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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保险业的产业关联和诱发效应研究 
——来自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证据 

韩永辉   麦靖华   罗瑞霖* 

摘  要：金融保险业是连接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纽带。本文以 2018年和

2020年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为依据，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辨析中国产业类型、测度角色地位和分析产业

价值，着重研究中国金融保险业的产业关联和诱发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金融保险业是中间产

品型基础产业，具备需求拉动力小、供给推动力大，即弱辐射性、强制约性的特征；（2）中国金融

保险业与房地产、商务服务和交通运输服务等第三产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较为明显，对金融保险业自

身、商务服务和房地产影响力度较强，同时容易受到交通运输服务、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影响；（3）消

费、投资、出口最终需求对金融保险业的生产诱发效应依次减弱，消费对其生产诱发依存度逐年上

升，投资则逐年下降；（4）在构建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过程中，金融保险业暂未发挥核心支柱作用。

本文提出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亟需完善现代化金融体系，发

挥其经济“减震器”以及社会“稳定器”功能。 

关键词：金融保险业；产业关联效应；投入产出模型；中国式现代化 

一、引 言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性转换，中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韩永辉和谭舒婷，2021），以高

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党中央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为出发点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江小涓和孟

丽君，2021），现代金融体系是打破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要素分割和壁垒、构建新发展格局、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引擎（王益君等，2023）。金融机构在合理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同时，带动

人才流、物质流和信息流聚集和配置，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循环效率。金融保险业是在经济发展

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各产业部门相互关联的“链条”，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林毅夫等，

2009）。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中国金融保险

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和水平稳步提升，2022年中国金融保险业增加值 96 811亿元，增长 5.6%，

占国内生产总值 8%①。当前，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驱动生产、分配、消费整个链条的循环畅通，

金融保险业成为支持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强劲动能。金融保险业基于产业分

工协同的价值链分割与整合，逐渐融合渗透至产业发展和价值创造的各个环节，是中国式现代化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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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背景下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产业部门，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内在要求

和时代呼唤（邱兆祥等，2020），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资

本要素逐渐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不断优化，亟需为各类市场主体在更大范围参与经济循环提供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为稳定的金融服务（韩永辉等，2022a）。本文以 2018年和 2020年中国竞

争型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计算消耗系数、分配系数、自给率、感应度、影响力、生产诱发以及依存

度等系数指标，在此基础上辨析产业类型性质，研判对比 2018年和 2020年中国金融保险业与其他

产业的关联和诱发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价值，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文章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从新发展格局视角切入，聚焦提炼疫情前后中国金融保险业在推

进国内大循环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价值状态、链条作用和发展方向，识别其与其他产业的联动关系；

（2）以新冠疫情作为新研究关键节点，捕捉疫情前后中国产业效应变动特征，以中国投入产出数据

为测度依据，系统揭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产业间直接和间接的关联和诱发效应，拓展已有研究的度

量视角，检验金融业是否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3）以产业互动效应中的问题为导向，

为筑牢金融保险业基础、推动国内大循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政策参考依据。 

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研究产业关联效应；第四部

分是辨析产业生产诱发效应；第五部分是论述产业价值；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产业关联理论，通过计算相关系数指标，辨析产业类型性质，研判对比 2018年和 2020

年中国金融保险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和诱发效应。产业关联理论的核心是研究产业间投入与产出

的技术经济和数量结构关系，因此产业关联理论又称为投入产出理论。产业关联过程是判断产业结

构和宏观经济结构均衡与否的重要观察对象，其广泛细致地用精确的量化方法来研究产业间质的

联系和量的关系，属于产业经济学的“中观”部分。产业关联理论最重要的量化分析技术是投入产

出分析法，其公认的理论创始人是经济学家 Leontief，他在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

产业关联理论也开始快速发展。投入产出分析依据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利用投入产出表和

投入产出模型，以国民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研判并预测国民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关系，深入辨析具

体产业部门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即技术经济联系。投入产出分析是基于棋盘式投入产出表关联矩

阵及相应线性代数矩阵，构成模拟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流入”“流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而评

