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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了以各类统计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为核心的编制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的

方法,充分利用国家统计局及其他官方数据源,以国家统计局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的方法为基础、以必

要的数学方法为辅助。 该方法的优点一是编表方法与国家统计局保持内在一致性,数据上能更好地与

官方表形成补充和进行衔接;二是充分利用各级部门公布的统计信息,使得所编制的投入产出表能更好

地反映编表年度的经济实际。 本文利用该方法编制完成我国 1981—2018 年期间的序列投入产出表,并
与已有文献中的几类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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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pilation
 

method
 

of
 

extended
 

IO
 

tables
 

published
 

by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 NBS),
 

it
 

takes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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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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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output
 

tables
 

in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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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投入产出表集中体现了国民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包括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生产结构、成本消耗关

系、收入分配关系、最终需求结构等,这些结构特征往往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其他部分所不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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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 以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建立起来的投入产出模型是非常适合进行结构问题分析的方法。
从现实角度看,投入产出数据及方法在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区域、资源与环境、国际经济联

系等问题的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国基准年度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依赖于专门的投入产出调查,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 与国

际上采取类似做法的国家相似,这导致了基准年投入产出表之间有较长的时间间隔,例如我国基准表的

编制年度为逢 2、逢 7 年度,时间间隔为 5 年;同时,也导致了基准投入产出表的公布相对滞后。 为了应对

投入产出表时间间隔过长这一问题,国家统计局在逢 0、逢 5 年度编制基于基准调查年度表的投入产出

延长表,还利用第四次经济普查资料、2017 年投入产出调查资料及其他专业统计资料,编制了 2018 年投

入产出表,为形成连续年度投入产出表做了有效尝试。 对于历史投入产出表有以下几点需要完善。 第

一,投入产出表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其他核算和调查数据无法提供的国民经济结构数据,从而为总

量和结构分析的结合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 然而,其他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大多是年度时间序列,而历史

投入产出表由于没有形成连续年度的序列数据,这造成了其他核算数据与投入产出表数据无法形成良好

的互补,难以在连续的时间维度上同时从结构和总量数据上分析经济特征及其变化。 第二,由于基准表

编制的年度间隔较远、时间跨度大,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历过大的调整,产业分类也有多次调整,
导致历史投入产出表在部门分类和口径上存在差异,无法在长期对经济结构变化提供具有一致性的比较

分析和监测。 第三,年度序列投入产出表的欠缺也给投入产出方法在实际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中的应用造

成阻碍,较多的时间间隔和部门分类与口径的不一致性使得投入产出数据无法体现结构的动态变化信

息,无法建立时间序列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同时,这也给投入产出方法与其他数量分析方法的结合带

来障碍,例如计量经济学模型往往需要用到连续年度的时间序列。 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有必要编制我国

的连续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有助于实现对长期经济结构和产业关联的动态监测。
从投入产出表的编表方法与数据体系来看,不同国家与地区各有特点。 这种区别很大程度上

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账户体系框架有重要联系。 在投入产出表被纳入到国民账户体系(SNA)
之前,表的编制主要采用直接分解法,其特点是对次要产品进行直接分解,从而编制对称的产品×
产品投入产出表。 SNA

 

1968 版中首次将投入产出表纳入到核算框架中,并提出了间接推导的方

法,其核心是不再以编制对称投入产出表为主要目的,而是先编制商品表与产业表,再由此进一步

推导对称的投入产出表,包括产品×产品表与产业×产业表,以及其他各种分析所需的完全需求系

数(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处,1982)。 此后,商品表与产业表在 SNA1993 框架下进一步改

为供给表与使用表(联合国等,1995)。 目前,中国与日本仍是以直接编制对称投入产出表为主,同
时编制供给表,由此进一步推导使用表。 在编表的数据来源上也较为类似,均通过每 5 年一次投入

产出调查编制投入产出基准表(中国也称为调查表),日本原则上是尾数逢 0 和 5 的年份,中国是

逢 2 和 7 的年份。 在基准表的基础上,针对非投入产出调查年份,基于非投入产出调查数据进一步

编制延长表。 日本是以调查表年份的表为基准,每年编制以该调查表为基准的延长表,而中国则是

逢 0 和 5 的年份编制延长表。 与中国和日本不同,西方国家是在编制供给使用表基础上进一步编

制对称的投入产出表。 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目前都是每年编制供给使用表,其数据来源包括两国

统计局内部数据、其他政府部门数据和非政府的数据,并且与 SNA 框架下的其他核算保持很好的

一致性,因此能够以供给使用表数据来校验 GDP 核算数据。 在供给表与使用表数据的基础上,进
一步推导包括投入产出表和各类相关系数在内的其他数据①。 澳大利亚目前采用最新的 SNA2008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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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tatistics,ONS)和澳大利亚统计局(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ABS)网站的介

绍(www. ons. gov. uk 和 www. abs. gov.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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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框架,英国之前作为欧盟成员国则需要参照欧盟的 ESA ( European
 

System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Accounts)核算框架,而欧盟核算框架与 SNA 高度一致。 美国的投入产出核算与英国和澳

大利亚略有不同。 美国核算框架的核心是由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编制的国民收入与生产账

户(NIPAs),在架构上更类似 SNA1968,其投入产出核算的核心数据是制造表与使用表,而且分为

基准表与年度表两个系列。 美国的基准表也是每 5 年编制一次,数据来源主要是经济分析局的普

查数据,其年度与普查年度一致。 在基准表之外每年编制年度表,并以基准表作为校准数据,对年

度表进行定期修订。 近年来,随着 SNA 在全球范围被广泛接受,美国也开始发布供给表与使用表

数据①。 综合上述主要国家投入产出数据编制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各国核算框架和制度有所不

同,但大部分国家都逐步开始编制投入产出年度序列表。
关于序列投入产出表编制的问题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 Dietzenbacher 等,

 

2013)。 序列投入产出表的编制通常涉及无表年度的技术系数矩阵和主要总量指标的估计,已有

研究多是根据已知年度系数矩阵和总量数据进行估算,例如采用线性内插法估计两个已知投入产

出表年度中间年度的系数矩阵(Stadler 等,
 

2018)。 Wang 等(2015)和 Zheng 等(2018)利用矩阵转

换技术(matrix
 

transformation
 

technique,MTT)编制和预测我国 1992—2020 年期间的投入产出表,其
重要指标和转换矩阵利用已知官方公布的基准投入产出表进行推算,对于基准表中间年度的指标

和转换矩阵也是采用线性内插法估计,对于预测年度则基于已知 5 个年度的基准投入产出表建立

预测方程进行预测和估计。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在编制时间序列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时,
其重要的一步是编制每个国家整个时间段的序列供给使用表或序列投入产出表,包括每个国家没

有供给使用表(SUT)(或对称投入产出表,SIOT)的年度的 SUT 表(SIOT);在编制国家序列供给使

用表时所采用的方法为 SUT-RAS 法,其初始的估计矩阵和控制指标都是在已知两个端点年度的

SUT 表基础上用内插法或加权平均法得到(Dietzenbacher 等,2013)。 Wu 和 Keiko
 

(2015)采用了与

WIOD 相同的方法编制我国 1981—2010 年期间的 37 部门供给使用表和投入产出表。 Lenzen 等

(2012)采用前向和后向循环加权平均的方法平滑估计整个时间段中的序列投入产出表,该方法也

被用于 Eora
 

MRIO 数据的编制中( Lenzen 等,2013),Wang 等(2015) 基于类似的方法利用 Eora
 

MRIO 数据以及我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省级投入产出表和 2007 年度国家投入产出表编制了我

国 1997—2011 年期间与世界 185 个国家的区域间嵌套连接表。 综合来看,目前已有文献在序列投

入产出表的编制中主要变量和中间流量矩阵主要采用内插、平均等数学方法根据已知的投入产出

表数据进行推算。
从上述文献和国内外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来看,已有学者和相关研究机构估计我国的年度序

