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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市场效应及其对中国省间生产

和贸易的影响

张"帆"潘佐红!

摘"要"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经济规模是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的驱动力#
这种力量被克鲁格曼称为 *本土市场效应+!’-.3.*1B323aa3,2C"&本文直接从

:0K(2*#A10G.*)*)N63)*W43C!"###"一 文 中 推 导 出 经 验 检 验 模 型#并 把 该 模

型与;*b(C*)Nc3()C23()!%==$#%==="中的经验检验模型联系起来&使用这两

个模型和中国%==@年U%个省 !市(区"%=个 产 业 的 生 产(需 求 和 资 源 禀 赋 资

料#本文检验了中国各省生产和贸 易 类 型 到 底 是 由 比 较 优 势 决 定 还 是 由 本 土 市

场效应决定的问题&我们发现本土 市 场 效 应 在 决 定 中 国 地 区 间 生 产 和 贸 易 的 类

型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分产业的分析发现%=个产业中至少有@个存在显著的本

土市场效应&

! 张帆#美国纽约 市 政 府)潘 佐 红#美 国 西 康 涅 迪 格 州 立 大 学&通 讯 作 者 及 地 址’:*)P’*)G#%U>D%#
:1*)B4()Vb37%M#:40C’()G#8d%%U!!#FQV)电话’##%D@%>DU!>DU@#!)+D.*(4’e’*)Ga*)0"##%!5*’--7
,-.&本文作者对匿名审稿人表示感谢&

""关键词"本土市场效应#比较优势#规模收益递增

一!引""言

有两种现存理论解释了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贸易的原因&比较优势理论

相信进行贸易是为了利用资源禀赋的差异#而规模收益理论认为进行贸易是

为了从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中获益&被克鲁格曼 !A10G.*)"命名为新 经 济 地

理 !)3O3,-)-.(,G3-G1*I’5"的最新规模收益递增模型#使研究者能够通过

检验本土市场需求 对 一 国 的 生 产 和 贸 易 的 影 响 来 区 分 比 较 优 势 和 规 模 收 益&
正如;*b(C*)Nc3()C23()!%==="所指出的#在比较优势起作用的世界上#一

个对某种产品有着超常需求的国家或地区将进口该产品&相反#在规模收益

起作用的世界上#一个对某种产品有着超常需求的国家或地区 !由于较高的

生产效率"将出口该产品&换句 话 说#本 土 的 超 常 需 求 引 起 大 规 模 生 产 和 高

效率#使该国在满足本土需求之外还能捎带出口&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这一核

心概念被克鲁格曼称为 *本土市场效应+!’-.3D.*1B323aa3,2C"&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主要制造业生产国和许多产品的出口国&目前解释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 的 地 位 的 理 论 主 要 是 中 国 在 劳 动 力 成 本 方 面 的 比 较 优 势&
如果比较优势是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发生作用的唯一原因#随着中国收入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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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将逐步丧失其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就

像一些小国已经或即将发生的那样&如果规模收益是另一个原因#就是说如

果中国本土市场的需求也对中国的贸易起作用#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制造业生

产国的地位就 将 持 续 更 长 的 时 间#对 世 界 贸 易 也 将 起 到 不 同 的 作 用&此 外#
廉价劳动力只能解释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能解释技术密集型产业

的发展 !例如计算机信息产业的发展"&本土市场效应则可以解释这一发展&
自;(J(2*)NQ2(G4(2e!%=@@"发表把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规范化的&+Q模

型以来#规模收益递增理论已被运用到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在"#世纪@#年

代末和>#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首先将这一工具应用于国际贸易 !̂34I.*)
*)NA10G.*)#%=>!"#然 后 应 用 于 经 济 增 长 !_1-CC.*)*)N 3̂4I.*)#

%==%"&一些人把这称为收益递增革命& *新经济地理+理论是这一革命的新

的一波&A10G.*)%=>#年的 *本土市场效应+模型说明一国将出口有着相对

较大的国内市场的产品&c3N31!%==!"把这一结果扩展到规模不同的国家的

情况&A10G.*)的理 论 近 年 由 一 系 列 文 章 所 补 充 和 发 展#其 中 包 括:0K(2*#

A10G.*)*)N63)*W43C!"###"合 著 的 1空 间 经 济’城 市(地 区 和 国 际 贸

易2&%

% 杨小楷和黄有光等人在多篇论文和著作中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分工对贸易的作用&

尽管新经济地理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检验本土市场效应的经验研

究仍然不多&由于规模效应与要素禀赋两种因素在实际中相互交织#经济理

论一直受困于无法从经验上将两者严格区分开来&直到克鲁格曼提出本土市

场效应的概念以后#人们才可能经验地区分二者的作用&多数已有的经验研

究是检验本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的&例如#90C2.*) !%==H"计算了地区

间供给 与 需 求 的 联 系#发 现 当 地 供 给 与 需 求 相 关&;*b(C*)N c3()C23()
!%==="建立了一个包括基本产出比例和超常需求的经验模型#使用日本%===
年的数据#发现在%=个制造业部门中#有>个 !包括交通运输工 具(钢 铁(
电气设备和化工等"存在本土市场效应&这一结果与这两位作者%==$年研究

的结果相反#在那个研究中#他们使用%=>!年Z+&;国家的国际贸易数据#
没有发现显著的经济地理效应&

c3N31!%==>"使用美国%英国"$种产品在%=@#%%=>@年的贸易资料#
发现相对需求 与 净 出 口 之 间 存 在 正 相 关 关 系#支 持 本 土 市 场 假 说&:33)C21*
等人 !%==>"使用自由进入(不完全竞争和无差异产品市场模型检验了%=@#(

%=@!(%=>#(%=>!和%==#年大样本国家的双边贸易资料#发现了本土市场效

应&]1(-)a322(!%==>"检验了$个欧洲国家%>个制造业部门%=>!年的资料&
他使用投入产出矩阵衡量了本土偏差支出#使用产出份额对本土偏差支出份

额的反应区分了规模递增%垄断竞争行业和规模不变%完全竞争行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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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门属于前者#=个部门属于后者&更近些时候# 3̂*N*)NT(3C!"##%"使

用%==#%%==!年U位代码资料#建立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差异化产品贸易的

两个不同的模型 !规模收益递增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国家产品差异化模型"#并

发现了支持国家产品差异化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据&R1g4’*12*)N]1(-)a32D
2(!"##%"建立了基 于 需 求 存 在 本 土 偏 差 的 假 设 的 判 别 标 准&他 们 对""个

