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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基于厦门市 2002 年投入产出表及其他相关数据, 笔者构建了厦门市 2002 年的宏观社会核算矩阵,

并对居民账户进行了细分。在此基础上,利用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 SAM乘数模型, 本文考察了各类产业在外生冲

击下的产出效应和居民收入效应,并分析了外生冲击及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 产出乘

数和居民收入乘数较高的行业分别是那些与其他行业具有较高关联度的行业和对社会就业带动作用较大的劳动

密集型行业;厦门市当前经济的结构和转移分配都有利于改善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但前者的效应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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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Sectoral Output and Household Income Multipliers
Based on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of Xiam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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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Based on the input2output table of Xiamen city in 2002 and other related dat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 In this SAM, we classify the urban householdsp accounts by their income levels. Further, we study the

output and household income impacts of each sector under exogenous shocks using SAM multiplier model, and als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exogenous shock and transfer payment on the household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ctors

with higher output and household income multipliers are those which have higher association with others or labor2density sectors;

the Xiamen cityps curren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ransfer payment mode are in favor of improving the unequal household income

situation at present. However, the formerps effect is not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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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核算矩阵( Social Account ingMatrix, SAM)作

为对社会经济体系各个部门的统一核算体系, 全面

而又一致地记录了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各种经

济行为主体之间发生交易数额。它不仅继承了国民

收入帐户的概念,运用矩阵方法以平衡、封闭的形式

记录了该国(或地区)国民经济各帐户的核算数据,

而且还对现有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扩充, 使其不仅

能表现生产部门与生产部门及非生产部门之间的投

入产出、增加值形成和最终支出的关系,还能描述非

生产部门之间的经济相互往来关系。另外 SAM还

具有较强的账户分解与集结的灵活性, 用户可以根

据侧重研究的问题对生产部门、商品部门、机构部门

进行详尽的分解与集结。由于 SAM自身的诸多优

越性质,自 20世纪 60年代诞生以来, 随着理论的不

断完善和拓展,世界许多国家都陆续编制出自己国

家或地区的 SAM表,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应用

研究。到目前为止, 它已被广泛应用在经济结构分

析、收入分配、价格机制、政策模拟等许多经济研究

领域。

相对来说,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但是近

年来发展迅速。我国 1987年以来的 SAM已由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陆续编制完成。基于 SAM的应用

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们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得出许

多有益的结论。这些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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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基于 SAM乘数分析方法的结构、产出及收入分

配等研究
[ 1 ) 3]