列投入产出表。 例如,WIOD 给出了我国从 1995—2014 年期间的序列投入产出表( Timmer
 

等,
2015;Dietzenbacher 等,2013); OECD 也提供了我国 1995—2015 年的序列投入产出表 ( OECD,
2018),其对缺失数据的推算主要采用 RAS 法;Zheng 等(2018)利用矩阵变换技术(MTT)更新和预

测我国 1992—2020 年序列投入产出表;Eora
 

MRIO 数据库给出我国 1990—2015 年期间的序列年度

投入产出表(Lenzen 等,2013);Wu 和 Keiko
 

(2015)利用 WIOD 的方法编制了我国 1981—2010 年

的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和供给使用表;李宝瑜和张靖(2012)编制 1992—2010 年 8 部门投入产出表

和供给使用表,主要采用 RAS 法、可变比例法等基于已知投入产出表推算;任若恩和孙琳琳(2009)
编制了 1981—2000 年 33 部门可比价序列投入产出表和 U 表,其中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外推中间

使用,并以外推值为基础确定控制数。 WIOD、OECD、Eora
 

MRIO 等机构估计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

①

 

参考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网站的介绍(www. bea. gov)。



　 · 6　　　　 · 统计研究 2021 年 11 月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编制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所提供的我国序列表特征与我国现有投入产出表存在

差异。 其编表方法,如前所述,在估计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时主要是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基准年度

投入产出表,对技术系数矩阵和主要指标利用数学方法进行推算。 其他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

的,在构建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时主要也是基于数学方法进行更新和估计,例如
 

Zheng 等(2018)
估计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基于估计的序列表进行投入产出表的预测,其核

心方法用 MTT 方法和内插法进行估计和预测。
综合来看,目前已知文献和相关机构提供的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的共同特点是主要依赖于数

学方法用已有投入产出表进行推算。 实际上,非调查年度虽然没有进行专门的投入产出调查,但是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各个政府部门等公布的数据也提供了大量可以为编表所用的重要信息。 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逢 0、逢 5 年度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的方法就是基于已有的统计数据信息和基准投

入产出表来建立的。 充分利用已知信息可以保证在没有进行专门投入产出调查的年度得到最接近

经济实际情况的投入产出延长表。
我国官方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中,总量控制指标根据统计核算数据、其他统计数据等确定,中

间流量矩阵的编制方法主要是重点系数法结合 RAS 法。 RAS 法是应用非常广泛的投入产出表平

衡和更新方法。 由于 RAS 法的使用要求矩阵元素非负等条件,也有多位学者提出了对 RAS 法的

改进方法,例如 Junius 和 Oosterhaven(2003)提出的 GRAS 法,Lenzen 等(2007)提出的 KRAS 法等。
Temurshoev 等(2011)等对现有的 8 种更新供给使用表或对称投入产出表的方法在估计序列供给

使用表中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 RAS(或 GRAS)以及 Harthoorn 和 van
 

Dalen 的方法(这两种

方法都是以数学规划模型为基础) 估计效果最好。 Valderas-Jaramillo 等(2019) 对比分析了更新

SUT 的两种方法 SUT-RAS 和 SUT-EURO,发现产出等附加信息提升了估计效果,在产出等附加信

息可获取的情况下 SUT-RAS 的效果更好。 还有大量其他文献,如 Lahr 和 de
 

Mesnard
 

( 2004)、
Mesnard 和 Miller(2006)等,研究了更新投入产出表的 RAS 法或附加信息的 RAS 法在实际估计中

的效果,整体而言,RAS 法或修订 RAS 法具有较好的估计效果。 这也是 RAS 或修订的 RAS 在延长

表编制中常常被使用的原因。 本文在编制序列表时,重点参考了国家统计局编制延长表的方法,其
中中间流量的编制就是重点系数法结合 RAS 法。

本文建立了以各类统计数据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为核心的序列表编制方法,用于我国 1981—
2018 年期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该方法以国家统计局编制中国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延长

表的方法为基础,充分利用可以获取的统计资料信息,再辅助以必要的数学方法。 这种编表方法的

好处有两点:一是保持编表方法与国家统计局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方法的内在一致性,使编制的表

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具有更好的衔接性和可比性;二是在充分利用已知统计信息的基础上编

表,而不是仅根据已有投入产出表进行推算为主,使所编制的表更充分地反映编表年度的实际经济

状况。 此外,与我国官方投入产出表一致,本文所编制的序列投入产出表为产品×产品表,即部门

分类为纯部门的产品分类,价格为生产者价格。 由于序列表的时间跨度长(从 1981 年到 2018 年),
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生了很大的调整,1990 年代从 MPS 体系逐步过渡到 SNA 体系,国家

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编表方案也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 1987 年表和之后的投入产出表之间

差异较大;同时,与联合国 SNA 体系的调整相对应,我国的核算体系、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等也进行

过几次调整,相对应的,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也随之调整。 为了充分利用各编表年度的统计数据信

息,本文采用的整体编表方案为:根据不同时间段的数据资料和我国官方投入产出表编表方案,确
定对应的部门分类和指标计算方法,分段完成初步的年度时间序列表;在充分对比不同时间段投入

产出表部门分类、口径等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全序列统一的、一致的部门分类,并根据新公布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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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核算历史数据指标更新情况,对分阶段完成的年度时间序列表进行部门分类和数据一致性调

整,得到全序列一致的 1981—2018 年序列投入产出表。

二、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框架和关键方法

(一)基本思路与编制框架

本节将首先介绍序列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方法,然后概括序列投入产出表编制框架。 首先,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数据基础和国家统计局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案对不同时间段分别确定相应

的部门分类和具体指标计算方法,编制序列表所涵盖的时期内(1981—2018 年)所有无表年度的投

入产出表,形成初始的年度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 然后,对比和分析不同时期国民经济核算和投入

产出核算中产业和产品分类的差异,确定全序列统一的部门分类,再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历

史核算数据更新情况,对全序列的所有投入产出表进行一致性调整,包括部门分类和口径的调整,
以及对主要核算指标的更新。 本文之后介绍的编表方法主要是初始年度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的编

制方法。
本文编制序列表部门分类的原则首先是参考不同阶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

出延长表的部门分类,确定相应的部门分类;然后在全序列一致性调整时确定全序列统一的部门分

类。 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于 1984 年发布,并分别在 1994 年、2002 年、2011 年和 2017 年进行了

修订。 相应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也在相关编表年度进行了修订。 本文在编

制序列投入产出表时,根据距离编表年度最近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准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确定

编表年度的部门分类,这会导致时间序列不同时间段的部门分类存在差异。 对此,本文在编制完成

序列表之后进行一致性调整,根据部门分类差异和口径差异,对差异部门进行拆分或合并处理。 表

1 给出了 1981—2018 年全序列一致的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

　 　 表 1 序列投入产出表统一的部门分类
代码 部门名称 代码 部门名称

01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19 电气机械和器材

02 煤炭采选产品 20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0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21 仪器仪表

04 金属矿采选产品 22 其他制造产品及废品废料

05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23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06 食品和烟草 24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07 纺织品 25 燃气生产和供应

08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26 水的生产和供应

09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27 建筑

10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28 批发和零售

11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29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2 化学产品 30 住宿和餐饮

13 非金属矿物制品 3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14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32 金融

