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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通过测度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来分析 2015 年

和 2012 年云南的投入产出表中的 42 个产业的关联效应，并与 2012 年中国、上海和贵州的相产业关联效应进行对

比。研究结果发现，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是促进云南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力量，但是产业关联性还是低于上海和全国

平均水平，这是导致云南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上海的重要因素。因此优化云南各个产业间的关联效应，

加强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提升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是推动产业转型的根本，是实现云南经济发展高质量的重要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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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之后，原有的产业结构已经逐渐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首全国开展

了全面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云南产业结构长期不合理导致 GDP 长期处于落后位置，近期还有继续掉落的趋势。自从习总书记

到云南考察提出要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以及云南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云南

从大后方成为了开放的前沿，成为了新时期国家战略的实践载体之一。为了更好融入国家战略，抓住机遇实现云南经济跨越式

发展，云南必须进行科学有效地产业结构调整。为此对云南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深入研究，其意义十分重大。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准确衡量产业结构变动情况。余典范、干春晖、郑若谷(2011)提出，研究产业之间的联系性是

揭示结构变动规律的基础，而投入产出分析又是目前研究产业关联内在机制非常关键的方法。由于投入产出表是用一般均衡模

型计算出来的，有大量的数量平衡关系，因此利用这些平衡关系就能进行产业关联分析[1]。此前许多学者对全国、东部等地区进

行过产业关联分析，对于云南有周崇东、杨怡静、张加贝(2019)分析过电力产业，但是鲜有学者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对云南各

个产业的结构和联系进行分析，也鲜有学者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分析云南经济滞后的深层原因。同时本文运用地区间产业关联效

应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云南的产业的差距与转型升级的方向。基于此，本研究从第一、二、三产业和 42个行业的

角度对云南产业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深入分析，同时与相关省份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从而揭示云南产业结构关联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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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云南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和下一步优化的方向。 

二、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与产出关联效应 

Miller(1963)第一个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研究反馈和溢出效应，基于两地区投入产出模型，他用一个差分算法来测算地

区间经济反馈效应，但什么是溢出效应以及如何测算他没有明确给出[2]。Round(1985)在 Miller的基础上分离出反馈效应和溢出

效应，由于采用的分解技术含义不清，实证结果并不理想[3]。国内学者余典范、干春晖、郑若谷(2011)通过静态结构分解技术将

产业结构效应分解为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三部分，并利用投入产出表对 2002年和 2007年的中国 51个产业的关联状

态及其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李慧娟(2014)构建了一个三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 6 个服务业

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
[4]
。潘文卿(2015)建立了一个静态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运用 1997年和 2007年中国 8个省区的区域间投

入产出表，对比分析了相应区域的内乘数效应、溢出效应与反馈效应[5]。查建平、谭庭、李园园等(2018)借鉴区域投入产出结构

分解技术，构建旅游产业关联效应结构性分解模型，测算并分析 2002、2007 与 2012 年中国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变化

特征及内在结构[6]。 

Miller and Blair(1985)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将多国多部门的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进行了加强
[7]
，余典范(2011)

运用这种方法将产业结构效应分解为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三部分从而对中国的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借鉴他

们的方法，分解云南省投入产出模型。Miller and Blair(1985)的结构分解为以下形式: 

 

余典范(2011)在最终需求给定的情况下，通过投入产出模型(1)1得出产业部门 Xi有如下方程: 

 

对(2)进一步定义，得出产业部门 i的四个效应。 

1.内乘数效应 

 

(3)式中，Mi表示产业内乘数效应，它是产业部门 i 的一单位最终需求的变化所引起的最终产出的变化。所以，Mi反映的是

产业内在因素对产出的影响，称之为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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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馈效应 

 

(4)式中，Fi表示产业 i的反馈效应，它是产业 i 的一单位最终需求对其他产业产生影响之后，这一影响反作用于产业 i的

产出。 

3.产业间溢出效应 I 

 

(5)式中，S1i表示产业间溢出效应 I，它是其他产业一单位最终需求对产业 i的产出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总和。S1i是该

产业受外在因素影响程度的反应，即产业的感应能力。 

4.产业间溢出效应 II 

 

(6)式中，S2i表示业间溢出效应 II，它表示产业 i的一单位最终需求对其他产业产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总和，是对外影响

