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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上海经济发展动力的结构分解研究 

【摘 要】：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经济部门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首先从产业关联角度考察了上海各产业之间的

情况，然后利用结构分解方法对地区内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解，得到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影响模型。结合上海市 2002

年和 2007 年投入产出数据，分析转型时期最终消费、投资、调入进口、调出、出口、技术的变化对不同产业和不

同部门的产出变化的影响，进而考察它们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这段时期上海经济主要依

靠调出、出口的推动，技术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设备制造和信息软件等产

业增长很快。本文结合得出的结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对上海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并为上海

市经济进一步转型发展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经济转型，转型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发展，产业经济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市经济逐渐步入转型时期，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在此阶段，上海市经济依然以一个较高的速度

发展，2008 年之前年均 GDP 增长率超过 10%。是什么因素支持了上海转型期经济的高增长，理论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提出了

各种解释，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索洛（Sofow，1956）认为资本累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而以

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及克莱默（Kremer，1993）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资本

的边际报酬不再递减，从而使经济在长期内持续增长。但是以上的理论均难以准确描述各产业部门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里昂惕

夫建立的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结构分解方法（SDA）突破了以上理论的方法论上的局限性。结构分解方法是以投入产出分析中的

一些恒等式为基础，通过对两个期间表中产出或相应变量进行比较，并将所分析对象的变动分解为几个基本因素的变动，从而

清晰地追溯到分析对象变动的根源及各基本因素对分析对象变动的影响程度（其中既包含直接影响，也包含间接影响），本文

试图运用该方法来阐明转型时期上海经济发展动力因素。 

二、理论模型 

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社会经济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数量关系的一种方法，其基本模型为： 

X=AX＋Y（1） 

其中 X为总产出，A为直接消耗系数，AX为中间使用，Y为最终使用。影响力系数为：   

 

其中 bij为列昂惕夫逆矩阵，影响力系数的经济意义是某一产业部门最终产品增加一单位时对经济中各个部门所造成的生产

需求影响程度，当αj<1时，代表该产业对经济各部门的影响程度小于社会的平均影响力水平，反之亦然，感应度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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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济意义为当经济中各部门均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品时，该部门所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 

结合地区投入产出表，（1）式变形为： 

X=AX＋W＋H＋F＋E－Q－M（4） 

Q=q（AX＋W＋H）（5） 

M=m（AX＋W＋H）（6） 

其中 W 为最终消费，H 为投资，F 为调出，E 为出口，Q 为调入，M 为进口，q、m 分别为调入系数（调入某产品占该地区实

际使用该产品总量的比重）和进口系数（进口某产品占该地区实际使用该产品总量的比重）。把（5）和（6）代入（4）式得： 

X=AX＋W＋H＋F＋E－q（AX＋W＋H）－m（4X＋W＋H）（7） 

变形得： 

（I－αA）X=α（W＋H）＋F＋E（8） 

其中α=I－q－m，I为单位矩阵，令 R=（I－αA）
－1
，R表示地区内自产产品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则（8）式可变为： 

X=R[α（W＋H）＋F＋E]（9） 

对（9）进行结构分解得：   

 

 

（10）式等号右边第一项 K1=R2α2△W表示最终消费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第二项 K2=R2α2ΔH表示投资变化对各部

门产出变化的影响，第三项 K3=R2△α（W1＋H1）表示调入及进口替代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第四项 K4=R2△F表示调出变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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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第五项 K5=R2△E 表示出口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第六项 K6=ΔR[α1（W1＋H1）＋F1＋E1]表示技

术变化对各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初期，上海经济逐渐进入转型阶段，本文以 2002 年投入产出数据代表转型初期上海经济状况，以 2007 年的投

入产出数据为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代表，首先进行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分析，研究转型时期上海的产业关联特征，其次

通过对二者进行结构分解分析，计算最终消费、投资、调入进口、调出、出口、技术的变化对产出变化的影响，进而分析转型

时期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 

三、影响力系数及感应度系数分析 

在进行数据分析时，2002 年和 2007 年的投入产出表分别为 42 个产业部门及 122 个产业部门，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对相关

产业部门进行了归类合并，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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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力系数分析 

通过表 1 可以看到：上海市 2002 年影响力系数大于 1 的产业有 14 个，其中大于 1.2 的产业有 6 个，具体是计算机通信及

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纺织及服装业和木材

加工造纸文教用品业，它们均以制造业为主，且其他大于 1的产业部门中超过一半是制造业部门。和 2002 年相比，2007年影响

力系数大于 1.2 的产业部门总数减少了 1 个，但大于 1 的产业部门总数增加了两个；且非制造业产业部门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大于 1的部门由 2002年的 3个增加到 5个。 