15 金属制品 33 房地产

16 通用设备 34 研究和试验发展

17 专用设备 35 文化、教育和卫生

18 交通运输设备 36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7 其他服务业部门

　 　 投入产出表的表式如表 2 所示。 其中,Z 表示投入产出表第一象限的中间流量矩阵,设有 n 个

部门,Z 的维度为 n × n; Y 为投入产出表第二象限矩阵, Yi 表示第 i 类最终需求向量,i= 1,…,6,为
n × 1 的列向量,分别表示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变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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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7 则表示进口;X 表示维度为 n × 1 的总产出列向量;V 为投入产出表第三象限矩阵, Vi 表示第 i 类
初始投入行向量,i= 1,…,4,分别表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v 表示分

部门增加值合计行向量。

　 　 表 2 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表式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进口 总产出

中间投入 Z
 

Y1 　 Y2 　 Y3 　 Y4 　 Y5 　 Y6 Y7 X

初始投入

V1

V2

V3

V4

v
总投入 XT

　 　 序列投入产出表的编制要对三个象限进行估计,并受一致性约束,使得整个表满足平衡关系,
即:每个部门的总产出等于总投入;每个部门中间投入加初始投入等于总投入;每个部门中间使用

加最终使用减进口等于总产出;第二象限合计等于第三象限合计。 编表的基本框架如图 1 所示,主
要数据来源见附表 1①。 编表步骤和编表过程中的平衡逻辑见下一部分。

图 1　 序列投入产出表编制基本框架

(二)编表中的关键方法

如前所述,投入产出表由三个象限组成:第一象限为中间流量矩阵,第二象限为最终需求和进

口,第三象限为增加值矩阵。 投入产出表从这三个方面系统地描述了国民经济中各部门之间的技

① 因篇幅所限,主要数据来源以附表 1
 

展示,见《统计研究》网站所列附件。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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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济联系以及结构关系,其中中间流量矩阵为投入产出表的核心,描述了国民经济系统各个部门

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 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其他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所欠缺的技术和结构信息。 本文

在序列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中,充分利用国民经济统计信息,对每个象限分别构造合理的编制方法,
同时调整象限之间的一致性,达到三个象限之间的平衡。 主要的编表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各部

门总产出(X)、增加值(v)等,作为总量控制指标。 第二步,分别编制第三象限矩阵和第二象限的初

始矩阵。 第三步,进行第二象限与第三象限的一致性调整,原因在于投入产出表的第二象限和第三

象限分别为生产法 GDP 和支出法 GDP,投入产出表的平衡关系要求保证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的一

致性(即第二象限合计值等于第三象限合计值),因此以第三象限生产核算的 GDP 为基准,对第二

象限的初始矩阵进行调整。 第四步,中间流量矩阵的编制,中间流量矩阵是投入产出表的核心,采
用重点系数法与 RAS 法相结合的方法;编制中间流量矩阵还需要其行和控制数以及列和控制数,
分别根据前三步中得到的总量控制指标、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矩阵测算值得到。

序列投入产出表编制过程中需要注意整体的平衡关系和逻辑。 首先,总量指标和第三象限的

编制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一致;其次,第二象限矩阵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 GDP 以及各类最

终需求支出去向来确定初始估计值,进一步根据第三象限的合计值(生产法 GDP)进行一致性调

整,从而保证第三象限与第二象限的一致性;最后,根据总量指标和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的数据计算

得到中间流量矩阵的行向和列向控制数向量,结合重点系数,用这些控制数向量和 RAS 法估计中

间流量矩阵,从而保证第一象限和第二、第三象限的平衡关系成立。 需要注意的是,重点系数的估

计能够保证中间流量矩阵中重要流量的可靠性;而总量指标、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的数据则为中间

流量矩阵确定了行和列的控制数,这几个部分的数据可靠性对中间流量矩阵的数据可靠性也有着

重要的影响。 每一部分的编制都充分利用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信息,并结合数据情况构造辅助的

数学方法。 以下首先介绍第三象限和第二象限估计和平衡中用到的主要数学方法,然后介绍第一

象限中间流量矩阵的编制方法。
1. 第三象限初始投入矩阵测算方法。
如表 2 所示,投入产出表第三象限为分初始投入类别、分部门的初始投入矩阵 V,反映了每个

部门初始投入的详细构成,例如矩阵第一列反映部门 1(农林牧渔业)的初始投入中劳动者报酬、固
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等各为多少,以此类推。 初始投入矩阵的每一列都反映了初始

收入分配关系,即在某个部门的总增加值中各类要素所获得的收入是多少。 初始投入矩阵的列和

表示各部门的增加值,例如其第一列合计表示部门 1(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为多少;初始投入矩阵

的行和则表示国内生产总值中每一类要素收入各为多少,即在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中,劳动者报

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等部分各占多少。 初始投入矩阵详细体现了初始收入分

配情况,所包含的信息是其他统计数据中所无法提供的。 然而,从当前统计资料中几乎不可能得到

全口径的详细分产业分类别初始投入数据。 因此,需要根据现有数据基础构造可靠的数学方法对

其进行推算。
根据现有的数据基础,可以得到初始投入矩阵的列和以及行和的估计值。 首先,在总量指标的

测算中,给出了各部门的增加值,即分部门的初始投入总额,也就是初始投入矩阵的列合计向量。
其次,根据现有统计数据信息可以估计初始投入矩阵的行和,即全国的收入法 GDP 中劳动者报酬、
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等各分项的数据。 《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资金流量表中给

出了每年度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数据,其指标含义和口径与投入产出表第三象限的对应指

标完全相同。 由于其他原因二者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本文参考资金流量表中这两个指标的数量和

变化趋势。 此外《中国统计年鉴》给出了分省份的收入法 GDP 数据,包含各省份收入法 GDP 中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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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等各项的数值。 本文将所有省份收入法 GDP 加总

并计算 4 项的比例,作为结构信息参考。
在初始投入矩阵的行和及列和都已知的情况下,采用 Junius 和 Oosterhaven ( 2003) 提出的

GRAS 法来估计初始投入矩阵的元素。 该方法的特点是允许估计过程中负值元素的存在,因此,考
虑到农业税取消之后农业部门的生产税净额为负的情况,本文选择 GRAS 法。 具体的模型如下。

min∑ i∑ j
| Vij | ln

Vij

V 0
ij

(1)

s. t. ∑ j
Vij = vRi ,

 

i = 1,…,4 (2)

∑ i
Vij = vj,

 

j = 1,…,n (3)

其中, Vij 表示第 j 个部门第 i 种初始投入的数量, V 0
ij 表示部门 j 第 i 种初始投入数量的初始值, vRi

表示第 i 种初始投入总量(即第 i 种初始投入行和), vj 表示 j 部门增加值数量。 目标函数的含义是

使得估计的初始投入矩阵与初始投入矩阵初始值的信息距离最小,即初始投入结构在一定时期内

发生的意外变化达到最小。 根据可参考现有投入产出表(包括基准调查年度的投入产出表和投入

产出延长表)第三象限的初始投入矩阵分部门结构信息,可以给出初始投入矩阵 V 的初始值,即

V 0
ij = vjSij (4)

其中, Sij =
Vij

v- j
,Vij 表示已知的参考年度投入产出表中部门 j 的第 i 种初始投入, v- j 表示参考年度投

入产出表中部门 j 的增加值, Sij 表示参考年度投入产出表中部门 j 的第 i 种初始投入占部门 j 增加

值的比例。
所构造的 GRAS 模型中,第一个约束条件表示估计的初始投入矩阵行和满足行向的边界约束,

例如 i= 1 时表示各部门劳动者报酬之和等于收入法 GDP 中的劳动者报酬数量。 第二个约束条件

表示初始投入矩阵列和满足列向的边界约束,即每个部门的各类初始投入合计等于其增加值,例如

j= 1 时表示部门 1 的劳动者报酬、固定资本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之和等于部门 1 的增加值。
GRAS 方法与 RAS 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允许负值元素的存在,这从其目标函数的构造可以看出。 由

