框架的一种补充与细化#也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借鉴&

第二#本文将经济循环问题的研究拓展至省内层面#分析了省内循环#是对经济循环问题更全面更深入
的探讨& 第三#本文基于需求驱动和产业偏向对省内循环的形成进行了分析#还分析了省际循环的网络
结构#既是有益的尝试#也有利于深入认识省内循环形成的客观基础和省际循环的运行状态#并为凝聚
区域发展合力(建设更高水平国内大循环提供政策启示&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1-等式关系的建立
!1"横向等式关系
假设一国有F个地区!本文中为省份"-个部门!本文中为产业"#则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存在横向等

式关系%)

]

,)

^

0

^

M& 将,)移到等号左边可得%)

]

=!0

^

M"& 其中#)为总产出列向量#,为直接消耗系
数矩阵#0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列向量!由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以及固定资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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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构成"#M为出口列向量#=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即=

]

!5

\

,"

\

1

&

令-维行向量N

@为@省份的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本文公式中#上标表示省份#而下标表示产
业"#N

@

"

]

N,

@

"

1)

@

"

为N

@的第"个元素#N,

@

"

为@省份"产业的增加值& 0

@为-维列向量#表示国内各省
份对@省份各产业的最终需求& 将行向量N

@与列向量0

@分别在行和列上依次错开排列!

#其余元素
均取零得到F

e

!F

e

-"维矩阵%

N与!F

e

-"

e

F维的矩阵%

0&

%

N=与%

0相乘可以将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产品
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再依据其流出地进行分解#如下式!1"所示& 从横向来看#式!1"的第@行表示
为满足各省份生产最终产品的需要而引致的@省份流出的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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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纵向等式关系

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每一列存在如下纵向等式关系%

"

F

@

%

1

"

-

"

%

1

,

@:

"T

&

5O

:

T

&

N

:

T

%

1& 其中#5O

:

T

]

O,

:

T

1

)

:

T

& O,

:

T

为:省份T产业生产所需要的进口中间产品数额& 参照苏庆义!"$13"(袁凯华等!"$12#

"$"$"

*12;"1+的做法#将中间产品进口额当作国外增加值处理#则-维行向量5O

: 为:省份进口增加值系
数矩阵#而5O

:

T

为5O

: 的第T个元素& 又因产品中所蕴含的增加值要么来自国内#要么来自国外!c+H IS

+'#"$$9"

*""+

#则可得出式!""%

"

-

"

%

1

0

1

" "

-

"

%

1

0

"

"

4

"

-

"

%

1

0

F

"( ) %

C!

%

N=

%

0

&

5

&

O=

%

0" !""

其中#C为F维元素均为1的行向量#而F

e

!F

e

-"维矩阵5

&

O由各省份进口增加值系数行向量5O

@

在行上依次错开排列(其余元素均取零得出& 根据式!""可将各省份产出的供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中的
增加值来源分解为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两个部分& 若将%

N(5

&

O以及%

0中的各个元素均沿对角线排
列#得到!F

e

-"

e

!F

e

-"维U

N(5

U

O以及U

0矩阵#则根据U

N=

U

0与5

U

O=

U

0可将各省份每一产业产出供国内消费
的最终产品中的增加值来源分解为国内各产业的增加值以及国内各产业进口的国外增加值#如式!!"所
示#其中#CP为F

e

-维元素均为1的行向量&

!

0

1

1

0

1

"

4 0

F

-

"

]

CP!

U

N=

U

0

^

5

U

O=

U

0" !!"

