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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基于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视角，根据江苏省 2002 年投入产

出表中 42 个产业部门的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出江苏影响力系数、感应

度系数、最终出口需求对各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各产业对最终进口需求的依赖

系数，对江苏支柱产业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指数。研究

结果发现，江苏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其支柱产业基本相匹配；但是江苏的对外贸

易结构中存在关过度依赖于第二产业的现象，第三产业的外贸比重较低，其对产

业的拉动和诱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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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对外贸易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贸易量的增长速度快

于江苏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但现有的对外贸易结构是否与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

关系和谐，是否与关联产业之间存在互动的发展关系？基于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

的视角，研究江苏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有助于更加准确地了解江苏对

外贸易的现状和变化情况，为制定相应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回顾  

  某个国家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是指外贸商品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言。从定

性的角度看，如果出口商品能够带动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口商品能弥补国内

生产的不足，并能够促使产业结构向着更加合理利用资源的方向调整，则商品结

构就是合理的。从定量的角度看，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性是指不同种类的外贸商

品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这取决于与本国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越是

能够支持支柱产业的发展，减弱瓶颈产业的制约，商品结构越是合理。  

  国内学者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多是从一

国（地区）的比较优势或国际分工地位的视角来分析。通过产业结构研究外贸商

品合理性的主要有：沈利生、吴振宇（2003）构造了一个合理度指数以衡量对外

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度，该合理度指数越大，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就越合理。彭磊

（2004）利用 RCA 指数作为检验指标，对我国现有贸易动力作了实证检验，得出

我国贸易结构正出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过渡的结论。王建军、马序昌（2005）

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分析法对新疆外贸结构的合理性进行了实证

分析，认为新疆进口产品结构的合理性应符合新疆瓶颈产业的需要，出口产品结

构的合理性要适应新疆经济系统中拉动支柱产业的需要。向锦、康赞亮（2006）

计算了我国出口产品的合理度指数，发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排序与影响力系数的

排序不一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还不尽合理。  

  二、江苏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分析  

  研究江苏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度，必须要结合其经济整体运行状况，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首先应分析其产业部门之间投入产出的内在关联，这借助于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式中， 是总产出， 是列昂惕夫逆矩阵， 是

最终产品。根据列昂惕夫逆矩阵，可以通过计算各产业的影响力系数（衡量某产

业生产与需求的变化对其他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感应度系数（反映某产业的

生产与供给其他产业影响的程度）来分析各产业之间连锁、波及关系的内在机理。

当影响力系数 时，表示第 产品部门生产对其他产品部门所产生的波及影响程度

高于社会平均影响力水平；如果 ，表示第 产品部门的影响力处于社会平均影响

力水平；如果 ，表示第 产品部门生产的影响力在全部产业中居于下游水平。影

响力系数越大，第 产品部门对其他产品部门的拉动作用越大。同理，感应度系

数 也可以作类似的说明。  

  根据江苏 2002 年投入产出表，可得到江苏 42 个产业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

应度系数。按照数值差异可知，江苏影响力大和感应度强 的产品部门集中于第

二产业分别是：化学工业（4.93，1.2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54，1.3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86，1.32）、纺织业（1.60，1.24）、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1.60，1.32）、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1.25，1.1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00，1.36）。一方面，这七个部门为满足其他部门的

生产需要而提供的产出量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这些部门对其他产品部

门的辐射作用、影响力也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这七个部门

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部门，能带动或支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它们应是制定

产业政策时应重点发展的部门。  

  三、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  

  影响力系数和和感应度系数反映了各个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但不

能充分区分不同部门受到最终需求（如消费、投资、出口或进口）因素的波及状

况。为了揭示外贸商品的结构受到进出口需求的影响，还必须借助于各产业出口

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以及各产业部门对进口需求的依赖系数，考察最终出口、进

口需求对江苏 42 个产业部门的诱发程度。 

第 i 产业部门出口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最终出口需求项目的合计数（ 为产业序号）；   
  把第 i 产业最终进口需求的生产诱发产值除以相应的产业总产值 ，就可以得到各产业部

门对进口需求的依赖系数(3)  
 的经济涵义是：当总的出口的各产业合计数增长一单位时，某一产业的最终出口需求能诱

发多少单位的生产额，反映江苏最终出口需求对各产业生产的诱发作用大小。 则表明了江

苏各产业部门的生产对最终进口需求的依赖程度，以及最终进口需求对各产业生产的影响力

度。这两个指标是对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进一步补充，揭示了最终进口、出口需求对

各产业部门生产过程影响的指向。本文将其作为外贸商品合理度指标的基础，以外贸商品的

进出口比重作为加权系数，构建外贸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   
  定义 1：把每种出口商品的生产诱发系数乘以该种商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乘积称

为该商品的出口推动力；全部产业的出口推动力之和，即为出口商品的合理度指数。  
  定义 2：把每种进口商品的进口依赖系数乘以该商品占全部进口商品的比重，得到该商

品的进口推动力；全部进口商品的推动力之和，称为进口商品的合理度指数。  
出口推动力  ；   进口推动力    
其中， 、 分别为第 i 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 、 分别是所有产业的出口商品总额和进口商

