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造业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方 茜1 王 军 

【摘 要】 本文首先就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了分析, 其次采用产业经济学产业结构研究方法——— 投

入产出法, 对四川省1997年与2002年的投入产出综合平衡表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制造业对四川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作者认为:制造业对四川经济的完全贡献很大, 其在四川经济中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因为制造业对第三次产业的贡献

作用越来越大, 及其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度的增强, 所以必须关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协同发展;与高梯度地区相比四

川制造业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必须改造现有的传统行业, 培植未来的朝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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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制造业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经济实力, 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不仅创造价值, 生产物质财富和新的知识, 也

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包括国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先进的手段和装备。[1] 经济学家卡尔多认为, 一个国家经济的高

速增长几乎总是与第二产业, 主要是制造业的高速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据统计, 工业化国家有70% -80%的物质财富来自于制造

业, 约有1 /4的人口从事各种形式的制造活动;在非制造业部门, 约有半数人的工作性质与制造业密切相关。制造业对大多数国

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分析 

首先, 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互动影响中, 制造业占据重要地位。制造业推动结构转变, 是通过不同时期主导产业的交替

作用实现的。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程看, 在不同时期发挥主导部门作用的产业基本上都是制造业。例如英国, 其产业结构转

换过程中依次发挥主导作用的部门是棉纺工业、炼铁业, 及钢铁、化工、电力等制造业部门, 这些部门包括原材料工业部门和

加工工业部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基于技术进步的较快的生产率增长率和较强的产业关联度。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升级, 中间产

品和资本品工业的逐步发展以及在整个产业中比重的不断增加, 产品中有大部分销售给其他生产者而非最终使用者, 此过程强

化了制造业各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使那些因技术进步生产率较快提升的产业部门不但自身获得了快速增长, 而且通过这种强

化的产业关联带动了其他部门的快速增长和整个制造业的扩张, 进而促进了一国经济的快速发展[2] 。 

其次, 制造业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制造业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继而为培育朝阳企业发源的大环境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 特别是主导产业与朝阳产业的一致性[3]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梯

度图特点是:东部到西部逐渐降低, 东部大多数地区都属于高梯度地区;中部大多数地区都属于中梯度地区;而西部大多数地区, 

都属于低梯度地区。形成这样分布格式的主要原因是[4] :大城市是信息汇集与传播的中心, 人才荟萃之地,可依靠积聚经济效

益来推动加速发明创造进程,其适合生产新的尖端产品的实验、投产、经销。 

在经济结构转变时期, 制造业的产出显著增长。制造业的结构的变化促使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改变。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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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部门转移, 对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劳动密集型部门逐渐向其他经济相对

落后的地区转移, 制造业的高劳动生产率和高产出使其他的发展成为可能, 城市因之得到发展。 

二、制造业对四川经济贡献的量化分析 

1、从表 1, 1997年到 2003年制造业对四川经济贡献率[5]我们可以看出制造业对四川经济增长起到了主导作用。其在 1997

年— 2003年中的发展保持着比较平和的趋势, 平均贡献率为 28.71%。在这个期间, 四川的 GDP总量从 1997年的 3320.11亿元

递增到了 2003年的 5456.3亿元, 从这里可知, 制造业的贡献率基本稳定, 制造业的发展与四川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 

 

2、我们对四川统计局编制的投入产出综合平衡表[6] , 使用投入产出法分析制造业对四川三产的影响。该表涉及行业中的

123 个部门。因本次研究内容重点在于制造业, 在此将投入产出表做了简化。简化情况如下, 首先把四川的产业划分为六大部门, 

即第一产业、采掘业、制造业、水电生产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其次, 只取投入产出表的最基本部分即第一象限, 并附加

上相应的各部门的总产值, 得到投入产出表, 并以此表为基础, 对四川制造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做定量分析。以下为简化

后计算得到的制造业直接消耗与完全消耗系数表。 

 

 

 (1)制造业在四川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由统计数据可知, 1997年四川制造业增加值为913.08亿元, 从制造业完全消耗系

数表可得,1997年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和为0.8794。所以, 四川制造业间接带动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

913.08 ×0.8794 =802.96亿元。同期四川GDP为3320.11亿元。1997 年制造业对GDP的完全贡献率=(直接贡献+间接贡献)/总产

出×100% =(1716.04 )/3320.11 ×100% =51.69%。同时, 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带动相关行业增加值1716.04/913.08 =1.879亿



 

元。2002年制造业本身实现增加值1157.76 亿元, 2002年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之和为0.9061。四川制造

业间接带动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1157.76 ×0.9061 =1049.05。2002年四川GDP为4875.1亿元。2002年制造业对GDP的完全贡献