,另一类是基于 SAM的可计算一般均

衡模型研究
[ 4 ) 8]
。但我国区域 SAM仍不多见。为

此,本文尝试在厦门市 2002年投入产出表及其他相

关数据的基础上编制厦门市 2002的 SAM, 并在此基

础上对厦门市的产出及收入进行相应的乘数分析。

  一、社会核算矩阵
编制 SAM首先涉及到帐户的确定, 一般而言这

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者可以根据

自己所研究问题灵活安排。常见的开放型宏观

SAM帐户通常包括活动、商品、要素、企业、居民、政

府、储蓄P投资和国外8个帐户。它采用行列交错的

矩阵形式, 行分为 8个部门, 对应的列也有 8 个部

门,最后是合计。在矩阵中,要求来自每一个帐户的

购买、支出或货币流在其他一个或几个帐户中必须

要有相应的销售、收入或货币流。矩阵中的每一个

非零元素均具有双重涵义,行表示该账户的收入, 列

表示相应的支出,即

T = { tij }   i = 1, 2, , , n; j = 1, 2, , , n

其中, n 为矩阵的维数, 也即 SAM的账户数, tij

即是从帐户j 支出到帐户 i 的交易值。根据收支平

衡原则,矩阵的行和与相应的列和是相等的, 即

E
n

i= 1
tik = E

n

j= 1
t kj   k = 1, , , n

上式表明 SAM满足Walras定律:如果除一个帐

户外其他所有的帐户都是平衡的,则最后一个帐户

也必定平衡。

另外,在编制地区 SAM时, 由于在贸易上国内

地区间的商品调入调出与国外商品进出口的贸易方

式和贸易条件不同,因此有必要在 SAM中对地区间

的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加以区分。为此在编制厦门

市宏观 SAM时增加了表示厦门市与国内其他地区

间经济交易的地区间帐户。厦门市 2002 年宏观

SAM的结构如表 1所示。

下面对表 1中各单元格的经济含义按行帐户的

形式逐一作简要介绍。宏观 SAM中对经济活动中

生产、分配、消费的经济循环过程描述通常由活动开

始。活动帐户的收入来源于活动所生产商品的销

售,即对商品帐户的销售,它的支出则包括生产过程

中对中间投入的购买、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购

买以及向政府交纳的间接税。商品是所有活动生产

的各种产品的综合, 该账户的收入来源于活动帐户

对中间投入品的购买、居民和政府对最终消费品的

购买、资本帐户对投资品的购买、国内其他地区的调

出以及国外账户对出口商品的购买, 它的支出则用

于对活动总产出的支付、对进口商品、地区间调入商

品的支付以及商品进口关税的交纳。要素账户主要

记录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增加的价值, 生产要素

通常包括资本和劳动, 其收入来源于要素的报酬,其

支出包括向居民分配的劳动收入和以收入的形式向

企业分配收益。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报酬、政府

的转移支付以及企业的利润分配, 其支出用于家庭

消费、家庭储蓄以及交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收入

包括企业的资本收益和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 其

支出则用于对居民分配利润、向政府缴纳企业所得

税、企业储蓄以及对国外的支付。政府的收入来源

于商品的进口关税、生产部门的间接税、企业交纳的

直接税以及个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其支出则用于

政府消费、政府对企业、居民的转移支付以及政府储

蓄。资本帐户的收入来源于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

府储蓄以及外部资本流入,其收入主要用于对商品

账户的投资。地区间账户的收入来源于该地区对国

内其他地区商品的购买, 其支出用于国内其他地区

对该地区商品的购买。国外帐户的收入包括该地区

的商品进口、企业的利润分配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

其支出用于国外对该地区的商品购买和在该地区的

储蓄。至此 SAM表中所描述的宏观经济核算在此

得以闭合。
  表 1 厦门市 2002 年宏观 SAM的结构

活动 商品 要素 企业 家庭 政府 资本 地区间 国外 合计

活动 总产出 总产出

商品
中间
投入

居民
消费

政府
消费

投资
地区间
流出

出口 总需求

要素 增加值 增加值

企业
资本
投入

转移
支付

企业
收入

家庭
劳动
投入

转移
支付

转移
支付

居民
收入

政府 间接税 关税
企业所
得税

个人所
得税

政府
收入

资本
企业
储蓄

居民
储蓄

政府
储蓄

国外
储蓄

总储蓄

地区间
地区间
流入

总调出

国外 进口
企业对
外支付

转移
支付

总进口

合计 总产出 总供给 增加值
企业
支出

居民
支出

政府
支出

总投资 总调出
外汇
收入

  通过上述对 SAM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出宏观

SAM在生产部门、要素和机构的高度集结的层次上

为整个经济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个综合一致的核算

第 25卷第 2期 魏巍贤等: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厦门市产出与居民收入乘数分析 #89   #  



框架。SAM的核心是各帐户的收支构成和相互平

衡。在一个均衡的经济状态下, 这些帐户的平衡意

味着:生产者的成本(包括分配的利润)等于收益;每

一经济主体的收入等于支出(包括税收和储蓄) ;每

一商品的需求等于供给。同时, 在 SAM中还隐含着

三项重要的宏观经济平衡关系:投资 ) ) ) 储蓄平衡、

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和国际贸易收支平衡。

  二、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
11厦门市宏观 SAM的编制

要编制一个详细的社会核算矩阵, 通常先构造

一个宏观汇总 SAM。宏观 SAM为分解的详细 SAM

中的子矩阵提供控制数字。在编制宏观 SAM时, 由

于很多账户的数据来自不同的统计资料, 因此在编

制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账户的不平衡(即收入与支

出不等) , 这时我们采用最小交叉熵法 (Minimum

Cross2Entrophy, MCE)使其平衡。

表2给出了厦门市2002年的宏观平衡 SAM,其中

活动账户、商品账户包括了厦门市投入产出表( 2002)中

给出的 42个行业,要素账户包括劳动和资本。
  表 2 厦门市 2002年宏观社会核算矩阵 单位:万元

活动 商品 要素 企业 家庭 政府 资本 地区间 国外 合计

活动 17157581 17157581
商品 10719169 1298480 862717 2563056 6698342 7053380 29195144
要素 5675216 5675216