从变化率来看，产业影响力上升较快的部门有三个，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特别

是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影响力系数由 1.29 上升到 1.54，增幅达 24.39%，其基期和报告期的影响力系数及增幅均居

各产业部门首位，说明在考察期内该产业在上海市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影响力更加突出。而产业影响力

下降的部门一共有 14个，其中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旅游业、纺织及服装业和农业这四个部门的影响力下降最快，降幅均超

过 10%，且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和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均下降到 1以下，即这两个产业的需求增加一单位而社会总产出增加不

足一单位。 

综上所述，从影响力系数的角度分析，转型阶段上海市产业结构合理化逐步加强，在保持制造业部门较大影响力的情况下，

非制造业部门的影响力也有较大的增长；另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转变明显，突出表现在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影响力下降，而

以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型产业部门影响力逐步扩大。 

2.感应度系数分析 

感应度系数也叫推动力系数，指某一产业增加一单位产品时，对整个经济其他部门的推动作用。由表 1 可得，2002 年感应

度系数大于 1的产业部门有 9个，其中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采矿业、金融业的感应系数均大于 1.5，而金属冶炼及制品、化学

工业更是超过了 2.4，即当其他产业部门各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品时，这两个产业部门分别需要增加超过 2.4 个产品。2007 年感

应度系数大于 1的部门超过了 11个，金属冶炼及制品、化学工业依然是感应度系数最大的两个部门。 

从动态上看，转型时期上海超过 2/3 的产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都在下降，下降最明显的产业部门是木材加工家具造纸及文

教用品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分别为 50%和 37%；但是应该看出大部分部门下降的比例并不明显，都在 10%左右。另外，感

应度系数上升最大的产业是信息计算机服务软件业与租赁商务服务业，分别达到了 113.0%和 84.47%。 

3.影响力和感应度联合分析 

从影响力系数方差（表 2）可以看出，2002年和 2007年的影响力系数变化比较稳定，上升比例和下降比例变化不大，特别

是结合第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影响力的下降与新兴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上升可以得到：从产业影响力来看，上海市在转型时期

的产业关联契合度逐渐变好，经济支柱产业逐渐向新兴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经济结构调整较好。但是感应度系数方差变化

较大，说明这转型时期产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起伏较为明显，造成感应度大起大落的原因一般有两个：一是基期时期上海市的

产业结构不合理，在产业转型时期需要大幅调整产业结构，我们称为优化效应；二是转型发展方向不明确、不科学，使得报告

期各产业部门的感应度不稳定，称为迷茫效应。在对基期和报告期的感应度系数中，感应度大幅下降的主要是传统产业等与上

海经济发展方向契合度不高的产业，而上海市鼓励发展的产业部门的感应度普遍处于上升势态；因此，可以得出上海市产业感

应度大幅变化的主要是由优化效应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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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第一产业、传统制造业中的轻工业制造业与各产业部门的关联程度逐步降低，虽然传统制

造业中的重工业制造业的影响力依然大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整体呈下降态势；新兴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出带动作用明显上

升，在上海市的经济地位显著提高，有逐步赶超传统重工业制造业的趋势。从总体上看，上海市各产业协调发展，关联程度良

好，各项产业转型措施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但是也要看到部分产业部门的发展不合预期，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与上海的金融中

心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四、SDA 模型实证分析 

1.三次产业分析 

从总体上看，在转型时期，上海三次产业的发展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较小，第二产业稳步发展，但在产业中比重逐渐下降，

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比重逐步上升，逐渐呈现和第二产业齐头并进态势。下面通过投入产出方法具体分析上海三次产业的内部

结构变动趋势和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状况，从而充分了解上海的总体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同时也对上海各产业的投

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得出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协调性，进一步促进上海经济的发展。 

从表 3 中可得，首先，第二产业发展迅猛，增加值占总产出增加值的一半以上，第三产业的产出也有较快增长，而第一产

业发展缓慢，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尚不足 1%，因此，转型时期上海经济主要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各种因素

对第一产业的发展作用较大，其中最终消费和技术的变化的影响超过了 2000%，结合第一产业在上海 GDP 所占比重可知，由于上

海第一产业的产值的基数较小，因此最终消费和技术等因素的稍微变化就能导致其对第一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最后，第

二产业主要依靠调出和出口增加来推动，技术变化使得第二产业产出下降了 8.5%，最终消费、调出和出口的变化是第三产业发

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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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在转型时期上海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调出和出口拉动，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42.7%和 47.7%；而技术