估特定产业部门对经济系统的拉动作用，以及产业部门相互消耗的关联关系等，从生产技术的视角

对国民经济循环结构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以及内在依存关系进行数量分析。Leontief（1941）

编制了 1919年、1929年和 1939年的美国投入产出表，从宏观上研究了美国经济结构数量关系和

经济均衡问题，是最初的投入产出分析应用研究。目前学界关于投入产出分析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

基于中间需求率、中间投入率、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角度研究

产业间作用关系，逐渐向技术生产与创新、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价值链领域延伸（程大中，2008；

Johnson and Noguera，2012；郑珍远等，2013；Wang and Wang，2019；刘世锦等，2020；刘淑春等，

2021）。当前投入产出分析的核心研究主要聚焦于生产过程中投入产出关联变动，以及其对其余产

业部门的关联和诱发等影响。 

基于此，本文使用基于中国 2018年和 2020年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数据来自国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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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①。将所有部门分为 27个产业（附录 1），以此研判中国产业部分的关联效应、诱发效应和产

业价值，以期揭示不同产业部门对国民经济活动的溢出影响，并构建中国产业发展效应逻辑框架，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特征。 

三、产业关联效应 

基于产业关联理论，投入产出分析的重点在于辨析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关联是产业部门的供需

关系和技术联系，在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产业部门以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形成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形成广泛、复杂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何东伟和胡晓鹏，2015）。本节通过辨析中国

国内经济产业关联效应，直观展示产业之间相互依存、联通和互动关系，揭示社会生产过程中产业

部门的相互投入和损耗关系，评估中国产业结构。具体地，从中国产业部门投入和产出结构方面

切入，辨析中国整体产业类型性质，以金融保险业为切入点着重从数量依存和分配使用关系角度

研判产业关联效应，并基于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分析产业综合关联效应，从而测度中国产业部门的

角色地位。 

（一）产业类型性质 

本节根据钱纳里、渡边产业群划分法，以直接消耗系数和直接分配系数计算各产业部门的中间

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数值（图 1），构造产业类型矩阵（图 2），分析中国 27个产业部门的类型性

质属性，识别主导产业，并研究其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定位和作用。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是分

析产业类型性质的两个基础指标系数，中间投入率用于衡量产业的附加值和带动能力，中间需求率

用于衡量产业性质是属于生产性还是生活性。本文以社会平均水平（50%）为衡量指标高低的分界

线（李冠霖，2002；郑珍远等，2013）。中间投入率越高，说明该产业的增加值率就越低、带动力

越强。中间需求率越高，表明该产业提供的生产资料越多，则更倾向于具备生产性的属性。 

根据产业类型矩阵，在生产资源的价值创造方面，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采矿业和农林牧渔

业是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属于国民经济活动内循环的起点，为中间需求率较大的产业提供加工原

料，例如其他电子设备、金属、石油化工、交通运输、食品烟草和商务服务等，并为属于最终需求

型产业提供产品或服务，例如交通运输设备、计算机、通信设备、其他制造业以及研究开发等。最

终需求基础型产业发展相对薄弱，仅包括社会服务、房地产和传播与文化三个产业，中国为城乡居

民物质文化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供给不足。最终需求型产业部门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装备制造

能力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其中的交通运输设备、计算机、通信设备等工业部门是国家

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柱，作为主导产业其发展水平反映一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然而，最终需求型

产业中仅包括研究开发和住宿餐饮两个第三产业，社会化大服务格局仍未形成。 

中间投入率方面，在中国 27 个产业部门中，有 20 个产业部门的中间投入率大于 50%，中间

投入率较大的前 14个产业部门均属于第二产业，反映出国家第二产业发展对各产业部门的依赖程

度和影响程度都较大，占主导地位。中间需求率方面，指标数值大于 50%的有 17个产业部门，有

11个产业部门属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基本上提供生产服务。而金融保险业的中间需求率为 81%，

在 27个产业部门中排列第 10位，即中国金融保险业在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中属于生产性服务业。金

