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３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８

“一五”期末江苏地区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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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在收集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编制了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投入产出简表，通过计算各部门的
各项技术指标，实证分析了“一五”期末江苏地区的产业结构及其关联特征。结果表明：“一五”期末，江苏地区农业的产出

水平略低于工业部门，在地区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工业由于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已成为地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建筑

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部门在地区经济中处于从属地位。政策层面非常重视农业，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业部门的发展，对江

苏地区产业结构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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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结构是指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配置
的比例关系。投入产出分析法是研究产业结构的

重要方法。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运用投入产出分

析法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张国强等人［１］以近年江

苏省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的

水平、结构、特征、影响力以及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

关系进行了研究；贾晓峰［２］利用２０１２年江苏省投
入产出相关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江苏

省最终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互动变化的数量

关系以及内在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春

鹏［３］借鉴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利用２００７
年和２０１２年江苏省４０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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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产业关联状态及其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钱

龙［４］基于投入产出法，对比分析了中美服务业增长

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从１９５３年起，江苏省开始
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有计划的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至“一五”期末（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
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运用投入产

出分析法，探讨“一五”期末江苏地区的产业结构及

其关联特征。

　　一　投入产出法基本原理

投入产出分析法又称为产业关联分析法，是由

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捷夫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创立的
一种研究复杂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之间相互依存

关系的经济数学方法。

（一）投入产出分析法的概念内涵

所谓投入产出，即国民经济任何一个部门要从

事生产，就必须购进原料、燃料、动力、半成品、设备

等，也必须使用劳动力、支付劳动报酬、赚取利润

等，这些统称为投入；而各部门生产的产品和提供

的劳务的分配去向，一是作为其他部门的投入，二

是作为最终产品使用，这些统称为产出。每个部门

既是消费产品即投入的部门，又是生产产品即产出

的部门。所谓投入产出表，是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

投入来源和产出去向排列成一张纵横交叉的表格，

用以反映各部门的技术经济联系。所谓投入产出

法，即利用数学方法和投入产出表对投入产出的技

术经济关系进行数量计算和考察的一种研究方法。

投入产出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

论中的社会总产品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以及生产与

消费理论是一致的，其体现了对经济的计划平衡

思想。

（二）地区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涵义

根据不同标准，按不同的计量方法，投入产出

表可分为实物形态的表和价值形态的表；按不同的

编制范围，可以分为全国表、地区表和大型联合企

业表等。本文所要研究的是江苏地区产业结构的

投入产出问题，故主要采用地区价值形态投入产出

简表［５］（见表１）。

表１　地区价值型投入产出简表（空白表）

　　　消　耗　来　源

产　品　去　向

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

消耗部门

１，２，…，ｎ
积累 消费 调出调入差 合计

总产品

物质消耗
生产部门　　　

１

２



ｎ

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ｎ
ｘ２１，ｘ２２，…，ｘ２ｎ
 　 

ｘｎ１，ｘｎ２，…，ｘｎｎ

Ｙ１
Ｙ２


Ｙｎ

Ｘ１
Ｘ２


Ｘｎ

合计（含折旧）

新创造价值

劳动报酬 Ｖ１，Ｖ２，…，Ｖｎ

社会纯收入 Ｍ１，Ｍ２，…，Ｍｎ

增加值合计 Ｎ１，Ｎ２，…，Ｎｎ

总投入 Ｘ１，Ｘ２，…，Ｘｎ

　　表１中，ｘｉｊ表示第 ｊ产业部门生产中所消耗的
第ｉ产业部门的产品价值；Ｘｉ表示第 ｉ产业部门的
年产品价值总量；Ｙｉ表示第 ｉ产业部门提供的年终
产品价值；Ｖｊ表示第 ｊ部门劳动者一年内的全部报
酬总值；Ｍｊ表示第 ｊ部门劳动者创造的纯收入；Ｎｊ
表示第ｊ部门一年内创造的国民收入，Ｎｊ＝Ｖｊ＋Ｍｊ。
表中，物质消耗的价值转移和新创造价值反映了社