变化使得各产业的消耗下降 6.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超过了 99%。 

2.分部门研究 

为进一步分析转型时期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下面分产业部门来进行研究。在进行数据分析时，2002年和 2007年的

投入产出表分别为 42 个产业部门及 122 个产业部门，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对相关产业部门进行了归类，最后整合为 16 个产业

部门。 

首先，分产业部门分析得，除采掘业外，其他产业部门在转型时期的产出增长均为正，其中重工业和设备制造业产出增长

分别占总增长额的 18.9%和 35.53%，其余产业增长在 4%左右，因此从产业部门角度来看，重工业和设备制造业是转型时期上海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表 4 中可知，重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调出、出口和投资的推动，技术变化对重工业的产出影响

为－18.6%，这表明在转型时期其他产业部门对重工业部门产品的利用率提高，导致对其需求减少。而设备制造业的外部需求富

有弹性，受调出和出口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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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不同的动力因素分析来看，调入进口和技术变化普遍降低了各部门产出的增长。农业和轻工业制造业调入进口的

替代效应显著，因此在农业和轻工业制造业方面上海对外部地区严重依赖，呈显著刚性态势。而技术的变动体现为中间投入产

出关系的变动，技术对某产业的影响为正表明总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增加了对该产业产品的投入，从

而使该产业的产出增加，反之，若技术变动对产业的影响为负，则表明总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其他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了该

产业产品的投入，对该产业产品的利用率提高，降低了中间消耗，使得经济结构逐渐优化
[1]
；采掘业、信息软件业和租赁商务业

受技术的影响为正，也就是说技术变化使得对其他部门这些产业部门使用增加，进而导致其产出增加。 

消费变动对农业、科教文卫和其他服务业推动作用最为明显，即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显著；而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受投资影响最大，分别达到了 86.4%和 49.8%。尽管消费和投资对大部分产业部门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除上述产业部门外，二者对其他产业部门作用较小，对总产出的增长影响分别为 12.1%和 11.2%，另外消费和投资构成了最

终需求，据此可得知在该时期内最终需求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为 23.3%。 

调出和出口对各产业部门的影响呈现高度相关性，二者对采掘业的影响均为负值，它们是轻工业、重工业、设备制造业、

电热水、交通邮政、信息软件、金融和租赁商务等产业部门产出变化的主力因素。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结构分解方法，考察了上海产业关联程度，计算出消费、投资、调出、出口、调入进口、技术在转型时期对上海

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解决了单一角度的定性分析经济发展的缺陷。从以上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和建议： 

首先，由产业关联度可以看出，上海产业中心逐渐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转变，并且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特别是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与信息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成为上海市主导产业之一。由此可知，上海产业转型效果较为

明显，产业结构比例调整逐步合理。因此，在进一步转型的过程中，上海要继续以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为发

展方向，提高它们对上海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 

其次，转型时期上海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主导产业依然是第二产业，交通邮政和租赁商务业发展较快，设备制造业和重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结合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发展的情况，转型时期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并不理想，主要

表现为：传统服务业仍居服务业主要地位，而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含量不高，对上海市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待提高。因此，在进

一步转型过程中，上海市服务业的发展应沿着两条主线：一是改造传统服务业，特别是物流、商贸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进

传统服务业的结构升级，更好地服务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二是积极发展现代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知识密

集的高技术服务业，引领上海经济发展的方向。 

再次，上海目前的经济模式是外向型经济，调出和出口构成了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最终需求即消费和投资的作用有

待提高。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上海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调出和出口急剧下降，外向型经济模式遭到破

坏，因此在转型时期，上海需要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短期来看，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充分利用上海金融发达的优势，满足企业的合理信贷需求，保障

投资需求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通过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增强产品竞争力，稳定外部需求，从而确保上海经济平稳发展。

从长期来看，要依据消费结构升级规律制定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降低对调出和出口的依赖程度，促使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 

最后，技术因素在转型时期的作用有待提高。尽管从以上分析得知技术变动提高了中间产品的利用效率，但部分产业部门

依然是“高投入低产出”模式；具体到部门层面技术因素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并不相同，且技术并未成为产业部门发展的主

要动力。根据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因此在进一步转型时期上海需要

提高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契机，充分利用全球化的便利，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国内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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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技术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要加大财政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提高研究与开发支出的比重；

建立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为创新提供基础，鼓励创新，逐步形成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中小科技企业、创新创业人才、中介服

务机构等政策服务体系；加大版权保护力度，保护创新，提高创新的回报率，使技术成为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基金项目：国家旅游局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2TACK007）；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项目编号：J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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