力的体现。 

根据各个效应的内部结构，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 I共同体现产业的成长能力，而溢出效应 I和溢出效应 II一起

反映了产业间的关联度。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结构分解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云南、中国、上海和贵州 2012 年 42 个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对产业结

构关联效应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比较分析。 

三、云南的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一)云南产业结构关联的总体特征 

根据(3)～(6)式，本研究计算了 2012年和 2015年(1)2云南 42个产业的各种效应，详见表 1。根据表 1可知，2015年云南

各部门总乘数效应为 48.7694，总反馈效应为 0.8886，总溢出效应 I 为 59.7815，这说明假设 2015 年云南经济中所有部门(42

个)的最终需求均增加 1 亿元，整个经济产出增加为 109.4395 亿元，其中通过产业自生机制带来的产出增量为 48.7694 亿元，

通过产业反馈机制创造的产出增量为 0.8886亿元，而通过产业关联机制创造的产出增量为 59.7815亿元。进一步来看，2015年

各部门总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4.56%，反馈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0.81%，而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 54.63%，因此，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是促进云南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次为产业的自生能力，反馈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比较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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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2年和 2015年云南 42部门的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 

效应 
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I溢出效应 II 溢出效应 I溢出效应 II 

2012 2015 2012 2015 2012 2015 

第一产业平均 1.2109 1.2253 0.0277 0.0308 2.4005 0.6055 2.7815 0.5628 

第二产业平均 1.2267 1.2285 0.0242 0.025 1.5297 1.5391 1.5391 1.5997 

第三产业平均 1.0238 1.0267 0.0113 0.013 1.0217 1.3184 1.1031 1.1448 

42部门平均 1.1587 1.1611 0.02 0.0212 1.3811 1.3811 1.4234 1.4234 

42部门合计 48.6652 48.7694 0.8390 0.8886 58.0081 58.0081 59.7815 59.7815 

占比 45.26% 44.56% 0.78% 0.81% 53. 95% 54. 63% 

 

从 2015年三次产业各种效应的均值来看，在自生能力上，第二产业强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强于第三产业;在反馈能力上，

第一产业最强，第三产业最弱;而在影响力方面，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有影响力，而第一产业影响力最弱。第一产业的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 I的均值都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但其溢出效应 II的值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说明现阶段云南省第一产业的

成长性较好，但对其他产业的影响能力还较弱;第二产业的各种效应的均值都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说明目前第二产业依然是云

南经济的重要支撑，对云南经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产业的各种效应的均值都低于平均值，说明第三产业是云南产业

发展的薄弱环节，其发展主要依靠其他产业的带动。详细来看，第一产业的乘数效应为 1.2253，反馈效应为 0.0308，溢出效应

I 为 2.7815，而溢出效应 II为 0.5628，意味着第一产业最终需求增加 1亿元，经济总产出将增加 4.0376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受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产出为 2.7815 亿元，但第一产业发展对其他产业发展的贡献仅为 0.5628 亿元，说明现阶段云

南第一产业的发展受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即第一产业的感应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的影响

度，第一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影响小的原因可能是云南第一产业发展粗放、科技含量低和市场参与度不足所致。第二产业的乘

数效应为 33.1701，反馈效应为 0.6748，溢出效应 I为 41.5568，溢出效应 II为 43.192，则假设第二产业最终需求增加 1亿元，

第二产业经济产出将增加 75.4017 亿元，其中有 41.5568 亿元来自其他产业发展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同时第二产业发展对其他

产业发展的贡献为 43.192亿元，说明云南第二产业对于其他产业的影响略大于其他产业对于第二产业的影响。第二产业对其他

产业的贡献度远远大于第一、三产业，再次说明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是云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第三产业的乘数效应

为 14.3741，反馈效应为 0.183，溢出效应 I为 15.4432，溢出效应 II为 16.0267，则第三产业最终需求增加 1亿元，第三产业

经济产出将增加 30亿元，其中有 15.4432亿元来自其他产业发展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其他产业发展的贡献

为 16.0267亿元，即云南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其他产业的影响大于其他产业对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 

2015与 2012年各项效应比较，云南各种效应值都有所增加，总效应为云南经济贡献产出从 107.5123增加到 109.4395，表

明云南经济产业结构关联效应总体上是趋好的。详细来看，第二第三产业各项效应增长，但第一产业溢出效应 I 在增加，溢出

效应 II 在下降，说明第一产业更加容易受其他产业影响而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在下降。从经济贡献占比看，2015 年 42 个部门