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反映了

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流向。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纵横交叉，构成了相互联系

的三个部分，其经济含义是：第一，中间需求（中间

产品）部分是投入产出表的核心部分。它反映了一

个时期（一般为一年）内地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

产业部门之间相互提供中间产品的依存和交易关

系，因此，这一部分横向各产业部门和纵向各产业

部门的排列是相互对应的。横向的数据表示某一

产业部门向包括本产业部门在内的所有产业部门

提供其产出的中间产品的状况，也就是所有产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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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生产中所需该产业部门产品的情况，即中间需求

情况。第二，最终需求（最终产品）部分反映各产业

部门的产品或服务为最终产品部分的去向。最终

需求大致分为三个流向，即消费、积累和地区调出

调入差。第三，增加值部分包括劳动报酬和社会纯

收入。

　　二　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投入产出简表的编制

对地区物质生产部门进行科学划分是编制地

区投入产出简表的前提。需在以社会劳动分工水

平为依据，以消耗结构、技术和经济用途相同为分

类原则的基础上，划分物质生产部门。本文根据当

年地区总产值核算概念及计算方法，将江苏地区物

质生产部门分为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

商业五大产业部门。编制地区价值形态投入产出

简表的具体程序须经历以下几次平衡。

（一）地区总投入和总产出的平衡

对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国民经济的总投入和总产
出进行平衡，需要经历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计

算各部门投入与产出总额。根据全省“一五”计划

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可以得到总投入和总产出的

相关数据，随后即可进行第一次平衡，即总投入和

总产出的平衡。平衡的内容有四项：各产业部门的

投入＝总投入；各产业部门的产出 ＝总产出；总投
入＝总产出；积累 ＋消费 ＋调出调入差 ＝最终产
品。第二步，计算新创造价值和总物质消耗。新创

造价值即社会净产值，根据全省“一五”计划时期的

经济统计资料，可得到新创造价值和总物质消耗的

相关数据。

（二）地区最终产品之间的平衡

本次平衡须在地区总投入和总产出的平衡完

成后进行，平衡的内容为：积累 ＋消费 ＋调出调入
差＝最终产品。

第一步，计算消费总额和消费构成。消费可以

单独作为一个部分进行编制。农业最终产品中的

消费主要是向社会提供食物消费资料。１９５６年全
省家庭成员的食品消费情况为：农民平均每一家庭

成员年粮食消费额为 ３９．５６元，副食消费额为
２２８５元，主副食消费额共计６２．４１元；职工平均每
一家庭成员年粮食消费额为３２．７１元，副食消费额
为５１．８４元，主副食消费额共计８４．５５元。［６］江苏
省农业人口为３６９２４８９８人，总人口为４３３８７７２０
人，［７］１５０总人口减去农业人口即为非农业人口，为

６４６２８２２人。通过计算得出，农民食品消费额为
２３０４４８．３万元，职工食品消费额为５４６４３．２万元，
共计２８５０９１．５万元。建筑业消费总额极小，可忽
略不计。运输邮电业的消费情况较复杂，全省航运

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额及数量完成情况为：全省船舶

建设费用为１８０．１８０万元，机具设备费用为１５５８４
万元，［８］１４８共计１９５．７６４万元；全省公路企业基本
建设投资额及数量完成情况为：车辆建设费用为

４０．５０万元，机具设备费用为１０．６７万元，［８］１４９共计
５１１７万元。运输邮电业中，邮电业的消费额极小，
可忽略不计；运输业的消费总额（约２４６．９万元）可
作为运输邮电业的消费额。国营商业购置费用即

