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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消费需求作为最终需求，在经济总量中占主导地位，对经济增长具
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运用投入产出法对重庆市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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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近些年的热点问题，以

往研究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都侧重于用传统的因果检验，协整检验方法或者通过 Ｎ步列表中的联合
概率和独立、相等与否以及交叉相关系数法，以此反映两者之间的波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１］；又或

者通过寻找城乡居民消费与ＧＤＰ增长建立回归模型来反映二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差异。此处采用投入产
出法，通过建立投入产出的模型，就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行分析。

１　建立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分析法是反映经济系统各部分（如各部门、行业、产品）之间的投入与产出间的数量依存关系，

并用于经济分析、政策模拟、经济预测、计划制定和经济控制等的数量分析方法［２］。

根据投入产出表在行方向上的基本平衡关系，用数学形式表示为：


ｎ

ｊ＝１
Ｘｉｊ＋Ｙｉ＝Ｘｉ（ｉ，ｊ＝１，２，…，ｎ） （１）

　　引入作为参数的直接消耗系数，可将式（１）写为：


ｎ

ｊ－１
ａｉｊＸｉｊ＋Ｙｉ＝Ｘｉ（ｉ，ｊ＝１，２，…，ｎ） （２）

　　用矩阵形式表达为：ＡＸ＋Ｙ＝Ｘ，进行数学变换得到：Ｘ＝（Ｉ－Ａ）－１Ｙ，即为投入产出的行模型。进一步可
推导出下式：

ΔＸ＝（Ｉ－Ａ）－１ΔＹ （３）
其中，ΔＹ，ΔＸ分别表示Ｙ的变动值和相应的Ｘ的变动值。利用式（３）可以根据Ｙ的变动来预测Ｘ的改变。

针对此处具体情况，建立投入产出分析模型的具体步骤如下：１）根据各部门消费额所占比重计算各部
门产品的各项需求量，即最终产品增加量Δｙ；２）根据完全需求系数矩阵和各部门所需增加的最终产品计算
各部门所需生产的总产品Δｘ；３）应用直接消耗系数与各部门所需生产的总产品，根据公式计算中间投入流
量表。



２　重庆市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２．１　农村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投入产出原理及建模步骤，利用重庆市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农村居民消费１０００亿

元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部影响。

由重庆市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可以看到，重庆市农村居民最终消费额为４１４．５４亿元。由于投入产出表
中共有４２个部门，为便于分析，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４２部门合并成１４部门来计算，各部门产品
的消费量和消费构成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年农村居民消费产品的部门构成（重庆市）

部门名称 消费额（亿元） 所占比重

农业 ８０．７１４８ １９．６４％
采矿业 ７．２０９４ １．７５％
制造业 １７２．４７４３ ４１．９８％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９．１８９４ ２．２４％
建筑业 ０．９６５４ ０．２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９．０７０２ ２．２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１３．７５７４ ３．３５％
商贸流通业 ２６．１１８０ ６．３６％
金融保险房地产 ３８．３２６７ ９．３３％
租赁和商品服务业 ０．３７３８ ０．０９％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７．３６５５ １．７９％
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４．３７２２ ５．９３％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０．９４２１ ５．１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总计 ４１０．８７９０ １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７年重庆市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

可以看出，在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中，所占比重较大的 ３个部门依次为：制造业（４１．９８％）、农业
（１９．６４％）、金融保险房地产（９．３３％），而对其他部门产品的消费比例较低。农村居民对农业部门和制造业
的产品消费需求最大，说明农村居民对传统的农业部门依赖性仍比较强，对于制造业产品需求比较大，对其

他商品性消费依赖程度较弱。

根据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计算公式可得出，重庆市农村居民每实现１０００亿元的最终消费，将
总共带动国民经济增加２４５１．６８亿元。重庆市农村居民每实现１０００亿元的最终消费，将使农业部门产生
１９６．４４亿元的直接需求，为此扩大间接需求９４．５０亿元，其中农业部门投入４５．４５亿元，制造业部门投入
２６．３０亿元；将使制造业部门产生４１９．７７亿元的直接需求，从而扩大间接需求９８４．６７亿元，其中农业部门
投入３４．６３亿元，制造业部门投入７５０．２０亿元；依次类推，农村居民每消费１０００亿元，将对国民经济产生
２４５１．６８亿元的总需求，１４５１．６８亿元的间接需求，从而使制造业部门增加产出９２０．４１亿元，采矿业增加产
出１２９．７８亿元，商贸流通业增加９２．７４亿元，农业部门产出增加８９．５０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５６．５７亿元，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增加产出４０．３９亿元等。可见，农村居民消费对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的
拉动作用最强，对商贸流通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商贸流通业、金融