"-供需循环的分解
首先对里昂惕夫逆矩阵进行分解#然后基于里昂惕夫逆矩阵分解的模型扩展进行供给侧和需求侧

的三循环界定& 借鉴谢锐等!"$"1"的做法*"!+

#将里昂惕夫逆矩阵分解为如式!:"的形式#其中O为由
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主对角线上的子矩阵,

@@所构成的矩阵%

,的逆矩阵&

=

]

!=

\

O"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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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分别在行和列上依次错开排列是指%N

@各元素依次位于%

N第@行的第!@

\

1"

e

-

^

1至@

e

-的元素位
置上#0

@各元素依次位于%

0第@列的第!@

\

1"

e

-

^

1至@

e

-的元素位置上& 下文同理&



!1"省域供给的国内循环分解
对于横向等式关系#利用式!:"进一步分解式!1"#则对于@省份#其为满足各省份生产国内最终产

品的需要而流出的增加值可以进行如式!F"所示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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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F"等号右侧前三项表示@省份流出的增加值中进行了跨省份流转的增加值!hAIU+'HI;+TTIT

GA6EA V'&G7+E,&77i,&U68EI7#L̀ %L"#将这三项之和记为,/N,J#

@

#第四项表示@省份只在本省份内进行
流转的增加值!hAIU+'HI;+TTIT GA6EA V'&G7G6SA68 +i,&U68EI# %̀L"#记为/N,J#

@

& 按照黄群慧和倪红福
!"$"1"的方法*"+

#依据增加值是否经历跨境流转来界定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则公式!F"表示的是
在国内循环中#@省份的增加值在其内部以及国内其他省份间的流转& 为对国内循环作进一步拆解#本
文依据增加值是否经历了跨省份流转进一步将国内循环拆解为省际循环和省内自循环& 在供给侧#将
@省份的省际循环占比!hAI,+S6&&V68SI,;i,&U68E6+'E6,EH'+S6&8#0̀Rb"记为5/AIJ#

@

#省内循环占比!hAI

,+S6&&V7I'V;E6,EH'+S6&8#dRb"记为FAIJ#

@

#则有式!3"和式!9"%

5/AIJ#

@

]

,/N,J#

@

/N,J#

@

^

,/N,J#

@

!3"

FAIJ#

@

]

/N,J#

@

/N,J#

@

^

,/N,J#

@

!9"

式!3"和式!9"是本文在增加值视角下研究省域供给循环格局的测算基础&

!""省域需求的循环分解
对于纵向等式关系#利用式!:"进一步分解式!""中的%

N=

%

0#则对于@省份#其为生产供国内消费的
最终产品而引致的增加值流入可进行如式!<"所示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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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号右侧的前三项是@省份为生产供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而引致流入的增加值中经历国内
省际流转的增加值#这三项之和记为,/N,J4

@

$第四项是仅在省内进行流转的增加值#记为/N,J4

@

$第
五项是从国外进口#经历跨境流转的增加值!hAIU+'HI;+TTIT GA6EA V'&G7+E,&778+S6&87#L)%L"#记为
,-N,J4

@

& 因此在需求侧#@省的国际循环占比!hAI,+S6&&V68SI,8+S6&8+'E6,EH'+S6&8#0)Rb#记为5-AIJ

4

@

"(省际循环占比!记为#5/AIJ4

@

"以及省内循环占比!记为#FAIJ4

@

"可以用式!2"!1$"!11"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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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1$"!11"是本文在增加值视角下研究省域需求循环格局的测算基础&

!!"产业需求的循环分解
同理#进一步分解U

N=

U

0#产业"为生产供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而引致的增加值流入可以分为三大部
分#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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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等号右侧的前三项是各省"产业为生产供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而引致流入的增加值中经历
国内省际流转的增加值!记为,/N,J4

"

"#第四项是仅在省内进行流转的增加值!记为/N,J4

"

"& 第五项
是从国外进口的增加值!存在跨境流转过程#记为,-N,J4

"

"& 因此在需求侧#"产业的国际循环占比!记
为5-AIJ4

"

"(省际循环占比!记为5/AIJ4

"

"和省内循环占比!记为FAIJ4

"

"可以用式!1!"!1:"!1F"来
测算%

5-AI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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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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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1F"是本文在增加值视角下研究产业需求循环格局的测算基础&

!-省内循环形成的需求和产业驱动!