商业的消费额为１０．６万元。［９］１４７通过对全省物质
生产部门各行业最终使用与积累差额的计算得到，

１９５６年全省各行业消费总额约为 ４４０４０５．７万
元。［７］１５５该年工业消费总额为当年消费总额减去除

工业以外其他行业的消费额，约为１５５０５７万元。
第二步，计算积累总额。积累总额也可以单独

作为一个部分进行编制，根据全省“一五”计划时期

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可得到积累总额的数据。

第三步，计算地区物质调出调入差额及其构

成。地区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地区国民收入生产额

不等于地区国民收入使用额，其差额就是物资调出

调入差额，也即财政、汇款及现金流入流出的差额。

１９５６年江苏省物资调出调入差额为 ３１０５７．０万
元。［７］１５５物资调出调入主要为农产品和工业品，建

筑业、邮电运输业和商业调出调入额极小，可忽略

不计。物资调出调入差额主要在农业和工业之间

分解。１９５６年全省粮油净调出数量为：粮食（原
粮）净调入 １５１３５６吨，油脂（含料折油）净调出
１１８２０吨。［１０］２４４１９５４—１９６０年粮食价格加权平均
５０公斤为８．０３元，［１０］１６４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油脂统购价
平均５０公斤为１０．２７元。［１０］１７１粮食净调出金额为
粮食净调出单价与数量的乘积，约为－２４３１万元；
油脂净调出金额为油脂净调出单价与数量的乘积，

约为２４３万元。粮油产品净调出合计为 －２１８８万
元。工业品调出调入差额为全省地区物资调出调

入差额减去粮油产品净调出数额，合计为３３２４５万
元。根据公式：积累＋消费＋调出调入差 ＝最终产
品，利用上述数据计算得到各行业部门的最终产品

产值分别为：农业 ３０７６９７万元，工业 ２０７７８０万
元，建筑业２８７６２万元，运输邮电业２６８８万元，商
业２１２万元，合计５４７１３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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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填入的数字排列态势可以看出，经过以上

几个步骤，就可从总控制数方面掌握投入产出表。

后续的数据调整只能在这个已掌握的控制数范围

内进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三）地区中间产品之间的平衡

该平衡在投入产出表各部分控制总额编制完

成后进行，平衡的内容为：中间产品 ＋最终产品 ＝
社会总产品。

根据公式：中间产品 ＝社会总产品 －最终产
品，可以计算得到各行业的中间产品价值：农业为

１０９９２４．２万元，工业为２３４２０９．８万元，建筑业为０
元，运输邮电业为８２５７．１万元，商业为１１３３１１．９万
元，中间产品总额为４６５７０３．０万元。

物质消耗和中间产品已完成统计，下一步须对

各部门的中间产品进行分解。

第一，农业为各行业提供的中间产品。农业的

中间产品总额为１０９９２４．２万元。农业为自身提供
的中间产品主要是指社员户在社外经营农副业生

产中的物资消费价值，如种子、肥料、饲料、手工业

原料等。根据江苏省１９５６年农民家计调查，平均
每户生产消费支出为３２．３３元。［１１］全省１９５７年共
有农业户数为 ９２９５３９４户，１９５７年农业户数为
１９５６年的１０２．３％，［１２］计算得到１９５６年农业户数
为９０９５２９７户。农业中间投入为每户生产消费支
出与农业户数的乘积，计算得到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
农业中间投入为２９４０５．１万元。农业为建筑业、运
输邮电业和商业提供的中间产品数额极小，可忽略

不计。农业中间产品总额减去为自身提供的中间

产品数额，剩余部分便是农业为工业提供的中间产

品数额，为８０５１９万元。
第二，建筑业为各行业提供的中间产品。建筑

业中间产品总额为社会总产值减去积累额，为

２７８０２．７万元。建筑业为各行业提供的中间产品
按各行业总产品比例分配。建筑业为各行业提供

的中间产品数额分别为：为农业提供１１４６３．８万
元，为工业提供１２１３２．７万元，为建筑业自身提供
７８９．５万元，为运输邮电业提供３００．５万元，为商业
提供３１１６．２万元。

