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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重庆市为例，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其国民经济的４２部门，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中的完全关
联度分析法、方差系数分析法，并通过分析短缺部门（创新点），确定其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再结合重庆市

目前的战略地位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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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部门，又称为主导部门、主导产业。在研究发展战略时，突出的问题是要找到发展的重点对象，尤

其是采取不平衡增长模式时，投资决策的首要内容就是测定关键部门。根据《投入产出分析》的定义［１］：它

是在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为促使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协调、正常地发展，投资和政策的适度扶

持，能导致国民经济尽快地达到预定目标的部门。

针对关键部门的测定，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方法，如：Ｃｈｅｎｅｒｙ＆Ｗａｎｔａｎａｂｅ方法、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方法、加权关联
方法、初始虚拟消去法、Ｃｅｌｌａ／Ｃｌｅｍｅｎｔ测度法、Ｄｉｅ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ｄｅｎ方法等，其中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方法和初
始虚拟消去法比较常用［２］。分析方法由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方法演变而来，通过对重庆市４２个部门进行完全的关联
度分析，计算其扩散感应和扩散能力，并通过对方差系数和价值量系数［３］，以及短缺部门测算得出重庆市国

民经济关键部门，以确定重庆市未来的部门建设投资方向。

１　完全关联度分析法和方差系数分析法理论及意义

１．１　完全的关联度分析法
拉斯马森定义的扩散感应和扩散能力分别为：

扩散感应：ｂ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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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ｊ（ｊ＝１，２，…，ｎ），式中，ｂｉｊ为第ｊ部门对

第ｉ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Ａ．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将指标标准化：ｆ＝１
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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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１
ｂｉｊ，则 ｊ部门扩散能力系数为：ｆｉ＝

ｂｉｅ( )ｎ ／ｆ；扩散感应系数为：ｆｊ＝ ｂｃｊ( )ｎ ／ｆ，式中，ｎ为投入产出表中部门个数。
１．２　方差系数分析法

在现实中，有些部门和几个特定部门关系密切，ｂｉｊ值较大，但是其影响范围并不广泛，即虽有较高的扩散

能力或扩散感应，但实际的扩散能力和扩散感应并不强。因此，采用方差系数分析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一显

著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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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σｊ和σｉ分别是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中第ｊ列和第 ｉ行数据的标准差；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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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ｊ列和第ｉ行数据的平均值。
１．３　关键部门的判断依据

理论上，ｆｊ或ｆｉ＞１，且Ｄｊ或Ｄｉ相对较小（实际界限依据当时经济形势而定），就认为其为关键部门。

２　重庆市关键部门的分析

根据２００７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所提供的完全消耗系数，可得出扩散能力系数、扩散感应系数，进而计算
各自标准差、方差系数并算得价值量系数①。

２．１　利用扩散能力系数、其方差系数及其价值量系数分析重庆市关键部门
通过测算，可得到扩散能力系数超过１，即 ｆｊ＞１的部门有２０个，分别为非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服装

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品废料，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虽扩散能力系数大于

１，但是由于一些部门的影响程度只涉及局部几个行业，并非对整个行业都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利用２００７
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所提供的完全消耗系数，在ｆｊ＞１的前提下，进一步提炼重庆市的关键部门。综合对以
上ｆｊ＞１的２０个部门进行完全消耗系数的观察，发现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
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各自只与相关几个部门之间的完全消耗系数较大，故不能作为关键部门。结合价值量系数Ｗｊ，取Ｗｊ大于
０．６６４８３３来判断关键部门。所以根据扩散能力系数分析重庆市的关键部门有８个：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
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废品废料，建筑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

２．２　利用扩散感应系数、其方差系数及其价值量系数分析重庆市关键部门
在测算结果中，取扩散感应系数ｆｉ＞１，则可得符合条件的部门有１３个，分别是：农业，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

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同理由于一些部门的影响程度只涉及局部几个行

业，并非对整个行业都具有较大影响。因此，需利用２００７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所提供的完全消耗系数，在
ｆｊ＞１的前提下，进一步提炼重庆市的关键部门。通过对ｆｊ＞１的１３个部门完全消耗系数的观察，发现农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结合价值量系数Ｗｉ，取Ｗｉ大于０．７１９４１９来判断关键部门。所以根据扩
散感应系数分析重庆市的关键部门有６个：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

２．３　通过国民经济短缺部门定义其关键部门
仅仅用关联度来解释关键部门的涵义是不完善的，那些具有最快发展速度的、与关键部门联系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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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有进口替代最大潜力的产业部门，很可能就那些非关联度定义上的关键部门，即短缺部门［４］。因此，分

析一个地区的经济短缺部门尤为重要。据以往文献：张爱龙［５］根据１９９７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通过产业供
需差率测算得出其短缺部门；赵竞飞，张严［６］通过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测算计算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

给差额以确定产品缺额。定义短缺部门从两方面解释：需求过量或生产能力不足。

（１）利用２００７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核算各部门供需缺口。投入产出核算所指总供给和总需求是指已
实现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投入产出平衡关系有：Ｘｕ＋Ｃ＋Ｇ＋Ｉ＋Ｏ＋Ｑ＝Ｑｄ；Ｘｉ＋Ｗ＋Ｔ＋Ｄ＋Ｓ＋Ｅ＝Ｑｓ（注：
Ｘｕ为中间使用，Ｃ为居民消费，Ｇ为政府消费，Ｉ为资本形成，Ｏ为流出，Ｑ为其他，Ｘｉ为中间投入，Ｗ为劳动
者报酬，Ｔ为生产税净额，Ｄ为固定资产折旧，Ｓ为营业盈余，Ｅ为流出，Ｑｄ为需求，Ｑｓ为供给。）