需求建立起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联系#是有向的#因而本文将需求当作触发生产的起点& 最终产
品的供给者依据其与其他省份及产业之间的生产技术联系#形成第一次对中间品的需求#而这一中间需
求又会派生出第二次对中间产品的需求44进而形成由最终需求驱动的各省份各产业之间在生产投入
上的联系& 因此#可以将国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分为省内需求和省外需求#分别考察两者在驱动增加值
省内流动中的作用& 此外#国内最终需求也可以分解为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消
费需求(投资需求#进而可以探究不同类型需求在驱动省内循环中的作用& 不能忽视的是#不同产业也
会对供给格局产生异质性影响& 基于此#本文从需求来源(需求类型以及产业这三个层面来认识省内循
环的形成&

!1"基于需求来源的模型扩展
进一步将最终需求的'来源)与'供给)结合起来对矩阵%

0作扩展& 具体来说#将-维矩阵0

@扩展
为-

e

F的矩阵0!

@

#其"行:列的元素表示对@省"产业的最终需求中供给到:省的部分& 将矩阵0!

@

在行上错开排列#其余元素取零#可得到!F

e

-"

e

!F

e

F"的矩阵0!#进而得到式!13"%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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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省内循环形成的分析中#省内循环是指供给侧的省内循环#即基于增加值的流出进行结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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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子矩阵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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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算结果如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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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9"等号右侧列出的第二项表示在@省的本地需求驱动下#流向当地生产活动中的来自本省的
增加值#其余各项均表示由国内其他省份需求驱动的@省增加值流向当地的部分& 因此对于@省来说#

在由国内需求!包括本省需求和外省需求"驱动的流向本省的增加值中由本省需求驱动的占比!记为FA

J3!

@

"可以用式!1<"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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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需求类型的模型扩展
为进一步考察四种需求类型!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在推动省内循环形成

中的作用#将-

e

F的矩阵0!

@扩展为-

e

:F的矩阵03

@

& 其中#:省对@省的最终需求矩阵03

@: 由四个
-

e

1维列向量031

@:

(03"

@:

(03!

@:

(03:

@: 组成#031

@: 表示@省各个产业部门的最终产出用于满足:省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同理#03"

@:

(03!

@:

(03:

@: 分别为满足:省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政府消费支出需求以
及投资需求的矩阵& 则式!13"可以扩展为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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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3中的子矩阵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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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算结果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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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号右侧列出的第二项表示在@省的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驱动下#流向本省的来自本省各产

业的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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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由其他省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驱动的@省各产业部门增加值流向
当地的部分#则在@省#由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包括本省的和外省的"驱动的流向本省的增加值中#由本
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驱动的增加值占比!FAJ031

@

"可用式!"1"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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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省和外省需求均会驱动省内循环的形成#FAJ031

@越大#则本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省内循环
形成的贡献越大& 其他类型的需求以此类推& 从全国层面来说#哪种需求类型的测算值总体上最大#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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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一类型的需求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作用越强#并表现出作用的'边界性)和'方向性)#也即'偏向
性)&

!!"基于产业层面的模型扩展
为考察不同产业部门的作用#用!F

e

-"

e

!F

e

-"的矩阵U

N替换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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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的矩阵%

N#可得式!"""%

U

N=

%

0

]

U

N!=

\

O"

%

0

^

U

NO

%

0 !"""

对于@省"产业的增加值可以根据其流向分解为两大部分#如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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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号右侧的第一(二两项之和以及第三项分别表示因外省和本省生产供国内消费的最终产
品而流向省际循环中的增加值#这三者之和记为,/N,J#

@

"

$四项为流向省内循环的增加值#记为/N,J#

@

"

&

因此#@省"产业流向省内循环的增加值占比!记为FAIJ#

@

"

"可用式!":"来表示%

FAIJ#

@

"

]

/N,J#

@

"

/N,J#

@

"

^

,/N,J#

@

"

!":"

在全国层面上#若产业"的FAIJ#

@

"

测算值越大#则其越具有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9年("$1"年("$1F年("$19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 其中#"$$9年!$个

部门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来源于刘卫东等编著的,中国"$$9年!$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编制理论
与实践-#其余投入产出表为!1个省份:"个部门且均来自中国碳核算数据库!RA68+=>6776&8 LEE&H8S7