Z+&;国家%=@#%%=>!年的"=个产业进行了假说检验#发现%@个产业与规

模收益递增模式有关&:33)C21*#E*1B0C3)*)NT-C3!"##%"使用引力模型估

算了各国出口的收入弹性&他们的结果支持本土市场效应关于差异性产品的

出口的收入弹性比单一性产品大的假设&c3N31!"##U"用相对出口来定义本

土市场效应#认为一国倾向于出口本土市场效应较强的产品#这一关系增加

了规模经济的作用&他使用美国%英国资料进行的检验#支 持 其 假 设’产 业

的规模经济越大本土市场效应越大& *̂)C-)*)NS(*)G!"##H"使用引力模型

区分了内生性偏差和差异性偏差&他们关于本土市场效应的假设是#大国出

口较多的运输成本高(规模经济强的产品&他们用两国对第三国的出口来检

验这一假设并在高运输成本行业找到了证据&
从地理角度研究中国产业增长的文献与日俱增&R*-#&’*)G#Q*,’C*)N

c--!"##""使用了包含外商直 接 投 资 和 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 流 动 的 地 区 增 长 模

型#分析了地理因素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R10)#&-.W3C*)NT3)*1N
!"##""和R*2(CC3!"##""从地理和部门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

二!理 论 框 架

本文的经验研究基于A10G.*)!%=>#"和:0K(2*#A10G.*)*)N63)*W43C
!以下简称:A6#"###"所建立的理论&经过微小的修改#我们从:A6中推

导出本文使用的一个模型&使用该模型#我们辨别出:A6理论与;*b(C*)N
c3()C23()!%==$和%==="经验检验模型之间的关系&:A6!"###"给出了经

济地理模型的一个规范形式#并通过以下步骤推导出了本土市场效应&
消费者问题是在预算约束下使代表性消费者对制成品3 和农产品* 的效

用函数最大化’

Q ’3&*%,& ’$
.

#
E!5"’N% &5

&,’

*%,&#

式中E为每一个制造业差异品的消费#&为制造业制成品的支出份额#’为对

差异品的偏好强度#.为差异品的数量&差异品之间的替代强度为([%,!%\

’"&消费者问题分两步解决&第一#在消费者问题的下层#选择E使得到3 的

成本最小化#解出对E的需求&第二步#在消费者问题的上层#选择*和3 使

效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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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然后假定运输成本为*冰山+类型#这意味着如果产品从/地运输到=
地#只有%,O/=部分到达#其余部分在运输途中损失掉了#因此交货价格等于出

厂价格乘以O/=&这样#物价指数就成为所有地点的价格和运输成本的函数&

给定固定投入;#制成品所需要的边际投入>3#地点/的制成品价格+3
/

和地点/的制成品数量T3/ #一家在地点/生产特定差异品的企业在物价指数U
和工资率13

/ 既定的条件下#选择其价格使利润最大化’

$/ ’+3/T3/ ,13
/!;0>3T3/"%

""假定进入和退出 是 自 由 的#零 利 润 条 件 隐 含 着 任 何 企 业 的 均 衡 产 出T!(
任何企业的均衡劳动投入$! 和地点/生产的差异品的数量./ 的解&:A6接

着导出了位于地点/的一家企业的价格和工资方程&在作出一些标准化假 设

以后#:A6以更便利的形式写出了价格和工资方程&这些方程是’

U%,(% ’ %
&
-)%1%,(% 0)"!1"O"%,(.#

U%,(" ’ %
&
-)%!1%O"%,(0)"1%,(" .#

1(% ’&%U(,%% 0&"U(,%" O%,(#

1(" ’&%U(,%% O%,(0&"U(,%" %

式中& 为收入或需求#)为制造业工人的人数#下标表示国家%或国家"#由

于关注点仅集中于制造业#上标3 被去掉&在对称均衡点周围对物价指数和

工资做全微分#并定义一个新变量V%%\O
%\(

%XO%\(
#它是贸易成本的指数#其值

在#和%之间#:A6得到了本土市场效应如下’

(
V 0V

!%,(% &"N11 0VN)) ’N&& %
!%"

:A6指出假定对制造业的劳动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N1[#"#那么 *对制造

业需求的%?的变动!N&,&"引起就业N),)的%,V?!&%"变动#从而造成制

造业生产的变动+&"

" :A6!"###"#第H!%!>页&

遵循:A6的一些标准化假定#本文作者将 !%"式转换为产 出 变 动 与 需

求变动的关系 !推导详情请参看附录"’

(
V 0V

!%,(% &"N11 0VNWW ’N&&
# !""

式中W[.T! 为某一地点的制成品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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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上模型#本文作者发现了:A6理论与;*b(C*)Nc3()C23()!%==$
和%==="经验检验模型之间的联系&在等式两边乘以产出W#然后加上平均

产出’W#并假定N1,1等于零#给出’

’W0NW’’W0%V
N&
&W%

!U"

!U"式说明#平均产出加产出的变动是平均产出加需求的超常成分 !(N(-C5)D
,1*2(,,-.I-)3)2C-aN3.*)N"的变动 !偏差"的函数&这一关系与;*b(C*)N
c(3)C23()!%==="中的 !H"式表 示 的 关 系 相 似#区 别 仅 在 于 他 们 使 用 了N&
而不是N&,&&

三!模""型

本文检验的两个假设 是’ !%"一 国 的 需 求 是 决 定 其 生 产 和 贸 易 的 因 素)
!""一国所有的生产和贸易都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分析的设计是基于 3̂4ID
.*)!%=>%"所建立的框架#在该框架中资源禀赋决定一国的部门结构#而在

产业层次内部需求决定生产和贸易&这里部门是由产业组成的&
经典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典型的模型是 3̂,BC,’31DZ’4()模型#它使用一

国的资源禀赋来解释其产出&假定有:个地区#R 个部门#部门.有U.个产

业#产业的数量等于禀赋的数量&假定把要素映射为产出的矩阵为)#产业9
的产出由禀赋决定’

W./9 ’)
.
9D

/% !H"

式中W./9 是部门.产业9在地区/的产出#D/是地区/的要素禀赋向量#).9 是

矩阵) 相应的行&
本文将选择与上述经典 3̂,BC,’31DZ’4()模型不同的研究路线&本文的基

本检验策略取自;*b(C*)Nc3()C23()!%==$#%==="#而主要检验模型是本文

作者由:A6!"###"推导得出&
在部门层次#我们通过估算以下 3̂,BC,’31DZ’4()模型检验上述假设#在

模型中资源禀赋决定部门的生产结构’

W./ ’(
U.