第三，邮电运输业为各行业投入的中间产品。

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水陆运输货物分类总周转量为
１５７５０３０３２０（吨·公里），其中，煤炭、原油及其制
品、金 属 矿 石、钢 铁 及 其 制 品 的 周 转 量 为

１５３１７４８３８（吨·公里），占总周转量的 ９．７％；矿

物性建筑材料的周转量为 ４７７０８９１９８（吨·公
里），占总周转量的３０．３％；木材、棉花、粮食等农
林类产品的周转量为４７６４７１０２６（吨·公里），占
总周转量的３０．３％；盐、植物油、棉纱棉布、牲畜、百
货、土产等流通商品的周转量为４６８２９５２５８（吨·
公里），占总周转量的２９．７％。［８］７４－７５运输邮电业中
间产品总值为８２５７万元，按此比例分解，通过计算
得到工业耗费运输业中间产品为８００．９万元，建筑
业耗费运输业中间产品为２５０１．９万元，农业耗费
运输业中间产品为２５０１．９万元，建筑业耗费运输
业中间产品为２４５２．４万元。

第四，商业为各行业提供的中间产品。根据国

营商业商品销售分类值统计表，１９５６年国内销售总
值为２６１９６８万元，其中，五交化、石油、煤建类、农
业生产资料类、纺织类、医药类、副食品类、废品类

等工业品的销售额为２００５８７万元，占商品销售总
额的７６．６％；棉烟麻类、木材类、畜产品类、水产品
类、粮油类等农林产品的销售额为３３１９１万元，占
商品销售总额的１２．７％；百货、日杂用品类、中药材
类、盐业类、丝绸类、商业性商品的销售额为２８１９０
万元，占商品销售总额的１０．７％。［９］１６－１７商业的中
间产品为１１３３１１．９万元，按此比例分解，通过计算
得到商业为工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为８６７９６．９万元，
商业为农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为１４３９０．６万元，商业
为本行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为１２１２４．４万元。

第五，剩余部分即为工业为各行业提供的中间

产品。工业为农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为４３００６３万
元，为工业自身提供的中间产品为１３２６０１．５万元，
为建筑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为１３７２０．３万元，为运输
邮电业提供的中间产品为２２３０．２万元，为商业提
供的中间产品为１４８４８．８万元，工业提供的中间产
品合计为２０６４０７．１万元。

（四）地区新创造价值之间的平衡

地区新创造价值的平衡在最后阶段完成，平衡

的内容为：各行业部门劳动报酬＋社会纯收入 ＝各
行业部门新创造价值。

一是计算各部门劳动报酬。第一，农业劳动报

酬。１９５６年，江苏省农民平均每一家庭成员总收入
为８８．２０元，［６］当年全省农业人口为 ３６９２４８９８
人。根据公式“家庭经营纯收入＝家庭经营人均纯
收入 ×农业人口”，计算得到农业劳动报酬为
３２５６７７．６万元。第二，工业劳动报酬。１９５６年江
苏省工业企业全部职工工资总额为２１７４５．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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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年末在职全部职工人数为 ４２３７８７
人；［７］３８根据相关统计口径，工业包括手工业，１９５６
年全省手工业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１２０９３．４万
元。［１３］工业部门职工工资总额为工业与手工业的

工资额之和，为３３８３９．３万元。第三，建筑业劳动
报酬。１９５６年江苏省职工平均工资 为 ５８４
元，［１４］２６４建筑业当年年末人数为９８８３１人，［７］１４９建
筑业劳动报酬为职工工资与职工人数的乘积，为

５７７１．７万元。第四，运输邮电业劳动报酬。１９５６
年江苏省运输、邮电职工平均工资为６４６元，［１４］２６５

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职工分别为 １８８９１３人和
１０４９５人，共１９９４０８人，［７］１４９运输邮电业劳动报酬
为二者工资额之和，为１２８８１．８万元。第五，商业
劳动报酬。１９５６年江苏省商业、饮食业、服务业职
工平均工资为４４７元，［１４］２６５商业和饮食业人数分别