融保险业的中间投入率为 32%，在 27个产业部门中排名 26，表明中国金融保险业属于“高附加值、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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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带动力”产业，对各产业部门影响程度极小。综合而言，金融保险业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分

别为 81%和 32%，排名为第 10和 26，表明其以提供生产性服务为主，而金融保险业具备生产性服

务业的特性是与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密切相关的，对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各产业部门具

有较大的直接支撑作用和关键基础作用。但金融保险业的当前带动能力较低，对各个产业部门的影

响程度偏低，暂时未能成为国家先导产业。 

 

图 1  2020年各产业的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 

 

图 2  2020年中国产业部门性质 

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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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量依存关系 

产业结构指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本节基于产业结构理论，借助消耗系数揭示产业间技术经

济联系，辨析产业部门结构效益。即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复杂的内在联系，表现为各部门之间相互

耗用产品的数量依存关系。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产业部门进行生产活动需要从各产业部门中买

进中间产品及使用生产要素，产业数量依存关系反映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产业部门的生产技术联

系和产业结构变动，反映该关系的指标包括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 

1．直接依存关系 

产业部门的直接依存关系以直接消耗系数来表示，该系数表明了生产 1 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各种

原材料、劳动及资本投入的比例，是指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某产业部门的单位总产出所直接消耗

各产业部门货物或服务的价值量。直接消耗系数反映投入结构的同时，也反映生产的技术关系，由

于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各种原材料、劳动及资本投入的比例不会发生改变，因此也称作技术系数，

反映了各产业部门和产品之间的技术联系。直接消耗系数越大，表明金融保险业对其他产业的直接

需求越多，直接拉动能力则越强。 

计算结果表明（图 3），共有 18个产业部门与金融保险业有直接依存关系，其他 9个产业部

门系数数值保留小数点后三位仍然与金融保险业的直接关联度为 0。其中直接依存密切（平均水平

以上）的产业部门有金融保险、商务服务、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住宿与餐饮、木材家具与造纸

业 6 个产业部门。金融保险业每生产 1 万元产品，需要直接消耗该 6 个产业的产品或服务价值分

别为 717元、627元、608元、338元、231元、167元，各自占金融保险业直接消耗总量的比重分

别为 22.4%、19.6%、19%、10.6%、7.2%和 5.2%，累计达到了 84%。其中，金融保险业本身、商

务服务和房地产是金融保险业的主要消耗产业，所占比例之和达 61%。中国金融保险业与第三产业

的直接依存关系较为密切，相互依赖程度较高。 

 

图 3  2020年金融保险业的直接消耗系数 

2．完全依存关系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技术经济联系。完全依存关系指某产

业部门每生产 1 单位的最终产品所直接和间接消耗各产业部门的产品或服务价值总和，更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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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产业部门之间的依赖程度和牵引作用，以完全消耗系数衡量。反映出产业部门因完全消耗而对

其他产业部门产生的拉动以及影响作用，系数越大表明产业间直接和间接的技术经济联系越密切，

需求拉动作用越大。 

计算结果显示（图 4），金融保险业与各产业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完全依存关系，其中关

联密切（平均水平以上）的产业部门有 8个，与直接依存关系密切的产业部门相比增加了交通运输

服务和石油化工业两个产业。在这部分依存关系密切的产业中，金融保险业每生产 1万元的最终产

品，需要直接和间接消耗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木材家具与造纸业、交

通运输服务、住宿与餐饮、石油化工业的完全消耗数量分别为 1 065元、990元、851元、539元、

422 元、347 元、336 元、276 元，分别占完全消耗总量的 14.9%、13.8%、11.9%、7.5%、5.9%、

4.8%、4.7%、3.9%，关系密切的产业部门消耗数量占完全消耗总量的 67.5%。其中，金融保险业自

身、商务服务、房地产与金融保险业的完全依存关系明显密切，金融保险业对这 3个产业的完全消

耗占总量的 41%。中国金融保险业与第三产业的直接和完全依存关系都较为密切，对其具有较大的

拉动力，但对于第二产业特别是计算机、电气机械器材和通信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的拉动作用较弱。 