于初始投入矩阵的某些元素有可能为负值,因此本文采用 GRAS 法。 具体的实现步骤和更为详细

的 GRAS 方法介绍参考 Junius 和 Oosterhaven(2003)。
2. 第二象限矩阵的估计及二、三象限一致性调整方法。
投入产出表第二象限包括分部门的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

货增加、出口和进口,即表 2 中的向量 Yi,i = 1,…,7, 其中前 6 项为最终需求。 这些列向量构成第

二象限矩阵,其合计为支出法 GDP。 序列投入产出表第二象限的编制也是充分利用我国已有的与

产品最终使用密切相关的统计数据和资料,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并以

数学规划为辅助方法进行二、三象限数据的一致性调整。
第二象限矩阵的编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既要充分参考统计部门、政府部门等公开发布

的统计信息,又要达到第二象限与第三象限的一致性。 从可以获取的数据资料来看,第二象限每一

类最终需求的数据基础存在较大差异。 数据基础最为薄弱的是存货增加,且其不同时期数据基础

也不同,目前可获得的相关数据是《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工业统计年报》等提供

的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存货指标。 其次是固定资本形成,目前《中国统计年鉴》中给出

了固定资产投资按构成区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等几个大类的数据。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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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相关的统计资料主要是来自《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

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支出构成数据;反映政府消费的数据主要是

财政部公布的分类别公共预算支出数据。 分产品的出口和进口数据基础较为全面,《中国海关统

计年鉴》《国际收支平衡表(BPM5)》等提供了分类较为详细的进口和出口数据。 此外,我国的国民

经济核算数据给出了支出法 GDP,而支出法 GDP 的构成部分则包括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城镇居民

消费总额、政府消费总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总额以及净出口总额等,这为投入产出表第

二象限提供了若干列合计的参考信息。 但从现有统计资料中无法得到分产品的最终使用合计信

息,即无法得到第二象限矩阵的行合计信息,因此无法使用 RAS 法或 GRAS 法对其进行推算或平

衡调整。 综合考虑数据基础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确定第二象限矩阵估

计方法的基本思路如下。 首先,根据已有数据资料估计各类最终需求以及进口的分部门数据初始

值,即第二象限中的列向量 Yi,i = 1,…,7; 其次,以支出法 GDP 给出的分项数据设置第二象限各列

的控制数约束,以投入产出表第三象限的增加值合计(即 GDP)为总控制数约束,建立数学规划模

型进行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的一致性调整。
由于核算方法的不同,支出法 GDP 和生产法 GDP 的核算结果虽然理论上应该相等,但在实际

核算中由于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差异存在。 支出法 GDP 和生产法 GDP 分别体现在投入产出表的第

二象限和第三象限。 按照投入产出模型的行向和列向平衡关系,第二象限合计值等于第三象限合

计值,即支出法 GDP 等于收入法 GDP。 因此,为了保证投入产出表平衡关系的成立以及第二象限

和第三象限的一致性,在得到各项最终需求分部门的初始估计值之后,本文构建数学规划模型进行

一致性调整。 一致性调整的目的是保证投入产出表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合计值相等,即都等于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生产法 GDP 数据。 建立绝对离差最小化的非线性数学规划模型:

min∑ 7

k = 1∑
n

i = 1
wk yik - y0

ik (5)

s. t.
 ∑ n

i = 1
yik = yk 　 k = 1,2,…,5 (6)

∑ n

i = 1
(yi6 - yi7) = x_nx (7)

∑ n

i = 1
(∑ 6

k = 1
yik - yi7 + εi) = va (8)

(1 - γk)y0
ik ≤ yik ≤ (1 + γk)y0

ik,γk ∈ (0,1) (9)
ε- 1
i ≤ εi ≤ ε- 2

i ,i = 1,…,n (10)
yik ≥ 0,k ≠ 5 (11)

其中, yik 代表第 i 部门的第 k 种最终需求, y0
ik 代表第 i 部门的第 k 种最终需求的初始估计值。 wk 代

表第 k 种最终需求在目标函数中的权重,其数值大小可以根据 y0
ik 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赋值。 va 代表

第三象限增加值之和; x_nx 为净出口; γk 为第 k 种最终需求解的波动幅度,这里根据基础数据的可

靠性设置变动范围约束,例如存货增加赋予较大的变动范围,原因在于推算存货增加列向量初始值

的数据基础相对薄弱。 y0
ik 代表第 i 部门、第 k 种最终需求的初始估计值。 εi 为误差项, ε- 1

i 和 ε- 2
i 为误

差项的上界和下界约束值。 由于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法 GDP 往往与生产核算得到的 GDP 不相

等,为了保证投入产出表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的一致性,本文在第二象限设置了误差项。
目标函数为最终确定值与初始值的加权绝对离差和最小。 权重根据初始值数据的可靠性来确

定。 第一个约束条件式(6)表示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存货增加

的最终需求项的分部门合计分别等于支出法 GDP 给出的总计值。 第二个约束条件式(7)为净出

口约束,即各个产业的净出口之和等于支出法 GDP 给出的净出口总额。 第三个约束条件式(8)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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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约束,即第二象限合计等于生产法 GDP,该约束条件可以保证投入产出表第二象限和第三象

限的一致性。 第四个约束条件式(9)为浮动范围约束,给每一个元素以可接受的变化范围。 第五

个约束条件式(10)是误差控制约束,第六个约束条件式(11)是除了存货增加(可以为负值)之外

的变量的非负约束。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一致性调整模型的约束条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数据基础

设置不同的约束条件;也可以根据某些元素数据取值的实际约束,增加个别的约束条件。 例如,某
些服务业的存货增加取值总是为 0,则在约束条件中增加这个个别取值约束条件。 求解该数学规

划模型,就得到了序列投入产出表第二象限的最终需求矩阵。 此时,该矩阵满足投入产出表要求的

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合计值的一致性。
3. 第一象限中间流量矩阵 Z 的编制方法。
投入产出表的中间流量矩阵反映了部门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使用、相互消耗,反映了产业

关联特征,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得以建立的核心。 因此,中间流量矩阵的估计是序列投入产出表编

制的关键环节。 编制中间流量矩阵的关键之处是描述编表年度的技术系数矩阵。 国家统计局在无

投入产出调查数据的延长表编制年度,采用了重点系数法与 RAS 法相结合的方法编制中间流量矩

阵,这种做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统计资料,得到无投入产出调查情况下的最佳的中间流量矩

阵估计。 因此,本文在编制序列表时对中间流量矩阵的估计主要借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投入

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即重点系数法和 RAS 法的结合,也可称之为修正的 RAS 法。 首先利用可获

取的统计信息估计重点系数和重点系数对应的中间流量,然后用 RAS 法得到非重点系数对应的中

间流量,具体方法如下。
令 A = A1 + A2, 其中, A1 为重点系数矩阵,其元素取值重点系数大于 0,非重点系数等于 0; A2

表示非重点系数矩阵,其元素取值重点系数等于 0,非重点系数大于等于 0。 首先确定并估计重点

系数,得到 A1, 进一步计算重点系数对应的流量矩阵,即 Z1 = A1X̂。 其次,根据对总量控制指标、第
二象限以及第三象限的估计结果得到中间流量矩阵的行控制数向量 r 和列控制数向量 s,则非重点

系数对应的流量矩阵 A2X̂ 的行和控制及列和控制向量分别为: r- = r - A1X̂i,s- = s - iTA1X̂。 已知参

考年度非重点系数矩阵为 A2, 则编表年度非重点系数对应的流量矩阵初始估计为 Z20 =A2X̂。 利用

RAS 法调整 Z20, 得到编表年度非重点系数对应的流量矩阵 Z2。 编表年度的中间流量矩阵为 Z =
Z1 + Z2。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对应的直接消耗系数反映了部门之间的技术与经济联系,其中既有技术因