为５１３４０４人和９５６０９人，共为６０９０１３人，［７］１４９商
业劳动报酬为二者工资额之和，为２７２２２．９万元。

二是计算社会纯收入。根据公式“新创造价

值总额 －劳动者报酬 ＝社会纯收入”，计算得到农
业社会纯收入为 －８８２３．９万元，反映出农业总收
入小于总支出，农民入不敷出。据统计，１９５６年
江苏省农民家庭成员总收入为８８．２０元，当年农
民平均家庭成员总支出为９４．４８元，［６］平均每人
透支６．２８元。工业社会纯收入为 ９５２９９．１万
元；建筑业社会纯收入为５９７８．８万元；运输邮电
业社会纯收入为 －４４６７．０万元，反映出运输邮电
业是属于重点扶持的行业；商业社会纯收入

为５３７５８．９万元。
根据以上统计数据，可编制出１９５６年江苏地

区价值型投入产出简表，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价值型投入产出简表 万元

消耗来源

产品去向

中间产品

１ ２ ３ ４ ５ 合计

最终产品

Ａ Ｂ Ｃ 合计
总产品

物质

消耗

１ ２９４０５．１ ８０５１９．１ 　 ０ 　　０ 　　 ０ １０９９２４．２ ２４７９３．７ ２８５０９１．５ －２１８８．０ ３０７６９７．２ ４１７６２１．４

２ ４３００６．３ １３２６０１．５ １３７２０．３ ２２３０．２ １４８４８．８２０６４０７．１ ４７２８０．７ １５５０５６．７ ３３２４５．０ ２３５５８２．４ ４４１９８９．５

３ １１４６３．８ １２１３２．７ ７８９．５ ３００．５ ３１１６．２ ２７８０２．７ ９５９．５ ０ ０ ９５９．５ ２８７６２．２

４ ２５０１．９ ８００．９ ２５０１．９ ０ ２４５２．４ ８２５７．１ ２４４１．５ ２４６．９ ０ ２６８８．４ １０９４５．５

５ １４３９０．６ ８６７９６．９ ０ ０ １２１２４．４１１３３１１．９ ２０１．１ １０．６ ０ ２１１．７ １１３５２３．６

合计 １００７６７．７ ３１２８５１．１ １７０１１．７ ２５３０．７ ３２５４１．８４６５７０３．０ ７５６７６．５ ４４０４０５．７ ３１０５７．０ ５４７１３９．２ １０１２８４２．２

新创造

价值

ａ ３２５６７７．６ ３３８３９．３ 　５７７１．７ 　１２８８１．８　 ２７２２２．９ ４０５３９３．３

ｂ －８８２３．９ ９５２９９．１ ５９７８．８ －４４６７．０ ５３７５８．９ １４１７４５．９

合计 ３１６８５３．７ １２９１３８．４ １１７５０．５ ８４１４．８ ８０９８１．８ ５４７１３９．２

总产品 ４１７６２１．４ ４４１９８９．５ ２８７６２．２ １０９４５．５ １１３５２３．６１０１２８４２．２

　注：统计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１为农业，２为工业，３为建筑业，４为运输邮电业，５为商业；Ａ为积累总额，Ｂ为消

费总额，Ｃ为调出调入差；ａ为劳动报酬，ｂ为社会纯收入。

　　三　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产业关联分析

以地区社会再生产的均衡关系为基础所建立

的投入产出表及其模型，为分析地区产业的结构特

征和关联特征提供了定量化工具。下面主要运用

这一模型，对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产业间的比例关系、
产业内的投入和分配结构、产业间的供给与需求结