 

图 4  2020年金融保险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三）分配使用关系 

产业分配使用关系反映将某一产业部门的产品提供给各产业部门用作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的

情况，指各产业部门 1单位产出所需要该部门的投入，度量该产业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分配和销售

去向，表示各产业对该产业部门的整体需求情况，以产业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和完全分配系数表征。 

1．直接分配使用 

直接分配系数是从产出角度分析产业部门之间直接技术经济联系的指标，表示某产业部门产

品或服务提供给各产业部门用于中间使用的情况。系数越大表明其他产业对该产业部门的直接需

求越大，即该产业部门的直接供给推动作用越明显。 

计算结果如图 5所示，所有产业部门都需要直接消耗一定数量的金融保险服务，中国金融保险

业不同程度地推动其他产业部门发展，其中有 9个产业部门与其直接关联密切（平均水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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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业每生产 1万元价值的服务，被房地产、交通运输服务、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批发零

售、电热燃水、建筑、采矿业、研究开发作为中间产品使用的价值分别为 1 131元、938元、717元、

688元、445元、438元、366元、366元、301元，各自占金融保险业直接分配总量的 13.9%、11.6%、

8.8%、8.5%、5.5%、5.4%、4.5%、4.5%、3.7%，该部分产业部门在金融保险业直接供给总量中占

比达 66.4%。总体上看，房地产、交通运输服务、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等第三产业部门是金融保

险业的主要直接供给对象，得到的金融保险服务最多，第二产业次之。 

 

图 5  2020年金融保险业的直接分配系数 

2．完全分配使用 

完全分配使用关系表现产业部门间的完全分配联系，该产业部门产品或服务提供给各产业部

门用于最终使用的情况，在数量上遵循完全分配使用=直接分配使用+全部间接分配使用。完全分

配系数越大，说明某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完全推动作用越大，以完全分配系数衡量。 

完全分配系数计算结果如图 6 所示，金融保险业对国民经济所有产业部门都存在着直接或间

接的前向关联效应，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或多或少都推动所有产业部门的发展。其中与金融保险业完

全关联密切的产业部门有 13个，与直接分配使用关系密切的产业部门相比增加了计算机、其他电

子设备、金属、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 5个第二产业部门，减少了采矿业。金融保险业每生产

l万元的总产值中需要向交通运输服务、房地产、商务服务、电热燃水、金融保险业、建筑、计算

机、其他电子设备、金属、通信设备、批发零售、电气机械和器材、研究开发提供的完全分配量分

别是 1 599元、1 450元、1 371元、1 098元、1 065元、1 044元、1 022元、934元、927元、926元、

905 元、905 元、874 元，各自占金融保险业完全分配总量的 6.8%、6.2%、5.8%、4.7%、4.5%、

4.4%、4.3%、4.0%、3.9%、3.9%、3.8%、3.8%、3.7%，该部分产业部门在金融保险业完全供给总

量中占比达 60%。由此可见，第二产业是获得金融保险业最多服务的产业，占 57%；其次是第三产

业，占 42%。金融保险业对第二产业的完全推动作用高于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相较于直接分配

使用，金融保险业更多是通过间接分配使用推动第二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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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0年金融保险业的完全分配系数 

（四）产业角色测度 

基于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经济体系在任何时期得以保持经济增长都是由于主导产

业部门扩大，而产业部门扩大过程中又将产生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作用，即产生主导产业的扩散

效应。产业部门变动会按照不同的产业关联方式从而引致其余产业部门变动，各产业的影响能力和

受影响能力各有不同。本节基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分析产业综合关联效应及其变动，判断

产业对社会需求的拉动作用及对其他产业发展的辐射力，在现有产业关系的基础上辨析中国产业

部门角色，着重分析作为国民经济循环体系重要部门的金融保险业对推动经济循环的作用、影响和

实际效应。 

1．综合关联效应 

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产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的任意变化都会通过产业关联，从而对其他产

业产生影响，产业关联效应反映在产业链上是双向的，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复杂多变的关联关系。

