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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从投入产出表拆解三大产业增加值的构成：从三大产业对经济的拉动来看，第三产

业的增长对于劳动者报酬的拉动作用日益显著。截止 2020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每

增加 1%，会拉动劳动者报酬增长 0.55%，而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每增长 1%对

劳动者报酬的拉动为 0.16%和 0.29%。而在 2002 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

值每增加 1%对劳动者报酬的拉动分别为 0.23%、0.38%和 0.39%。 

 中美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对比：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日益突出，但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以美国为例，美国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75%左右，而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在 2015 年才突破 50%；而在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面，截止 2020 年，美

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 1%对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

余的拉动分别为 0.79%、0.95%、0.70%和 0.79%，均显著高于我国的 0.55%、

0.42%、0.62%和 0.52%。 

 从投入产出表看各行业对经济增长拉动：根据我们的测算，2020 年建筑业和房地

产业对增加值拉动分别为 7.2 万亿和 7.7 万亿，合计占 GDP 的 14.7%，而金融业

对增加值拉动高达 8.4 亿，占 GDP 的 8.2%。其中建筑业对批发与零售业的拉动

最为明显，而对于房地产上游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玻璃、水泥等）和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品业（钢铁等）也有显著拉动。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拉动最为明显，而对

于房地产销售环节相关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住宿和餐饮等相关服务业的拉动

也较为显著；而对比 2017 年和 2020 年各行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来看，基建相关

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显著提高，对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显著提升，而金融和房地产对

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从感应度系数来看，批发零售、金融和租赁等服务

业的感应度系数有显著提升，对其他行业的推动作用有所增强，而住宿餐饮业受疫

情影响对其他行业的推动作用下滑明显。 

 从投入产出表测算各行业价格变动影响：以 2020 年投入产出表为例，我们测算了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游行业单部门价格波动对其他行业价格的影响。从测

算结果来看，农林牧渔业对其他行业价格影响的程度最大，其中对纺织品和食品烟

草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从上游资源品来看，石油行业的价格变动影响的范围最广，

除了石油部门本身外，上游、中游、下游均有行业受到显著影响；煤炭部门的价格

波动的影响更偏上游和中游行业，主要是公用事业和金属制品受到的影响较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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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材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金属部门的价格波动主要影响中游设备制造业，

对下游汽车行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而非金属部门价格变动对其他行业的影响相

对较小。 

 风险提示：行业合并方式不同造成部分误差；疫情对经济结构造成扰动；大宗商品

价格持续居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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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德邦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论系列的第五篇——投入产出篇。在此前的系

列中我们对经济增长“三架马车”的预判方法和预测模型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本

篇我们拟对投入产出表及其在经济、金融中的运用进行详细的分析介绍，通过投

入产出表对经济增长的整体结构及其变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投入产出表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各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揭示

了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相互依存和制约，是专门用来分析一国经济结构变化的重

要工具。通过国家和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可以对国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投

资结构、消费结构和进出口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为宏观经济管理和政策

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此外，基于投入产出表我们还可以进行生产分析、价格与成

本分析和就业分析等多维度的分析应用，对于各领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可以进行前

瞻性的模拟，同时也可以构建相关的模型分析突发事件等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而近些年以来我国不只强调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

增长结构以及经济增长动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投入产出分析在国民经济

中的诸多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对于研究和制定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有着重

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将对投入产出表的相关概念进行详细解释，并对其相关应用

及结果进行深入分析。 

1. 投入产出分析的发展历程 

投入产出分析最早起源于美国，由著名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 1936 年前后首次提出，同年他在经济统计评论上发表了“美国经

济系统中的投入与产出数量关系”一文，标志着投入产出分析正式进入了学术领域

的研究范畴。 

在最初的研究中，列昂惕夫构建了美国 1919 年和 1929 年的投入产出表，用

以分析美国经济结构中各部门存在的数量关系，初步构建了投入产出分析的相关

理论体系，并基于以上研究内容在 1941 年出版了《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conomy, 1919-1929: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equilibrium analysis》一书，对

投入产出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结构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953 年列昂惕夫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American Econom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in Input-Output 

Analysis》一书，进一步提出了列昂惕夫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和地区间投入产出等模

型，扩展了投入产出分析的适用领域。 

1966 年到 1967 年间，列昂惕夫系统地整理了关于投入产出分析的相关研究，

出版了《投入产出经济学》，使得投入产出分析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各国政府

部门和学者都开始尝试进行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由于在投入产出分析领域的巨大贡献，列昂惕夫在 1973 年成为了第五届诺

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投入产出技术引入中国的时间也相对较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钱学森

和华罗庚为首的学者成立了工作小组对投入产出技术进行研究。1974 年，在国家

计委、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原北京经济学院多个单位的合作下，我国开

始了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最终历时两年编制出了包含 61 类产品的 1973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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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物型投入产出表，这也是我国的第一张投入产出表。而此后，我国又分别在

1979 年、1981 年和 1983 年对投入产出表进行了编制，这三次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在 1973 年实物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而在此期间，各个省份也陆续着手编制地区投入产出表，但由于使用方法以