=2206.81/4875.1 ×100% =45.27%。同时, 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带动相关行业增加2206.81/1157.76 =1.9061亿元从绝对数量来

看, 制造业对四川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大, 在2002年依然可以占到四川经济总量的45.27%。而且其每亿元增加值带动相关行业

的比值也上升为1.9061亿元。如果考虑到近几年来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 而服务价格上涨较快, 第三产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价格因素,以现价衡量的制造业贡献仍有可能被低估。 

(2)制造业对提升四川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比较1997年、2002年制造业的消耗系数可得:农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出现了负增长, 

制造业对农业依赖度越来越小。第三产业、水电供应业对制造业的影响有较大增长, 这反映了制造业发展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度

增加, 以及制造业的发展对能源的要求增加。制造业对自身的影响变化最大的, 其对自身的影响力减小。该指标的未来走势受

两个作用方向相反的因素影响,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引起制造业对现代化设施和物料的直接消耗量增长, 拉动制造业对自

身的直接消耗系数上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引起制造业对服务产品的直接消耗量上升, 牵动制造业对服务的直接消耗系

数及依赖度提高, 抑制制造业对自身直接消耗量和依赖程度的提高。在这两种因素影响下, 制造业对自身影响呈下降趋势。 

(3)制造业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贡献巨大1997年, 四川制造业增加值为913.08亿元,制造业对第三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是

0.4072。四川制造业间接带动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13.08×0.4072 =371.81 亿元, 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带动第三产业增加值

=371.81/913.08 =0.4072 亿元。制造业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完全贡献=371.81 /1105.51 =33.63% 。2002年, 四川制造业增加

值为1157.76亿元,制造业对第三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是0.5024。四川制造业间接带动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157.76 ×0.5024 

=581.66 亿元。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带动第三产业增加值=581.66/1157.76 =0.5024亿元。制造业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完全贡献

=581.66/1865.06 =31.17%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制造业对于第三产业发展的作用巨大。制造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第三产业

商品、服务的消耗, 是支持第三产业增长的强大需求力量。比较1997年及2002年的数据可知,制造业对第三产业的增长的贡献基

本维持在32.41%。但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带动第三产业增加值由1997年的0.4072亿元, 上升到0.5024亿元, 制造业对第三产业

发展的贡献作用越来越大。 

(4)四川制造业关联度分析 

 

  从表中可知, 1997年和2002年感应度最大的部门都是制造业, 这说明制造业在经济增长过猛时, 受到社会需求压力最

大, 容易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产业间的关联效应表明, 在产业结构调整时, 重点扶持和发展感应系数较大的基础产业部门是

增加有效供给, 缓解供求矛盾,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有效手段。 

1997年, 在六个部门中影响力系数RBj>1部门有3 个, 排序分别为建筑业、制造业、采掘业;2002年RBj>1的部门有2 个, 排

序为建筑业、制造业, 此也解释了为什么推动建筑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四川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当然我们也发现制造业在过程

中的影响力系数有所下降, 考虑到实际增加值的大小, 我们可以得到制造业、建筑业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的连锁需求。1997

年、2002年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大于1的部门只有制造业。而感应度和影响系数都大于1的部门, 不仅对其他部门的波及

影响比较大, 而且受其他部门的影响感应度较大, 因此特别要注意。 



 

(4)四川制造业与上海制造业相关数据比较 

 

  从表中可知, 当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 其制造业部门由此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为2.4375, 比

四川的1.8305 高出0.6025。同样当制造业部门增加一个单位使用时, 上海制造业对各产业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及波及程度

(影响力系数)为1.2247, 比2002年四川的影响力系数1.1451高出0.0796。对比2000年上海的制造业对上海三次产业的完全贡献

率73.14%, 2002年四川制造业对四川产业的完全贡献率为53.23%。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制造业在上海各产业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

位, 其对三次产业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上海处于我国的高梯度地区, 四川处于低梯度地区。通过制造业在三次产业中所起

到的作用而言, 四川制造业仍旧需要跨越式的发展, 以更好地发挥其在三次产业中重要作用。 

三、结论 

(1)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互动影响中占据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对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2)制造业对四川经济起到主导作用, 从绝对量来看, 制造业对四川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大,1997 ～ 2003 期间其完全贡

献率平均值为48.48%。 

(3)制造业对三次产业的作用巨大, 发展三次产业必须强化制造业的发展。 

(4)因为制造业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强, 以及制造业对第三产业的依赖度的增加, 所以必须关注制造业和第三产

业的协同发展。 

(5)与高梯度地区的制造业水平相比四川制造业仍有较大差距, 必须改造现有的传统行业, 培植未来的朝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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