影响力系数衡量该产业部门对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各产业部门发展的拉动作用，数值越大表明作

用越大。感应度系数则衡量该产业部门对各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值越大则推动作用越大。综合

关联效应是将感应度系数与影响力系数加总后的合计值，反映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的

地位。 

中国 27个产业部门两期投入产出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计算结果和排列顺序如图 7所

示，2020 年有 18 个产业部门感应度系数大于 1，较 2018 年增加房地产和信息技术服务 2 个产业

部门，该部分产业部门对国民经济推动作用大于平均水平，具有基础产业属性。而 2018年和 2020

年均有 21 个产业部门影响力系数大于 1，具体产业部门并未发生变动，表明该部分产业对国民经

济的拉动作用大于平均水平，且产业结构保持平稳发展，在中国国民经济生产供应链中，该部分产

业部门位于供应链末端。而 2020年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都大于 1的产业部门有 13个，较 2018

年增加信息技术服务 1个产业，其中大部分为第二产业，说明在国民经济循环运行过程中，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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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部门处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是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主导引擎产业①。 

图 8以 2020年影响力系数为横轴，感应度系数为纵轴，以全社会平均值 1为划分标准，将国

民经济所有产业部门归类于四个象限（表 1）。根据 2020 年产业角色分类可以看出，大部分制造

业属于强制约力产业部门，感应度系数都比较大，受其他产业部门发展影响程度高。但计算机、通

信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等高新技术产业则属于第Ⅳ象限，是弱制约力强辐射力的产业部门，在发展

过程中具备较强的影响其他产业部门的能力。中国金融保险业位于第Ⅱ象限，且两个系数排序的差

别很大，其中 2020年影响力系数与 2018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大。总的来说，金融保险业属于需求拉

动力小、供给推动力大的产业部门，也就是弱辐射性、强制约性的产业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

动作用较弱。 

 

图 7  2018年和 2020年各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 

表 1                                     产业角色分类标准 

第Ⅱ象限 第Ⅰ象限 

影响力系数＜1、感应度系数＞1 

供给推动力小、需求拉动力大 

弱辐射力、强制约力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1 

供给推动力大、需求拉动力大 

强辐射力、强制约力 

第Ⅲ象限 第Ⅳ象限 

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均＜1 

供给推动力小、需求拉动力小 

弱辐射力、弱强制力 

影响力系数＞1、感应度系数＜1 

供给推动力大、需求拉动力小 

强辐射力、弱制约力 
 

 

① 2018年具体产业部门为：金属与金属制品、石油化工业、交通运输服务、非金属矿物制品、电热燃水、商务服务、其他电子设备、

食品和烟草、木材家具与造纸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通用专用设备制造，2020年在此基础上新增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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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0年产业角色分类 

2．自给率 

在国内经济循环过程中，产业国内产品占比被称作自给率，其中自给率+进口系数=1。由图 9

可得，批发零售、房地产、电热燃水、建筑、社会服务和金融保险业等部门由于产业发展特性，近

年自给率均达 98%和 1的水平。从具体数值比较来看，与 2018年相比，2020年传播与文化、住宿

与餐饮、交通运输服务和其他制造业自给率呈上升明显态势，而计算机、其他电子设备、研究开发、 

 

图 9  2018和 2020年产业自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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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烟草等则呈明显下降趋势。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等高新技

术制造业的自给率较低，近年均呈依赖进口态势，由上文可知该部分产业影响力系数较大，属于强

辐射力产业部门，即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属于强辐射力的产业部门，但自给率近年却长期处于中低位，

且受到疫情和贸易摩擦等外部影响出现下降趋势，其发展受外部形势影响较大。基于进口替代发展

模式，在新时代，中国亟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借助制度型开放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实施新的“进