+8T T+S+7IS7#R=L.7"& 为便于分析#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第一#部门合并& 在考虑部门性质的基础上统一各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部门数量#将"$$9年的
!$个部门以及其余年份的:"个部门统一归纳整理为八大产业!部门"%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电热燃水生
产供应及建筑业(普通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普通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 其中#对制造
业的归并方法为%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X_4h:9F:

\

"$19"两位数行业大类代码与,高技术产业!制造
业"分类!"$19"-中的四位数行业分类代码相对应#得到'高技术制造业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并借鉴李
贤珠!"$1$"的做法*":+

#依据"$$!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R."发布的技术水平分类标准将其余制造
业划分为'中技术制造业部门)与'普通制造业部门)& 对服务业的归并方法为%借鉴刘娜和陈安平
!"$"1"的思路*"F+

#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1<"-中的四位数行业分类代码
与"$19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X_4h:9F:

\

"$19"中的两位大类代码相对应#只要两位大类代码所指
行业中包含高技术服务业即被界定为'高技术服务业部门)#其余则归类为'普通服务业部门)&

第二#区域划分& 本文省域层面的研究对象为!1个省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
区& 为将研究从省域层面扩展至区域层面#沿用,"$$"("$$9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对八大区域的
划分#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划归为东北区域#北京和天津归为京津区域#河北和山东归为北部沿海#江
苏(上海和浙江归为东部沿海#福建(广东和海南归为南部沿海#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归为
中部区域#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归为西北区域#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和西藏归为
西南区域&

第三#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以"$$9年作为基期#并利用"$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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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

1$$"数据#分别计算"$1"("$1F("$19

年的实际X.̀ #并在此基础上测算以"$$9年为基期的各年X.̀ 平减指数#最后利用各年X.̀ 平减指数
将各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转换为以"$$9年价格水平计算的数据&

三"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循环格局刻画

1-省域供给国内循环格局
图1展示了为生产供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而引致的各省份增加值在省际和本省内部流动的情况

!即省域供给的省际循环和省内循环占比"& 可以看出#全国各地的省内循环均占主体地位#即增加值供
给具有投入本省域生产活动的偏向& 具体来说#省内循环占比在全国层面的均值为93(23a#其中#西南
区域(南部沿海(中部区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a(<"(F9a(99(!!a#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
湖北!21(<1a"(四川!<2(<2a"(西藏!<2(32a"#最低的内蒙古也达到F2(<:a& 可见#在"$$9/"$19

年#各省份的增加值更多地供应(参与和支持本省域的生产活动#即主要通过本地生产来驱动本地资源
的整合#而省域间的生产协作较小#并表现出较高的省内循环水平以及地区分割特征&

图1#省域和区域层面供给的省际循环与省内循环占比%"$$9年""$1"年""$1F年""$19年均值&

"-省域需求循环格局
图"展示了各省域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中所包含的来自国外(国内省外(省内的增加值比

例!即省域需求的国际循环(省际循环(省内循环占比"& 可以得出如下两方面的结论%第一#从全国的均
值来看#国际循环(省际循环(省内循环的占比分别为1$("Fa("$(91a与32($:a#表明为满足国内最终
需求而在生产中使用的增加值大多源自国内#特别是各省份增加值对本省域生产的支持#这与李敬和刘
洋!"$"""(马丹和郁霞!"$"1"的研究结论相吻合*2+*"3+

& 第二#从各省份以及各区域的比较来看#京津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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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南部沿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国际循环占比较高#在生产时使用国外增加值较多#而地处内陆的中部(西
北以及西南区域的国际循环占比较低!

& 可见#相对来讲#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受国外增加值
供给的影响较多#即存在更大的被'卡脖子)和断供的安全隐患&

图"#省域和区域层面需求的国际循环"省际循环"省内循环占比%"$$9年""$1"年""$1F年""$19年均值&

!-产业需求循环格局
进一步测算八大产业为满足国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而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国外(国内省外(省内的

增加值占比!即产业需求的国际循环(省际循环以及省内循环占比"#结果如图!所示#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

第一#在样本期间#各产业的省内循环均占主体地位#其中#农林牧渔业的省内循环占比最高
!<"(<9a"#而最低的高技术制造业也达到F:(9<a#说明为满足国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各产业在生产
过程中使用的增加值大多来自省内&