的乘数效应贡献率降低了，相反溢出效应贡献率增加了，说明云南 42个行业发展模式在持续调整，产业间联系逐渐加强，逐渐

打破单打独斗的格局。 

(二)云南 42个行业的结构关联特征 

从 2015 年各行业的关联特征中可以看出，当 42 个部门最终需求增加 1亿元时，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业可以获得 6.6179

亿元的产出增量，是所有产业中产出增量最大的产业;而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产出增加值仅为 1.0305 亿元，是所

有产业中产出增量最小的产业。所有产业部门的平均产出增加量为 2.6057 亿元，产出增量在平均水平以上的行业有 15 个，其

中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属于第一产业，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金融这 3个产业为第三产业的行业，其他 11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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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都为第二产业。可以说云南产业关联度比较高的行业还是在第二产业(见表 2)。 

在乘数效应上，2015年云南 42个产业乘数效应的平均水平为 1.1612，有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等 13个行业高于社会平均水

平，其中除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业为第一产业，其他 12个产业均为第二产业，这些行业的自生能力相对较强。而乘数效应最小

的 10个行业中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废品废料为第二产业，其余的都是第三产业行业，再次证明了前文所述云南第三产

业自生能力发展低下。 

因为反馈能力微弱是全国各个地区的普遍现象，对经济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本文将对反馈能力不做讨论。 

表 2 2015年云南 42个行业部门的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 

2015年 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 溢出效应 I 溢出效应/ 总效应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1.2253 0.0308 2.7815 0.5628 4.0375 

煤炭采选产品 1.1289 0.0614 2.9916 1.6579 4.181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1.0000 0.0000 0.2034 0.0000 1.2034 

金属矿采选产品 1.1104 0.0270 1.6876 1.5696 2.8250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1.0686 0.0107 0.5295 1.7103 1.6088 

食品和烟草 1.1055 0.0194 1.0563 0.8755 2.1812 

纺织品 1.6749 0.0120 1.0461 1.5920 2.7331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1.1337 0.0096 0.5168 1.9174 1.6601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1.2863 0.0049 0.5271 1.4439 1.8182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1.2257 0.0276 1.7609 1.6514 3.0142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1.0404 0.0599 2.4676 1.8091 3.5679 

化学产品 1.3643 0.0581 4.7833 1.4701 6.2058 

非金属矿物制品 1.1961 0.0192 1.1702 1.7652 2.3855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1.2480 0.0840 5.2859 1.7986 6.6179 

金属制品 1.1357 0.0269 1.4421 2.0174 2.6046 

通用设备 1.3232 0.0447 2.4862 1.8570 3.8542 

专用设备 1.1241 0.0191 0.8041 2.1309 1.9472 

交通运输设备 1.4072 0.0088 0.6384 1.7702 2.0545 

电气机械和器材 1.1257 0.0383 2.0706 2.1807 3.2346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1.9743 0.0430 3.1456 1.3226 5.1629 

仪器仪表 1.1049 0.0117 0.7089 2.0122 1.8255 

其他制造产品 1.0613 0.0058 0.2964 2.1162 1.3635 

废品废料 1.0184 0.0001 0.0849 0.0866 1.1034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1.0332 0.0063 0.3683 2.0351 1.4079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1.3815 0.0661 4.8089 1.2355 6.2565 

燃气生产和供应 1.6638 0.0040 0.2808 1.6672 1.9485 

水的生产和供应 1.0421 0.0014 0.1007 1.5139 1.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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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1.1919 0.0047 0.2946 1.9855 1.4912 

批发和零售 1.0143 0.0266 3.7505 0.7722 4.791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0837 0.0563 3.1333 1.4546 4.2733 

住宿和餐饮 1.0093 0.0106 1.2001 1.1997 2.220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0397 0.0108 0.6886 1.5496 1.7392 

金融 1.0607 0.0269 2.9109 0.8639 3.9984 

房地产 1.0034 0.0075 0.5551 0.8371 1.5660 

租赁和商务服务 1.0479 0.0278 1.3764 2.0525 2.4521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1.0607 0.0081 0.6661 1.2817 1.734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1.0072 0.0010 0.1359 1.0879 1.144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1.0057 0.0021 0.4880 0.5608 1.4958 