构以及产业间的关联度等进行分析。

（一）地区产业间的比例关系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根据表２可以分析得到
１９５６年江苏省总体经济结构情况和各产业部门之
间的比例关系。从各产业产出或净产值占社会总

产出或国民收入的比重来看，全省总产出中工业产

出为４４１９８９．５万元，占总产出的比重为４３６４％；
农业次之，产出为４１７６２１．４万元，占总产出的比重
为４１．２３％；其他如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的产
出与工农业的差距较大。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农

业的增加值为 ３１６８５３．７万元，工业的增加值为
１２９１３９万元，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的增加值
较小。工农业相比较，后者远高于前者，为前者的

２．４５倍。社会总产品的去向可分为用于消费服务
和积累服务，地区间还要考虑产品的调出和调入情

况。１９５６年江苏省最终产品总额为５４７１３９２万
元，最终产品中，用于积累的为７５６７６．５万元，用于
消费的为４４０４０５．７万元，积累消费比为１∶５８２。
地区经济还存在调入调出差，其中，农业产品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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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为２１８８万元，工业产品为净调出，为３３２４５
万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产
业部门中，工农业居于主要地位，建筑业、运输邮电

业和商业处于次要地位。

（二）地区产业的投入产出结构

社会生产是产业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

存、相互作用的过程。投入结构是指某一产业的投

入构成及其比例关系，产出结构是指某一产业的产

出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它们既是产业结构重要特征

的反映，又是产业技术经济联系状况的重要参数。

投入产出结构分析一般用投入系数和分配系数、中

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等指标来度量。

１．投入系数
投入结构是指投入产出表纵列的费用结构，可

以用投入系数来衡量。投入系数又叫直接消耗系

数，其计算方法是依据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将各产

业部门的总产品去除所消耗的各种投入要素分量，

其计算公式为

ａｉｊ＝
ｘｉｊ
ｘｊ
，（ｉ，ｊ＝１，２，…，ｎ）， （１）

式中ａｉｊ表示第ｊ产业部门的产品Ｘｊ直接消耗在第ｉ
产业部门生产经营中的比重。

投入系数反映了投入产出表中各产业部门和

产品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投入系数是建立模型

最基本的系数，是投入产出模型的核心。

２．分配系数
分配结构是指各产业部门产品的分配去向，可

以通过各产业部门产品的分配系数来度量。分配系

数表示某一产业部门的产品在各产业部门中分配使

用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

ｄｉｊ＝
ｘｉｊ
ｘｉ
，（ｉ，ｊ＝１，２，…，ｎ）， （２）

式中ｄｉｊ表示第ｉ产业部门的产品Ｘｉ分配使用在第ｊ
产业部门生产用途上的比重。

分配系数反映某产业部门发展受其他产业影

响和制约的程度。

从数量上看，投入系数和分配系数的数值相

等，从纵向观察，即为投入（直接消耗）系数，从横向

观察，即为分配系数。根据表２中的数据，利用公
式（１）和（２），可以计算得到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各产
业部门的投入系数和分配系数（见表 ３）。由表 ３
中的纵列可看出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投入关系。

以农业部门为例，要得到１个单位的农业产出，需
要直接消耗 ０．０７０４１１个单位的本部门产品、

０．１０２９７９个单位的工业产品、０．０２７４５０个单位的
建筑业产品、０．００５９９１个单位的运输邮电业产品
和０．０３４４５８个单位的商业产品。各产业部门直接
消耗的产品中较多的是由工业部门提供的，说明各

产业部门对工业部门具有相当大的依赖性。由表３
中的横行可看出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农

业和商业部门仅为 ２～３个行业部门提供中间产
品，而工业和建筑业部门为每个部门都提供中间产

品，其中工业部门尤甚，对各行业部门的分配系数

都超过０１，其中对建筑业部门的分配系数更是高
达０４７７０２５。无论从投入关系还是分配关系来
看，在江苏地区的整个社会生产中，工业部门都发

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表３　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各产业部门的投入系数与分配系数