9’%
W./9 ’)

.D/% !!"

式中W./为地区/部门.的产出向量#D/ 为地区/的要素禀赋向量#而). 是一

个RhR 矩阵#该矩阵将要素禀赋映射为部门.的产出&注意 !H"式与 !!"
式的区别在于 !H"式是在产业层次而 !!"式是在部门层次&

在产业层次#我们将检验生产由本土市场效应决定的假设&我们 将 使 用

本文作者根据:A6的理论模型推导出的经验版本 !即本文的 !U"式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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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b(C*)Nc3()C23()的模型 !模型$"&
在模型#中#我们使用!./9[W

./
9,W

./来衡量部门.地区/产业9的产出份

额#使用*./9[&
./
9,&

./来衡量部门.地区/产业9的需求份额#其中W./9 表示部

门.地区/产业9的产出#W./表示地区/部门.的产出)&./9 是对部门.地区

/产业9的需求#&./表示地区/部门.的需求&这样!!./9 \!
.:N6
9 ",!.:N69 和!*./9

\*.:N69 ",*.:N69 就表示地区/产业9对部门.在其他地区的平均值的百分比偏

离#式中:N6表示中国其他地区&我们于是把模型#的经验检验版本定义如

下’

!./9 ,!
.:N6
9

!.:N69
’#0K%

*./9 ,*
.:N6
9

*.:N69
0K")

/,):N6

):N6
0KU

(/,(:N6

(:N6 0%./9 % !$"

式中)表示劳动禀赋#( 表示资本禀赋&在实际估算中#我们使用了两个劳

动禀赋变量#中学以上教育程度劳动力和其他劳动力&等式左边是产出对中

国其他地区和产业的平均值的相对偏离#它是等式右边第"项需求对不同地区

不同产业平均值的相对偏离的函数&为了避免变量遗漏偏差#我们把劳动和

资本的偏离也包括在模型中#这可以看作要素禀赋的T5W,e5)CB(效应 !如果

一国的要素集聚比世界其他地区更迅速#该 国的产出和出口将向该要素集约

的产业转移"&
我们把模型#与;*b(C*)Nc3()C23()的模型进 行了比较#后者在本文中

被编号为模型$&模型$的形式完全来自;*b(C*)Nc3()C23()!%==="&它假

设某地区某产业的 基 本 产 出 份 额 与 该 产 业 在 所 有 其 他 地 区 的 平 均 份 额 相 同&

!.:N69 [W.:N69 ,W.:N6被用于衡量部门.产业9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平均产出份额&
在产出的这一基 本 份 额 之 上#产 业 的 产 出 受 需 求 的 超 常 成 分 的 影 响 而 调 整&
这样#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需求偏离*./9 \*

.:N6
9 被用于衡量需求的超常成

分&如果所有地区对某产业产出的需求份额相同#该产业的这一项就为#&如

果某部门中的某产业的需求有较大的份额#这一项就是正的&这样经济地理

成分就在产业层次被嵌入 3̂,BC,’31DZ’4()模型’

W./9 ’"
.
90#%!

.:N6
9 W./0#"!*

./
9 ,*

.:N6
9 "W./0).9D

/0%./9# !@"

式中W./9 是部门.产业9在地区/的产业产出#!.:N69 是部门.产业9在中国其

他地区的产出份额#*./9 和*.:N69 分别是产业9 在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的需求

份额#).9是). 相应的行#D! 表示地区!的禀赋向量&右边第"项是产业9在

地区/的产出的基本份额#它反映了其他地区每一产业生产同样的相对份 额

的倾向&第U项衡量一地区需求偏离的影响#第H项衡量禀赋的影响#在具

体估算中#我们使用了劳动力和资本存量两种禀赋&
模型#中的参数K% !$式"和模型$中的#" !@式"在假设检验中起着关

键作用#因为经济地理框架预测生产对需求变动的正反应将大于%比%&当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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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等于#时#我们处于无摩擦的比较优势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无运输

成本&如果K% 或#" 在#与%之间#我们处于一种比较优势的世界上#其中运

输成本将影响生产地域分布#但不存在规模经济&如果K% 或#" 大于%#则存

在本土市场效应#它影响生产的地域分布&

四!数""据

我们使用%==@年中国U%个省的产出(中国全国投入产出 表 和 分 省 消 费

和投资数据#建立了各省的投入产出表并计算出U%个省%=个产业的直接和

间接需求&已知数据为各省分 行 业 产 出(_;‘#我 们 根 据 已 知 的 分 省 分 产 品

消费支出换算得到按投入产出分类划分的分行业消费支出 !计算方法见本节

消费部分"&剩余部分 !间接需求(投资和净出口"’根据已知_;‘和消费数

据计算出各省投资和净出口总额#用该总额和全国投入产出表投资和净出口

系数估算了各省投资和净出口数额&各省各行业间接需求则由分省分行业直

接需求和全国投入产出矩阵间接需求系数得出&
本文使用的分 省 分 行 业 产 出 资 料 来 自&’()*Q2*23Q2*2(C2(,*4R013*0*)N

+01-.-)(2-1,Q-B3)!"###"UH$页&各省_;‘(消费(投资数据分别来自国

家统计局 1%==>年中国统计年鉴2第$U(第UUU和第%=$页&各省总需求由

消费(投资和中间需求相加而成&使用这些数据#我们计算了 !$"式和 !@"
式所需要的产出(禀赋和需求比率&

!一"地区

U%个省的产 出(_;‘(消 费 原 始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和

&’()*Q2*23Q2*2(C2(,*4R013*0*)N+01-.-)-2-1,Q-B3)!"###"&地 区 产 出(

_;‘数据直接来自以上统计资料#城乡总消费数据由作者把按消费种类分类

转换为按投入产出分类#再把城乡住户平均数据用城乡住户数加权计算得出#
详见本节消费部分&附录表VH显示了各省生产和需求的份额&

!二"产业分类

在回归分析中使用了%=个投入产出产业分类#所有产业都是在制造业和

公用事业部门中&在计 算 中 间 和 最 终 需 求 时 使 用 了"$个 产 业 分 类 !包 括"%
个制造业%公用事业产业#以及农业(建 筑 业(运 输 业(商 业 和 服 务 业#见