第二#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循环占比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一直处于高位& 在八大产业中#高技术制
造业的国际循环占比除"$1F年位居第二以外#其余年份均位居首位#年均占比达""(<"a& 因此#我国
高技术制造业在生产上比其他产业更依赖于从国外进口中间品资源#其发展也更易受到国外的钳制&

第三#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循环占比下降时#省际和省内循环占比均上升#且省际循环占比的上升
幅度比省内循环更大#表明我国存在利用国内分工!特别是省际分工"替代国际分工的倾向& 具体来说#

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循环占比从"$$9年的"2(<9a降低到"$19年的"$(:2a#省际循环和省内循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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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各区域需求的国际循环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京津区域! 12(!3a"(东部沿海! 1<(""a"(南部沿海
!1F(<!a"(东北区域!1$(F$a"(北部沿海!<(<2a"(西北区域!9(!Fa"(西南区域!9("1a"(中部区域!3(9$a"#而最高
的五个省份依次为上海!"<(F<a"(广东!"$(F:a"(北京!12(2Fa"(天津!1<(99a"(福建!1F($<a"#集中分布于沿海
区域&



比分别从"$$9年的1<(39a和F1(:9a上升至"$19年的""(2"a和F3(F2a#且各年度省际循环占比的
变动幅度均高于省内循环的变动幅度#凸显了省际生产协作在替代国际分工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需要警惕来自矿产能源方面的风险& 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如下三方面测算结果及事实%其
一#采矿业的国际循环占比为9(21a#使用的生产资源超过2"a来源于国内#这意味着其生产依赖于对
国内矿产能源的大量开采#这会带来较大的资源约束和风险& 其二#中技术制造业国际循环占比在八大
产业部门中位居第二#年均12(99a& 作为采矿业下游产业的中技术制造业#其从国外进口生产资源能
降低对国内采矿业产品的直接需求#进而缓解对国内矿产能源的消耗& 然而#倘若矿产能源遭遇国外供
应危机#便会给国内采矿业的供给造成压力& 其三#电热燃水生产供应及建筑业的国际循环占比在八大
行业中排名第三#其生产环节的进口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能源供应产业的生产需要& 我国拥有较为
丰富的煤炭资源#但石油和天然气需要进口#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提高了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风险#未来
各国围绕矿产资源的争夺与博弈将会进一步增强!王永中#"$"""

*"9+

&

图!#产业需求的国际循环"省际循环"省内循环占比%"$$9年""$1"年""$1F年""$19年均值&

四"省内循环形成的需求驱动与产业偏向

1-省内循环形成的本省需求驱动
各省域的本省需求对其省内循环形成的驱动作用!占国内总需求驱动作用的比例"如图:所示& 从

测算的结果来看#全国的均值为<"($9a#青海(山东和湖北排名前三#分别为23(:$a(2"(<$a和
21($9a#最低的重庆也达到32(9"a& 可见#本省增加值投向本省生产活动多是为了满足本省的最终需
求#换句话说#形成了由本省需求驱动当地生产资源整合的省内循环模式#这一模式体现出向需求市场
靠拢的生产布局&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等导致省际市场分割#各个省份内部均建立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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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对完备的生产分工体系与销售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间专业化分工的形成和生产资
源在区域间的流动!黎峰#"$13"

*"<+

&

图:#各省域省内循环形成中本省需求驱动占国内总需求驱动的比例%"$$9年""$1"年""$1F年""$19年均值&

"-四类需求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
不同类型的需求推动各省域形成省内循环的偏向程度测算结果如图F所示& 从全国层面看#农村

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四类需求的均值分别为92(3:a(9<(1Fa(<<(29a(<"(:1a&

总体上看#政府消费需求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最强#这反映出地方政府消费支出具有较强的支持
本地经济发展的方向性#这种地方保护偏向助推了省内循环的形成&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居民(投资者
与政府的行为目的不同#居民消费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投资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政府具有保护(促进
本地经济增长的行为倾向#因此地方政府在消费时会更偏向于选择本地生产的产品#进而促成了本地生
产活动整合利用本地生产资源的省内循环&