教育 1.0098 0.0007 0.1571 0.5667 1.1677 

卫生和社会工作 1.0023 0.0019 0.1435 1.3736 1.1477 

文化、体育和娱乐 1.0285 0.0024 0.2083 1.2982 1.239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008 0.0003 0.0293 1.1282 1.0305 

 

2015 年溢出效应 I 的平均值为 1.4234。高出社会平均水平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等 15 个，其中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品业的溢出效应 I 的值最大，为 5.2859。通过分析发现，溢出效应 I 较高行业多数是第二产业行业高，除此之外还有第一产

业的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以及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金融。这些行业受其他行业的影响程度较大，

其感应能力较强。但是也有一些产业的溢出效应 I很小，如废品废料、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这 2个行业的溢出效应 I

甚至小于 0.1，其中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溢出效应 I 的值最小，其值为 0.0304。说明其他产业对这些产业的发展

影响比较小，这些产业的感应能力较弱。 

2015 年溢出效应 II 值的平均值和溢出效应 I 的一样，但反应的意义不同。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行业有金属矿采选产品等

24 个行业，其中溢出效应 II 最大值的产业是电气机械和器材业，其值为 2.1807，即电气机械和器材业 1 亿元的需求可以为经

济其他行业带来 2.1807 亿元的产出增量。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 24 个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

务，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这 3 个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剩下的 20 个产业均为第二产业，溢出效应 I 和溢出效应 II 都比较高的

是第二产业中的行业，说明在云南产业关联度比较高的还是第二产业。溢出效应 II小于 1的产业有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产品、食品和烟草、废品废料、批发与零售、金融、房地产、教育这 8 个产业，这几个产业 1 亿元的需求给其他

行业的带动均不足 1亿元，其对外溢出能力较弱。这些产业的带动力不足的问题是云南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四、云南与上海和贵州产业结构特征的比较分析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发展模式最为优化，云南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该是逐渐接近上海;贵州作为云南邻省基础条件相

似，但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经济增长速度经常是全国第一，有许多借鉴之处。本文利用 2012年中国平均(以下简称中国)、上

海以及贵州 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其各种效应的相关数据，并与云南省相应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找出云南产业发展

的短板和不足。 

(一)云南与中国、上海、贵州产业结构的总体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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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3)～(6)式，计算中国、上海和贵州 42产业部门的各种效应，并与云南对应产业部门相比较。 

表 3 2012年云南、中国、上海和贵州各效应总体特征 

效应 地区 第一产业平均 第二产业平均 第三产业平均 42部门平均 42部门合计 
42部门占比

（％） 

乘数效应 

云南 1.2109 1.2267 1.0238 1.1587 48.6652 45.26 

中国 1.1598 1.265 1.0532 1.1919 50.0603 40.36 

上海 1.1355 1.36 1.1066 1.2702 53.347 41.64 

贵州 1.1709 1.1872 1.0244 1.1326 47.5686 46.32 

云南 0.0277 0.0242 0.0113 0.02 0.839 0.78 

中国 0.0914 0.0319 0.0145 0.0275 1.1564 0.93 

上海 0.0139 0.0194 0.0241 0.0208 0.8739 0.68 

贵州 0.0256 0.0162 0.0153 0.0161 0.6769 0.66 

云南 2.4005 1.5297 1.0217 1.3811 58.0081 53.95 

中国 3.836 1.9306 1.2029 1.7334 72.8033 58.70 

上海 0.5113 1.8807 1.6137 1.7591 73.8833 57.67 

贵州 1.9649 1.2844 1.2717 1.2964 54.4493 53.02 

云南 0.6055 1.5391 1.3184 1.3811 58.0081 53.95 

中国 0.8889 1.9685 1.3403 1.7334 72.8033 58.70 

上海 1.6661 1.7999 1.6871 1.7591 73.8833 57.67 

贵州 0.6615 1.4607 1.0249 1.2964 54.4493 53.02 

 

通过比较云南 42 产业与全国平均 42 产业的总体特征发现，云南第一产业乘数效应的值大于全国的值，但其他产业部门的

乘数效应、反馈效应、溢出效应 I和溢出效应 II均小于中国对应产业的平均效应值，同时，云南所有行业部门的乘数效应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都大于中国平均水平，这说明现阶段云南各行业部门自生能力较强，但是各个产业的溢出效应都小于中国平均水