附录表V""&在计算需求时#H#hH#投入产出表被加总为"$h"$表#后者包

括"%个制造业%公用事业产业#以及!个非制造 业%公 用 事 业 产 业 !农 业(
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些产业实际上是以部门分组的"&在回归

中由于数据遗缺#又去掉了"个制造业部门#因此在回归中共使用了%=个制

造业%公用事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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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终需求

U%个省%==@年 城 乡 居 民 消 费 数 据 来 自 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 !%==>"第U%@
页(第UUU页&按消费种类分类的各省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被 作 者

换算为按"$个投入产出产业分类 !消费种类分类与投入产出分类的对照和分

配比例请参看附录表 V$和 V@"的 消 费 数 据&用 各 省%==@年 城 乡 住 户 数 加

权#各省的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消费被加总为各省总消费&加权的计算式为

65X ’17X675X01/X6/5X#

式中#65X为5产业X省总消费#675X为5产业X省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消费#6/5X
为5产业X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消费#17X为X省城镇住户数#1/X为X省农村

住户数&

%==@年各省总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页&以全国

投入产出表中的固定投资系数为权数#每一个省的总投资数据被加权分摊到

"$个产业 !回归分析使用了其中%=个产业的数据"&这里的假设是各省投资

的构成是相同的#现实中各省投资的构成可能不同 !例如一些省投资中建筑

材料较多#另一些省投资中机器设备较多"&然而#由于没有各省投资实物构

成的资料 !即使在%==@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中#可以得到每一企业的投资资

料#但仍然没有该企业的投资构成的资料"#我们只能使用全国投入产出表投

资构成资料作为权数&这样做可能产生偏差#尽管各省的投资总量是不同的#
但各行业在不同省间的变动可能被缩小&

U 这一方法从各时期总投资中减去折旧然后加总得到资本存量&

固定资本存量是用永序盘存法U 和%=>=%%==@年的投资数据计算的#计

算中假定!?年折旧 率 并 使 用 工 业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把 数 据 换 算 成%==@年 价 格&
计算公式为

G"’5",8"#

("’ (
",%=>=

O’#
G",O!%,F"

O#

式中#G" 为按%==@年价格计算的投资#5" 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年投资#8"
为"年工业出厂价格指数#G"\O为以%==@年价格计算的"\O年投资#(" 为"
年资本存量#F为折旧率#"[%==@&

!四"中间需求

各省各产业 的 中 间 需 求 总 额 是 用 全 国 直 接 投 入 矩 阵 和 来 自&’()*Q2*23
Q2*2(C2(,*4R013*0*)N+01-.-)-2-1,Q-B3)!"###"的分省分产业的产出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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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到的&地区/的中间需求向量为GR8/[*W/#式中* 为直接投入矩阵#

W/ 为地区/的总产出向量&这里假设各省所使用的技术是相同的&现实中各

省使用的技术可能不同#因此这样做可能减少各省中间需求的差别&由于没

有各省投入产出系数资料#我们只能使用全国直接投入矩阵&
各省各产业的最终需求由中间需求(消费和投资加总得出&

!五"要素禀赋

各省劳动禀赋 由 两 个 变 量 表 示’)Y 为 大 学 和 中 学 教 育 程 度 劳 动 力#))
为其他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 1中国统计年鉴2%!%$H岁人口和从业人员

受教育程度构成H 计算#资本禀赋使用永序盘存法计算#如本节最终需求部分

所述&

H 国家统计局#1中国统计年鉴2%==>年#表HC@#表!CU%&

五!有关计量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如果直接估算上述模型#存在U个潜在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只有 解 决 了

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无偏(一致和有效的估算结果&
模型$ !@式#;*b(C*)Nc3()C23()模型"的一个问题是#部门产出W./

依赖于部门内的产业产出W./9#因此在回归式中自变量与误差项相关#违反高

斯假设 !_*0CC(*)*CC0.I2(-)C"&这使标准ZMQ回归不可能把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孤立出来&按照;*b(C*)Nc3()C23()!%==="的做法#我们使用从要

素禀赋估算而来的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W./强

烈相关#而工具变量与误差项相关度很小&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序 列 相 关 !C31(*4,-1134*2(-)"或 空 间 自 相 关 !CI*D

2(*4*02-,-1134*2(-)"#这是由于回归是基于产业层次的关系#这些产业有许多

是来自同一部门或同一地区&很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影响不同产业的产出#
例如利率(技术(地方法规和政策等#这些因素在方程中被省略&它 们 的 影

响以及经济状况都反映在残差项中&这导致横截面残差项的相关#违背了无

序列相关的高 斯 假 设&在 这 种 情 况 下#尽 管 标 准 的 ZMQ估 算 是 无 偏 和 一 致

的#但不再 是 有 效 的 了&我 们 于 是 使 用 似 不 相 关 回 归 !Q33.()G450)134*23N
13G13CC(-)#QFT"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使用该方法时#我们假定两种情

况’!%"产出关系在产业层次有一个共同的参数向量)!""完全没有对参数的

限制#每个产业有自己的参数&
第三个问题是异方差性 !’3231-CB3N*C2(,(25"#这 是 由 于 数 据 的 横 截 面 性

质所引起&模型表示的产业的产出关系可能依产业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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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大的地区和部门这种关系可能表现较大#产业的产出可能更多地受其

他因素 !例如经济规模(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的影响#可能更少与禀赋

和地域经济相关&换句话说#大地区的变动可能更大#小地区的变动可能较

小&于是就出现了异方差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通常做法是使用加权最

小二 乘 法 !O3(G’23N43*C2Ci0*13C.32’-N#cMQ"#;*b(C*)N c3()C23()
!%==$#%==="的研究就使用了这一方法&然而#加权最小二乘法不能同时解