!-八大产业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
各产业投入到省内循环中的增加值占比测算结果如图3所示& 从全国平均来看#各产业投入到省

内循环中的增加值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电热燃水生产供应及建筑业!2"($<a"(普通服务业!<!(2<a"(

农林牧渔业!9<(1:a"(高技术服务业!99(<9a"(普通制造业!99("$a"(高技术制造业!91(:!a"(中技
术制造业!F9(:9a"(采矿业!:!($3a"& 其中#采矿业有31("2a的省份低于F$a#中技术制造业集中分
布于:$ao3$a的区间& 从总体上来看#相对来讲#采矿业和制造业!特别是中技术制造业"更具有驱动
形成省际循环形成的偏向#而电热燃水生产供应及建筑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则更偏向于驱动省内循
环的形成& 采矿业是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其发展高度依赖于各地矿产自然资源的情况$中技术制造业包
括石油(炼焦(金属与非金属加工制造业#这些行业是采矿业的下游部门#一般集中分布于矿产资源丰富
的省份$此外#采矿业与中技术制造业均是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产业& 因此#这两个产业
部门更易促使省域间构建起贸易联系#这也反映出省际循环在调节资源余缺(促进优势互补中的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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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电热燃水生产供应及建筑业主要为本地的生产生活提供基础性保障#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更有
不可跨区贸易的特性#因而电热燃水生产供应及建筑业和服务业更偏向于驱动省内循环的形成$对于农
林牧渔业来说#其产品多为易腐品#流动性差#且各省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农林牧渔业产品的自
给自足#因而农林牧渔业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更加集中于省域内部#偏向于驱动省内循环的形成&

图F#四种需求驱动各省域形成省内循环的偏向程度%"$$9年""$1"年""$1F年""$19年均值&

五"省际循环网络结构分析
本文将中国!1个省份作为网络节点#以各节点间增加值的流入和流出作为连线构建有向网络#并

借鉴李敬和刘洋!"$"""的方法*2+

#利用M+EE+,T指数将无向的多值关系网络进行二值化处理& 具体来
讲#以"省向T省流出的增加值占"省增加值总流出的比重等于$($"作为阈值#将各节点间增加值流入
流出矩阵做二值化处理#构建省份间的有向网络#进而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常用指标进行网络结构分
析&

从整体网络的各项测度指标来看!见表1"%网络的连接数和网络密度呈现上升态势#说明网络各节
点之间的联系数量不断增加#且联系愈加紧密#省际协作越发活跃$网络互惠性!描述网络各节点之间关
系的对等程度"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动趋势#表明各省份间关系的不对等程度先加剧而后又趋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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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入度中心势远大于出度中心势#说明相比增加值流出地#增加值流入地更为集中& 进一步从网络各
节点的点入度中心度和点出度中心度来看!见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和安徽处
于省际循环网络的核心位置#与其他省份构建起的联系较多$网络的核心节点集中分布于长三角区域#

说明长三角区域承担着重要的生产资源输出功能和驱动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

图3#各省域各产业投入到省内循环中的增加值占比%"$$9年""$1"年""$1F年""$19年均值&

表1#省际循环网络分析
年度 规模 连接数 密度 互惠性出度中心势入度中心势
"$$9 !$ :2< $(F9 $(F1 $(1" $(::

"$1" !1 F9" $(3" $(:2 $(13 $(:$

"$1F !1 F3! $(31 $(:3 $(1$ $(:1

"$19 !1 31< $(39 $(F3 $(1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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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省际循环网络中各省份的点出度中心度与点入度中心

省份
"$$9 "$1" "$1F "$19

点出度
中心度

点入度
中心度

点出度
中心度

点入度
中心度

点出度
中心度

点入度
中心度

点出度
中心度

点入度
中心度

北京 "$ "2 19 !$ 12 !$ "1 !$

天津 1< "2 12 "" 12 12 "" "!

河北 19 "2 13 !$ 1< "< "1 "2

山西 1: $ 13 1$ 1F 1! 19 !