企业 3342254 865890 3428843
家庭 2332962 71278 2404240
政府 763195 664114 45219 78687 1551217
资本 2417528 1027073 352592 1234138 2580896

地区间 6698342 6698342
国外 4675107 966096 178040 7053380
合计 17157581 29195144 5675216 3428843 2404240 1551217 2580896 6698342 7053380

  注:所有数据由5厦门市投入产出资料6 ( 2002)、5厦门经济特区

统计年鉴6 ( 2002、2003)以及5城乡居民生活调查资料6 ( 2002) 中的相

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对编制过程的几点说明:

由于5厦门经济特区年鉴( 2003)6没有公布各行

业的商品进出口数据,只公布了外贸进出口前 40位

主要商品的情况,因此这里商品账户的进出口数据

主要依据外贸进出口前 40位主要商品的情况进行

估计,并将5厦门投入产出表( 2002)6中的调入调出

数据减去各行业的进出口数据, 即得到地区间帐户

的调入调出数据。

企业帐户中对家庭的利润分配数据由5厦门经

济特区年鉴( 2003)6公布的 200户城市住户主要指

标的经营净收入乘以城镇人口总数得到, 而向国外

帐户的支付为企业帐户的列余量。

政府帐户中来自各行业的关税收入由关税总额

乘以各行业进口价值在全部进口总值中的比例计算

得到,而向国外帐户的支付为政府帐户的列余量。

资本帐户从国外帐户得到的收入即国外储蓄,

为国外帐户的列余量。

21居民账户细分的厦门 SAM

宏观 SAM为分解的详细 SAM中的子矩阵提供

了控制数字。这时就可以根据想要分析的问题, 对

部分账户进行细分, 编制更为详细的 SAM。由于我

们主要考察厦门市各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地位

以及行业产出变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因此对宏观

SAM的细分主要集中在活动账户、商品账户和居民

账户上。为了分析方便,在活动账户和商品账户中,

我们将厦门市 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的 42个行业并

入 15个性质相近的大类(分别对应 15个活动账户

和商品账户) ,而将居民账户分为 8 大类, 即农村居

民加上按收入水平分组的 7类城镇居民¹。

  三、乘数分析

11社会核算矩阵的乘数分析方法

部门的总产出乘数主要分为基于投入产出表计

算的 IO乘数和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 SAM乘数, 它

是衡量一个产业部门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较大的总

产出乘数意味着较强的影响力;基于投入产出表计

算的 IO乘数是测度和评价产业部门影响力的常用

宏观经济研究方法,但是,由于投入产出表着重于对

生产领域以及收入的初次分配的核算, 因此这种做

法有一定的片面性。与 IO乘数不同, SAM乘数将整

个经济中的所有部门放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进行分

析,不仅考虑了生产领域及收入的初次分配,而且考

虑了相互联系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再分配效应,因此

比 IO乘数更为全面合理。鉴于此, 本文将 SAM乘

数作为分析方法。

在特定的假设条件即常量价格、产出的需求导

向(即经济中存在充足的资源保证供给)下,通过将

SAM中的账户分为内生账户和外生账户, 就可以通

过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乘数分析方法来考察外生冲

击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所谓外生账户,是指其

¹ 居民账户各项总收入在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各类城镇居民家

庭中的分配由5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 2003)6

中各类居民的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计算的相应比例

计算;居民账户各项总支出在按收入水平分组的各类城镇居民中的

分配由5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 2003)6中各类

居民的消费支出、借贷支出和交纳的个人收入税计算的相应比例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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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量由外生决定的部门, 也是外生冲击直接来源