决序列相关问题&由于这两个问题都与方差\协方差矩阵的结构有关#我们

可以使用一般最小二乘法 !_3)31*4(e3NM3*C2Qi0*13C#_MQ"来解决这一问

题&我们使用的一般最小二乘法的具体形式是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在误差项

方差的函数形式已知的情况下#加权最小二乘法可能优于一般最小二乘法&在

误差项方差的函数形式未知的情况下#一般最小二乘法是较好的选择&因此#
本文的经济地理模型估算都采取了似不相关回归#对要素禀赋模型的估算仍采

用加权最小二乘法&

六!估 算 结 果

基于前述理论框架#本文的计量经济学估算在产业和部门两个层次上进

行&假定资源禀赋决定了一国或地区更广泛的部门结构#而垄断竞争和规模

经济决定了产业结构#我们进 行 了 两 组 检 验&;*b(C*)Nc3()C23()在 其 研 究

的一个版本中 !;*b(C*)Nc3()C23()#%==$"把部门定义为U位代码(产品为

H位代码 !他们的产品相当于本文的产业"&在另一个版本 !;*b(C*)Nc3()D
C23()%===#分析日本的数据"中#他们选择"位代码的%=个部门 !相当于本

文的产业"&在本文中#我们把产业定义在"位代码#因为这是可以得到的中

国生产和需求详细数据的最低层次&我们根据部门划分的传统方法#把产业

组织成H个部门#非耐用品(材料相关产品(耐用品和公用事业&H个部门的

产业构成见附录表VU&

!一" 3̂,BC,’31DZ’4()型比较优势

我们首先通过估算 3̂,BC,’31DZ’4()模型 !在该模型中假定要素禀赋决定

部门的生产结构"在部门层次检验了上述假设&在模型中我们使用了中学以

上教育程度劳动力 !)Y"和其他劳动力 !))"两个劳动禀赋变量#并把资本

存量作为资本禀赋变量&由于模型中劳动禀赋的很多参数不显著#我们进一

步优化模型#使用了人均资本禀赋作为自变量#估算了人均产出%人 均 资 本

模型&
表%列出了估算结果&表%中报告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要素禀赋决

定部门结构的假说&在 3̂,BC,’31DZ’4()模型中H个部门的资本禀赋的影响都

在%?的水平上显著#而劳动禀赋在所考察的>种情况下!种是负号#在@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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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不显著&我们认为一些劳动力要素系数的负号可以解释为#一些落后

省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较多#这些省份很多产业的产出却相对较少&就是说#
落后省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因此劳动的系数为负&而资本禀赋的情况

则不同#落后省份的资本相对较少#产出也相对较少#因此资本系数的符号

为正&;*b(C*)Nc3()C23()!%==="使用日本资料对本土市场效应 的 研 究 中#
大学教育程度劳动 力(非 大 学 教 育 程 度 劳 动 力 变 量 在$个 产 业 组%"种 情 况

中#有!种 情 况 是 负 号&9-1G3)C-)等 人 !%=>@"在 计 算 美 国%=H=%%=@=年

分产业产出增长模型时#劳动投入的符号在!%个产业中有%U个为负&因此#
劳动力禀赋为负号的情况是可能的&我们使用了加权最小二乘法来解决异方

差性的问题&因此总产出的总变动应该不包含地区的不同规模的影响#只包

括禀赋或随 机 因 素 的 变 动 的 影 响&在 两 种 情 况 中 要 素 禀 赋 解 释 的 变 动 超 过

!#?#在其他两种情况中超过H#?&

表%"要素禀赋对部门生产的影响

大中学生!)Y" 其他适龄人口!))" 资本 经调整的:"

3̂,BC,’31DZ’4()模型

部门#
非耐用品

\#7##%
!#7##""

#7##@!!

!#7##U"
#7#U=!!

!#7##!"
#7$#%

部门$
材料相关产品

#7##"
!#7##""

\#7###U
!#7##"!"

#7#"@!!

!#7##H"
#7H#%

部门%
耐用品

\#7##%
!#7##""

\#7##%
!#7##""

#7#U=!!

!#7##H"
#7!"=

部门&
公用事业

#7##"
!#7##%"

\#7##%
!#7##%"

#7##$!!

!#7##""
#7H#$

人均资本

人均资本模型

部门#
非耐用品

#7#""!!

!#7##""
#7U="

部门$
材料相关产品

#7#"@!!

!#7##U"
#7"!H

部门%
耐用品

#7#UU!!

!#7##""
#7!%>

部门&
公用事业

#7##H!!

!#7##%"
#7#=$

""注’cMQ回归&在 3̂,BC,’31DZ’4()模型中#因变量是产出&在人均资本模型中因变量

是人均产出#自变量是适龄劳动 人 口 平 均 资 本 存 量#参 数 下 方 括 号 内 为 标 准 差&! 表 示!?
显著#!! 表示%?显著&变量U!国有企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比"也在两个模型中用作自变量

以控制政府在各省干预程度的不同&

为了解决很多劳动力禀赋参数不显著的问题#我们进一步估算了以人均

!劳动力平均"资本禀赋为自变量(人均产出为因变量的模型#在H个产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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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均资本禀赋的符号都为正#且都显著&然而#经调整的:" 有所下降&

!二"本土市场效应

我们接下来检验了本土市场效应#该效应基于生产是由经济地理在产业

层次决定的假定&根据前面的理论#本土市场效应由相对于其他地区的需求

超常变动对生产变动大于%比%的关系来表示&用横轴表示一地区一部门一

产业的需求份额的百分比偏离#纵轴表示该地区该部门该产业生产份额的百

分比偏离&如果存在本土市场效应#数据点的回归线的斜率应当大于%&使用

所有样本的实际的回归线的斜率大于%&
我们首先用一个纯粹经济地理模型检验了假设#然后在经济地理模型中

加入劳动和资本禀赋#观 察 结 果 是 否 稳 定 !1-W0C2"&我 们 使 用 了 模 型# !$
式"(模型$ !@式"及 其 变 型 来 比 较 结 果&表"列 出 了 使 用 所 有 产 业 数 据

!全部样本"估算的结果&

表""本土市场效应对生产的影响

模型#D% 模型#D" 模型$D% 模型$D"

!*./9 \*.:N69 ",*.:N69 %7#>>!!

!#7#U="
%7#!H!!

!#7#%$"
!*./9 \*

.:N6
9 "W./ %7UHU!!

!#7#%="
%7U"#!!

!#7#"%"

!.:N69 W./ #7=H@!!

!#7#%@"
#7="#!!

!#7#%="

N)Y
)!
Y

#7#U"
!#7#"%"

)Y #7###H!!

!#7###%"

N))
)!
)

\#7#"%
!#7#%$"

)) \#7##%!!

!#7###%"

N(
(!

#7#H%!!

!#7#%#"
( #7##%!!