内蒙古 1: 9 19 11 13 $ 12 "1

辽宁 1F 1F 12 !$ 1< "< "$ "<

吉林 1! 1F "$ 11 "1 9 "1 11

黑龙江 13 1$ 13 "" 1< ! "$ 1!

上海 12 "2 12 !$ 12 !$ 12 "<

江苏 19 "2 "1 !$ "$ !$ "! !$

浙江 1< "2 "1 !$ 12 !$ "" !$

安徽 13 "< "1 !$ 1< !$ "$ !$

福建 1F 1< "! 13 12 1$ "$ <

江西 13 1! 1< 1F 13 "! "$ "9

山东 1: "2 12 "2 13 "< "$ "!

河南 13 "2 1< !$ 19 !$ "" !$

湖北 1< 13 19 "$ 13 !$ 1< "F

湖南 12 1F 1< "< "$ !$ 12 "9

广东 12 "2 "1 !$ "$ !$ "1 !$

广西 12 1" 12 1! 12 2 "" ""

海南 1< $ 1< $ 19 $ 19 "

重庆 1< 1F "$ !$ "$ !$ "" !$

四川 12 "! 1< 12 "$ "2 19 "2

贵州 13 9 19 " 1< 9 12 1F

云南 1< 11 "$ 1< 1< "9 "$ "2

西藏 4 4 12 $ 1< $ 1< $

陕西 13 ": 13 "2 19 "2 12 !$

甘肃 13 ! 1< " 19 " 12 1

青海 1: 1 19 $ 19 $ "1 1

宁夏 1F $ 13 $ 12 $ "$ 1

新疆 1F : 1< F 12 1 12 1"

根据前文的测算分析#采矿业和中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相对于其他产业部门来说更偏向于投入(参
与省际循环#此外#普通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以及高技术制造业流入省际循环网络中的增加值总量较
大& 因此#进一步分析八大区域分别在由以上五个产业所形成的省际循环网络中的位置特征及作用&

测算在各产业中各区域增加值流出占总流出之比及其标准差#结果如表!所示& 可以发现%第一#采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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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标准差最大#说明采矿业增加值流出地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有更强的集中趋势& 西北区域一直是
采矿业增加值最主要的流出地#其次是中部区域#两者占比超过F$a#是我国最重要的矿产能源输出地&

第二#中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流出#中部区域最多#其次是北部沿海#其对其他地区的再生产活动形成了
强有力的支撑& 第三#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的流出#东部沿海占据绝对核心地位$高
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标准差都呈上升趋势#且高技术服务业的变动幅度更大#表明高技术服务
业产品的输出地趋于集中#且东部沿海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增强$第四#普通服务业的标准差虽有所上升
但是一直相对较低&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在我国的省际循环网络已经初步形成了省域间优势互补(

互利互惠的格局#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

表!#八大区域在五大产业省际增加值流出中占比4a

区域 "$$9年 "$1"年
采矿 中制 高制 普服 高服 采矿 中制 高制 普服 高服

京津区域 :(9< !(9! 3(:" 11(F9 1$("3 F(9: !("2 :(39 2(1! 1:(F9

北部沿海 12(!9 "$(F< 1!(9< 1"(9F 1F($: 1$(21 1<("9 1F(<3 19($2 <(:$

东北区域 12(9$ 11(3 1:("$ 9(91 <(1$ 1F(!F 1$(F2 2(!< <(!2 9("3

东部沿海 1(!9 1!(1! "3(<" "1(33 ""(2: $(:1 1"($2 "<(F9 1<(3" "3(92

南部沿海 "(22 2("3 1"($1 <(2: 11(1< 1(F1 F("< 3($! F(<3 !(F:

中部区域 12(<< ""(2$ 1!(2! 13(29 13(9! "!(F9 "9(F3 "1(1< 12(22 13(!3

西南区域 !(<" 9(9$ 9(1! 2(92 3(29 9(<3 <(99 2(92 <(2: 1!(2"

西北区域 "<(1$ 11($< F(9" 1$(31 <(9< !:(3: 1:(1: :(F" 11(2< 2(19

标准差 2(33 F(22 3(!3 :(!F F($F 1$(2: 9("! <(1! F($$ 3(9"