类别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

农业　 ０．０７０４１１０．１８２１７４０　　　　 ０　　　　 ０　　　　

工业　 ０．１０２９７９０．３０００１１０．４７７０２５０．２０３７５５０．１３０７９９

建筑业 ０．０２７４５００．０２７４４９０．０２７４４９０．０２７４５４０．０２７４５０

运输　

邮电业
０．００５９９１０．００１８１２０．０８６９８６０ ０．０２１６０３

商业　 ０．０３４４５８０．１９６３７８０　　　　 ０　　　　 ０．１０６８０１

（三）地区产业的关联特征

由于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及其相互关联的波及

效应，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活动通过产业间的

联系方式，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活

动。这里将一个产业部门影响其他产业部门的程

度叫做该产业部门的影响力，将受到其他产业部门

影响的程度叫做该产业部门的感应度，其大小分别

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表示。

１．影响力系数
在逆矩阵系数表上，纵向量的值反映了该列所

对应的产业部门在经济活动中对其他产业部门的

影响程度，即影响力的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Ｓｊ＝

１
ｎ∑

ｎ

ｉ＝１
Ａｉｊ

１
ｎ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Ａｉｊ
，（ｉ，ｊ＝１，２，…，ｎ）， （３）

式中：Ｓｊ为产业ｊ对其他产业部门影响的影响力系
数；Ａ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Ａｉｊ为（Ｉ－Ａ）

－１中第 ｉ
行第ｊ列的系数。

若影响力系数大于１，表明该产业部门的影响
力在全部产业部门中居于平均水平之上，该产业部

门对利用其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对其他产业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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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从而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或带动作

用；反之则相反。

２．感应度系数
在逆矩阵系数表上，行向量的值反映了该行所

对应的产业部门在经济活动中受其他产业部门影

响的程度，即感应度的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Ｔｉ＝

１
ｎ∑

ｎ

ｊ＝１
Ａｉｊ

１
ｎ２∑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Ａｉｊ
，（ｉ，ｊ＝１，２，…，ｎ）， （４）

式中：Ｔｉ为产业部门ｉ受其他产业部门影响的感应
度系数。

若感应度系数大于１，表明该产业部门的感应
度在全部产业部门中居于平均水平之上。感应度

系数高的产业部门，表明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该

产业部门的需求也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程度也高，具有基础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属性；反

之则相反。

一般情况下，不同产业部门的影响力和感应度

是不同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都较大的产业部

门，在地区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表２
中的数据，并利用公式（３）和（４），计算得到各产业
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见表４）。

表４　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各产业部门的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

产业部门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

影响力

系数　
０．７９５７８４１．２６８７８５１．２５２５６００．８３３３５５０．８４９５１７

感应度

系数　
０．９２３２７０１．７４４５７２０．６７７６９６０．６３０２１５１．０２４２４６

从表４可以看出，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各产业部门
影响力系数的大小排序依次为：工业、建筑业、商

业、运输邮电业和农业部门。其中，工业和建筑业

部门的影响力系数都大于１，表明这两个产业部门
对社会生产具有较大的辐射能力。在江苏“一五”

期间，这两个产业部门的需求得到刺激，有利于增

加其最终产出，从而带动其他相关产业部门得到相

应发展。而运输邮电业、商业和农业部门的影响力

系数都小于１，因为这些产业部门的主要任务为向
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原材料和物资供应，是产业链中

的后向部门，对其他产业的直接影响力较小。感应

度系数的大小排序依次为：工业、商业、农业、建筑

业和运输邮电业部门。其中，工业和商业部门的感

应度系数都大于１，表明这两个产业部门所受到的

需求压力大于社会平均水平。在江苏“一五”期间，

这两个产业部门都面临较大的社会需求压力，容易

成为瓶颈产业，从而制约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而

感应度系数小于１的部门有农业、建筑业和运输邮
电业，表明其对其他产业部门的产业带动作用较

弱。工业是全部产业部门中唯一影响力和感应度

系数都大于１的部门，说明在江苏地区“一五”时
期，工业部门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