口替代”战略。 

3．金融保险业感应度 

由图 10可得，整体而言 2018年和 2020年金融保险业的感应度系数变动不大，2020年交通运

输服务、房地产、商务服务、金融保险业、电热燃水、建筑、批发零售、金属与金属制品、研究开

发 9个产业对金融保险业的影响力较大，较 2018年增加研究开发 1个产业部门；9个产业中 6个

都是第三产业部门。从具体数值来看，金融保险业整体感应度系数变化不大；2020 年较 2018 年，

交通运输服务、研究开发、石油化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呈现上升趋势，金融保险业则呈下降趋势。

疫情暴发阶段，交通运输设备和服务业发展变化幅度较大，有可能引致金融保险业产生剧烈波动。

整体而言，第三产业对金融保险业的影响力较强，交通运输服务、房地产和商务服务等产业部门从

设施设备、资本变动等方面影响金融保险业发展质量和方向。 

 

图 10  2018年和 2020年金融保险业的感应度系数 

4．金融保险业影响力 

由图 11可得，2018年和 2020 年金融保险业的影响力系数整体呈明显下降态势，所有产业部

门数值均呈下降态势。2018年和 2020年金融保险业都是对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房地产、信息

技术服务、木材家具与造纸业、住宿与餐饮、交通运输服务 7个产业部门产生较大影响，其中 6个

都是第三产业部门。从具体数值来看，2020年较 2018年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商务服务、房地产和金

融保险业自身。整体而言，金融保险业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力较为明显，对其支持力度比较强，同时

房地产、商务服务、交通运输服务与金融保险业的关联关系较为密切，表明该产业部门发展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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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发展息息相关（图 12）。但是对于机械、电子和计算机等高技术制造业而言，金融“活水”

暂时未能精准滴灌。 

 

图 11  2018年和 2020年金融保险业的影响力系数 

 

图 12  金融保险业的相互影响关系 

注：图中产业为 2020年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超过平均值的产业部门。 

 

四、产业诱发效应 

产业诱发指各产业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产出水平是由最终需求所决定的，产业诱发效应则指

最终需求增加从而诱发各产业部门产出增加的程度。但不同最终需求细分项目对各产业部门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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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作用存在差别。根据赫希曼的非平衡发展模式和有效顺序投资理论，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国家

难以全面发展所有产业部门，因此，国家或地区需要选择发展诱发效应较大的重点产业部门，并通

过产业的诱发效应刺激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最后达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本

节以生产诱发额、生产诱发系数和生产诱发依存度切入，从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出口三个方面，

揭示各产业部门生产额和最终需求之间这种生产诱发效应，着重聚焦重点服务业，即金融保险业、

交通运输服务、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服务、研究开发、传播与文化七个服务业的生产诱发

效应变动。 

（一）生产诱发额 

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是为了满足各产业部门的最终需求，最终需求增加会引致产出增加。生产诱

发额就是各项最终需求通过产业间直接及间接的关联效应所诱发产生的全部产出额。根据计算结

果可知（图 13），建筑、社会服务、金属与金属制品产业的生产诱发额位列前三，最终需求对这些

产业生产诱发效应较大。数值变动方面，2020年产业部门生产诱发总额整体较 2018年呈稳步上升

态势，其中社会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业、房地产、批发零售和研究开发等第三产业增加

幅度较大，交通运输设备等第二产业部门呈现下降趋势。由图 14可得，消费、资本形成和出口对

金融保险业的生产诱发效应依次减弱，可以认为消费和投资对金融保险业的诱导作用最大。其余重

要服务业中，交通运输服务、房地产、商务服务、传播与文化与金融保险业生产诱发结构类似，消

费同样对其生产诱发效应较大。而信息技术服务和研究开发等具备高技术属性的服务业则是投资

对其生产诱发效应较大，消费次之。 

 

图 13  2018年和 2020年各产业生产诱发总额 

（二）生产诱发系数 

生产诱发系数反映各产业部门的生产受各项最终需求项目（如消费、资本形成、出口）的影响

程度，即该产业部门在某最终需求增加 1单位时，将诱发多少单位产出。该系数是对影响力系数的

补充指标，揭露最终需求是通过哪类需求对生产产生诱发影响，可以以此为基础辨析消费、投资或

出口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生产诱发系数越大，说明该产业部门的生产关联效果也越大。由图 15

