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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何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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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非竞争型

投入产出的出现较晚，且编制难度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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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细分下，可

以更为详细的测算进出口贸易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从消耗系数矩阵看各行业进口依赖度： 

 从测算结果来看，2020 年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进口品的直接消

耗比重最高，达到了 38.2%，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中进口品的直接消耗也达

到了 32.1%，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原油生产加工相关行业对于进口原油具有

较高的依赖度。此外，我国金属资源存在的缺口使得金属采选和冶炼相关行业

生产过程中的进口品直接消耗占比同样位于高位（金属矿采选产品：22.3%；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17.1%）。 

 进一步对比我国 2017 年和 2020 年各行业生产过程中进口品的直接消耗比重

来看，部分上游资源品相关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于进口品直接消耗的比例有

所提升，包括原油、液态天然气和金属矿石等，而化学产品由于产业链发展的

不断完善，在生产过程中对进口品的直接消耗有所降低。此外，汽车系相关的

仪器仪表业对进口品的直接消耗业显著降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汽车产

业链在供应端正逐步提升自给自足的能力。 

 而从整体来看，2020 年 42 个行业分类中仅有 11 个行业的进口品直接消耗比

重较 2017 年有所提升，而其余 31 个行业生产过程中对于进口品的直接消耗

比重均有所降低，表明我国生产活动对于进口品的依赖程度整体呈现下滑态

势，而进口依存度数据的下降同样对这一点可以有很好的体现。 

 各行业出口变动对增加值的影响： 

 以 2020 年投入产出表的计算结果来看，服务业相关行业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

拉动最为显著，而对国外增加值基本没有影响。其中房地产业增加 1 单位出

口将拉动国内增加值 0.98 个单位，对国外增加值的拉动仅为 0.02 个单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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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贸易相关行业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要远低于服务业，其中电子设备

行业增加 1 单位出口仅拉动国内增加值 0.57 个单位，而对国外增加值的拉动

则达到了 0.43 个单位。此外，包括汽车相关行业和上游资源品相关行业拉动

的国内增加值也相对较低。 

 而对比 2017 年和 2020 年各行业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来看，2020 年有 39 个

行业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效应较 2017 年有所提升，仅有燃气生产和供应

业出口对于国内增加值的拉动显著降低，而我国主要加工贸易行业中的家具

和纺织品出口拉动的增加值更多的留在了国内。 

 风险提示：行业合并方式不同造成部分误差；疫情对出口结构造成扰动；海外需求

不确定性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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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德邦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论系列的第六篇——投入产出篇（中）。在投入

产出篇（上）中，我们对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概念以及其在经济结构中的应用进行

了深入分析。对三大产业增加值的拆解、中美产业增加值构成的对比以及各行业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测算了上游行业价格波动对其他行业价

格造成的影响。而在本篇中，我们进一步落脚于进出口，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入手，探究进出口结构和数量变化对经济增长、就业等的影响。 

进出口贸易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进口来看，一方面可以通

过进口国内稀缺的资源、设备和技术等来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中供给端瓶颈问题，

同时引进的技术也会带动国内相关行业的创新；而另一方面，进口贸易可以 提高

企业的生产质量和效率，有效的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从出口来看，一方面出

口规模的扩大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效

提升了我国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出口的增长也有效的拉动了我国的投资和就业，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我国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因此，通过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进口品在生产中

的作用以及出口对我国产出和就业等的影响进行分析，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

进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关部门更好地制定进出口相关的政策，都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1. 何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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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的出现较

晚，且编制难度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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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细分下，可以更为详细的

测算进出口贸易对各部门投入产出的影响。 

表 1：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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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投入产出技术》（陈锡康、杨翠红等，2011），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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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编制过程中有三个恒等式： 

在行方向上，一是国内总产出=国内品中间使用+国内品最终使用，即对于每

一个部门来说，其产品的产量都等于其国内品中间需求量与国内品最终需求量之

和；二是进口=进口品中间使用+进口品最终使用，即对于每一个部门来说，其进

口品的数量都等于其进口品中间需求量和中间品最终需求量之和； 

在列方向上，总投入=国产品中间投入+进口品中间投入+增加值，即对于每一

个部门来说，其总投入等国产品和进口品中间投入与增加值之和。 

而由于在中间投入部分的拆分，非竞争型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与竞争型表中

的有所区别，具体分为系统内产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系统外产品直接消耗系数

矩阵，其中前者衡量了生产过程中各部门对国内品的消耗情况，而后者衡量了生

产过程中各部门对进口品的消耗情况，而系统内产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系统外

产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对应元素之和即为竞争型表中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对应