的部门,而内生账户则是指部门的投入产出受其他

部门影响, 由经济活动内生决定的账户。鉴于我们

研究的目的, 这里设定 4 个内生账户 ) ) ) 活动、商

品、要素和部门(包括居民和企业) , 而政府、资本和

国外等账户统一归结为一个外生账户。下面我们用

一个简化的社会核算矩阵(表 3)来说明 SAM乘数的

原理。

  表 3 一个简化的社会核算矩阵示意图

    支出
收入     

内生账户

活动 商品 要素 部门
外生账户 合计

内
生

账
户

活动

商品

要素

部门

T 12 T14

T 21

T 31

T 43 T44

X1 Y1

X2 Y2

X3 Y3

X4 Y4

外生账户 L1 L1 L1 L1 LX Y5

合计 Y1 Y2 Y3 Y4 Y5

  在以分块矩阵表示的 4 @4的内生账户域中,

T12反映了各个活动的总产出情况; T14反映了各个

部门(通常为各类居民和企业)对产品的支出模式;

T21反映了生产活动之间的中间投入需求, 实质上就

是投入产出表的中间流量部分; T 31反映了生产活动

创造的增加值在要素中间的分配; T43反映了要素收

入在不同类别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分配模式; T44反映

了收入在部门内部, 即企业和各组居民之间的转移。

类似于投入产出模型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在 SAM中可以定义平均支出倾向矩阵, 该矩阵中各

元素的值通过内生账户中的每个元素除以其所在列

的合计值得到。以 An 表示平均支出倾向矩阵, 由

于在 SAM中存在行和与对应列和相等的平衡关系,

因此内生账户的收入合计 yn 就可以表示为:

yn = Anyn + x

将上式进行变换,得到内生账户的收入 yn 与外

生账户的投入x 之间的关系:

yn = ( I n - An)
- 1
x = Max

Ma 称为账户乘数矩阵 (Accounting Mult iplier

Matrix) , 这一矩阵反映了 SAM数据流之间的基本关

联。类似于 Leontief 逆矩阵在 IO模型中的地位, 账

户乘数矩阵是 SAM分析方法的核心, Ma 中的第( j ,

i )个元素 maji反映了来自外生账户xi 的冲击对内生

账户yj 产生的总效应。由此, 我们就可以考察各生

产活动受到外在需求冲击时对活动产出和居民收入

的影响, 进而判断该生产活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

相对地位。

21厦门市社会核算矩阵的产出、收入乘数分析

表 4列出了各活动账户的 SAM部门产出乘数

和居民收入乘数, 二者分别衡量了部门产出变动的

整体经济产出效应和居民收入效应, 它们的数值越

大,说明由部门产出变动带来的总产出变动和居民

收入变动越大,因此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指标来考察

产业部门在产出增加和居民收入变化中的相对重要

性。从表 4中可以看出,那些与其他行业具有较高

关联度的行业都具有较高的产出乘数,比如轻工业、

重工业、建筑业、其他制造业等具有较高的产出乘

数,农业的产出乘数较高主要是因为其在整个国民

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而那些与其他行业关联性不

强的行业如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及旅游业,交通

运输及邮政业, 金融保险业等的产出乘数较低。其

他一些行业如资源开采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

等由于其行业自身特殊的垄断性质, 产出乘数也比

较低。

对居民收入乘数的考察发现, 那些对社会就业

带动作用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比如农业, 轻工

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 住宿、餐饮及旅游业,科教

文卫及社会服务业等都具有较高的居民收入乘数,

以农业为例,虽然 2002年农业在厦门市社会总产值

中的比重只有约 316%, 但是农业解决了绝大多数

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 是广大农业劳动力获得收入

的主要途径, 因而具有较高的居民收入乘数。而化

学工业,非金属及金属加工业,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

行业的居民收入乘数较低。同样, 资源开采业, 电

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等由于其行业自身垄断的特

殊性,居民收入乘数较低。
  表 4 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厦门市

各类行业的产出及居民收入乘数

行业 产出乘数 居民收入乘数 行业 产出乘数 居民收入乘数

农业 1. 79( 6) 0. 68( 1) 建筑业 1. 77( 9) 0. 32( 3)

资源开采业 1. 61( 13) 0. 23( 11) 交通运输及邮政业 1. 65( 12) 0. 23( 10)

