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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投入产出表是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经济技术联
系的重要数据基础。
从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国办发[1987]18号
），决定编制全国1987年投入产出表后，我国投入产出表编制形成制度，逢2、逢7年份进行基层调查
与编表工作，逢0、逢5年份进行系数调整和编制延长表工作。
此后，我国先后编制了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还编制了1990年、1995
年、2000年、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
与此同时，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以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国家同步编制了相应年
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还编制了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延长表。
　　2008年8月，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出版、发布了《2002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这是目前公
开发表的关于全国30个地区的最新投入产出表，本书在该表的基础上，对地区投入产出表进行更新和
扩展，并进行了一些分析应用。
　　本书对地区投入产出表的扩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据的更新和平衡调整。
2004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这次经济普查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发
展状况，但由于数据调整的滞后性，2008年8月公布的各地区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并没有全部反映此次经
济普查以后各地区对历史数据的调整，由此导致部分地区投入产出表数据与调整后的地区国民经济核
算数据存在一定偏差。
例如，山西省2002年投入产出表反映的GDP是2 017.5亿元，比调整后的GDP（2 324.8亿元）低13.2％，
而湖北省投入产出表中GDP是4 975.6亿元，比调整后GDP（4 212.8亿元）高出18.1％。
本书对各地区投入产出表根据调整后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细分为国民经济8个行业）进行了更新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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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投入产出表是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经济技术联
系的重要数据基础。
从198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国办发[1987]18号
），决定编制全国1987年投入产出表后，我国投入产出表编制形成制度，逢2、逢7年份进行基层调查
与编表工作，逢0、逢5年份进行系数调整和编制延长表工作。
此后，我国先后编制了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还编制了1990年、1995
年、2000年、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
与此同时，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以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国家同步编制了相应年
份的地区投入产出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还编制了不同年份的投入产出延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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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国家和地区投人产出表的编制第一节 国家和地区投入产出表编制情况一、国家和地区投入产
出表编制工作的研究探索阶段二、国家和地区投入产出表编制的全面实施阶段三、国家和地区投入产
出表编制的常规性工作阶段第二节 国家和地区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方法一、国家和地区投入产出表的基
本结构二、国家和地区投入产出基本表的编制流程第二章 中国2002年省际间贸易估计及扩展地区投入
产出表编制概述第一节 文献综述第二节 区域间贸易流量估计方法一、引力模型二、交叉熵法三、本
研究估计区域间贸易流量的基本思路第三节 数据基础及区域间贸易流量估计结果一、主要数据二、估
计省际间贸易的具体步骤第四节 引力模型估计及结果一、引力模型估计二、根据引力模型结果计算初
始贸易矩阵三、最终贸易矩阵第五节 地区调整10表及省际间贸易矩阵具体结果一、调整后的各地区投
入产出表（8部门)二、调整后的各地区投入产出表（42部门)第三章 中国各地区投人产出分析第一节 
产业结构分析一、产业分类二、地区产业结构分析三、区位商分析第二节 中间投入率分析一、总体中
间投入率分析二、各区域中间投入率的分析第三节 产业关联分析一、影响力系数二、感应度系数第四
节 生产诱发分析一、固定资本形成的生产诱发系数二、调出的生产诱发系数三、居民消费支出的生产
诱发系数四、政府消费支出的生产诱发系数第四章 引力模型、边界效应与中国区域问贸易：基于投人
产出数据的实证分析第一节 文献回顾第二节 数据与描述统计一、贸易数据二、描述统计第三节 引力
模型与边界效应：设定与检验一、基本模型与单位弹性模型二、“多边阻力”模型与泊松回归模型三
、行业水平的引力模型第四节 灵敏度检验：内部贸易距离第五节 结论第五章 我国省际贸易中的隐含
能源分析_第一节 文献回顾一、国外学者的研究二、中国学者的研究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一、
投入产出分析与本章的主要概念二、本章的核心方法三、数据来源及调整第三节 实证分析一、隐含能
源总调入量与单位调入量二、隐含能源总调出量与单位调出量三、隐含能源的净调入量四、隐含能源
流向与各省节能降耗第四节 结论一、节能降耗必须站在全国的高度进行统一部署二、适当削减隐含能
源净调出大省的节能指标三、应明确净调入隐含能源的经济强省的支持帮扶责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2年中国地区扩展投入产出>>

章节摘录

　　（二）按购买者价格计算中间投入构成　　中间投入构成是投人产出表的核心部分。
这部分资料主要是通过投入产出重点调查取得具有代表性的中间投入结构，结合总量指标推算。
要获得中间投入构成，需要对投人产出各部门成本和费用构成表进行调整，将成本费用指标转化为投
入产出部门指标。
　　与其他部门不同，各工业产品部门还需要将消耗数据调整为含增值税口径。
　　（三）增加值及其构成　　根据现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分类，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
运输邮电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及其他部门的增加值，有的可以直接取自现行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
料，有的需要根据相关资料（如年报统计资料、财政决算和会计决算）进行计算，并与现行的国内生
产总值核算资料进行衔接，得到满足投入产出部门分类要求的产品部门增加值。
　　增加值构成的编制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有关统计、会计、业务核算资料，采用收入法计算；二
是利用投入产出重点调查取得的增加值结构，结合总量指标推算。
　　（四）最终使用及其构成　　最终使用总量数据取自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料，包
括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增加、出口（流出）、进口（
流人）和其他八项。
　　上述各最终使用项的构成主要利用农村住户调查、城市住户调查、财政决算、预算外支出、固定
资产投资构成专项调查、海关统计、国际收支统计、有关部门的财务、统计和业务等资料计算。
　　（五）数据平衡与修订　　在得到按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中间投入构成、增加值构成、最终使用构
成和总产出初步数据后，对根据不同资料来源计算的上述指标进行平衡和修订。
平衡修订工作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从最终使用项出发，研究各项构成是否合理，对不合理的数据
进行修订；其次是研究中间投入构成中主要消耗是否合理，对不合理的数据进行修订；最后在达到基
本平衡的基础上进行数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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