区域 "$1F年 "$19年
采矿 中制 高制 普服 高服 采矿 中制 高制 普服 高服

京津区域 :(<F !(2< F(<! 3(<1 1:(1F 9("! 1(2$ F("F 9(!3 12(:"

北部沿海 2(!3 19(1! 1"(3F 1F(<1 9(2< 1$(39 1<(11 2(!< 1$(:F 3(F3

东北区域 1$(19 9(!" 3(<3 1$($: 9(9$ 1$($$ 9(19 <(!$ 11(12 F("1

东部沿海 $(!3 2(3" !1(<1 12(<" "<(!: $(F9 1"(FF !1(99 ""($9 !!(3<

南部沿海 !(<9 2(19 <(:< 2(1! 9($9 "(<1 11(93 1:(!: 1$($: :(3"

中部区域 ""(<2 "<(F: "1(F3 "$($3 19(11 "9(1F !$(<2 12(1$ "1(<3 1F("9

西南区域 1$($" <(<1 9(3< <(1: <(11 2(F< 9(": 9(12 2($1 2(F9

西北区域 !<(:< 1F(:: F(1" 1$(12 2(F: !1(22 1$(!3 :(39 <($$ F(3<

标准差 11(3: 9("F <(<: :(2F 3(<F 1$(:9 <(": <(F9 F(F2 2(:"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9("$1"("$1F("$19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构建省域以及产业层面的国际循环(省

际循环和省内循环的分解框架#进而分析为满足国内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而在生产环节上所形成的循环
格局#研究发现%!1"从省域需求的循环格局来看#各省域生产所需的增加值大多源自国内#特别是本省
的增加值对省域生产的支持最大#相比而言#沿海区域在生产时对国外的增加值需求较大$!""从产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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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循环格局来看#各产业的省内循环均占主体地位#并表现出利用国内分工!特别是省际分工"替代国
际分工的趋势#但在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矿产能源领域存在被'卡脖子)和断供的安全隐患$!!"从省域供
给的国内循环格局来看#各省域均表现出省内循环占比较高的特征$!:"从省域供给省内循环的形成来
看#向需求市场靠拢的生产布局导致了本省需求驱动省内生产资源整合的省内循环模式#政府消费需求
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最高#电热燃水生产供应及建筑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驱动省内循环形成
的偏向性较高#而采矿业和制造业驱动省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较高$!F"从增加值的省际循环网络结构
来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和安徽处于省际循环网络的核心位置#并初步形成了优势
互补(互利互惠的格局&

根据上述结论#面对'卡脖子)和断供难题#除了要加强自主创新外#还应通过加强省际循环来积极
应对国际经济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带来的风险& 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启示%第一#应高度重视在
高技术制造业等领域被'卡脖子)的问题#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要制定和完善核心技术清单#

进一步明确优先突破的关键技术领域#加大对核心技术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投入力度#并始终坚
持自主创新#将技术做到底$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鼓励(支持企业构建产品开发平台#激发企
业的创新活力!路风#"$1<#"$12"

*"2;!$+

& 第二#在矿产能源领域需进一步推进'开源节流)& 推动能源利
用向低碳化(智能化转型#加大对太阳能(风能(氢能等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改善能源利用结构$提高矿产
能源开采和生产技术#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用#改进生产流程及工艺#转变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提高
资源的利用效率& 第三#推动各省份从自我的小循环中走出来#融入区域的大循环中#以凝聚更强大的
区域发展合力#构建更高水平国内大循环& 一方面#不仅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倾向#还要积极发挥政府
'看得见的手)在助推省际循环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也要遵循市场
规律#不仅要立足于自身优势产业打造和强化本地发展优势#更要基于生产资源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
需要寻求与其他地区的高效协作& 第四#更高水平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不在于'一枝独秀)#而在于形成
'千帆并进#百舸争流)的局面& 促进区域的产业协同与协调发展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丁晓强等#"$"1"

*:+

#并从全国总体上优化产业布局$同时#要发挥循环网络核心节点的引领与带动作
用#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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