素的影响,又有价格因素的影响。 因此,本文从这两个因素入手,估计重点系数的数值。 在此之前

需要确定哪些是重点系数。 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中,重点系数确

定的范围:从列方向上,把已知投入产出表中每个部门的中间投入从大到小排序,合计数占到该部

门中间投入合计 70%的单元格对应的直接消耗系数可以确认为重点系数;从行方向上也做类似处

理,每个部门的中间使用从大到小合计数占到该部门中间使用合计 70%的单元格,对应的直接消

耗系数也是重点系数。 由于编制延长表年份不进行专项调查,考虑到相关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对
可以找到数据资料的重点系数进行调整。 具体而言,主要调整农林牧渔业、工业及建筑业部门的重

点系数。
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参考国家统计局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的方法,对参考期(即基期,例如

编制 2013 年表参考 2012 年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利用合适的价格指数(例如农

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分行业大类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等)进行价格调

整,得到编表年度价格体系下的参考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考虑技术因素影响的方法:从可获得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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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推算编表年度和基年某部门重点投入系数的变化幅度,例如农业生产消耗化肥、电力生产消

耗煤炭等,再用这些重点投入系数的变化幅度调整相对应的编表年度参考直接消耗系数。 《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给出了各产业对各种能源的使用量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对重点的能源直接消耗系

数进行调整。 由于能源统计的产业分类与投入产出表的产品分类存在差异,利用已知投入产出表

年度的供给使用表信息做产业分类到产品分类的转换,得到各产品部门对各种能源产品的使用数

据,以此为基础调整重点能源直接消耗系数。 农业部门考虑了对种子、农药、化肥、农用塑料膜等重

要农用物资的消耗;建筑业考虑对木材加工家具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的消耗系数,即考虑建筑业所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玻璃以及铝材等,资料来源于《中国建筑业

统计年鉴》;另外,还考虑了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重要原材料直接消耗系数,资料来源于《中国

钢铁统计年鉴》等。
如前所述,对于非重点系数对应的中间流量,本文采用 RAS 法进行调整。 非重点流量初始矩

阵的估计利用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编表年度参考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扣除其中的重点系数(即

在 RAS 法中把重点系数对应的元素设为 0),结合总产出计算出非重点流量的初始值;然后用总投

入减去增加值及重点系数对应的中间流量等得到非重点系数对应的中间流量列和,用总产出减去

最终使用及重点系数对应的中间流量等得到非重点系数对应的中间流量行和,分别作为 RAS 调整

的列向和行向控制数;最后进行 RAS 法调整,得到非重点系数对应的中间流量,再与重点系数对应

的中间流量合并为完整的中间流量矩阵。

三、重要指标的获取和估计

本节介绍在序列表的编制中如何从已有统计数据中获取或估计重要的控制指标和变量。 主要

包括总产出和增加值等总量控制指标,分类别最终需求向量、进口等重要变量的初始估计。 总量指

标是编制序列投入产出表的起点,也是保证投入产出表数据可靠性的出发点。 编制准则是基础方

法保持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的一致性。 在本文的编制框架中,总量指标

包括分产业总产出和分产业增加值。 充分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延长表总

量指标的编制方法,根据现有统计资料基础,获取信息进行估计。
(一)总产出的编制方法

在 SNA 核算体系下,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而不是总产出,因此,
现有统计资料没有完整的分部门总产出数据,除了农业、建筑业和部分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出

总产值数据之外,其他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缺乏总产值统计。 对此,在编制总产出指标时,参考了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中提供的计算方法。 总体而言,总产出的编制方法是:对
于《中国统计年鉴》或其他统计资料给出总产值指标的产业,按照统计资料的数据直接确定,或经

过核算口径的调整来确定;对于《中国统计年鉴》或其他统计资料没有给出总产出数据的产业,根
据统计资料给出的销售产值、主营业务收入或工资总额等参考指标信息进行推算。

1. 农林牧渔业。
《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指数表”,而该指标的含义和核算口径与投入

产出表中对应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出相同,通过对比投入产出表和统计年鉴中的已知数据,发现

二者差异很小。 因此,本文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作为序列投入产出表中的农林牧渔业总

产出。
2. 工业。
对于编表时期的大部分年份,现有统计资料没有给出全口径的工业部门总产出。 《中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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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等公布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0 年之前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比较

详细的细分产业数据,因此,对于工业总产出根据可获取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或独立核算工

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来进行推算。 由于不同时期可获取的相关指标存在差异,例如,2009 年之前

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给出了分产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2011 年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销售产值和产品销售率①,2013 年之后公布产品销售产值(不再公布产品销售率)等,因此针对不

同年份的不同数据基础构造具体的计算方法。 对于无法获取总产值指标的年度,用主营业务收入

来推算,因为主营业务收入是除了总产值之外与总产出概念最为接近的指标。 构造计算方法的基

本思路为:根据距离编表年度时间最近的投入产出基准表或延长表年度(称之为参考年度)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或主营业务收入(称之为参考指标)与投入产出表中相对应的工业部门总产出

之间的比例,调整编表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或主营业务收入(参考指标),得到编表年度

相应工业部门总产出的估计,即

编表年度工业总产出=编表年度参考指标÷ 参考年度参考指标
参考年度工业总产出

其中,参考年度工业总产出来自于参考年度投入产出表中相应工业部门的总产出。 参考年度的确

定按照有官方表的与编表年度最为接近的年度,例如编制 1998 年表时参考年度为 1997 年。
以 2011 年为例介绍具体的实施步骤。 与 2011 年最为接近的编表年度为 2010 延长表年度和

2012 基准表年度,但基准表年度投入产出表基于投入产出调查编制,数据可靠性更高,以基准表年

度作为调整标准。 首先进行部门的一致性调整,将 2011 年和 2012 年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主要经济指标数据调整为与投入产出表工业部门分类一致。 其次根据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数据,
结合 2012 年基准年度投入产出表推算 2011 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分行业工业总产值。 2012 年是我

国投入产出表基准表编制年度,可以得到 201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与投入产出表相应工业

部门总产出的比值,用于调整得到 2011 年相应工业部门总产出。 2011 年之前统计年鉴中直接公

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2011 年和 2012 年则是公布销售产值和产品销售率。 先计算 2012 年

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
产品销售率

;再利用基准表编制年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与投入产出表工业总产出的比例关系进行调整,2011 年工业总产出 =

2011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2012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2012 年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出

。

3. 建筑业。
对于建筑业,虽然《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其总产值,但统计口径与投入产出表不同,不是全部

建筑业总产值,而是资质内建筑业总产值或部分资质内建筑业总产值(不同年度的数据有所不

同)。 因此,建筑业总产出的计算方法是根据不同年度的数据基础构造,基本思路是充分参考国家

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给出的建筑业总产值计算方法,根据不同年度可获得的数

据对《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建筑业总产值进行调整。 对于多数编表年度,估计方法与工业部门总

产出类似,利用参考年度的参考指标与相应投入产出表的建筑业总产出的比例调整编表年度参考

指标,得到编表年度建筑业总产值,即

编表年度建筑业总产出=编表年度建筑业参考指标÷参考年度建筑业参考指标
参考年度建筑业总产出

①

 

产品销售率指报告期工业销售产值与同期工业总产值之比,据此才可以从工业销售产值推算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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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参考指标为资质内建筑业总产值或部分资质内建筑业总产值(建筑业总承包和专业承包总

产值)。
某些经济普查年度的经济普查年鉴会提供资质内建筑业总产出和全社会建筑业总产出,因此

对于与这样的经济普查年度距离较近的编表年度,可以利用相关的信息进行调整,这也是我国官方

公布的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中对建筑业总产出的估计方法。 例如,对于 2009 年,根据投入产

出延长表编制方法,首先将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包括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加上劳务分包总产值,
得到资质内(包括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以及劳务分包企业)建筑业总产出;距离 2009 年较近的