平，其对外溢出能力较弱，行业较为封闭，单打独斗，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这是云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重要原因。 

通过比较云南和上海 42产业部门的效应发现:云南 42部门的平均效应和总效应值均小于上海，但云南乘数效应和反馈效应

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上海，而其产业关联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上海，说明云南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自生能力，产业关

联作用很小，而上海经济比云南发达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产业关联作用发挥得比较好。具体来看，云南第一产业的乘数效应、反

馈效应和溢出效应 I 均大于上海对应产业的效应，这说明相比上海第一产业而言，云南第一产业的成长性较好，是云南的比较

优势，这符合云南农业大省的定位和云南气候地理条件的特征。这可以成为滇沪产业互补的地方及合作的重点。虽然上海第一

产业已经趋于退化，但是第一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感应度小于其影响度，而云南第一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感应度大于其影

响度，这就是云南第一产业发展的矛盾之处，第一产业看似是云南的特点和比较优势，但是第一产业由于科技含量低、市场化

程度地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较弱，第一产业就算再有特点也很难带动整个经济，所以加强第一产业的“四化”建设，增强第一

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力是云南第一产业发展的重点。云南第二产业的乘数效应、溢出效应 I和溢出效应 II的值均小于上

海对应产业的效应值，反馈效应的值大于上海，因此，提高云南第二产业的自生能力和产业关联性是今后发展的要点。云南第

三产业的所有效应值均小于上海第三产业对应的效应值，说明云南第三产业的发展全面滞后与上海第三产业，这也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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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其产业结构以及趋于发达国家的三-二-一模式，其服务行业的发展肯定是优于云南。当然这

也是滇沪合作的关键，云南要大力引进上海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云南的第一二产业;另一方面，云南要打造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金融业必须要做强，云南可以在打造区域金融中心方面与上海达成合作。 

通过比较云南和贵州 42 个产业部门的效应发现:云南各种效应的总值都大于贵州的效应值，但云南乘数效应对其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比贵州略小，说明云南的产业关联性比贵州要强。从三次产业来看，云南第一产业的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 I

的值都比贵州的要大，说明云南第一产业的成长性明显优于贵州，但云南第一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力要小于贵州。云南

第二产业的所有效应值都比贵州的要大，说明云南第二产业的成长性和产业关联强度要比贵州好。云南第三产业的乘数效应、

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 I的值都小于贵州，说明云南第三产业的成长性比贵州的要弱;但云南第三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力比

贵州的要大。贵州省近年以大数据为着力点发展一系列信息技术，从而带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前景非常好，所以第三产业成

长性要好于云南。贵州已经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赶超云南的态势非常明显，现阶段云南整体经济基础还强于贵州，问题

在于没有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联性强的产业作为云南未来的发展着力点。 

(二)云南与中国、上海、贵州细分行业结构比较 

1.云南各项效应都高的行业 

与上海相比，云南 42 个行业中乘数效应，反馈效应以及溢出效应都在前 10 的有金属矿采选产品、煤炭采选产品和非金属

矿采选。与贵州比 4 个效应都强的是金属矿采选产品。这 3 个行业都是资源型重工业，说明现阶段云南的产业结构还是以重工

业为主，而且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以矿产资源开采为经济的主要支撑，这种发展模式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模式。 

2.云南各项效应都低的行业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废品废料”这个以废品加工和废料利用的行业无论是与贵州比还是与上海比各项能力都是最弱的，

总结起来云南的经济对资源的依赖很大，但是与此同时资源的回收利用率低、浪费大，这种经济模式并不是有效且能长期持续

的，所以云南产业结构调整必须打破资源型经济的“资源陷阱”，寻找更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与上海和贵州相比，云南各项效应都弱的行业还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总效应云南与贵州的差值为 2.6607，是第三