可得，重要服务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整体差别不大，出口需求是交通运输服务和商务服务的重要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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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消费是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的关键诱发因素，资本形成则是信息技术服务和研究开发的主要

诱发因素，传播与文化的生产诱发系数偏小。三个类型最终需求项目差别不大。 

 

图 14  2020年重要服务业的细分生产诱发额 

 

图 15  2020年重要服务业的生产诱发系数 

（三）生产诱发依存度 

各部门生产诱发依存度，是指某项最终需求对某产业部门的诱发额与该部门总产值的比值，反

映各类最终需求对某产业部门产值的需求贡献，即剖析产业部门产值是通过满足消费、投资需求还

是出口需求来实现的，有助于理解刺激部门增长的动力。由图 16可得，传播与文化、房地产、金

融保险业对消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较高，商务服务和交通运输服务对资本形成和消费最终需求的

依存度持平，而信息技术服务和研究开发对资本形成依存度较高。从 2018年和 2020年数值变动趋

势来说，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交通运输服务和研究开发对于消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略显上升，对

于资本形成最终需求的依存度则呈轻微下降态势，传播与文化、信息技术服务则相反，商务服务没

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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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8年和 2020年重要服务业生产的最终需求依存度 

五、产业价值分析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产业部门生产、分配和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和社会再生产过程

中，组成复杂经济活动的关键成分，在该过程中，以各产业部门为节点、以投入产出为边组成网络。

分析产业价值对于深入研究产业关联和产业资源转移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节以社会再生产过

程阶段特征为基础，辨析经济内循环中的核心产业部门主体（表 2），进一步研究产业部门在促进

经济内循环中的作用和价值。 

（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循环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基础，并且直接影响分配与消费，两者存在

双向作用关系。因此，具备较强带动力的生产性产业是国民经济内循环的起点和终点部门，以系数

数值显示的话，该部分产业部门中间投入率、中间需求率以及完全消耗系数的数值均较大。根据图

1和图 7可知，该类型产业部门是其他电子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纺织业、金属与金属制品、木

材家具与造纸业、石油化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电热燃水、商务服务、食品和烟草、交通运输服

务、信息技术服务 12个产业部门，由完全消耗系数可得，这部分产业部门消耗其他产业的原材料

的同时，对产业部门自身的消耗也处于较高水平，即存在自循环现象。 

分配是经济循环的桥梁，并且连接着生产和消费。承担经济内循环分配功能的产业部门应当属

于生产性产业，然后具备较大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这类型产业在拉动上游产业生产的同时，

也推动下游产业进行分配。根据图 1和图 8可得，满足分配职能的产业部门是：信息技术服务、通

用专用设备制造、食品和烟草、石油化工业、商务服务、其他电子设备、木材家具与造纸业、金属

与金属制品、交通运输服务、非金属矿物制品、纺织业、电热燃水、电气机械和器材 13个产业部

门。这些产业部门具备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特征，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可以带动和引导相关产

业部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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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方面，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目的和动力，并且反作用于生产。从图 8可以看出，影响力与感

应度系数都大于 1的产业部门包括信息技术服务、通用专用设备制造、食品和烟草、石油化工业、

商务服务、其他电子设备、木材家具与造纸业、金属与金属制品、交通运输服务、非金属矿物制品、

纺织业、电热燃水、电气机械和器材共 13个产业。 

（二）经济内循环过程中的产业自循环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的某产业部门所属的多个产业之间存在相互投入产出关系，产业自循环

现象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双刃剑”影响：一方面，各产业部门发展存在闭环链条，是推动在区

域形成规模较大的经济体的重要支撑，而另一方面则会吸引周边较小的产业部门涌入，一定程度上

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由表 2可得，当前部分产业部门存在产业自循环现象，贯穿社会再生产的整个

过程。金融保险业并未在经济内循环中起到关键核心作用，并不属于当前中国具备发展优势的产

业。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尽管具有战略新兴产业的重要战略地位，但大部分并未在经济循环

