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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供给地位尤为突出，其先行发展是其他产业健康

发展的前提。但目前基础产业的定义和判别存在较大的分歧，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从产业

结构的角度出发，以福建省为例，运用感应度和直接关联效应分析确定了该省的基础产业，

在此基础上根据基础产业发展的超前性分析了该省基础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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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础产业的概念及确定  

  1、基础产业的概念  

  基础产业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有很多解释，其中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根据李耀新、王东

华的定义：基础产业是指其他产业的发展对它的依赖性大(即感应度高)，在较长时期内对它

的需求将稳步增长，在产业结构中处于“供给”地位，即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基本生产资料

和生产条件的产业。与上两位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龚仰军，他认为：所谓的基础产业，其产出

应当主要用于其他产业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中间需求，也即要求基础产业有较高的感应度系

数。对于不同的产业结构系统，由于其产业构成不同，所需的中间需求一般也是不同的。因

此，如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等未必是所有类型的产业结构系统所共同的“基础产业”。  

  2、基础产业的确定  

  根据以上的定义，不难发现，确定基础产业的一个主要的定量指标就是感应度系数。我

们知道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活动通过产业间的联系方式，必然要影响到或受影响于其他

产业的生产活动。在这里，把受到其他产业影响的程度叫做该产业的感应度，有的学者也将

其成为推动力系数，表明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对其他产业的推动作用。一般而言，感应度系

数大于 1 的产业有两类，分别是基础产业和商业。另一个指标就是钱纳里提出的三角投入产

业表，基础产业即表中直接前向关联系数大于平均值而后向关联系数又比较小的产业部门，

这个指标反映了基础产业的中间需求强度大而中间投入量较小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定义中还明确地强调一点：不同的产业结构系统，由于产业构成不同，

所需求的一般也不同，故本文选择福建省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  

根据感应度系数等于  ，即：  

    （1-1）  

    经计算得福建省的产业部门感应度系数分布（见表 1）。如表 1所示，感应度系数大于

1 产业部门共 18 个，其中属于第一产业的有农业。第二产业的中属于重工业的有化学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矿采选业、电力、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制品业 8 个部门；属于轻工业业的包括造纸印刷及文

教用品制造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

4 个产业部门。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和住宿餐饮业及交通

运输及仓储 5 个产业部门。  

表 1：福建省 2002 年感应系数分布表  

Code    产业名称    感应系数    Code    产业名称    感应系数  

30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3.432    06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1.327  

27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2.994    23    电力、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97  

01    农业    1.997    11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159 

12    化学工业    1.719    09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1.126  



32    金融保险业    1.660    33    房地产业    1.099  

1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465    08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    1.056  

14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377    15    金属制品业    1.013  

04    金属矿采选业    1.335    31    住宿和餐饮业    1.006  

10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1.329    26    建筑业    1.003  

数据来源：2002年福建省投入产出表  

  按钱纳里和渡边经彦的方法，以直接关联效应的平均值（直接前向效应平均值为 0.6003，

直接后相关联的平均值为 0.6003）为中点。福建省 42个产业，属于第一类中间投入型的基

础产业有 1，9，23，27，30，32；属于第二类中间投入型制造业的包括：4，6，8，10，11，

12，13，14，15，31；属于第三类最终需求型制造业：7，16，17，18，19，20，21，24，

26，34，40，42；属于第四类的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有：2，3，5，22，25，28，29，33，

35，36，37，38，39，41（见图 1）。其中属于三角形底部，而且直接前向关联系数越大，

后向关联系数越小的其基础产业的特征越明显。  

   

图 1.福建省 2002年直接关联效应散点图  

  综合以上两个标准，感应度系数大于 1，而且直接强相关联系数大于平均值 0.6003，的

产业部门进行综合（表 2）可得福建省的 10个基础产业部门，通过比较前向关联的排名（前

向关联系数降序），后相关联系数排名（后向关联系数升序）得到综合排名。分别是农业、

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化学工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这 10个产业部门都属于第一、二产业，其中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

例相当，分布得比较均匀。  

表 2  福建省基础产业排名  

部         门    感应力    前向  

关联    排名    后向  

关联    排名    最终排名  

农业    1.997    3.81    1    0.52    2    1（3）  

金属矿采选业    1.335    1.4    2    0.4    1    2（3）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1.327    1.01    3    0.73    6    3（9）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1.329    0.81    6    0.58    3    4（9）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159    0.74    7    0.68    4    5（11）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1.126    0.85    5    0.76    8    6（13）  

化学工业    1.719    0.68    8    0.72    5    7（13）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    1.056    0.89    4    0.81    10    8（14）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377    0.63    9    0.76    7    9（16）  