　　四　对江苏地区产业结构问题的认识

根据上述对１９５６年江苏地区各产业部门投入
产出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江苏地区５个主要产
业部门中，工农业是最为重要的两个部门，其他产

业部门处于从属地位。

第一，农业部门的基础地位突出。虽然在地区

总产出中，农业比工业部门的产出少２４３６８万元（系
表２中工农业总产品之差），并且农业部门的影响力
和感应度系数都小于１，但是农业部门在政策层面是
受到相当重视的。“一五”期间，为适应城乡居民和

国家大规模建设对粮食和工业原料日益增长的需

要，江苏省将发展农业作为首要任务，认为发展农业

生产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

件。江苏地方工业的特点是轻工业多，工业与农业

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但工业原料８０％以上来自农业，
而且与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省内市场、财政状况，也

与农业收成的好坏紧密相关。１９５２年及１９５５年农
业丰收，１９５３年与１９５６年工业生产就有较大增长；
而１９５４年农业受灾，１９５５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就显
著下降。［１５］从投入产出模型所反映的部门经济技术

联系的角度看，工农业生产计划必须密切衔接、全盘

安排。为保持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适应工业

化的要求，农业生产受到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但是对农业部门的过度重视，一定程度上又影响

了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

第二，工业部门发展受到抑制。江苏省是全国

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之一，其纺织、食品、化工、机

械等产业在全国都占有一定的地位。江苏省“一

五”计划将工业的基本任务制定为：在全国统一计

划下，尽可能地利用和发挥现有工业的潜在力量，

适应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１６］８并认为“大力

满足农业对工业所提出的要求，促使农业更多地增

产，应该成为工业规划的基本原则之一”［１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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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江苏省贯彻执行了地方工业为农村经济

服务并与农村经济密切相结合的方针。在生产资

料方面，增加各种农具、农业机械、肥料以及手工业

工具等的生产量，并注意发展农具修配和饲料加工

等业务。在日用品方面，不断改进品种，提高质量，

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以满足农村需要。江苏省围

绕农村经济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有较快发展，并为

以后农业机械、农用化工的壮大和发展奠定了基

础；另外，机械工业为本省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的技术改造及大工业的修配协作服务。从投入产

出模型所反映的产业相互关联的波及效应来看，工

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都大于１。各产业部
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对工业部门的高度依赖性，

因此大力发展工业，对于其他产业生产的正常进

行，以及减轻对社会生产的制约，是非常关键的。

由于江苏省地处沿海地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下，“不允许江苏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国家对江

苏投入较少，还要求江苏利用原有基础支援国家建

设作出贡献。”［１６］７５“一五”期间，江苏省的工业定位

为满足农业对工业的需求，使具备良好工业基础和

发展潜力的江苏省工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第三，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部门处于从

属地位。江苏省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具有较好基础

的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

部门的发展，不过上述三个产业部门都是服从或服

务于工农两大产业部门的。虽然１９５６年建筑业部
门的影响力系数和商业部门的感应度系数都大于

１，但是由于上述三个产业部门１９５６年在地区经济
中所占比重分别为２．８４％、１．０８％和 １１２１％，相
对于工农业部门来说其规模很小。“一五”期间，对

商业、运输邮电业部门更多的是强调为工农业生产

服务，搞好城乡物资交流，做到城乡沟通、物畅其

流，其在地区经济中从属地位的特征非常明显。

总而言之，从投入产出模型看，工业在“一五”

时期江苏省产业部门中的地位是最为重要的，但工

业部门却不是最受重视的部门；相对而言，国家对

农业部门更加重视。政策层面处理工农两大产业

部门关系的思路，对以后江苏省的产业结构产生了

较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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