产业里差距最大的。上海的长三角经济圈高铁已经全面覆盖，上海。近年来贵州发展迅猛，离不开它的交通建设，同样是地质

条件复杂但都已经做到了“县县通高速”，是西部第一个做到的。交通一直是制约云南发展的关键因素，客观上云南地处中国

西南边陲，山高坡陡气候和地质条件复杂，区位条件差，交通建设成本高。尽管有客观困难，但交通对云南经济发展制约很大，

云南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把“五网建设”提高到相当的高度，重点落实。 

3.云南乘数效应好，溢出效应差的行业 

与上海相比，乘数效应好，溢出效应差的行业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

农林牧鱼产品和服务。说明这几个行业的经济贡献主要来源于自生发展，但是与其他行业的关联性不强，也就是对其他行业的

感应力和对其他行业的带动能力不好，从而对经济的贡献度就小。余典范(2011)等认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行业的内乘数高并不

是好事，因为它的行业特点是完全依赖于产业关联机制，自身机制反而对其发展产生抑制，因此云南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行业

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不利于该行业发展的，这个行业的重要缺陷就来源于此。当务之急是改变产业的发展模式，加强与外部的沟

通和合作，大力引起人才技术等科研力量。裴长洪，彭磊(2008)认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等公共服务属于非市场型服务，

由政府主导，发展主要靠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动态溢出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但影响较小［8］，所以云南的这几个行业基本上就

是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租赁和商务服务以及农林牧鱼产品和服务就是属于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但是产业链短与其他产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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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限制了它的发展。 

4.滇沪合作的重点领域 

与上海的比较发现，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这种技术含量高的现代制造业云南发展落后，而农林牧渔产品和服

务产业有很强的自身发展能力，相反上海第一产业的发展已经不多。滇沪合作进行了很多年，但没有深入挖掘两地的产业特色，

从而找准两地互补的产业，实现互惠互利。本研究发现一方面云南需要借助上海的优势改变粗放的资源消耗重工业主导的产业

结构，另一方面云南可以向上海提供高原特色的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相关服务，从而延长云南第一产业的产业链，同时提高第三

产业的服务水平。科研力量的引起也将是滇沪合作的重点。 

五、结论 

通过以上深入的对比分析，对云南的产业的发展得出以下结论: 

总体来讲，产业之间的关联作用是促进云南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力量，但是产业关联性还是低于上海和全国平均水平，这是

导致云南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上海的重要因素。因此优化云南各个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加强产业的融合发展，同

时提升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是推动产业转型的根本，是实现云南经济发展高质量的重要路径。 

云南的第一产业自生能力比中国、上海和贵州的水平都要强，有比较好的成长性，发展潜力巨大，是云南具有比较优势的

产业，只是产业影响力比较低，对经济还不能形成比较大的拉动作用。云南第二产业的自生能力和溢出效应比中国平均水平和

上海都弱，云南第二产业的发展滞后于中国平均水平和上海。但是第二产业的各种效益的均值都在云南社会平均水平之上，因

此第二产业依然是云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云南第二产业的溢出效应 I和溢出效应 II的值均小于中国平均和上海对应效应值，

说明作为云南支柱产业的第二产业的关联度小于中国平均和上海，这是云南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云南第二产

业的自生能力和产业关联性是今后发展的要点。云南第三产业是发展比较薄弱的环节，各种效益全面低于中国平均水平和上海。，

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第三产业发达与否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云南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发育成熟度大

大低于发达地区其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这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符的。 

从具体的行业来看，与上海和贵州相比，各种效应都强的是行业资源型重工业，说明现阶段云南发展模式还是典型的资源

型经济模式。但是同时因为“废品废料”行业各项能力都是最弱的，导致云南形成资源开采大，但回收利用率低的初级工业化

模式。云南各项效应都弱的行业还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也是云南促进产业关联的，加强产业联系的重要阻碍。从双

赢的角度看，云南与上海的滇沪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云南向上海提供高原特色的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相关服务，而上海为云南引

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等帮助改变粗放的资源消耗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同时提高第三产业的服务水平。当然还要考虑到上海

对外联系密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也促进了各个产业间的联系和合作。为此云南必须要打破相对封闭的产业运行，

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大国际合作。 

因此，提升云南产业结构的增长与高质量发展效应，需不断完善以下机制:一是优化云南各个产业间的关联效应，通过加强

产业的融合发展来延长产业链，同时提升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二是促进云南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新的主导产业

群，充分释放产业发展的活力。三是以南亚东南亚市场为导向，转移关效应较低的过剩产业，提高产业资源利用率。四是发挥

云南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并提高农业的“四化”率，从而增加农业的关联产业，实现云南经济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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