2008 年经济普查年鉴给出了资质内建筑业总产出和全社会建筑业总产出,因此可以根据 2008 年

经济普查年鉴中资质内建筑总产出占全社会建筑总产出的比重,推算出 2009 年全部建筑业总产

出,即
资质内建筑企业总产出=建筑业总产出+劳务分包企业总产出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总产出+劳务分包企业总产出

全部建筑总产出= 资质内建筑总产出
2008 年经济普查年度资质内建筑总产出占社会建筑总产出的比重

4. 服务业。
与工业和建筑业相比,服务业产出数据的推算难度更大。 参考国家统计局编制投入产出延长

表的方法,将服务业区分为市场性和非市场性两种类型,根据不同服务业的性质和可以获得的统计

数据,建立不同的推算方法。 市场性的服务业企业通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批

零贸易业以其经营活动的成果(如营业收入)为基础进行计算;非市场性的服务业进行经济活动通

常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例如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以其经济

活动所花费的成本(如选择工资总额、经费支出等合理的成本)为基础计算其总产出。 对于市场性

的服务业,多数编表年度采用与工业部门总产出类似的方法,用参考指标和参考年度投入产出表进

行估计,即
编表年度市场性的服务业总产出

=编表年度市场性服务业参考指标÷参考年度市场性服务业参考指标
参考年度市场性服务业总产出

对于与经济普查年度接近的编表年度,在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参考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估

计。 本文以批零贸易业为例说明构造推算方法的基本思路。 根据定义,批发和零售业总产出是指

批发贸易和零售贸易业企业在商品销售过程中产生的附加价值。 《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提供了税收等指标。 2008 年的经济普查

年鉴数据提供了全口径批发零售企业销售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对于与 2008 年接近的编表年度,参
考普查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延长表编制方法中的做法,即

批发零售业总产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总产出+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企业总产出

其中,对于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根据投入产出延长表给出的其总产出的计算方法,从《中国统

计年鉴》得到其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指标,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得到其本年应交

增值税,用如下公式计算: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总产出=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本年应交增值税+关税+

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口退税

对于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企业总产出,计算公式为:
限额以下批发零售总产出=限额以下批零销售额×限额以下批发零售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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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下批发零售应交增值税

限额以下批发零售毛利率根据 2008 年的经济普查数据用如下公式推算:
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企业毛利率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毛利率×2008 年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企业毛利率
2008 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毛利率

批发零售企业毛利率=批发零售主营业务收入-批发零售主营业务成本
批发零售主营业务收入

2008 年限额以下批发零售指标

= 2008 年全部批发零售指标(经普) -2008 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指标

限额以下批发零售应交增值税用如下公式推算:
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企业应交增值税

=限额以下批发零售销售额×2008 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本年应交增值税
2008 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本年销售额

2008 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来自于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8 年全部批发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来自于 2008 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对于无法推算限额以下批零贸易业总产出的年度(由于距离普查年度较远,或者接近的普查

年度不再提供相关资料),仍然利用最近的基准年度投入产出表数据和统计年鉴公布的限额以上

经济指标进行推算,即首先利用基准投入产出表年度对应的统计年鉴中限额以上批零贸易业数据

和投入产出表批零贸易业总产出数据得到调整系数,再用该调整系数调整编表年度限额以上总产

出,推算出全部批零贸易业总产出。
对于非市场性的服务业,以其生产活动中花费的成本作为产出衡量的依据,但是现有统计资料

往往无法提供这些服务业活动的总成本,能够获得的通常是成本中的一部分,例如从业人员工资总

额、费用支出等。 因此,借鉴我国官方投入产出延长表的做法,推算的基本思路是以基准年度投入

产出表中相关服务业的总产出数据为出发点,利用从业人员工资总额、费用支出等指标的发展速度

进行调整,得到编表年度的相关服务业总产出。 以研究与试验发展,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业为例说明构造推算方法的思路。
 

对于研究与试验发展,利用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的发展速度推算总产出。
总产出=上年(参考年度)总产出×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或

总产出=下年(参考年度)总产出÷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发展速度

其中,参考年度总产出数据来源于投入产出表或投入产出延长表,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来源于《中国

劳动统计年鉴》。
对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其总产出分为三个部分:
总产出=卫生总产出+社会保障业总产出+社会福利业总产出

其中每一项分别利用相关的费用支出数据推算其总产出,如下:
卫生总产出=上年(参考年度)总产出×卫生总费用发展速度

社会保障业总产出=上年(参考年度)总产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发展速度

社会福利业总产出=上年(参考年度)总产出×社会工作经费发展速度

或

卫生总产出=下年(参考年度)总产出÷卫生总费用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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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业总产出=下年(参考年度)总产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发展速度

社会福利业总产出=下年(参考年度)总产出÷社会工作经费发展速度

其中,上年(参考年度)或下年(参考年度)总产出数据来源于投入产出表或投入产出延长表;卫生

总费用、社会工作经费来源于《中国社会统计年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
(二)分部门增加值的测算方法

SNA 核算体系的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具体到各个部门就是各部门增加值,我国

实施 SNA 核算体系之后的统计年鉴给出了较为详细的 GDP 核算数据。 但是,对于分产业的增加

值数据,目前《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分大类产业的增加值。 其中服务业分类较为详细,某些年

度的《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也给出了服务业分类较细的增加值数据。 工业部门则缺少细分产

业增加值,只提供了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分大类的数据。 因此,增加值

指标的测算重点在于工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推算。 而在不同时间段的工业部门数据基础也有差

异,本文针对不同的数据基础,设计不同的估计方法。
对于没有给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细分产业增加值数据的编表年度,虽然目前的统计资料中没

有给出细分工业产业的增加值数据,但是有某些增加值组成成分的数据可供参考。 因此,在推算细

分工业产业的增加值时,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充分搜集跟增加值组成成分相关的已有统计资料,例
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固定资产年末累计折旧等,根据这些统计指

标推算出增加值的初始值;然后再利用工业分大类增加值作为控制数进行一致性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统计年鉴给出的分大类产业增加值数据是按照核算口径的“产业”分类,与我

国投入产出表的“纯部门”不同。 这里涉及到了投入产出表的“纯部门”概念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中“产业”概念的差异。 我国的投入产出表是“纯部门”投入产出表,也就是假设一个部门只生产一

种产品,对应的表为“产品×产品”的投入产出表,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中的产业分类为混合部门的

概念,也就是一个产业可以生产多种产品,例如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可以生产计算机(主产品),同时

可以生产电力(次要产品)。 因此,在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增加值数据时,要进行从产业分

类到产品分类的转换。 对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准调查年度供给使用表中的供给表得到产

出系数矩阵进行转换,背后的假定条件为产业部门工艺假定,即同一产业不论生产哪种产品其增加

值率都相等,此时,对于同一产业而言,其产出在所生产的各种产品间的比例矩阵等于其增加值在

所生产的各种产品间的比例矩阵。 转换公式为:
vI =v- ICI (12)

其中, vI 表示工业分大类纯部门增加值向量,即投入产出表部门口径的工业大类增加值向量, v- I 表
示混合部门的工业分大类增加值向量,即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给出的工业大类产业增加值数据, CI

表示工业大类产业的产出系数矩阵,其第 i 行的元素表示第 i 个工业产业所生产的各种产品占其总

产出的比例,即 CI
i = (cI1,cI2,…,cIn)。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我国投入产出调查年度(2017 年之前)公

布的供给表数据构成可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假定是只生产主产品,即这两大产业的产业分类

和纯部门分类一致,供给表矩阵对应的这些产业只有对角元数据大于 0,其余数据都等于 0,因此,
工业大类的产出系数对应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元素都为 0,即工业产业不生产第一产业和第

