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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重庆市为例#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内#利用最新出版的 !@@C 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通过计算

得到重庆市旅游业的投入结构%产出结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并以此对重庆市旅游业的产业关联作

了全面的定量分析#为重庆市(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

关键词!旅游业$投入产出$产业关联$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h!!G 文献标志码! J

重庆市地处西南#旅游资源丰富, !@@# 年全市旅游人数达 B @AC%CA 万人次#其中入境旅游者 #!%GH 万

人次#国内旅游者 # HB#%G!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G@A%A! 亿元人民币#其中旅游外汇收入 !%BF 亿美元, 旅游

产业在较大程度上带动了重庆市经济的发展, 市政府在/十一五0规划中明确指出重庆市旅游业的发展目

标为/把旅游业发展成为我市的支柱产业#把重庆建设成为中国旅游强市+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重要

的旅游客源地#为 !@!@ 年建成长江上游旅游中心奠定基础0,

此处利用最新公布的 !@@C 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结构+产出结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等

指标#对重庆市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做系统研究#并为重庆市旅游业未来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A(重庆市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及波及效应分析

A%A(数据的来源和解释

利用1!@@C 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2AFF 个产业部门的数据#其中对于旅游业的分类参照1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2!V6n3FC#F3!@@!"中的标准#旅游业即旅行社的活动#指为社会各界提供商务+组团和散客旅游的服

务, 包括向顾客提供咨询+旅游计划和建议+日程安排+导游+食宿和交通等服务$A%

,

A%!(旅游业产业关联分析

A%!%A(投入结构

在产业关联分析中#投入结构是指某个产业部门为了生产和发展而消耗的其他和自身产业部门的服务

和产品的结构, 它的结果反映出这个产业部门和其他各个产业部门在经济技术上的联系, 在投入产出分

析框架内#主要通过各个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来反映#也就是从投入产出表中的列上进行

分析,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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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中U代表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J代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代表单位矩阵,



根据 !@@C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重庆市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系数!表 A"!此处截取了

排名在前 A@ 名的产业"&

表 A(重庆市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消耗系数

排名 产业部门 直接消耗系数 产业部门 完全消耗系数

A 住宿业 @%AC" #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CG !

!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A@H # 住宿业 @%AHH C

G 餐饮业 @%@HC @ 餐饮业 @%AAB A

F 保险业 @%@"G # 保险业 @%@"" #

# 公共设施管理业 @%@GH "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B! C

B 环境管理业 @%@GC F 汽车制造业 @%@F# @

C 道路运输业 @%@!# B 农业 @%@FA !

"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A! F 道路运输业 @%@F@ "

H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F C 公共设施管理业 @%@F@ @

A@ 商务服务业 @%@@F F 环境管理业 @%@GH G

((数据来源&根据1!@@C 重庆市投入产出表2计算得出

从表 A 可以看出#对于直接消耗系数而言#住宿业+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餐饮业和保险业的直接消耗系

数排名非常靠前#它们分别达到了 @%AC" ##@%A@H ##@%@HC @#@%@"G ##均超过了 @%@#, 表明住宿业+石油及

核燃料加工业+餐饮业和保险业给予旅游业的投入较多#旅游业对这些行业有很强的依赖性, 从现实情况

分析#旅游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其中住宿业代表其中的住#餐饮业代表食#而保险业和石油

及核燃料加工业涉及贯穿于旅游的整个过程,

对于完全消耗系数而言#住宿业+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餐饮业和保险业排名在前面#但排名先后有所

改变#具体情况为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为 @%!CG !#住宿业为 @%AHHC#餐饮业为 @%AAB A#保

险业为 @%@"" #, 说明从间接消耗角度分析#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的消耗也较大#表明其对旅游业的投入波

及较为广泛, 其余各个行业相对来说对旅游业影响程度也比较大, 因此要保证重庆市旅游业平稳快速的

发展#必须把较大的精力放在发展这些产业上去,

A%!%!(产出结构

在产业关联分析中#产出结构是指某产业投入货物和服务到全社会其他和自身产业中的结构, 它的结

果反映出这个产业部门的流向和输出结构#从而可以分析出与该产业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的产业情况, 在

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内#主要利用各个部门的分配系数来反映#也就是从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上进行分析, 其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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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

/G

代表分配系数#!

/G

代表第 /部门提供给第 G部

门最终使用的货物或服务#M

/

代表第 /部门的总

产出,

根据 !@@C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重庆市旅游产

业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分配系数!表 !"!此处截取

了排名在前 A@ 名的产业", 可以看出#分配系数较

高的是汽车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玻璃及玻璃制品制

造业和钢压延加工业#它们分别达到了 @%@@G !#@%

@@! B#@%@@A C#@%@@A B, 这些行业都属于第二产业

的范畴#表明重庆市旅游业的产品和服务大部分都

投入到第二产业中去#说明重庆市旅游业的发展会

较大程度上带动第二产业水平的提高#这与重庆市

表 !(重庆市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分配系数

排名 产业 分配系数

A 汽车制造业 @%@@G !

