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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构建中国 2005 年宏观及居民账户细分的社会核算矩阵的基础上，利用 SAM 乘

数模型，考察了各类产业的产出及居民收入效应以及外生冲击和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结果

显示， 产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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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

型行业；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当前城镇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但不利

于缩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转移支付对改善当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改善力度不大，而转移支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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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05 年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及其应用

社 会 核 算 矩 阵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是 在 投

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政府、世界其他地区等非生产

性部门构成的，它是一种对社会经济体系各个部门的统一核

算体系，因此能够全面地记录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各种

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发生的交易。 由于 SAM 所具有的诸多优

越性质使其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 近年来在众多学者和研究

人员的努力推动下，其相关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和拓展。 目前

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已陆续编制出自己的 SAM 表， 并将其

用于对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国际贸易等

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 相对来说，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

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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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地区的 SAM 也不断出

现；与此同时，基于这些编制好的 SAM 的应用研究也得到诸

多有益的成果。 如金艳鸣、雷明（2006）等运用 SAM 乘数分析

方法对经济中的结构、 产出及收入分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李 善 同 等 （2000），段 志 刚 、李 善 同 （2004），王 韬 、周 建 军

（2004）等则基于 SAM 构建了经济的 CGE 模型，并用这些模

型对产出、就业以及国际贸易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等等。 这些

研 究 对 推 动 SAM 及 CGE 模 型 在 我 国 的 应 用 作 出 了 很 大 的

贡献，但不足的是，目前的研究都是以 2002 年及以前的数据

为样本，而我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使得这些研究

明显滞后于实践。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构建中国 2005 年的

SAM， 并在此基础上应用 SAM 乘数分析方法对中国外生需

求变动的产出及收入效应进行分析。

1 社会核算矩阵

在编制 SAM 的过程中， 帐户的设置一般没有严格的规

定，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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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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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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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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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i = 1
Σtik=

n

j = 1
Σtkj （k=1,…，n）

上式表明 SAM 满足 Walras 定律，即如果 SAM 中除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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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 SAM 结构介绍文献比较多，此处不再具体

介绍表中各元素的经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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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于收益，每一经济主体的收入等于支出，每一商品的需求等

于供给。 这意味着在 SAM 中存在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平衡：
投资—储蓄平衡、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和国际贸易收支平衡。

2 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

在 编 制 SAM 时，由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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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即收入与支出不等），
对此我们采用目前较为流行的最小交叉熵法（Maximun Cross
Entrophy，MCE）进行平衡。表 1 给出了平衡后的中国 2005 年

宏观 SAM，其中活动、商品账户包括中国投入产出表延长表

（2005）中给出的 17 个行业，要素账户包括劳动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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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 观 SAM 为 分 解 的 详 细 SAM 中 的 子 矩 阵 提 供 了 控 制

数字。 这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对特定的账户进行

细分，编制更为详细的 SAM。 由于我们主要考察中国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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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中对宏观 SAM 的细分主要集中在活动账户、
商品账户和居民账户上。 此外，为了考察主要行业与产出及

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在活动账户和商品账户中，我们将中

国 2005 年投入产出延长表中的 17 个行业并入 10 个性质相

近的大类（分别对应 10 个活动账户和商品账户，具体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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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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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

支调查统计年鉴（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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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格及

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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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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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的需求导向下，通

过将 SAM 中的账户分为内生账户和外生账户， 我们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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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部门影响，由经济活动内生决定

的账户。 鉴于我们研究的目的，这里设定四个内生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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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是一个简化的社会核算矩阵，可用来说明 SAM 乘

数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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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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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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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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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n)-1x=Max
Ma 称为账户乘数矩阵（Accounting Multi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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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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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分配结构进行考

察。 本文中我们采用 S.I.Cohen (1998) 提出的相对分配测度

（Relative Distrib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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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于中国社会核算矩阵的产出、收入乘数

分析

表 3 是基于 SAM 的部门产出及居民收入乘数，它们分

别衡量了对某一部门外生需求的变动对总产出和居民收入

的影响。 它们的数值越大，说明对该部门外生需求的变动带

来的总产出变动和居民收入变动越大。 由此，我们可以用这

两个指标来考察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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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看出，那些与其它行业具有较高关

联度的行业都具有较高的产出乘数，比如农业、采掘业、重工

活动

T21

T31

L1

Y1

商品

T12

L1

Y2

要素

T43

L1

Y3

部门

T24

T44

L1

Y4

外生账户

X1

X2

X3

X4

LX
Y5

合计

Y1

Y2

Y3

Y4

Y5

活动

商品

要素

部门

外生账户

合计

内
生
账
户

支出

收入

内生账户

表 2 一个简化的社会核算矩阵示意图

活动

商品

要素

企业

家庭

政府

资本

国外

合计

活动

360188
160429

25499

1266493

商品

478028

3371

55855
1493309

要素

71047
80394

8988
160429

企业

6091
65226

71317

家庭

68048

1177
15602

220925

政府

26856

270
4433

3927
652
36138

资本

82161

2594
84755

国外

68089

68089

合计

1024144
965490
160429
71317
84828
36138
84755
68089

表 1 中国 2005 年宏观社会核算矩阵（单位：亿元）

注：所有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以及《城乡居民生活调查资料》
（2006）中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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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