三产业的产品,工业大类从产业部门到产品部门的转换实际上是工业内部产品的转换过程。
对于给出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细分产业增加值数据的编表年度,数据基础较好,估计方法相对

简单。 首先利用编表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总产值数据计算增加值率,用于

估计总产出初始值,然后利用编表年度工业增加值的相关总控制数进行一致性调整。 注意这里的

总控制数仍然需要进行从产业部门到产品部门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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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象限指标的估计方法

对于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本文采用先估计结构再根据总量估计分产品消费向量的

方法进行推算。 已有数据资料中的城镇居民家庭支出调查、农村居民家庭支出调查给出了分 8 个

大类(有些年份城镇住户调查有更详细的分类)的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包括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

出、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支

出、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和人均其他用品消费支出。 据此可以

得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分大类的消费结构。 通过对比这 8 个类别和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可以

看出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够清晰明确,因此,把分大类消费结构作为调整参考。 细分产品种类的

消费结构首先根据参考年度投入产出表中的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列向量给出初始估计

值。 具体做法为参考我国投入产出延长表的估计方法,首先对参考年度投入产出表中城镇居民消

费和农村居民消费进行价格调整,计算价格调整后的消费结构,作为编表年度消费结构初始值,然
后参考该年度分大类的消费结构进行调整,确定编表年度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分部门消费结构,
最后结合编表年度支出法 GDP 中给出的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和城镇居民消费总额估计出农村居民

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的初始估计值。
政府消费支出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

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 对于政府消费支出,先估计分产品支出结构,然后用总量和结构估计支出

向量。 财政部公布了分类别公共预算支出数据,从中可以得到支出结构作为参考,再结合参考年度投

入产出表给出的政府消费支出分部门结构,确定序列表编表年度的政府消费支出分部门结构。 最后

结合编表年度支出法 GDP 中给出的政府消费总额数据估计分部门政府消费支出的初始值。
对于固定资本形成,同样采用先估计分产品结构再根据总量和结构估计固定资本形成向量的

方法。 《中国统计年鉴》中按构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给出了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

置、其他费用等几个大类的数据,可以得到分大类的资本形成结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

形成在指标含义和口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得到的固定资本形成大类结构

是近似的结构)作为参考,再结合参考年度投入产出表给出的固定资本形成分部门结构确定序列

表编表年度固定资本形成的分部门结构。 最后结合编表年度支出法 GDP 给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数据估计分部门固定资本形成向量的初始值。
存货增加的数据基础最为薄弱,与其他类别的最终需求相比,存货增加没有稳定的部门结构,

且常常有出现负值的可能。 因此,其估计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通过咨询投入产出核算领域的

专家学者,本文根据可获取的数据情况确定最为合理的估计方法。 首先根据现有统计资料能够提

供的信息,可以推算出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存货增加,资料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中按行业分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由于该指标的特殊性,无法按照某种比例

通过口径调整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货增加调整为全部工业企业存货增加,因为存货变动本身不

具备稳定性,不会随着统计口径的扩大而呈比例性地增加。 因此,本文将计算出的存货增加直接作

为全部工业存货增加的初步估计,计算方法为:规模以上企业存货增加=本年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存

货-上一年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存货。 对于农业及部分服务业,受基础资料限制,本文根据参考年度

投入产出表数据和支出法 GDP 给出的存货增加总额进行初步估算。
对于进口和出口,现有统计资料的数据基础较好,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

出延长表编制方法来编制。 主要数据资料来源于 《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 国际收支平衡表

(BPM5)》《中国教育年鉴》、教育部财政决算数据、HS 与投入产出部门对照表、《中国旅游年鉴》
等。 以下分别介绍分产品类别的进口和出口向量编制方法。 首先,分产品的进口总额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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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总额=海关货物进口总额+中国居民在境外直接购买的货物和服务+
外国居民向中国居民提供的服务

其中,海关货物进出口的计算方法为:首先将《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进出口量值表内各商品进口

量归总至投入产出表分类口径;然后将整理后的各部门进口数据减去“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

额;再进一步根据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年平均汇率将结果转换为人民币计价的分部门进口额。 此外,
根据税收数据情况进行价格调整。 中国居民在中国境外直接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计算方法为:将
国际收支服务贸易统计(BOP)中的“旅游”借方数据根据《中国旅游年鉴》中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

商品构成比例进行拆分,求得相应的货物和服务进口。 将“商品销售”按本年消费数据进行分摊,
其余各项服务按照 BOP 中相应的服务类别进行对应和拆分处理。 外国居民向中国居民提供服务

根据 BOP 中相应的服务类别进行处理和计算。 例如,建筑服务进口、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进口、货
币金融和其他金融、资本市场服务进口、研究和试验发展服务进口、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

作进口、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服务进口等分别根据 BOP 中建筑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

务、电影、音像、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等借方数据确定数额。
其次,分产品出口总额的计算方法为

出口总额=海关货物出口总额+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直接购买的货物和服务价值+
中国居民向外国居民提供的服务

其中,海关货物出口总额的处理方法为:首先将《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进出口量值表内各商品出

口量归总至投入产出表分类口径;然后将整理后的各部门出口数据减去“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

数据,再加加工装配费。 最后对上述结果进行价格调整。 对于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直接购买的货

物和服务价值,计算方法为:将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数据根据平均汇率调整人民币计价,然后把国际

旅游外汇收入中
 

“商品销售”按本年消费结构数据分摊至海关货物出口总额。 其余各项服务以及

中国居民向外国居民提供的服务根据 BOP 的数据进行相应处理得到。

四、编制结果及对比分析

本文目前编制完成我国 1981—2018 年期间的当年价序列投入产出表,附表 2 和附表 3 给出了

全序列一致部门分类(为 37 部门)的总产出和增加值①。 本节对本文编制的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

与文献已有的几类序列表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总结、比较各个数据库的基本特点,然后选择典型数

据库对序列表的主要技术和结构指标进行对比。

　 　 表 3 不同数据库中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特点
数据库 方法 部门数 时期 分类标准 IO 表类型

世 界 投 入 产 出 数 据 库
(WIOD) RAS,内插法

35
56

1995—1999
2000—2014 ISIC 产业×产业

中 国 产 业 生 产 率 项 目
(CIP) RAS,内插法 37 1981—2010 ( 其中分类别

增加值从 1987—2010)
中国国民账户和

 

EU-KLEMS
 

分类
产业×产业

Eora 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
数据库(Eora

 

MRIO)
RAS,前向和后向循环加权
平均

123 1990—2015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类

产品×产品

中 国 投 入 产 出 表 序 列
(CIOD) MTT,线性内插法 42 1992—2020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类
产品×产品

本文序列投入产出表( 本
文 SIOT)

基于统计数据的估计,RAS
和 GRAS,数学规划

全序列一致
分类:37 1981—2018 国家统计局投入

产出表部门分类 产品×产品

　 　 从基本编表方法来看,文献中的几类我国序列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方法,总量指标主要是根据我

①

 

因篇幅所限,结果以附表 2 和附表 3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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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基准年度投入产出表进行内插、平均,技术系数矩阵主要是 RAS 法或矩阵转化等方法,没有充分

利用我国无表年度的各种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和信息。 本文建立的我国序列表编制方法参考了国

家统计局编制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延长表的方法,总量指标和第二、三象限指标是充分利用我国

的统计数据信息进行估计,技术系数矩阵则是在使用统计数据信息基础上的重点系数估计与 RAS
法相结合,一致性调整结合了数学规划、GRAS 法。 总体而言,本文序列表编制方法的特点是充分

利用可获取的统计数据信息。
从部门分类来看,本文序列表部门分类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投入产出表编表方案和部

门分类来确定,与我国官方投入产出表保持一致。 编制的序列表既有整个时期统一一致的部门分

类,为 37 部门,又有针对不同时间段特点的部门分类(根据不同时段的国家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