及各省经济发展实际状况有所不同，各省的投入产出表在类型和部门数量上都有

着较大差别。 

表 1：改革前我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情况 

年份 类型 部门数 

1973 年 实物型基本表 61 

1979 年 
实物型延长表 61 

价值型延长表 21 

1981 年 
实物型基本表 146 

价值型基本表 26 

1983 年 
实物型延长表 146 

价值型延长表 22 
 

资料来源：《投入产出技术》（陈锡康、杨翠红等，2011），德邦研究所 

而投入产出表步入规范化发展则开始于 1987 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宏观

调控的需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进行全

国投入产出调查，编制 1987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并在以后每五年进行一次，即逢

2 逢 7 的年份进行全国的投入产出调查来进行基本表的编制，而为了增强投入产

出表的时效性，又进一步在逢 0 逢 5 的年份进行了延长表的编制（即在 1987 年

投入产出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再进行小范围的调查构建 1990 年的投入产出延长表，

以此类推）。在地区层面，1987 年改革后各省份也会在编制全国投入产出基本表

的年份编制对应的地区投入产出表，进入了规范化编制的阶段。 

为了更好的对外贸结构进行分析，统计局在 2017 年开始同时发布竞争型和

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与传统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相比，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

表中将中间投入部分区分为了国内品中间投入和进口品中间投入两部分，反映了

需求端对于国内品和进口品消耗的不完全替代性。 

此外，统计局在第七次全国投入产出统计调查中额外发布了 2018 年的全国

投入产出表，体现了我国在投入产出表编制方面进一步的尝试，力争实现更高频

率的编制以为更加精准、及时的研究提供数据基础。随着投入产出技术的不断发

展，企业投入产出表、海洋投入产出表和能源投入产出表等多领域投入产出表地

编制逐步完善，为分析当下我国经济结构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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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改革后我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情况 

年份 类型 部门数 

1987 年 价值型基本表 117 

1990 年 价值型延长表 33 

1992 年 价值型基本表、实物型基本表 118、151 

1995 年 价值型延长表 33 

1997 年 价值型基本表 124 

2000 年 价值型延长表 40 

2002 年 价值型基本表 122 

2005 年 价值型延长表 40 

2007 年 价值型基本表 135 

2010 年 价值型延长表 42 

2012 年 价值型基本表 139 

2015 年 价值型延长表 42 

2017 年 价值型基本表（竞争型/非竞争型） 149/42 

2018 年 价值型基本表（竞争型/非竞争型） 149/42 

2020 年 价值型延长表（竞争型/非竞争型） 149/42 
 

资料来源：《投入产出技术》（陈锡康、杨翠红等，2011），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尽管投入产出表分类众多，但目前我国主要公布的是基础的静态价值型投入

产出表，而其他扩展表和模型均是在此基础上延伸得到的。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如表所示），分别对应着四个不同的象

限： 

象限一是由 n 个部门的中间投入和中间需求交叉形成的一个 n*n 矩阵，其中每一

行代表该部门在 n 个部门的中间投入情况，即其产品在 n 个部门中的分配情况；每一

列代表该部门在 n 个部门的中间使用情况，即其生产过程中对于 n 个部门产品的消耗

情况。该象限直接反映了经济运行中各部门间的生产联系，是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中的

核心象限。 

象限二是由 n 个部门的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交叉形成的矩阵，其中每一行代

表该部门在最终需求的投入，即其产品最终分别用于消费、资本形成和出口的价

值；每一列代表最终需求（消费、资本形成和出口）在各个部门的具体分布。 

象限三是由 n 个部门的中间需求和最初投入交叉形成的矩阵，其中每一行代表增

加值中四个组成部分分别在各部门的数值；每一列则代表各个部门的增加值构成，反

映各个部门所消耗的最初投入。 

象限四为转移支付矩阵，是由最初投入和最终需求交叉形成的矩阵，该矩阵

衡量最初投入转化为最终需求的过程，但由于编制过程较为负责，这一象限并不

在我国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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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产出 

投入 

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 

总产出 
1 2 … n 消费 资本形成 出口 

中
间
投
入 

1 
2 
. . . 
n 

Ⅰ Ⅱ  

（
增
加
值
）

最
初
投
入 

 

劳动者报酬 

Ⅲ Ⅳ  
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 

营业盈余 

总投入    
 

资料来源：《投入产出技术》（陈锡康、杨翠红等，2011），德邦研究所 

在投入产出表编制过程中有两个恒等式： 

一是总产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即对于每一个部门来说，其产品的产量都

等于其中间需求量与最终需求量之和； 

二是总投入=中间投入+最初投入，即对于每一个部门来说，其产品的投入量

都等于其中间投入量和最初投入量之和； 

结合以上两个恒等式、中间需求等于中间投入以及总产出等于总投入，我们

可以得到最终需求等于最初投入，即各个部门的最终需求之和等于各个部门的增

加值之和，而这也正好对应着 GDP 支出法和收入法两种核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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