!#7###U"

样本 !>= !>= 样本 !>= !>=

""注’似不相关回归&因变量在模型#中为产业的产出份额的百分比偏差#在模型$中为

产业的产出&参数下方括号内为标准差&

超常需求的参数 显 示 出 强 烈 的 本 土 市 场 效 应#在 模 型#和 模 型$中 该

参数显 著 且 大 于%&在 模 型#D% !作 者 直 接 从:A6中 推 导 出 的 模 型"中#
产出 份 额 的 百 分 比 偏 离 受 需 求 份 额 的 百 分 比 偏 离 的 正 向 影 响#参 数 为

%L#>>&在模型$D%!;*b(C和 c3()C23()的模型"中#对于一个特定地区#除

同中国其他地区同样的趋势 之 外!!.:N69 W./项"#一 个 产 业 的 产 出 还 受 其 自 身

需求!!*./9\*
.:N6
9 "W./项"的 影 响&在 规 模 收 益 递 增 的 情 况 下#当 这 一 需 求 比

中国其他地区强时#需求增加与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 !参数为%LUHU"#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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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该地区生产从而出口的增加 !把超 出 本 土 需 求 的 产 出 看 作 出 口"&本 土 市

场效应就是以这种方式促进了贸易的增长&
如 !$"式和 !@"式 那 样 把 3̂,BC,’31DZ’4()和T5W,e5)CB(模 型 嵌 入 经

济地理模型 !表"中模型#D"和模型$D""并没有改 变 上 述 结 果&实 际 上 我

们在有禀赋和无禀赋的模型#和模型$中几乎分别得到了同样的超常需求参

数&!在两个模型之间超常需求的参数 有 所 不 同#原 因 有 二’第 一#模 型$使

用了需求的绝对偏离 !*./9 \*
.:N6
9 "#而 模 型#使 用 了 需 求 的 相 对 偏 离 !!*./9 \

*.:N69 ",*.:N69 "&第二#模型$的估算受工具变量W./构造的特定 方 式 影 响#而

模型#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使用全部样本的检验中#本土市场效应假设得到了 证 明#但 3̂,’C,’31D

Z’4()假设也没有被拒绝&这是由于全部样本中#一些产业的产出主要由本土

市场效应决定#另一些产业的产出主要由要素禀赋决定&因此我们进一步在

产业层次上进行了估算&
在产业层次里#我们对每一个产业进行了估算&表U报告了估算结果&寻

找超常需求的参数显著大于%的产业#表U中的模型$D"显示了本土市场效

应集中在所考察的%=个 产 业 中 的%"个&它 们 是 食 品 制 造(纺 织(木 材 及 家

具(石油加工(化学工业(非金属矿产 品(金 属 冶 炼(机 械(运 输 设 备(电

气设备(电子及通讯设备以及其他制造业&在模型$D"中#我们发现>个产

业有显著的本土市场效应’纺织(木材及家具(化学工业(金 属 冶 炼(运 输

设备(电子及通 讯 设 备(仪 器 以 及 其 他 制 造 业 产 品&公 用 事 业 部 门 !第"H(

"!("$产业"通常是政府垄断#因此最不可能显示本土市场效应的市场结构&
如果除去公用事业部门#在两个模型%$个产业中有@个产业在两个模型中都

显示了强烈的本土市场效应&$

! 嵌入经济地理模型中的要素禀赋的参数传达了含混的信息&资本是非常显著的#但劳动的符号在很多

情况下是不显著的&这与我们对要素禀赋的发现!表%"是 一 致 的&其 理 论 含 义 可 以 解 释 为 比 较 优 势 的

某种证据&
$ 在两个模型都显示强烈的本土市场效应的@个产业中#!个与;*b(C*)Nc3()C23()!%==="用日本数据

研究地区间的经济地理效应的研究相同&这!个产业是纺织(化学工业(金属冶炼!钢铁"(电子设备及运

输设备&

表U"分产业的估算结果

模型#D" 模型$D"

产业

编码

产业

名称

本土市

场效应

!*./9 \*
.:N6
9 ",*.:N69

调整的

:"
本土市

场效应

!*./9 \*
.:N6
9 "W./ 调整的

:"
样本

$ 食品制造 !! %7"UU!!

!#7%#%"
#7@UU #7"$%!

!#7%!>"
#7>%# U%

@ 纺织 !! %7""=!!

!#7%#="
#7U@$ !! U7%$%!!

!#7%U%"
#7=#"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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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模型#D" 模型$D"

产业

编码

产业

名称

本土市

场效应

!*./9 \*
.:N6
9 ",*.:N69

调整的

:"
本土市

场效应

!*./9 \*
.:N6
9 "W./ 调整的

:"
样本

> 服装 \#7H#$!!

!#7%H""
#7!U$ \"7U#=!!

!#7%=""
#7>@> U%

= 木材及

家具

!! U7!>@!!

!#7%%="
#7>%! !! %7HU>!!

!#7#=$"
#7@H@ U%

%# 造纸 #7#>#
!#7%UH"

\#7%%$ #7%!>!!

!#7#UH"
#7>>" U%

%% 石油加工 !! "7H"@!!

!#7U=""
#7%$% #7=%!

!#7$H@"
#7!!% U%

%" 化学工业 !! "7>"H!!

!#7%H#"
#7@"$ !! U7%U$!!

!#7%$="
#7>H! U%

%U 非金属

矿产品

!! %7@"#!!

!#7%H$"
#7"$% \#7%@#!!

!#7#$""
#7>>> U%

%H 金属冶炼 !! %7=!@!!

!#7#>@"
#7$$# !! "7>U"!!

!#7#>@"
#7=H% U%

%! 金属制品 #7>H%!!

!#7U$@"
#7$U" \"7$$$!!

!#7U"""
#7>=" U%

%$ 机械 !! U7HH!!!

!#7UUU"
#7H$% \#7!"#!!

!#7"H#"
#7>@H U%

%@ 运输设备 !! H7%=U!!

!#7"H!"
#7@%$ !! U7=$H!!

!#7U!$"
#7$># U%

%> 电气设备 !! %7#>$!!

!#7H!H"
#7!$# \#7@=!

!#7H=!"
#7=U! U%

%= 电子及

通讯设备

!! "7@H!!!

!#7#=!"
#7=%% !! "7>=>!!

!#7"%""
#7=$= U%

"# 仪器 #7U>@
!#7!UH"

#7H%U !! %7%##!!

!#7!%!"
#7=!H U%

"" 其他

制造业

!! %7H@H!!