金属制品业    1.013    0.61    10    0.8    9    10（19）  

  二、基础产业的现状及分析  

  分析基础产业的现状，需要了解基础产业所具备的一些特征。首先基础产业的具有投资

大，成本回收期长，风险相对较大等特点。其次就是基础产业的关联性要强，原因在于基础

产业的“供给”地位突出。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分析，基础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为上游产业

提供原材料，能源，中间产品等，在此过程中基础产业承担着其他产业发展进步的“助力器”

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基础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联系要紧密。最后，基础产业具有超前性，由

于基础产业的“供给”作用突出，如果发展滞后的话，那么基础产业就成为了“瓶颈”产业，会

严重制约产业结构的演进和经济的增长。  



    在基础产业的确定过程中已经涉及到产业关联强度的问题，其中的感应力是属于产业包括

直接和间接在内的波及效果强度，而直接关联系数反映的是产业间的直接关联强度。基础产

业的确定过程其实也就是产业关联强度分析的过程，因此以上的 10个基础产业部门与其他

部门的产业技术经济关联比较紧密，特别体现在为其他产业生产提供中间产品的环节上。      

基础产业的超前性可以通过基础产业超前系数衡量，超前系数即基础产业增长速度和 GDP

增长速度的差值占 GDP增长速度的比重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2-1）  

表 3.福建省部分基础产业的超前系数表  

项目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出现  

次数  

农业    -0.735     -0.645     -0.737     -0.816     -0.617     -0.649     -0.824     7  

金属矿采选业    2.360     1.325     0.778     2.313     8.595     2.233     1.493     0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1.062     -0.272     0.757     0.740     1.898     0.316     0.286     2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1.203     0.308     -0.455     0.886     1.194     0.637     0.205     1  

石 油 加 工 、 炼 焦 及 核 燃 料 加 工

业    1.248     -2.055     -1.564     0.096     -0.398     -1.657     1.127     4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1.766     1.722     0.754     1.670     2.468     1.144     0.530     0  

化学工业    0.740     -0.659     0.532     1.837     1.470     0.831     0.362     1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造业    0.663     0.526     -0.962     4.414     1.106     1.315     0.569     1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07     0.334     -0.203     2.539     3.977     0.957     0.960     2  

金属制品业    2.385     -0.682     0.752     0.757     1.504     0.657     0.964     1   

超前系数为负的个数    3    5    5    1    2    2    1    19  

数据来源：2000-2007福建省统计年鉴计算得。  

  通过表 3的数据显示，随着经济发展，福建省的基础产业发展主要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1、福建省的基础产业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正常化，基础产业的滞后性明显下降，超前效

果愈加明显。  

  2、部分基础产业出现了持续性的滞后，应该加大力度加以发展，以摆脱对其他产业发

展的限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农业，连续 7年都滞后。而且第一产业（农业）无论是在发展

速度，还是在劳动生产率方面都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水平，分析其中原因一

方面福建省的资源禀赋与农业发展不协调，自然资源中耕地是属于相对劣势的资源，但是福

建省农业产值中的种植业比重最大，将近 50%，而且还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林业和渔业的

相对优势比较明显，但是福建省的林业比重仅 7%左右，渔业则 30%左右。福建又属于丘陵

地貌，不利于大面积的机械化生产，因此种植业的效率也不可能迅速提高。  

  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发展也相对滞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是属于重工业中的原料工业，为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目前福建省的石油

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在全国的区位优势比较中处于落后，其规模系数为全国平均的

1.2 倍，但是其利润方面波动较大，有时甚至会出现负利润，而且技术进步率很低，在

2003-2006的数据分析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几乎处于静止不动。  

  福建省今后的基础产业发展要解决农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发展滞后问

题。其中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展福建省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明显的渔业和林业，并且提

高种植业的经济效益，目前种植业的种植面积在逐年减少，但是其产值却不断上升，原因在

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比重上升，而经济作物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粮食作物。另一方

面要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目前福建省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比重超过 35%，但是产值

仅为 12%，比较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水平。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发展一方面要增加技术投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能由于该行业受到国际石油价格

波动影响较大，需要加强该类企业抵御风险的危机管理，以适应市场的波动变化。  

  三、结语 

 我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个经济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启动的，没有经历过一个特定的基础产业

发展时期，基础产业的发展本身就存在着“先天不足”。尽管在理论上都认识到了基础产业的

重要性，有时可以看作是“战略产业”，但是由于基础产业的建设大、投入期长、基础设施成

分多的特点，在具体实施政策时经常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了对基础产业的建设。建国

以来历次产业结构调整都有加强基础产业建设的内容就是最好的例证。因而无论是福建省的

基础产业建设乃至全国的基础产业建设仍需要一段调整期才能真正走向正轨，充分发挥其产

业发展“推动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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