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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增速对钢铁投资和总投资增速的影响 

世界经济统计分析研究室  吴海英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构造基于一般生产函数单一投资品部门的四部门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为分析房地产投资对钢铁等行

业投资进而对总投资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模型结果表明同一期钢铁、投资品、其他部门的投资增

长速度与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呈线性关系，下一期总投资增长速度与本期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呈线性关系。各线性关系式

中的截距和斜率取决于前1期投入产出表、各部门投资和资本产出率。目前加强投入产出表等数据的时效性将有助于及时

准确规划各行业投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才能使国民经济各行业投资保持一个较好的平衡增长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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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的投资过热需要深入到产业一级。近几年来房地产和钢铁等行业投资高速增长，尤其房地产一

直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持续年增长20%以上，2004年26.6%的总投资增长中有5.4个百

分点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的贡献，2005年该数值由5.4个百分点下降为3.9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

年。这是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直接影响。此外，由于房地产投资增加引起其他行业（包括房地产自身）产出增加或减

少，从而对其他行业投资进而对总投资增长造成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例如，房地产建造房屋需要钢材，2000年以来房地

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否造成钢铁行业投资过快增长并促使钢铁业一度成为瓶颈行业？产业界和学术界对此大多持肯定回

答，如戚向东（2003）一文中提到，据统计中国目前生产的建筑用钢材约占钢材总量的 60%以上，这些钢材主要用于房地

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用于房屋建筑的钢材不少于40%。但相应的定量分析还很少。本文在简化四部门动态投入产出

模型框架下分析房地产投资增速与钢铁等行业投资增速、总投资增速的关系，为细化房地产投资对各行业投资和总投资的

直接和间接影响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本文在该框架下着重探讨钢铁与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限于篇

幅，经验分析将在后续文章中给出。 

    同通常利用钢铁和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并判断二者关系的方法相比，本文运用的动态投

入产出模型有以下优点。首先，投入产出模型包含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它揭示了各部门之间生产投入来源和产出使用去

向的平衡关系。在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钢铁投资增长是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包括钢铁自身）产出增长的需要，房地产投

资增长致使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包括房地产自身）产出增加（或减少）对钢铁产出进而对钢铁投资造成的影响可清楚地得

以刻画。因此，同用单一的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解释钢铁投资增长速度的回归方程相比，动态投入产出模型更能全面准确

地反映房地产作为最终产品部门其投资是如何对钢铁这一投入品部门的投资产生影响的。其次，依据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得



出的钢铁与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式可评估已实施的相关产业政策，同时可对未来年份二者的投资增长速度做出

合理的政策建议。而基于历史时序数据的回归方程不能评估已实施的钢铁和房地产行业政策。如图1显示1997至1999年房

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由负的1%上升至13%，同期钢铁投资增长速度仍保持在-15%至-23%之间。这一期间造成钢铁投资紧缩的

相关政策是否合适，建立在历史时序数据之上的回归方程无法判断。如果依据某种合理方法（如动态投入产出法）得出这

一时期钢铁投资增长速度过慢，而政策制定者吸取了经验教训，那么依据回归方程预测未来年份的钢铁投资增长速度就会

存在较大偏差。 

    本文以下共分为四部分：第二部分回顾里昂惕夫静态和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并指出在实践中运用动态投入产出模型需

要解决的问题；第三部分构造符合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基于一般生产函数单一投资品部门的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并同里昂

惕夫的动态模型进行比较；第四部分运用四部门动态投入产出模型推导各行业（包括钢铁）投资增速、总投资增速同房地

产投资增速之间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

五  小结 

    本文构造的四部门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为分析房地产投资对钢铁等行业投资进而对宏观层面总投资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

响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下各行业（包括钢铁）投资增长速度和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在同一期存在线性关

系，下一期的总投资增长速度与本期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成线性关系。各线性关系式中的截距和斜率各期并不能保持不

变，因为其决定因素（前1期投入产出表、各部门投资以及资本产出率）在不同时期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结论同时表明运

用跨时期的回归方程得出钢铁投资（或总投资）增长速度与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或不存在线性关系都将

是有偏差的。 

    目前受数据所限，给定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我们依据四部门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及时准确估算适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钢

铁及其他行业投资增长速度还存在一些困难。一方面，应积极改善投入产出表数据时效性差的现状，同时应考虑建立以房

地产为主体的投入产出表，更好地分析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各行业产生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

让市场配置生产要素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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