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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比较了关联度系数和加权的关联度系数的经济含义，并推导出加权的关联度系数

就是一种弹性；介绍了加权的关联度系数在关键部门的选择中的一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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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产业关联有两种方式，即前向关联-%345647 89:;6<=/与
后向关联（>6?;5647 89:;6<=）。某产业的后向联系是指各产

业部门对它的需求，有直接后向联系和完全后向联系。某部

门的后向关联越大，说明各该产业部门对各产业部门的需求

相对较大，优先发展该产业部门可以增加对各产业部门的中

间需求，从而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较快发展。前向关联是指

它对各产业部门的需求@ 也有直接前向联系和完全前向联

系。某部门的前向关联越大，说明各产业部门对 9 产业部门

的完全需求相对较大，优先发展该产业部门可以推动其他产

业部门的发展。A6: ’1B3C3D3EF3G@H=II4=J >1 KE<=:C-0$,&L提
出利用 8=3:C9I 逆矩阵的行和列进行测度。A4=M N1 86EM6G
O($,#L提出了加权的关联度系数，对于关联度系数仍是利用

8=3:C9I 逆矩阵，权数向量是总产出向量。8=43J A1 H3:=G
（($,#）提出了加权的后向关联系数，权数向量是最终需求向

量，对于前向关联则提出用列向投入产出模型来计算。刘起

运（!..(）在中国最早提出关于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的加权

测度方法。与完全后向联系不同的是，怎样计算完全前向联

系的测度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本文比较影响力系数和加

权的影响力系数的经济含义，推导出加权影响力系数就是一

种弹性，并介绍了加权的关联度系数在关键部门的选择中的

一个应用。

1 加权关联度系数的经济含义

由投入产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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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完全后向关联（即影响力系数）

!9Q

:

9 Q (
!ST9

(
:

:

9 Q (
!

:

T Q (
!ST9

如果该值大于 (，说明各 9 产业部门对各产业部门的完

全需求相对较大，优先发展该产业部门可以增加对各产业部

门的中间需求，从而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较快发展。现在来

看影响力系数的分子分母所表达的经济含义。分子表示第 9

种产品变化一单位最终产出，总产出变化多少；分母表示所

有产品最终产品平均变化一单位（注意这是算术平均），总产

出变化多少。问题就出在算术平均上，在经济系统中各个最

终产品不可能等量变化，因为最终产品的变化量取决与该产

业规模和该产业的发展速度。

将 PQ>·B 写成详细的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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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式两边同乘以行向量 9Q-0@0@⋯，0L，则上式变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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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9 Q (
!U9 是总产出@总产出对第 9 部门最终产品的偏导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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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
!ST9 即为第 9 种产品的最终产品变化一单位时总产出

变化

:

T Q (
!ST9 单位，这就是影响力系数的分子。为了不同的部门

可以比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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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9 除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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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9，即得到影响力系数。现

在来看总产出对第 9 个部门最终产品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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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表示第 9 个产品最终需求变化百分之一时总产出

变化的百分比。

对完全需要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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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通过类似于影响力系数的算法，可得到加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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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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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的影响力系数通过上面的推导知道，它是一种弹性

的概念，表示第 % 部门的最终需求变化百分之一时，总产出

变化的百分比。表达的是相对改变量，影响力系数表示的是

第 % 部门的最终需求变化一个单位，总产出平均变化多少。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加权的影响力系数意义是清晰的，而影响

力系数的分母意义是不明确的。

在实际计算拉动作用时，还必须考虑该部门的最终需求

的增长速度。即弹性乘以该部门的增长速度才是对经济的拉

动作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加权的影响力系数分析类似，在分析影响力系数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时，还必须考虑该部门的绝对增长量，即用该

部门的影响力系数乘以该部门的绝对增长量。加权的影响力

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有何关系？如果用影响力系数时，对经济

的拉动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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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以上两式会发现两者差别仅仅在于分母，各自的分

母对排序其实没有影响。如果单从影响力系数和加权的影响

力系数来看，对排序是有影响的，但是从实际的对经济的拉

动作用来看，这两种方法的排序是一样的。

2 在选择关键部门中的应用

这里主要利用我国 )$$, 年 ), 个部门的价值型投入产

出表。分别计算各部门影响力系数和加权的影响力系数并比

较-计算结果见表 . 。

通过比较计算知道，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影响力系数

最大的 / 个是：制造业中的金属产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

业、化学工业、建筑业，以及纺织、缝纫和皮革产品制造业。而

经过加权后的影响力系数最大的 / 个部门为：建筑业、机械

设备制造业、其他服务业、农业、食品制造业，这里经过加权

后其他服务业、农业、食品制造业的影响力都排在前 / 位，主

要是由于这几个部门的最终产品占总的最终产品份额较大。

那么是否意味着其他服务业、农业、食品制造业等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就大呢？不能这样认为。弹性仅仅说明如过该

部门的最终需求变化百分之一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实际

计算拉动作用时，还必须考虑该部门的最终需求的增长速

度，即弹性乘以该部门的增长速度才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而实际上农业的增长速度在经济处于工业化阶段时已经比

较慢了，这样农业对经济的实际拉动作用变得非常有限。我

们知道在工业化阶段，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建筑业这

些行业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一般是农业增长速度的几倍。这

会有两个后果：一是这些部门最终需求在整个部门的份额将

变得越来越大，这样就会使加权的影响力系数（即弹性）越来

越大，再加上这些部门的增长速度较大，这样弹性乘以速度

就会越来越大，也就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大。二是农

业等部门的弹性越来越小，再加上增长速度较小，所以对经

济的带动作用会越来越小。

3 结论

经过加权后各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变化较大，那么加权和

不加权哪种方法更优呢？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总结：

0.1影响力系数计算式的分母的意义不明确，但是可以用

来分析绝对拉动力。有人将分母进行加权，分子不变，这样不

会改变排序。 影响力系数反映的是一个绝对改变量，它反

映了某部门最终产出变化一个单位，总产出变化多少单位，

类似于边际的含义。

0!2加权的影响力系数反映的是相对改变量，反映的是某

部门最终产出相对变化百分之一，产出变化百分之几，是弹

性的含义。而且影响力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比较稳定，但是

加权的影响力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改变较大。这主要是消耗

系数一般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由于最终需求的份额变化较

大，这就造成了影响力系数比较稳定，而加权的影响力系数

比较不稳定。从这方面也能看出用加权的影响力系数分析拉

动力能反映规模效应。

032做影响力系数分析时，应结合部门的最终产品绝对

增长量，这是因为个别经济地位不重要，规模很小的部门影

响力系数可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有

限的。

042做加权的影响力系数分析时，要考虑部门的增长速

度，这样考虑是因为有的部门规模较大，但是增长速度缓

慢，比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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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影响力系数与加权的影响力系数

农 业

采掘业

食品制造业

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

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

化学工业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产品制造业

机械设备制造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饮食业

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其他服务业

影响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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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影响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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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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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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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通过 !""# 年 !$ 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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