!#7%>@"
#7U!@ !! U7>H$!!

!#7H!""
#7=%U U%

"H 电力 \#7%UU
!#7%"%"

#7#!@ \U7%@@!!

!#7U@!"
#7>@# U%

"! 煤气 #7"!>
!#7H"""

#7#@= #7"=%!!

!#7#U""
#7>U= U%

"$ 自来水 \#7H$=!!

!#7"U$"
\#7#%$ #7U"=!!

!#7#@!"
#7="@ U%

""注’似不相关回归&因变量在模型#中为产出的百分比变动#在模型$中为产出&)和

( 作为自变量被包括在模型中&参数下方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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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0K(2*#A10G.*)*)N63)*W43C!"###"中推导出用于

对本土市场效应进行经验检验的模型#并且把它与;*b(C*)Nc3()C23()!%==$
和%==="中的经验检验模型相联系&我们使用这两个模型来检验中国各省生

产和贸易类型是否是由本土市场效应造成的&
我们对中国的地区生产和需求类型的研究使用%==@年中国U%个省%=个

产业的生产(需求和要素禀赋的数据&结果显示本土市场效应是决定中国省

间生产和贸易结构上的重要因素&我们发现一些产业的产出主要是由本土市

场效应决定的#另一些产业的 产 出 主 要 是 由 要 素 禀 赋 决 定 的&根 据 模 型#D"
和模型$D"的估 算#本 土 市 场 效 应 至 少 集 中 在@个 产 业 上#它 们 是’纺 织(
木材及家具(化学工业(金属冶炼(运输设备(电子及通讯设备以及 其 他 制

造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发现与;*b(C*)Nc3()C23()!%==="是一致的#
他们在日本的地区贸易模式中发现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强烈支持&

从这些结果中可以引申出一个政策含义&对于那些发现强烈的本土市场

效应的部门#把产业从 中 心 !高 需 求"向 边 缘 !低 需 求"转 移 是 很 困 难 的#
成本也很高&这 些 产 业 集 中 在 耐 用 品 部 门 中 的 运 输 设 备(电 子 及 通 讯 设 备#
非耐用品部门中的纺织&这些产业的未来布局可能更多地遵循需求的分布而

不是要素禀赋的分布&这意味着这些产业在地域上将集中在对其产品高需求

的地区&政府在制 定 地 区 产 业 政 策 时 应 当 考 虑 产 业 的 本 土 市 场 效 应 的 强 度#
以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大效率&

附"录

根据<AB"CDDD#的理论对C式的推导’

我们从物价指数 !:A6"###的HLUH式"开始推导’

U/ ’ (
:

=’%
.=!+3=O3

=/"
!%,(% &"

%
%,( ’ %

&(
:

=’%
)3= !13=O3

=/"
!%,(% &"

%
%,(#

式中.= 为地点=的差异品 !或企业"的数量#+3= 为在地点=生产的差异品的价格#O3=/为从

地点=到/的运输成本#)3= 为在地点=的制造业工人人数#&为制成品的支出份额#上标3
代表制造业#(是差异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定义位于=的所有制造业企业的产出W3
= [.=T!#式中T! 为任何从事生 产 的 企 业 的 均

衡产出#那么物价指数就成为

U/ ’
%
T!(

:

=’%
W3= !+3=O3

=/"
!%,(% &"

%
%,(
%

由于+3/ [>313
/,’ !:A6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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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
T!(

:

=’%
W3=

>313
=

’
O3! "=/

!%,(

% &
" %
%,(
#

式中>3 为所需要的边际投入#13= 是 地 点=制 造 业 工 人 的 工 资 率#’是 对 差 异 品 的 选 择 强

度&使用:A6的标准化假设>3[’#T![&!:A6HL"=*)NHLUU"#物价指数就成为

U/ ’
%
&(

:

=’%
W3= !13=O3

=/"
!%,(% &"

%
%,(
%

该式与:A6的 !HLUH"!见本 节 开 始 处"的 唯 一 区 别 是#:A6的)3= 由W3
= 代 替 了&按 照

:A6的步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两地对称模型#并导出类似:A6的HLH"式或本文的%式

的本土市场效应#不过在我们的结果中NW,W !而不是N),)"在等式的左边’

(
V 0V

!%,(% &"N11 0VNWW ’N&&
#

这就是本文的 !""式& !要 了 解:A6推 导 的 详 细 步 骤 参 看:0K(2*#A10G.*)和 63)*W43C
!"###"第H!至!>页或本文 *理论框架+一节"

表V%"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W./9 #亿元 !>= %%> %@$ # %U"%

!*./9 \*
.:N6
9 " !>= \"7$#+D%@ #7#H@ \#7%$% #7"U=

!./9 \!
.:N6

!.:N6
!>= \#7#"! #7$@$ \%7### H7%U"

*./9 \*
.:N6

*.:N6
!>= #7##$ #7""% \#7>%> %7%@=

)Y#万人 U% %$$@ %%## %H H">#
))#万人 U% %#!= @H$ !> "=%%
(#亿元 U% H%H" UHH" """ %H=H$

表V""投入产出产业分类

部门 产业 描述

非制造业 %%! 农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 属 矿 采 选 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 纺织业

>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化学工业

%U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H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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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 产业 描述

%! 金属制品业

%$ 机械工业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机械设备修理业

"" 其他制造业

"U 废品及废料

"H 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

非制造业 "@ 建筑业

非制造业 ">#"=#U" 货物运输及仓储业#邮电业#旅客运输业

非制造业 U##U% 商业#饮食业

非制造业 UU%H# 金融保险业#房地 产 业#社 会 服 务 业#卫 生 体 育 和 社 会 福 利

业#教育文化艺术 及 广 播 电 影 电 视 业#科 学 研 究 事 业#综 合

技术服务业#行政机关及其他行业

""注’在回归分析中使用了%=个产业#包括第$%"#(""("H%"$产业&由于无数据#产业

"%和"U被排除&上表所列所有"$个产业分类!包括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都

被用于中间和最终需求的计算&产业编码和描述来自1%===年中国统计年鉴2#第H""(HU"页&

表VU"部门分类

部门 产业 描述

#7非耐用品 $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 纺织业

>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7材料相关产品 =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化学工业

%U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H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金属制品业

%7耐用品 %$ 机械工业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 其他制造业

&7公用事业 "H 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

""资料来源’产业编码和描述来自1%===年中国统计年鉴2#第H""(HU"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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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H"各省!市"%=个产业的总和占全国的百分比

省!市" 生产的? 需求的? 固定资产的? 就业的?