元素，即： 

𝑎𝑖𝑗
𝑇 = 𝑎𝑖𝑗

𝐷 + 𝑎𝑖𝑗
𝐼 , 

其中𝑎𝑖𝑗
𝑇为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对应元素，𝑎𝑖𝑗

𝐷为非竞争

型投入产出表中的国内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对应元素，𝑎𝑖𝑗
𝐼 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

表中的进口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对应元素。 

相对应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完全需要矩阵与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也有所

不同，具体公式为： 

𝑏𝑖𝑗
𝐷 = （𝐼 − 𝑎𝑖𝑗

𝐷)−1, 

其中𝐼为单位矩阵，𝑎𝑖𝑗
𝐷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的国内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中

对应元素，该式表明第 j 个产品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 i 个部门的国

内品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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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进出口分析中的应用 

2.1. 从消耗系数矩阵看各行业进口依赖度 

通过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我们首先可以对各行业总产出中进口产品的直接

消耗比重进行测算，以此得到各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于进口品的依赖性。以 2020

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为例，我们测算了 42 个行业生产过程中进口品直接消耗占

全部直接消耗的比重。 

从测算结果来看，2020 年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进口品的直接消

耗比重最高，达到了 38.2%，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中进口品的直接消耗也达到了

32.1%，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原油生产加工相关行业对于进口原油具有较高的依

赖度，尽管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第六大的原油生产国，但对于原油的巨大需求

使得我国原油相关行业仍存在较大的需求缺口。此外，我国金属资源存在的缺口

使得金属采选和冶炼相关行业生产过程中的进口品直接消耗占比同样位于高位

（金属矿采选产品：22.3%；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17.1%）。 

除上游主要资源品相关行业外，我国 2020 年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

备业的直接消耗比重也超过了 30%，这与其在我国加工贸易中的地位有着直接关

联，截止到 2022 年 7 月，我国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占比为 32.8%，其中手机加工

贸易占比达到了 62.8%，大量的来料加工使得电子设备制造业中进口品的直接消

耗比重相对较高。同样地，与汽车制造相关的仪器仪表业（18.9%）和交通运输设

备业（9.45%）生产过程中进口品的直接消耗比重也处于较高水平。 

而服务业生产过程中进口品的直接消耗比重均较低，批发与零售以及住宿与

餐饮业的进口品直接消耗比重仅为 1.4%和 0.6%。 

图 1：各行业对进口品的中间消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 

注：横轴为进口品中间消耗占比（%），纵轴为中间投入合计（亿元），气泡大小代表进口品中间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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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主要加工贸易行业生产过程中进口品直接消耗的构成来看，家具制品

生产过程中对进口品的直接消耗主要在木材加工品和家具和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业两个行业，其占比之和超过 80%；而汽车和纺织服装业生产过程中对进口品的

直接消耗则较为分散，对多个行业都有直接消耗；而机电产品生产过程中对进口

品的直接消耗则较为集中，主要为机电产品业自身，其消耗占比高达 87.74%，对

于其他行业进口品的直接消耗则相对较少。 

表 2：加工贸易主要行业中进口品直接消耗构成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汽车相关 纺织服装 机电产品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40.57%） 

汽车相关 

（40.93%） 

纺织服装 

（43.74%） 

机电产品 

（87.74%）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40.00%） 

机电设备 

（21.19%） 

化学产品 

（21.20%） 

化学产品 

（3.72%） 

化学产品 

（8.28%） 

通用设备 

（13.08%）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20.66%）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3.07%） 

纺织服装 

（3.19%）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10.87%） 

租赁和商务服务 

（4.65%） 

汽车相关 

（1.44%） 

金属制品 

（2.36%） 

化学产品 

（6.25%） 

食品和烟草 

（3.64%） 

非金属矿物制品 

（0.9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德邦研究所测算 

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仅考虑了生产过程中对于进口原料和资源等的直接消耗，

但在生产过程中，也会对进口品造成一些间接消耗，因此我们进一步测算了进口

品的完全消耗系数，即某部门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时所需要各部门进口品的完全

消耗，具体公式如下： 

𝐶𝑇 = 𝐴𝐼（I − 𝐴𝐷）
−1

, 

其中𝐴𝐼表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的进口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𝐴𝐷表示非竞

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国内品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从完全消耗系数矩阵来看，各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进口品主要为上游资

源品，其中对于原油和金属的完全消耗最为明显，此外对于化学产品和电子设备

的完全消耗也相对较高。 

而通过计算进口品完全消耗系数与进口品直接消耗系数之差可以得到生产过

程中对于进口品的间接消耗，从计算结果来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各部门对

进口品的间接消耗均相对较低，进口品在生产过程中的间接消耗主要体现在制造

业。各部门生产过程中对石油开采、金属矿开采、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加工和电子

设备进口品间接消耗较为明显，表明以上几个行业的进口品在我国生产过程中起

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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