供求均衡时有：Ｑｄ＝Ｑｓ；当部门Ｑｄ和Ｑｓ数值出现不一致时，则会出现供需缺口。
利用２００７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重庆市的总供给为１５７６２７０４１．９８万元，其中重庆本市的供给量为

１１０６００２７６．１２万元，占总供给的７０．１７％，市外供给（即流入）为４７０２６７６５．８６万元，占总供给的２９．８３％；
重庆市的总需求为 １５７６２７０４１．９８万元，其中重庆本市的需求量为 １１８９３００１４．２万元，占总需求的
７５．４５％，市外需求（即流出）为３８６９７０２７．８０万元，占总需求的２４．５５％。

通过测算，在２００７年重庆市的４２个部门中，有３４个部门出现重庆供给大于重庆需求的情况，分别是：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０），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５４８０３８．５４），金属矿采选业（－１０８６８４８．８３），非金属
矿采选业（－７７４４１７．１０），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１４１８１３２．２４），纺织业（－３２３８４１．８９），服装皮革羽绒及
其制品业（－２５９５３７．６９），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２４８０７３．８９），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３９８８６５．０６），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１１６７４８４．３１），化学工业（－１２８９２６８．５８），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１３７７９７６．６７），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３０３３７４７．４５），金属制品业（－５６００７４．５８），通用、专用设备
制造业（－１９６８０２０．８４），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１０１３１８８．０２），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２８９４６４．１３），废品废料（－４９５０４．２６），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１５５７５４１．５２），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７３００．２８），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１３１９０８．３１），交通运输及仓储业（－６０１４３２．８７），住宿和餐饮业
（－２７３８０７．７７），金融保险业（－５１７０５９．０２），房地产业（－７６２６９８７．５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４２２９６３．８８），
科学研究事业（－２７９２５２．４１），综合技术服务业（－２０１７６４．８４），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２２２０６１．３０），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２６６８７３．０５），教育事业（－１２７７６７８．３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
（－１５２６８２８．１３），文化、体育和娱乐业（－２１７６５４．２１），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１８２０５５０．４９）。

对于供小于求的部门应结合感应度系数一起判断部门是否出现瓶颈（从理论上讲，感应度大于１才能
判断）。供小于求的现象表明该部门处于繁荣期，没有剩余的生产能力。若生产能力充分运用，此时生产能

力成为限制生产规模的主要力量，各个部门不能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主要是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投入品（也就

是通常所说出现的瓶颈问题）。利用２００７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的感应度系数，得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年重庆市４２部门中供小于求的部门

部　门 供需差额／万元 感应度系数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０ ２．０９４１４３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３９８８６５．０６ １．３６１４５６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１６７４８４．３１ １．４４６７８７

化学工业 －１２８９２６８．５８ ２．９２５３１０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３０３３７４７．４５ ３．３９１６３２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９６８０２０．８４ １．３２１９３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０１３１８８．０２ １．５３５０１０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５５７５４１．５２ １．７８６５５４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６０１４３２．８７ １．６４７３０９

金融保险业 －５１７０５９．０２ １．２９９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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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考虑部门产品在地区间流动时是否短缺。从表１得到的部门，可以分为相对短缺部门和绝对短缺
部门。相对短缺部门即虽在供需差额和感应度系数都满足短缺部门的条件下，其短缺的产品可通过地区间

的流动到达平衡；绝对短缺部门为在供需差额和感应度系数都满足短缺部门的条件下，其短缺的产品不能

通过地区间的流动到达平衡考虑到地区之间某些部门会通过地区间的流动达到平衡。在确定地区间的短

缺部门时，一般采用绝对短缺部门。

对表１中的部门进行分析，判断其产品是否可以在地区间进行自由流动。可得：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造
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

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可以通过地区间流动达

到平衡，为相对短缺部门，因此这些部门不能作为短缺部门。

综合以上，则实际的短缺部门为：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金融保险业。

（３）综合分析结果。根据以上对２００７年重庆市关键部门的分析，可得２００７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关键部
门有１３个，其中第二产业的比例为６１．５４％，第三产业的比例为３８．４６％，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７年重庆市关键部门产业分类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科学研究事业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废品废料 金融保险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３　政策建议

针对重庆市目前所处的经济状况及其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地位———中国西部的经济文化中心，再结合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认为：重庆市目前应先稳定以前的经济发展成果，在未来前期，重庆的发展要在

巩固第二产业的基础之上，大力扶持发展第三产业，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经济成果来大力扶持第一产

业；后期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落后与产能过剩且竞争力不强的第二产业里的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

业，寻找第三产业中能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和就业的部门并加以投资扶持，尤其是低碳部门。重庆市目前正

建设两江新区、西永综合保税区，且国家成面上的成渝经济区即将获批，设立主要的建设部门应考虑这一系

列的高端政策。考虑到重庆的具体状况，建议应该大力发展以下部门：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科学研究事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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