保险房地产业拉动作用较强，而对其他部门拉动作用相对较弱。

４６３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２８卷



表２　农村居民消费１０００亿元需国民经济各部门增加的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表

直接需求　　　　
间接需求

农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

农村居民消费１０００亿元 １９６．４４ １７．５５ ４１９．７７ ２２．３７ ２．３５ ２２．０８ ３３．４８
农业 ４５．４５ ０．６７ ３４．６３ 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６７ ０．００
采矿业 ０．００ ３３．００ ７８．８３ １６．７１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０
制造业 ２６．３０ ２２．１４ ７５０．２０ ６．１４ ３．１５ １９．０４ １１．４２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００ ９．４３ ２６．０６ １６．７４ ０．３７ ０．６６ ０．９０
建筑业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５２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１ ６．７２ ２５．３９ ２．５６ ０．２２ ３．７２ ０．２８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０．００ ０．３６ １．３１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２７ ０．８８
商贸流通业 ２１．５３ １．８３ ４０．３６ ０．７１ ０．１５ １．８５ １．１３
金融保险房地产 ０．００ １．３３ １０．３７ ４．７６ ０．１０ ６．４４ ０．５６
租赁和商品服务业 ０．００ ０．２６ ８．６７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２６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０．００ ０．２２ ３．１９ ３．７５ ０．３０ １．１５ ０．３７
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００ ０．４０ ０．８８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１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００ ０．９４ ４．２７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投入总计 ９４．５０ ７７．４３ ９８４．６７ ５２．９４ ４．６１ ３６．８０ １５．９０

　续表

直接需求　　　　
间接需求

商贸流

通业

金融

保险

房地产

租赁和

商品

服务业

科学研

究和技

术服务

教育、文化、

体育和

娱乐业

卫生、社会

保障和社

会福利业

公共管

理和社

会组织

产出

合计

农村居民消费１０００亿元 ６３．５７ ９３．２８ ０．９１ １７．９３ ５９．３２ ５０．９７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农业 ５．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９．５０
采矿业 ０．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１２９．７８
制造业 ２４．８１ １３．７１ ２．５０ ９．３３ ８．８３ ２２．８０ ０．０５ ９２０．４１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２５ １．８３ ０．３２ ０．５２ ２．２２ ０．８７ ０．０１ ６３．２０
建筑业 １．２２ ０．４２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００ ３．７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８．３１ ２．５６ １．６３ ０．７５ ２．８８ ０．３１ ０．０１ ５６．５７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０．２５ ２．６２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９３ ０．３０ ０．０１ ７．４９
商贸流通业 ９．９６ ６．２９ １．９８ １．５３ ３．１３ ２．２４ ０．０５ ９２．７４
金融保险房地产 ５．２３ ３．０８ ４．４７ ０．９６ ２．８５ ０．１９ ０．０５ ４０．３９
租赁和商品服务业 １．９２ ４．８６ ０．８７ ０．１６ ０．７８ ０．０７ ０．００ １８．４０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５．２６ ０．５７ ０．７８ ０．３４ ０．６１ 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６．８５
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８８ ０．９０ ０．３９ ０．２６ ０．７２ ０．３１ ０．０１ ５．２１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５５ ０．１３ ０．００ ６．９５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２２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５
投入总计 ６７．２９ ３６．８３ １３．１６ １５．０５ ２３．９２ ２７．９１ ０．２１ １４５１．６８

２．２　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与上述农村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直接和间接消耗的需求计算同理，可得出城镇居民消费对国民

经济各部门直接和间接消耗的需求，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将不再一一列出。由计算结果可知，重庆市城镇居

民每实现１０００亿元的最终消费，将使农业部门产生１０３．０６亿元的直接需求，为此扩大间接需求５９．８９亿
元，其中农业部门投入２８．８０亿元，制造业部门投入１６．６７亿元；将使制造业部门产生４６１．０３亿元的直接需
求，为此扩大１０８０．３５亿元的间接需求，其中农业部门投入３７．９９亿元，制造业部门投入８２３．０９亿元；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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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推，城镇居民每消费１０００亿元，将对国民经济产生２５８９．２２亿元的总需求，１５８９．２２亿元的间接需求，从
而使制造业部门增加产出１００９．３８亿元，采矿业增加产出１４７．１７亿元，商贸流通业增加９２．９２亿元，农业部
门产出增加７８．１６亿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产出７７．２９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产出增加６４．７６亿元，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增加５１．９３亿元等等。可见，城镇居民消费对制造业、采矿业的拉
动、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最强，对农业部门、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保

险房地产业等拉动作用较强，而对其他部门拉动作用相对较弱。即城镇居民消费对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最