体系中起到“加速器”或者“催化剂”作用。 

表 2                                经济内循环中的产业自循环 

产业部门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环节 

生产 分配 消费 

信息技术服务 √ √ √ 

非金属矿物制品 √ √ √ 

金属与金属制品 √ √ √ 

木材家具与造纸业 √ √ √ 

石油化工业 √ √ √ 

电热燃水 √ √ √ 

交通运输服务 √ √ √ 

纺织业 √ √ √ 

其他电子设备 √ √ √ 

电气机械和器材 √ √ √ 

商务服务 √ √ √ 

食品和烟草 √ √ √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  √ √ 

注：√代表该产业在该环节中占据重要地位。 

六、结论与建议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刘志彪和凌

永辉，2021；韩永辉等，2022b）、加快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韩忠雪和高心仪，2023）。本文基

于中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辨析中国产业部门类型性质、角色地位、产业价值，着重研判

中国金融保险业的产业关联和诱发效应，并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研究

发现：（1）中国金融保险业是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属于需求拉动力小、供给推动力大，即弱辐射

性、强制约性的生产性服务业；（2）中国金融保险业与金融保险业本身、房地产、商务服务、交通运

输服务等第三产业的产业关联效应较为明显，对产业部门自身、商务、房地产、信息技术服务、木材

家具和造纸业、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服务影响力度较大，同时容易受到交通运输服务、房地产、商务

服务、金融保险业自身、电热燃水、建筑等产业影响；（3）重要服务业的生产诱发系数整体差别不

大，出口需求是交通运输服务和商务服务的重要诱发因素，消费是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的关键诱发

因素，资本形成则是信息技术服务和研究开发的主要诱发因素；（4）消费、投资、出口最终需求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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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保险业的生产诱发效应依次减弱，消费对其生产诱发依存度逐年上升，投资则逐年下降；（5）在构

建国内经济循环体系过程中，仍然是电气机械器材、通用专用设备制造、其他电子设备、金属等第二

产业发挥关键作用，金融保险业暂未发挥核心支柱作用，主要是受限于其对产业部门的影响力不足。 

现代化金融体系构建重点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构建高效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新发展阶段明确金融保险业成为“先导”产业的发展定位以及基本功能，促进金融保险业成

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量，成为政府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进一步发挥其基础产业功能。在制度层

面压实各方责任，提升金融政策的执行效率，推动金融保险业在逆周期调节、稳定经济大盘中发挥

关键作用。（2）提高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的匹配度，推动金融保险业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

职，做大做优做强实体经济，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提升对经济“双循环”的金融供给

配置效率。关注高新科技制造企业的多个方面，如创新能力、市场规模、人才结构等，为企业提供

更为精准的金融服务。（3）加大商业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拓宽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贷款等渠道，支持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和信托公司出资创业投资基

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等，以期最大化金融保险业支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4）建立完善金融风险

防范体系，把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防止宏观杠杆率持续快速攀升，有序处置地方债、房

地产、中小银行等重点领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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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ustrial Correlation and Induced Effects of China's Financ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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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link connecting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of various industrial sector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competitive input-output tables of 2018 and 

2020, and uses input-output models to distinguish the types of industries in China, measure the role status, and analyze 

industry value. It focuses on studying the industrial correlation and induced effects of China's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industry. 

We find that: (1) China's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industry is an intermediate product-based industry, belonging to a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with low demand pulling force and high supply driving force, namely weak radiation and mandatory 

contracting; (2) China's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industry has obvious industrial linkages and spillover effects with the tertiary 

industries such as real estate, business services and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It ha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industry itself, business services and real estate, and is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real estate and 

commercial services; (3) The production induced effects of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export final demand on th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industry have gradually weakened, and the dependence of consumption on its production induced dependence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while investment has decreased year by year; (4)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system, the financial and insurance industry has not yet played a core pillar rol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improve its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and 

leverage its economic ‘shock absorber’ and social ‘stabilizer’ functions. 

Key Words: finance and insurance industry; industrial correlation effect; industrial induced effects; input-outpu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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