北京 "7$U? "7H@? !7#!? %7#H?
天津 U7##? "7%@? "7"#? #7@@?
山西 %7HH? %7!$? %7@#? "7UU?
内蒙 #7=#? %7%$? %7U%? %7$!?
吉林 %7>@? %7=#? %7$>? %7=H?

黑龙江 "7"%? "7!=? "7>$? "7$%?
上海 $7=!? !7H=? @7U!? %7"%?
福建 U7%#? U7U!? U7%@? "7!U?
江西 %7!#? %7@$? %7HU? U7"$?
海南 #7">? #7H"? #7=U? #7!"?
重庆 %7"@? %7!"? %7HH? "7$!?
贵州 #7>U? #7=H? #7>=? U7#U?
云南 %7!#? %7$H? %7=$? U7!U?
西藏 #7#%? #7#$? #7%@? #7%=?
陕西 %7H$? %7!>? %7@#? "7>!?
甘肃 #7=$? #7=U? %7##? %7>$?
青海 #7%=? #7"H? #7U$? #7U@?
宁夏 #7"@? #7"$? #7UH? #7H%?
新疆 #7$@? %7%@? %7>=? %7#>?
河北 H7"=? H7!=? H7$!? !7U$?
辽宁 !7#$? H7H>? H7$U? U7"H?
江苏 %%7=U? %#7%H? >7H"? !7>>?
浙江 $7%H? !7=!? $7H@? H7"H?
安徽 U7@!? U7U>? "7HU? !7""?
山东 >7$>? >7UU? @7#@? @7U=?
河南 H7HH? H7>!? H7""? @7>>?
湖北 H7=#? H7!H? U7>U? H7"!?
湖南 "7$$? U7%!? "7@%? !7$H?
广东 %"7U!? %#7=U? %%7$H? !7=H?
广西 %7!H? %7=!? "7%#? U7>!?
四川 U7""? U7>=? H7H%? @7"!?

平均值 U7"U? U7%H? U7"U? U7"U?
最小值 #7#%? #7#$? #7%@? #7%=?
最大值 %"7U!? %#7=U? %%7$H? @7U=?

""资料来源’产出来自&’()*Q2*23Q2*2(C2(,*4R013*0*)N+01-.-)(2-1,Q-B3)#&’()*E*1D
B32()G;*2**)NQ2*2(C2(,C"###&需求 来 自 本 文 作 者 的 计 算#计 算 方 法 参 看 本 文 数 据 部 分&
固定资产和就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中国统计年鉴2%==>年表%UD"#表%UD%##百分比为作

者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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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V!"相对于全国水平需求的集中程度#!*./9 \*
.:N6
9 ",*.:N69

地区,
产业

@7纺织业 =7木 材 加 工

及家具制造业

%%7石油加工

及冶炼业

%>7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

%=7电 子 及 通 讯

设备制造业

东北 \#7"= "#7#U ""#7#>"""""\#7#! ""\#7"#
华北 #7%@ \#7#U #7#" \#7#" \#7#H
东部 #7!H \#7#% \#7%U #7#% \#7#%
南部 #7"U \#7#! \#7%= #7#= #7!=
中部 \#7#@ #7#@ #7#@ \#7#H \#7"!
西南 \#7H# #7#U #7## #7## #7#%
西北 \#7#= \#7#H #7%$ #7#% \#7#U

""注’正值表示需求份额高于本部门全国平均值&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华北包

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和内蒙)东 部 包 括 上 海(江 苏(浙 江(安 徽(江 西 和 福 建)南 部

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中 部 包 括 河 南(湖 北 和 湖 南)西 南 包 括 重 庆(四 川(贵 州(云 南 和 西

藏)西北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V$"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分类与投入产出分类的转换

消费性支出分类 投入产出分类#括号内为分配比例

食品 %#$#U##U%
粮食 %!7U"#$!7!"#U#!7""
烟草 %!7""#$!7H"#U#!7H"
酒和饮料 %!7U"#$!7!"#U#!7""
干鲜瓜果 %!7""#$!7H"#U#!7H"
在外用餐 U%
食品加工服务 U#!7H"#U%!7$"
衣着 @#>#U#
服装 >!7@"#U#!7U"
衣着材料 @!7@"#U#!7U"
鞋帽袜及其他衣着 >!7@"#U#!7U"
衣着加工服务费 >#U#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U##U!
耐用消费品 %>!7H"#%=!7H"#U#!7""
室内装饰品 "@!7@"#U#!7U"
床上用品 >!7H"#=!7H"#U#!7""
家庭日用杂品 ""!7@"#U#!7U"
家具材料 =!7@"#U#!7U"
家务服务 U!
医疗保健 %"!7H"#U$!7H"#U#!7""
交通和通讯 %@#%=#"=#U"#U#
交通 %@!7H"#U"!7H"#U#!7""
通讯 %=!7H"#"=!7H"#U#!7""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U##U$#U@
文娱用耐用消费品 %>!7H"#%=!7H"#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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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消费性支出分类 投入产出分类#括号内为分配比例

教育 U@
文化娱乐 U$!7!"#U@!7!"
居住 "H#"!#"$#"@#U##UH
住房 "@!7$"#U#!7""#UH!7""
水电燃料及其他 "H!7H"#"!!7U"#"$!7U"
杂项商品和服务 ""#U##UU#U!
个人消费 ""!7U"#U#!7U"#U!!7H"
其他商品 ""!7@"#U#!7U"
其他服务 U!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中国统计 年 鉴2%==>年#第UUU页&投 入 产 出 分 类 编 号 参 看 表

V"&

表V@"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分类与投入产出分类的转换

生活消费支出分类 投入产出分类#括号内为分配比例

食品 %!7$"#$!7""#U#!7""
衣着 @!7U"#>!7!"#U#!7""
居住 %!7$"#"@!7""#U#!7%"#"H!7%"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7U"#%>!7U"#%=!7U"#U#!7%"
医疗保健 %"!7U"#U$!7!"#U#!7""
交通通讯 %@!7U"#"=!7U"#U"!7H"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U$!7H"#U@!7H"#U#!7""
其他商品及服务 ""!7!"#U!!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中国统计年鉴2%==@年#第U%@页&投入产出分类编号参看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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