! 家具制造业 @%@@! B

G 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 @%@@A C

F 钢压延加工业 @%@@A B

#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A #

B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A #

C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A F

"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 @%@@A F

H 医药制造业 @%@@A G

A@ 塑料制品业 @%@@A !

(数据来源&根据1!@@C 重庆市投入产出表2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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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工业化城市的现状相符, 由于工业的提高将会带动国内生产总值较快速度的提高#因此大力发展旅

游业#将会带动这些行业产值的提高#极大地提高这些产业的发展#并以此带动重庆市整体经济发展,

A%G(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

A%G%A(感应度系数

((感应度系数反映的是当全社会增加了一个单位

的最终使用时#某产业部门因此而受到的感应程度#

也可以理解为其他产业的变动对本产业的波及影

响, 用该指标可以反映产业的前向关联,

其判断标准为&当某一产业部门感应度系数大

于 A 时#表明该产业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全社

会平均感应水平#反之亦然, 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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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为感应度系数#

6

X

/G

为完全消耗系数,

根据 !@@C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计算感应度系数

排名情况!表 G"!此处截取了排名在前 A@名的产业"&

表 G(感应度系数

排名 产业 感应度系数

A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AH "

!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F%"F# #

G 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F%G"C F

F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 F%G!# B

#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F%AAA A

B 农业 G%CFB C

C 钢压延加工业 G%!"C H

" 汽车制造业 !%H#" H

H 零售业 !%B#! A

A@ 银行业 !%#H@ H

((数据来源&根据1!@@C 重庆市投入产出表2计算得出

((从表 G 中可以看出#感应度较大的产业部门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

冶炼及合金制造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和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这几个部门的感应度系数为 #%!AH "#F%

"F# ##F%G"C F#F%G!# B 和 F%AAA A#它们均大于 A#表明这些产业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远高于全社会平均

感应水平#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而重庆市旅游业的感应度系数为 @%F@! "#其数值小于 A#表明旅游业受到的感应程度低于全社会平均

感应水平, 在 AFF 个产业中排名第 A!F#排名非常靠后, 也就是说当全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使用时#旅

游业受到的感应冲击很小,

A%G%!(影响力系数

影响力系数反映的是某产业部门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产品时#对全社会其他产业部门的需求拉动波及

程度#也可以理解为该产业对他各个产业的影响程度, 用该指标可以反映产业的后向关联,

判断标准是&当某一产业部门影响力系数大于 A 时#表明该产业部门对其他产业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

程度超过全社会平均影响水平#反之亦然, 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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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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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影响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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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全消耗系数,

根据 !@@C 年重庆市投入产出表计算影响力系数

排名!表 F#此处截取了排名在前 A@ 名的产业", 可

以看出#影响力较大的产业部门为皮革+毛皮+羽毛

!绒"及其制品业#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这几个部门的影响力

系数为 A%GHC "#A%G"B C#A%GBH A 和 A%GB# C#它们均

大于 A , 表明这些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较强的

推动作用,

表 F(影响力系数

排名 产业部门 影响力系数

A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A%GHC "

!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A%G"B C

G 汽车制造业 A%GBH A

F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A%GB# C

#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业 A%GF" @

B 电机制造业 A%GGH F

C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 A%GA! H

" 农药制造业 A%G@# C

H 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A%!H! "

A@ 建筑安装业 A%!"F B

(数据来源&根据1!@@C 重庆市投入产出表2计算得出

((而重庆市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为 @%HH" B#其数值接近于 A#表明旅游业所受到的影响波及程度与全社

会平均感应程度大体一致, 在 AFF 个产业中排名第 "G#处于中下水平, 也就是说当旅游产业变动一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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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前面几个产业部门相比不会给全社会的产业带来较大程度的影响#对全社会的推动作用较弱,

!(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的分析#提出发展重庆市旅游产业的政策建议&

!A"加大重庆市相关产业的发展, 旅游产业是一系列相关产业的综合体#按照通行的说法应该包括与

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相关联的产业,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旅游业的产业辐射性较强#在第三

产业中处于重要地位, 与旅游产业紧密相关的前项直接关联产业有住宿业+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餐饮业

和保险业#并且关联程度递减, 通过对前项产业部门的大力发展#可以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力度, 后项直

接关联产业有汽车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钢压延加工业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关联

程度递减, 通过对后项产业部门的大力发展#可以加大旅游业的产出水平, 综合可知通过对这些行业的发

展#可以较大幅度的提升旅游业的产业价值水平,

!!"继续加大重庆市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开发重庆市周边地区的旅游资源, 提高旅游

服务质量#提升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 加大旅游景点的宣传力度#大力挖掘各旅游景点的特色#建

立健全旅游行业的法律法规,

!G"继续推进陕+川+渝/西三角经济圈0的建设#打造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 重庆市可以此为平台#深

化和整合现有旅游资源#与成都和西安形成旅游互补产业, 扩宽旅游发展思路#畅通旅游通道#打造西三角

旅游生态区, 凭借三地区域经济上的集群效应#推进重庆市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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