大，从而可以通过改变第二产业来优化产业结构。

３　重庆市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各部门对比分析

通过对重庆市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可知，重庆市农村居民每增加消费１０００
个亿，将带动国民经济增加总产出２４５１．５４个亿，而城镇居民消费每增加１０００个亿带动的国民经济总产出
２５８９．２２个亿。将农村居民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状况以及人均拉动状况进行综合比较
（表３）。

表３　农村与城镇的消费结构对比表

部门
农村最终

产出／万元
人均拉动

／万元
城镇最终

产出／万元
人均拉动

／万元
拉动

指数比

农业 ８９５０４５．７５ ６１５．３０ ７８１６１３．７５ ５７４．１５ １．０７
采矿业 １２９７７６０．６３ ８９２．１５ １４７１６６６．６７ １０８１．０３ ０．８３
制造业 ９２０４１０６．２９ ６３２７．３７ １００９３７６２．６８ ７４１４．５２ ０．８５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３１９６６．０６ ４３４．４５ ７７２８９２．８８ ５６７．７４ ０．７７
建筑业 ３７４３９．４９ ２５．７４ ４１７１９．６７ ３０．６５ ０．８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６５７０７．５１ ３８８．９０ ６４７６２９．８７ ４７５．７３ ０．８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７４８５８．９８ ５１．４６ ７６３３７．７９ ５６．０８ ０．９２
商贸流通业 ９２７３６７．３７ ６３７．５２ ９２９２１１．２５ ６８２．５７ ０．９３
金融保险房地产 ４０３８９８．８５ ２７７．６６ ５１９２９０．４６ ３８１．４５ ０．７３
租赁和商品服务业 １８４０４４．７８ １２６．５２ １８８０２０．１５ １３８．１１ ０．９２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１６８５２７．９６ １１５．８５ ２２２４９５．６７ １６３．４４ ０．７１
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２０６０．５７ ３５．７９ ５９７４５．２５ ４３．８９ ０．８２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６９４８９．３５ ４７．７７ ８０９４２．９９ ５９．４６ ０．８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４５２７．３３ ３．１１ ６８６７．０９ ５．０４ ０．６２
总计 １４５１６８００．００ ９９７９．５８ １５８９２１９６．１７ １１６７３．８５ ０．８５

　　　　数据来源：２００７年重庆投入产出表和２００８年重庆统计年鉴。

由表３可以看出，在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额相同的前提下，各自消费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拉动状况却
不相同，这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消费结构的差异造成的。

农村居民消费对农业部门的拉动指数比为１．０７，说明农村居民对农业部门的依赖较城镇居民更强烈一
些。拉动指数比中最小的几个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０．６２，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０．７１，以
及金融保险房地产０．７３，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及供应０．７７。说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最显著的差异在
于这几个部门，农村居民对第三产业的消费力度还远远不够。而其他部门的消费指数比大都在０．８以上，说
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差异并不十分显著，只是存在消费能力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商贸流通业与

商品与租赁业分别拉动指数比分别为０．９３与０．９２，说明重庆市的农村流动业是相对发达的，与城乡一体化
的进程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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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全国居民消费与重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差异对比

用相同方法利用２００７年全国投入产出表中４２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全国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
献值，再通过使用ＳＰＳＳ软件对全国和重庆的拉动指数比进行描述统计得到以下数据，见表４。
　　以上数据显示全国拉动指数比的平均值为０．７６０５，
而重庆的拉动指数比平均值为０．８３２０。这说明重庆
的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差距要小于

全国。全国拉动指数比的标准差为０．５６０７，重庆拉
动指数比的标准差为０．１０６１８．这就说明在重庆城乡
居民在各个部门的拉动能力较全国来说有显著的差

异。例如重庆的农业部门拉动指数比为１．０７，而公共
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却仅为０．６２．

表４　全国和重庆的拉动指数比比较表

全国拉动指数比 重庆拉动指数比

平均值 ０．７６０５ ０．８３２０
标准差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２７４
标准偏离 ０．０５６１ ０．１０６２
变量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１１０
最小值 ０．６２００ ０．６２００
最大值 ０．８９００ １．０７００

５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比重庆市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得出重庆城乡消费是存在明显的二元差异的。

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上的消费能力较城镇强些，城镇居民主要的消费能力体现在第二产业。在第三产业上

城乡居民均稍显不足，以城镇居民略强。今后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缩小城乡消费差异。

通过全国与重庆的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做比较可以得出重庆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差异小于全国水平。换言之，即重庆的城乡消费差异要比全国小。但是重庆城乡居民在各部门的消费差异

还是比较明显的。正是由于部门发展速度不平衡，才导致了速度快的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

所起的作用相应增强。如果各部门以相同的速度发展，则各部门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应该是相

同的［３］。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应该侧重调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城乡

消费差异。在投资和政策方面要对农村有所倾斜，以提高农村的消费能力以及对经济的拉动能力，缩小城

乡之间的部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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