冲击

转移

支付

收入份额(%)
乘数份额(%)

RDM
乘数份额(%)

RDM

农业

户

18.44
17.18
0.93
13.92
0.75

最低

收入户

3.75
3.82
1.02
9.85
1.27

低收

入户

5.03
5.25
1.04
10.29
1.14

中低

收入户

11.01
11.54
1.05

12.21
1.11

中等收

入户

14.43
14.62
1.01
13.15
0.99

中高

收入户

17.77
17.90
1.01
14.15
0.94

高收

入户

11.72
11.79
1.01
12.28
0.98

最高收

入户

17.84
17.90
1.00
14.14
0.97

表 4 外生冲击及转移支付对各种家庭类型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业以及建筑业等都具有较高的产出乘数，其中农业的产出乘

数最大，为 3.50，表示对农业的外生需求增加一个单位会使

得总产出增加 3.50 个单位。 由此看出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

较强的带动作用，这一结果体现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最上

游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基础性地位。 建筑业的产出

乘数也较高，仅次于农业。 而公用事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公共

服务业等与其它行业关联性不强的行业如的产出乘数较低。
此外与我们的预期相反， 房地产业的产出乘数并不是很高。
这一结果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与建筑业不同，房地产业的产

出乘数较低可能与房地产业的服务业属性和我国房地产业

的发展时间不长有关，因而并没有出现房地产业与其他行业

之间关联度高，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明显的结果。

与产出乘数的情形不同，居民收入乘数较高的大多都是

那些对社会就业带动作用较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中农业

和公共服务业的居民收入乘数最大，分别为 0.81 和 0.66，表

示对农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外生需求增加一个单位，居民收入

将分别增加 0.81 和 0.66 个单位。 除此之外，轻工业、建筑业、
金融保险业、服务业等的居民收入乘数也较高，而采掘业、重

工业、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居民收入乘数较低，这些行业都是

资本密集型行业， 而且采掘业和公用事业的垄断程度较高。
因此这些行业对提高居民收入的贡献有限。

表 4 给出了对外生冲击及转移支付对各种家庭类型的

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计算结果。 对于由外生冲击带来的收入效

应，农村居民的 RDM 指数最小，只有 0.93，说明在外生需求

变动的冲击下， 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
对于城镇居民，所有收入等级家庭的 RDM 指数都大于 1，其

中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户的 RDM 较高， 分别为 1.04，1.05，而

中高收入户的 RDM 接近于 1， 这一结果意味着中低收入居

民群体的收入增长趋势高于所有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而高

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增长趋势略低于所有城镇居民的平均

水平。 这种状况说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不利于缩小城

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改善当前城镇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由于各收入等级居民的

RDM 与 1 相差不远，因此改善幅度不大。 对于转移分配的收

入再分配 效 应，农 村 居 民 的 RDM 小 于 1，只 有 0.75，城 镇 中

等收入以下城镇家庭的 RDM 指标均大于 1， 而城镇中等及

以上收入家庭的 RDM 值均小于 1，这说明相对于全体居民，

转移支付使得农村居民及城镇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增长

相对较快，因此转移支付对改善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 但同样由于各收入等级居民转移支付的 RDM
与 1 相差不远，转移支付对改善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的改善

幅度也不大。

5 结论及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基于中国 2005 年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及其它相关数据，
我们构建了中国 2005 年宏观及居民账户细分的 SAM。 在此

基础上， 运用 SAM 乘数考察了各类产业的产出及居民收入

效应以及外生冲击和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结果显

示，农业、采掘业、重工业以及建筑业等与其它行业具有较高

关联度的行业都具有较高的产出乘数，而公用事业、金融保

险业以及公共服务业等行业的产出乘数较低，与我们的预期

相反，房地产业的产出乘数并不高；与产出乘数的情形不同，
居民收入乘数较高的大多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除此之

外，建筑业、金融保险业等的居民收入乘数也比较高，而采掘

业、重工业、公用事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居民收入乘数较

低，其产出增长对居民收入提高的贡献不大；最后，对外生冲

击和转移支付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当前

的经济增长结构不利于缩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

入差距，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当前城镇收入差距过大

的现状，对于转移分配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相对于全体居民，
转移支付使得城镇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因

此转移支付对改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但改善力度不大；而转移支付对改善城乡收入差

距没有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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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1．农业

2．采掘业

3．轻工业

4．重工业

5．公用事业

产出乘数

3.50
2.75
2.71
3.12
2.47

居民收入乘数

0.81
0.35
0.58
0.35
0.38

行业

6．建筑业

7．金融保险业

8．房地产业

9．服务业

10．公共服务业

产出乘数

3.25
2.61
2.74
2.74
2.59

居民收入乘数

0.47
0.52
0.32
0.40
0.66

表 3 中国各类行业的产出及居民收入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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