门分类和编表手册确定)。 从时间跨度来看,本文编制的我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从 1981 年至

2018 年,涵盖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至当前的整个发展历史,与已有文献相比,时间跨度更长。 从投

入产出表类型来看,本文编制的序列投入产出表为产品×产品的对称型投入产出表,与我国官方公

布的投入产出表保持一致。
文献已有的几类数据库中,WIOD 和 CIP 提供的对称投入产出表类型都是产业×产业,并且采

用的编表方法相同,采用的货币单位 WIOD 为美元,CIP 为人民币元;Euro
 

MRIO 和 CIOD 编制的我

国序列投入产出表类型为产品×产品,Euro
 

MRIO 采用的货币单位是美元,CIOD 采用的货币单位为

人民币元。 综合考虑投入产出表类型、代表性和计量单位等方面的可比性,本文选择 WIOD、Euro
 

MRIO 和 CIOD 数据库进行对比分析,主要比较能够体现各部门整体技术特征的增加值率指标,以
及能够反映最终需求特征的分类别最终需求结构。

首先比较分部门的增加值率。 以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增加值率作为基

准。 为便于比较,对各个数据库做了部门的合并处理。 附图 1 给出了本文数据 SIOT、WIOD、Euro
 

MRIO 和 CIOD 主要代表性产业的增加值率比较①。 由附图 1,从各个代表性部门的增加值率来看,
整体而言 Euro

 

MRIO 与我国官方基准表差异较大。 WIOD 存在的问题则是多数产业的增加值率在

2007 年(基准表年度)之后没有进行调整。 CIOD 多数产业的增加值率在 2012 年之后与官方表数

据的趋势相背离(这与 CIOD 数据在 2012 年之后为预测数据有关),此外服务业、食品和烟草、金属

冶炼等产业增加值率与官方表有较大差异。 附图 1 显示本文基于现实统计资料编制的序列表

SIOT 增加值率与官方表所呈现的趋势最为接近。
对于第二象限(最终需求和进口),不同数据库具体分类不同,本文 SIOT 第二象限分类与国家

统计局的官方表保持一致,而其他数据库则与我国官方表分类存在差异。 CIOD 的第二象限消费、
资本形成分类与官方表和本文 SIOT 相同,但其对外贸易只给出了净出口数据,没有分别给出出口

和进口数量。 Euro
 

MRIO 和 WIOD 最终需求中的消费分类与我国官方表存在差异,不具备可比性,
资本形成和出口则可比。 Euro

 

MRIO 提供的国别表中进口部分没有给出分部门进口量。 因此,综
合了不同数据库的特点,在比较第二象限结构特征时考虑了不同数据库与本文 SIOT 以及官方表的

可比性。
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比较了 CIOD 和本文 SIOT 的结构。 附图 2 和附图 3 分别

给出了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中占比较大的部门情况②。 可以看出,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食品和烟

草的占比 CIOD 和本文 SIOT 数据结果非常接近,且都与基准表年度官方表的趋势一致。 对于当前

①
②

 

因篇幅所限,增加值率比较以附图 1 展示。

 

因篇幅所限,消费主要类别占比以附图 2 和附图 3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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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消费中占比较高的房地产、文化教育和卫生,以及当前城镇居民消费中占比较高的金融、
文化教育和卫生等,CIOD 呈现出与官方基准年度数据占比较大的差异。 本文 SIOT 的结果则与官

方表数据的趋势保持一致。
对于资本形成的大类结构,根据各个数据库的最终需求的分类情况,比较 CIOD、WIOD 以及本

文 SIOT 的差异,如图 2 所示。 整体而言,无论机器设备还是建筑占比,WIOD 都与官方基准年度结

果存在较大差异,CIOD 则在 2012 年之后呈现出与官方数据不同的趋势。 本文 SIOT 的数据则与官

方数据趋势一致。

图 2　 固定资本形成主要类别占比情况

附图 4 和附图 5 分别给出了出口和进口结构的比较①。 对于出口结构,Euro
 

MRIO 和 WIOD 的某

些重要出口产品占比及变化趋势与我国官方表数据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化学产品,WIOD 给出的占

比低于我国官方表数据结果,通用和专用设备 Euro
 

MRIO 的结果与我国官方表数据结果不同,且变化

趋势也不同。 对于进口结构,由于 Euro
 

MRIO 的国家表没有给出分产品的进口数量,只比较了本文

SIOT 与 WIOD。 从占比较大的部门来看,整体而言 WIOD、本文 SIOT 以及官方表数据差异不大,且趋

势一致。 Euro
 

MRIO 和 WIOD 主要是为了编制国家间(世界)投入产出表,因此会在多国范围内对进

口和出口数据进行调整,导致其国家表层面上出口结构与官方表数据和趋势的差异。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建立了我国年度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并编制完成我国 1981—2018 年期间的

序列投入产出表。 该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以国家统计局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的方法为基础构建,充
分利用国家统计局、各级政府部门等公布的各类统计资料,以必要的数学方法为辅助。 在 1981—
2018 年整个编表时期中,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部门分类经过了

若干次调整,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和口径也经过了几次调整。 本文认为这种调整是适应当时社

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每个时期的核算体系和部门分类是和当时的经济现实情况相匹配的。 因

此,本文编制序列表的整体做法是首先根据不同时间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当时的投入产出表编

表手册确定相应的部门分类,针对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基础确定关键指标的计算方法和编表中的细

节处理,分阶段完成无表年度的投入产出表编制,然后通过详细比较不同时间段核算体系的差异和

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的变化,确定全序列一致的部门分类,根据最新调整的国民经济核算历史数

①

 

因篇幅所限,出口和进口结构比较以附图 4 和附图 5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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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整个序列的投入产出表进行部门分类调整和数据的更新。
概括而言,本文编制的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数据基础的权威性与可靠

性。 本表编制过程中充分使用已公布的各类统计资料,对各类核算指标间的统计口径进行详细对

比;并采用可得的最新修订的统计数据对既往基准表与延长表进行修正,从而保持了数据基础的权

威性与可靠性。 第二,时间序列的一致性与特殊性。 本表时间跨度较大,所依靠的基准表与延长表

的部门分类发生较大变化,为此,本表一方面根据基准表与延长表的部门分类分段编制不同部门数

量的投入产出表,另一方面根据编表年度中的部门特点进行拆分整合,获得前后一致分类的时间序

列表。 第三,方法的一致性。 本文的编表方法参考国家统计局编制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延长表

的方法建立,与国家统计局编制投入产出延长表的方法保持一致性,这种编表方法上的内在一致性

保证了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数据能够很好的进行衔接和比较。 而欧盟、美国等采用

供给使用表核算框架(美国之前一直使用 UV 表(即制造表和使用表),最近亦转为供给使用表核

算框架),先编制供给表和使用表,再在供给表和使用表基础上推算对称形式的投入产出表。 Euro
 

MRIO、WIOD 等都是类似做法。 由于考虑的数据基础不同,本文选择参考我国官方投入产出表编

制方法,且较谨慎地使用数学方法,以期保持与国家统计局编制方法的一致性。
通过与文献中 WIOD、Euro

 

MRIO、CIOD 等几类具有代表性的我国序列表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本文编制的序列投入产出表从编制方法、部门分类的确定、表的类型、第二和第三象限的分类等方

面都与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具有高度一致性,且时间跨度最长,重要的技术和结构特

征也与官方表能够更好的吻合。
本文目前编制完成的序列投入产出表为第一版本,在后续的应用研究中将对数据进行进一步

检验和修正。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编制的序列投入产出表是当年价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即没有

分离出进口中间使用矩阵和进口最终需求)。 为了能够更好描述我国的经济结构演变,刻画对外

贸易发展,后续研究将在本文序列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我国非竞争型序列投入产出表

和可比价序列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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