轻工业 1. 79( 7) 0. 26( 7) 批发零售业 1. 73( 10) 0. 30( 5)

化学工业 1. 95( 2) 0. 18( 12) 住宿、餐饮及旅游业 1. 89( 3) 0. 31( 4)

非金属、金属加工业 1. 78( 8) 0. 17( 13) 金融保险业 1. 47( 14) 0. 26( 6)

重工业 1. 80( 5) 0. 14( 15) 房地产业 1. 71( 11) 0. 25( 8)
其他制造业 2. 02( 1) 0. 23( 9) 科教文卫及社会服务业 1. 80( 4) 0. 55( 2)

电力、燃气、水供应业 1. 42( 15) 0. 16( 14)

  注:括弧中的数值为依乘数大小的位次。

另外,由居民账户细分的 SAM得到的账户乘数

矩阵我们还可以考察转移分配和外生冲击对各类居

民的收入带来的影响, 由此对收入在不同等级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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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分配结构进行考察。本文中我们采用

S1I1Cohen ( 1998) 提出的相对分配测度 ( Relative

Distribut ive Measure) ,该指标等于每类居民受到的乘

数效应占所有居民获得乘数效应的百分比与该类居

民实际收入份额的比例。RDM< 1, > 1, = 1分别表

示负、正和中性的再分配效应。如表5所示,对于由

外生冲击带来的收入效应, 农村及城镇最低收入家

庭的 RDM指数较大(分别为 1104和 1103) , 意味着

相对于所有居民类型, 这些居民群体的收入具有正

的增长倾向, 此外除高收入家庭的 RDM 值较小

( 0198)外,其他收入阶层居民群体的 RDM指数值均

接近于1,说明外生冲击对这些居民群体没有带来

明显的收入分配效应。这种状况说明当前的经济增

长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当前收入差距过大

的现状,但改善幅度不大。对于转移分配的收入再

分配效应,从表 5中我们看到,农村及中等收入以下

城镇家庭的 RDM指标均大于 1, 而且数值较大, 其

中城镇最低收入户该的指标值达到 313, 而城镇中

高收入及以上家庭的 RDM值均小于 1, 这说明相对

于全体居民,转移支付使得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

增长较快, 因此转移支付对改善收入差距较大的现

实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表 5 外生冲击及转移支付对各种家庭类型

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农业户
最低
收入户

低收
入户

中低
收入户

中等
收入户

中高
收入户

高收
入户

最高
收入户

收入份额 (%) 9. 76 3. 48 5. 53 7. 78 10. 76 14. 27 18. 68 29. 74

外生 乘数份额 (%) 10. 11 3. 59 5. 55 7. 82 10. 81 14. 19 18. 28 29. 64

冲击 RDM 1.04 1. 03 1. 01 1. 00 1. 01 0. 99 0. 98 1. 00

转移 乘数份额 (%) 12. 21 11. 50 11. 72 11. 98 12. 32 12. 70 13. 16 14. 42
支付 RDM 1.25 3. 30 2. 12 1. 54 1. 14 0. 89 0. 70 0. 48

  四、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社会核算矩阵全面反映了一个产业部门在国民

经济中的作用,因此在对产业部门做出评价时, SAM

乘数往往能够提供相对全面的信息。基于厦门市

2002年投入产出表及其他相关数据,本文中构建了

厦门市 2002年的宏观及居民账户细分的社会核算

矩阵。在此基础上, 利用基于社会核算矩阵的 SAM

乘数考察了各类产业在外生冲击下的产出及居民收

入效应,并考察了外生冲击及转移支付对各收入等

级家庭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但是由于较强的前提假设, 本文的分析也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比如由于 SAM表的线性结构和平均支

出倾向的假定使得我们的分析与经济现实存在一定

的差异。同时单纯的 SAM乘数仅仅反映了影响力

的大小, 却无法反映各经济账户之间内在经济联系

的细节。因此,在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建立更为

合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

向。最后值得指出的是, SAM中数据的准确性依赖

于大量详实、确切的基础数据。在编制厦门市 SAM

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许多数据不足而需要利用相关

数据进行估计以及数据口径不一致等许多问题, 因

此对现有 SAM中的数据进行及时更新与维护也是

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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