品总额。  
根据江苏 2002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 2002 年江苏各产业部门的出口、进口商品合理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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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2 年江苏各产业的出口、进口合理度指数  
部    门    出口诱发系数    排序    出口指数    进口依赖系数    排序    进口指数  
            出口推动力    排序            进口推动力    排序  
农业    0.162    7    0.0012    11    -0.209        -0.0106    1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14        0        -0.485    11    -0.000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27        0        -8.303    1    -0.2423    2  
金属矿采选业    0.004        0        -2.916    2    -0.0171    8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0.039        0.0003        -0.093        -0.0009      
纺织业    0.367    3    0.0456    3    -0.186        -0.0065    12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0.277    4    0.0641    2    -0.035        -0.0002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0.035        0.0007    12    -0.110        -0.0004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0.095    10    0.0027    7    -0.570    6    -0.0241    7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034        0.0001        -0.502    9    -0.0077    11  
化学工业    0.531    2    0.0186    4    -0.500    10    -0.0679    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39        0.0003        -0.111        -0.0004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174    5    0.0021    8    -0.561    7    -0.0452    6  
金属制品业    0.082    12    0.0019    9    -0.270        -0.0005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103    9    0.0014    10    -0.480    12    -0.0676    4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89    11    0.0041    6    -0.146        -0.001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134    8    0.0064    5    -0.539    8    -0.0472    5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783    1    0.2934    1    -0.983    4    -0.3138    1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17        0.0001        -0.209        -0.0007      
其他制造业    0.033        0.0001        -0.371        -0.001      
废品废料    0.014        0        -1.012    3    -0.0107    9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0.08        0.0002        -0.346        -0.00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0.025        0        -0.194        -0.0002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0.17    6    0        -0.269        0      
住宿和餐饮业    0.031        0        -0.162        -0.0001      
金融保险业    0.067        0        -0.353        -0.0002      
综合技术服务业    0.003        0        -0.116        -0.00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08        0        -0.138        -0.0001      
合理度指数            0.4433                -0.8676     
注：1、表中数据是根据江苏统计局提供的 2002 年江苏 42 个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得

到的。  
  2、由于进口总额以负值表示，计算的进口依赖系数也相应为负值，排序时按绝对值大

小由高向低排列  
  3、对某些排序靠后，且出口推动力和进口推动力均为零的产业部门，表中未列出。  
  2002 年江苏省出口商品推动力居前 5 位的行业依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出

口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是 0.4433。进口商品推动力居前 5 位的行业依次是：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进口商品结构的合理度指数是-0.8676。对比江苏各产业的影响力

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可知，出口、进口商品推动力较高的产业也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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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江苏外贸商品结构变化的合理度分析  
  根据表 1 中计算的进出口商品合理度指数，可以考察江苏省外贸商品结构变化的合理

性。根据历年《江苏统计年鉴》上的外贸统计数据，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对贸易商品进行汇兑、计算，得到 1998—2006 年江苏进口、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 1998-2006 年间，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比例有逐年

下降的趋势，分别从 4.53%和 55.05%下降到 1.31%和 34.43%，与此对应的是资本/技术密集

型制成品出口比例从 40.42%逐年大幅度上升到 64.23%。从 2001 年开始，资本/技术密集型

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开始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一直保持上升的态势。图 2 则反映了

1998-2006 年江苏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动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基本在

10%左右变化，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进口占据主导地位；三大类工业制成品的进口结

构并没有长期明显的趋势，在 2004 年时出现拐点，结构变化趋于平稳。  
  从实际情况来看，江苏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进出口变化与其合理度指数相吻合。

具体表现为：机械及运输设备在全部外贸商品中的比重最大，出口所占份额从 1998 年的

31.54%上升到 2006 年的 59.14%，2000 年首次成为出口最多的商品，2003 年所占出口份额

首次超过 50%，在江苏出口商品中保持绝对的主导地位；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出口比重大

于进口比重，这符合化学工业进口合理度指数排序大于出口合理度指数的分析结果；但化学

工业产品也有较高的出口诱发系数，其出口对产业部门的贡献还未完全发挥。在劳动密集型

商品中，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等产业的出口生产诱发系数较大，实际出口额也

一直保持在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 2002 年后平稳下降，其中，

非食用原料所占比重最大，平均占整个初级进口产品的 80.5%；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

料的进口比重波动较大，从表 1 可知，这类商品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因而，结合实际情

况来看，江苏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与其商品贸易结构的合理度基本吻合。  
  结合表 1 进一步分析，第一：出口、进口商品推动力排序与出口诱发系数、进口依赖系

数的排序不完全相同，这是由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所引起的。第二：江苏外贸商品中主要是以

工业制成品为主，第三产业各部门的外贸比例较小，外贸商品合理度指数普遍较低，其对其

他产业部门的诱发和推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其

出口的生产诱发系数排在第六位，但合理度指数排序靠后，产业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 江苏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 2002 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 [M]. 江苏统计出版社，2005 
[2] 刘志彪、王国生、安同良.现代产业经济分析[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贾晓峰.江苏产业结构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沈利生、吴振宇.外贸产品结构的合理性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8)  
[5] 彭雷.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财贸经济，2004(1)  
[6] 王建军、马序昌.新疆外贸结构实证分析[J].新疆财经，2005(4)  
[7] 向锦、康赞亮.我国出口结构的现状及其优化初探[J].国际贸易问题，2006(7)  
[8] 乔真真.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选择——基于对外贸易视角[J].经济问题，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